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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各界赴美領事館 抗議美方踐踏法治精神

政府：二十三條立法對正常新聞工作者無影響
林定國鄧炳強接受本報訪問 強調從條文草擬到調查檢控審判「一條龍」在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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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表示，雖然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但香
港特區卻能自行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

地立法，以普通法原則草擬法律條文，管轄權也會
在香港，由香港警方負責調查，由香港律政司檢視
是否有足夠證據檢控，由普通法體制下、有獨立終
審權的香港法庭進行審判，充分體現「一國兩制」
下，普通法制度特色。

控方需要證明有犯罪意圖
外界關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管竊取國家機密及
間諜行為的內容，林定國表示，只有有關資料在符
合「沒有合法權限下予以披露，便相當可能會危害
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才屬於國家秘密，並要明知
故犯，才會觸犯非法披露國家秘密相關罪行，新聞
工作者不會不知不覺誤墮法網，譬如控方需要證明
有犯罪意圖等。
至於如何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犯罪意圖，林定國表
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與任何刑事罪行一樣，
都會由法庭以一個人的外觀行為、整體言行舉止、
整體環境等，以常理去推論其是否有犯罪意圖，舉
證標準高，要毫無合理疑點，不是什麼新鮮事，做
法也不會因為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而改變。
被問到有否什麼可作為有關罪行的豁免理由，林
定國表示，保障國家秘密屬很重大的事情，所以就
算有也只限於十分例外的情況，豁免理由需符合嚴
重性、緊急性、沒有其他替代選擇等原則，以免被
人濫用，特區政府會多參考不同做法，盡量以客觀
要素草擬，令法律合理地清晰。
談到「煽動意圖」相關的罪行，鄧炳強表示，現
行《刑事罪行條例》已經有這罪行，香港國安法實
施後，亦有在羊村案引用該罪作檢控，而當時法庭
在判詞中指出，以散播謠言、錯誤信息或者作出虛

假資料的文書，令到他人不再相信，甚至憎恨特區
政府，導致嚴重社會動盪、混亂，是可以威脅國家
存亡、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從這個例子可以看
到，香港既出現煽動意圖罪行，亦說明有關罪行後
果可以很嚴重，所以有關立法是必須的。

「煽動意圖」罪檢控過程非常嚴謹
他強調，「煽動意圖」罪涉及挑起仇恨，有犯罪

意圖，並有足夠證據，在律政司同意下才會作出檢
控，檢控過程非常嚴謹，任何人不應將「煽動意
圖」罪和表達自由的權利混為一談。
林定國亦指，根據過去的案例，被控告「煽動意

圖」罪定罪的人，都是涉及極端言論，例如鼓吹
「獨立」、破壞香港的憲政秩序等，純粹表達不滿
不會有實際環境需要作出控告，強調針對的一定是
很極端的情況，目的很清晰挑動仇恨的人。
英國有法例賦予警方向司法機關申請延長羈留期

的權力，使被捕人可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延長羈
留，亦賦權警司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可阻止被羈
留的人諮詢某律師，及延遲被羈留的人諮詢任何律
師。林定國表示，任何人都有向律師諮詢法律的權
利，但任何權利都不是絕對，即使是現行法例，大
原則是不能不合理地去拖延他人見律師，正如參考
英國最新的國家安全法，有些情況下是可以不讓被
羈留者見某位律師，要稍遲去見。
他認為，立法時會考慮要符合兩大要素：一是要

有客觀證據，證明見律師只是幌子，可能為了向犯
罪同夥通風報信，透過律師通知同夥潛逃、銷毀證
據、妨礙調查等；二是有把關，讓法庭有角色，參
與整個過程等。雖然英國是警司級以上已可以作出
有關決定，但今次立法時會研究以由法庭作決定為
其中一個研究方向。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現正展開，香港特區政

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講解立法建議條文內容，釋除疑慮。他們強

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防護性的法律，只是針對有

意圖危害國安的極少數人，對正常新聞工作者不受影響，

而從條文草擬，以及日後的調查、決定是否檢控、審判，都是「一條龍」在港

進行，由獨立終審權的香港法庭審判，充分體現「一國兩制」，並透露立法時

會一併檢視現行相關法律，盡可能一次過進行適應化修訂，確保整體法律一

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掃碼睇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談到受外國政府
資助的傳媒機構是否屬於「境外勢力」，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要
視乎外國政府有否控制、監督、指使該傳媒機構
等，而它亦要符合其他因素，包括明知而發布假
資訊、並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等，才會觸犯相關
法律。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建議完善「間

諜活動」罪。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鄧炳強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罪的立法建議條文
已訂明是針對「勾結境外勢力，向公眾發布虛假
或具誤導性的事實陳述，而意圖危害國家安
全……」等行為，相信新聞工作者有基本操守，
不會明知而刻意說謊，不用擔心會干犯有關罪
行，希望大家能細讀立法建議，明白只要是一位
負責任、正常的新聞工作者，無論是在外地或本

地從事新聞工作，都不應該擔心會觸犯該罪，而
就算沒有該法例也不應刻意發布虛假消息。
至於立法建議「叛國」罪的適用範圍涵蓋，包

括在香港特區境外干犯「叛國」罪的屬中國公
民的特區居民。林定國表示，雖然一般刑事罪
行都是規範在香港境內的行事，但由於該罪適
用於中國公民，理念是國民應該效忠自己的國家
的責任，是涉及國民身份，就算國民離開香港，
身處公海，但其身份依然是中國公民，有關誠信
責任也不會改變，因此，因應國際通用準則，全
世界、不僅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都會對「叛國」
罪作如此規範。
然而，雖然「叛國」罪的適用範圍是全世界，

但執法只會在香港境內，香港特區沒有權、亦不
會到境外地方執法，除非透過司法協作、引渡條
約等方式，得到其他國家的配合等。

傳媒機構如明知而發布假資訊才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
者 龔學鳴）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
國務卿康達周一與4名因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而被香港警方通緝的反中亂港
分子袁弓夷、郭鳳儀、許穎婷及邵嵐
會面。此舉引發香港各界強烈的不
滿，多個團體昨日到美國領事館外抗
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及陳學
鋒，連同各區區議員和社區幹事等約
20 人到場抗議以表不滿。周浩鼎表
示，郭鳳儀、袁弓夷、許穎婷及邵嵐
涉嫌危害國家安全，香港警方依法通
緝他們的做法符合國際法及國際通行
慣例。而美方公然與通緝犯會面的行
為凸顯了美方在人權、法治問題上的
雙重標準。他譴責美方踐踏法治精
神，干預香港和中國事務，強調應尊
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
周浩鼎還說，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的目標是維護國家安全，並完
善國家安全機制。他早前曾接觸不同
外國商會，未聽說過有任何人士不支
持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工聯會20名代表到場，強烈譴責美
國官員公然勾結外逃的反中亂港分
子。工聯會指出，美國勾結外逃的反
中亂港分子屬粗暴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嚴重損害法治和人權精神。工聯
會表示，香港政府有必要盡早及盡快
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
確保國家、香港和市民的安全。工聯
會亦促請美國政府把這4人遣返回港，
協助香港警方通緝歸案。
此外，多個本地市民團體如香港市民
關注組亦到場抗議，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逾30名人士，聯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學鋒，去信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譴責華
府官員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正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
公眾諮詢工作，曾有份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前律政
司司長梁愛詩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滿意政府二十三條
立法的諮詢文件內容，相信有了香港國安法的經驗，公眾對
二十三條立法會比較安心。
梁愛詩說，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無理由「睡了」26年，
整個社會認受性已經高了很多，大家都明白二十三條立法是
什麼內容，並非用來箝制人的思想。她指，本港實行國安法
已有3年經驗，可以看到政府並無濫用權力，執行起來亦是公
平，沒有人有任何投訴。

梁愛詩：國安法令公眾對二十三條立法安心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總商會昨日舉行閉門論壇，由律政司
司長林定國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向商界講解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諮詢最新進展。香港總商會主席阮蘇少湄表示，現在
是適當時間盡快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為維護國安提
供法律屏障，商界認為立法能令經濟在穩健環境發展，而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定罪的門檻非常高，商會看不到一個正常運
作的公司，會容易誤墮法網。
香港總商會昨早舉行第二十三條立法論壇，總商會的理
事、13個外國商會及多名跨國企業代表亦有出席。阮蘇少湄
在會後形容，溝通具建設性，並引述官員多次解釋，第二十
三條立法不會對營商環境有負面影響，反而有助發揮經濟動
力。
阮蘇少湄指，商界一直認為現時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適當時間，立法能令經濟在穩健環境發展，而二十三條定罪
的門檻非常高，商會看不到一個正常運作的公司，會容易誤
墮法網。
她說，官員的解釋令商界放心，商界願意各方面支持政府

多解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詳情，回應市民、商界及外國
的不必要憂慮，亦不用有錯誤理解。總商會正收集會員意
見，稍後將會提交政府。
有出席論壇的外國商界代表形容，雙方有很好的交流，官
員有聽取意見並回應關注。

二十三條定罪門檻高
總商會：公司不易墮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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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左）和鄧炳強（右）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防護性的法
律，只是針對有意圖危害國安的極少數人，正常新聞工作者不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