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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保障國安與港人自由非「零和遊戲」
優良法律傳統可平衡兩者 認同二十三條立法必要性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今日（28日）結束。香

港律師會昨日向特區政府提交《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香

港律師會意見書》，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基本責任，律師

會認同立法的必要性，應予優先處理，盡快完成，以全面

履行香港特區政府憲制責任和義務，建立全面而有效的法律制度以維護國家安全，並認同

諮詢文件所提出的立法原則，確保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下市民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在建議條例下繼續受到保障。律

師會強調，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居民的人權自由並非「零和遊戲」，深信香港優良的法律

傳統，可合理平衡兩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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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立法會
研究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相關的事宜小
組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為下一階段的
立法工作做好準備。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
定國在會上向議員講解草擬法例的相關原
則，強調特區政府會沿用香港普通法制度下
一貫常用的法律草擬方式，確保法律條文仔
細清晰，同時會在適合情況下列出是否有例
外情況或免責辯護，「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權，也體現與
香港國安法的銜接、兼容和互補。」

與國安法銜接互補
林定國表示，律政司草擬有關法例的工作
進行得如火如荼，待諮詢期完結後，會盡快
敲定立法建議，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
議。
他在會上向議員講解四點與草擬法例相關的原則：

詳細定義「國家安全」等用語
一、特區政府會沿用香港普通法制度下一貫常用的法律草
擬方式、技巧和習慣，其中之一是會在實際可行範圍內確保
法律條文仔細清晰，會就一些較為關鍵和重要的特別用語，
例如「國家安全」、「境外勢力」、「勾結境外勢力」等作
出詳細定義。
同時，有關罪行的條文會清晰列出什麼行為、情況再加上
什麼意圖方會構成犯罪。在適合情況下，還會列出是否有例
外情況或免責辯護，以及必須符合的條件。如果某項罪行有
域外效力，也會訂明域外效力的適用對象和範圍。
在罰則方面，在大陸法法系的司法管轄區，例如內地，法

例中普遍都會訂明刑罰的幅度，包括最低刑期，例如香港國
安法。然而，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通常只會在法例訂明最高罰
則。經考慮後，特區政府目前傾向按普通法習慣在條例草案
訂明具有足夠阻嚇力度的最高罰則，而不會規定最低刑期。

二、考慮到立法的獨特性和重要性，有關的條例草案開首
會加入「弁言」，說明立法宗旨、立法依據等背景資料，同
時會包含一些原則性或宣示性的條文。這些條文以及提交條
例草案時附上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等文件，都會有助法庭
日後有需要解釋條例時，考慮和更能準確掌握相關的立法背
景和目的。
三、諮詢文件提及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建基於三個原則：

「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權；堅持法治原則，特區政府也必定會
在草案中的具體條文適當地體現。例如，在優化執法權力方
面，會清晰訂明行使權力的條件及相關限制，以及負責審批
的機關，又希望清楚說明條例草案下的罪行不會具追溯力，
即罪行條文只會適用於法律實施以後的行為。
四、條例草案會體現與香港國安法的銜接、兼容和互補。

舉例而言，香港國安法多數程序規定，除適用於處理香港國
安法規定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外，也適用於香港本
地法律下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條例草案會用適當的方式表
示這些程序規定都適用於條例草案訂立的罪行。

立會二十三條小組首開會 林定國：沿用普通法草擬法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改
建舊灣仔警署為國際調解院總部，估計
工程費用逾4.66億元。特區政府律政司
司長林定國昨日在立法會出席工務小組
委員會時強調，根據《建立國際調解院
公約》磋商各方的協定，國際調解院總
部必須在2025年內完成，目標在2025年
年中完成基本工程，以確保於明年年底
前順利依據承諾把總部交付予國際調解
院。
中央於去年11月底向國際調解院籌備
辦公室提交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總部
的意向書，並提出若干條件，包括選址要富有歷史意義、與
法律相關，要交通方便、不可遠離市區，故最後選定舊灣仔
警署為設立總部的地點。
林定國表示，國際調解院將成為首個總部落戶香港的政府

間國際組織。今次改建標誌着兩個很重
要的「第一」：第一，建成後的國際調
解院將是世界上第一個專門以調解方式
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之間國際組織，對
於現有爭端解決機構和方式形成是有益
和有效的補充，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
供新的選擇；第二，這是首個在香港設
立總部的國際間組織。
林定國透露，調解院總部初步設計
構思以「目的為本、實而不華」為原
則，以簡約設計及富功能性概念為
主。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際調解院籌

備辦公室保持密切溝通，確保設計符合實際運作需要及相
關國際水平。有關的工程費用已計及必須進行的保育工
程，而日後的維修費將會由香港特區政府承擔，目前暫未
想像到會有意料之外的其他使費。

香港文匯報訊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期今日（28日）結束，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NEA）昨日發出新聞稿，表示協會支持特區政
府就二十三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而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港人繼續享
有基本法賦予自由並不排斥。
協會在新聞稿中表示，支持特區政府就二十三條立法，完成香港應
盡的憲制責任，並認同政府就防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做好立法工作。
該會認為，二十三條立法應在維護國家安全及保障市民各項合法權利
與自由之間取得平衡，確保言論、出版、新聞自由、正常生活與商業活
動及權益，受到合法保障，令市民繼續享有《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的權利，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冀納「公眾利益」作抗辯理由
協會強調，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港人繼續享有基本法賦予自由並不排
斥，同時建議特區政府認真考慮將「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明確列
入相關立法條文內，並期望制定法例時條文涵義要清晰，以竊取國家秘
密罪為例，清楚列明什麼是「國家秘密」，特別是一般市民對如何辨別
資料涉及國家安全並沒有具體認識，又希望特區政府制定草案後，繼續
解說及進一步聽取業界和公眾意見。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挺立法：
護國安與保障個人自由並不排斥

◆立法會研究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相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
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林定國表示，國際調解院將成為首個
總部落戶香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國際調解院總部明年須交付 確保履行承諾

◆律師會昨日
向特區政府提
交意見書，認
同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的
必要性。
大公文匯全媒體
記者周傾芫攝

就坊間建議加入公眾利益作為「竊取國家機
密及間諜行為」辯護理由的討論，律師會

會長陳澤銘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有關的建議需
要充分的政策討論，以及深入的法律分析。

以「公眾利益」抗辯須有嚴格限制
倘特區政府認真考慮引入公眾利益作為辯護理
由，律師會建議可參閱加拿大模式：在確保被告
人以公眾利益作辯護理由前，須確立披露信息的
公眾利益大於不披露信息的公眾利益，且被告人
披露信息的目的是為了揭露他人在執行公務時所
犯下的罪行。同時，該辯護僅適用於被告人在公
開披露之前已根據法例要求，事先向必要的有關
部門進行披露等。
在「煽動意圖」相關罪行方面，陳澤銘認為，

對某項批評政府的作為或行為是否構成「煽動意
圖」相關罪行，需要取决於具體個案的事實情

况。事實上，立法不可能列出「煽動意圖」相關
罪行的所有情况，但如果可以具體地界定和描述
這項罪行的元素，以免這項罪行被用作針對政治
言論或其他形式的意見表達，將有所幫助。
談到「煽惑離叛」罪，律師會表示，諮詢文件

建議將該罪行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其他公職人員，
惟諮詢文件有關章節未有對「公職人員」作出定
義。另一章對「公職人員」作出的定義是否適用
於「煽惑離叛」罪並不明確，認為對此作出的澄
清將有所幫助。
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域外適用性方面，

律師會認同應就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訂明適當的
域外效力，特別是應確保每項罪行的域外效力與
有關罪行的性質配合及屬所需和相稱，而對如何
使建議條例的域外效力生效，以及如何在香港提
出起訴，還存在一些疑問，希望特區政府有關部
門在草擬建議條例時仔細考慮。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蘇紹聰表示，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所禁止的罪行都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是非
常嚴重的罪行，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香港
國安法針對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是清晰寫明具
有域外效力，而美、加，以及歐洲多國亦有很多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具有域外效力，尤其是涉及
外國勢力的間諜罪等，都會明確國民在境外亦有
義務守法，即屬人原則；外國人在境外作出針對
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時亦屬違法，即保護原
則等。
他建議特區政府草擬第二十三條立法條文時，

可考慮參考香港國安法的做法，明確有關罪行均
適用於屬地、屬人及保護原則，具有域外效力。

就算有危害國安分子放棄其國籍在海外作案，香
港特區也能依法對這些逃犯終身通緝，一旦他們
回港便能立即拘捕。
身為律師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諮詢文件中對「煽動意圖」
的定義已經足夠清楚涵蓋相關意圖，且《刑事罪
行條例》亦清晰提到任何提出意見或善意提出立
場的行為不會構成「煽動意圖」，因此，諮詢文
件所建議條文已經十分具體。「有關條文在每宗
案件中的應用，要視乎案件的實際情況。若然在
假設性基礎下列出任何例子，反而會增加建議條
例的不確定性，故不認為建議條例應該列出該些
假設性的例子。」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立法會研究
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相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開場發言中
表示，特區政府經考慮後，建議訂立一條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讓公眾更清楚掌握立法內容，同時令本地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更加歸一。
鄧炳強介紹，建議訂立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包括：
一、是次立法建議中可以獨立存在的一些罪行條文，例如「叛

國」罪、「叛亂」罪、「境外干預」罪等，可以收納在建議《條
例》中；
二、現行《官方機密條例》第II部就間諜活動及相關罪行作出
規定，建議完善有關罪行條文並一併納入建議《條例》中。就禁
止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現行《官方機密條例》下的「非法披
露」罪所涵蓋的資料類別中，性質上屬於國家秘密的部分，亦將
完善並納入建議《條例》中。其餘現行《官方機密條例》下與國
家安全無關的其他官方機密資料相關的條文，則會繼續保留，並
進行所需的適應化及相應修訂；
三、關於完善《社團條例》處理有關規管社團和組織的建議，

特區政府會將現有法例中的相關部分完善並納入建議《條例》
中。
條例草案的架構方面，首先會包括「弁言」，列出包括其目的

及背景等資料，而草案其他部分涵蓋九部分：
第一部是「導言」，涵蓋條例的原則及詞語釋義；
涵蓋建議罪行相關的條文分五個部分，包括：第一，叛國相關

罪行；第二，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相關罪
行；第三，與國家秘密及間諜活動相關罪行；第四，危害國家安
全破壞活動相關罪行；第五，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組織
的罪行。
就諮詢文件所述的域外法律效力，會於條例草案有關罪行的各
部中訂明；為確保每項建議罪類的域外效力與有關罪類的性質配
合及屬所需和相稱，我們在擬定各罪行後，會就每項進行詳細審
視，以決定是否應具有域外效力。與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執法權
力及訴訟程序有關的條文屬另外一部分，其內容會參考公眾諮詢
所收到的建議而訂定；
最後的一部分主要為因應上述各部分有提及的本地法例的相
應修訂，還包括一些適應化修訂及《官方機密條例》和《社團
條例》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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