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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例草案審議

政團及市民抗議美政客干預港事

◆民建聯抗議美國妄議抹黑香港國安法和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政客一再攻擊抹黑二十三條立法，連日來全
港社會強烈譴責。昨日，包括民建聯和工聯會等多個政團和市民團
體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示威，抗議美國政府公然干預香港事務。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陳學鋒、林琳、陳永光等到場。他們
批評，美西方政府及政客過去多次肆意抹黑香港國安法和二十三條
立法，干擾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更公然勾連香港涉嫌觸犯國家安全
法律的通緝犯，以及對本港正在進行的刑事審訊妄加評論，甚至威
嚇制裁香港特區法官，公然干預本港司法獨立。
民建聯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必須肩負的憲制責任，為此進
行必要的立法工作，亦與世界各國包括美西方等國家做法完全一
致。事實上，美西方國家自身就有大量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美西
方政府和政客卻肆意干涉阻撓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實屬無恥。
民建聯指出，盡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已經成為香港社會
各界強大共識和意願，美西方等國家政客的指手畫腳絕對不可能動

搖這個共識和意願，造謠抹黑、破壞干預只會引起港人的更大反
感，必然以失敗告終。美西方國家及其政客應停止破壞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尊重香港社會對安全穩定和繁榮發展的追求。

強調不容美國說三道四
工聯會副理事長林偉江、蘇栢燦和丘燿誠，與立法會議員鄧家

彪、陸頌雄和陳穎欣，以及社會事務委員會和工會代表一行30多
人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厲譴責美國政府攻擊抹黑香港國安法及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干預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
他們表示，立法會正全力審議二十三條條例草案，但美英等西方

國家仍死心不息，不斷干預有關立法工作，因此更顯香港早日完成
立法的迫切性，「工聯會認為早一日立法不嫌早，多一日的國安風
險都嫌多！」
工聯會強調，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要求是香港憲制責任，

是中國內政，絕不容許美國說三道四。他們警告美國政府不要錯估形

勢，仍企圖繼續利用反中亂港分子及其代理人和組織在香港搞所謂顛
覆滲透，危害國家安全，否則必定會遭到中國人民的唾棄和反擊。
多批市民同日手持國旗及區旗到場，批評美國惡意抹黑二十三條
立法，干擾特區維護國家安全。香港東區各界協會指美國政府對香
港國安法及二十三條立法說三道四，充分暴露其醜惡嘴臉。

美西方反華勢力近年不斷無理干預香港事務，阻礙
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達至「以港遏華」目
的，用心險惡。《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順應世界
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立法趨勢，借鑒其他國家特別是普
通法國家相關立法經驗，包括英國的《2023年國家安
全法》、新加坡的《2021年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
施）法》，新增「境外干預」罪，清晰定義要使用

「不當行為」才屬犯罪，既有力防範境外勢力
損害國家的主權和政治獨立，亦保障香

港與任何地方的正常商業活動或交流不受影響。
有關「參加或支援境外情報組織，或接受其提供的利
益等」罪，《條例草案》亦參考了澳洲的《刑事法
典》、英國的《2023年國家安全法》等，禁止任何人意
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罔顧是否會危害國家安全，而明知地
為境外情報組織作出受禁作為，並在條文中清晰明確犯
罪既有「意圖或罔顧」元素、亦要有「明知」元素並作
出已詳列的「受禁作為」才可能違法，確保立法不會影
響市民和商界日常與外國的交流。

港借鑒各國國安法 清晰定義不當行為

美國僅21天即提交草案
美國於2001年遭遇「911恐襲」，聯邦政

府於同年10月2日，即事發21天後便向國會
提交有關國安條例草案。在美國國會參眾兩
院及相關委員會全速審議及通過下，時任美
國總統喬治布什於10月 26日正式簽署頒布
《美國愛國者法案》，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
部專門賦予執法部門更大權力打擊恐怖主義
的法律。

加拿大6個月完成立法
加拿大魁北克省歷史上曾經鬧過分裂。
1963年，少數魁北克獨立分子成立「魁北克
解放陣線」，開始進行有組織的分裂活動。
1970年10月，「魁北克解放陣線」綁架英國
駐蒙特利爾貿易代表和魁北克省勞工部長，
並提出釋放23名分裂分子和停止警方的搜查
活動等要求，加拿大全國一度進入史稱「十
月危機」的戰爭狀態。加拿大政府除宣布魁
北克省進入緊急狀態外，並以6個月完成國安
立法。1999年12月，聯邦政府推出《清晰法
案》（The Clarity Act）；於2000年3月15日
獲下議院通過，在6月29日最終版本由上議
院通過。

英國允許警方無令逮捕
英國議會2023年7月通過最新的《國家安
全法案》，極大泛化國安政治概念，擴張了
政府和司法部門權力，特別警察權力得到極
大擴張，包括警方可以在無搜查令的情況下
執行搜查行動；警方可以在沒有逮捕令下逮
捕並羈押嫌疑人，最長可羈押14天。在司法
機構方面也增加權力，包括對國安案件可不
公開審訊域外管轄：英國政府可以根據國安
法指控並逮捕外國公民；政府部門權力也得
到擴張：可以對嫌犯實施禁止外出、禁用電
子設備等強制處分等。

另外，英國於2023年4月通過新修訂《公共
秩序法》，該法案2023年7月2日生效。法案
修訂重點包括擴大警察的「截停及搜查權
力」，不必等到騷亂發生，而是任何時候都能
干預並阻止示威活動；警方執法時可以考慮同
一團體的一系列示威活動的總體影響，而不局
限於獨立事件；法院若認定示威者可能造成
「嚴重破壞」，有權限制他們的自由；任何示
威者一旦涉及阻礙新基建工程，將面臨3年監
禁；妨礙重大交通項目可能被判入獄半年。

美國國會山騷亂案主犯囚22年
2021年 1月 6日，包括白人至上主義團體

「驕傲男孩」（Proud Boys）成員在內，一批
時任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強行闖入國會大
廈，阻止國會參眾兩院認證拜登當選總統，
引發大規模騷亂，造成包括一名國會警察在
內的5人死亡、約140人受傷。2022年3月8
日，美國司法部宣布，「驕傲男孩」的領導
人塔里奧（Enrique Tarrio）因參與2021年 1
月6日國會山騷亂事件被起訴。2023年9月5
日，華盛頓聯邦地區法院判處塔里奧22年監
禁，這是對2021年1月6日國會山騷亂事件涉
案被告迄今最重的判刑；另外兩名組織高層
先前分別被判17年和15年。極右翼組織創始
人羅茲則被判處18年監禁。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於2月28日結

束。香港特區立法會收到政府所提交的《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草案》後，法案委員會順應社會共識和期

盼，正全速逐條條文進行審議，4天內（3月8日至

3月 11日）已合共進行了 14節會議（每節 2小

時），今日和後天還有各4節會議，審議總時數估計達48小時。美西方政客和反

中亂港分子聲言香港「快速立法」會影響法案的嚴謹性，但其實，特區政府對於基

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應從2003年首次提出立法算起，起起伏伏，至今已長達21年

之久，草案考慮的各種應對內容也更加完備。香港文匯報比較英美加等西方國家的

涉及國安法案的立法時間，也是非常迅速的。正如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表示，

「早一日完成，就令到國家安全更加早一日獲得很好的維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經過多年推廣教育，「國家安全」概念逐步
根植於港人心中。 資料圖片

◆◆法案委員會昨日繼續審議草案法案委員會昨日繼續審議草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攝

各地涉國安罪行最高刑罰比較
罪名

叛國罪
叛亂罪
公開表明意圖犯叛國罪
披露他人犯叛國罪

非法操練罪

煽動意圖相關罪行

意圖犯指明罪行而管有煽
惑性質的文件或物品罪

與國家秘密相關罪行
（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非法
管有國家秘密罪、非法披露
國家秘密罪等）

間諜活動罪

危害國家安全的
破壞活動罪

破壞電腦或電子系統罪
境外干預罪
在禁地附近作出妨礙罪

容許受禁組織
在處所內集會罪

煽惑他人成為
受禁組織成員罪

為受禁組織牟取會費
或援助罪

不得妨害調查
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香港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14年監禁
14年監禁

7年／10年監禁
（勾結境外勢力）

7年監禁／10年監禁
（勾結境外勢力）

3年監禁

5年監禁
7年監禁
10年監禁

20年監禁

20年監禁／終身監禁
（勾結境外勢力）

20年監禁
14年監禁
2年監禁

7年監禁

7年監禁

7年監禁

7年監禁

英國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

－

10年監禁

－

－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14年監禁

－

14年監禁

14年監禁

14年監禁

－

美國
死刑
－
－
－

－

20年監禁

10年監禁

10年監禁

終身監禁
至死刑

20年至終身
監禁不等

10年監禁
－
－

－

－

－

20年監禁

加拿大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14年監禁

－

14年監禁

5年監禁

14年至
終身監禁

14年監禁

10年監禁

終身監禁
－

14年監禁

10年監禁

10年監禁

10年監禁

－

澳洲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
終身監禁

20年監禁

7年監禁

－

5年監禁
7年監禁
10年監禁

終身監禁

25年監禁

－
－
－

15年至25
年監禁

15年至25
年監禁

15年至25
年監禁

－

新加坡
死刑

終身監禁
－
－

－

－

－

－

－

－

20年監禁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