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威脅「制裁」港法官謀毀港司法
林定國：特區政府尊重法庭獨立審判權 批美行徑如「跨境欺壓」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早前對中央政府駐港機

構和香港特區政府6名官員濫施非法單邊

「制裁」，有美國國會議員其後提案，要求

「制裁」48名香港特區政府官員以至司法人

員。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質疑美國有人威脅「制裁」香

港的法官，是想破壞香港的司法制度，又強

調香港的法官行使獨立審判權，所有審訊公

開透明，亦沒有證據顯示有人向法官施壓，

對比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批評美國法官的裁

決，香港人應反思、感恩香港司法制度良

好，法官盡職，特區政府也尊重法庭獨立審

判權及提出的司法爭議，並據此完善法例，

這才是擁護法治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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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長和擬售巴拿馬
港口予美國財團貝萊德（BlackRock）一事備受關
注。有香港法律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任何國家對危害國家長遠發展利益、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徑都不可容忍。有關交易不僅涉及反
壟斷審查，更可能逾越國家安全底線，相信國家
會有很多保障國家安全的硬手段可以處理，涉事
企業需審慎評估相關法律風險，避免讓自身面臨
難以承受的後果。

倘交易成事 或危害國家經濟安全
「港口不只是碼頭，還影響着國家造船、航運
和國際貿易等產業的發展。」青年民建聯主席、
律師劉毅表示，有關交易涉及的港口不僅是長和
的核心資產，更是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絕非
一般商業資產，而貝萊德與美國政府關係匪淺，
在美國對中國挑起貿易戰下，倘是次交易成事，
有關港口可能被美方用於強化對全球海運的控
制，甚至危害國家的經濟安全。
他分析，從法律層面看，長和自己的港交所公
告已經把這筆交易定為「重大交易」，顯示交易
對該公司戰略和未來發展有實質影響，須受到多
方面嚴格監管。除了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這
種交易必須公開揭露，還要股東表決，更別提這
涉及跨國基礎設施轉讓，需要面對多國的反壟斷
和安全審查，而這也是國際慣常做法。

美曾以國安為由阻中企收購美港口
劉毅舉例，美國於2018年以「國家安全」為由
阻撓中遠海運收購長灘港；荷蘭於2022年以戰略
安全為由阻撓中國企業入股鹿特丹港；英國在
《國家安全與投資法》生效後，於2023年否決中
國企業參與當地的核電項目。此外，歐盟有《外
資審查框架條例》，德、法、意等國也可直接否

決敏感交易等，「無一國不會規管重要戰略資產
外流。」
所謂有關交易屬「在商言商」的說法，他認為
該說法站不住腳。他解釋，美國近年持續打壓中
國港口與造船業，包括擬對停靠美國港口的中國
船舶徵收「懲罰性港口費」等，其透過打壓中國
造船業，企圖重新控制供應鏈，壓榨國家出口空
間的居心昭然若揭。長和此時將有關港口售予美
資，正中美國下懷，也可能導致中國航運成本上
漲，甚至動搖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讓
美國遏制國家的空間進一步增大。
劉毅表示，自己留意到相關關注源於公眾對國

家發展前景的深切關注，全球皆然，相關評論並
非個人情緒化的表達，而是傳遞了對戰略資產處
置必須審慎對待的共識，這種輿論監督是健康社
會應有的組成部分，也是大型企業必須要面對的
責任約束之一。

交易影響中國市場 國家監管部門有權介入
香港中律協副會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黃國

恩表示，有關港口屬重大關鍵基礎設施，其管理
權轉移可能造成海運業壟斷行為，直接影響中國
進出口的成本與航線穩定性。從國家反壟斷法的
角度來看，無論有關交易是否發生在中國境內，
只要有關交易的影響可能對中國境內市場競爭產
生排除、限制影響，國家有關監管部門就有權依
法介入。
對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強調交易各方不得採

取任何方式規避審查，黃國恩強調，任何國家和
地區的企業做生意時的首要考慮應該是國家安全
和國家利益，必須確保交易是在國家安全及國家
利益不受傷害的前提下，合法合規地進行，除了
反壟斷法，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例等均可成為監
管依據。

港法律界：長和交易涉國安
需審慎評估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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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潛逃者財政資源符國際法
林定國批評，美國政府聲稱香港特區政府官員
根據香港國安法從事「跨境鎮壓」而實施的所謂
「制裁」，是不正確和誤導的。有潛逃者拒絕接
受審訊，離開香港並繼續從事危害香港行為，特
區政府針對這些有充分證據證明違反國安法律的
潛逃者實施財政資源限制，減低他們繼續傷害香
港的能力，做法合情、合理、合法，完全符合國
際法。
「你看他（美國政府）用何理由制裁我們？用幾

個字，大家或留意，是用『跨境鎮壓』。究竟我有
否『跨境鎮壓』，有否做到任何違反國際法或國際
關係的事情？這有誤導性的描述……我們是希望及
認為（香港）是法治社會，（這些潛逃者）應接受
審訊。我們沒有找人在海外帶回港、綁架他回
來。」他說。

林定國形容，美國政府的所謂「制裁」是「跨境
欺壓」，「我們合情合理合法做，他根本沒有資
格，或沒有法律上、國際法而言，沒有理據干涉我
們行為，因《聯合國憲章》、所有國際法原則，你
都要尊重國家處理內部事情。」
他坦言，自己對美國政府的所謂「制裁」並沒
有強烈感覺，「做得這份工就預咗」，強調最重
要是保持冷靜沉着態度，不要令對方感到「得
戚」，而美國政府所謂的「制裁」，是企圖向有
志替政府工作的人施壓，大家要保持堅定，不要
被美國嚇到。

美無差別加徵關稅 圖模糊「一國兩制」
對美國上月起向香港加徵所謂「對等關稅」，林

定國強調，香港是零關稅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美
國此舉違反世貿規則，而無差別加徵關稅是企圖模
糊「一國兩制」，而此舉在法、理、情上都說不

通。香港在應對時會堅持基本法所規定的原則，包
括繼續維持零關稅、自由貿易等「一國兩制」下的
獨特優勢。
「應對的時候要堅持這些原則，在別人不守規矩

的時候，更加要彰顯我們在『一國兩制』下，我們
有些原則要堅守……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幫
到國家幫到自己，就一定要堅持維持『一國兩制』
的優勢。」他說。
林定國表示，特區政府已透過世貿上訴，由第
三方處理糾紛的獨立機關確認「道理在我方」，
同時會採取措施協助業界過渡，包括開拓新市場
等。
對實施已超過一年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林
定國表示，國安風險形形色色，從2019年修例風
波可見，當時特區維護國安的工具箱「要士巴拿、
無士巴拿」「要螺絲批、無螺絲批」，故香港需要
豐富工具箱，不斷檢視，因應外間情況確保不時之

需，不會「揦手唔成勢」。

國安法檢控數不高 不存在市民誤墮法網
他表示，所有法律都有熟習和完善的過程，包括

國家安全法律，目前經法庭定罪的國安案件全屬極
端罪行，對香港或國家造成損害，而相關的檢控數
字並不高，並不存在有市民因為「粗心大意」而誤
墮法網的情況。特區政府會因應實際情況，不斷檢
視法律，準備好充分法律工具，並依據法治原則處
理相關問題。
林定國強調，法律是最後手段，社會應建立國家

安全意識，但不應是口號式、填鴨式和單向教育，
而是要由身份認同和愛國情懷開始。由他擔任主席
的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希望透過層層遞進的方式，
從最基本的價值觀做起，希望增加大家自覺性，明
白法律的重要，市民自然會守法，發自內心不想國
家出事、不想香港社會有動亂。

香港特區政府律
政司昨日（3日）
和今天（4日）在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
院舉行大型法治戲
劇日，演出《律政
學 院 摘 星 大 冒
險》。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和律政司副

司長張國鈞分別飾演
律政學院校長和副校
長，帶領學生通過實
踐「尊重」「誠信」
「公正」「守法」精
神，贏取「法治之
星」，帶出「堅守公
義 堅信法治」的重
要信息。兩場演出預
計吸引約2,000名
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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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地產由5
月1日起至5日
舉辦《李兆基
博士紀念展—
和光同塵》。
展覽昨日來到
第三天，到場
的市民仍絡繹
不絕，了解李

兆基傳奇的一生，
緬懷這位愛國愛
港、心繫家國的偉
大企業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艾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陳逸飛）美國總
統特朗普日前簽署行政命令，以阻止他所謂的
「帶有偏見和黨派色彩的新聞報道」為由，終止
對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和美國公共廣
播公司（PBS）的公共資助。美聯社年初亦因為
未有跟隨特朗普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洲灣的簽令
而遭白宮「封殺」。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Lee
Williamson昨日回應香港文匯報有關特朗普的行
為是否已是干預新聞自由的提問時稱，FCC主要
集中關注香港和其周邊地區的情況，不會就美國
有關情況發表關於新聞自由的聲明。有香港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這些所謂
關注新聞自由的機構，根本是假藉新聞自由為
名，行抹黑香港之實。

FCC主席避談美國議題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日前公布2025年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將香港列為最差的「狀況惡
劣」級別。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則於早前發
表所謂的2025年新聞自由調查結果，亦以數十
人的調查，企圖得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新
聞自由受損的錯誤結論。

議員斥圖以政治操弄港法治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譴責香港外
國記者會及無國界記者組織的雙重標準與偏頗立
場，批評這些組織以「新聞自由」為幌子，實質
是對香港法治和國家安全進行政治操弄。尤其令
人不齒的是，這些組織對美國政府公然脅迫社交
平台封殺異見媒體、司法部起訴揭弊記者的行徑
裝聾作啞，卻對香港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必
要措施指手畫腳。這些組織的「選擇性關注」根
本是政治站隊，所謂「新聞自由」標準不過是服
務西方霸權的政治工具。
葛珮帆強調，香港新聞自由受香港基本法明文

保障，但自由從非絕對。國際社會應當認清，唯

有堅守法治底線的香港，才能真正保障包括新聞
自由在內的各項權利。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李鎮強強調，新
聞自由絕非無限制，必須以不損害國家安全為
前提。歷史教訓警示，這類組織曾以「新聞自
由」為幌子，製造虛假資訊，並煽動對立情
緒，意圖製造社會不穩，甚至勾結外部勢力危
害國安，已完全背離新聞專業，涉嫌觸犯法律
底線，呼籲市民必須看清其「掛羊頭賣狗肉」
的真面目。

徹底揭穿其充當反華政治打手本質
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批評FCC聲稱「關注新聞
自由」，卻對特朗普堂而皇之干預新聞自由視而
不見。FCC與RSF「對港苛責、對美縱容」的雙
重標準，徹底揭穿其充當反華政治打手的本質。
所謂「打壓」毫無依據，反而是美國濫用司法打
壓爆料記者、封禁異見媒體，FCC與RSF卻避
而不談。
她強調，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明確保障市民權

利，同時要求維護國家安全，此為國際通例。事
實證明，外媒在港運作如常，本地媒體多元發
聲，足以證明自由受憲制保障。她堅決反對外部
勢力以所謂「自由」之名干涉中國內政，國際社
會應認清FCC與RSF的政治圖謀，共同抵制誣
衊香港法治的虛偽鬧劇。
立法會議員楊永杰批評FCC和RSF「雙重標
準」，無視香港在基本法下享有的高度新聞自由
之事實，經常以抹黑手段挑起市民與特區政府的
矛盾，更高舉所謂「新聞自由」的旗幟，干涉中
國內政，又對美國本土新聞自由被嚴重侵蝕的情
況視而不見，所謂關注「新聞自由」的機構，不
過是美國企圖打壓別國的工具。
香港文匯報昨日亦通過電郵詢問「無國界記者
組織」，特朗普的有關做法是否是干預新聞自
由，惟至截稿前仍未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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