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北京會見傳媒談話全文（只有中文）（附圖）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會見傳媒談話內容：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今次的行程簡單來說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天津。今次去天津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我們覺得天津是國家北方一個很重要的城市，尤其是在航運和物流方面，對我們法律服務的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在天

津訪問的過程中，我們與天津市的官員和天津市司法局的官員以及天津市律師協會的代表見面。第二部分是北京，在北京

我們與外交部及最高人民檢察院見面，今次也是我們新上任的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雄資深大律師第一次與我們一起訪京，所

以特別安排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見面。多謝大家。

記者：今次有沒有見過港澳辦的官員？有沒有談過政改問題？

律政司司長︰今次訪問的目的不是談政改，主要是與外交部及最高人民檢察院見面。我說漏了一件事，不好意思。今早我

和楊家雄專員去了北大（北京大學），與北大的學生進行交流和講座，還有副刑事檢控專員沈仲平。我們三位都有與北大

的學生作交流和分享，他們兩位主要講刑事程序以及和貪污有關的法律，我則主要談法律服務和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記者︰有沒有拜會港澳辦？

律政司司長︰我們沒有去港澳辦。

記者：與外交部見面時有沒有談及如何協助香港處理人質事件？

律政司司長︰我們今日也不是談人質事件，而是談工作上其他與外交部有關的事情。

記者：有關近期發牌的事。大家對於行會如何做決策，以及行會的保密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你作為司長，能否解釋行會條

例對保密制如何解讀？現在行會保密制有機會面臨法院衝擊，你會不會捍 ？怕不怕這保密制被打破？

律政司司長︰就行會保密制度，我希望大家用比較理性和宏觀的角度去看。首先，這個制度不是九七後才有，更加不是今

時今日才有，而是九七前已經釐定了這個策略。而這個保密制度出現的原因，其實有其背後特別的理念，特別希望行政會

議成員在討論時，可以暢所欲言，就相關事情，向當時九七前的港督或九七後的行政長官給予獨立意見。所以整個保密制

度在維護整個行會的運作上是非常重要。正如我離開香港去天津時也說過，我不覺得行會保密制應隨便就個別事件很容易

廢除。當然，在今次發牌事件上，我們政府完全明白，也完全理解市民在這方面的反應，但如何處理，當然我們仍要看事

情的發展；但不是因為今次一次的事件將行會整個機制廢除，這方面我覺得並不適合。

記者：現在不是說要廢除保密制，而是前行政會議成員以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都有說過，現時的保密制被扭曲和錯誤

解讀，究竟為甚麼會有這種說法？現在的保密制是否在現任政府的解讀和以往的有不同？

律政司司長︰我不覺得今屆政府在解讀保密制上有任何誤解或扭曲，我不清楚剛才你提到的兩位為甚麼會說是解讀錯誤或

扭曲。今次在作出決定後，蘇（錦樑）局長亦有出來解釋。

記者：但他無解釋原因。他們亦有說過，以往是不可以披露討論內容，但最後決定的結果是應該要披露，他們兩位都曾經



提及這件事。但今次是連原因都沒有說，所以才引起公眾這麼大的疑問。為甚麼今次會出現與以往的行會成員的理解和做

法有這麼大的不同、這麼大的出入？ 

 

律政司司長︰首先，第一，是不是與以往行會的做法有出入，這是見仁見智，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有沒有解釋

呢？我剛才都說，就是蘇局長在上次作決定後，是有解釋的。至於市民是否接受這個解釋，認為這個解釋是否滿意，這可

能是另一回事，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亦希望強調，政府一向就這件事，在解釋原因上指出三點：第一點是行會的保

密制度。我們解釋了因為行會有保密制度，所以不方便就詳細的討論內容及其他細節作出解釋。第二點，特首以前亦解釋

過，在當中一些理由細節上，是涉及商業性敏感資料，甚至是商業秘密，所以基於第二個理由不方便作解釋，因為若再解

釋，很可能在三個申請人當中，任何一個，未必是現在申請不成功的一個，其他的都可能造成影響。第三點，特首以前亦

說過，因為在之後一日已收到一個司法覆核的申請，所以從那個角度來看，事情亦已進入司法程序。 

 

記者：今日有報道指行會成員羅范椒芬說，行會可能會再討論發牌事件，你是否可以證實真有其事？如果真的再討論，會

否影響司法程序？ 

 

律政司司長：我現在仍身在北京，所以剛才這位傳媒朋友說的事情，我在電腦上看到簡短資訊，但事情實際上如何發展，

坦白說，因為我身在北京，不是太清楚，我不方便作評論。 

 

記者：如果真的再討論，會否影響司法程序？抑或由於司法程序進行中，行會是不可以再討論發牌事情？ 

 

律政司司長：正如剛才所說，我身在北京，所以對事情的情況不是太清楚。至於如何再作討論，是完全討論，或是怎麼樣

的處理，因為我不清楚，所以我不能就這方面作評論。因為在處理手法上在法律上可能會有怎麼樣的影響，要實際看那個

所謂「再作討論」是甚麼意思；但是怎樣處理，抑或是個別人的意見呢？我在北京，並不清楚，所以不方便在這裏作評論。

謝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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