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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将向立法会提交《2023 年刑事诉讼程序（修订）条例草案》，

以订定法定上诉程序，供控方就原讼法庭在有陪审团的刑事审讯中作出

的无须答辩的判定提出上诉，以及就原讼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第四十六条，在没

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

件时所作出的无罪裁决或命令，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诉。  

 

  律政司发言人今日（五月二十三日）表示，为了填补刑事上诉制度

因控方未能就原讼法庭专业法官错误作出的无须答辩判定及无罪裁定提

出上诉而出现的法律空隙，避免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拟议的新法定上诉

机制实属必要、正当和及时的应对方案。  

 

（一）无须答辩判定的上诉建议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如原讼法庭法官作出无须答辩判定并指示陪审

团宣告被告人无罪，即使法官的判定明显有错，现时并无法定程序可让

控方提出上诉，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也不能再次受审。《条例草案》针

对这种情况订定上诉机制。   

 

（二）《香港国安法》第四十六条的上诉建议  

 

  一如由区域法院法官及裁判官等专业法官审理的刑事案件，如案件

于原讼法庭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审判庭会述明裁决理由。然而，如审判庭判处被告人

无罪，即使其裁决理由可能显示犯下法律上的错误，控方也无权向上诉

法庭提出上诉。这与《区域法院条例》或《裁判官条例》订明可以案件

呈述方式就区域法院法官或裁判官的无罪裁定上诉的规定形成对比。

《条例草案》针对这种情况订定案件呈述上诉机制。  

 

  两项建议提出的立法修订属程序性质，适用于立法修订生效后作出

的判定、裁决或命令。  

 

  《条例草案》无损被告人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也不抵触一罪不能

两审的原则。  

 



  律政司已先后在二月二十七日及五月二十二日就两项建议咨询立法

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事务委员会表示支持修例建议。  

 

  《条例草案》将于本周四（五月二十五日）刊宪，并将于五月三十

一日提交立法会审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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