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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政司司長出席廉政公署國際會議演辭全文 
＊＊＊＊＊＊＊＊＊＊＊＊＊＊＊＊＊＊＊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五月十日）在廉政公署第三屆國際會議

上發表題為《打擊貪污︰良好管治與人權》的專題演講全文（中文譯本）： 
 
「在貪污和暴政把我們抓住之前，就應該防患未然。我們要防止豺狼越欄而入，而不是

相信我們有能力在牠進來後把牠的尖牙利爪拔掉。」 
 
                   湯瑪斯‧傑費遜 
 
  承蒙邀請出席這個由廉政公署（以下簡稱「廉署」）主辦的重要國際會議，向各位

發表講話，我感到非常高興。2000 年，廉署在香港舉辦了首屆國際會議，今次會議已

經是第三屆。首先歡迎多個司法管轄區都有派代表出席今天的會議，相信這次會議的討

論和交流定能令各位有所裨益。雖然在座各位對香港的情況早已熟悉，但是仍有部分朋

友對香港不太了解，因此，我會由歷史方面說起。 
 
  香港特別行政區（香港特區）在 1997 年 7 月 1 日成立至今，快要接近 9 年。在回

歸當日，香港這個動感之都的主權，按照「一國兩制」的原則由英國重歸中國，香港得

到保證，可以享有高度自治，並強調由港人治港。在一國的前提下兩種不同的制度並存

的概念極具創意，關心香港近年事務的人士可以確證這個試驗已經取得成功。事實上，

當澳門根據同一安排在 1999 年由葡萄牙管治重歸中國主權時，香港的經驗對成立澳門

特別行政區發揮了先驅作用。 
 
  今日的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一個主要金融中心，也是中國內地和西方國家之間的

一道橋樑。在這個地方，人人各司其職，各展所長，為香港的繁榮和成功而努力。香港

的管治以一些核心價值為依歸，包括法治精神、開明自由的社會、大公無私的行政機關、

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及保持國際聯繫。香港也很幸運，擁有一套長久以來行之有效的法

律制度。這套制度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對維持香港人對我們處事方式的信心，起關鍵

作用。香港近年取得卓越成就，成功的因素很多，對貪污絕不姑息的政策肯定是其中之

一。 
 
  作為執法人員，相信你們都知道香港在打擊各種形式的罪行方面，在整個區域和國

際層面上均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主管刑事檢控工作的檢控機關獨立運作，不受任何干

涉。本地的檢控人員及調查員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法人員緊密合作。跨國有組織罪行

的犯案手法越趨複雜，層出不窮，我們認同世界各地的執法人員實在有需要加強合作，

共謀對策，打擊罪行。不少罪行都涉及貪污。香港特區的小憲法《基本法》特別訂明特

區須設立廉政公署，而廉署須獨立工作，對香港特區行政長官負責。 
 
  廉署於 1974 年成立，當時社會的貪污風氣猖獗。32 年來，廉署通過執法、預防及

教育市民三管齊下的方式，致力肅貪倡廉，成績斐然。廉署的工作，對維持香港社會穩

定，加強人們對本港金融體系的信心，以及維護公平正直的生活方式，有莫大幫助。在

現代社會中，廉潔的公務員隊伍是良好管治的基本條件。由於本港有完備的防貪法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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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供了一個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遇有貪污案件，廉署必定會盡力調查，而專責的

檢控人員亦會竭力執行檢控工作。「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表的

全球貪污問題年報，持續把香港評定為全球貪污最少的地方之一。 
 
  廉署無疑權力很大，而犯貪污罪行的人也會受到重罰，但經驗告訴我們，這方面的

法例必須定得嚴厲；法庭也認為香港的法例與這類暗地裏為害社會的罪行的嚴重性相

稱。舉例來說，根據法例，政府人員如無法解釋其財富來源，即屬犯罪。有人曾經以有

關法例或多或少違背無罪推定的原則為理由，質疑該法例的合法性，但遭駁回，因為法

庭認為，如某政府人員擁有的資金或收入與其公職收入不相稱，期望他解釋財富來源，

實屬恰當，何況箇中理由可能只有他本人才知道。至於該政府人員就其財富來源作出的

解釋是否令人信納，則只須根據相對可能性衡量準則進行驗證，而他所作的解釋或許的

確能夠就為何其生活水平表面上與收入不相稱，提供合理的理由。法庭同意，如要打擊

貪污，必須在個人權利與社會整體需要之間取得平衡。同時，負責調查貪污罪行的人員

獲賦予廣泛權力，可以採取一些侵犯私隱、限制自由和強制披露資料的行動，因此，他

們在行使這些權力時，必須審慎行事，保持警惕。 
 
  在治安和公眾安全面臨嚴峻挑戰的年代，社會應如何回應，是極重要的課題。社會

必須因應各樣新的威脅而作出調整，但也須時刻維護個人的基本權利。無論是偵查罪

案，執行司法程序或審訊受疑人，都必須尊重人權。刑事案件的受疑人享有基本權利，

在調查期間和進行審訊之前，對待受疑人時都須顧及他們的尊嚴。如受疑人接受審訊，

他有權根據控方和辯方之間的「勢力均等」原則行事。在整個審訊過程中，我們必須假

定受疑人是無罪的。 
 
  《香港人權法案條例》引進《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所載的人權保證。該

條例訂明，「任何人受刑事控告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立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開公

正審問」。根據國際規範，刑事案件中的受疑人或被告人可享有以下的基本權利︰ 
 　  

＊ 免受無理的搜查和檢取 
＊ 免受無理的逮捕或拘禁 
＊ 免受不公平的訊問 
＊ 免受非正式的審訊 
 
  我們討論如何打擊貪污時，必須緊記一點︰法治不僅關於保安和防止罪案。法治的

要點，包括適當的法律程序、掌權者自律克制，以及避免任意行事。不同利益之間或多

或少互相衝突。要權衡輕重，因應實際情況平衡各方利益，殊不容易。然而，這正是這

次會議要理性地面對的挑戰。各位在這次會議上就日後如何有效消滅貪污禍患共謀良策

時，千萬不可為了打擊貪污而違背法治精神。不過，各位也要果敢和果斷地制定策略，

須知現時有組織罪案的犯罪手法層出不窮，難以根絕，而制定有效的打擊貪污措施，無

論對我們自己還是對我們的服務對象，都有莫大的好處。 
 
  目前，有組織罪行網絡在全球的勢力和影響是前所未有的。犯罪得益為罪犯提供財

政資源，令有組織罪行變本加厲。在某些地方，罪犯會利用非法資產賄賂官員，阻截打

擊清洗黑錢的工作。當有組織犯罪集團運用財力時，可以妨礙國家經濟體系的正常運

作，使正當商人不能在自由公平的環境下競爭，而非法或不道德的營商手法卻變得猖

獗。2006 年 2 月，一名資深美國國會議員因多年來收受大量賄賂以安排有利可圖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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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美國被判入獄。這事件正好提醒我們，即使在最先進的地方，貪污份子也有能力

滲入社會最高階層。我們有必要時刻提高警覺。 
 
  現時有組織犯罪分子常常利用貪污來助長其目的。事實上，犯罪分子有時候會認

為，為要確保同謀者參與勾當，行賄比暴力或恐嚇手段更為奏效，而且效果更為持久。

行賄其實是洗黑錢的一個途徑。《聯合國反腐敗公約》由本年 2 月開始在中國生效，且

適用於香港特區。《公約》確認一項基本國際原則的重要性，即須將貪污得來的資產歸

還，這是令人非常鼓舞的。《公約》中有關追回資產的有效條文顯然有助各國打擊貪污

的歪風，而且可以警惕貪污舞弊的官員，窩藏不法的資產定會受到法律制裁。《公約》

恰當地指出貪污會使國家窮困，而且會剝奪市民得到良好管治的權利。貪污必然會令到

人們的生活質素受損，但兩者的關連卻往往得不到正視。 
 
  根據經驗，貪污侵蝕基本的公共職能。有些地方的國家財富和捐贈者的援助被貪污

者盜用，結果導致民不聊生，生活無以為繼。若貪污行為令人們原先享有的生活質素大

不如前，或人們可享用的資源被不當削減，或者有人獲得不公平的利益，則明顯人的基

本權利已遭到剝奪。在一個理想的世界裏，防止貪污的工作可以杜漸防微。但是我們是

活在現實的世界中，如果執法者的才幹能力不敵貪污者的詭計多端，則仍極有可能造成

禍害。正如在座各位所知悉，沒有國際間的緊密合作，遏止貪污的努力將會徒然。這種

合作，必須得到文明社會中的相關人士積極參與，當中包括調查人員、檢控人員、立法

者、專業人士、銀行家、商家或關心的市民。 
 
  總括來說，我肯定大部分人都會同意，踏進 21 世紀，我們必須以反貪污為首要任

務。我們必須肅貪倡廉，否則市民的生活方式會受到危害，生活水準也會下降。香港廉

署在國際上建立了卓著的聲譽，令我們感到十分自豪。今天廉署的工作仍然繁重，而市

民亦全力支持他們的工作。這次研討會提出的問題，大家將以不同的角度分析。我們可

以向大家保證，香港不單致力於在本地打擊貪污，同時亦十分樂意與其他地區分享有關

的經驗和知識，竭盡所能為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法人員提供協助。 
 
  謹盼望各位能夠透過今次的研討會，彼此切磋交流，互相學習，並且確認，遏止貪

污，造福人民，國際社會才會成功進步。 
 
  多謝各位。  

 

完  
 
２００６年５月１０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