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年 11 月 10 日（星期五） 

律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律师 

就行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 

辩論（第五环节）致辞全文 

 

主席︰ 

 

 感谢各位议员就法治和律政司其他方面的工作

所发表的意見。鉴于时间关系，我只会作扼要的回应。 

 

2.  首先，我希望再次强调，本届政府将会一如以

往继续坚守法治精神。事实上，今次《施政报告》谈

及法治的篇幅比过往多，与法治、法律制度及法律服

务有关的措施亦相当充实。当中，《施政报告》第 19

段开宗明义指出︰(1) 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

值，而司法独立是维持法治的重要元素；(2) 特区政

府会继续坚定不移地捍卫司法独立，维护及尊重法治

精神。律政司未来的工作虽然充满挑战，部分工作(包

括司法复核及刑事检控等工作)甚至会具争议性，但律

政司全体人员仍然会以坚守法治为最终、最基本、最

重要的工作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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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复核案 

 

3. 有议员提及近期一宗刑期复核案件，由于有关

案件将会进行上诉，我不适宜、亦不会评论上诉的具

体事宜。然而，认为律政司有必要澄清相关原则，以

及社会上流传的某些错误观点。 

 

4. 首先，特区政府絶对尊重香港人的言论、集会、

游行、示威等自由和权利。但正如法庭在不同的判词

中清楚指出，这些自由和权利并非絶对、亦不是全无

限制，而是要受法律的监管。在一个尊重法治的社会，

行使自由和权利时必须同时尊重法律。 

 

5. 香港的司法程序，包括刑期复核整个程序，是

受法律所规管。无论是申请的理据、法庭可否接纳复

核申请，以至控方在庭上的陈辞，完全只限于法律原

则和相关证据。整个过程不会渗入政治因素，而最终

的结果，是由法庭经过公开的聆讯过程后独立地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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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而法官判决的理据亦可清清楚楚地从书面判词

中看到。 

 

6. 大家可能同意或不同意法院的判决或理据，大

家绝对有这个权利和自由，即使在法律界（包括法官）

对一个法律议题也可能有不同的看法，但大家不应该

因为不同意司法程序的结果，便在完全没有客观事实

根据的情况之下，动辄、很武断地认为司法程序受政

治因素所影响。 

 

7. 因此我绝对不认同有个别议员用「政治犯」去

形容相关的当事人，或者用「政治检控」去形容相关

的司法程序，甚至有个别议员不负责任地用「假公义」、

「黑法治」去形容香港现时的法治情况。 

 

8. 在这方面，我希望再次邀请大家留意上诉法庭

判词中第 171 段的内容，特别是包括以下的内容： 

 

9. 「本席重申，答辩人等不能说他们是因为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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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示威或言论自由而被定罪和判刑...他们之所以

被定罪和判刑，是因为他们僭越了法律的界线...答辩

人等也不能说，上诉法庭对他们处以的刑罚，压缩了

他们可依法行使示威、集会或言论自由的空间。只要

他们在法律的界线内行事，法律会全面、充份地保障

他们示威、集会和言论自由；但一旦他们僭越了法律

的界线而违法，法律制裁他们并不是剥夺或打压他们

的示威、集会和言论自由，因为法律从来都绝不容许

他们以违法的手段来行使那些自由。」 

 

10. 在维护法治方面，特区政府确实责无旁贷，亦

会全力以赴。但维护和尊重法治亦同时是每一个香港

人的责任。而部分人士因为种种原因，将法治政治化

只会对香港的法治带来负面的影响。 

 

「一地两检」 

 

11. 有议员的发言涉及「一地两检」事宜，但因为

「一地两检」的议题在过去两星期已在本会进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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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辩论亦将在下星期三继续，我在此不会详细回应。

但我希望重申，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委商讨「一地

两检」事宜时，一直以符合「一国两制」和不违反《基

本法》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特区政府亦会继续听取社

会上的意见，务求更完善地落实「一地两检」。 

 

亚太区国际法律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12. 另外，有部分议员在辩论期间谈及法律服务的

问题，以及周边地区在这方面的发展。 

 

13. 巩固及发展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律及争议解

决中心将会继续是律政司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会继

续与业界及相关持份者保持沟通，务求维持香港的法

律制度、人才及其他的配套设施能够满足服务使用者

的需求。律政司同时亦会继续开拓新的服务领域，并

到内地及海外地方，包括「一带一路」沿线等地方推

广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事实上，我今个星期刚到过

吉隆坡，向当地商界及法律界介绍香港这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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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十分正面。 

 

14. 亚太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一带一路」倡议的

推行，将会令法律及争议解决，包括国际仲裁和跨境

调解的服务的需求大增，但同时香港在这方面亦面对

不少竞争。律政司会继续审视亚太区及其他地方在这

方面的发展，从而制定和推动合适政策，进一步巩固

香港作为亚太区重要国际法律及争议解决中心的地

位。 

 

主席，我谨此陈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