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行政长官 2020 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致辞

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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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二十一日）在立法

会会议上就《行政长官 2020 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第一节：中央

全力支持、坚持「一国两制」、走出疫境、注入经济新动力）的致辞全

文：  

 

  代主席，感谢议员提出的意見。就议员对个别议题的发言，我将作

出扼要回应。  

 

《香港国安法》  

 

  这两天的辩论有不少议员提到《国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对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由乱到治，和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性。国家安全属于中央职权范围。作为国

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常

委会）绝对有权有责为香港制定相关法律。  

 

  全国人大以决定和立法方式，作出《528 决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订立《国安法》，为香港建立健全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执行机制，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揭开新章，

开创新格局的重要里程碑，让香港重回「一国两制」的初心。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等，早

已制定了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法律。《国安法》所规管的罪行亦

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法律相近，旨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发展

利益。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并不改变上述基本原则，它要求香港特区履

行就关乎国家安全的若干罪行立法的宪制责任。事实上，中央一直拥有

就国家安全事宜立法的权力和职责，尤其在香港特区未有履行该项责任

的时候。因此，「一国两制」不仅没有被改变，反而是巩固了根基。  

 

  《国安法》的域外效力符合国际法下的「保护管辖」原则。在此原

则下，若身处境外的外国人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危害其安全或其核心



利益（例如政府体制或职能）的犯罪行为，该主权国家可透过有域外效

力的法律行使刑事管辖权。「保护管辖」原则亦常见于反恐怖主义的几

部国际公约。不少国家的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也有域外效力，例如德国

的《刑法典》针对叛国罪、美国针对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活动的《卢根

法》、《外国情报监控法》，和新加坡的《防止网路假讯息与网路操纵

法》等。  

 

  任命指定法官方面，我重申行政长官只是为不同级别的法院定立指

定法官名单，并不是委派某法官审理某特定案件。法官在处理相关案件

时，仍然是独立地履行司法职能，不受任何干涉。因此，《国安法》就

指定法官的安排绝无损害香港特区一直备受尊崇的司法独立。此看法已

于唐英杰一案获法院确定。  

 

  有议员亦提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国安法》第二条明确

指出，《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是根本性条款。  

 

《宪法》和《基本法》  

 

  最近社会上又有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有关议题作出决定有损

本地司法制度。大家需要谨记，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权力来自中央。

《基本法》是授权法，《宪法》和《基本法》清楚说明中央的权责及中

央授权特区的权力和责任。当牵涉宪制问题时，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责任、有权力和有必要根据《宪法》和《基本法》作出相关决

定，提供具约束力的法律基础，准确落实《宪法》和《基本法》所共同

构建的宪制秩序。  

 

  正正是这些对《宪法》和《基本法》的不认识或误解，促使律政司

在去年举办《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论坛《追本溯源》，通过

专家的介绍和分享，让广大市民对《宪法》和《基本法》有正确的认识

和理解。  

 

  此外，律政司亦持续推广《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的工

作、编撰《基本法》汇编、为教师制作《基本法》／法治教育的电子教

材、为中小学生推行法治先导计划等。  

 

法治：愿景 2030—聚焦法治  

 

  法治有各种定义和诠释，指标众多，并无国际认可的统一标准。但



有一点很清楚，什么「违法达义」的说法绝对违反法治精神，这些不正

确的概念必须要纠正。维护法治人人有责，整个社会须遵守法律，并应

积极宣扬正确的法治概念。  

 

  正如我于二○二○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中指出，法治的内涵言人人

殊，有些是基于主观感觉，也有些是基于客观指标。有见及此，律政司

正透过「愿景 2030—聚焦法治」十年计划成立客观法治资料数据库，目

前正积极筹建及整理相关数据。  

 

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法治的重要一环。《基本法》第八十五条保障司法独

立。我已多次指出，社会人士有权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就法庭的裁决及

相关事项发表意见，但肆意对法官作出人身攻击，却绝对不能容忍。  

 

  作为「公众利益守护者」，我有义务按照法律所授予或施加的权利

和义务行事。因此，我早前向法庭申请四个禁制令，包括禁制对司法及

执法人员起底及滋扰。  

 

  维护司法独立不单是政府或律政司的职责，亦是社会上每一个市民

的义务。社会上不同人士尤其作为法律界重要持份者的两个法律专业团

体——香港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它们分别根据「规章及规则」和

「组织章程大纲」，也有责任捍卫司法独立。捍卫司法独立的方式可以

不同，但必须宣扬正确的信息。  

 

司法改革  

 

  议员对司法改革这议题亦提出了一些意见。我希望大众要以平常心

看待「司法改革」一词。事实上，司法机关一直不断作检讨，终审法院

首席法官于今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中亦指出，司法机构将实施法律程序

及支援系统数码化、检讨投诉法官处理机制，及为不同类别案件编订优

次以提升处理案件效率。  

 

  司法改革应由司法机关主导，律政司会全力支持及配合司法机关的

优化措施。  

 

  若有人对判刑感到不满，现行法院上诉或覆核机制一直行之有效。  

 



  今年律政司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81A 条提出的刑罚覆核申

请大幅增加，与二○一九年四宗相比，二○二○年有 17 宗。在二○二○

年经已裁决的 12 宗申请中，11 宗申请得直。上诉法庭在其中四宗案件

中，重申黄之锋案的判刑原则，即在处理牵涉暴力的大型非法集会案件

时，必须强调阻吓和惩罚作用。上诉法庭亦指出，在黄之锋案所厘清的

原则应被适当应用，不能流于「口惠而实不致」。  

 

  有议员亦提到量刑委员会。这类机构有很多不同目的和职能，有些

司法管辖区为了平衡法院就判刑的酌情权和一致性，设立专责机构制定

判刑指引。这些机构可以是从属司法机构，或是独立机构。在香港而

言，如果我们要考虑设立这类机构，我们首先要厘清问题所在，然后再

对症下药。如果是需要判刑指引，我们已有上诉制度，下级法院应受上

级法院的案例所约束。如果是上诉案件审讯缓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已

表示会为不同类别的案件排优次。如果是有其他原因，正如前首席法官

所说，只要有细节、理由和理据，我相信司法机构会认真跟进。  

 

施政报告政策措施  

  

（a）法律科技  

  

  律政司将利用法律科技基金发展「香港法律云端」，并拟委托属法

律及争议解决专业服务界的独立第三方负责管理，资助香港法律及争议

解决专业服务界初期使用香港法律云端服务的费用。  

  

（b）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有议员亦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香港是国家境内唯一实行

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在「一国、两制、三法域」下，香港独立健全的

法制，能为大湾区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律政司一直积极开拓便利

香港法律业界发展内地市场的措施。近年的重大突破包括广东省司法厅

二○一九年八月实施的合伙联营试行办法、今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

业考试，以及与内地签署多份安排，例如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

排、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和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

充安排。  

  

  另外，二○二○年八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条例》容许在大湾区的港资企业（WOKE）在没有「涉外因素」

的情况下，可选用香港法律作为合同的适用法律。这项「先行先试」措



施是一项重大突破。  

  

  律政司正继续积极寻求中央支持，争取在大湾区实施「港资港

法」，让港资企业可以选择其熟悉的香港法律进行交易。  

  

  以上这些安排，都是中央对香港的支持，标志着《基本法》和「一

国两制」为香港所带来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大大加强香港作为促成交易

和解决争议中心的地位。  

  

强化国际合作／培育法律人才  

  

  律政司亦一直与国际机构保持紧密合作，并为培育法律人才持续提

供培训机会，包括借调至国际机构的安排。继去年十二月与海牙国际私

法会议签署法律专业人员借调计划谅解备忘录后，计划将于明日（一月

二十二日）正式展开招募。  

  

  律政司亦已成功争取在港主办多个政府间的国际大型会议，例如亚

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简称「亚非法协」）年会，因为去年的疫情，

延至今年举行。  

  

总结  

  

  代主席，《宪法》和《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特区政府

会继续坚定不移地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

制」方针。正如代主席指出，确保中央全面管治权及香港特区高度自治

权共同实施，才可让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让「一国两制」行

稳致远。  

  

  律政司将继续履行其宪制职能，并透过多方面的政策措施，以致力

维护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核心价值。  

  

  我们细心聆听了议员的意见和期望，会积极作出适当的跟进。希望

议员可继续支持律政司的政策措施，与我们携手推动「法治公义，普惠

共享」。  

  

  多谢代主席及各位议员。  

  

完  



2021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