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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十月二十八日）在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推介联席会议纪念《基本法》颁布三十三周年研讨会的致

辞全文：  

 

各位嘉宾、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可以出席今日由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推介联席会

议举办的纪念《基本法》颁布三十三周年研讨会。对于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推介联席会议一直以来支持律政司的工作，并就推广市民大众正确认

识《基本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我谨代表律政司和特区政府致以最衷

心感谢。  

 

  很多谢刚才玉山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

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黄玉山教授）的介绍，当我知

悉原来今日会连同四位一起上台，其实我有很大压力。虽然他说是重量

级，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的，因为无论如何也比他们「轻」。玉山兄非常

具资历；珠姐（原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谭惠珠）在《基本法》的造诣和在法律界的地位也不用多说；Thomas

（香港律师会前会长苏绍聪）是法律界的前辈；Carmen（立法会议员简

慧敏）虽然长得比我年轻但她是我的同学，读书成绩比我好。所以在这

里我说话最没什么分量，也很大压力。但是既然来了，就尽量和大家分

享一下我的想法。  

 

  今日的主角是什么呢？当然是《基本法》。我拿着的书本也是《基

本法》。题目是「由治及兴、国安家安、联通世界」——都是很深奥，

可以谈数天也谈不完的题目，但我只有 15 至 20 分钟，也不想阻碍大家

午饭，所以我决定就「由治及兴、国安家安、联通世界」，每四个字我

只谈《基本法》的一个条文。  

 

  在谈条文之前要先热身，我知道今日在座有很多同学和老师，大家

可能都听说过，我喜欢和大众分享法治教育的观念，谈谈法律的问题。

我时常强调一点，学习任何法律，当然包括《基本法》，不是靠背诵—

—我是很反对背条文的，反而最重要是要了解一条法例的法律条文或整

个法律的背景和目的，这是一个法律原则。和大家分享一下法律知识，



当我们解释法律的时候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在考虑文字时必须要

考虑其背景和目的，英文是 context 和 purpose，《基本法》一点也不例

外。  

 

  在说条文之前，我们一定要想一想究竟《基本法》是什么。很多人

有不同的表述，但大家不需要想得太复杂。请大家先看《基本法》的序

言，我认为大家要首先熟悉和理解《基本法》的序言。序言很重要，也

只有三段，我相信大家都记得，第一段是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

部分，一八四○年后被英国进行殖民管治，一九九七年回归，完成了中

华民族一个很大的心愿。所以香港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有

关回归，序言也说得很清楚，亦带出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国

两制」的方针，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也是为了保持香港的

繁荣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实际历史和现实情况，所以国家决定恢复行

使主权的时候，根据国家宪法第三十一条成立特别行政区，按照「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这里把「一国

两制」的原因和方针写在法律文件内，这就是历史背景，回归是以「一

国两制」的方针。第三段正正解释了「一国两制」这个政治方针和《基

本法》本身的关系所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基本法》，所以是说了两点——就是

《宪法》加上《基本法》。我们时常说《宪法》和《基本法》加起来才

是完整构成一个宪制秩序，因为《基本法》已经说明了，所以是要根据

《宪法》和《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

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这两句说话正正解释了「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的关系。简单说，《基本法》的目的就是要保障「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落实。再简单点说，「一国两制」是政治方针，《基本

法》是一个法律工具，以法治的方式落实这个政治主张，为我们提供一

个保障。  

 

  知道了这些背景，就可以谈谈我今日想说的事。先说「由治及

兴」。香港《基本法》颁布了 33 年，实施了 26 年多。我们说「由治及

兴」，其实前面还有一句，「由乱到治、由治及兴」，这反映了香港 26

年来也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但正如行政长官刚才发言时说，虽然香港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但《基本法》是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改动

过。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香港过去 20 多年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其实真

的不要推卸到《基本法》上，与之没有关系。这会否是我们尚未能完全

准确理解、未完全执行《基本法》呢？  

 

  反思这个问题时，令我想起习近平主席于去年七月一日时说过的



话，相信大家都记得，习主席在香港说话时派了一颗很大的定心丸，他

说「一国两制」是一个长期坚持的政策，但是有前提的，就是我们要做

到「四个必须」。第一个「必须」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当中

最重点有六个字：全面准确贯彻。「全面」就是不可以片面，不可以看

一些不看一些；「准确」很简单，就是不可以歪曲或错误理解，第三，

「贯彻」是不可以看过就算，要身体力行，看过了要做得到。我们又想

想，国家领导人这样叮嘱我们，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过去我们在处理

一些事的时候是否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又贯彻得不够坚决呢？这个答

案我想大家要在心里反思。但若要为自己打分的话，我认为起码有一些

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其实是一百分，肯定是做足的。让我来说几个

例子。  

 

  第一，我今日说的第一条与「由治及兴」有关系的条文，就是《基

本法》第九十七条，与我们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亦是刚刚行政长官

提及过的事很有关系。我们的区议会选举即将在十二月十日举行。但这

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第九十七条说得很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设立

非政权性区域组织，接受特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谘询，

或负责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重点就是它是一个非政权性

区域组织，它的职能是接受政府地区事务的一些谘询，或者提供一些文

化、康乐的服务。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一届区议会选举在二○一九年发生的事，相

信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说法，就是很不幸地，有部分我会形容为反中乱港

的人士，利用区议会作为企图夺取香港管治权的工具。他们讨论的问

题、争取的东西，与《基本法》第九十七条可以说是有一个严重偏离，

亦不是在做《基本法》所规范的职能。我们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考虑需

要进行区议会改革。我想强调，区议会改革绝对不是尝试去削弱市民大

众参与地区事务的机会或权利，其目的只有四个字，就是「拨乱反

正」，确保《基本法》第九十七条可以准确实施。刚刚行政长官也鼓励

大家积极参与。  

 

  我很明白市民大众对这些变化会有很多想法，我藉此机会除了谈法

律之外，也想谈英文，谈一个英文常用的说法：「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意思是一个布丁或蛋糕是否好吃，要吃过才知

道，不吃是不会知道的。如果你看到一件蛋糕并对它的味道有怀疑，但

你一口也不肯吃，第一是你对这件蛋糕非常不公平，第二亦对自己不公

平，令自己损失了尝试美食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无论对这件蛋糕也好，

对自己也好，是一定要尝试的，尝试过后发觉有什么需要调整的话，还



有很多机会慢慢集思广益去做得更好。  

 

  第二，「国安家安」。这个是我认为香港很难说自己拿到一百分的

地方。大家这两日也常常提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我昨日在另一场

合也有提到。行政长官也很清晰指出，我们一定会在二○二四年之内完

成我们的宪制责任。刚刚也有不同的讲者提到「一国两制」的最高原

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昨日有人问我为何第二十三条

一定要在明年立法，我以比较轻松的说法指那不是新目标，是「还旧

债」，是「欠交功课」。今日我尝试用一些比较法律性的方式去解释一

下为何我这样说。  

 

  首先要说到《基本法》的结构，我们要思考，维护国家安全原则上

是否应该属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我们要记住，《基本法》已说明外

交事务、国防不是我们特区内部的事务，很顺理成章，这些国家头等大

事是属于中央事权。同样道理，我们现在提到维护国家安全，不是维护

香港或是维护我们现场所在这个佐敦地区的安全，所以原则上、理论上

那不可能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但是在草拟《基本法》的时候，我们

要体谅或明白，甚至很欣赏中央对香港人的信任，虽然这不是我们的事

权，但是中央亦将这方面的责任交托在我们手上。  

 

  我们要很清楚看一看第二十三条的字眼，有两点我想大家注意，我

不是咬文嚼字，这是正确理解。第二十三条提到，香港特区「应」自行

立法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是哪七类我就不详谈了。我有两点想

说一下，第一是那个「应」字，在第二十三条有一个「应」字，不是

「可」，英文是「shall」不是「may」，意思是一个责任，应该做的事就

是一个责任，是要做的。第二，的而且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没有定

下时限，没有说到你应该要在一个月之内或五十日内完成立法，但这代

表什么呢？让我分享一下法例知识，在一般法律原则上，很多时候一些

责任都未必会白纸黑字列明你要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件事，但不代表无了

期。我想起一个例子，有时我和太太吃完饭后，太太就望着那堆碗碟

说：「你应该洗了那些碗碟」，她当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洗，但难道我

把碗碟留到隔夜之后才洗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律上有一个原则，

就算没有指明，基本上就是要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这件事， reasonable 

time，我相信同一道理也适用于《基本法》。我又想到一九九七年《基

本法》实施至今 26 年，这些碗碟还摊在桌上，这是否已超越了一个合理

时限呢？我相信公道和客观持平的人心中自有答案。  

 

  在此我想再多说一个法律的原则，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就



是一些法律的责任没有写清楚何时要完成。法律上有一个机制，就是说

对方可以给你一个通知，告诉你要尽快完成相关责任，否则会有后果。

我的律师朋友稍后可以确认一下我说得对不对，你可以 serve a notice，

告诉对方 time is of the essence，要做了。就等于刚刚的例子，我太太翌

日早上看到那堆碗碟还没清理，她就会说「请你尽快处理」。  

 

  其实这件事就发生了在第二十三条身上，我会称之为「催促函」，

为什么呢？我记得刚才另外一位讲者谈到《香港国安法》的时候提及过

「决定+立法」这个方式，大家要留意在制订《香港国安法》的时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二○二○年的《528 决定》里面有这样提及，指明

香港特区应当尽早就《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完成立法。而在

《香港国安法》第七条亦同样提到香港特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其实这个「催

促函」已经透过很严肃的法律文件发出予特区，是「尽早」，「尽早」

没有别的解释，「尽早」就是越快越好。所以特区要在合理范围内——

当然「尽早」不是立即就可以做到，「尽早」也要考虑背景、立法的严

肃过程，也要考虑很多因素，但在这些客观环境的限制下，我们是有一

个很确切的法律责任，完成二十三条立法。这其实不仅是法律责任那么

简单，正如我说，二十三条背后的理念是背负着中央对我们的信任。香

港人很希望追求在「一国两制」下最大的空间，前提是要争取到中央对

我们的信任。如果中央交给我们做的事，我们做得不好、做得不足，我

们自问如何能成功争取到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呢？实际点说，二十三条的

问题缠绕了香港人 20 多年，可说是争辩不休。这世界最重要是什么呢，

是 certainty，任何有疑虑或不明朗的事，对社会发展最具伤害性，所以

我们觉得从实际角度，应该尽快完成此事，完成这历史事务，香港才能

进入新阶段，集中处理其他问题。  

 

  「联通世界」。刚才我说了九十七条和二十三条，接着是「联通世

界」。刚才说的可能是我们不太高分的方面，但我们也别太不开心，因

为有些方面我们得分应该颇多，就是「联通世界」。我们常说要维护国

家发展利益，因为这也是「一国两制」最高原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

标，我们要善用我们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究竟

香港的独特优势和地位是什么？很简单，我们寻找香港独特优势和独特

地位的最大公因数——各位同学读数学，一定学过 HCF，highest common 

factor——我们的独特优势和地位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 就是三个字：

国际化。当我们举例，香港的独特优势永远包括这几方面：我们是世界

公认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法律服务中心，诸如此类，全部均有这

两个字：国际。这是我们要坚持。  



 

  在《基本法》的设计内，中央真的对我们很好。所谓国际事务一定

涉及外交事宜，与其他主权国家的交往。原则上而言，外交事务不属香

港自治范围内事权，因为这些不属本地的事。然而，国家在对外关系

上，给予香港极大的自主权和空间，这就要说到《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一条。一百五十一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

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

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

议」，这是很特别的。举个例，大家最近也有看亚运会，很欣赏张家

朗、何诗蓓等香港运动员，他们就是以「中国香港」名义取得佳绩。同

学们是否知道只有两个国家可以派超过一支队伍出席这些体育赛事？那

就是中国和英国，英国足球队伍有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和北爱尔

兰，我们中国队伍当然有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华台北，这是

很特别的。先不谈体育，说回一百五十一条，刚才提到体育方面只是一

个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在经济、贸易上很重要的组织，大家可能听过

WTO，世贸组织，其实中国香港也是以单独成员的身分参与事务。这是

《基本法》赋予我们极具优惠性的条款。我们要做的事，我们真是做得

不错，但未来一定要做得更好，因为这是中央给予我们一个很大的

privilege，让我们可以真正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所以，我很希望大众市

民，尤其是处理对外问题，无论是文化、体育或商务，别浪费了中央的

一番苦心，别浪费了中央给予我们这样大的自主权，要更积极发挥好我

们的国际性地位。  

 

  最后我想指出，国家领导人已清楚说明「一国两制」是必须长期坚

持的利好政策，我们不用担心二○四七年后会有什么重大改变，但当然

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做到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全面准确

维护《基本法》、《宪法》构成的宪制秩序。在这前提下，才能做到行

稳致远。我相信只要大家用心去理解我们的宪制性文件《基本法》，不

是看条文，而是想想背后的原意，想想中央为何要这样写、为何这样

做，思考后我们能够身体力行，贯彻初心，我很有信心也很相信，「一

国两制」必然会发挥得越来越好。这番说话是特别对坐在后方的年轻人

说的，但当然所有人都适用。  

 

  就此话题，我的分享到此。最后我想再次感谢大会给我机会，分享

我对《基本法》的一些看法。多谢大家。  

  

完  

2023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