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出席「認識《基本法》—依法治港創繁榮」中學校際問答比賽致辭全

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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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三月二十八日）出席新界校長會

紀念《基本法》頒布 25周年「認識《基本法》—依法治港創繁榮」中學校際問

答比賽的致辭全文： 

  朱景玄會長（新界校長會會長）、余大偉校長、劉林部長（中聯辦新界工作

部部長）、莫錦強副部長（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 、各位嘉賓、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很高興有機會出席「認識《基本法》—依法治港創繁榮」中學

校際問答比賽的總決賽，與大家一同見證全港總冠軍的誕生。 

  《基本法》有如一項工程的藍圖，而這項工程就是「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

例的構思。《基本法》是以法律的形式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

治港等重要理念。我非常感謝新界校長會舉辦今次的問答比賽，藉以鼓勵中學生

加深認識《基本法》，並將「依法治港創繁榮」的理念推廣至社區。 

  適逢今年是《基本法》頒布 25周年，容許我藉此機會與各位分享我個人對

《基本法》的幾個觀點，希望能夠一同溫故知新，反思《基本法》的意義和重要

性，共同打好成功落實《基本法》的基礎。 

I.《基本法》對香港及法治的重要性

  首先，作為律政司司長，我想講一講《基本法》與法律制度及法治的關係。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多年來，不少國際著名的機構都給予香港很高

的評價。當中例子包括美國傳統基金會今年一月連續第 21年將香港評為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奉行法治及香港的穩健法律制度

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基本法》為香港的法治提供穩固基礎。在法律制度方面，《基本法》第 8

條訂明香港原有法律，除與《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

外，予以保留。根據這項條文，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後維持原有的普通法傳統，

令香港成為兩岸四地中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普通法是國際商貿社會熟識的

法律。《基本法》保留香港的普通法傳統，令香港在國際商貿界能保持競爭力。

《基本法》第 84條更訂明，香港特區法院依照特區本身的法律審判案件，其他

例如英國、澳洲等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因此，自回歸以來，普



通法在香港不但得到延續，更不斷茁壯成長。 

 

  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基本法》第 63條訂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

不受任何干涉。這項條文對確保檢控工作的獨立性和維護法治極為重要。刑事調

查、檢控及審判程序絕不能滲入政治因素或其他不當考慮。而事實上律政司負責

檢控工作的同事亦一直以公平、公正的專業態度去處理檢控工作，絕對不受任何

政治或其他不當影響。 

 

  在維護人權方面，《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就多項人權作出保證，亦訂明《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

法律予以實施。這些條文對香港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作出有效的憲制保障。 

 

  在司法制度方面，《基本法》訂明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亦

訂明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有關條文為香港的司法獨立提供了

穩固的憲制性基礎及保障。在實際運作上，香港司法人員獨立處理案件，不受任

何干涉，是不爭的事實，亦獲國際社會所認同。 

 

  回歸以後，香港特區設立終審法院，取代了殖民地年代英國樞密院的終審角

色。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基本法》第 82條。該條文明確規定終審法院可邀請

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以非常任法官身分參與審判。根據這條文，終審法院由成

立至今，一直有邀請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出任非常任法官。 

 

  現時終審法院一共有 12名英國或澳洲的現任或退休法官出任非常任法官，

而他們每一位均是普通法地區的資深法官，在國際上極被尊重。大家試想，若然

《基本法》框架下的法律制度並不健全，或香港特區不尊重司法獨立，這些殿堂

級的法官會否一直願意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工作？答案明顯不過。 

 

  總括而言，沒有《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和憲制性保障，香港特區不可能維持

穩健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及強健的法治。但我亦希望強調，維護法治不單是政

府、司法機構和法律界的責任，亦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香港是個多元化的大都

會，市民享有高度言論自由，社會上存在不同意見是正常情況。但表達意見和追

求理想亦必須用合法方式進行，任何政治理念亦不可成為違法的借口，否則只會

令整個社會付出沉痛代價。 

 

II.《基本法》及政制發展 

 

  身為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的成員，我亦希望借今日這機會同大家簡介《基本法》

與特區政制發展的關係。 



 

《基本法》的草擬過程 

 

  要理解法律，特別是憲制性的法律文件，必須了解相關的歷史背景。因此，

讓我們首先一起回顧《基本法》的草擬過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當中列明

中國對香港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重點包括設立特別行政區；除國防、外交由中

央政府負責管理外，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香港原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

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 

 

  《中英聯合聲明》公布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於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正

式成立及開始工作。起草委員會設立了五個由內地和香港委員共同組成的專題小

組，當中包括中央與特區關係專題小組和政治體制專題小組。 

 

  一九八八年四月，起草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公布《基本法（草案）徵求意

見稿》，用五個月的時間在香港及內地廣泛徵求意見。一九八九年一月，起草委

員會對《基本法（草案）》以及附件和有關文件進行表決。同年二月，全國人大

常委公布《基本法（草案）》，並再一次在香港和內地徵求意見。經過八個月的

諮詢期，起草委員會各專題小組在研究各方面的意見後，合共提出 24個修改提

案，並在一九九○年二月進行表決。經過接近五年的起草過程後，《基本法》最

終在一九九○年四月四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正式頒布。 

 

  上述簡單的歷史回顧，引證《基本法》的條文和內容（包括普選行政長官的

相關條文和附件一）並非強加於香港。相反，香港社會各界代表有參與整個《基

本法》草擬過程，亦有充分時間發表和徵求意見。換言之，《基本法》代表中央

與香港特區的共識，亦代表香港社會的共識。因此，在落實《基本法》時，應全

面落實所有條文，包括《基本法》第 45條有關提名委員會的條文，而不應選擇

性地只落實符合一己意願的條文，甚或提出例如公民提名等違反《基本法》的建

議。 

 

香港特區及行政長官的獨特憲制角色 

 

  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必須同時尊重「一國」，兼顧「兩制」，從法律

和政治現實中尋找合適的方案。同樣道理，探討政制發展時必須充分考慮香港特

區及行政長官的獨特憲制角色。 

 

  《基本法》第 12條訂明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第 15條則訂明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基

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另一方面，《基本法》第 43條訂明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代表香港

特區，並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基本法》第

45條則訂明行政長官在香港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此外，

《基本法》附件一第 1條亦重申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權。 

 

  《基本法》以上條文凸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及行政長官的獨特憲制

角色。由於香港特區是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而並非主權國，行政長官需要依照

《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此外，《基本法》第 45條

既包含在香港特區進行選舉及普選的元素，同時也包含由中央任命的元素。因此，

普選行政長官的制度設計，必須同時充分兼顧上述特點，否則不但違反「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根本構思，甚至可能衍生憲制上的不穩定性。 

 

機不可失 

 

  在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北京完成審議行政長官提交

的報告，並通過了相關決定，確定香港可以從二○一七年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普選

行政長官。 

 

  第二輪政改諮詢已完結。政府正整理收到的意見書，爭取在四月份內公布第

二輪公眾諮詢的結果，同時提交一個修改《基本法》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議案，交由立法會進行審議，目標是希望在今年立法會暑假休會前能夠在立

法會就議案進行表決，並得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在這關鍵時刻，我希望大家能夠以務實、香港特區整體長遠利益的角度出發，

以《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基礎，達成共識。我在此亦呼籲在座各

位繼續向代表各位的立法會議員表達你們的意願，務求令立法會通過方案，落實

二○一七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結語 

 

  各位嘉賓、各位同學，《基本法》不單關乎香港現時的情況，也關乎香港未

來的發展，及香港在國家扮演的角色。作為香港特區一份憲制性的文件，《基本

法》絕對值得香港各界多了解、多認識，從而令「一國兩制」得以有效落實。 

 

  今年是《基本法》頒布 25週年，政府將會舉行一連串慶祝活動，加強推廣



《基本法》。當中，在四月四日至五月二十五日期間，香港歷史博物館將舉辦「《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 25周年展覽」，展出與《基本法》

相關的珍貴展品及圖片。我在此鼓勵在座各位踴躍參觀，加深對《基本法》的了

解。 

 

  最後，我祝願今次頒獎禮圓滿舉行，也祝願各位有一個愉快的週末。多謝各

位！ 

完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