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三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資深大律師的答覆： 

問題： 

  上月二十一日，律政司司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前往北京，與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港澳辦）的官員，討論在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通車後實施一地兩

檢安排。律政司司長其後向傳媒表示，為要處理一地兩檢的問題，少不免一定要

容許內地人員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執法，有關做法是無法避免。關於實施一地兩檢

安排，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就實施一地兩檢安排與港澳辦官員商討的最新進展為何，以及雙方就

一地兩檢安排的哪些方面已取得共識；當局就一地兩檢安排所擬備的各個方案的

內容，包括各個方案所涉及的法律及運作問題；該等方案是否包括內地人員在高

鐵列車上為旅客辦理出入境手續的方案；當局如何得出一定要容許內地人員在港

執法的結論； 

（二）當局有否計劃為了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把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以賦權內地人員在本港執法；若有

計劃，詳情為何，以及有否評估此舉會否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以下規定，

「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及 

（三）鑑於有市民擔心政府為求對高鐵旅客帶來出入境的方便，故意曲解《基本

法》的有關規定，並嘗試在《基本法》有關條文的字眼上鑽空子，而此舉可能削

弱法治，政府如何消除市民的疑慮；有否評估港人對容許內地人員在港執法是否

存有極大憂慮；鑑於《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

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

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當局會

否在嚴格遵守該條文的前提下，收回上述言論，並探討其他可行的一地兩檢方案；

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就香港對外交通運輸方面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策略

意義及作用。高鐵不但提供連接香港至深圳及廣州之間的高速鐵路服務，並接駁

至區域及全國的鐵路網，因此能大大加強香港與全國各地的連繫。通車後，由香

港的西九龍總站前往廣州的行車時間，將由現時約 100分鐘縮減至約 48分鐘。

長途服務方面，往北京的時間會由現時約 24小時縮減至約 10小時。除節省來往

香港與內地的時間外，亦會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及有助提升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在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能實現高鐵的最大效益。在這安排

下，乘坐高鐵由香港往內地的乘客，可於西九龍總站登車前完成香港與內地的出

入境等手續，直接前往全國高鐵網絡沿線的所有城市，不用再檢。另一方面，在

內地高鐵網絡任何一個城市登上往香港高鐵列車的乘客，可在直達香港後才於西

九龍總站辦理兩地出入境等手續。由於南北行的旅客均可於西九龍總站辦理兩地

出入境等手續，登車後無須再上落車進行邊檢，因此能充分體現高鐵方便省時的

效益。 

 

  「一地兩檢」絕非新的概念。雖然要考慮每個地方的獨特情況，但美加和英

法等地的「一地兩檢」安排可提供借鑑。在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重要

關鍵之一，在於如何在符合《基本法》的大前提下，容許內地檢查人員在西九龍

總站執行內地的出入境、清關及檢疫等相關法律。因此，「一地兩檢」的設計涉

及複雜的法律問題，亦需要考慮實際操作事宜。 

 

  有關問題現正由律政司、運輸及房屋局、保安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共同積

極研究，並與內地相關部委進行商討。我上月底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及其他特區

政府同事到北京與國務院港澳辦等官員討論落實「一地兩檢」的事宜。雙方的目

標都是高鐵香港段通車時，於西九龍總站落實符合《基本法》的「一地兩檢」安

排。但由於雙方均需要進一步研究當中涉及的法律及運作問題，雙方同意於明年

初再進行商討。 

 

  馮議員的問題提及的具體事宜，包括在高鐵列車車廂上為旅客辦理出入境手

續、是否容許內地檢查人員在西九龍總站特定範圍執行內地相關法律、以及是否

需要將相關內地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等議題，均在研究範圍之內。但正如

我剛才指出，在探討任何「一地兩檢」的方案時，必須同時考慮法律及具體運作

問題。 

 

  以在車廂上辦理手續的建議為例，雖然表面上有其吸引之處，但是否可行值

得商榷。據理解，每列高鐵有 8卡車廂，合共可載約 579名乘客。由西九龍總站

到福田站的車程約 14分鐘，換言之，需要在極短時間完成一名乘客的出入境、

海關及檢疫的相關手續。雖然有意見指可研究將部分程序分開處理，但這些建議



在操作上是否實際可行，仍需小心探討。 

 

  主席，我完全明白社會上對落實「一地兩檢」的關注，包括會否對「一國兩

制」帶來衝擊。我希望借此機會強調三點。第一，落實「一地兩檢」能夠令高鐵

發揮最高效益，有利民生及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確實不容置疑。第二，特區政府

與中央政府一直認同日後實行的「一地兩檢」安排必須完全符合《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的原則。換言之，既要確保高鐵能發揮最大效益，同時亦必須嚴格符合

《基本法》，不能破壞「一國兩制」的原則。因此，絕對不會出現曲解《基本法》

或削弱法治的情況。第三，歸根究底，「一地兩檢」是由交通基建衍生的法律及

運作配套問題。法律問題應以法律方式解決；而運作問題則可以技術方法處理。

因此，若然我們能以客觀、務實的態度，聚焦處理相關法律及運作問題，我相信

最後必定能夠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妥善落實「一地兩檢」。 

 

  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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