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就《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

辯論（第五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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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日）

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施政報告》）

致謝議案辯論（第五節：優化管治、簡政放權）的致辭全文： 

 

主席︰ 

 

  感謝各位議員就法治和律政司其他方面的工作所發表的意

見。鑑於時間關係，我只會作扼要的回應。 

 

  首先，我希望再次強調，本屆政府將會一如以往繼續堅守

法治精神。事實上，今次《施政報告》談及法治的篇幅比過往

多，與法治、法律制度及法律服務有關的措施亦相當充實。當

中，《施政報告》第 19 段開宗明義指出︰（一） 法治是香港

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司法獨立是維持法治的重要元素；（二）

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定不移地捍司法獨立，維護及尊重法治精

神。律政司未來的工作雖然充滿挑戰，部分工作（包括司法覆



核及刑事檢控等工作）甚至會具爭議性，但律政司全體人員仍

然會以堅守法治為最終、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方針。 

 

刑期覆核案 

 

  有議員提及近期一宗刑期覆核案件，由於有關案件將會進

行上訴，我不適宜、亦不會評論上訴的具體事宜。然而，認為

有必要澄清相關原則，以及社會上流傳的某些錯誤觀點。 

 

  首先，特區政府絶對尊重香港人的言論、集會、遊行、示

威等自由和權利。但正如法庭在不同的判詞、判決中清楚指出，

這些自由和權利並非絶對、亦不是全無限制，而是要受法律的

監管。在一個尊重法治的社會，行使自由和權利時必須同時尊

重法律。 

 

  香港的司法程序，包括刑期覆核整個程序，是受法律所規

管。無論是申請的理據、法庭可否接納覆核申請，以至控方在

庭上的陳辭，完全只限於法律原則和相關證據。整個過程不會

滲入政治因素，而最終的結果，是由法庭經過公開的聆訊過程



後獨立地作出決定。而法官判決的理據亦可清清楚楚地從書面

判詞中看到。 

 

  大家可能同意或不同意法院的判決或理據，大家絕對有這

個權利和自由，即使在法律界（包括法官）對一個法律議題也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不應該因為不同意司法程序的結果，

便在完全沒有客觀事實根據的情況之下，動輒、很武斷地認為

司法程序受政治因素所影響。 

 

  因此我絕對不認同有個別議員用「政治犯」去形容相關的

當事人，或者用「政治檢控」去形容相關的司法程序，甚至有

個別議員不負責任地用「假公義」、「黑法治」去形容香港現

時的法治情況。 

 

  在這方面，我希望再次邀請大家留意上訴法庭判詞中第 171

段的內容，特別是包括以下的內容： 

 

  「本席重申，答辯人等不能說他們是因為行使集會、示威

或言論自由而被定罪和判刑...他們之所以被定罪和判刑，是因



為他們僭越了法律的界線...答辯人等也不能說，上訴法庭對他

們處以的刑罰，壓縮了他們可依法行使示威、集會或言論自由

的空間。只要他們在法律的界線內行事，法律會全面、充份地

保障他們示威、集會和言論自由；但一旦他們僭越了法律的界

線而違法，法律制裁他們並不是剝奪或打壓他們的示威、集會

和言論自由，因為法律從來都絕不容許他們以違法的手段來行

使那些自由。」 

 

  在維護法治方面，特區政府確實責無旁貸，亦會全力以赴。

但維護和尊重法治亦同時是每一個香港人的責任。而部分人士

因為種種原因，將法治政治化只會對香港的法治帶來負面的影

響。 

 

一地兩檢 

 

  有議員的發言涉及一地兩檢事宜，但因為一地兩檢的議題

在過去兩星期已在本會進行辯論，而辯論亦將在下星期三繼續，

我在此不會詳細回應。但我希望重申，特區政府和內地相關部

委商討一地兩檢事宜時，一直以符合「一國兩制」和不違反《基



本法》為我們的共同目標。特區政府亦會繼續聽取社會上的意

見，務求更完善地落實一地兩檢。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另外，有部分議員在辯論期間談及法律服務的問題，以及

周邊地區在這方面的發展。 

 

  鞏固及發展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將會

繼續是律政司的工作重點之一。我們會繼續與業界及相關持份

者保持溝通，務求維持香港的法律制度、人才及其他的配套設

施能夠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求。律政司同時亦會繼續開拓新的

服務領域，並到內地及海外地方，包括「一帶一路」沿線等地

方推廣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事實上，我今個星期剛到過馬來

西亞吉隆坡，向當地商界及法律界介紹香港這方面的發展，反

應十分正面。 

 

  亞太區的經濟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將會

令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包括國際仲裁和跨境調解的服務的需



求大增，但同時香港在這方面亦面對不少競爭。律政司會繼續

審視亞太區及其他地方在這方面的發展，從而制定和推動合適

政策，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重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

心的地位。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201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