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記者會

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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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七月一日）下午聯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

深大律師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舉行記者會。以下是鄭若驊的開場發言： 

 

  

  我想就《國安法》的一些法律問題簡單向大家介紹，接着才就着大

家的問題作具體回應。首先我想強調的是在五月二十八日通過《決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時，已清楚寫明「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繼而制定現時此法律。在現時的法律

中，我們看到很重要的、要留意的是第一章總則。總則的第一條重複強

調在立法時所考慮到相關的因素及基本原則，是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國家安全相關事宜，亦是保持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保障香港特區居民的合法權益。所以這是

貫徹落入《國安法》中。 

  

  在《國安法》中的第二、三、四及五條，容許我重點提及，因為這

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則，對大家在將來去適用和理解《國安法》時，

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條清楚說明，關於特區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條和

第十二條的規定，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款；並強調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得違背

《基本法》的第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第三條亦提及，中央人民政府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而特區有憲制責

任，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這兩條條文，將根本性的原則清楚寫

明，所以在理解相關條文的時候，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 

  

  第四條及第五條，其實是保障我們很多時提到的法治原則以及人權

保障。第四條清楚明確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

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有關包括言論、新

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第五條提及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當堅持法治原

則。法律規定為犯罪的才可以定罪，即是必須要有條文，不能胡亂將人

定罪；第二，我們經常關注到就是假定無罪的原則，被告人和其他訴訟

參與人可依法享有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還有的是「一罪不能二

審」、即 double jeopardy 的概念，都在條文中的總則清楚寫明，讓我

們看整個《國安法》的時候，可以清楚知道怎樣去理解相關條文。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國安法》其實非常 unique（獨特）和

groundbreaking（具開創性），因為兼具了三大類法律。第一類，我稱

之為「組織法」，即如何組織一個委員會或者架構等等，在法律裏寫

明；第二類是「實體法」，即 substantive law，即是如何才會犯罪、

刑罰是甚麼；第三類是「程序法」procedural law。 

  

  若大家看看這法律，就會看到我說的組織相關事宜，即在香港成

立、行政長官提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相關安排在第二章寫明。法律第

三章，就是我所說的「實體法」，即甚麼是犯罪的行為、刑罰是怎樣。

而在第四章是「程序法」，稍後我會簡單談談程序相關的事宜。而第五

章則重複提到我剛才強調的，中央有一個根本的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這一

點，其實是基於這個原則成立駐港國家安全公署這概念。 

  

  在組織方面，剛才行政長官已提及，在此我補充一點，在第十四條

提及港區國安委（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權；至於

在第二章第十八條則提及律政司要設立一個專門處理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的檢控部門。我們的工作已經安排好，部門負責人要遲一步才可以公

布，我們正在跟進。而相關部門的同事亦已準備好在需要時工作。 

  

  我談談「實體法」，「實體法」在第三章提及的四類犯罪行為及活

動。因為條文不是很長，盡量別作撮要，我建議大家看一看條文的寫

法，因為行為已清晰寫了出來，哪些是違法，亦寫明刑罰是怎樣，大家

亦會注意到的，刑罰有時分為三部分，一些比較重，一些比較輕，所以

處罰中亦有一定的規定。在這四類的罪行中，都有提及需要有我們關注

的犯罪意圖，所以需要證明犯罪意圖才能夠定罪。 

  

  第四章是我說的「程序法」。「程序法」有不少的條文，我想特別

在這裏強調，第四十條提及絕大部分案件，除了第五十五條規定的該類

案件之外，都會受香港管轄的。換句話說，案件的檢控、司法程序都在

香港進行。第四十五條提及的程序，是需要按照香港法例處理，換句話

說，會依照香港法例中的上訴機制等處理。當然，第四章亦談及有一些



其他特別安排的情況，行政長官剛才提到關於法官的指定、律政司司長

可以就陪審團安排發出證明書，這些都是特別的情況。當然，這是一個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所以會有一些相關特別的情況，但總體來說，是

按照香港熟悉的程序進行。 

  

  至於第五章提及駐港的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只會在一個很特定的情

形才會啟動立案，這是第五十五條。正如行政長官所說，條文中的三個

情形，是一個極少數會產生的情形，但這亦是中央一個根本責任，在責

任上若有需要，中央有這個權力可以運用。 

  

  整體來說，如果我們回想回歸時訂立「一國兩制」的初心，其實是

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所以，如

果在國家安全方面，香港的法律漏洞和制度缺失不能修補，是無法達到

「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原則。所以現在經過這個工作，啟動了、開展了

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立一個健全的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這亦是《決定》及國家安全法一個很重要的目

的。國家安全法其實是「一國兩制」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是創先河

的，令香港社會能夠行穩致遠，令我們的社會穩定。多謝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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