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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 2020年施政報告︰社會事件揭示部分青年人守法意識薄弱

• 國安法第十條:

•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

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 教育局在2020年12月3日發出通函第180/ 2020號，通知各中小學加入守法和

同理心作為首要培訓的價值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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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戰

• 教育工作者受限於本身的法律知識，難免感到無從入手

• 青年人年紀尚輕，心智發展尚未成熟，反叛性強，難以於短期內接

受及掌握艱澀抽象的法律概念

• 需制定全盤及長遠策略：

• 培訓師資、編寫教材、安排合適活動等

• 制定策略的前提︰認清目標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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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法意識的 “守”︰遵守、不違反的客觀行為

• 守法意識的 “法”︰法律

• 守法意識的 “意識”︰支配客觀行為的主觀心態，

重點是守法的自覺性: 即自動自覺、自願尊重和遵

守法律

三、守法意識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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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法意識是甚麼
• 培養及加強守法意識，不能單靠阻嚇青少年干
犯刑事罪行 :

(1) 假如只是為了害怕受懲罰才遵守法律，談不上是

自動自覺及自願守法

(2) 即使干犯刑事罪行，不一定被察覺或被檢控，

因而需要接受懲罰

(3) 很多刑事法以外的法律，包括民事法律以至憲制

性法律，雖未必涉及等同違反刑事罪可引致的懲罰，

亦必須遵守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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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原材料

• 培養及加深青少年守法的自覺性，需要令他們認識三大問題:

(1) 我應該遵守甚麼法律？

(2) 我為何要遵守這些法律？

(3) 為何守法沒有例外？

• 對這三大問題足夠的認知是培養及加深青少年守法自覺性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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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該遵守甚麼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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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該遵守甚麼法律?

• 所有香港現行法律

• 培養守法意識，無需學懂所有香港法律

• 可把重點放在兩類法律:

(1) 香港最重要的三部法律

(2) 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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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該遵守甚麼法律?

•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現行最重要的三部法律是國家憲法、基本法及國
安法

9



五、應該遵守甚麼法律?

(1)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容許在國家不同地區實施不同制度的法律基礎

(2) 基本法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法律

(3) 國安法是確保一國兩制能行穩致遠的法律

•由於其重要性及獨特性，以及一些坊間對其的曲解，必須向青少年灌輸正確
的基本知識

•至於如何做好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教育則是另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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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該遵守甚麼法律?

• 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

 常識

 透過日常生活經驗學習

 往往與社會公認道德規範重疊

 例如不能傷害他人、詐騙、偷取財物；不誹謗他人，不侵犯他人私隱；須遵守過馬路規則，

須信守諾言

• 無需特別教授具體法律條文（例如傷害他人身體屬違反了香港法律哪一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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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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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 要青少年了解守法的重要性，必須先讓他們認識以下基本問題:

(1)法律是甚麼？

(2) 為甚麼要有法律？

(3) 沒有法律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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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法律是甚麼?

•有別於其他日常生活常見的規則(如校規)，法律是一套具有以下特色的規則:

• (1) 一般適用於所有人

• (2) 由立法機關及其授權機關制定

• (3) 由法庭判決是否有所違反

• (4) 範圍涵蓋所有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活動，和市民大眾由出生至死亡的行為

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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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有法律 ?

•人類是群體動物，為了滿足需求和慾望，必須與其他人交往及相處，不可

能只按自己意願行事，故此必須制定一套人人適用及人人必須遵守的規則

•法律的最基本作用正是統一行為標準、規範權利義務、協調在群體社會各式

各樣的活動；保障人生及財產安全；以和平方式按客觀標準解決爭議

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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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法律會怎樣?

• 各人按自己喜惡行事

• 無法有秩序及有效進行任何群體活動

• 人身安全、財產失去保障，人民隨意使用任何方式解決紛爭

• 回復到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 弱肉強食、誰大誰惡誰正確

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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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沒有法律的後果，可令青少年明白：

(1) 遵守法律是最基本的法律義務；基本法第42條:

“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

(2) 遵守法律是社會成員間一個不言而喻的互相承諾

(3) 無論為己、為人、為香港社會、為國家民族，都應該守法

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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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己

•向青少年強調違反法律可能引致的嚴重後果:

•(1) 可能令自己受傷害，令其他人不願意交往、一同生活

•(2) 有機會負上民事或刑事責任，後者將對人生前途造成不可逆

轉的傷害。在香港，十歲以上便可能因干犯罪行而須負上刑責

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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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違反法律很可能傷害其他人的人身或財物、

侵犯了其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 例如自己不希望身體受傷害，便不應以暴力待人

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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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社會

•一個法治的社會，市民大眾願意及實際守法不可或缺

•法治正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其中最重要基石

•很多法律涉及社會整體利益，例如現在需要遵守各種防疫措施，便是為了保

障公共衛生

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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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民族

•尊重和遵守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三大最重要法律涉及國家民族重大利益: 

• 維護整過國家內部安全及領土完整、確保香港能在一國兩制下長治久安

保持繁榮穩定、並促進以和平方式完成統一國家民族復興事業

•憲制性法律具有凌駕性，亦是其他香港現行法律的來源。假如不認同及尊重

憲制性法律，勢必削弱對其他法律的尊重

六、為何要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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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何守法沒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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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何守法沒有例外？

• 下一步是清晰反駁不願意或實際上不遵守法律的最常見藉口:

• (1) 我的行為是出於良好動機

• (2) 我只是行使自己的個人權利

• (3) 其他人不遵守法律在先，我只是作出回應

• (4) 法律不公義，違法是為了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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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何守法沒有例外？
我的行為是出於良好動機?

•不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好心也不可以做壞事

•良好動機並非犯罪的合理原因，充其量只可能是減輕刑罰的求情理由

•而當所犯罪行涉及暴力，任何良好動機都絕不會是求情理由

•俠盜羅賓漢劫富濟貧，在今天仍需要因犯了搶劫罪而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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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何守法沒有例外？

我只是行使自己的個人權利?

•絕大部分的人權自由均非絕對，而是受到合理限制

•這是確保行使個人權利時:

(1) 不會傷害其他人的人權自由(例如不能以行使言論自由為名誹謗他人、揭露其他

人個人私隱或恐嚇他人)

(2) 不會損害社會重大公眾利益 (例如疫苗通行證限制行動自由是為了保障公共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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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何守法沒有例外？

其他人不遵守法律在先，我只是作出回應?

•不能以牙還牙，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兩件錯的事加起來不會變成一件對的事

•例如他人曾經違法傷害自己，並不代表自己可違法進行報復，否則冤冤相報、永無

休止

•若認為其他人違反法律，應該交由執法機關調查，或提出法律程序，由司法機構按

法律及證據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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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何守法沒有例外？

法律不公義，違法是為了達義？

• 一人有一義，十人有十義

• 不同人對何謂公義往往有不同定義，假若人人以公義為名不守法，必然

世界大亂

• 如認為有不完善的法律，應按合法途徑推動修改，而並非違反法律以達

成個人所認為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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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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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催化劑

• 對上述關鍵議題有正確基本認識，是培養及加深青少年守法自覺性的基本

原材料

• 但要培養青少年守法自覺性，建立及加強發自內心對香港現行法律的尊重

和認同，還需以下6項催化劑:

• 對法律制度的信任、社群意識、國家民族意識、歷史觀、世界觀、憂

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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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催化劑

對法律制度的信任

•假如懷疑甚至認定執法機關及司法機構等不會公正依法行事，便難以
說服人守法、尊重法律制度

•故此，應該加強青少年對香港法律制度，包括司法機構、執法機關等
的正確認知

30



八、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催化劑

社群意識

•青少年一般相對較自我中心，喜歡我行我素

•必須令青少年明白，我們是生活在社群中，眼中不可只有我，必須學懂包容、尊重和妥協

•包容是接受與自己不同甚或是討厭的人

•尊重是肯定及重視其他人(包括他們的意見以及他們享有的自由和權利)

•妥協是願意讓步，不堅持己見，在不同意見間找出平衡點，達致雙方均接受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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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催化劑

國家民族意識

•社群意識的社群，可涵蓋不同層次，包括家庭、學校、工作單位、以至香

港社會，但歸根究底是中國這個國家以及我們同屬的中華民族

•不可能期望青少年能夠真心尊重認同一個他們沒有感情，甚至是抗拒，不認

為自己是當中一份子的社群所定的法律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對培養及加深尊重和遵守憲制性

法律至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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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催化劑

歷史觀

•即使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必須對中國歷史尤其是清朝中

葉起的近代史有充分理解，方能明白現今國家憲法產生的背景、基本法下一

國兩制方針的目的和為何需要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制定國安法等措施

•了解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法這三部與一國兩制關係最密切及最重要法律的歷

史背景和目的，比熟悉其內容和條文來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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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催化劑
世界觀

•單看國家亦未足夠

•必須令青少年理解在今天複雜的國際環境、地緣政治下，國家面對的挑戰以
及香港扮演的角色；方能明白維持一國兩制、尊重相關主要法律對國家(包括
香港)未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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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養守法自覺性的催化劑

憂患意識

•具備國家民族身份認同的社群意識，擁有歷史觀及世界觀，自然會產生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是居安思危、以大局為重的心態，明白沒有國何來有家、沒有家何來有

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擁有憂患意識，自能深切感受為何應自覺地尊重和遵守以上提及的關鍵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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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結

• 守法意識與其他教育範疇（例如中國歷史、通識，及其他重要價值觀教

育），環環相扣、關係密切

• 培養及加深青少年守法意識不是可單獨處理的議題，亦不宜及不需把守法

意識教條化、經常掛在嘴邊，必須潛移默化

• 必然是一個漫長及艱鉅的過程，必須具耐性，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不能

急於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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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律政司的角色

• 行政長官選舉政綱︰必須守住法治核心價值；核心政策包括推廣法治教

育，提高學生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

• 律政司堅決支持及配合教育界培養及加深青少年守法意識

• 未來具體計劃及措施︰10月中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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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結語

• 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

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 培養及加深青少年守法意識是青年興的關鍵元素，成功與否影響香

港未來的穩定，以至一國兩制是否能行穩致遠

• 任重道遠！大家必須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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