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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我們會在“基本法匯粹”中探討對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至關重要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不僅履行了本港在《基本法》第23條下的憲制責任，亦與國際慣例一致。

我們會重點提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明文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應當依法保障

人權並堅持法治原則，然後說明該條例所訂的主要罪行均合理地清晰明確，

且訂有適當的例外情況和免責辯護，以及所訂罪行的域外法律效力既相稱又

合理，並專為應對特定國家安全威脅而設。我們會繼而闡釋本港法院在該條

例下發揮重要的把關作用。

在常設的“基本法案例摘要”專欄中，我們輯錄了兩項終審法院裁決和一

項上訴法庭裁決的撮要，當中涉及以下事宜：

  何謂“另一人賣淫的收入”、依靠另一人賣淫的收入為生的罪行範

圍，以及《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37(1)條是否合憲。

	 	在就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違反普通法及《公安條

例》(第245章)第17A(3)(a)條)提出的檢控中，被告人可否以質疑警

方禁止涉案公眾集會(即使警方的決定其後獲上訴委員會裁決肯定)的

合法性作為抗辯理由。

	 	按照《法律援助規例》(第91A章)第21(1)(b)條的正確詮釋，普通法

下的法律專業保密權(該權利根據《基本法》第35條受憲法性法律保

障)有否被廢除或受到限制；如有，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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