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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屬個人意見

• 歷史

• 文獻



香港原法律

• 來自英國（1841）

• 英國管治的文獻是：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 皇室訓令
（Royal Instructions)

• 港督為首的行政主導政制， 全委任制，九十年代部分功能團體席
位，法官港督委任，終審到英國《樞密院》。

• 實行普通法。

• 除了貿易，投資，金融市場，仲裁裁決執行，很少與內地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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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

序言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被英
國佔領。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
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
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
收回香港的共同願望。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
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
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
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
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基本法的佈局
（1990年4月4日頒布

1997年7月1日實行）

序言

第一章 總則 第一 至 第十一條

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區的關係 第十二 至 第二十三條

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二十四 至 第四十二條

第四章 政治體制

第一節 行政長官 第四十三 至 第五十八條

第二節 行政機關 第五十九 至 第六十五條

第三節 立法機關 第六十六 至 第七十九條

第四節 司法機關 第八十 至 第九十六條

第五節 區域組織 第九十七 至 第九十八條

第六節 公務人員 第九十九 至 第一百零四條



第五章 經濟

第一節 財政，金融，貿易 工商業 第一百零五 至 第一百一十九條

第二節 土地契約 第一百二十 至 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三節 航運 第一百二十四 至 第一百二十七條

第四節 民用航空 第一百二十八 至 第一百三十五條

第六章 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義務 第一百三十六 至 第一百四十九條

第七章 對外事務 第一百五十 至 第一百五十七條

第八章 本法的解釋和修改 第一百五十八 至 第一百五十九條

第九章 附則 第一百六十條

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

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附件三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法律



第八條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
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
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第十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
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
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
同本法相抵觸。



第八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可根
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第一百五十八條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
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
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
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
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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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列於
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
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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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
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施。

第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
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香港

基本法

國家憲法

第三附件

國家法律

香港本地立

法與普通法



基本法的佈局
（1990年4月4日颁布

1997年7月1日實行）

序言

第一章 總則 第一 至 第十一條

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區的關係 第十二 至 第二十三條

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二十四 至 第四十二條

第四章 政治體制

第一節 行政長官 第四十三 至 第五十八條

第二節 行政機關 第五十九 至 第六十五條

第三節 立法機關 第六十六 至 第七十九條

第四節 司法機關 第八十 至 第九十六條

第五節 區域組織 第九十七 至 第九十八條

第六節 公務人員 第九十九 至 第一百零四條



第五章 經濟

第一節 財政，金融，貿易 工商業 第一百零五 至 第一百一十九條

第二節 土地契約 第一百二十 至 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三節 航運 第一百二十四 至 第一百二十七條

第四節 民用航空 第一百二十八 至 第一百三十五條

第六章 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義務 第一百三十六 至 第一百四十九條

第七章 對外事務 第一百五十 至 第一百五十七條

第八章 本法的解釋和修改 第一百五十八 至 第一百五十九條

第九章 附則 第一百六十條

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

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附件三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法律



第八條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
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
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第十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
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
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
同本法相抵觸。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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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列於
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
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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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
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施。

第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
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第八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可根
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第一百五十八條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
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
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
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
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國家為香港國安法所抱的基本信念

• 信任香港特區的執法能力；

• 信任香港基本法的人權保護；

• 信任普通法的特點；

• 信任國安法可以在港有效依法實施。



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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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普通法



國安法佈局

第一章 總則 第一 至 第六條

第二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

第一節 職責 第七 至 第十一條

第二節 機構 第十二 至 第十九條

第三章 罪行和處罰

第一節 分裂國家罪 第二十 至 第二十一條

第二節 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二十二 至 第二十三條

第三節 恐怖活動罪 第二十四條 至 第二十八條

第四節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十九 至 第三十條

第五節 其他處罰規定 第三十一 至 第三十五條

第六節 效力範圍 第三十六 至 第三十九條

第四章 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 第四十 至 第四十七條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機構 第四十八 至 第六十一條

第六章 附則 第六十二 至 第六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43條實施細則》

授權

附表一 關於為搜證而搜查有關地方的細則 警方

附表二 關於限制受調查的人離開香港的細則 警方

附表三 關於凍結，限制，沒收及充公財產細則 保安局長

附表四 關於移除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及要求協助的
細則

警方

附表五 關於向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要
求因涉港活動提供資料的細則

保安局長／警方

附表六 關於進行截取及秘密監察的授權申請的細則 警方申請／特首審
批

附表七 關於要求提供資料和提供物料的細則 警方



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
• 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實施

• 內容跟一般西方國家國家安全法沒有太大差別

（http://www.aail.org/past_event_webinar_nsl/)

• 基本法的人權保護得到延續：

“國安法主要目的的重點是要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和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是非常清楚的。這也是為何法例
出現變更的原因，其中包括國安法四十二（二）條所列的特殊情況，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引入更嚴格的可准
保釋的條件。可是，那並不代表在決定‘充足理由’這問題時，法庭完全無須考慮可能施加的保釋條件，尤其是法
庭須顧及國安法第四、五、四十一和四十二條”（終審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對黎智英》上訴案，FACC1／2021，
第62段，判詞）。

第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
政區居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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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
有的包括言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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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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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 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
罪處刑。

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保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
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任何 人已經司法程
序被最終確定有罪或者宣告無罪的，不得就同一行為 再予審判或者懲罰。

第四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 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
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本法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

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 宜公開審理
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 但判決結果應當
一律公開宣佈。

第四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在適用香港特 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羈
押、審理期限等方面的規定時，應當確保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
及時辦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 續實施危害
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國安法罪行

• 分裂國家（第三章第一節）

• 顛覆國家主權（第三章第二節）

• 恐怖活動（第三章第三節）

•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第三章第四節）

包括：教唆（宣揚、煽動）、協助、串謀、試圖犯罪

需要證明：意圖



煽動意圖：
刑事罪行條例

9、煽動意圖

（１） 煽動意圖是指意圖 ——

（ａ） 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其他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皇陛下的領土其他

部分的政府，或依法成立而受女皇陛下保護的領域的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或 (由1938年第28號第2條代替
)

（ｂ） 激起女皇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或

（ｃ） 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

（ｄ） 引起女皇陛下子民間或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或

（ｅ） 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或

（ｆ） 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

(由1970年第30號第2條增補)

（ｇ） 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由1970年第30號第2條增補)



非煽動情況：

9(2)  任何作為、言論或刊物，不會僅因其有下列意圖而具有煽動性 —

(由1938年第28號第2條修訂)

(a) 顯示女皇陛下在其任何措施上被誤導或犯錯誤；或

(b) 指出依法成立的香港政府或香港憲制的錯誤或缺點，或法例或司法

的錯誤或缺點，而目的在於矯正該等錯誤或缺點；或

(c) 慫恿女皇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嘗試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在香港的依

法制定的事項；或

(d) 指出在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產生或有傾向產生惡感及敵意的事項，

而目的在於將其消除。

(由1938年第28號第2條修訂)



執行煽動意圖

1) 任何人 ——

(a) 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
意圖的作為；或

b) 發表煽動文字；或

b) 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
刊物；或

d) 輸入煽動刊物(其本人無理由相信該刊物屬煽動刊物則除
外)，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2年，
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煽動刊物則予以沒收並歸予官方。

（將1938年第13號第4條編入。由1950年第22號附表修訂；

由1970年第30號第3條修訂；編輯修訂2021年第4號編輯修訂紀錄）

屬於保護國家安全範疇受《香港國安法》管轄：

HKSAR v. Ng Hau Yi Sidney (伍巧怡）FAMC No. 32 of 2021

所以所有《香港國安法》第四章（40-47條）程序規定則適用



與英美比較

分裂國家：沒有明文故意定

顛覆：美國有許多明文規定，英國將情報收集任務交給國安部門，

發現叛國、泄露國家秘密刑事行為。

恐怖活動：比香港國安法多。

勾結境外勢力：英國比較少，美國有很多。

參考：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323 U.S. 214 (1944) 



Title 18 of the US Code, which is positive law, criminalizes ‘rebellion or insurrection’
(section 2383), ‘seditious conspiracy’ (section 2384) and ‘advocating overthrow of
government’ (section 2385).

Section 2383

“Whoever incites, sets on foot, assists, or engages in any rebellion or insurrection agains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laws thereof, or gives aid or comfort thereto,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ten years, or both; and shall be
incapable of holding any office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 2384

“If two or more persons in any State or Territory, or in any plac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pire to overthrow, put down, or to destroy by for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levy war against them, or to oppose by force the
authority thereof, or by force to prevent, hinder, or delay the execution of any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by force to seize, take, or possess any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rary to the authority thereof, they shall each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r both.”

Section 2385 (excerpted)

“[w]hoever knowingly or willfully advocates, abets, advises, or teaches the duty, necessity,
desirability, or propriety of overthrowing or destroy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government of any State, Territory, District or Possession thereof, or the
government of any political subdivision therein, by force or violence, or by the
assassination of any officer of any such government”



State secrets: and war or use of force

Under Title 18 of the US Code, section 2381: “Whoever, owing allegia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levies war against them or adheres to their enemies, giving them aid and comfor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elsewhere, is guilty of treason and shall suffer death, or shall
be imprisoned not less than five years and fined under this title but not less than $10,000;
and shall be incapable of holding any office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Under section 319 of the US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of 1971, as amended, foreign
nationals are prohibited from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aking ‘a contribution or donation of
money or other thing of value, or to make an express or implied promis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or don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a Federal, State, or local election’. It is also an
offence for a person to ‘solicit, accept, or receive’ such a contribution or donation from a
foreign national.



常討論的問題

• 保釋問題（42條）

• 調查權利（43條）

• 國安法官（44、45條）

• 無需陪審團審理國安案件（46條）



習近平國家主席的托付
•四個必須：

• 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 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 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

•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 四個希望：

• 着力提高治理水平；

• 不斷增強發展動力；

• 切實排解名聲有難；

• 共同維護和諧穩定。

“香港是全體居民的共同家園，家和萬事興。經歷了風風雨雨，大家痛感香港
不能亂也亂不起。更深感香港發展不能再耽擱，要排除一切干擾聚精會神謀發
展。”



案例

國安法案例：

黎智英案：FACC No. 1 of 2021 [2021] HKCFA 3

唐英傑案：HCCC280/2020 【2021】HKCFI 1644

緊急條例：

蒙面案：FACV Nos. 6,7,8,9 of 2020 [2020] HKCFA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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