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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公佈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以下簡稱「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文

件，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和關注，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政府公佈諮詢文件，

目的亦是為了聽取廣大市民的意見。不過，表達意見一定要取態理性務實、擺事

實講道理，不能意氣用事，甚至故意混淆視聽，挑動群眾情緒。 

 

一、第 23 條的立法理據及意圖 

 

 第二十三條包括要禁止的「七宗罪」，分別是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

覆、竊取國家機密、外國政治性組織在港進行政治活動及本港政治性組織和外國

政治組織建立聯繫。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在一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基本法》（草

案）說明中，解釋了該條的立法意圖：此項規定「對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

土完整、維護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也是非常必要的」。該條被安置在《基本法》

第二章，屬於「中央和特區的關係」範疇，所以說「自行立法」，雖然表達中央

政府對特區原有制度的尊重及對「高度自治」原則的堅決貫徹，但並不因此給予

特區政府不立法的行事權。 

 

 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區，即使是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都有禁止分裂國土、顛

覆國家的法例；回歸前的香港亦依循英國的刑事立法，有法例禁止任何攻擊或反

對英國女皇或皇室的言論和行為，法例規定的罪行種類有叛逆或謀反罪、圖謀叛

國罪、襲擊女皇罪、煽動罪、煽動性行為及言論罪、非法藏有煽動性刊物罪等。

可以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是世界各國通例。 

 

 第二十三條亦是基於同樣的理據和「國家安全至高無上」的原則而訂立的。從

不同的《基本法》草案版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力圖以中央立法（全國人大通過

的《基本法》）和特區立法（即特區自行立法的本地法例），雙管齊下避免香港成

為顛覆中央政府和分裂國家的基地。「一國兩制」的締造者，前國家領導人鄧小

平在一九八七年對草委的講話中提到：「中央確實不干預特區具體事務的，也不

需要干預。但是，特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我看沒

有這種自我安慰根據。」「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

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有些事情，比如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共

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

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內

容可理解為對基本法起草具立法指導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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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3 條規定的起草過程 

 

 香港有少數人士將第二十三條稱為「惡法」，聲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的

產物。此說與事實不符。基本法草案通過的前兩個徵求意見稿，實際上是在此之

前便已出台的。 

 

 第一個徵求意見文本，是一九八八年四月草委全體會議通過，為文本的第二十

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以法律禁止任何破壞國家統一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

行動。」 

 

 第二個徵求意見文本，是一九八九年一月草委全會通過的第二十三條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

行為。」為基本法草委於一九九○年二月，又對上述草案作了修訂，新增了「禁

止外國政治性組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的內容。 

 

 正如上述所言，「危害國家安全」是世界各國立法所禁止的。事實上，反對在

香港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是中國政府一貫方針。早於一九五六年，周恩來

總理就向英國政府表明不能將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 

 

三、實施第 23 條的立法原則 

 

 諮詢文件在落實執行第二十三條的指導原則中已指出：「必須全面落實《基本

法》的規定，包括第二十三條訂明必須禁止的行為，以及其他在第三章的有關條

文，特別是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九條；必須全面保障國家的根本利益，即主權、領

土完整、統一及國家安全；必須確保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法例內，所

有罪行均適當地盡量清楚和嚴謹訂明，以免產生歧義和抵觸《基本法》所保障的

基本權利和自由。」 

 

 進行立法，既要符合「一國」的原則，又要充分考慮香港「兩制」的實際情況。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經貿航運中心，華洋雜處，數十萬計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士

在這國際大都會經商、生活，香港傳媒向來百花齊放，充分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

本人認為，在具體立法時可參考英國、美國、加拿大或新加坡等國家相應法例，

以確保香港的法例大致符合國際主流國家標準；在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下，

盡量傾向立法寬鬆，確保現時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不會因此而有所削弱。 

 

 法治是香港的重要基石，完成第二十三條的自行立法，令香港的法例更明確清

晰，能消除市民的擔憂和顧慮，更能增強港人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國家

安全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維護，特區的高度自治更能全面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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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刊載於 2002 年 10 月 1 日之《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