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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7 月 8 日來信 

 

就《香港國安法》所提出的問題 

 

 

有關個別口號是否觸犯《香港國安法》 [3/7/2020 信件] 

 
1. 言論和表達自由在香港受法律保障。但該等自由並非絕對，若行使自由

時涉及非法行為，便超越受法律保障的界線，可受法律制裁。 

 

2. 《香港國安法》第三章訂立了四種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每宗個案是否構

成犯罪，須視乎個案的事實與情況而定。 

 

如何理解《香港國安法》的字句和各條文的規定 [7/7/2020 信件 Q1、Q3] 

 

3.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法院在審判有關案件時，會對《香港國安法》

的有關條文作出理解，與處理《基本法》、《中國國籍法》及其他列於基

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樣。 

 

4. 法院在適用《香港國安法》的規定時，會考慮該法的立法目的、上文下

理(例如第一章總則)，並參考其他有關資料（例如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全國人大）決定(草案)的說明及關於《香港國安法》(草案)的說明）。  

 

5. 在理解《香港國安法》中「國家安全」一詞的意思時，須考慮該法第一

章總則所列出的立法目的和全國人大的相關決定。後者表明該決定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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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目的而作出，並明確指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區

的憲制責任。《香港國安法》亦已清楚訂明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 

 

《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文」 [7/7/2020 信件 Q4、Q5] 

 

6. 《香港國安法》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完善「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及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而制

定。《香港國安法》第四條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

人權。第二條則規定，關於香港特區法律地位的香港特區《基本法》第

一條和第十二條規定是《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款；香港特區任何機構、



    

2 

組織和個人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得違背《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的

規定。 

 

7. 權利和自由的行使應受《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關於香港特區法律

地位的原則限制。這點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一致。

言論、新聞、結社、集會、遊行、示威、離境、私隱等權利和自由並非

絕對，而是可以基於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理由受法律限制。 

 

與香港特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有關的條文 [7/7/2020 信件 Q6、

Q7、Q36] 

 

8. 《香港國安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香港特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

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區。該款所指的「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是指有關人士

須按照香港特區適用法律(包括《香港國安法》)簽署文件或者宣誓。 

 

9. 香港法院曾在關於選舉提名的聲明及就職宣誓的案件中裁定，作出聲明

或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是一項實質上的

要求。作出聲明或者宣誓的人必須真誠地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區。 

 

10. 如在履行法定、行政或司法職責的過程中有需要考慮作出聲明或者宣誓

的人是否符合上述實質要求，應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和證據作出決定。 

 

11. 《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任何人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的，即喪失作為候選人參加香港特區舉行的立法會、區議會選舉或者

出任香港特區任何公職或者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該規定沒

有就被判犯罪者喪失資格設定時限，可被理解為永遠喪失資格。現行《立

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39(1)(c)條也規定已被裁定犯叛逆罪的人即喪

失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及當選為議員的資格。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香港特區國安委）[7/7/2020 信

件 Q8、Q9、Q10] 

 

12. 《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訂明香港特區國安委的職責。第四十三條第三

款進一步訂明，行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區國安委可為採取第四十三條第一

款規定的措施制定相關實施細則。經制定的實施細則是香港法律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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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港國安法》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區國安委負責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

和問責。 

  

14. 《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訂明，香港特區國安委作出的決定不受

司法覆核。至於執行有關決定的機構或人員的行為是否同樣不受司法覆

核，需要看有關個案的事實及情況而定。  

 

關於分裂國家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 [7/7/2020 信件 Q12、Q16、Q18、Q19] 

 

15. 《香港國安法》已清楚列出所規定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所有元素。

除犯罪行為外，控方必須證明相關犯罪意圖(例如是否知情、是否故意），

被告人才會被定罪。這亦反映了《香港國安法》第五條所規定的其中一

項原則，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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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條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

指明的「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

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雖然指明的行為不一定使用武力或者

以武力相威脅，但是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

施的行為「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 

 

17. 制定《香港國安法》的目的包括維護國家安全，保持香港特區的繁榮和

穩定，以及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香港國安法》第四條規定，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二條則訂明，關於香港特區

法律地位的《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規定是《基本法》的根本性條

款。香港特區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得違背《基本

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

的言論、新聞、結社、集會、遊行、示威、離境、私隱等權利和自由並

非絕對，而是可以基於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理由受法律限制。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制定《香港國安法》的過

程中已考慮人權因素。第二十條的規定與保障人權的規定一致。 

 

18.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及二十三條所規定的「協助」或「以金錢或者

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行為，須由控

方舉證和詳細指出被告人的行為和意圖構成犯罪。被告人是否犯罪須看

有關證據，最終由法庭按事實和情況而裁定。 

 

19.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所指的「其他非法手段」是指「武力、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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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非法手段。由於該條文沒有限定所使用的手段必

須違反刑事法，所以「其他非法手段」可被理解為任何違反法律但沒有

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的手段。至於如何判定情節是否嚴重至構

成「嚴重干擾、阻撓、破壞」，則可按常識理解該語句的字面意思。 

 

關於「煽動」及「宣揚」 [7/7/2020 信件 Q14、Q15、Q25] 

 

20.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二十三及二十七條所規定的「煽動」實施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及「宣揚」恐怖主義的犯罪行為，須

由控方舉證和詳細指出被告人的行為和意圖構成犯罪。被告人是否犯罪

最終由法庭按事實和情況而裁定。 

 

關於恐怖活動罪 [7/7/2020 信件 Q21、Q22、Q23、Q24] 

 

21.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為

指明的目的而「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該條指明

的「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才可判被告人犯恐怖

活動罪。何謂「嚴重社會危害」則可按常識理解該語句的字面意思。 

 

22.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列出兩個量刑幅度。何者適用視乎犯罪行為有否「致

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23. 第二十六條規定，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恐怖活動實施提供

培訓、武器、信息、資金、物資、勞務、運輸、技術或者場所等支持、

協助、便利，即屬犯罪。此罪行的犯罪意圖在具體案件中應由法庭裁定。 

 

關於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7/7/2020 信件 Q27 至 Q32] 

 

24.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所指的「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

秘密或者情報」、「其他形式的支援」、「引發...憎恨」、「嚴重後果」等片

語，法庭在具體案件中可參考立法目的(包括《香港國安法》第一章所列

出的總則)、有關條文的文意及其他相關材料去理解。至於案情是否構成

第二十九或三十條所訂罪行，則視乎具體情況而定。 

 

關於處罰的規定 [7/7/2020 信件 Q13、Q17、Q20、Q26、Q33] 

 

25.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至二十三條關於「首要分子」、「積極參加的」、「其

他參加的」、「情節嚴重」、「情節較輕」等規定如何適用於具體案件中的

被告人，須由控方舉證和詳細指出被告人的行為和意圖構成犯罪，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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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犯罪構成中的角色和地位。被告人的刑責最終由法庭按事實和情況

而裁定。 

 

26.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第二十六及二十七條所指的「沒

收財產」指「充公犯罪所得」。 

 

27. 《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一及三十二條只會在被告人實施該法規定的犯罪

行為才適用。根據該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第三十一條所指的「罰金」

指「罰款」，由法庭判定。第三十二條所指的「追繳、沒收」亦由法庭判

定及執行。 

 

關於不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的犯罪和處罰的規定 [7/7/2020 信件

Q34、Q35、Q37] 

 

28. 《香港國安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分別在於前者的主體有實

施該法規定的犯罪，而後者的主體雖然違反該法規定，但因任何原因沒

有被追究刑事責任。根據第一款的規定，對於犯罪的非永久性居民「可

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是指可視乎情況決定是否獨立適

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這種處罰。就第二款的規定，即非永久性居民

違反該法規定，但因任何原因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也可以被驅逐出

境。香港特區有既定機制規管遞解離境的問題，可依據既定機制依法處

理有關情況。 

 

29. 《香港國安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不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在香

港特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區實施該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該法。由於《香

港國安法》第二十九及三十條訂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所以第三十八條也適用於在香港特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區實施第二十

九或三十條規定的犯罪。例如外國人在香港特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區而請

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或人員」實施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訂明的行

為1即屬犯罪。 

                                                      
1
 有關行為包括： 

(一)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 對香港特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

成嚴重後果； 

(三) 對香港特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 對香港特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 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

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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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人員執行《香港國安法》下的職務 [7/7/2020 信件 Q11、Q38] 

 

30. 警務人員是按照法律執行職務。《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訂明警務處維

護國家安全部門在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可以採取的措施，包括

七項在第一款列出的措施，而行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區國安委已根據第三

款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該等實施細則具有法律效力，是香港法律的一

部分。執法人員須按實施細則的規定行使獲賦予的權力，其決定可受司

法覆核。 

 

31. 市民如發現警務人員有不當的行為，或對警務人員的行為有意見，可按

現行機制向投訴警察課作出投訴。投訴警察課負責處理所有涉及警務人

員的投訴。市民亦可按其個別情況諮詢法律意見。 

 

《香港國安法》第五十四條 [7/7/2020 信件 Q39] 

 

32. 任何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五十四條所採取的措施，均需符合香港特區

的相關法律規定。   

 

33.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訂明，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

和離境，香港特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一如既往，入境事務處會因

應每宗個案的情況，按香港法律及入境政策處理出入境事宜。 

  

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管轄的案件的處理 

[7/7/2020 信件 Q40] 

 

34. 《香港國安法》第五十七條訂明，根據第五十五條規定由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管轄的案件的立案偵查、審查起訴、

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等相關法律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嚴

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

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相關人員會依法偵查案件。 

  

對《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 [7/7/2020 信件 Q2、Q41、Q42] 

 

35. 《香港國安法》是香港特區法律的一部份，對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立法

機關、司法機關具有約束力。各機關有義務落實該法律的各項要求，切

實擔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確保該法律在香港特區得到有效執

行。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四條，香港特區法院依照《基本法》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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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法律審判案件。有關的適用法律包括列入

《基本法》附件三的《香港國安法》。至於某項行為有否違反該法的規定

則需視事實和實際情況而定，違反規定的後果亦不能一概而論。 

 

36. 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包括解釋法律。《香港

國安法》第六十五條亦訂明，該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 

 

37.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二章第四節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

權作出規定。例如第四十五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在以下情況解釋法

律：（1）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2）法律制定後出現新

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  

  

38. 至於《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二條，屬原則性條文，規定香港特區本地法

律規定與該法不一致的，適用該法規定。「香港特區本地法律」指《基本

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香港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和香港特

區法院的判例。本地法律是否與《香港國安法》的規定不一致，須看實

際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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