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見一 
促請立法會盡快通過《廣深廣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確保高鐵在今年第三季

如期通車。理由如下： 
1. 高鐵便商利民，可以促進本港的工商業各界各行各業與內地的通商往來，促

進本港的經濟發展，對本港未來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可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更加能發揮香港

的作用，也為香港創造更多機遇； 
2. 高鐵便利市民出行，廣深港高鐵與內地的高鐵網連在一起，香港可與內地多

個中心城市連接上高速通道，大幅縮短時空距離，高鐵通車後，市民往內地

旅行、探親、工作、求學都將變得更加方便快捷，所以高鐵也是一項重要的

民生工程； 
3. 香港十分需要有高鐵，十分需要與國家的高鐵網連在一起。內地興建了四通

八達的高鐵網之後，經濟民生都得到大幅度地促進，香港不能夠沒有高鐵，

否則會有邊沿化的危機，有了高鐵，可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對香港未來

的經濟民生發展可以說十分重要； 
4. 高鐵的興建，「一地兩檢」是不可缺少的環節，如果沒有「一地兩檢」高鐵只

能變成另一條直通車，從目前社會上已提出的各種方案看，只有西九龍站「一

地兩檢」才是最好的方案。 
 
意見二 
「一地兩檢」方案具堅實的法律基礎，支持立法會盡快通過《廣深廣高鐵(一地

兩檢)條例草案》。理由如下： 
1.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

並確認「一地兩檢」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這是「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 
2. 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是解釋基本法的最高機關，這一決

定雖然不是對基本法的解釋，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做決定時已經考慮了基本法

的有關條文； 
3.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應在香港法庭受到審查和質疑； 
4. 一些反對「一地兩檢」的意見，未能正確面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法律權

威。 
 
意見三 
我支持立法會盡快通過「一地兩檢」方案，這一方案充分體現基本法賦予香港的

高度自治權： 
1.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

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

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對世界各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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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2. 基本法第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

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支配。 
3. 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

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第一百一十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產業、運輸業、

公用事業、服務性行業、漁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環境保護。 
4. 綜合以上規定，香港特區政府獲基本法授權，可以通過簽訂協定的方式，邀

請內地執法機關將內地的口岸前移到西九龍站，為香港提供服務。 
5.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廣東省人民政府簽定的合作安排，也得到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批准，並確認其符合憲法和基本法。 
6. 由此可見，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定協議，在西九龍站設置口岸，實

行「一地兩檢」的安排，充分顯示了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值得支持。 
 
意見四 
在西九龍站實行「一地兩檢」，最能發揮高鐵的效益，為市民帶來最大便捷和發

展機會。 
1. 「一地兩檢」方案將深圳灣口岸邊檢模式應用到西九龍總站，合乎三大原則，

包括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運作上可行有效，以及防止出現保安漏

洞。 
2. 「一地兩檢」有先例可循，世界各地皆有成功例子，運作暢順，深受旅客歡

迎。相信香港段通車及方案通過後，可以進一步促進廣深港及內地其他主要

城市之間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交流。 
3. 「一地兩檢」是唯一能夠將高鐵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有利促進香港與內地民

間和商界的交流，令香港可以與內地無縫接軌，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一地

兩檢」落實後，香港乘客可在西九龍總站完成香港和內地的清關、出入境及

檢疫程序，完成後便可乘搭高鐵直達內地城市，毋須轉車，大大節省時間，

達到便民、便商的目的。 
4. 「一地兩檢」安排為香港市民前往內地提供極大的便捷：高鐵是方便、可靠、

快捷的交通工具；方便市民北上內地就業、創業，有利香港的經濟發展；便

利香港專才北上發展，開拓本港發展的空間。 
 
 
 
 
 
意見五 



本人希望「一地兩檢」方案能夠盡早在立法會通過，為高鐵香港段通車創造更有

利的條件，令高鐵可在 2018 年第 3 季順利通車，以造福全香港市民。 
 
1. 人大決定確認《合作安排》符合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為「一地兩檢」提

供了具有憲制性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依據。 
2. 在西九龍站設立內地口岸區，不改變香港特區行政區域範圍，不影響香港特

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減損香港特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在

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區政府應當制定適當政策促

進和協調各行業發展、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等規定，符

合「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區基本法的根本宗旨。 
3. 人大批准「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不僅方便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人員往來，

而且帶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特區發展的全力支持。 
4. 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是確保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運輸、經濟和社會

效益的最佳方案，是對香港市民最有利的安排。立法會應該盡快展開並完成

「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程序，確保高鐵香港段能在明年第三季順利通車，

讓市民享受高鐵便利，為香港帶來運輸、經濟和社會效益。 
 
意見六 
支持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因它是最合理、最科學的方案，對香港只有好處沒

有壞處，也不存在損害香港的權力和自由的問題，更加沒有什麼「割地兩檢」的

問題。 
 
1. 「一地兩檢」安排是最合理和最科學的方案，有利於高鐵發揮高速和高效的

優勢，讓商務和消閑旅客享受到快捷便利的服務，有利於香港與內地加強經

貿和人員互動，同時亦可推動特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更好融入

到國家的發展大局。 
 
2. 高鐵「一地兩檢」是實現香港與珠三角地區「一小時生活圈」以及與內陸主

要城市「當天往返式」交通圈所不可或缺的。 
 
3. 「一地兩檢」安排並不會對香港特區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造成任何損害。

因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實施全國性法律，其實施範圍只限於內地口岸區，

實施的主體是內地的指定機構，適用的對象主要是處於內地口岸區的高鐵乘

客。這與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適用完全是不同的兩個問

題，所以，有些人擔心在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實施全國性法律，會抵觸基

本法，以及會損害香港特區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我認為這些擔心是不必

要的。 
 



4. 在西九龍站設置內地口岸區，施行「一地兩檢」不會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區域範圍，不影響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所享有的權力和

自由，對香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一些人將「一地兩檢」歪曲為「割地兩

檢」，這嚴重地與事實相違背，是有意混淆視聽，令部分市民對「一地兩檢」

產生誤解，我希望特區政府就此作出澄清，說明事實，亦希望立法會議員能

夠以事實為依據，在「一地兩檢」本地立法中，作出負責任的選擇。 
 

意見七 
「一地兩檢」不存在違反基本法第十九條的規定的問題，不會減損香港法院的管

轄權。 
1.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第四條已清楚表明：「就內地法律和香港特區法律的

適用以及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內地。」 
2.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合作安排》並作出決定後，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內地，

就不僅僅是合作安排的約定，而且具有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決定作為依據。全

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決定，即可為全國性法律僅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實施提

供充足法律依據。 
3. 既然內地口岸區視如處於內地，就不會出現減損香港法院的管轄權的問題，

亦不會存在違反基本法第十九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