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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葛珮帆議員 “立法打擊網上虛假資訊 ”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 2021年 7月 8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 762/20-21號文件，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郭偉强議員及張宇人議員就葛珮帆議員的議案

動議修正案，並指示把該等修正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

立法會議程上。  
 
2.  主席會命令合併辯論上述議案及修正案。有關程序載列

如下，即主席會：  
 

(a) 請議案動議人發言及動議議案；  
 
(b) 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請有意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

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郭偉强議員；及  
 
(ii) 張宇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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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官員發言；  
 
(e) 請其他議員發言；  
 
(f) 請議案動議人就修正案發言；  
 
(g) 請官員再次發言；  
 
(h) 按 照 上 文 (c) 段 所 列 次 序 處 理 各 項 修 正 案 ， 即 先 請

第一項修正案動議人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該修正案
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然後處理其餘的
修正案；及  

 
(i) 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請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接着

就 議 案 或 經 修 正 的 議 案 ( 視 乎 情 況 而 定 ) 提 出 待 決
議題，付諸表決。  

 
3.  原議案措辭及修正案的標明文本載於附錄，方便議員參照。 
 
4.  謹提醒議員，根據《內務守則》附錄 IIIA，此項合併辯論的
時間 (包括表決 )最多 4小時。議案動議人共有 10分鐘動議議案發言及
答辯，另有 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而修正案動議人及其他議員每人
可發言一次，最多 5分鐘。官員的發言並無時限。  
 
 
 立法會秘書  

 
 
 
 

(韓律科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立法打擊網上虛假資訊 ”議案辯論  
 
1. 葛珮帆議員的原議案  
 
在網絡應用日益普及的年代，資訊流通迅速可造成巨大的影響；網

上充斥的虛假資訊，不但誤導市民，更對國際社會的安全、穩定和

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網上虛假資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及急

須認真處理的問題；香港於 2019年發生 ‘黑暴 ’事件期間，有人或組
織利用大量網上虛假資訊煽動市民仇警、鼓吹暴力及撕裂社會，以

對抗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網上亦出
現不少惡意散播的虛假資訊，意圖妨礙抗疫工作；本年 7月，亦有
人疑受網上虛假資訊的影響 ‘自我激化 ’，向禮賓府投擲易燃物品及
用利器襲擊警務人員，其後網上有人利用這些個案，發布虛假資訊

煽動仇恨及鼓吹恐怖活動，所以社會各界認為政府必須制訂有效措

施應對虛假資訊；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立法打擊在網上散播虛

假資訊的行為。  
 
2. 經郭偉强議員修正的議案  
 
在鑒於網絡應用日益網上社交平台及即時通訊軟件廣泛普及的年
代，資訊流通迅速可造成巨大的影響；網上充斥的虛假資訊 (包括假
新聞 )，不但誤導市民，更對國際社會的安全、穩定和發展帶來嚴重
負面影響；網上虛假資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及急須認真處理的

問題；香港於 2019年發生 ‘黑暴 ’事件期間，有人或組織利用大量網
上虛假資訊煽動市民仇警、鼓吹暴力及撕裂社會，以對抗中央政府

及特區政府；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網上亦出現不少惡意散
播的虛假資訊，意圖妨礙抗疫工作；本年 7月，亦有人疑受網上虛假
資訊的影響 ‘自我激化 ’，向禮賓府投擲易燃物品及用利器襲擊警務
人員，其後網上有人利用這些個案，發布虛假資訊煽動仇恨及鼓吹

恐怖活動；不少國家已立法打擊虛假資訊，例如美國於 2016年訂立
《反外國宣傳與造謠法案》、德國於 2017年訂立《社交網絡強制法》、
法國於 2018年訂立《反資訊操縱法》和《反虛假信息法》，以及新
加坡於 2019年訂立《防止網路假資訊和網路操縱法》等，所以社會
各界認為政府必須汲取 2019年 ‘黑暴 ’期間虛假資訊泛濫的教訓，並
參考海外經驗，制訂適合於香港施行的有效措施以應對虛假資訊；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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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立法打擊在網上散播虛假資訊的行為；  
 
(二 ) 資助學術機構進行利用大數據平台收集香港主流社交媒體

上的信息數據，並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協助篩選虛假資訊的
研究；  

 
(三 ) 加強 ‘媒體素養 ’教育，提高市民辨識虛假資訊的能力；及  
 
(四 ) 成立事實核查資料庫，以協助大眾查證資訊的真偽。  
 
註：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在網絡應用日益普及的年代，資訊流通迅速可造成巨大的影響；網

上充斥的虛假資訊，不但誤導市民，更可對國際社會的安全、穩定
和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網上虛假資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及

急須認真處理的問題；香港於 2019年發生 ‘黑暴 ’事件期間，有人或
組織利用大量網上不同的網上平台及即時通訊軟件散播虛假資訊煽
動市民仇警、鼓吹暴力及撕裂社會，以對抗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

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網上亦出現不少惡意散播的虛假資
訊，意圖妨礙抗疫工作；本年 7月，亦有人疑受網上虛假資訊的影響
‘自我激化 ’，向禮賓府投擲易燃物品及用利器襲擊警務人員，其後
網上有人利用這些個案，發布虛假資訊煽動仇恨及鼓吹恐怖活動，

所以社會各界認為政府必須制訂有效措施應對虛假資訊；就此，本

會促請政府盡快立法打擊在網上散播虛假資訊的行為。  
 
註：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