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飛：釋法3符合3利於
強調無損港營商環境 制度明確投資者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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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望低迷的日本首相菅直人，昨日在參議院通過

兩項重要法案後，正式宣佈辭去該黨代表職務，為

時400多日的首相生涯告終。菅直人難逃短命首相命

運，固然與他處理震災不力、施政頻頻失分等有

關，但日本近年經濟萎靡不振，政府卻窮於應對各

方勢力傾軋，難以集中精力解決長遠的經濟及債務

問題，而經濟沉㠕不起反過來又加劇民怨，才是導

致首相如走馬燈般更易的主因。始終換相只是治標

不治本，歸根究底，日本從政者應先放下門戶之

見、黨派之爭，共同制定長遠的刺激經濟方案，為

政府提供施政空間，否則，短命首相的命運只會不

斷重演，而日本政治也會繼續陷入泥漿摔角的境

地。同時，日本要振興經濟離不開與中國合作，不

論何人出任首相都應重視改善中日關係的工作。

在菅直人的一年多任期內，民望由高位不斷下挫，

一方面是菅直人的施政表現未能令人滿意，尤其是在

大地震及核輻射危機一役，菅直人政府反應遲鈍、救

災不力，任由危機不斷擴大，受到民眾及在野黨的猛

烈抨擊；另方面菅直人與民主黨內「造王者」小澤一

郎關係若即若離，過去更多次面對黨內議員倒戈，黨

內外鬥爭不斷，試問還有何餘力就日本的經濟發展作

出長遠規劃？如何能為削減巨額債務提出方案？經濟

沉㠕不起，是菅直人最終失去民眾信任的主因。事實

上，菅直人堅持在辭職前先行通過三大法案，包括：

《2011年度第二次追加預算案》、《特例公債法案》、

《再生能源法案》，這些都是針對災後重建的立法，但

直至震災後近半年方能完成，可見菅直人為應付黨派

鬥爭已經難以有效施政，下台已是無可避免。

應該看到，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日前調低日本的長

期主權信貸評級，原因之一正是日本過去5年頻繁更

換首相，令政府未能實施有效的經濟政策所致，顯

示日本政局不穩已對經濟造成嚴重影響。過去日本

政壇一直傾向以換相來轉移民眾不滿。不過，民眾

愈來愈發覺換相只是換湯不換藥，除了面孔不同，

其他一切如舊，加上經濟問題未見起色，通過不斷

換相來提振政府民望的效果已經不斷遞減。

菅直人任內其中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是對前任

鳩山由紀夫的外交政策作出了較大調整。鳩山任內

提出與美國建立對等關係，重視與亞洲各國特別是

中國的關係，受到亞洲鄰國肯定。然而，菅直人接

任後卻將外交政策重新偏向美國，並任用親美鷹派

的前原誠司出任外相，對中國採取了強硬政策，甚

至在日本發生震災後仍然在釣魚島製造事端，令中

日關係陷入緊張，也損害了兩國經貿合作。中國是

日本的最大貿易國，未來經貿合作前景廣闊，推動

中日關係更符合日本的利益。下任首相應汲取教訓

重新調整對華政策，保持良好的中日關係。

(相關新聞刊A6版)

嫁予智障港漢的新來港婦人，因被揭發沒

有申報代家姑保存的86萬元資產，指其騙取

33萬元綜援。法官昨日判刑時指，被告雖然

無動用過該筆款項一分一毫，但技術上有騙

取綜援，故輕判入獄18個月，緩刑3年。法

官同時質疑，為何社署在懷疑被告騙取綜援

情況下，會扣減其女兒殘障津貼償還；又質

疑社署2008年4月至去年1月期間，停發綜援

及傷殘津貼。

首先必須肯定的是，濫用綜援增加社會福

利負擔，是嚴重罪行。社署必須從嚴審核、

追查違例個案，堵塞綜援制度漏洞，保證綜

援用得其所，更有效地發揮社會安全網的作

用。不過，本案被告是最弱勢社群的典型，

遭遇值得同情，騙綜援只是「技術性犯

案」，社署卻未審先判，對其一家實施株連

懲罰，處事官僚冷漠。為防止詐騙綜援氾

濫，社署有必要認真檢討審批態度和機制，

既幫助到最有需要的弱勢人士，又切實打擊

詐騙綜援、佔用寶貴公帑的行為。

本案最受爭議之處是，即使被告因資產超

額而犯案，但是社署在法庭作出判決之前已

扣起被告全家的綜援金及津貼，被告還要用

女兒的傷殘津貼來扣除詐騙部分款項，不但

令被告全家「斷糧」，還使其女兒的學業、

生活一度受影響。儘管社署指被告是主動提

出不申領綜援，又同意以家人的傷殘津貼來

償還騙款，但是社署「一人犯案，全家受累」

的處罰方式，受到主審法官和輿論的非議，

認為做法「涼薄」，毫不體恤民間苦況，不

理弱勢社群死活。

弱勢社群騙綜援受到的判罰亦不公平，本

案被告及其家人並無得益，但被告仍被判囚

18個月，只是法官考慮其處境困難及情況特

殊，才給予緩刑3年。主審的法官指出，不

少有學識、有社會地位人士騙綜援，上訴庭

案例只要歸還騙款，毋須即時監禁。最典型

的案例是最高法院前法官李柏儉夫婦，退休

後隱瞞193萬港元的資產，申領公屋和綜

援，被判監11個月。但二人利用法律知識，

以各種不同健康理由缺席聆訊或申請永久終

止聆訊，案件需7次押後。最終更有兩位

「德高望重」的英國法官，為其寫求情信，

結果二人獲准減刑，並即時獲釋。人人平等

是法律的最基本原則，弱勢社群與達官貴人

騙綜援的法律處罰卻不一視同仁，值得社會

反思。　

(相關新聞刊A14版)

日經濟沉不起換首相死結難解 既照顧弱勢 又打擊詐騙綜援

法律界商界贊釋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有人擔憂這一解釋會否
導致在港國有企業濫用豁免權的問題，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人
大常委會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國家豁
免規則這項制度針對的是以外國國家及其財
產為被告的案件。是只給外國國家的豁免，
不會用在國有企業身上。
中新社報道，李飛指，按照內地的法律，

特別是從1986年頒布《民法通則》以後，國有
企業包括央企，都成為了獨立的企業法人。
在和其他商業主體打交道的時候，不管是在
香港還是在其他地方，國有企業都以企業主
體的法律地位出現，都要依照有關法律和合
同的約定對債務承擔相應的責任，所以不存
在在香港國企濫用國家豁免權逃債的問題。

陳弘毅：倘逃債無「免死金牌」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被傳媒問及

有關問題時亦指，相信在是次釋法後，國企亦
不會享有「免死金牌」，香港法院仍然可以處
理涉及國企逃避債務的問題，「是次解釋絕對
不會影響國家企業等在香港地區的法律地位。
（釋法）並無賦予他們任何的豁免權，無論國
企及外國公司亦好，他們訴訟債務都不會受是
次解釋影響，受影響的只是外國政府以及其在
香港擁有資產，不可以對他們進行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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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一家美國公司以剛果民主
共和國、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

為被告，向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起訴訟，要求執
行兩項國際仲裁裁決。剛果民主共和國主張享有國家豁
免，香港法院對其無司法管轄權。
鑑於案件涉及國家主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外交權力，此

案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上訴法庭、終審法院審理過
程中，外交部通過駐港特派員公署分別向香港特區政府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發出三封函件，指出我國一貫堅持的國家
豁免原則並統一適用於全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
特別行政區如果實行與中央立場不一致的國家豁免原則將
對國家主權造成損害等。
2011年6月8日，香港終審法院作出臨時判決，裁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應遵循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採取的國家豁免規
則，剛果民主共和國享有國家豁免，香港法院對剛果民主
共和國無司法管轄權。鑒於該臨時判決涉及對香港《基本
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關係條款的解釋，香港終審法院認為有責任按照香港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在作出終局判
決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相關條款，並在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解釋後依據該解釋作出最終判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

會議26日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的解釋。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會後舉行的

記者發布會上表示，在審議解釋草案的過程中，出席

會議的常委會組成人員發表了很好的意見，歸納起來

的看法是「三個符合」、「三個有利於」，並強調是次

釋法是解決國家豁免規則的適用問題，

不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據中新社報道，李飛表示，這次審理的案件是香港回歸以
後，第一樁以一個外國主權國家為被告提起訴訟案。在審理過
程中引起了一個爭論：到底回歸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繼續
適用過去普通法所確定的國家豁免原則，還是要跟從中央所確
定的國家豁免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有權決定中國的

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實施。中央人民政府
有權決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適用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
李飛說，原訴庭、上訴庭以及終審法院在作出判決時，法官

們的理解也還有分歧。這說明需要明確在香港適用的國家豁免
原則。一項法律制度，要給當事人一個預期，也就是使投資者
能夠了解到一個長期實行的、一個確定的法律制度，他的投資
就更有安全感。經過這次釋法，把這個事情完全明確下來，對
各方面的投資者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

國家豁免原則依自身國情
李飛指出，國家豁免原則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管是

絕對豁免原則還是相對豁免原則，都是雙向的，各個國家都是
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和國家利益來決定採取甚麼樣的國家豁免
原則。把這個制度明確下來，更有利於投資者有一個預期。

合基本法合憲合中央的原則政策
他又歸納了出席會議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審議期間的看法，

是「三個符合」、「三個有利於」。
中新社報道，「三個符合」是：第一，香港終審法院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條款進行解釋，這是《基本法》
所要求的，是《基本法》規定的，所以這個提請解釋符合《基
本法》的規定；第二，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對《基本法》有關條款進行解釋，是履行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
職責，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第三，解釋的內容符合
《基本法》有關條款的含義，而且符合中央人民政府一貫堅持的
有關國家豁免的規則和政策。

利維護主權利施法利審案
「三個有利於」是：第一，這次解釋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和

國家形象，通過釋法可以保證國家對外政策的一致性，可以更
好地發展中國同外國的友好關係；第二，有利於《基本法》的
正確理解和貫徹實施，可以進一步增強各方面尊重《基本法》
的觀念和意識；第三，有利於所涉及案件的順利解決，維護香
港司法機關的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是次人大釋法，源
起於一家美國公司以剛果民主共和國、中國中鐵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為被告，向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提起訴訟，要求執行兩項國際仲裁裁決，但剛果民
主共和國主張享有國家豁免，香港法院對其無司法管
轄權。香港法律界人士及商界代表均認為，是案並非
純粹是「商業糾紛」，故人大是次釋法並不會影響香
港營商環境，反而有助釋除各界的疑慮。

律師會尊重人大決定
香港律師會會長何君堯表示，香港在回歸後，根

據《基本法》，有關外交及國防等事務應該跟隨國家

採用同一規則，故香港律師會尊重是次人大常委會
決定，他相信香港的營商情況不會受到影響。

胡定旭：澄清更安心
香港總商會主席胡定旭表示，商界與外國政府的

生意貿易少之又少，故商界並不擔心是次釋法影響
香港營商環境，反認為人大釋法澄清了法例上的灰
色地帶，令香港商界更加安心，並建議各企業在選
擇生意夥伴時，要留意日後處理債務糾紛是根據哪
個國家的法律處理。

林健鋒：條文更清晰

商界代表、「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
示，《基本法》中已寫得很清楚，香港的外交事務
由中央負責，在國家豁免的問題上，香港有責任跟
從中央政府的做法，而是次釋法能令法例條文更清
晰，絕非壞事。

梁君彥：不影響營商環境
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梁君彥亦支持人大釋法，指是次

釋法確立了在香港實施「絕對豁免」的原則，不會影
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外界毋須擔心，「是次釋法的案
例，是外國公司與剛果主權國的訴訟，對香港營商環
境無影響」。

案件背景

范太：外交國防中央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

委會全票通過關於香港特區《基本法》第13條
第一款及第19條的解釋草案。全國人大常委范
徐麗泰表示，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是次是按《基
本法》的法律程序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並強
調《基本法》清楚說明外交及國防問題應由中
央政府負責，故香港的營商環境，以至「一國
兩制」的原則，都絕不會受是次釋法的影響。

無損「一國兩制」原則
范徐麗泰昨日在人大常委會後向傳媒表

示，綜觀全球任何地方，包括實施普通法的
地區，都奉行一個國家實行同樣的豁免權的
做法，而《基本法》已清楚說明外交及國防
等由中央政府負責，故是次決定並不是甚麼
政治決定，更無損「一國兩制」的精神，
「倘有人說是次解釋會損害『一國兩制』，我
認為那些人對『一國兩制』包含什麼也不太
清楚」。

與營商拉不上關係
她又認為，跨國公司在港營商是商業行為，

與是次涉及的國家主權問題拉不上關係，故不

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大家不要忘記，在
香港簽的合約，大部分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合
約，而香港司法獨立的權力，絕對不會因為今
次的解釋而受到任何影響，完全尊重香港的司
法獨立。」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昨日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的解釋。 新華社

■范徐麗泰表示，終審法院是次提請釋法是
一個里程碑。 新華社

■圖為李飛在24日就人大常委會釋法作說明。 資料圖片

剛果案涉國家主權
終院判前提請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