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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需要愛國，與獨立司法權存在矛
盾？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以
公民黨涉嫌煽動的港珠澳大橋官司，及
菲傭爭居港權為例，說明遵守法律，以
及憑良心、憑事實、憑法律審判，就是
愛國的表現。

在昨日「白皮書學生專場座談」
上，有學生提問稱，倘法官必須愛國
愛港，那「法院判決港珠澳大橋環評
報告不達標」是否損害國家發展利
益。梁愛詩回應道，白皮書沒有一
句列明：法官審判案件應以國家利
益為首要考慮。

她說：「法治是十分重要核心
價值，若法官因考慮國家利益，
而不顧法律及事實判案，我反而

覺得是做了損害香港及國家的事，這

是不愛國，愛國包括遵守法律，並憑良
心、憑事實、憑法律審判。」

引述林官：游說不影響司法程序
梁愛詩又引述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瀚在菲

傭爭取居權案中指出，「有關居留權案件
決定，無可避免對社會帶來社會經濟政治
影響，公眾對結果表示關注不令人驚奇
的，公眾對案件討論超出法院於訴訟中可
妥善解決法律議題，同樣不令人驚奇，但
不容許讓這樣的討論對司法判決過程構成
影響，司法程序與政治程序不同的是，不
受任何游說的影響。」

她說，這說明了獨立司法
權不等同不可以批評法官，而
是法官的專業判斷不會受到坊
間言論所影響。 ■鄭治祖

梁愛詩昨日出席香港學生發展委員會的「一國兩制在港
實踐白皮書學生專場座談」，並就白皮書內容發表專

題演講，其間「司法獨立」及「法官應否愛國」成為座談焦
點。
梁愛詩說，白皮書中提到「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
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以
至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
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否則「一國兩制」實踐會偏離正
確方向，不僅損害國家利益，香港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
害。

基本法保障審判不受干預
在回應有質疑稱司法人員並非「治港者」時，梁愛詩強
調，香港由行政機關制定及草擬法律政策、立法機關通過法
律、司法機關依法審判，是特區內部的三個權力中心，故都
有責任貫徹及執行基本法重任，司法人員「如何不是治港
者？」
梁愛詩強調，「愛國」的概念需以法律加以實施，為此，
基本法未必有「愛國」兩個字，但已體現在基本法條文中。
愛國與獨立司法權不是相互排斥的，而要求法官愛國更非很
高要求，愛國是指不做損害特區及國家的事，法官盡忠職守
並按就職誓言及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審判，不受任何干預，已
是愛國。
她批評，如果有人認為「愛國會影響『司法獨立』」，是錯
誤理解白皮書，「如果認為白皮書影響『司法獨立』，正是需
要白皮書的理由，因為他們對基本法只有模糊的認識。」
梁愛詩並強調，基本法制度已保障了香港的獨立司法
權，比如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列明：香港特區法院獨立
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

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第八十九條列明：香港特區法院法官
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才可根
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
庭的建議，予以免職等。

外籍法官有責任遵守誓言
她強調，基本法對司法獨立已經有保障，確保法官可大公

無私、無畏無懼、依照法律判案，而非「由一句說話確
立」，「若認為愛國要求是妨礙司法獨立，這是片面理解，
並對白皮書有誤解。第五章白皮書並非針對法官，事實上，
任何市民都要愛國，這個要求不是多，正如國家憲法第五十
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
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作為公民應該知道愛國責任。」
另外，被問及「外

籍法官如何愛中
國」時，梁愛詩重
申，白皮書從無要求
「 外 國 人 要 愛 中
國」，但一旦擔任特
區的司法責任，並宣誓
效忠香港行政區，就不
能做損害香港及國家的
事，正如基本法第四十
二條「香港居民和在香港
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區
實行法律的義務」，法官
有責任遵守法律，而按照
《宣誓及聲明條例》，作偽
誓或違反誓言是違法的。

回歸17年來，國務院新聞辦首發《「一國
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全面總結「一國
兩制」成就，並闡明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
權。多名青年出席昨日「白皮書學生專場座

談」時表示，白皮書有助補充「一
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模糊認識，特
別是中央對港的分權及授權，並有
助分辨連月來的政改爭議，包括基
本法早已規定行政長官須「愛國愛
港」，及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等。
就讀大學三年級的陳同學在會後

指出，白皮書座談讓他更好理解
「一國兩制」及香港發展，特別是在

昨日的主講嘉賓、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清晰講解基本法條文及香港回
歸歷史後，令他明白香港回歸17年來基本法
的落實。「一國兩制」無可否認取得成就，
比如香港資本主義的順利落實等。
來港攻讀碩士學位的黃同學表示，中央
領導人推行「一國兩制」政策方針，當然
有其治理國家道理，但未必所有香港人都
明白，正如於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亦有不
一樣看法，「我以前在內地讀書，感覺
『一國兩制』是特別好的方針，但來港後

發現，香港各界未必認同是好的方針。白皮
書有助港人理解『一國兩制』，我個人最關
注香港普選問題。」

「補充了模糊地方」
就讀大學的陳同學認為，外界不斷批評白

皮書影響香港的獨立司法權，甚至干預法官
判決，但原來「愛國愛港」於基本法早有規
定，其他國家亦有「愛國」的基本要求，
「事實上，我對『一國兩制』定義不太清
楚，特別是分權及授權問題模糊，白皮書正
補充了模糊地方」。

另一位陳同學直言：「白皮書是具參考
性，令人明白中央眼中的『一國兩制』。但
正如梁愛詩形容白皮書不是法律文件。我相
信白皮書不會與『一國兩制』有衝突。」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香港學

生活動委員會主席龍子明會後亦形容，國務
院新聞辦好早以前已經籌備白皮書，重申國
家對香港大政方針，並非任何
新事物，事實上，基本法早已
訂明對港全面管治權，深信白
皮書有助青年更好理解「一國
兩制」的落實。 ■鄭治祖

法官愛國 獨立司法權
批反對派曲解白皮書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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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新聞辦首度發表「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指出包括

法官在內的治港者都必須愛國愛港，反對派竟聲稱要求法官愛國是「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原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昨日強調，白皮書提出「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與香港的獨立司法權並不相互排斥 ，而要求法官愛國並非很高的要求，只要憑事實憑法律審判已

是愛國。她並強調，基本法制度保障了香港的獨立司法權，比如法官審判不受干預；她批評反對

派的質疑是錯誤及片面理解白皮書。

法官愛國=守法+憑良心事實法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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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同學：白皮書座
談能更好理解「一國
兩制」。

■梁愛詩強調，要求法
官愛國並非很高的要
求。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回歸17年來，「一國兩
制」於基本法下順利落實，惟反對派每逢政改關鍵時刻，均試
圖推翻基本法規定。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強
調，「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最能保證「港人治港」基本
政策方針。基本法歷時4年零8個月，並經香港公眾充分參
與，包括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港廣泛諮
詢，最終收獲近80,000份意見和建議，絕非中央「閉門造車」
的產物。
在昨日「白皮書學生專場座談」上，梁愛詩回顧了香港的回
歸祖國歷程：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國土，但自清朝19世紀
中葉，管治腐敗及殖民主義擴張，外國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
英國通過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威迫中國將港島及九龍南永遠
割讓英國，在1898年，再將九龍北及新界租借英國99年。在
清朝滅亡後，兩屆政府，即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不承
認不平等條約。
她續說，國家由始至終均從戰略上考慮香港問題：1949

年，中國受國際制裁，決定暫緩收回香港。1971年，中國重
返聯合國。1972年，中國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
化特別委員會，表明香港與澳門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主權問
題，並於適當時間處理，當時聯合國契約國都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香港唯一主權國。

「一國兩制」最能保證「港人治港」
梁愛詩指出，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是考慮到香港經歷156年殖民統治，有其政治、經
濟、文化、法律，倘將原有的連根拔起，將對市民利益有損
害，為此，「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最能保證「港人治
港」的基本政策方針。

歷時4年8月 收近8萬意見建議
被問及鄧公何以會提出「五十年不變」時，她強調，鄧小平
認為「五十年不變」是一段長時間，並經歷兩代人時間，屆時
內地發展好，即使「兩制合一」對香港亦不會有大損害，有需
要時則可靈活處理，「有制度合一，又或有制分開。比如，英
國愛爾蘭、蘇格蘭、英倫威爾斯的法制有本地特定，但仍然屬
於西敏寺國會統籌，不可與中央法律有所牴觸。」
梁愛詩又回顧了基本法起草的歷史：基本法歷時4年零8個

月，最終於1990年4月4日完成，當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59名委員
中，23人來自香港各方面人士，並委託香港委員在港成立180人的基本
法諮詢委員會，廣泛收集香港各界意見和建議。
她續說，1988年4月，起草委員會公布香港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

稿；198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香港基本法（草案），並先後兩
次在香港和內地廣泛徵求意見，其中，僅香港人士就提出近80,000份意
見和建議，說明香港公眾充分參與，絕非「閉門造車」。基本法開始實
施，香港也正式進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歷史新
紀元。

青年讚白皮書講透「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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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
早前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後，反對
派不斷散布「中央收緊香港高度自
治」威嚇港人。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詩嚴正強調，基本法早已訂明，中央對港
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高度自治權並非完全自
治，故不存在剩餘權力，更不可能與中央討價
還價。白皮書只是回顧了「一國兩制」在港實
踐情況，所有內容均有法律根據，她呼籲港人
分清是非黑白。
在昨日「白皮書學生專場座談」上，梁愛
詩指出，白皮書前言清楚闡述白皮書發表目
的，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是新生事物，回

顧總結「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歷程，全
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
繼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沿正確的軌道
向前發展。
就白皮書提到的「中央擁有對港全面管治

權」，梁愛詩強調，香港的法律地位不是獨立
政治實體，而是地方行政區並直轄於中央政
府，「如何不是全面管治呢？」

基本法條文已訂明全面管治本港
她進一步解釋，基本法早已訂明全面管治權的

根據，「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十二條，香港特
區是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條文已經體現中國
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梁愛詩並強調，「一國兩制」是完整概念，

「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
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一國」之內的
「兩制」並非等量齊觀，為此，香港高度自治
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不可能與中央
討價還價，「這些你要那些我要」，「權屬於
中央，由中央授權管理，高度自治權給予多少
就有多少，不存在剩餘權力。」

詩姐：管治權不可能與中央討價還價

■黃同學：白皮書
有助港人理解「一
國兩制」。

■陳同學：白皮書
補充了基本法模糊
的地方。

■陳同學：白皮書不
會與「一國兩制」有
衝突。

港美英法官誓詞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