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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四十天

嚴查「佔」背後組織資金來源
警緊密監察 擬適時披露外部勢力介入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早前表示，有外部勢力介入「佔

中」行動。在昨日的立法會大會上，多名議員關注當局對外部勢力介入的跟進情

況。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重申，有關問題涉及國家和香港安全，資料複雜敏感，特

區政府會考慮在適當時候披露外部勢力介入詳情。不過，「佔中」是非法集結，

策劃煽動都屬違法，對於「佔中」背後的組織策劃和資金來源，特區政府必定嚴

正處理，警方亦已緊密監察，密切部署調查，嚴厲執法，任何人不應心存僥倖，

以身試法。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
質詢，他關注政府如何防範外部勢力介入

香港事務、有否主動調查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
金會（NED）和香港政黨之間資金收受雙方的
情況，及支援「佔中」的過程。公民黨議員陳
家洛提出另一條質詢亦提到，政府是否掌握外
部勢力介入「佔中」的具體證據並作跟進。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則稱，梁振英提出指控應提出
證據。
本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民建聯議員李慧琼提到，

許多議員過去已就外國勢力介入提出不少資料，
認為相信的話就是證據，不願相信的就是「生安
白造」，特區政府更應跟進這些資料正式調查不
同勢力資助和支持違法「佔中」的情況。

蔣麗芸：美國防部顧問已承認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指，美國現任國防部顧問
白邦瑞近日接受當地電視台訪問時，已承認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人員有份策劃推動香港的民主
運動，並透過NED提供過數以百萬計資金，她
奇怪一些反對派議員還去擔心外部勢力支援
「佔中」沒有證據。
她並關注香港現時有否法例針對外國勢力介
入、協助、支持或組織本地的非法活動。

黃國健質疑反對派「此地無銀」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則說，不理解反對派議員
一聽到外國勢力介入就會暴跳如雷，質疑是
「此地無銀三百両」，他關注香港仍未就國家
安全立法，現有哪些法律可維護國家安全。
黎棟國回覆時表示，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
亦是高度開放的城市，一直以來都要面對複雜

的國際環境和外部勢力的影響。他理解社會關
心外部勢力如何介入支援「佔中」及其影響，
然而，有關問題涉及國家和香港安全，亦涉及
許多複雜和敏感資料，處理這類事情，特區政
府一如其他政府，不宜公開討論。警方亦一直
緊密監察「佔中」行動，但跟進手法、情報搜
集、行動部署和調查情況，由於行動機密，不
能透露。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面對和處理任何外部勢
力的干預，確保政改問題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的決定進行。就「佔中」問題，特區政府會
依法盡早恢復社會秩序。他重申，特首已表
示，特區政府會在適當時候，考慮如何披露外
部勢力介入及影響「佔中」的詳情。

「佔中」蠶食法治 籲參與者盡快離開
「佔中」持續至今逾一個月，黎棟國特別提
到，「佔中」蠶食香港法治，令人深感憂慮，
對社會只會造成長遠而深刻的傷害。「佔中」
是非法集結，任何人策劃、煽動任何非法行
為，都屬於違法行為。政府對有關非法行為會
嚴正處理，包括「佔中」背後的組織策劃和資
金來源等。他強調，香港是法治之都，執法部
門必會依法追究有關非法行為，呼籲所有組織
者和參與者盡快和平離開，讓社會秩序和市民
生活回復正常。
至於國安問題，黎棟國說，為基本法廿三條

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特區政府目前仍
需處理更迫切的問題。不過他強調，任何人煽
動、協助和鼓吹非法行為，本身就是違法，教
唆他人和團體進行這些行為都可能構成違法行
為，警方會嚴肅跟進。

「佔中」期間，反對派不斷辱警，並以「警
黑勾結」嚴重抹黑警隊，企圖打擊警隊士氣。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一度
拍枱嚴辭批評與會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

（大嚿）在昨日會議上以至過去屢次發表侮辱警隊的言論，強
調香港警隊和黑社會勢不兩立，為警隊長久以來所受屈辱作出
嚴厲反擊。

立法會大會昨日討論公民黨議員陳家洛提出有關外部勢力介
入香港事務的質詢。期間，陳偉業發言時提到，外媒指「警匪

共謀」、警方和黑社會合謀，有人更形容黑社會已是警方的
「輔警」，質疑警方的情況對香港法治的影響令人憂慮。

強調警黑勢不兩立 獲掌聲和應
黎棟國嚴厲駁斥陳偉業的指控，表明絕不同意陳偉業在會議

上甚至過去多番所指「警黑勾結」的言論。他說，警隊一向以
反黑打黑為首要任務，警方和黑社會勢不兩立。他回應期間，
曾以手拍打桌面，語調高昂。黎棟國言畢，議會隨即響起掌聲
和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大嚿屢辱警 局長拍枱狠批

黎
棟
國
：

■黎棟國（上圖）表示，政府會考慮在適當時候披露外部
勢力介入「佔領事件」的詳情。他又嚴厲駁斥陳偉業的指
控，指出警隊一向以反黑打黑為首要任務。左圖為警員在
旺角「佔區」執勤。 梁祖彝、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數十名律師早前參加默站行動反對違
法「佔領」行動，有份參與「默站」的全國政協委員、律師會前會長
周永健表示，即使「佔領者」表明願意承擔法律責任，但「佔領」行
動始終衝擊香港法治精神，又質疑有人利用學生來打自己的如意算
盤，重申年輕人不能因追求理想而凌駕法治。
周永健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法治是以法律來治國，沒有人

可以超越或不理會法治，要有法治才能保持社會安定。他認為，香港
人一直尊重法治，但即使「佔領者」表明願意承擔法律責任，「佔
領」行動始終會衝擊香港法治精神，並批評他們明知違法仍繼續行
動，是不尊重法律的行為。
他續指，在法庭作出神聖判決後，有人因為「人多」及「夠惡」就

不理會及不執行，同樣是向外界尤其是外資傳遞負面信息，影響香港
的國際形象和投資環境。但他相信，法庭禁制令並非執行不到，而是
未能執行，希望能盡快有效執行。

「佔領者」要面對刑事民事責任
周永健又指，「佔領者」要面對的法律後果可能包括刑事和民事責

任，而目前民事責任中出現了禁制令和索償，現時事態有待發展，但
相信這或許會是歷史性的事件。

質疑有人利用學生打如意算盤
至於在「佔領者」中有法律系學生，他坦言，年輕人有理想是很重

要的，沒有理想的話社會將會停頓，但不能因追求理想而凌駕法治。
他會同情一部分人，因為不排除有人利用學生來打自己的如意算盤。
周永健坦言，自己收到的默站行動通知時，主要內容是捍衛法治和

司法獨立，但到達現場時才知道同場部分人是反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他指出，自己出席活動並非針對郭榮鏗，但同意有部分人不
滿郭榮鏗對捍衛法治「講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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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違法「佔
中」者藐視法庭禁制令拒絕「退場」。在昨
日立法會大會上，有議員提到外界憂慮法庭
會因「公民抗命」因素從輕發落。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回應指，有關案件應交由法庭考
慮，現階段不適宜作出評論。他強調，律政
司會就「佔中」涉及的違法行為，繼續與警
方保持溝通，並會適時處理相關檢控工作，
希望社會大眾不要誤會政府放軟手腳，「律
政司定會嚴格依照法律處理，不希望嚴重破
壞法治的人逍遙法外。」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民建聯議員葛珮帆

表示，違法「佔領」至今無人被檢控。雖然
有組織者聲稱待「佔領」完結後自首以「彰
顯法治」，但身為法律學者、「佔中三丑」
之一的戴耀廷，就稱法官在處理「佔領者」
非法集結等案件時，應考慮「公民抗命」因
素從輕發落。

現未檢控不代表日後不檢控
袁國強在回應時說，他對有關說法有保
留，並強調律政司就「佔中」涉及的違法行
為，繼續與警方保持溝通，及適時處理相關
檢控工作，「整個檢控過程涉及幾個環節，
律政司會考慮案情後決定是否檢控，現時未
檢控不代表日後不會檢控，希望大眾不要誤
會政府放軟手腳。至於『公民抗命』因素應
否從輕發落，就要交由法庭考慮，現階段不
適宜作評論。」
他強調，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律政
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是
否對個別人士或團體提出檢控的決定，對
涉嫌犯罪的人、受害者，以至整個社會，
都同樣重要。因此，檢控人員必須不偏不
倚，對任何涉案人士，律政司都會一視同
仁依法處理。
袁國強直言：「任何時候，律政司都會竭
盡所能，盡快為包括警方在內的執法機關提
供法律意見，每宗案件給予法律意見所需的
時間，視乎眾多因素而定，主要包括案件性
質和複雜程度。在提交律政司尋求法律指引
的個案中，牽涉嫌疑人的數目和案情的複雜
性亦會有所不同，負責檢控人員可能需要更
多時間審視證據，並就有關個案適當方法提
供指引。」

不容嚴重破壞法治者逍遙法外
會上，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提到，《檢控守

則》明確指明「當行為超出理性範圍及合理
界線限度，律政司應提出刑事檢控」，現時
「佔中」違法集會及霸路，又製造具攻擊性
路障，公然藐視法庭，嚴重踐踏法治行為，
是否已經超出理性範圍及合理界線限度。袁
國強回應說：「我明白社會認為『佔中』已
經嚴重破壞及影響香港法治，律政司包括刑
事檢控部門，定會嚴格依照法律及《檢控守

則》處理相關案件，不希望嚴重破壞法治的
人逍遙法外。」
不過，公民黨郭榮鏗發時言要求律政司，

承諾外聘資深大律師就有關案件作獨立檢
視。袁國強反駁指，有關提問非常空泛及廣
泛，律政司會按個別案件處理應否作出檢
控，不會因為案件複雜性及人物敏感性而考
慮外聘資深大律師，但不可以一概而論所有
「佔中」刑事案件，包括非常明顯的犯罪行
為，這不是負責任及恰當的做法，也是浪費
公帑。

適時檢控違法「佔中」
袁國強：絕非放軟手腳

■袁國強（小圖，梁祖彝 攝）強調，律政司會就「佔中」涉及的違法行為，繼續與警方保
持溝通，並會適時處理相關檢控工作。圖為金鐘「佔區」。 資料圖片

■包括周永健等數十位法律界人士日前在高等法院外「默站」。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