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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不少官員、議員和法學家，都以為香港有分
裂國家的言論自由，否則就是以言入罪，不符合文明
社會的準則。2003年香港特區有關香港基本法第23條
的立法，就是以此為指導思想的。
所幸的是，2015年1月的施政報告為此敲響了警鐘。
該報告指出：「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
物《學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2013年，《學苑》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
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對《學
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
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
的政界人士勸阻。」

「港獨」言論違法 非言論自由
梁振英找到誰來勸阻，不得而知。但從媒體報道消

息來看，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曾召開記者會談論梁振英
的施政報告，說他如果是行政長官，他也會這樣批評
《學苑》的「港獨」言論。然而，港大校長馬斐森卻
表示，支持和尊重港大學生及教職員的言論自由，對
施政報告批評《學苑》感到驚訝，他希望梁振英只是
表示個人意見，並非阻止學生評論時事。馬斐森是英

國人，英國刑法沒有分裂國家罪。二戰後，大英帝國
似乎感到氣數已盡，除少數殖民地外，沒有立法禁止
殖民地獨立的浪潮。也許馬斐森真的認為「港獨」言
論只是言論而已，但身為在香港居住的港大校長，他
應當知道香港基本法第23條有禁止分裂國家的立法要
求。把「港獨」言論僅僅視為言論自由，有所不當。
在香港特區，鼓吹「港獨」是否在言論自由的範

疇，不但不能治罪，而且不能批評，這是兩個關鍵問
題。有人認為，兩者都不能，這是極右者的主張。有
人認為，只能評論，不能治罪，這是一般人的看法。
筆者認為，「港獨」言論在香港特區是不當的，甚至
是違法的，應當批評指責。但不當的或違法的言論，
能否治罪，根據「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則，要看當地
是否有法律可以治罪。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條規定：
「一、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二、
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
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從該條規定
來看，並非所有的言論都不能治罪，有些言論是可以
治罪的，鼓吹戰爭之宣傳，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
恨之主張，都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都可以以法律

禁止並治罪的。該公約所說的法律，應是指締約國國
家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換句話說，凡是立法機關立
法禁止的行為，包括一些言論，都不屬於言論自由的
範疇。
香港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

律，第23條明確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禁止。不僅如此，
第1條還開宗明義指出，「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鼓吹「港獨」，無疑是要將香港
從國家分離出去，分裂國家，顯然是違法的。支持
《學苑》「港獨」言論，實際上是支持違法行為，不
是言論自由。這是有關人士應當反省或檢討的。

尋求「港獨」無法理依據
有人認為，上述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第1條都明確規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
權。」《學苑》要求香港民族自決，並沒有違法，這種說
法並不正確。其實，聯合國有不少國際法文件都提到過自
決問題，包括1952年《關於人民與民族的自決權》、1960
年《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1970年《國際
法原則宣言》。但民族自決是有適用條件的，只能適用於
殖民地人民和遭受外國軍事侵略和佔領的人民。聯合國曾
一度把香港和澳門列入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的名單中，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已正式要
求將港澳從該名單中剔除出去。聯合國大會已經表決通過，
英國和葡萄牙政府的代表都投了贊成票。因此，從國際法
包括聯合國的有關文件尋求香港自決獨立，是沒有理據的。
從國內法的角度看，不少聯邦制國家允許聯邦成員
自決或以其他方式獨立，如前蘇聯、加拿大、印尼等
國，但有的聯邦制國家並不允許這樣做，如美國。而
單一制國家通常都不允許自決獨立，作為單一制國

家，聯合王國允許蘇格蘭通過公投獨立，是非常罕見
的，這是聯合王國的歷史和政治現實造成的，不能成
為通例。蘇格蘭與英格蘭屬於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
文化傳承。而香港居民，大部分從廣東遷居而來，有
相同的文化傳承，不能視為一個獨立的民族，當然不
享有自決權。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有不少少數民
族，他們享有民族自治的權利，但不享有民族自決
權。這是中國憲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明確規定的。

鼓吹「港獨」觸犯煽動罪
在提到香港沒有民族自決的國際法和國內法的理據

後，還要回到「港獨」言論是否可以定罪的問題。從
《刑事罪行條例》的明文規定看，是可以治罪的。該
條例第9（1）條第（b）項規定，「企圖不循合法途徑
改變其他在香港特區依法制定的事項」，這是對煽動
意圖的法律規定；該條例第10條第(b)項規定，「發表
煽動文字」，這是犯罪行為的規定。《學苑》鼓吹
「港獨」實際上就是試圖以民族自決的非法方式改變
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已經觸犯了煽動罪。英國就曾
經對散發傳單鼓動英軍拒絕到北愛爾蘭服役的人治
罪，也曾經將著書立說論證納粹集中營根本不存在的
學者治罪，足以證明有些言論是可以治罪的。當然，
對香港有關「港獨」的犯罪行為是否治罪，是香港特
區政府處理的事項。
在此還要說明，對某些言論治罪，並不違反國際文

明社會的準則。例如鼓吹戰爭之宣傳，鼓吹民族、種
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都可以依法治罪，沒有理由對
分裂國家的言論不可以治罪。不可以治罪的主張是違
反上述國際人權公約的，而該公約是符合國際文明社
會的準則的。

宋小莊 法學博士

香港特區有分裂國家的言論自由嗎?
《學苑》鼓吹「港獨」實際上就是試圖以民族自決的非法方式改變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

已經觸犯了煽動罪。英國就曾經對散發傳單鼓動英軍拒絕到北愛爾蘭服役的人治罪，也曾經

將著書立說論證納粹集中營根本不存在的學者治罪，足以證明一些言論是可以治罪的。例如

鼓吹戰爭之宣傳，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都可以依法治罪，沒有理由對分裂國家

的言論不可以治罪。不可以治罪的主張是違反上述國際人權公約的，而該公約是符合國際文

明社會的準則的。

現時香港科技政策分散在不同的決策局中，令科技產
業發展阻礙較多。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是整合現時分散的
資源，令科技政策能更有效率地支援科技及創新的發
展。
香港的競爭力已經逐步下降，自由度的指標亦被追
近。筆者認為很大程度是我們不進則退，香港的經濟發
展已趨近停滯，衍生不少社會問題需要解決。鄰近國家
及城市把握中國發展的黃金機遇，發展自己的經濟模
式，提升自己的經濟容量，搭上了由中國當世界經濟發
展的火車頭的列車！要將香港的經濟再提升容量和質
量，在人力資源及土地短缺的情況下，創新科技是一條
應走的出路。
立法會近年來多次「拉布」，令不少民生政策一拖再
拖，社會問題往往未能一針見血，對症下藥，令整個社
會停滯不前。最清楚的例子是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政
府在制定貧窮線的初期，便提出需要引入低收入家庭在
職津貼，支援香港的低收入家庭，減輕大家的經濟壓
力。原定於上年撥款，今年推出的計劃，受制於立法會
的無聊拉布行動，令計劃需延至明年年中或年尾才能推
出。延後的推出令貧窮問題不斷惡化，加深了解決貧窮
問題的難度，責任在於議會中的反對派，但最諷剌的是
反對派在拖延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的推出後，現又責罵
政府推出得太遲，應要加快。
議員是在立法會中代表着市民發言及投票，若反對派
議員認為議案是市民認同的話，便直接投下支持票，這
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尊重市民的意見和意願。
「拉布」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是完完全全無價值
的行為，倒不如善用這些資源和時間去關心社會，解決
民生問題。香港社會現時有大量的民生問題需要政府解
決，立法會的反對派需要更了解真正的民主，更真誠的
為市民提出更具建設性的政策建議，為香港的前途和未
來努力建設。
筆者在此呼籲反對派議員尊重民主、尊重議會議決方
式和精神，為香港、為民生、為香港市民，放棄「拉
布」行為，真誠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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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庭不吃不喝不花錢十七年才可負擔香港樓價，
這的確是很吸引眼球的新聞。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克魯
曼蒞港，記者沒頭沒腦地問他如何看這個現象。對香港
一知半解的克魯曼可馬上說，香港人瘋了。
美國一家研究機構以樓價中位數及家庭收入中位數比
例來形容不同城市的家庭買樓的負擔，結果，香港排名
第一，家庭收入中位數者要十七年的收入才能買得起相
等於樓價中位數的樓，是瘋了？問題是：即使如此瘋狂
的樓價也必須有錢才能有成交。如果樓價真的完全脫離
負擔能力，試問誰會選擇置業？過去，樓價居高不下，
我們說這是內地富豪和炒家引致的。現在，有了各種各
樣的特別印花稅遏止，炒家消失了，內地富豪也不來
了。剩下的買家就只剩本地的上車一族，市場價格又是
否回歸了理性？
在香港，以收入中位數來衡量買樓的負擔犯下了一個
很大的錯誤。因為香港有一半的家庭是居住在公屋或居
屋。即是等於說收入中位數的家庭很可能沒有買樓的必
要，因其已享受了公屋和居屋福利。同時，我們也可以
理解為這個群體是買樓族群中最窮的一群。或者他們只
能買面積最小，單價最低的單位。面積小，樓價可能不
超過兩百萬元，這正是他們可以負擔得起的樓價。
的確，香港地少人多樓價高企，令市民頗難負擔。可
幸，香港已有一半的市民擁有自置的物業。現在，爭着
買樓的人多是單身一人或兩人小家庭。這也是為什麼面
積越小的樓房，呎價越高的原因。單身或兩人家庭的群
體需求的確存在。但近日新居屋公開出售，申請者竟以
單身者為多不禁令人不解。單身一人需要居屋幹什麼？
實際上，這些人已經把申請居屋當成抽幸運獎。眾多單
身或兩人家庭爭相買樓推高了細小面積單位的平均呎
價。不過，此類漲勢也會有個極限。當有一天這些細小
單位的售價也超過這群單身或兩人家庭的購買力時，樓
價是不可能再繼續上升的。今日地產商也千方百計改變
房屋的設計圖樣以迎合這一類消費人群。把原來計算興
建的大單位改為小單位，以謀取更高的呎價，遲早有一
天，這些細小單位的供應會過剩。如此，今日付出不合
理呎價買細小單位的人恐會追悔莫及。
必須指出的是，有聲音說政府缺少土地，現有資源是
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卻認為，隨着不斷拓地建屋，遠水
會漸變為近水，房屋供應增加的趨勢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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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之所以可以流芳百
世，是因為好作品會使閱

讀者受到啟迪和警示，從而對歷史、未來和世界
獲得更高層次的認識。而不符合事實、對歷史進
行隨意篡改、冠冕堂皇的講話，也許能夠在某個
場合暫時蒙騙不明真相的年輕人，但最終必然被
拋入垃圾桶。在全球即將迎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之際，各國都以不同的方式，紀念無辜
死去的受難者，警示年輕一代不要讓歷史悲劇重
演。北京準備在今年9月3日舉行盛大閱兵式，
旨在展現中國軍人的新貌、現代武器的威力，並
對日本軍國主義實施威懾和警告。
東京政府則準備在8月份來一個「安倍講
話」。安倍在1月25日表示，「講話」「總體上
將繼承歷屆首相的談話」，但「不會原封不動沿
用『村山談話』中的關鍵措辭」，暗指將刪除

「村山談話」中，日本當年對他國的「侵略」等
關鍵字眼。事件不僅引發日本政壇的強烈反對，
也引起中、韓等亞洲國家的高度關注。如果東京
對歷史進行隨意篡改，對二戰缺少起碼的「反
省」和認識，那麼「安倍講話」不僅不如舊貨，
也必然成為一文不值的垃圾。安倍更將成為破壞
亞洲和世界和平、安寧的「千夫指」。

破壞世界安寧將成「千夫指」
據日本媒體披露，將於戰後70周年發表的講

話，將刪除「村山談話」中日本當年對他國的
「侵略」、「殖民地統治」和「謝罪」等關鍵字
眼後，立即遭到日本媒體、聯合執政公民黨、各
在野黨及世界各國的批判。《東京新聞》發文認
為，「沒有對戰後的反省就沒有日本的未來」；
日本共產黨委員長志位和夫則指安倍的發言是明
顯的「倒退」；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南警告安
倍，「過去歷次首相談話均帶有重大意義，應尊
重談話內容，準確表述立場」；民主黨黨首岡田
克也則強調，「絕不允許安倍否定戰後70年日
本走過的歷程」。
在日本內部強烈反對安倍言行的同時，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表示：「北京關注日本對過去那段侵
略歷史採取什麼態度，是否想淡化侵略歷史、繼
續將那筆負資產背下去？」《華爾街雜誌》發文
強調，事件顯示「安倍對進行反省和謝罪持否定
態度」。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安倍於1月28日
回答民主黨議員提問時轉口稱，「今夏發表的

『首相談話』將繼承包括「村山談話」等歷代內
閣的立場、寫入對二戰的『反省』」、「全面承
認侵略歷史」。安倍在世人面前又再一次扮演了
信口開河、反覆無常的無恥小人。

言行證明安倍是過場政客
安倍是一個不顧事實，信口開河的政客，再次

上台後，居然高調揚言「日本殖民侵略的定義尚
無定論」、叫囂「要在亞洲為世界『作貢
獻』」、聲稱「日本修憲無須向鄰國解釋」、狂
言「強大的日本回來了」，甚至厚顏無恥地說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復活軍國主義，那就『請便
吧』」。安倍近年不時發表挑釁中國的講話，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侵華造成超過3000萬中國
人死亡的事實，不僅沒有給中國人像樣的道歉、
拿出應有的賠償，反而將北京的寬容當作軟弱，
故意在2013年12月26日高調參拜靖國神社。
安倍近年在國際外交舞台上頻頻做騷、亮相，

聲言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甚至夢想當
東亞領袖。他曾經對記者說，俄羅斯飛機經常將
日本當「私家花園」，隨時游弋，日本唯有依靠
「網軍」「先發制人」和「出奇兵」，才能最終
出這口氣。美國副總統拜登2013年訪問日本期
間，安倍企圖實施「綁架」，拜登進入會議廳不
久，就讓手下將準備好的「美日譴責北京聯合聲
明」要求拜登簽字，結果被拜登拒絕，顯示安倍
的極度虛偽和狂妄。安倍的言行，已經證明他是
一個劣跡昭著的過場政客。

篡改歷史的「講話」一文不值

勇於抉擇 勿做千古罪人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公開呼籲，政改工作
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至為重要，距離實現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只是「一步之遙」，她呼籲市
民踴躍參與，為了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
選舉行政長官一起努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亦
頻頻發聲，擺事實講道理，認為中央不能任命
不合作的人成為特首，否則香港便會「無運
行」。並指出出閘者即使全由北京選出，但都
要面對港人，包括爭取反對派支持者選票，同
時要爭取最多選民支持，要回應社會訴求，
2017年政改方案一旦落實，則可令普選具備實
戰基礎，自然能讓政改繼續前行；相反，中央已
表明若今次普選被否決，下次將繼續沿用2012
年的選舉辦法，如反對派仍然堅持爭取所謂的
「真普選」，只會令政改方案被否決，普選遙遙
無期。曾鈺成指出，他接觸過的西方國家駐港總
領事，都同意按照人大常委會「8·31」框架落
實普選，這是民主進步而非退步，若特首及中
央已明確承諾2017年後仍能改進政制，反對

派應考慮接受方案。

只有先落實普選才能「循序漸進」
政府在推行第一階段政改諮詢時，曾提出

「有商有量」的口號，後為了落實政改方案，
呼籲市民要抓住機遇，之後才能循序漸進地
推動普選。但反對派卻一味與政府唱反調，挑
字眼，說什麼「袋住先」的說法證明方案不夠
好，因為不夠好才「袋住先」，不斷批評，拒
絕合作。事實上反對派近年一直採取對抗的態
度處理政改問題，甚至發起違法「佔中」，導
致法治被衝擊、社會撕裂。「佔中」雖結束，
但情況未見好轉，現時政改仍遇到前所未有的
阻力，有民主黨議員甚至計劃辭職引發「公
投」，動作不斷，政改之路難以樂觀。
實現「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對於香港政
制發展來說，是一個質的飛躍，不同派別的議
員應放下成見，為選民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
事事唱反調對於事件本身沒有幫助，反對派議

員應認清職責，把
握現實，抓住機
遇。只要2017年普
選方案是一個進步
的方案，就不要白
白放棄這個大好機
會，對抗令社會矛
盾激化，最終無法
收拾。只有按照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
才有可能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之後才可能
「循序漸進」。將眼光放得更長遠一點，為社
會整體利益着想，為選民爭取最大利益，才是
議員負責任的行為。

2017普選方案是民主進步方案
2017年普選方案是一個令香港政制得以向

前發展的進步方案，實現了「一人一票」選特
首，讓每一位選民都能夠行使自己的權利。各
界不能否認方案的進步性，捨棄進步方案寧願
維持現狀更是賭氣行為。更何況在現有狀況下
否決2017年普選方案，社會遠不只是維持現
狀那麼簡單，矛盾將進一步激化，政府、立會
的運作都會遭受到源源不斷的阻力，社會只會
不斷倒退，最終香港經濟也被拖垮。
世上所有事物的發展都是不進則退，把握機

遇，迎難而上才能更上一層樓。政府及建制派
正不遺餘力推動政改諮詢，呼籲各界能夠廣泛
合作參與。如政改無法通過，對香港有害無益
的，反對派也得不到任何好處。希望反對派能
夠放下成見，「見好就收」，切勿做阻礙香港
發展的千古罪人。

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啟動後遇到不少阻力，反對派拒絕合作，杯葛政改諮

詢，並揚言將在立會否決政改方案。為此各界紛紛發表意見，呼籲反對派應

該在關鍵時刻做出明智抉擇。現階段特區政府正大力推動政改進程，政改問

題能否妥善解決成為香港的挑戰，也是機遇。近日特首梁振英亦在電台節目

中表示，他與特區政府會竭盡所能，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落實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並向反對派「拉票」。各界人士均積極表

態支持依法政改，呼籲反對派勇於抉擇。如果政改因為反對派的阻撓而流

產，政爭必將長時間困擾香港。在政改關鍵時刻，反對派應放下成見，不要

做阻礙香港發展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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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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