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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顯列顯倫倫：：
批有人挑戰政策 圖癱瘓港府運作
司法覆核遭濫用司法覆核遭濫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治精神

是香港長期賴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近年卻

有人別有用心，濫用司法覆核程序，意圖窒

礙香港政制經濟發展。香港特區前終審法院

常任法官列顯倫昨日出席活動時罕有地開腔

表示，司法覆核不應用於去挑戰特區政

府的政策，並批評近年有人「譁

眾取寵」地濫用司法覆核程

序，試圖癱瘓特區政府運

作。他以政改諮詢及港珠澳

大橋兩宗司法覆核官司為

例，直指3宗申請均是針對

特區政府的政策，不牽涉任

何「非法、濫權或越權」的

行為，又不點名質疑有人借

機表達不滿政策安排的合法

性，或要攻擊政策本身。

列顯倫昨日在外國記者會一項活動
上講話時表示，香港過去一直擁

有優良的法治精神，但香港的司法覆核程序目
前卻遭濫用。他強調，司法覆核不應用於去挑
戰特區政府的政策，而是「三權分立」的基礎，
法庭所關心的只是行政部門有沒有依法辦事或
濫用權力，但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長洲原
居民郭卓堅，及前學聯副秘書長梁麗幗的兩宗
就政改諮詢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件，明顯就是濫
用司法程序，毫無理據，並質疑有人利用司法

覆核表達不滿政策安排的合法性，或是要
攻擊政策本身。

批李柱銘譁眾取寵
他解釋，在該兩宗司法覆核案中，
提出司法覆核者均針對特首梁振英於

去年7月15日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提交的政改報告，特

區政府「政改三人
組」於今年1月7
日啟動的政改第二
輪公眾諮詢，及於
今年4月22日公佈
的政改方案。但事
實上，諮詢只是特
區政府的一貫程
序，不涉及濫用權

力，根本無可能成為司法覆核。
列顯倫批評，有關人等提出司

法覆核的用意，只是試圖癱瘓特區
政府的運作，「如果將（特區）政府

官員列為答辯人，（特區）政府不能運作，
那麼就不需要恐怖分子都可以令政府癱
瘓。」他特別批評，郭卓堅案中代表律
師，即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
銘甚至要法庭就諮詢程序尋求法庭指示，完

全是「廢話」和「譁眾取寵」。

譴責梁麗幗裝腔作勢
他批評，梁麗幗的申請是再一次濫用司法覆核程

序，毫無理據，但法庭的判詞卻長達60多段。該案
件除了針對負責政改工作的特區政府「政改三人
組」外，更將特首梁振英列為第四答辯人，但「倘
仔細看判詞的話，雙方律師的陳詞均完全沒有提
到行政長官可如何涉及在這次司法覆核申請
中」，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純粹是譁眾取寵，
不恰當地裝腔作勢」，應予以譴責。他更挖苦
說：「可能梁麗幗希望有一天在她的履歷表上可
以寫着『曾告過特首』。」

列顯倫又引用2011年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官司，
指大橋工程因官司實際停工了5個月，累積效應令
大橋工程延遲，造價增加數以億元計，並反問香港
段影響內地通車時，「怎樣向內地解釋？」

香港反對派近年動輒訴諸法庭，輸打贏要
浪費公帑。去年在政改方案表決前的關鍵時
刻，學聯前常委梁麗幗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
覆核許可，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要求法庭宣佈政改諮詢無效，最終高等
法院頒下判詞拒絕她的申請，並強調香港法
院無權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
定，人大具有最終權力決定是否通過方案，
又強調法庭應避免介入立法。
人大決定具有不容挑戰的法律效力，惟反

對派仍然樂此不疲，試圖濫用司法覆核挑戰
人大常委會的權威。在政改「五步曲」正處
於立法會審議表決的關鍵階段，梁麗幗突然
申請司法覆核，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超越了」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範
圍，故在香港「並無法律約束力」，又質疑
特區政府基於此框架進行政改諮詢是非法
的，試圖借司法覆核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權力，「叫停」政改，阻止政改法案進入立
法會審議及表決階段。

高院：無司法管轄權
特區終審法院早在1999年2月26日的聲明
中，已明確表明法庭不能僭越及質疑人大常
委會的任何權力，包括解釋、確定、決定等
權力。高等法院否決了梁麗幗的司法覆核許
可申請，並在判詞中強調，香港法院沒有司
法管轄權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而原訴人一方也承認這一點。
法官在判詞中續說，全國人大2004年的釋
法，已訂明全國人大有最終權力決定是否通
過方案，換言之，政改方案必須符合全國人
大「8．31」決定，否則任何方案都是不切
實可行的，而政改方案當時即將在立法會表
決，法院應避免以司法程序干預立法程序。
此次高等法院的裁決，既尊重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並認同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擁有最終決定權，明確
了全國人大「8．31」決定的法律約束力，肯
定了特區政府按照全國人大「8．31」框架提
出的政改方案合憲合法。惟反對派堅持漠視
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導
權，不惜代價挑戰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權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梁麗幗挑戰人大決定失敗

著名法官 地位崇高
法律界資深人物、香

港特區前終審法院常任
法官列顯倫是香港著名
法官，在法律界地位崇
高。他在回歸前後兼任

多項公職，遍及香港法律、國際司
法、法律教育、城市規劃和大學教育
等範疇，對社會貢獻良多。他亦曾與
4位終審法院法官參與吳嘉玲案終審
判決，引發居港權爭議和特區政府首
提人大釋法的案例。

據資料顯示，列顯倫生於香港的歐
亞混血家庭，曾就讀於拔萃男書院和
牛津大學，於1956年取得牛津大學法
學院文學碩士資格。1959年，從英國
格雷律師學院獲大律師執業資格，並
於翌年取得香港大律師執業資格。

自1960年起，列顯倫開始在香港執
業。1970年7月，獲委任為御用大律
師，同年創辦香港法律期刊。1992年
9 月，他獲直接委任為上訴法院法
官。1995年獲委任為上訴庭副庭長。
回歸後，他又擔任了終審法院常任法
官。2000年9月離任後，列顯倫改任
非常任法官，其後退休。

2000年獲頒大紫荊勳章
時任香港特區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

當時在聲明中，讚揚即將離任的列顯
倫和即將退休的常任法官沈澄在未獲
委任為法官之前，在法律界已建樹良

多，廣受讚揚。「在司法
機構內，他們表現出色。
一直以來，他們致力維護
至高的專業水平，也鼓勵
同儕精益求精……一直以
來，列顯倫法官和沈澄
法官無論在法律
或其他方面，
都盡心竭力，
致力不懈地為
香 港 社 會 服
務，實在令人尊
敬。」

列顯倫多年來曾
任香港大律師公
會、國際司法組
織香港分會、城
市 規 劃 上 訴 委 員
會、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香港委員會等機構
的主席，又曾兼任法
律教育諮詢委員會
主席、法國文化協會主席和港大
校委會委員。他早於1989年獲OBE
勳銜，2000 年獲特首頒授大紫荊勳
章，以表彰他對社會的貢獻。

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資深大律師
湯家驊曾在電台節目上表示，他於
1972年到牛津大學深造時生活貧窮，
列顯倫曾借他300鎊助他完成學業，
是他的「半個恩師」。 ■鄭治祖

香港特區前終審法院常
任法官列顯倫昨日提到，
港珠澳大橋工程延誤的一
個原因，正是民間提出的

司法覆核程序繁複，阻礙工程進展及導
致工程成本上漲。事實上，公民黨正是
以司法覆核阻撓大橋興建進度的「幕後
嫌疑犯」。大橋工程被無故延誤一年，
造價超支數十億元，引發的經濟民生影
響十分深遠，社會已為這宗司法覆核案
付出沉重代價。
2010年1月，東涌老婦朱綺華取得

法援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挑戰
環保署就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2011年4月，高等法院
原訟庭判決環保署署長敗訴，指環評
報告未有比較大橋興建前後空氣污染
程度的變化，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的要求及其立法宗旨，決定撤銷
對工程批出的環境許可證。大橋香港
段工程被迫延遲動工。同年9月，高
等法院上訴庭判決環境保護署署長上
訴得直，大橋得以復工。
然而，工程延誤已因應物價上升及改
變施工方法追趕工期而大幅增加。其中，
路政署日前指出，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
程因面對物料供應不穩、勞工短缺、填
海沉降較預期慢等施工困難，需延遲一

年至2017年底才
建成，而工程造
價亦由原先的
304.3 億元增至
358.9億元，增加
了54.6億元，需
向立法會申請追
加撥款。同時，70多項工程包括沙中
線、6號幹線、中九龍幹線等期間亦受
官司影響，涉及工程總造價逾千億元，
涉及各範疇共10多萬個職位，全港市民
在事件中都付出了沉重代價。

「其他人叫我打官司」
提出司法覆核的東涌老婦朱綺華曾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直言是「其他人
叫我打官司」，她不知道會牽連到那
麼多人失業，心裡很不安樂。她的代
表律師黃鶴鳴雖以「代言人」身份，
稱朱綺華沒有任何背景支持，但大橋
訴訟牽涉環評及工程等專業知識，黃
鶴鳴本人亦被踢爆是公民黨執委，公
民黨旋即被鬧爆是事件的幕後搞手。
此後，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等公
民黨領導期間也四出死撐司法覆核有
理，其幕後黑手身份不言而喻。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訟黨煽覆核大橋 原訴心難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基本法
保障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確保港人生活方式於
回歸後「50年不變」。香港特區前終審法院常
任法官列顯倫昨日表示，香港基本法已經
「走」了18年，相信社會很快會討論香港在
「50年不變」後的法治前路。他期望，特區政
府需要作出及時的決定，保障香港的普通法制
度，否則會出現30年前大量國際和本地商業機
構撤離香港的景況，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
列顯倫昨日坦言，自己在30多年前有幸見

證《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訂，確保了香港
的管治制度及港人生活方式於回歸後的50年不
變。他認為，香港唯一可貢獻的就是法治，而
香港基本法最關鍵的就是保障香港的普通法制
度，也是香港過去可迅速演變成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主要原因。

目前距離基本法保障香港「50年不變」仍有
32年時間，列顯倫指出，香港社會很快會討論
香港在「50年不變」後的法治前路，屆時可能
出現的爭議，包括討論英語應否再是法定語言
之一，有人或更會質疑普通法是「又慢又貴」
的司法制度。

籲及早籌謀 否則資本用腳
他認為，特區政府有必要作出及時的決定，

保障本港普通法制度，否則會出現30年前，大
量國際和本地商業機構撤離香港的景況，影響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另外，他也指出，全球由普通法管治的八成

人口，自身本土語言均不是英語，但過去香港
不少法庭判詞均過於冗長，難以翻譯，又質疑
一些非洲國家如加納、坦桑尼亞、南非等能否
輕易明白有關判詞內容。他認為，法庭的判詞

需寫得簡單直接，方便翻譯，才能確保普通法
繼續行之有效，否則司法制度只會一直「夢
遊」至2047年。

法學權威倡普通法跨越2047

� 
�(

■■資深大律師李柱銘被指資深大律師李柱銘被指
在郭卓堅政改諮詢案中的在郭卓堅政改諮詢案中的
要求完全是要求完全是「「廢話廢話」」和和
「「譁眾取寵譁眾取寵」。」。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麗幗梁麗幗（（右一右一））申請司法覆核申請司法覆核，，聲稱全國人聲稱全國人
大常委會大常委會「「88．．3131」」決定超越了香港基本法的決定超越了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範圍規定範圍，，故在香港故在香港「「並無法律約束力並無法律約束力」。」。

■■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列顯倫批評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列顯倫批評，，近年有人近年有人「「譁眾取寵譁眾取寵」」
地濫用司法覆核程序地濫用司法覆核程序，，試圖癱瘓特區政府運作試圖癱瘓特區政府運作。。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朱綺華朱綺華。。

■■列顯倫列顯倫（（台上右二台上右二））昨日出席外國記者會午昨日出席外國記者會午
餐會餐會，，討論司法制度討論司法制度。。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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