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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江並不太
平，因修訂《逃犯條
例》而引發的一場又一

場社會風波就如當前香港高溫或陰雨
的天氣陰晴不定。雖然特區政府面對
民眾壓力，宣佈停止《逃犯條例》修
訂工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於6月
18日召開記者會，向全港市民作出
公開道歉，並表示沒有重啟修例的時
間表，會認真反思反省，希望社會裂
痕盡快修補。但「樹欲靜而風不
止」，風波本應告一段落，反對派不
依不饒，繼續威脅將行動升級。
從反對派的訴求中可以看出，他們

不接受暫緩、甚至要求完全撤回修
例，這樣是在修例工作已完全停止且
恢復無期的情況下依舊緊摳字眼攻擊
政府，擴大社會撕裂；同時，反對派
竟然將攻擊的矛頭直指為社會保安全
的警察身上。
從金鐘當天的現場情況來看，大部

分民眾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心
聲，但小部分人公然掘起地磚，帶來
鐵枝當作武器，衝出警方防線。見到
這些場景，反對派依舊堅稱「是和平
示威」、「手無寸鐵」、「沒有一個
暴徒」，刻意美化其為「勇士」，給
嚴正執法的警察扣上「黑警」的帽
子，這種「黑白顛倒」、「是非不
分」的言論，能算是尊重事實、理性
公道嗎？如果沒有前線警員冒着生命
危險阻擋衝擊立法會而失去理智的人
群，在立法會大樓中的議員、記者和
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該由誰來保障？
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的政府都不會因
為政治原因而在法治上妥協，違法應
受檢控是基本的常識，追究執法者更
是荒謬至極。警隊一直是維持香港繁
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多年來，香港一
直是世界上罪案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在《2017-18全球法治指數》中，
香港在秩序與治安方面位列全球第四
位，警隊功不可沒。我們決不能抹殺
警隊在維護香港穩定繁榮上所做的努
力，也絕不能容忍刻意破壞社會秩序
的人逍遙法外。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自由、民主、
法治的社會，市民可以通過和平、理
性的方式表達意見，而特區政府也是
懂得聆聽、尊重和關心市民的政府。
在這兩天的遊行中，許多熱愛香港的
市民為了讓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在
炎熱的天氣中有序地走了數個小時。
我們看到了大家對香港這片土地的熱
愛，但「克制的愛」才能讓社會朝着
好的方向發展。希望大家從自身和社
會的整體利益出發，盡快返回各自工
作、學習和家庭的崗位，只有大家同
心同行，才能更好地推動香港發展，
才是「愛香港」的真切表現。

鄧清河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對於《逃犯條例》修
訂所引起風波，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日前正式向

香港市民作出嚴肅摯誠的道歉。我支
持特首馬上展開復元工作，以重建雙
方的信任，亦期望社會運作回復正
常。
過往兩年，特區政府務實落力地推

動創科經濟及關注民生，有目共睹。
眼前特區政府有大量想做的拓展經
濟、改善民生的工作，對香港的未來
發展是重中之重。經過今次的反思反
省，我期望特首加倍努力，聚焦經濟
民生，亦請各位市民不要讓過往的工
作白費，只有同心同行，才可以為香
港帶來希望。
修例的初心是為了台灣殺人案的苦

主討回公道。4月，我和紡織製衣業界
聽過李家超局長的講解，明白到《逃
犯條例》對我們一般正當商家來說，
影響甚小甚微。何況條例本身已提供
足夠的保障，特區政府亦有聽取民
意，多次調整條例的修訂內容，包括
剔除9項罪類，罪行刑期門檻提高至7
年或以上，且移交要求必須由提出地
的中央機關提出。若細讀法律條文，
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修例目的是處理
最嚴重的案件，大家根本毋須擔憂。

儘管修例合情合理合法，奈何有人故
意誤導，以及外部勢力不斷干預抹黑，
外國就事件先後67次發表聲明，干預
令事情更趨複雜，把香港拉進大國博弈
的戰場。過去一星期的大型遊行和暴
力衝突，讓社會陷於失控的邊緣，我
們都感到痛心和難過。若衝突升級，
這是我們最不情願看到的畫面，對香
港、對國家勢將造成重大傷害。

香港是我們安居樂業的家，誰會想
看到社會對立、經濟民生停滯不前？
特區政府已暫緩《逃犯條例》修例的
工作，我們是時候開展復元工作，為
香港發展營造理性冷靜的氛圍，恢復
社會秩序，返回各自崗位，才是大家
的共同願望。我希望社會各界放下爭
拗，給予香港一次喘息機會，讓大家
同心重新起步。

陳亨利 香港紡織業
聯會副會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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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維護法紀安寧居功至偉豈容詆毀誣衊
在這次反修例風波中，警方面對暴力衝擊，盡忠職守，任勞任怨，堅守法治底線，維護社

會安寧，再次說明香港警隊是一支訓練有素、作風優良、愛港敬業的優秀紀律部隊，沒有辜

負習主席的高度評價，在維護法治和社會穩定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看看西方警察如何強力鎮

壓暴力衝擊絕不留情，就可以知道香港警隊執法是多麼文明專業。反對派以政治凌駕法治，

要求撤控及釋放所有被捕暴力衝擊分子，這是對法治的嚴重傷害，必須予以譴責！反對派要

求追究警方，更是荒謬之極，違法竟無罪，執法反被追究，請問公理何在？如果維護法紀反

被誣衊追究，香港安寧靠誰人來捍衛？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反修例風波中出現多場暴力衝擊，
金鐘更發生兩次「佔領」。從大量的片
段可以看到，一些全副裝備的激進分
子，不斷暴力衝擊警方防線，更向警員
投擲削尖的鐵支、磚頭等足以致命的物
件，導致多名警員受傷倒地。為防止局

勢失控，警員使用合理有限度的武力驅散暴徒，重新
控制金鐘一帶交通要道。在整個過程中，警方的表現
專業高效，成功維護了立法會和政府總部的安全。

受傷數字極低顯示警方文明專業
然而，反對派竟然賊喊捉賊，反過來指責警方濫用

暴力，大肆抹黑警員，「民陣」甚至提出所謂撤控及
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嚴懲警方濫暴濫權等無理要
求，甚至威脅要將行動升級云云。「民陣」的要求不
但罔顧事實，更是橫蠻無理。

「民陣」指責警方濫暴濫權，但在多次嚴重衝
突中，警方以暴動、襲警及非法集會等罪名拘

捕的疑犯不過32人。如此大規模的暴力
衝擊只拘捕32人是濫捕嗎？至於濫

暴更是顛倒是非，恰恰相反，
正是由於警方的專業和克

制，令到在衝突
中 的 受

傷人數大為減少。根據醫管局數字，目前共造成81
名示威者受傷，而警方亦有22人受傷。將這個數字
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型衝突中，受傷數字都屬於極
低水平，這正顯示警方的文明和專業。如果警方是濫
暴濫權，受傷和被捕人士會如此少嗎？

西方警察強力鎮壓暴力衝擊絕不留情
反對派最喜歡講國際標準。如果對比一下外國警察

執法的「強勢」，更可以看到香港警察的包容與忍
耐。法國早前爆發「黃背心騷亂」，大量民眾湧到巴
黎市中心，許多人戴上黑色頭套，在凱旋門附近向防
暴警察投擲石塊，有示威者焚燒雜物。警方隨即重錘
出擊，出動催淚彈及水炮驅趕示威者，最終有約
2,000名抗議者在抗議活動中受傷，數十人與警員發
生衝突而致殘。

至於美國對於暴力衝擊更是絕不留情，任何人必須
服從警察，若與警察「叫板」，下場非常嚴重，襲警
更是等於「找死」。美國警察對付示威者，輕則拳打
腳踢、警棍相加，重則強力噴水器、橡膠子彈、催淚
彈齊發，因此而造成示威者傷亡的情況屢見不鮮。比
較而言，香港警隊不但有力地維持社會治安，而且保
持文明執法，所謂濫暴說法完全是罔顧事實。

必須指出的是，「民陣」提出撤控及釋放所有被捕
示威者的要求，完全視法律如無物。全世界沒有一個
政府，沒有一個法治之區，會因為政治壓力而退讓法

治底線，

不論任何人觸犯法律都必須依法追究，不論他們政見
如何、有何動機，都不是他們的「免罪金牌」。反對
派一向將法治掛在口邊，但現在竟然以政治凌駕法
治，要求撤控及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這是對法治的
嚴重傷害，必須予以譴責！至於追究盡忠職守的警
方，更是荒謬之極，違法竟無罪，執法反被告，請問
公理何在？將來誰來捍衛法治？誰來維護香港社會秩
序？「民陣」的訴求放在全世界，都不會被接受。

習主席高度肯定香港警隊維護穩定關鍵作用
香港警隊是一支優秀的紀律部隊，是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的支柱，是受市民讚賞和信賴的優秀隊伍。香港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罪案率維持在低水平，
這都離不開警隊的功勞。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七
一前夕到訪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時，高度讚揚
警隊維護法治。習主席說，「香港繁榮穩定離不開香
港警隊，在維護法治、維持我們的社會穩定方面作
出關鍵作用，我也向我們香港警隊3萬多警務人
員致以崇高敬意。」這說明，警隊的表現一
直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警隊在這場
反修例風波中的表現，正正無
負習主席的高度評價，發
揮出中流砥柱的作
用。

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修訂建議
引起社會極大爭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日前就修例工作的不足向香港市民真誠道歉，避免社
會矛盾進一步加劇，顯示出為政者應有的勇氣和承
擔，其對香港社會的關心和愛護絕對毋庸置疑。各界
宜放下成見，以本港長遠利益為大前提，重新聚焦經
濟民生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香港作為一個文明、自由和開放的社會，向來包容

及尊重多元意見，市民亦向來支持和平理性的方式表
達訴求。一些罔顧法紀的暴力示威行為不但違背本港
核心價值，更無助社會進行理性討論。香港警方對該

等危害社會安寧的暴力行為果斷執法，保障社會秩序
和市民安全，絕對值得支持和肯定。

事實上，本屆政府在促進經濟、改善民生、鞏固營商
環境和競爭力，特別是推動創新科技和青年工作等方面
均做了不少工作，成績有目共睹。我們不應因為今次事
件抹煞其過往的努力，希望社會各界能對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的工作予以體諒和機會，和衷共濟，求大同、
存小異，繼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凝心聚力於解決影響香港長遠發展的重大經濟及
民生問題，以構建和諧穩定和更加繁榮的香港。
當前香港正面對中美貿易摩擦、英國脫歐談判、國

際地緣政治等眾多外圍不明朗因素，社會各界應聚焦
處理經濟民生議題，確保本港營商環境及整體社會穩
定發展。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一國兩
制」下，我們的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等優勢得到充分
保障，為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提供堅實基礎。

我們希望社會各界、立法會各黨派議員能摒除成
見，攜手努力推動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工作。我們亦
期望特區政府因應當前環球經濟發展形勢帶來的挑
戰，為工商各業及社會各界提供更多支援政策和措
施，為本港長遠利益謀求更大福祉。

化解社會矛盾 聚焦民生經濟
蔡冠深 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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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佈停止《逃犯條例》修訂工
作，特首林鄭月娥亦因工作不足向市民

真誠致歉，中央和本港各界均表示尊重、理解和支
持。林鄭月娥以最謙卑態度接受批評，緩和社會紛
爭，避免進一步激化矛盾，顯示其對香港和巿民的高
度負責和承擔。

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過往兩年致力推動經濟民生發
展，鼓勵創科，大力提升香港作為商業和金融樞紐的
地位，成績有目共睹。修例風波發展至今，林鄭月娥

以最大誠意、最謙卑的態度向公眾致歉，事件應告一
段落，社會應恢復正常，讓特首和政府改進工作、繼
續服務巿民。
過去一段時間，社會花了太多時間和精力在修例爭議

上，不少經濟民生發展都被擱置。同時，環球經濟的不
確定性已顯著上升。中美貿易摩擦有機會持續甚或惡
化，有可能波及國際貿易、金融市場和投資活動，香港
經濟所承受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將會更為顯著。現時政府
已決定暫緩修例，修例的爭議應告一段落，期望社會

各界應以理性平和的態度讓社會恢復正常秩序，集中
精力推動經濟發展、抓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落
實「明日大嶼願景」的大規模填海造地規劃，讓香港
早日重回法治、理性、和平的發展正軌。
社會各界應該摒棄紛爭、團結一致，和衷共濟攜手

努力，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只有
同心同行，才可以為香港帶來希望。讓我們發揮更堅
定的信心和迎難而上的勇氣，讓香港乘風破浪，抓緊
機會，邁向更好的將來。

各界攜手讓社會重回正軌
李鏡波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

額外保障措施
不過，在聽取人們的關切後，政府明智地同意，除

了《逃犯條例》規定的強制性保障措施，還可以增加
額外的保障措施，因為法案允許政府「進一步限制逃
犯被移交的情況」。因此，可以要求引渡請求方就特
別移交安排提供符合一般人權保護的保證，包括無罪
推定、公開審訊、法律代表、盤問證人的權利、不依
賴脅迫證詞和上訴權等事項。事實上，香港現有的許
多逃犯移交協議，包括與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和菲
律賓的移交協議，都已包含被要求引渡方如果被置於
「違反國際條約規定義務」的境地，就可以拒絕移交
逃犯的保障措施。
當然，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根據基本法（第39

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
港，其中就包括公平審訊的保障和上訴權。例如，與
澳大利亞的協議就有拒絕移交逃犯的其他自決理由，
包括犯罪發生後經長期拖延才提出引渡請求、與年
齡、健康或個人情況有關的人道主義理由，以及微不
足道的罪行等。此外，為了減輕人們的顧慮，通過特
別移交安排，可被移交的罪行嚴重程度門檻將從1年
提高到7年，這雖然不理想，但受到工商界的歡迎。

至於行政長官的角色，香港已有與其他普通法司法
管轄區相同的既定機制。一旦收到移交請求，行政長
官將根據案件的情況，決定是否需要請求方提供額外
保證。如果這些要求被拒絕，案件將就此結束。如果
要求得到滿足，通常會發出繼續進行的許可，當然，
除非移交令不合法，或實際上不能作出這樣的決定。

行政長官無須決定支持該項要求的證據是否足夠，而
只須決定是否有足夠證據證明裁判官決定案件的表面
證據確鑿。如果行政長官發出繼續進行的許可，這可
能會受到司法審查的挑戰，而這又是另一項保障措
施。
這個程序一旦啟動，司法審查就開始了。如果下達

了羈押令，囚犯可以通過尋求人身保護令，及至終審
法院的上訴權利，來提出挑戰。在法院下達羈押令
後，案件會交回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可以批准移交，
也可以基於人道主義理由拒絕移交。同樣，行政長官
批准移交的決定，可以通過司法審查來挑戰。因此，
在每個階段，行政長官的行動都可以在司法上進行審
查，這是這個制度的優點之一。
雖然有人擔心中央政府可能會指示行政長官交出嫌

疑人，但這個想法很奇怪，最主要是因為不能以這種
方式繞過既定的法律程序。是法院而不是行政長官決
定是否應該發出羈押令，如果嫌疑人被釋放，行政長
官便無法下令移交。無論如何，我不相信中央政府會
向行政長官發出非法指示，情況應該是恰恰相反的。
由於案件的敏感性，我相信它會竭盡全力確保正確程
序得到遵守，並避免做任何可能使行政長官陷入不利
位置的事情。

付出額外努力
有人建議，一旦逃犯被遣返大陸，任何保證都可能

會被忽視。但我認為，大陸法院知道人們對案件的興
趣，實際上會更加努力，盡其所能確保逃犯在遣返後
得到適當對待，已有先例支持這一觀點。畢竟，大陸

和其他司法管轄區一樣，充分理解如果逃犯沒有按承
諾得到公正審訊，它將喪失他人的信任，可能危及它
日後的引渡請求。
此外，現已有55個地方與中國簽署了引渡協議，

其中約有40個已生效。當中包括9個歐盟成員國，
其中保加利亞（因腐敗被通緝的姚金琦）、法國
（因貪污被通緝的陳文華）、意大利（因盜竊被通
緝的張姓逃犯）和西班牙（218名台灣電信詐騙嫌疑
人，其中94人經過兩年司法程序後，剛在上周遣返
北京）最近已經毫無問題地將逃犯遣返中國，這使
得歐盟對保安局修例建議公開表達關切讓人更感意
外。即使沒有這樣的協議，美國（因欺詐被通緝的
余振東、因賄賂被通緝的楊進軍、因違反個人權利
而在紅色通緝令下被逮捕的朱姓逃犯）和加拿大
（因走私被通緝的賴昌星）最近還是遣返了中國逃
犯，儘管他們的未來待遇必須得到保障。所有這些
情況，中國都履行了要求提供的保證，公正的觀察
家可以得出結論，大陸政府對於從香港遣返的任何
逃犯也會如此對待。
總的來說，基本法對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的「50年不變」條文（第5條）將在2047年結束，
沒有人確切知道在這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毫無疑問，
北京肯定有一些人會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完成進
程，不應該繼續下去。不過，我想這裡的每一個人都
希望我們目前的安排能夠在2047年之後維持下去，
但如果香港證明自己是國家的一個負責任成員，願意
承擔打擊罪案的責任，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的可能性會
大得多。 （續昨日，全文完。）

逃犯移交：權利與責任（三）
江樂士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