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落實滿意度評分（平均分）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打擊貪污 5.57 6.48 6.48

以法律機制促進經濟發展 5.24 6.33 6.3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63 6.02 5.94

司法獨立 4.51 5.62 5.55

保障個人基本條例 4.39 6.04 6.18

法規可以有效執行 4.24 5.77 5.71

香港司法問題自行處理和解決 4.12 5.3 5.29

政府開放 4.1 5.26 5.3

維持治安及保護人身安全 4.05 6.83 6.79

防止政府濫用權力 3.61 5.17 5.23

■註：10分為滿分

香港整體法治狀況（百分比）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不滿意/非常不滿 52.2 27.5 27.3

普通/一半半 35.4 37 35.9

滿意/非常滿意 11.7 34.5 36.1

不知道/很難說 0.6 1 0.7

■註：數字四捨五入

為「社會公義」而違法可接受嗎？（百分比）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1 48.9 47.5

一半半 26.8 26.8 25.5

同意/非常同意 39.8 20.2 23.1

不知道/很難說 2.5 4.1 3.9

■註：數字四捨五入

資料來源：智經研究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智經委託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
所於今年 10月 18 日至 11月 4

日，以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
1,003名1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結
果顯示，52.2%受訪市民不滿香港整
體法治狀況，而10個法治層面的落
實情況評分一律較過往兩年為低。其
中，跌幅最大的是維持治安及保護人
身安全，由去年 6.83 分（滿分 10
分）居首位，暴跌至今年的4.05分排
「尾二」。
除了法治能打擊貪污及以法律機制
能促進經濟發展的評分高於5分外，
其餘層面評分均低於5分。
調查結果並顯示，認同為所謂的
「社會公義」而違法是可以接受的受
訪者，較過去兩年為多，由去年約兩
成上升至今年的近四成，尤其在15歲
至24歲的群組，約六成受訪者認同此
看法。

不滿條例仍守法者僅38%
被問及是否同意即使對某些法律不
滿亦有義務要遵守法律時，有38%受
訪市民表示同意，較去年 54.4%為
低；至於對司法覆核制度被濫用的看

法，調查發現同意此看法的受訪市民
佔26.4%，不同意的佔41.7%。
同時，最多受訪市民認為保障市民

基本權利、自由是最重要的法治目
標，其次為爭取更公義的社會，以及
維持社會秩序，最後是營造良好投資
環境，促進經濟發展。

跨國集團或搬往新加坡
劉鳴煒表示，自己認識一些居港外

籍人士考慮撤離香港，不論是短暫還
是永久撤離的個案也有所增加。他指
出，在外籍人士眼中，若然子女不能
上學，自己去上班或見客，都要害怕
或有機會被人「私了」（私刑）或毆
打，對他們而言這是極「趕客」的行
為。
他強調，一個地方不能提供人身安

全的保障，在經濟、聲譽和品牌上均
全輸，而集體撤離或不會在短時期浮
現，可能有些跨國集團待租約期滿才
搬往新加坡，也可能透過換人或減省
人手逐步搬往外地，「不只是搬往發
達地區，也聽到不如搬往深圳或上海
的聲音，他們認為該處起碼人身安全
受保障。」

在修例風波期間，在網
絡上出現不少未經證實的
消息，以至是虛假的新聞
或訊息。智經研究中心調
查受訪者接收資訊的主要

渠道時，發現逾半受訪者最常以網上媒
體獲取法治資訊，但電視、報章仍是最
多人信任的資訊渠道，顯示受訪者雖然
知道網上資訊有不少「流料」，仍沉迷
網絡，任由失實資訊洗腦。
智經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最主要

獲取法治資訊的渠道是網上媒體佔
54.2%，其次為電視佔42.6%，第三為
社交媒體。由此可見，新媒體已成為市
民獲取法治議題資訊最常用的渠道，尤
其是網上媒體。
在15歲至24歲、香港出生、學生、
在職人士、大專程度或以上，以及立場
傾向非建制派的受訪者較多透過新媒
體，包括網上媒體和社交媒體來獲取法
治資訊；55歲或以上、內地出生、非在
職人士、小學程度或以下，以及立場傾
向建制派的受訪者則較多透過電視來獲
取法治資訊。

電視報章消息較獲信任
不過，最主要獲取法治資訊的渠道未

必是最信任的資訊渠道。受訪者被問及
最信任哪個資訊渠道時，電視和報章等
傳統媒體仍是最多受訪者信任，分別佔
22.3%及20.7%，可見新媒體在取信於
民方面不及傳統媒體。
智經研究指出，市民對法治的看法某

程度與他們獲取資訊有關，傳統媒體對
於市民對法治觀感、評價及意識的影響

不可忽略，並提醒市民要在資訊洪流中釐清真相，
尋找資料來源，判斷不同媒體報道列舉的事實是否
完整無誤，不能依賴單一渠道，而新舊媒體可並行
不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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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居港外籍人士擔心出外會遭受暴力。圖為兩名
黑衣魔「私了」不同政見的市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修例風波使香港社會陷入嚴重

撕裂的局面，法治瀕臨淪亡邊緣。智經研究中心於修例風波期

間，進行第三輪《市民對香港法治狀況意見調查》，結果顯示逾

半受訪市民不滿香港目前的整體法治狀況，而10個法治層面的

落實狀況一律較過去兩年下跌，最令人憂慮的是近四成受訪者接

受為所謂的「社會公義」而違法，人數比例較去年升近一倍。智

經研究中心主席劉鳴煒表示，市民對香港整體法治狀況的不滿度

已達警戒線，甚至有居港的外籍人士因擔心法治未能保障人身安

全而萌生去意。他認為，整個社會都需要對法治受損情況有所警

惕，無人可以獨善其身。

■智經研究中心公佈調查結果。

法治精神淪落 接受違法達義者倍增
智經：有外籍人士怕私刑棄港赴深滬 外資萌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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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責任編輯：曲 直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智經研究中心昨發表「市民對香港法治
狀況意見調查」，當中顯示有近4成受訪者
同意「為社會公義而違法是可以接受」。
縱暴派以「違法達義」歪理美化暴力，顛
倒是非，重創香港百年鍛造的法治精神，
情況令人非常憂慮。本港法庭眾多裁決清
晰表明，「崇高理想」不能凌駕法治，法
庭需以嚴正判決，讓社會明白政治理由並
非違法「保護傘」；同時，社會各界必須
堅決支持警隊依法止暴，徹底與暴力切
割，政府更要加強全社會尤其是年輕人的
法治教育，撥亂反正，穩固本港法治基
石。

本港擁有良好法治，享譽國際，港人以
尊重法治為榮，視法治為神聖不可侵犯的
社會圭臬。可惜，修例風波引發持續6個多
月的暴力事件，暴徒肆無忌憚地襲擊警
察、燒砸港鐵、「私了」市民，連法庭的
禁制令也不放在眼裡，令法治這一香港穩
定繁榮的基石，遭受前所未見的衝擊。暴
力肆虐肇因，是縱暴派不斷宣揚歪理，千
方百計誤導市民，聲言為香港爭取民主自
由，出於崇高理想，即使採用違法暴力，
法庭也會網開一面；有法律界精英更聲
稱：「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正由於
這些「違法達義」的誤導，令不少年輕人
走上以暴抗法的歧途。

本港法庭的多次裁決，早已向社會清晰
表明，「民主公義」不能凌駕法治。今年
11月，在2016年旺角暴亂中參與掘磚的畢
慧芬被判暴動罪成，法官判詞指出：每個
人都有權追求民主、自由和公義，但手法

不能凌駕其他市民安居樂業的權利，更加
不是減免刑責的藉口。2018年6月，立法會
大樓附近垃圾桶爆炸案的判決，法官王詩
麗指出：無論被告的政治理想有多崇高，
對任何施政和議題有什麽意見，都不能用
危險和非法手段表達不滿，否則只有一個
後果，就是受法律制裁。這些判例清晰劃
出法律紅線，「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並不能獲得法庭開恩、從輕發落，違
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絕不值得鼓勵。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根基，面對「違
法達義」歪理蔓延、動搖法治根基，本港
必須三管齊下，以正視視聽，彰顯法治。
一是法庭加快暴亂案審判，讓違法暴徒受
到法律制裁，用法律打破施暴者自設的虛
假道德光環，讓法治的公義被看得見。

二是全社會要支持警方依法執法，與暴
力割席。縱暴派以「制度暴力」、「警
暴」等謊言，破壞警隊執法正當性、合法
性，企圖摧毀香港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
市民要義無反顧地站在警隊、站在法治一
邊，以強大民意彰顯是非，抵制「違法達
義」的謬論。

三是政府要強化對青年尤其是學生的法
治教育。6 個多月暴亂中 6,000 多被捕者，
近四成是大中學生，逾300多所中學有學生
被捕，足以顯示「違法達義」歪理已對學
生造成極其嚴重的傷害。政府要以各種形
式、加強對學生的法治教育，讓青年學生
明白，必須遵守法治框架表達訴求，
切勿以身試法，自毁前程。

「違法達義」重創法治精神 須明是非撥亂反正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抵達澳門，將出席慶祝澳

門回歸 20 周年大會暨第五屆特區政府就職典
禮。習主席昨日在機場發表講話時表示 ，澳門
認真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取得的經驗和具有
的特色值得總結。回歸以來，澳門堅持不折騰，
專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時俱進，努力推進
產業多元化發展，居民獲得感和幸福感不斷增
強；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擁抱粵港澳大
灣區機遇，愛國愛澳精神薪火相傳，獲得更大的
發展空間和機會。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蘊含豐富經驗和可行規律，值得香港
參考借鑒。

回歸 20 年來，澳門各界牢牢把握「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核心要素，開創了具有
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新局面。澳門
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實了基本法第23
條的憲制責任；2016年澳門未雨綢繆，主動修訂
立法會選舉制度，增加「防獨」條款。2018年，
澳門設立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澳門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消除、化解了對發展的各種政治干擾因
素，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
折騰、不內耗是「澳人治澳」成功的一個鮮明特
徵。

在中央支持下，澳門與時俱進，推動產業多元
化發展，讓居民分享更多發展的紅利。除了博彩
業走向多元外，澳門還努力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
閒中心，加快發展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
務、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如今，澳門經濟多元
發展初見成效，博彩、旅遊、會展、餐飲、酒店

及零售業欣欣向榮。自 2008 年開

始，澳門特區政府連續12 年向本地居民進行現
金分享，2019年澳門永久性居民的現金分享達到
1萬澳門元，澳門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持續增強。

澳門更充分認識加快與內地一體化發展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視為破解自身
難題、探索發展新路的最大機遇所在。澳門回歸
時總面積僅有23.8平方公里，土地十分稀缺，發
展遭遇「樽頸」。澳門特區政府主動向中央申
請，拓展地理空間。2009年國務院通過橫琴發展
規劃，分配部分橫琴土地予澳門發展教育及醫
療；2015年，國務院同意撥出 85平方公里水域
予澳門特區管理，相關陸界得以明晰，澳門面積
擴展數倍，有利解決土地不足及樓價高昂等問
題，並由此開啟澳門向海而興的歷史新頁。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澳門而言，機遇無限。
澳門特區政府已編制《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
規劃》附件──《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成立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委
員會」，充分體現澳門按照中央統一部署，積極
落實與國家總體規劃與戰略對接的決心和行動
力。澳門與內地一體化融合發展，更體現在人心
回歸上。澳門特區政府有系統建立國情教育，品
德與公民科教科書由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審核，大
學必修基本法及國家憲法，並規定學校每星期在
校內升國旗、奏國歌，開展恒常性愛國主義教育
活動。

香港與澳門歷史、文化、體制和管治傳統有
異，發展狀況不能完全相提並論，但澳門在落實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中，有不少具有規律性
的寶貴經驗、對香港應該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值得香港認真研究。

澳門成功經驗和特色值得總結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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