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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近期多名涉及暴
動等重罪的疑犯濫用本港司法保釋制度，利用
法官批准保釋漏洞走佬潛逃，包括「本土民主
前線」前召集人黃台仰、中西區攬炒派區議員
許智峯、參與暴動和襲警的中五學生曾志健
等，引起公眾對本港司法體系的反思，要求司
法改革的呼聲更加高漲。此間法律界人士簡松
年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近年不
少裁決結果令人譁然，暴露香港司法制度無監
管的問題，需盡快成立司法改革籌備委員會，
制衡司法獨大的「馬房文化」。
早前，「本土民主前線」前召集人黃台仰於

2017年以參與「學術研究」為名，保釋期間潛
逃離港，一去不返；月前，身負九條控罪的中
西區攬炒派區議員許智峯在保釋期間竟毋須交
出旅遊證件，虛構國際會議藉機跑到丹麥「外
訪」，走佬潛逃，成為黃台仰的翻版。但司法機
構並無汲取教訓，早前竟向亂港頭目黎智英批
准多項保釋條件允許其返家。

審案標準參差無監管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認為，獲得保釋
的首要條件是「案件的嚴重性」，很明顯第一
條就不足以令黎智英「出獄」。他指黎智英作
為國安重犯，按照違反香港國安法起訴，法官
卻只遵從一般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按照
無罪推定允許保釋，反映出本港法官漠視普通
法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運作的事實，亦不排
除有人刻意挑戰國安法。
至於黎智英保釋條件中包括不得離港及交出
所有旅遊證件，簡松年就指出，黎宅到公海時
間只需兩三個小時，其駕駛自己遊艇去到別的
國家或地區輕而易舉，眾所周知，只要黎智英
有心逃走，憑他的人脈、地位、金錢不是問

題，但此次審理黎智
英案的高等法院法官李運
騰認為機會不高。其實，市民看到，對於
羅冠聰、許智峯等人，法官在批准保釋時都聲
稱他們不會潛逃，但結果卻被他們的潛逃行徑
「打咗一嘴巴」。
簡松年認為，眾多攬炒黑暴棄保潛逃，反映

出司法機關對這一類嫌疑犯的保釋申請都較為
寬鬆，暴露出法官審案標準不一、無監管等問
題。「司法獨立現在已經變成司法獨大，例如本
港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主席，都是由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擔任，整個體制催生『馬房文化』。」
他建議，應完善法官監管機制，盡快成立司

法改革籌備委員會，制衡司法「冇王管」。簡松
年還提到，法院自行搞所謂「違憲審查」，擴大
自身權力，令司法覆核案件激增影響政府施
政。「所謂違憲審查權，就是法庭可以判定政
府的行政決定，甚至立法會的立法是否符合憲
法的權力，容易導致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衝
突，削弱立法會話事權。」

法院自行「違憲審查」易擾行立
他指出，基本法根本沒有授予香港法院任何

違憲審查的權力。根據國家憲法規定，唯一有
違憲審查權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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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近
日社會關於量刑改革的呼聲極
高，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僅以「上訴法庭會就一些罪行訂
立量刑指引，以期量刑準則基本
上趨向一致」為回應。
對此，簡松年指出，這說明香

港現行的量刑制度還停留在英國
上世紀的階段，英美兩國現時為
監管法官量刑判決，都已經成立
量刑委員會，「這起到平衡和牽制
的作用，法官都是平常人，有自
己的判斷就有自己的政治傾向。」
簡松年提到，曾處理多宗黑暴

案件的原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
堯，在其處理的案件中，被告罪
名多為不成立或輕判，甚至在法

庭稱讚被告、指責原告，明顯有
政治偏頗。
如去年8月，東區攬炒區議員仇

栩欣在英皇道直播時襲警被捕，
何俊堯反指責警員證供完全無邏
輯、講大話，被襲擊是因為不恰
當使用武力，最後裁定被告罪名
不成立。
他舉例，另一宗何俊堯審判的

案件中，一名酒店餐飲接待員曾
參與非法集結，並向警方拋擲兩
個麻包袋，被告其後承認自己罪
行；何俊堯裁決時卻形容被告行
為「不算太暴力」，而且「坦白」
承認責任「值得鼓勵」，僅判處
被告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
就此提出上訴，高院上訴庭三位
法官一致認為原審裁判官「原則犯
錯」，刑期明顯過輕。
簡松年認為，為減少此類人為錯

誤的量刑，實現法律公正，香港有
必要參考英美做法，改進落後的量
刑機制，成立專門量刑委員會，出
台具體的量刑指引。
他還批評，近年終院在眾多案

件的裁決上「離地」，過分吹捧人
權，無視國家安全，「法官不斷用
人權為暴徒開脫，令違法者更明目
張膽，直接加劇社會動亂。」

英美量刑委會
制衡偏頗「放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
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早前獲法院批准
保釋後，有媒體發文批評法官的決
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會前
的記者會上表示，特區政府譴責所有
針對法官個人的攻擊，但如果有人想
基於他們對法律的認知，就具體事實
和證據表達意見，則屬言論自由，不
認為這些意見會為司法機構構成壓
力，相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
會持相同看法。
被問及特區政府為何不對相關傳媒

報道作出回應或發出聲明，林鄭月娥
指，行政長官和律政司司長已多次向
公眾說明，要尊重司法制度、維護司
法獨立，不應在毫無事實根據下，批
評法官的決定。她指出，有傳媒批評
法官保釋黎智英的決定，不會對司法
造成壓力，而司法機構亦不會受這些
言論及意見影響。
被問到「十二逃犯」案件，林鄭月
娥指，香港與內地法律制度不同，否
則就毋須說「一國兩制」，每個人都
要明白其所在地的司法制度如何，若
是守法的人，看不到有什麼需要擔
心。她並指出，那12人在香港涉嫌非
常嚴重的罪行，更是有組織地畏罪潛
逃，有關個案仍在司法階段，不會詳
細評論。

國安理由截聽有充足制約
對於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石輝

日前表示無權監察涉及香港國安法執
法部門截取通訊的行動，林鄭月娥
指，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涉
及國家安全的事件，警方可在特首的
批准下進行截聽。她強調，市民可以
放心，行政長官在行使該權力時十分
謹慎，亦有很多制約。

特首：據實批評
司法不會受壓

黃汝榮：
疑似雙標亂象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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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日趨脫節 改革豈為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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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對馬官指不反對司
法改革表示歡迎，並認同馬官所指，純
粹因官司輸贏而提出司法改革並非好的
理由。惟現時香港的司法制度確有需要
改革，例如法律程序冗長昂貴、法官不了解
和不掌握社會實際情況，及個別法官不止一
次刻意偏離案例和判刑指引等問題。
張國鈞舉例指，上訴庭在鍾嘉豪案的判詞

中，明確指出有下級法院法官對非法集結的公
害、控訴要旨、控罪先發性，和案件演變為暴力
衝突的風險皆缺乏全面掌握；而判刑法官雖聲稱

自己謹記黃之鋒案就非法集結所釐清的判
刑原則，但其實只是「口惠

而實不至」。
退休裁判官黃汝榮指出，社會近日提出不

少司法機構需改革的理據，理由亦並非不滿特定裁
決或輸了官司，而是某些法官處理案件時屢次出現被告棄
保潛逃的情況，亦有某些法官的判決屢次被上訴庭推翻，他認
為這些情況絕非巧合，即使社會無關注相關事件，作為司法機

構的首長，首席法官亦應進行內部檢討。
對馬官稱司法改革需由市民提出細節和理據，黃汝
榮坦言市民並不熟悉司法機構的運作，但既然社會
已有相關理據，首席法官應與司法機構主動檢視和
提出改進。
黃汝榮續說，近日亦有議員和不同界別人士列舉很
多外國例子，指香港可仿傚外國設立量刑委員會和監
官會，但馬官昨日對這些提出已久的建議並無任何回
應。他又指，早前有法官審理將軍澳連儂隧道斬人案

時因在判詞發表個人評語而被停審修例風波相關案
件，但反觀部分一樣有在判詞提出個人評語的法官卻無
被停審，這更凸顯司法改革的必要。
他直言，公眾原本期望首席法官能解答有
關司法改革的關鍵爭拗點，但首席法
官昨日模棱兩可的言論卻令人產
生更多疑問，甚至可謂不
負責任。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
恩國表示，引發近日連串裁決上的爭論，很

大程度源自香港國安法落實後，對本地法官來
說，屬全新的事物，又沒有實質案例參考，令到他

們對香港國安法與普通法之間如何配合，以及在判刑時
從量刑、脫罪及保釋等問題怎樣融會貫通，本地法官毫無頭

緒，在不懂得最新的國際形勢下，導致拿捏時
與實際情況出現不協調。因此，提出司

法改革，就是要加強法官的培訓，
使法官明白及掌握，與判刑

結果拉不上任何關
係。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表
示，制度是沒有完美的，也不可能一成不變。近期法
官在判案的時候標準不一，無論定罪、量刑、保釋都有很大
偏差，又不能提出令大眾滿意的理據，個別法官的言論更十分荒
謬，但律政司不可能每宗個案都上訴。提出司法改革，成立具公信力
的獨立監察機構監察法官行為，全面檢討現行法官的委任、升職、
降職、停職或革職等機制，旨在希望提高法官質素，保住司法機

構的金漆招牌。
他又指內地目前也實行法官問責制，反
問為何香港不能執行，認為本港司法
機構不應再以「司法獨立」作擋

箭牌。

黃國恩：
法官質素無從監察

張國鈞：
有官不諳暴衝禍害

馬恩國：
培訓無關判刑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將於本周五退休的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昨日舉行記者會回顧任內工作。他表
示，不論是10年前上任或是現在，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的
使命都是維持香港法治，並需有獨立的司法機構才可保障

個人權利及自由。他解釋，「司法獨立」
是指法官處理案件時只考慮法律理

據，公平公正地處理案件，不受
任何人的意見或政見影響，
又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無人可凌駕法律，而
每位法官都要宣誓擁護
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維護法制。
作為香港國安法指
定法官的馬道立表
示，處理國安法的案
件與處理其他法律問題
一樣具挑戰性，但法院
態度如一，法官會按

法律理據裁決，
強調法院只

處理法
律

而非政治問題。被問到是否應披露指定法官的名單，他回
應指需由行政長官決定，又指即使指定法官是由行政長官
任命，但仍是在現任法官體系內選擇，能確保法官符合專
業要求。
他憶述，過去10年擔任終院首席法官期間經常遇到挑戰

和工作壓力，但強調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並無向他施壓，
亦從未影響各級法官判案。他坦言社會或經歷很大轉變，
但司法機構維持法治的態度不變，而維持法治就需獨立的
司法機構，基本法亦規定獨立的司法機構才能保障個人權
利和自由。
他指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司法系統不同，自己以往亦有赴

內地與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討論兩地司法系統，他特別重視
與內地司法機關建立工作關係，希望兩地能互相理解彼此
的法律制度。

根據基本法和誓言辦事
談到對司法機構的期望，馬道立重申法治是香港社會的

基石，希望市民尊重法官、司法制度和法治。他認為任何
人都能批評司法機構的工作，並形容「這是好的和健全
的」，但批評必須有理據。他坦言，社會或經歷很大轉
變，但司法機構的態度不變，仍會根據基本法和司法誓言
辦事。
被問到他在2014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提及「三權
分立」的原則，他指自己當時並非想提出政治問題，只是希
望強調基本法內有三條條文都列明香港有「司法獨立」。

馬道立將於本月11日屆齡65歲並如期退休，
現任終院常任法官張舉能將於同日接替終院

首席法官一職。馬道立表明退休後不會
擔任終院非常任法官，並會於今

日（6日）進行退休前的法庭
儀式。

馬官：從未受到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壓

近日香港社會對司法改革呼聲持續高漲。將於本周五退休的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馬道立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司法機構並不反對司法改革，如有任

何地方可以改善都會跟進。不過，他指談改革需提供細節和理據，例如哪

裏需改革，認為若有人因不滿判決或贏不到官司就要求改革，就不是

好的理由，相信很多市民都難以接受。政界及法律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認同馬官所指純

粹因官司輸贏而提出司法改革並

非好的理由，但目前已有不

少理據顯示本港司法制度需

要改革，而且任何制

度都不可能一成不

變，適時改革只是

配合社會發展和

實際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