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拒支聯會申請兩集會

必嚴究違禁挑戰三法例

李家超籲勿參與宣傳

李家超籲勿參與宣傳 兩判例證有無暴力均屬犯法

兩判例證有無暴力均屬犯法

「支聯會」頭目不是候審就是判囚 仍試圖煽市民犯法

3頭目與肥黎
「十一」集會案等加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支聯會」

現任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蔡耀昌，前
年10月1日聯同「民陣」召集人陳皓桓、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等10人，在銅鑼灣維園一帶干犯
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5月17日在區
域法院開審，10名被告分別承認組織未經批
准的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以
及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
結罪，被法官胡雅文下令還柙

至今日判刑。

參與「支聯會」集會可能觸犯三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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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去年於維園搞非法
集會，一眾頭目先後接受審判及
制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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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支聯
會」副主席鄒幸彤5月
初聲言，即使警方禁
止，該會仍會堅持於6
月4日舉行集會，又聲
稱維園開放給公眾使
用，無人可以阻止任何
人手持蠟燭進入維園。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循法例和法庭案例
分析。她指出，倘有人
跟從「支聯會」的「指
點」，根據「共同犯
罪」原則，即使他們故
意分成不多於4人的小
組，組與組之間也相隔
不少於1.5米，基於「共
同犯罪」原則，仍有可
能觸犯「參與未經批准
集結」、「限聚令」，
甚至香港國安法中的「顛
覆國家政權罪」。

警方昨日正式向「支聯會」的兩

項活動申請發出反對通知書，包括

禁止「支聯會」本月30日舉行遊行

集會以及在6月4日在維園舉行集

會。警方表示，是次決定是基於

「限聚令」，和維護公共秩序、公

共安全、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等

原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強調，參

與、宣傳或者公告未經批准集結均

屬犯法，近期兩宗法庭判決案

中，清楚顯示無論是否涉及暴

力，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即

屬犯罪。任何人試圖挑

戰法律，包括「限聚

令 」 、 《 公 安 條

例》、香港國安法

等，警方都會嚴肅

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
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包括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等四類行為

●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積極參加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香港法例第245章
《公安條例》第17A(3)(a)條

「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任何人在無合法權限或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
而參與或繼續參與此等未經批准集結，或明知而成
為或繼續成為此等集結的成員；及舉行、召集、組
織、組成或集合，或協助或牽涉於舉行、召集、組
織、組成或集合第(2)(a)款所提述的公眾集會或公眾
遊行即屬犯罪

●任何人違反《公安條例》第17A(3)(a)條，一經循公
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
處第二級罰款及監禁3年

香港法例第599G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
羣組聚集）規例》（俗稱限聚令）

●特區政府已在憲報刊登指明，除獲豁免
者外，於2021年5月27日至6月9日
的14日期間，繼續禁止在公眾地方進
行4人以上的羣組聚集

●任何人參加受禁羣組聚集、組織受禁羣
組聚集，或擁有、控制或營運進行該聚
集的地方及明知而容許進行該聚集，根
據第599G章均屬犯罪，最高可被罰款
25,000元及監禁6個月

問題綱領傳通街
難稱「不知情」

龔大狀特別指出，過去
有參與「支聯會」活動者
都知悉該會的綱領，而該
等綱領有可能抵觸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或觸犯香
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
政權罪」。任何參與相關
活動者基於「共同犯罪」
原則都有可能違法。由於
「支聯會」一早在其
facebook等媒體就當日集
會展開文宣攻勢，一旦被
拘控，要成功說服法庭真
的事先對「支聯會」宣傳
及號召「毫不知情」會有
一定難度；既然要承受墮
入法網的風險，當
晚最好不要
到維園。

口號標語證互動
涉違限聚

龔大狀表示，市民對公眾場所聚
集違反「限聚令」或「非法集結」
或「未經批准集結」應有所認識。
首先，俗稱「限聚令」的《預防及
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
例》，旨在針對超過法例上規定人
數上限（現為4人）的群組。該條例
第六條中表明，如出現群組聚集，
即一群人為共同目的而聚集已屬違
法，包括參與或組織該聚集者。
她進一步解釋，是否屬「群組聚
集」仍要視乎實際情況，如聚集是
否事先組織、聚集者彼此間有否互
動、聚集是否只瞬間出現等。倘支
聯會鼓動市民當日手持蠟燭進入維
園，就有可能構成「事先組織」
及「聚集並非只在瞬間出
現」，而跟隨一起行動
者，亦有可能會被視為
「聚集人士彼此之間的互
動」；倘這些人穿上類
似的衣服或有關宣傳
品，或高叫相類似甚至
同一的口號，就足以
證明在場聚集者彼此
間確有「互動」及有
「共同目的」。

輕忽警令易墮法網

至於《公安條例》中「明
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是指有人明知某個集會或遊
行在舉行前，未有按照法例的
規定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或在
申請後受到警務處處長的反對，
又或者明知該項集結正在拒絕服從

或故意忽略服從警方依法作出的命
令，而選擇參與或繼續參與。龔大狀指
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
成門檻比「非法集結」低，而警方在控
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者時，
只需證明對方曾經參與一項未經批准的
集結，以及對方參與時已知道該項集結
未有取得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或者知
道該項集結拒絕警方依法發出的命令。
她續說，被告即使未曾擾亂秩序或

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
為，也是觸犯「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罪。而在「公眾聚集」中，如有「3
名或多於3名的參與者或成員」，拒絕
服從或故意忽略服從警方作出或發出的
命令」，也可構成「未經批准集結」。
《公安條例》第十八條的非法集結罪，
是指3人或以上在集結一起，事前並未
根據《公安條例》向警方申請批准，而他
們會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
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行為，意圖導致
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
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

會藉以上行為激使其他
人破壞社會安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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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表示，根據香港法例第599G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

例》，及政府5月26日在憲報刊登的公告，任何人於本
月27日至下月9日期間內，除非獲得准許，否則皆不得在
任何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群組聚集。警方合理地相信，即
使對上述集會施加相關條件，亦無助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及保護
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目的，故反對「支聯會」申請舉行的遊行及集會。
李家超其後會見記者時表示，警方已就5月30日和6月4日的公眾活動

申請發出反對通知書，故該兩個活動已成為「未經批淮的集結」。任何人不
應該參加未經批准的集結，或者宣傳、公告未經批准集結，否則違法。
他指出，根據《公安條例》，參加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刑罰可判監禁5
年，宣傳或公告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刑罰可監禁1年。在近期兩宗公共活
動的判決案中，清楚顯示無論是否涉及暴力，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屬於犯
法，而有關案件的被告亦分別判處不同刑期的監禁。
李家超強調，警務處處長按照《公安條例》賦予的權力，並在考慮所
有因素後，包括限聚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等種種因素決定發出反對
通知書。當警務處處長作出反對決定後，有關活動即為未經批准集結，
任何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都是違法的。他指出，香港國安法條文清晰說
明，任何人如果組織、策劃、實施，用非法手段去破壞或者推翻在中國
《憲法》之下所定的根本制度，屬於顛覆國家政權罪。他提醒市民，每個人
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何人嘗試挑戰法律，無論是「限聚令」；無論是
《公安條例》；無論是香港國安法，警方都會依法嚴肅處理。
另外，「支聯會」於26日去信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按《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的規定申請准許群組聚集。政務司司長辦公

室發言人昨日回應表示，就「支聯會」提供的資料，政府未能確
立打算舉行的遊行及集會，符合相關法例的條件，並強調政

府有需要繼續透過不同的限制社交距離措施，避免疫
情在社區蔓延。在疫情持續期間，不建議舉辦

涉及大量群眾、人與人之間接觸時間較
長、較難控制人數及難以確保有

效落實社交距離的聚集
活動。

以攬炒
派為骨幹的「支
聯會」，已有參與或煽
惑他人參與維園未經批准集
會前科，包括李卓人、何俊仁為首的
「支聯會」頭目，以及黎智英、黃之鋒之類
的「支聯會」鐵桿支持者均有多案在身，涉
及非法集會、違反香港國安法等。其中，
李卓人、黎智英等20名被告涉去年6月4日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下月提訊，而黃之鋒
等4人則認罪被判監。同時，李卓人、何俊
仁、蔡耀昌及梁耀忠另因前年8．18、8．31
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判囚並分別
緩刑及正在服刑中。然而，「支聯會」仍煽
動市民到維園集結，推市民墮法網。
去年6月4日，「支聯會」罔顧疫情嚴

峻，無視警方反對，「支聯會」時任主席

何 俊
仁、副主席鄒幸
彤及蔡耀昌、尹兆堅等頭目，與
黎智英等政棍步向維園足球場，隨後發表
政治演說，又高叫口號。
「支聯會」11名成員，包括李卓人、何

俊仁、鄒幸彤及蔡耀昌、張文光、麥海
華、尹兆堅、趙恩來、梁耀忠、梁錦威及
梁國華，以及15名攬炒政棍，包括黎智
英、郭永健、陳皓桓、何秀蘭、胡志偉、
黃之鋒、羅冠聰、袁嘉蔚、梁凱晴、岑敖

暉、何桂藍、張崑陽、梁國雄、朱凱廸及
楊森，涉嫌參與或煽惑他人參與在維園的
未經批准集會被拘控。
26名被告中，除黎智英外，其餘25人被
控一項在維園與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
集結罪。黎智英、郭永健及陳皓桓共13人另
被控非法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
同時，李卓人再被加控一項舉行未經批准的

集結罪。
被告羅冠聰和張崑陽

因潛逃，已被法庭發出拘捕令。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以及前區議員
岑敖暉、袁嘉蔚和梁凱晴4人，早前承認明知
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本月6日在區域法
院判刑。其中，黃之鋒被判囚10個月，岑敖
暉被判囚6個月，袁嘉蔚和梁凱晴則判囚4個
月。剩下的20名被告將於下月11日再提訊及
答辯。「支聯會」頭目李卓人、何俊仁、蔡耀
昌及梁耀忠等還涉及干犯其他不同非法集會

罪行，包
括前年8月18

日、8月31日及10
月1日在港島區舉行的非法集會。其中，李卓
人因「8．18」案已被裁定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及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兩罪罪成，「8．31」案則承
認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上月16日就兩案
3罪共被判入獄14個月。
在何俊仁與梁耀忠涉及的「8．18」案，

何俊仁被裁定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及參與
未經批准的集結兩罪罪成，判囚12個月緩
刑24個月；梁耀忠承認參與未經批准的集
結罪，判囚8個月緩刑1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李家超呼籲不要挑戰法律李家超呼籲不要挑戰法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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