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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與 「一國兩制」 的關係

「一國兩制」全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國家的主體部
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前提下，允許特定地區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生
活方式長期不變。「一國兩制」最早是為了解決臺灣問題提出的。1982年12月4
日，全國人大通過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新增第31條：「國家在必
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同時，《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決
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一國兩制」在國家憲法中的法律依據得以確
定。香港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由科學構想變成生動現實。

「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一國兩制」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自治權。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既包
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中央的
全面管治權體現在多個方面。例如，全國人大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制定
香港基本法以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並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全國
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充分
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一）「一國兩制」的具體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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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國兩制 還香港穩定

依照美國學者羅賓遜（Thomas W. Robinson）對國家利益的劃分，國家安全是
國家利益中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縱觀世界，世界各國國家安全立法均
屬中央事權，且立法權都屬於各國的最高立法機構。例如，美國雖然作為聯邦制
國家，但其《1947年國家安全法》是由國會通過，沒有任何一個州可以在國家安
全方面獨立立法。而在英國，對於涉及國家主權的國家安全立法，也只有議會才
享有立法權。

一國之內，無論什麼地方，維護國家安全是共同的責任，沒有「兩制」之分。但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具體法律制度設計、法律標準可以與內地
有所不同。

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指
出，「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
港利益的事情。」中央政府遵循「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原則，並充
分尊重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但如果這種言論演變為行動，中央政府為了維護國
家安全依然保留進行干預的權力和能力。也正是在維護國家安全，同時尊重「一
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思想下，《基本法》中寫進了第23條。最終呈現出的
條文表述為：「第23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國家安全本屬於中央事權。但1990年《基本法》通過時寫入特區自行立法保衛
國家安全的第23條，體現了中央對特區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尊重。事實一再證明，
中央始終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特區治理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在處理國家
安全問題上也不例外。

（二）國家安全與「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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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與 「一國兩制」 的關係

從英國1841年佔領香港開始，到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港英政府制
定了一大批具有「國家安全」性質的普通法法律，包括：《社團條例》《煽動刊
物條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印刷人及出版人條例》《公安條例》《刑事罪
行條例》等等。雖然其頒佈的最主要目的是維護英國對香港的管治，並對華人抗
爭具有一定打壓性，但在特定時期，這些普通法法律確實對維護香港社會安全與
穩定發揮了作用。1997年生效的《基本法》第8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
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自香港回歸以來，因為境外勢力干預與國內政治影響等種種因素，「23條」立
法過程坎坷，經歷多番拉鋸。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局勢動盪，國家安
全、社會穩定，均遭到嚴重破壞。維護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在這樣緊急的情
況下，中央審時度勢，果斷制定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還香港穩定，有力維護了「一國兩制」。《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使得香港社會由亂到治，也為基本法「23條」立法掃除了
主要障礙。其中第7條再次重申，特區有完成有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的
憲制責任。

2024年3月19日，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3月23日，
《條例》正式刊憲生效。回歸祖國近27年後，香港特區順利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
法，標誌著香港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取得重大進展，補齊了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制度機制的短板，在新時代新征程「一國兩制」事業發展進程上具有重要里
程碑意義。

（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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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國兩制 還香港穩定

《條例》符合三個原則，並已經寫入書面條文（《條例》第2條），這三個原則是：
（1）「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2）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根據《基本法》和兩個國際公約適用於特區所
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特區所規定享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
會、遊行、示威等的權利和自由，都依法獲得保障；及
（3）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應當按法治原則堅持積極防範，依法制
止和懲治。

（四）《條例》立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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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條例》分為開篇的「弁言」和正文9個部分。9個部分按照順序分別為：
（1）導言；（2）叛國等；
（3）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
（4）與國家秘密及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5）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等；
（6）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
（7）與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執法權力及訴訟程序等； 
（8）維護國家安全機制及相關保障；（9）相關修訂。

其中，開篇的「弁言」列明了立法宗旨、立法依據等背景資料。第一部分「導
言」列明了條例的原則、條例內特定用語的釋義等等；第二到第六部分規定了5
類具體的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第七、八部分規定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程式性
事項、機制保障；第九部分則是為了保證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之間的協調性，
對其他法例進行回應的修訂。
香港特別行政區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在立法會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
案》的發言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讓香港可以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間
諜活動、外國情報單位的陰謀陷阱和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我們可有效防範『黑
暴』、『顏色革命』；可有效防範『港獨』和暴力破壞，我們不需要再擔心破壞
分子『攬炒』香港、破壞公共設施、擲汽油彈、縱火、毆打不同意見的市民，把
香港推到深淵，摧毀香港多年的建設。香港的市民從今開始都不會再經歷這些傷
害和悲痛。」

（五）《條例》內容簡介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與 「一國兩制」 的關係

「23條」立法的完成，標誌著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建成和香港「一
國兩制」法律秩序建構的完成，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了更加堅實的制度
保障。「23條」立法是中央基於對香港特區的充分信任而賦予特區的一項權力和
重大憲制責任。

眾所周知，2019年「修例風波」暴露出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風險和維護國
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巨大缺口。中央果斷通過「決定＋立法」的方式制定實施《香
港國安法》，規定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推動香港實現
由亂到治重大轉折。但是，《香港國安法》並未覆蓋《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全
部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制定實施《條例》，進一步健全了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制度機制，填補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短板，使特區能夠全面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條例》和《香港國安法》以及與之相貫通的其他法律共同構成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體系，也標誌著「一國兩制」法律秩序建構的完成，落實了「一國兩
制」的制度基礎，必將更有力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六）《條例》立法的圓滿完成是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進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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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國兩制 還香港穩定

香港是國家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基本法》第12條），因此在維護國家安全的
基本理念、制度內容上應與國家保持一致，這是「一國」的要求。將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作為「一國兩制」最高原則寫入《條例》，引入體現總體國
家安全觀，参考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關於「國家安全」的定義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對「國家秘密」的定義等，就是充分體現。

《條例》也充分尊重「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的普通法制度。《條例》在立法方
式、體例、內容、語言等涉及立法的各個方面，都充分體現了普通法的特點。
《條例》採用普通法制度下常用的法律草擬方式和習慣訂立，充分吸收香港社會
熟悉的現行法律規定，條文按現行普通法慣常用語編寫。

例如，除了實體罪行、程式性機制性規定外，還規定了弁言、導言和「相應修
訂」等；幾乎每部分乃至每分部都有大量就關鍵用語和概念的詳細釋義，包括清
楚訂明「國家秘密」的7個範疇；關於每項罪行均清晰訂明犯罪意圖和具體行為
等構成要素，並就有關罪行可適用的例外情況及免責辯護作清楚規定；刑罰制定
方面採用普通法一貫做法訂立具有阻嚇力的最高刑罰，而不規定最低刑罰；在程
式性規定方面更是充分體現了普通法重視程式和法院角色的特點，在調查、起
訴、密判和刑罰執行各環節予以清晰規定等。《條例》也充分尊重香港高度自由
開放的社會文化氛圍。例如，在多項罪行條文中引入了公眾利益辯護等免責辯護
條款。

（七）《條例》立法呈現鮮明特點，體現了「一國」
              與「兩制」的高度有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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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與 「一國兩制」 的關係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自1976
年生效起一直適用於香港。有關條文自1997年7月1 日香港主權回歸之後，繼續
生效。《基本法》第39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通過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條例》第2條確立了三項立法原則，即「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權與法治原則。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權
不僅作為立法原則，也是平衡國家安全和人權保障的基本準則。

《條例》維護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保障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
特區的有關規定，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各項權利
和自由。《條例》在彌補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缺口的同時，積極回應香港
特區社會各界關於人權保障的合理關切，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體現在整個《條
例》之中，並通過具體條文確立國家安全和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

同時，《條例》順應世界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立法趨勢，積極借鑒其他國家特別是
普通法國家同類立法最新成果和有益經驗，與國際通行做法及規則相接軌。刑事
罪名方面，《條例草案》新增的罪名，在有關普通法國家中均有相應或類似規
定。比如，「境外干預」「參加或支援境外情報組織，或接受其提供的利益」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等罪行，參考了英國的《2023年國家安全法》、
澳洲的《2018年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新加坡的
《2021年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等。更值得指出的是，《條例》在借鑒
時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採用更高的人權保護標準。

（八）《條例》吸收國際條約精神與世界普通法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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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國兩制 還香港穩定

23條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自行立法，充分體現中央對「一國兩制」
的誠意、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對香港普通法的尊重。在中央的信任尊重下，在此
次立法的整個過程中，香港社會各界各方面充分發揮當家人的積極性 、 主動性 
、 創造性，展現出充分的自覺、高度的認同和堅定的意志，確保了23條立法的
順利圓滿完成。

特別是，特區政府自覺擔當起第一責任人的角色，積極履行憲制責任，專責部門
和主要官員與其他部門的相關人員通力協作、全力以赴，形成有條不紊紮實推進
各項工作的強大合力；立法會全力高效開展審議工作，與特區政府充分溝通協
調，行政立法朝著同一個目標密切配合；社會各界積極動員起來，形成23條立
法「必須立、盡快立」的廣泛共識和主流聲音，為完成立法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
礎。這種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下形成的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嶄新氣象，在香
港特區前所未有。同時，立法程式嚴謹規範、公開透明、緊張有序。

正式啓動立法程式前，特區政府依例舉行公眾諮詢，期間籌辦了近30場諮詢會，
本地和國際各界人士約3,000人次參與。特區政府共收到13,000餘份意見，及時
細緻整理並作出針對性回應，然後公諸立法會網站。立法程式嚴格遵循法律規
定，條例草案刊憲公佈，立法會首讀、二讀、三讀，各個環節全部履行，合理合
法。

香港的高水準法治舉世公認，在由亂到治過程中經受住了考驗，有力維護了香港
法治尊嚴，得到社會一致肯定。《條例》通過後，香港特區執法、檢控、司法部
門一定會秉持一貫的高水準，嚴格按照香港法治特別是普通法制度貫徹落實。有
理由相信，《條例》一定能夠保國家安全、保「一國兩制」、保香港繁榮發展、
保香港全體居民人權自由，保所有外來投資者利益，為香港高質量發展和高水準
開放保駕護航，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堅實保障。

（九）《條例》立法活動廣泛凝聚社會共識，體現了「一  
              國兩制」下的「愛國者治港」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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