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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全面深入实施香港国安法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发言摘编 
 

    一法两机制  法治定香江 

    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  郑雁雄 

    香港国安法刊宪实施一年来，中央坚守依法治港带来了显著效果，香港国安法在法理、道义、

舆论、实践上已然落地。 

    一、香港国安法“一法定香江” 

    香港国安法堵塞了国家安全法治漏洞。累计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捕 132 人，已检控 70 人

及 3家公司。立法原意得到有效彰显，社会秩序得到有力维护，各个重要节点平安稳定，百姓重

享安宁。特区管治团队有效履职，各部门担当作为，执法司法部门忠诚履职。重点领域正本清源，

管治、教育、司法、媒体等领域逐步拨乱反正，社会舆论逐步平静，对香港国安法的妖魔化逐步

消弭，公众从疑惑转向接受。香港法学界趋于理性，对香港国安法作出学理级正面评价。反对派

陷入反思，一些政团、媒体开始自我清理、自我约束、自我退场。实践证明，中央运用法治思维、

法治手段解决香港乱局的重大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二、两套执行机制发挥了相辅相成重要作用 

    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高效推进订立配套法规；国安委统筹调配有力；律政司越战越勇；保

安局及纪律部队协同作战；警队尤其是国安处冲在维护国家安全最前线。特区执行机制发挥了履

行宪制责任、担当主体责任、体现高度自治、彰显依法治港、坚守一线作为的重要作用。驻港国

家安全公署全面准确落实中央依法治港初心，坚决、稳妥、依法、有效履职，已经形成国安执法

与行政规管联动、情报搜集与情报使用一体、“监指协支”与直接管辖互补、办案树威与社会影

响同步、一线力量与后方资源统筹等独特优势，所起的维护国安的兜底作用、依法规管的监督作

用、执法调查的协调作用、一线情报的支撑作用，与特区国安委形成两套执行机制与法律制度的

有机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法治效能。 

    三、坚决落实好中央依法治港政治决心、战略意图 

    在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国家安全遭受前所未有危险的关键时刻，中央以坚忍不拔的政治

定力，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兜牢香港国家安全的底线，避免香港

城门洞开，成为解决香港乱局的标本兼治之策，起到最大公约数的作用，得到最广泛力量的支持，

意义非凡。目前，香港国安法“本来就该有、有了就见好、越来会越好”的共识正逐步形成。 

    但是，法治是一个实践过程，香港国安法不论从法治体系的完善还是法治实践的落地，都还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必须坚决落实好中央依法治港初心，坚决打好打赢香港维

护国家安全整体战、主动战，坚决不让过去的乱局死灰复燃。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陈国基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2019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

暴徒破坏社会秩序，反对派议员企图实行“揽炒十步曲”令政府停摆，“港独”组织公然乞求外

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一些媒体散播假讯息煽惑市民肆意违法。凡此种种，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在法治上的漏洞，成了国家安全的缺口。 

    中央在关键时刻制定香港国安法这个“定海神针”，堵塞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

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过去一年，行政长官率领政府管治团队和香港特区国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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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香港国安法内有关防范、制止、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工作： 

    第一，防范方面，特区政府对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开展有关国家安全的宣传工作，提高市民对

国家安全和守法的意识，并推动国民教育，以建立牢固的国家观念、加强国民身份认同和培养维

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推出签署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声明的安排，提升公务人员对在政府

工作的认同感。立法会于 5月通过了《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阐明担任

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其中，有关宣誓的规定，也适用于所有区议员。立法会还通过了《2021

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有效堵塞了香港选举体制的

漏洞，防止反中乱港分子借选举进入特区管治架构。 

    第二，制止方面，特区政府居安思危，时刻警惕国家安全风险挑战，认清国际形势，慎防外

部势力继续插手破坏。对于外国的制裁，特区官员无畏无惧，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是光荣使命。特

区政府会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全面落实中央在港实施的反制措施，亦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

筹各政策局和部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第三，惩治方面，警方严厉依法打击任何违反国家安全法的罪行，对反中乱港势力头面人物

及包装为“传媒”的机构果断执法，冻结相关资产，及令该“传媒”停刊，成果显著。特区政府

会继续加大力度，以证据为核心，加强调查搜证，依法检控所有违法行为。 

    展望未来，在行政长官领导下，特区政府将继续坚定地执行香港国安法，确保国家安全的概

念和防范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涵盖至各安全领域；强化政府内部协调，全方位构筑起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的强大屏障，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市民爱国情怀和国民身份认同，抓紧国家发展带来

的无限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的重大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韩大元 

    一、塑造国家观，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完善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明确国家安全属“一国两制”框架下

的中央事权，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来，人们纠正了偏向“两制”而淡薄“一国”的观念，筑牢了“一国”

的根基和底线。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不仅从法理上有效驳斥了反中乱港分子长期经营的将“一国”

与“两制”、宪法与基本法对立、割裂的歪理邪说，更使“一国两制”回归初心与正确轨道。 

    二、创新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制度机制 

    从制度体系上看，香港国安法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建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从国家

安全机制运行看，香港国安法明确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套责任主体和执行

机构。从法律机制运行看，香港国安法与香港本地立法有机融合，填补了本地立法在维护国家安

全方面的制度与程序漏洞，形成了特别行政区刑事立法新的制度体系。 

    三、重塑政治生态，维护法治权威 

    香港国安法有助于构建符合“一国两制”的政治文化与意识。一年来，香港国安法所产生的

威慑力，警告了外部干预势力，打击了顽固的乱港分子，教育了中间观望人士，同时也鼓舞了爱

国爱港力量。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来的实践表明，法治与司法独立不仅没有受损，而且随着法治环境的改

善与秩序的恢复，人们对司法独立抱有更大信心。 

    四、坚持人权理念，构建安全与自由的有效平衡机制 

    香港国安法坚持人权保障原则，充分体现人权保障精神。香港国安法坚持法治原则，在个案

中寻求安全和人权、自由之间的合理平衡，既维护国家安全，也维护人权和自由。通过个案的检

控、审理，人们认识到香港国安法惩治的只是极少数人的犯罪行为及活动，从而保护绝大多数守

法居民的合法权益。 

    五、构建国家安全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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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国安法凝聚了社会共识，强化了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意识，建立与“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在香港国安法的实施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依据法律规定，将国

家安全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之中，补足了长期以来香港教育中存在的缺乏国家安全教育的短板。 

    香港国安法执法与司法的显著成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谭惠珠 

    一、特区执法机构严正执行香港国安法，有效打击反中乱港分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警队迅速严格执法，律政司依法检控，反中乱港分子嚣张气焰受到

极大遏制，社会迅速恢复了秩序，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特区实现由乱到治

的重大转折，为形势持续向好奠定基础。 

    二、特区法院公正司法，有力维护香港国安法权威，推动香港恢复法治 

    香港国安法强化了香港现行法律中针对恐怖活动的法律框架，规定为了胁迫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威吓公众，以图实现政治主张，造成或意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即

属犯罪。香港警方以香港国安法起诉的第一件案件唐英杰案就包括涉及恐怖活动犯罪，法庭已经

初步裁定被告人被起诉的各项罪名均表证成立，继续在高等法院进行审理。 

    在“修例风波”相关案件中，特区法院自行或根据律政司对判刑的上诉，依法作出具有阻吓

性判决，向社会传递了正确和正面的信息，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有切实的教育意义。 

    三、推进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建设和实践 

    香港国安法令“一国两制”重回正轨，在此基础上与“爱国者治港”双管齐下，为完善选举

制度、公职人员宣誓、加强国安教育和宣传等工作创造条件。 

    特区政府亦会逐步界定及要求若干合适法定机构的人员，以“公职人员”身份依法宣誓或签

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 

    四、在学校、网络等各领域有力推进有关国家安全事宜的规管 

    香港的年轻人对我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不足，因此必须以教育等“软实力”

引导尊重法治。香港教育局以取消失德教师资格、就维护国家安全向学校提供行政及教育指引等

方式帮助香港青年人建立国家观念。 

    在“修例风波”中，利用网络组织引导犯罪的事件频频发生。立法会议员、香港法院及特区

政府均有所行动。香港警方对网络上煽动他人犯罪的事件严正执法。 

    五、尽早实现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 

    根据基本法，特区有宪制责任按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本地立法，维护国家安全。香

港国安法只涵盖了四项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其中只有分裂和颠覆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重

合，因此需要补上这个“缺口”，对此香港国安法第二条亦作出了明确规定。 

    六、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近期“孤狼式本土恐怖主义袭击”被部分人颂扬美化的现象，说明肃清社会上“违法达义”

歪理邪说、强化法治意识的工作任重道远。法律界人士要对违反法治精神的言论作出批评和纠正。

传媒不能为歪理推波助澜。教育界须正确教导学生辨别是非。 

    香港国安法对特区管治的政治和社会效应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刘兆佳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对特区的政局和管治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并在多方面为香港营造了

一个有利于实现特区有效管治和长治久安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第一，彻底改变了大部分港人的政治文化和心理预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

的强大决心和能力，不再愿意或敢于参与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政治行动。当前香港社会重稳定、

求秩序、反暴力和尊法治的正气上扬，为香港特区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第二，给予反中乱港势力摧毁性的打击，大幅压缩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反中乱港分子

利用香港国家安全法律和执行机制的不足和漏洞进行“反中、反共和反政府”的宣传动员已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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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织和进行，不少港人不再那么容易被煽惑和动员。 

    第三，极大地提振了爱国爱港阵营的士气、勇气和担当。爱国爱港人士积极投入止暴制乱中，

对反中乱港分子和外部势力予以严厉打击。通过政治斗争的磨练，爱国爱港阵营更加团结、有战

斗力，也更有能力支持特区政府的施政。 

    第四，狠狠打击了外部势力并暴露了他们的伪善和不可靠。反中乱港势力再难勾结外部势力

获取支持和资助，而外部势力也难以再利用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制造政治动乱。更多港人看清了他

们利用香港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可以预期，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将会不断下滑。 

    第五，给予特区政府威力强大的法律手段，大大提升了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定的

勇气和担当，显著强化了执法能力。香港原有的一些与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秩序有关的法律也相

应被“激活”和果断执行。过去一年，特区政府在遏制动乱和打击反中乱港分子上的力度有显著

的提升。 

    第六，带来了可喜的行政和立法关系的变化。反对派长期干扰立法会运作，攻击特区政治体

制的“认受性”。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议会阵线”全面崩盘。行政和立法关系和谐顺畅，立

法会的工作效率空前提高。 

    第七，为特区政府缔造了一个积极有为的施政空间。特区政府各方面的工作在政治稳定的局

面下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如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有助于长远逐步破解香港社会的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 

    第八，在社会、教育、传媒、社交媒体、文化、法律、电影、艺术和宗教等思想领域所产生

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区政府努力打击反中反共媒体和组织，对虚假、煽惑等信息加强管理，对

艺术文化产品和活动提升监管力度，组织提升国家民族认同的课程和活动，有效对付反中乱港势

力的“软对抗”。 

    “香港国安法的执法司法实践与配套制度建设”专题研讨环节发言摘编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弘毅表示，香港法院已就香

港国安法作出了两个重要判例，一是关于保释候审问题，二是关于在高等法院审讯但不采用陪审

团的问题。终审法院有关保释问题的判决，对下级法院作出了权威性的指引，而且就香港国安法

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的关系提出了权威性的论述，影响深远。同时，香港高

等法院认为，香港国安法对于陪审团审讯设定的例外规定符合基本法。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熊秋红表示，特区管辖案件时原则上适用香港国安法和本

地法律。香港国安法重点针对香港现有法律的一般性规定中不利于有效防范、制止、惩治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情况，作出了特殊规定，包括对警方执法的特别赋权、“原则上不保释”、对特

定情况下高等法院原讼庭不适用陪审团审理、由指定法官审理案件等。中央管辖案件时原则上适

用香港国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朱国斌表示，在香港国安法下，维护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的责任主

体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特区居民。维护国家安全可以通过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途径，加

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让维护国家安全成为群众自觉和社会共识。特区政府作为第一执法主体须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学校、社会团体、媒体与网络经营管理者是宣传教育的对

象与客体，更是教育主体。对待媒体和网络的复杂情况则更需突出法律的规制与惩戒作用。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邹平学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不仅有效弥补了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短板，也有效促进了特区公职人员宣誓制度的发展完善。香

港国安法首次在宪制法律层面明确了特区公职人员宣誓制度的完整主体，推动了落实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释法的本地立法，明确了宣誓制度的法律内涵，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健全了制度

机制，充实完善了违誓责任机制。 

    “国家安全与特区未来发展”专题研讨环节发言摘编 

    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骆伟建表示，一年来香港国安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香港国安法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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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借鉴香港国安法的经验，从澳门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情况和新挑战出发，澳门特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仍有四方面可以完善的空间：一是应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颠覆行为；

二是应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行为；三是应禁止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四

是在程序法上也需要明确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 

    中国银行（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王春新认为，就经济恢复和发展而言，香港国安法在

五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带动香港经济复苏；二是净化营商环境，恢复投资信心；三是巩

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四是减轻社会撕裂，提升政府施政效率；五是重建并夯实内地与香港

特区互信基础。未来香港仍需在突破创科产业、提升金融中心竞争力和转变房屋模式等三大领域

勤下功夫，才能达致发展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表示，落实香港国安法、抓经济民生，与国家认同

建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落实好香港国安法是底线，是起码的安全与政治保障。抓好经济民

生是基础，是管治与治理的前提。若缺乏基本的国家认同，则整个人心回归就得不到保证。国家

认同的建构必须在实施香港国安法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基础上确保“一国”前提，也需确

保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认为，着眼香港未来发

展，落实“爱国者治港”，是未来香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发展是打开港人心门的密钥。只有通

过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解决香港社会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能打开港人的心门，增

强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建立社会团结。“爱国者治港”是香港发展的政治前提，香港同

胞的国家认同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社会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