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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偉議員

胡議員：

2020年 6月 3日的立法會會議
擬提出有關 “港區國安法”的口頭質詢

你於 2020年 5月 25日，根據《議事規則》第 24(2)條
作出預告，要求立法會主席批准你在上述立法會會議，就

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 (“港區國安法 ”)的事宜，提出
一項口頭質詢 (附錄 1)。政務司司長於今天致函主席，認為
該項質詢所涉事宜不屬於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亦違反了

《議事規則》第 22(1)條 1及 25(1)(h)條 2的規定。司長請主席考

慮裁定該項質詢不合乎規程 (附錄 2)。按主席指示，我較早前
已將司長的函件送交你參閱。在此，我代表主席回覆你

如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 ”)於 2020年 5月 28日通過
《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人大常委會 ”)
制定適用於香港特區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並在該法律制定

後，將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

實施。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人大常委會在徵詢其所屬

的 香 港 特 區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意 見 後 ，

1 《議事規則》第 22(1)條訂明，任何議員均可就政府的工作向政府提出質詢，
要求提供有關該事的資料，或要求政府就該事採取行動。

2 《議事規則》第 25(1)(h)條 )訂明，質詢不得為求取見解、解決抽象法律問題或
解答假設論題而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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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

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

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請你注意， 人大常委會正在 制定的港區國安 法，

是根據《憲法》及《基本法》在國家層面進行的立法工作，

關乎國家安全事宜。主席認為，有關法律屬《基本法》

第十八條所指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

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屬於中央負責的事務，

而不屬於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主席明白到，港區國安法在香港特區備受各界關注。

然而，考慮到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工作不屬於香港特區的

工作，而該法律仍在草擬中，具體內容尚未公布，主席認為

就現階段而言，你擬提出的口頭質詢所涉的事宜，並不屬於

《議事規則》第22(1)條所指政府 (即 “香港特區政府 ”)的工作。
因此，主席不批准你在上述立法會會議提出該項質詢。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2020年6月1日  

連附件

副本送：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



附錄1 
 

第3項質詢  
(口頭答覆 ) 

 
港區國安法  

 
胡志偉議員問：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上月底決定，授權其常務委員會，就建立

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 (下稱 “港區國安法 ”)，以及中央人民
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會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區設立機

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港區國安法制定後將列

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實施。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何措施確保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不會削弱香港居民

在《基本法》第三章下，享有的各種自由和權利 (包括
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遊行、示威、通訊和創作

等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

捕，以及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任意或非法搜查

或侵入等權利 )；  
 
(二 ) 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的人士將會在香港特區還是內地

受審；及  
 
(三 ) 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十八條訂明， “在人

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

追訴期限的限制 ”，已立案偵查的港區國安法案件會否
受追訴期限的限制；若然，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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