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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SECRETARY FOR JUSTICE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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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議員，早晨。  

 

 現在是 7 月 1 日凌晨 2 時 45 分，香港已經邁進了一個新紀元。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誕生。《基本法》從今天開始在香港實施。在這

個擧國歡騰的大日子裏，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在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首

次擧行會議，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過去半年以來，臨立會排除了種種干擾，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審議特區成

立時必不可少的法律的工作，並通過了一些重要的議案。在時間非常緊迫的

情況下，各位議員以務實、負責的態度，高效率地完成了臨立會在 6 月 30 日

前必須完成的各項任務。這個成果是各位議員努力所達致的，同時亦有賴臨

立會秘書處各位職員，日以繼夜，努力不懈的工作。我代表各位議員感謝他

們盡責的表現。  

 

 在今天的會議上，我們將要三讀通過《香港回歸條例草案》，確認 13

條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和必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立刻開始生效的法

例，以及較早前已同意的過渡期財政預算和主要法官的任命。因此，今天的

會議標誌着我們已完成第一個階段的工作，亦同時展開我們第二個階段的工

作。  

 

 在未來少於一年的時間內，我們會全力制定有關第一屆立法會產生的法

例，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選擧能夠盡快進行。在第一屆立法會

誕生前，我們仍須處理政府提交的法案和財務建議、辯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

告，監察政府的工作及接受市民的投訴。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我們會

保持必要及適當的配合和制衡。  

 

 剛才，我們一起莊嚴地宣誓就職。我們承諾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區服務。作為特區的立法

機關，臨立會是立根於香港，全心全意為市民服務，並向市民負責。我們會

以堅定的決心、不屈不撓的精神及實際的行動，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法案 

BILL 
 

主席：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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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BILL 
 

秘書：《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法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主席：法案：二讀。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BILL 
 

 

主席：律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主席，我現在動議二讀《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已於今天凌晨時分擧行正式就職典禮。我很

榮幸能夠向臨立會提交第一條法案。在這歷史性的一天，臨立會審議的首條

法案當然應該與香港回歸祖國有關。  

 

 我們在事實和法理上都已順利回歸。不過，我們還須制定一些法律條文，

讓本港法律制度順利過渡，司法和公務人員體系得以延續。本法案共分 9 部。 

 

第 I 部  

 

 法案第 I 部載列條例的簡稱和釋義。  

 

第 II 部：確認臨時立法會所通過的法案  

 

 法案第 II 部是關於臨立會所通過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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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2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作出決定，訂明行政長官

和臨立會開始工作的事宜，授權臨立會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審議和通過法

例，並規定可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確認這些法例，由行政長官簽署

和宣布實施，以完成整個立法程序。  

 

 法案第 II 部條文訂明確認臨立會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通過的法案。這

些法案載列於附表 I。經行政長官加簽和頒布之後，這些條例便有十足法律

效力和作用。  

 

第 III 部  

 

 法案第 III 部旨在同意以下法官的任命。  

 

 ─   李國能先生為首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   列顯倫先生、沈澄先生及包致金先生為終審法院常設法官；及  

 

 ─   陳兆愷先生為首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今天凌晨已向行政長官提交上述任命建議。行政長

官接納這些建議，並正式作出任命。《基本法》第九十條規定，上述任命須

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報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立法會同意上述任命的程序。雖然臨立會只要

作出決議便已經足夠，但本法案訂明臨立會同意上述新任命較為適當。  

 

 出任上述司法機構要職的傑出法官，深受法律專業業界和社會各界敬重

和推崇。本年 5 月 24 日，臨立會議決支持任命李國能先生為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並於 6 月 14 日議決支持上述其他任命。我懇請各位議員同意上述任命。 

 

 謹此告知各位議員，行政長官今晨作出上述任命之後，已經立即報知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 IV 部  

 

 法案第 IV 部訂明原有法律的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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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2 月 23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處理香港原有法律

的決定。這項決定聲明，共有 24 條香港法例，整條或部分不應該採用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律。上述決定也規定，除非條文文意另有所指外，所有香港特

別行政區予以採納的法律必須按照訂明的詮釋原則解釋。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這項不採用某些法例的決定具有法律效

力，無須在本港法例中另加規定。政府將採取行政步驟，確保有關條文不會

在日後印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的活頁版中出現。  

 

 已經採用的原有法律中，很多條文必須作出適應，以符合《基本法》。

政府建議向本立法會提交多項法案，為有關條文作出必要的文字修訂。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訂定的詮釋原則，也有助處理必須修訂的各項最

重要名稱。擧例來說，上述原則規定，對香港總督的所有提述，必須理解為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提述。  

 

 因此，法案建議，這些原則應該納入《釋義及通則條例》內。  

 

 政府將詮釋原則擬備成法案的有關條文時，已經顧及現有法例文本，作

出適當的處理。擧例來說，原有法律沒有提及冠有“皇家”稱號的半官方機

構，因此無須特別規定這類提述的釋義。這樣並沒有影響原有原則的精神或

內容。  

 

 法案第 IV 部也規定，已經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將

會繼續適用。法案特別確認本年較早時為本財政年度預算案制定的法例。這

項預算案經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同意，於 1997 年 6 月 30 日後繼續有效，因此

臨立會應該確認有關法例。  

 

第 V 部  

 

 法案第 V 部規定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一條，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除終

審法院以外的各級法院；而終審法院則已於今天按照《香港終審法院條例》

設立，故本法案因此無須加以規定。  

 

 為確保香港司法制度得以延續，法案規定，已經設立的其他法院、裁判

法院、法定審裁處和法定委員會，將受原有法律的適用條文規限。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 July 1997 
 

 11 

第 VI 部  

 

 法案第 VI 部確保法律程序、刑事司法體系、司法和公眾司法進程得以延

續。  

 

 《基本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保留現行司法制度，但沒有明文規定將法律

程序由現有法院轉交特別行政區法院審理。《香港終審法院條例》明確規定，

等候樞密院審理的上訴案件將轉由終審法院審理。同時最好也能夠清楚訂

明，正於本港法院進行的法律程序一概無須在主權移交後重新審理，以消除

所有疑慮。如沒有清晰的條文作出上述規定，必然會有人質疑繼續進行的法

律程序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因而造成不必要的疑慮。因此，法案訂明，本年 7

月 1 日以前開始的法律程序可以繼續進行。  

 

 主權移交後，司法程序很多方面可能因主權移交而遭受挑戰，因為法院

文件以前是以英女皇或律政司名義發出的。同時，法院也無法受理由英女皇

提出或向英女皇提出的法律程序。法案特別處理上述和其他司法問題，以免

司法制度因為主權移交而受損害。  

 

第 VII 部  

 

 本法案第 VII 部規定，公務人員體系和公職人員的權力及責任均可以延

續。  

 

 《基本法》第一百條規定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察部門任職的公務

人員均可留用，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

原本的標準。”但在今天和今天以後設立的公職，在法律上將有別於今天之

前已經設立的公職，這不僅是有關公職的職銜問題，職銜的問題只要透過發

出法定通知，即可更改，但有人卻可能會懷疑：現在某公職的職能、權力和

責任是否和以前一樣？某公職人員在今天之前作出的作為，現在是否仍然有

效？這些疑慮一定要消除。  

 

 因此，本法案規定，除另有規定外，在緊接今天之前在政府任職的人士，

會繼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擔任相應職位。以前歸屬公職人員的權力，繼

續歸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相應公職人員，而以前公職人員的一切作為，包括

權力的轉授，維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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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案也清楚規定，公職人員目前的僱傭合約維持有效；這些合約當作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訂立的合約，並受行政長官訂立的關於公務人員體系的行

政命令的條款所規限。  

 

第 VIII 部  

 

 本法案第 VIII 部關於載有殖民地名稱的文件，為確保平穩過渡，這些文

件不會因為載有殖民地名稱而變成無效，而會當作猶如載有適當新名稱的文

件一樣。  

 

第 IX 部  

 

 本法案第 IX 部關於政府財產的問題。  

 

 本法案表明，緊接於今天之前歸屬官方或香港政府的權益和法律責任，

已經歸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本部也規定，由政府及政府所設立的權力當

局所訂立的合約維持有效。  

 

意見  

 

 主席，最後我想提醒各位議員，延續現有制度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

本法》的主旨。本法案透過實際安排，貫徹了這個主旨，使我們的法律制度、

司法和公務人員體系得以平穩過渡。我謹請臨立會通過本法案。謝謝主席。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 65 條第 3(a)款，現在即時進行二讀辯論。我現提

出的待議議題為：《香港回歸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根據《議事規則》第 65 條第 3(c)款，每位議員的發言時間不得超過 3 分

鐘。是否有議員想發言？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辦公室在上月 21 日向本會提交回歸法諮詢文件，

當中包括《香港回歸條例草案》（亦即“回歸法”）擬本，徵詢議員的意見，

並於今天向本會提交法案，進行首讀、二讀及三讀。內務委員會就該諮詢文

件成立了小組委員會，共有 42 位議員參加，本人獲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責

任上需要向大會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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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委員會曾就該份諮詢文件，包括回歸法擬本，與行政長官辦公室擧

行會議。回歸法的作用於確認臨立會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通過的法案和處

理各項有關的過渡事宜，包括同意法官的任命、確認就 1997-98 財政年度財

政預算案而制定的法例，以及維持現有法律、法律制度與程序的延續性等。

小組委員經仔細研讀法案擬本，並就此提出若干意見，包括法案的名稱是否

貼題及在盡可能範圍內，法案選用的詞句應與《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

關決定一致。  

 

 我很高興行政長官辦公室已在法案加入弁言，敍述有關的歷史背景及憲

法基礎，也高興看到小組的重要建議，包括在法案條文選用適當的詞句，已

被採納。  

 

 從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歷史角度來看，回歸法比香港任何一條法

例都更重要，這法案的通過，代表香港的殖民時代已經結束，香港依法開展

一國兩制的新紀元。  

 

 回歸法為香港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作出依法轉移、平穩過渡的安

排，保證香港的社會運作不會因為政權的轉移而受任何影響，讓香港人以至

國際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今次是臨立會在香港回歸後的首次會議，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我代表港

進聯的全體議員一致支持《香港回歸條例草案》，並籲請臨立會的各位議員

支持通過這項法案，為香港特區奠下穩固的法律基礎，全面實現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安定繁榮的目標。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本人代表自由黨支持《香港回歸條例草案》，因為法案對香港

極為重要。今天是中國的大日子，亦是香港的大日子。香港結束了一百五十

多年的殖民地統治，回歸祖國，解決了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由於國內

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而香港的制度是自由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所以基於實

際情況的考慮，鄧小平先生當年提出了一個偉大的構思，就是香港回歸後實

行“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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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中國人民在創造歷史，香港人亦在創造歷史，因為“一國兩制”

是史無前例，而我認為本會的同事不但是歷史的見證人，亦是落實這項政策

的監察者。我們要向香港市民負責。我不會忘記要抱着不偏不倚的態度和精

神，為香港市民服務。  

 

 今天特區的成立，標誌着一個新的開始。我們將面對新的挑戰。香港市

民會監察我們的工作，而且會與前立法局作出比較。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個新開始，在特別行政區首長董建華先生的領

導下，我們會進入一個新的紀元，但我們有責任監察特區政府的施政，質詢

特區政府執行的政策。我們在香港市民面前要站得住腳。  

 

 我在此代表自由黨向香港市民保證，自由黨的成員定必竭盡所能，確保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維護法治，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我們將積極參與

特區政府的事務，接受未來面對的新挑戰。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許賢發議員。  

 

 

許賢發議員：主席，由今天開始，臨時立法會（“臨立會”）的工作就要進

入一個新的階段，可以稱得上“任重”而“道遠”。  

 

 所謂“任重”，就是我們要接手處理很多急須解決的民生問題。其實除

了大家經常關注的綜援、老人、樓價等問題之外，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和忽略

其他同樣重要的民生問題，例如：  

 

 ─   社會上貧富兩極分化越趨嚴重的問題；  

 

 ─   新移民以至整體人口規劃的問題；  

 

 ─   社會都市化及新移民所引發的家庭問題；及  

 

 ─   在經濟轉型的環境下，如何長遠解決基層市民的就業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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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會對本港社會穩定產生負面影響的問題，實在值得各位同事探討和處

理。  

 

 所謂“道遠”，就是我們迫切須要審議和制定很多必不可少的特區法律，

從制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來港定居的法例，以至審議強制性公積金的細節

等，都會對未來社會的長遠發展及民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期望繼續與各位同事，以過往半年來我們同心協力、攜手合作的精神，

完成臨立會的工作使命。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劉皇發議員。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今天，本人有機會在特區

立法機關議事，審議第一條法案，尤其是審議《香港回歸條例草案》（亦即

“回歸法”），實在感到十分榮幸。從今天開始，我們以中國香港公民的身

分，開始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真正當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運與

前途，開拓時代的新紀元。這個新紀元，對新界人士來說，特別具有深刻的

意義，因為近百年前，新界鄉民為了保鄉衞家，反對殖民統治，犧牲了不知

多少生命，付出沉重的代價。今天高興迎回歸，意義特別重大。  

 

 為了處理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實在有必要通過回歸法，以特區法律的

形式確保各項安排順利過渡。由於立法機關沒有直通車的安排，主權移交前

不得不成立臨時立法會，並通過一些必不可少的法律。  

 

 以回歸法這樣的法例，來確認特區成立前所通過的法律，較以決議案的

形式更有保障，更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挑戰，而回歸法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

確保行政權力、司法權力、立法權力依法轉移，以便港人及外國投資者在香

港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與延續，使原來香港政府的所有權利和義務，轉移給

香港特區政府，司法運作不會因政權交接而受影響。  

 

 我相信通過回歸法的確認，香港的法治精神將得以延續，經濟繁榮及社

會穩定更能得到保障。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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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香港回歸條例草案》。香港臨時立法

會（“臨立會”）在 1996 年 12 月 21 日經過 400 位推委中的 399 位投票選擧

產生，並立刻投入預備工作。在過去數月中，我們通過了 13 條法案，今天正

式在臨立會予以確認，同時亦確認香港的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

官的任命，以及其他的條例，令這些條例在一國兩制的精神下，取得法律地

位，更為完善，令巿民更放心，也令臨立會更有公信力。  

 

 主席女士，天亮了，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了。作為臨立會的一分子，我

一定盡我所能，為香港巿民、為中國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及中國人民効力。

我們堅信，在祖國的關係下、在巿民的信任下、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臨立

會必定更有成績，更有公信力，亦將更取得傳媒的支持及有建設性的批評。 

 

 願本會同事共同努力。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擧世觸目、莊嚴而隆重的回歸慶典，使我們都沉浸

在喜氣洋溢的氣氛中，香港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在這歷史性的時刻，我們

心情興奮之餘，亦明白到在新紀元誕生的同時，有一系列迫切的工作正要我

們處理，以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及方針。在一個

國家兩個制度的大前提下，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為未來經濟及

社會發展定下重要的框架。  

 

 在經濟發展的領域上，香港的回歸帶來新的契機；國內與香港的合作已

不單止是商業上的夥伴關係，而且是更側重於整體互惠的考慮。  

 

 在科技研究方面，國內過去的重視和成就，加上本港在資金及市場信息

的支援，可以互相補足，提高科研的成果和加速高科技產品的發展，為香港

工業提供新的路向。  

 

 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內擁有豐富的天然和人力資源，如能配合香港在工

業方面所享有的獨特優點，一定會令國內工業發展至一個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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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以後將可發揮更大的潛能。通過兩地各自在科

技、資源、人才、信息、管理、財務、融資和市場的優勢，聯合起來，將必

發展成為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令我國更有效地與友好的地區貿易組織加強

合作，在世界經濟領域上爭取應有的地位，擔當更積極的角色。  

 

 上述幾方面發展的成功與否，實有賴平穩的政權交接，而《香港回歸條

例草案》正為這方面作出明確的安排，包括行政權力、司法權力、立法權力

的依法轉移，確保回歸的工作順利，使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在中國的主權下，

諦造另一頁光輝的歷史。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在三個多小時前，本會全體同事出席了香港回歸祖國的

交接儀式，見證了擧世矚目的歷史時刻。其後，本會同事在莊嚴的特別行政

區成立典禮上宣誓就職。接着，本會就在這裏擧行本會在特別行政區成立後

的第一次會議。  

 

 制定香港回歸條例，是要令本會在 7 月 1 日之前通過的法案得以確認；

令香港原有法律的適應化問題得以及時解決；令政府及法院的運作得以延

續。這些重要程序，必須及時完成，以確保特別行政區順利開始運作。  

 

 有鑑於此，雖然不少本會同事在昨天都參加了一整天的活動，還未有休

息的機會，在數小時天亮後，又要出席慶祝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各個場合。然

而，在這凌晨時分，本會仍要在這裏擧行會議。  

 

 要保證回歸法及時順利通過，本會在 6 月 30 日之前所做的大量工作亦是

十分重要的。這充分說明，本會的設立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本會亦必須在 6

月 30 日之前開始運作。  

 

 正如從過去至今天，本會的工作完全是為了保證特別行政區的建立和運

作。民建聯期望且深信，本會今後也完全是為香港社會的利益而工作，直至

選擧產生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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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殖民管治結束，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是“港

人治港”的開始。民建聯是為參與香港的民主發展而成立的。民建聯以“建

設特區、繁榮創富、安居樂業”為目標，參加香港各級議會的工作。民建聯

同人參加臨時立法會，正是為了在本會的工作中實現這些目標，讓特別行政

區有健全的制度，讓社會可以創造更多財富，讓特區的市民可以過着安居樂

業的生活。  

 

 民建聯在參與本會的工作中，將會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努力不懈。民建聯

並將積極參加明年的立法會選擧，及以後的各級議會選擧，爭取在特別行政

區的議會裏繼續努力實現我們的目標。  

 

 主席，我代表民建聯發言，支持議案。  

 

 

主席：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主席，本人發言支持當前討論的回歸法，因為我堅信此法案

所作出的安排，全是為了確保平穩過渡，確保行政權力、司法權力和立法權

力可以依法轉移，務求令香港市民得以安居樂業，以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

合法權益得以延續，這是完全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 600 萬市民的利益，完全

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亦是保證香港平穩過渡的整體法律部署和適當的安

排，是以具有擧足輕重的影響。  

 

 香港特別行政區剛剛成立，臨時立法會在這個時候擧行會議，也同樣是

為了香港市民的福祉，因為回歸法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良好開端，是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奠定了穩固的基石。  

 

 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面向着一個中國人的新紀元，我認為香港市民，

尤其是婦女界，必須更努力地發揮所長，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以至國家的發展，

創建更美好和理想的未來，讓大家可以共享穩定繁榮的成果。  

 

 香港回歸祖國，踏入新紀元，作為社會重要的一員，也有其不可推卸的

重要使命。面對未來，我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可以努力不懈地繼續延展這方

面的發展，致力參與各範疇的社會事務，凝聚每一分力量，為特別行政區和

國家服務。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回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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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鄭明訓議員。  

 

 

MR PAUL CHENG: Madam President, I rise in support of the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Bill.  As Hong Kong moves onto another stage of her remarkable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hat a balanced legal framework be established.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our system incorporat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freedoms is guaranteed under the Basic Law. 
 
 Despite reassurances from Chinese leaders and Mr TUNG Chee-hwa, 
media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e to cast doubts over our future─focusing 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 all wonderful labels 

and sound bytes.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we do have a schedule in the 
Basic Law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tarting with the spring of 1998 we 
will be electing our first legislature and in about 10 years' time we may well have 
a legislature which is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dividual rights and 
freedom, just as we have them today, will be respected so long a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re expressed through orderly and peaceful means.  Those who prefer to 
take to the streets should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has 
rights as well.  No one organization nor one single individual should abuse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I would, therefore,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urge all our frie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rise above the sound bytes and headlines, to continue to 
support us and to have faith in our ability to propel Hong Kong to new heights as 
we build our socie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values for the benefit of 
generations to come.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是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

重要的一頁，亦是中國邁向統一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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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協支持香港回歸，並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式繼

續發展，在祖國發揮積極作用，協助中國四個現代化。香港要成為一個示範

城市。第一，示範一國兩制是可行的；第二，示範經濟高度發展、有效率的

城市，而政治上是有民主的制度。  

 

 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民協是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樂觀的是，首先，

經濟上，內地與香港在經濟結構、金融投資和資源方面，都可相互配合，而

有些亦連結起來，唇亡齒寒，於是彼此都希望可以雙贏發展；第二，政治上，

中國必然希望一國兩制可以落實，因這樣可向台灣起示範作用。港人治港，

讓香港高度自治，亦可以向國際間顯示中國政治上的成熟。  

 

 民協樂觀但審慎，亦有兩點原因，第一，鑑於為英美等西方國家對中國

的威脅，中國反應非常敏感，擔心外國勢力會利用香港作為反共基地，於是

更限制香港的民主、人權、法治的步伐。第二，內地與香港在文化上有很大

差異，容易引起誤會或衝突，因而影響一國兩制。若要順利過渡，成就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民協認為有 5 點至為重要：  

 

(1) 中國政府要信任香港人，要相信香港人在回歸後會致力搞好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  

 

(2) 中國政府要維護港人治港、讓香港高度自治；中國政府要防止一

切國內機關官員干預香港的事務，更要避免將內地的陋習，例如

官倒、貪污等帶進香港；  

 

(3) 香港人要信任中國，要相信中國有心，更有必要保留香港現況，

以利香港，也利中國；  

 

(4) 香港人要團結一致，努力治港，搞好一國兩制；及  

 

(5) 內地與香港都要兼容並包，求同存異，承認兩地文化上的差異，

只要彼此本着有容乃大的胸襟，坦誠交流，才可以順利過渡。正

如今天特區首長董建華先生所說，“一國兩制”的事業完全掌握

在我們中國人的手裏。  

 

 對於，今天要通過的《香港回歸條例草案》，民協對 8 條法案表示支持，

但對第二、四、五組中的 5 條法案，包括有關《公安條例》、《社團條例》、

《臨時市政局條例》、《臨時區域市政局條例》及《臨時區議會條例》等法

案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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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謹此陳辭，亦代表民協以及廖成利議員、羅祥國議員及莫應帆議員

發言。  

 

 

主席：霍震霆議員。  

 

 

霍震霆議員：主席，我謹代表數位獨立議員發言支持回歸法。  

 

 今天，在眾多海內外嘉賓的見證下，特區政府成立了，臨時立法會（“臨

立會”）亦正式開始在香港運作。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很榮幸能夠代

表數位獨立議員在大會講話。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我們這些獨立議員，堅守着一種理念，希望能在這

個歷史時刻為港人服務。可惜，臨立會自成立以來，便一直成為海內外政治

角力的對象，以致在開展工作時備受挑戰，所以我們亦被迫採取較為低調的

工作態度。不過，我們的信念卻十分堅強，我們認為香港的成功，並不在於

一些政治花巧技倆，而是建基於擁有高效率及具競爭力的市場環境和經濟動

力、穩定的社會、法治制度及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在香港踏進新紀元的時刻，我們當然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團結一致，為未來共同努力。  

 

 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主席女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正式誕生，臨

時立法會此刻正在召開特區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審議《香港回歸條例草

案》，“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已經在人類歷史上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此時此際，我們徹底告別殖民地統治時代，也徹底告別 13 年來種種人為

地加在我們身上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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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漫長的過渡期中，香港以至外國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他們為

香港編造了種種“憂慮”，從“中國收回香港就會出現災難性的後果”，到

“香港離開英國管治就會黯然失色”；從“九七大限”，到“九七後香港人

沒有民主、人權、自由”等。這些所謂憂慮，其實並不是絕大部分香港人的

真正想法，亦不是客觀的事實，而是這些人揑造出來的假象。  

 

 13 年的過渡期已經結束，事實證明這些所謂“憂慮”並不存在。我們看

到中國宣布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後，不但沒有

出現甚麼“災難性的後果”，相反，在近十幾年中，香港受“中國因素”和

“回歸因素”的影響，亞太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更穩固；東方之珠

回到祖國懷抱的現在，不但沒有黯然失色，相反，因為前景樂觀而發放更燦

爛的光芒；至於所謂“九七大限”，“九七後港人沒有民主、人權、自由”

的論調，亦被事實證明是無稽之談。“九七”對殖民統治而言的確是“大限”，

但對港人治港新紀元而言，就是一個嶄新的開始。我們深信，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必定會落實，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必將隨着社會的穩步發展而得

到保障。我們以通過回歸法迎來歷史新紀元的同時，也告別了一切的“憂慮”。 

 

 主席女士，我們確信中國和香港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國政府決不會干預

香港的內部事務，但我必須向外國（尤其是英國和美國）提出忠告，不能用

任何藉口干預香港事務，特別是香港的政治發展。港進聯對香港人管治香港

充滿信心，港人治港一定比以往更好。歷史會證明，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

香港市民必會同心同德地建設我們更美好的家園。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們在此見證歷史，見證香港回歸中國，成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見證一段歷史的結束及新時代的開始。  

 

 回歸不但是政權的轉移，也應該是人心的回歸。要做到真正的回歸，人

心的回歸至為重要。有人擔心民主、自由會被控制；有人擔心貪污問題會變

得猖獗；有人擔心泡沫經濟過一、兩年就會幻滅。香港人面對回歸的心情是

十分複雜的，有人感到興奮；有人感到無奈；有人感到失落；也有人留心觀

察。無論是那種反應，香港人對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有所期望的，我們訴求只

會越來越強，也會更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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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的施政和民生的改善斷不能倒退，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也不可

以變壞。假如港人在特區下的生活不如殖民地時期，將會是莫大的諷刺，特

區的威信亦不能建立起來。  

 

 要解開港人的心結，在於加強港人的信心。中央必須相信香港人，面向

港人。我們也要努力落實“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發揮主人翁的精神，管

理和建設好香港，使香港成為中國人的光榮，成為統一大業的示範。  

 

 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夏佳理議員。  

 

 

夏佳理議員：主席，事實上，今天是十分特別的一天。除了回歸的原因外，

大家未必會留意，我們很少有機會有這麼多位高級官員及他們的配偶在聽我

們辯論，而我自己的配偶亦在此。在這方面我不想太“長氣”。  

 

 主席，事實上，今天我們在直通車方面說過不少，大家都說到沒有直通

車，但所謂的直通車，也不過是指立法局。然而，在回歸法下，我們是有直

通車的，因為原有的法律會直通；公務員體系會直通；司法制度亦會直通。

今天的回歸法是具有特別意義的。  

 

 在過去數年，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各種的糾紛，但香港人卻能夠抵

擋這些糾紛，能夠捱得苦。主席，關於回歸法，我想簡單說說兩點。第一，

在白皮書擬本備妥後，我記得小組在開會時，我曾向律政司司長提出意見，

也就是關於字眼符合《基本法》的“符合”兩字。我記得《基本法》第八條

或第一百六十條所用的字眼是“違反”或“不違反”，我於是便向律政司司

長提出希望在這方面作出修正。今天，我很高興律政司司長接受了此建議，

因此，對我來說，我是特別歡迎回歸法，而且感到特別安心。  

 

 第二是關於公職人員方面，當時的白皮書的一項條文令我有些擔心，原

因是我覺得可能會引起誤會，以為行政指令可使公務員的合約或他們受聘的

條件有所更改。事實上，那是我的誤會，而現時在字眼上作修改後便連此誤

會亦消除了。  

 

 主席，我希望你容許我以下用英文發言。現在轉至明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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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夏議員，我必須告知你，你發言的時間尚餘 5 秒。（眾笑）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t is with pride and a sense of 
achievement that the Liberal Party will support the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Bill.  
Thank you. (Laughter) 
 
 
主席：杜葉錫恩議員。  

 
 
MRS ELSIE TU: Madam President, for patriotic Chinese everywhere, this day 
of reunification is one of rejoicing.  And for British people of conscience, there 
is joy in handing back to China what is rightfully hers. 
 
 To the great cred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reunificat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  China's farsighted statesmanship 
has ensured that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 of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will continue to be reflected in Hong Kong i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Never in world history have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transfer been achieved in such a civilized and peaceful manner.  One can only 
regret that the great statesman who conceived this unique transfer of power 
cannot be in Hong Kong today to witness the fulfilment of his dream. 
 
 That which was taken from China has now been restored to the rightful 
owner.  Consequently, our two nations, China and Britain, can be friends as 
never before, seeking a futur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each ruling her own 
territory as equals, and exchanging the best of their cultures,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 of both. 
 
 From this day, Hong Kong will not only be united with the Motherland, but 
will build a more fabulous bridge than the Tsing Ma Bridge, reaching from China 
to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ies, the culture and 
the friendship of all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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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iece of precious jade, Hong Kong, has been returned to the sovereign, 
and we all rejoice.  May I congratulate all Chinese people everywhere and wish 
this united China a future of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Madam President, I fully support the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Bill.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香港的歷史是用槍炮打開的，而特區的成立卻以煙花開

展。當香港市民跨越九七時，更要向前邁進下一世紀。  

 

 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進程，充滿混亂、紛爭、對抗、暴戾；而踏入二十

一世紀，人類需要的潮流，是朝着對話、溝通、尊重、接納的方向而前進。

整個香港過渡時期的現象，以至最近國際社會在交接儀式安排上的表現，很

明顯看到，順流逆流的分別和效果。  

 

 “一國兩制”的構思，本身就是求同存異、尊重互惠的理念，《中英聯

合聲明》及《基本法》的制定，充分可以體現；而“一國兩制”的實踐，就

是要尋求延續兼容，並生共存的精神，特區政府成立及回歸法，充分可以反

映。  

 

 主席，要維持香港的生命力及競爭力，我們必須非常清晰地看到世界的

發展。當西方世界推動發揚“民主自由”的理念，東方社會卻高速創造“經

濟發展”的奇蹟，香港處於東西文化交流的有利位置，正是要造就特區政府、

立法機構及全體市民，將“民主自由”與“經濟發展”兩者兼收並蓄，再創

佳績。  

 

 香港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碰撞而生的產物；但我們期待特區應是中西文明

揉合的聚焦。要香港政治生態能夠正常健康發展，必須捍衞民主、自由、人

權、法治的理念，同時要採取多元、包容、理性、務實的態度。貫徹這個道

理，香港不但可以作為國際經濟城市，更可成為現代文明都會。“一國兩制”

的實施，才可擁有意義和生命。  

 

 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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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臨時立法會（“臨立會”）在回歸後第一次會議的正式

召開，意義重大，三讀通過《香港回歸條例草案》（亦稱“回歸法”）正是

今天會議最重要的工作。  

 

 特首辦在上月公布回歸法，目的就是以特區立法的形式，做好因政權交

接而須處理的法律過渡安排，法案內的規定，使司法運作不因政權交接而受

影響；同時，通過回歸法將臨立會在 7 月 1 日之前三讀通過的 13 條特區法例

進行確認，完成整個立法程序；對公務員及政權機關權力的交接，法案亦作

出安排，使原香港政府的權力和義務，轉移給今天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  

 

 民建聯認為回歸法也向國際社會及投資者作出保證，香港不會因立法的

“真空”而出現混亂，香港的運作並沒有改變，香港的法律制度並沒有改變，

香港的投資環境並沒有改變，投資者的利益將得到充分的保障。  

 

 今天的回歸法如獲得臨立會通過，將確保行政權力、司法權力、立法權

力依法轉移，這將有利於港人安居樂業，完全符合 600 萬港人的利益和各方

面在港人士的利益。  

 

 獨一無二的會議，獨一無二的法案，揭開了香港歷史性的新一頁。  

 

 主席，50 年後，也許人們已不再記得臨立會的存在，不再記得我們這群

臨立會議員，但我相信，《香港回歸條例》將以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永載史

冊，並被人傳誦。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法案。  

 

 

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女士，今天要審議及通過的《香港回歸條例草案》不單止

是為了避免香港因政權的轉變而可能出現的法律真空，而且更標誌着英國對

香港一百五十多年來殖民統治的結束，一個新生的、朝氣蓬勃的特別行政區

的成立，香港向前邁進新紀元的開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鄧小平先生提出這個構想來解決香港這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既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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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歷史，又尊重現實；但是，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如何去實現這構

想？如何去學習把香港管治好呢？“一國兩制”的推行，使香港人在回歸祖

國之後，繼續保持現行的社會制度，享受“高度自治”的生活。按照《基本

法》的規定，除了國防及外交之外，香港的一切事務都是由香港人去處理，

不受中央政府的干預，而中央政府亦一再強調，地方政府不得干預香港的事

務，因此，要認真履行這項原則，我們就應該敢於承擔歷史的責任。我十分

反對一些人士動輒引入外國勢力，聲聲求援，向自己的國家、向自已的特區

政府施加壓力，此擧並不可取。  

 

 此外，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是以香港人熟悉的方法來解決，也就是我

們所謂的“港人治港、港事港辦”。我們不能事無大小都要求中央政府出面

來解決問題，這種壞習慣是必須徹底摒除的。我們必須透過香港的機制來解

決香港內部的矛盾、香港內部的分歧，多尋求香港市民的認同、社會大眾的

共識，是唯一實現“港人治港”的最佳途徑。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還有議員想發言？吳清輝議員。  

 

 

吳清輝議員：主席，我們剛剛見證了歷史，親歷了中國正式結束近代史的一

頁莊嚴而動人的時刻，從此香港踏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新紀元。在

這個會堂內，我們有幸參與締造歷史。我們今晚要通過的回歸法具有特殊的

意義   ─   它是香港結束殖民統治，由港人組成的特區政府正式運作的必不

可少的法案，它的通過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及一個時代的開始。回歸法案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第 13 條，而本議會亦已經過詳細討論，其他部分都是為了

延續原來法律的有效性的必要安排。  

 

 主席，在此動人的時刻，正如一些同事所說，社會上存在不同的意見。

在此，我們應多謝他們進行示威，以他們的行動示範了香港特區是有示威自

由，以他們的行動碎粉了他們經常作的悲觀預言。事實上，從他們的行動可

見，《基本法》保證的自由已經兌現，而這個議會的成員，正如我們剛才宣

誓時所作的承諾，我們一定要捍衞《基本法》。同時，我相信未來的立法會

成員亦必定會捍衞《基本法》。讓我們在這個時刻向這些朋友、向這些經常

對特區前途持悲觀想法的朋友說，盡早放棄成見，與我們共同分享香港回歸

祖國，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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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通過回歸法，同時亦希望本會同事，為了法

案的特殊意義，支持通過法案。謝謝。  

 

 

主席：簡福飴議員。  

 

 

簡福飴議員：謝謝主席。本人支持《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剛才夏佳理議員說得好，他說回歸法裏有很多直通車。不過，我不再在

此複述，否則會有犯“擦自由黨鞋”的嫌疑。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在有人無視這種種的直通車，而僅以一己之能

否直通來看整件事情。  

 

 對於這些人，我只想引述兩句大家都熟悉的詩句：“沉舟側畔千帆過，

病木橋頭總是春”。  

 

 香港的 600 萬人是會穩步向前的。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律政司司長，你是否準備發言答辯？  

 

 

律政司司長：謝謝主席。謝謝各位議員發言支持法案。《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的製作，是新政府由上至下，以及跨部門的合作，其間得到各位議員的寶貴

意見，亦是行政、立法以及司法幾個部門共同努力的成果，體現了一個祥和

及互信的好開端。我謹此向各位曾參與法案的草擬及促使法案通過的人士，

致以最高的敬意。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香港回歸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現付諸表決。贊成者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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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二讀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BILL 
 

全委會主席：法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成為全體委員會。  

 

 《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下述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法案。  

 

 

秘書：第 1 至 32 條。  

 

 

全委會主席：現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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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附表 1。  

 

 

全委會主席：由於有議員要求將附表 1 的 13 項條文分開表決，我現向各位提

出的待決議題為：附表 1 第 1 項   ─   《假日（ 1997 年及 1998 年）條例草

案》納入本法案。  

 

 現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附表 1 第 2、 3 及 4 項   ─  

 

 《 1997 年市政局（修訂）條例草案》  

 《 1997 年區域市政局（修訂）條例草案》及  

 《 1997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納入本法案。  

 

 現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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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附表 1 第 5、 6 及 7 項   ─  

 

 《 1997 年立法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  

 《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及  

 《區旗及區徽條例草案》納入本法案。  

 

 現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附表 1 第 8 項   ─  

 

 《 1997 年社團（修訂）條例草案》納入本法案。  

 

 現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附表 1 第 9 項   ─  

 

 《 1997 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納入本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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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要求點票。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附表 1 第 10、 11、 12 及 13

項   ─  

 《 1997 年香港終審法院（修訂）條例草案》  

 《 1997 年司法人員敍用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  

 《 1997 年人民入境（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及  

 《 1997 年宣誓及聲明（修訂）條例草案》納入本法案。  

 

 現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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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弁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此為本法案的弁言。  

 

 我現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回復為臨時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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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回復為臨時立法會。  

 

 法案：三讀。  

 律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主席，《香港回歸條例草案》已經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我動議此法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香港回歸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

過。  

 

 我現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香港回歸條例草案》。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我現在宣布休會，並宣布本會將於 1997 年 7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在立法會大樓會議廳續會。  

 

臨時立法會遂於凌晨 3 時 55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ive minutes to Four o'cl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