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 

 

概況 

 

2020年5月28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決定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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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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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年6月30日獲得通過，並按照《基本法》第十八條的程序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隨即在香港頒

布實施。 

 

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並享有高度自治權的一個地方行

政區域。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亦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職責所在，也

是關乎全體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 

 

鑑於香港特區面臨的國家安全風險日見凸顯，中央從國家層面制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以

堵塞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漏洞，實有必要性和迫切性。這次訂立《香港國安法》是完善「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的重要一步，同時讓香港社會早日回復穩定。 

 

《香港國安法》旨在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條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以及提

供了清晰的法律基礎，有助維護國家安全，扭轉社會亂局，讓香港回復穩定，從而改善香港的營商和

投資環境。 

 

特區政府亦會按《香港國安法》第9條和第10條，加強宣傳和教育，提高香港居民的國家安全概念和

守法意識，亦會用好每年的「憲法日」和「國家安全教育日」，進行更具規模的公眾教育工作。 

 

背景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訂明，香港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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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進行政治活動；禁

止香港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回歸以來，由於種種原因，

特區仍未能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使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領域上長期處於「不設防」的

狀況，需面對不容忽視的風險。 

 2019年6月開始的十多個月，香港飽受社會動盪和暴力示威打擊，不單對本地經濟和社會穩定造

成負面影響，而鼓吹獨立和革命等行為，更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反對勢力和鼓吹「港獨」、「自決」等主張的組織公然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權，除乞求外國

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外，甚至主張制裁香港，反映外部勢力介入香港事務變本加厲。這些舉

措罔顧港人利益，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 

 

《香港國安法》 

 

 制定《香港國安法》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

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保持香港特區

的繁榮和穩定，以及保障特區居民的合法權益。 

 《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獲得保障的則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生命財

產及依法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 



 《香港國安法》共66條，分為6章，分別為：總則；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罪行和

處罰；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以及附

則。 

 《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當堅持的法治原則，涵蓋依照法

律定罪和處刑、無罪推定、一事不二審，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等。《香港國安法》訂

明的罪行不具追溯力，只適用於法律實施後的行為。 

 《香港國安法》亦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依法保護港人根據《基本法》、《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

包括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自由在內的權利及自由。 

 《香港國安法》規定設立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香港特區

國安委），負責和承擔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及主要責任，並受中央人民政府監督和問責。香港

特區國安委設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 

 就《香港國安法》規定的違法案件，除極罕有的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區行使管轄權，包括有關案

件的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均適用《香港國安法》和香港特區的

本地法律。 

 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違法案件的法官，是行政長官從各級法院法官中指定的一批法官。行政長

官在指定法官前，可諮詢香港特區國安委，以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除涉及國家秘密或公

共秩序等情況外，審訊過程應當公開進行，而判決結果應當一律公開宣布。法院亦須確保案件公

正和及時辦理。 

 特區政府轄下警務處和律政司為《香港國安法》的主要執行機構，並已設立專門處理維護國家安

全事務的部門。 

 香港特區國安委於2020年7月6日舉行首次會議，並行使《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所賦予的權力，

為執法機構制定採取特定措施的相關實施細則，以完善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第四十三

條實施細則於翌日生效。 

 國務院設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任命鄭雁雄為署長，以及任命駱

惠寧為香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在國家層面維護國家安全 

 

 全球不同國家都設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涵蓋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對任何國家來

說，國家安全立法均屬國家的立法權力。 

 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並不在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內。《基本法》雖然規定香港特區可自行就

國家安全立法，但並沒有排除中央為維護國家安全而進行立法。 

 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擁

有國家的立法權。 

 全球任何一個國家既不可亦不會對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例如2019年在香港滋生的本土恐怖主義

及分離主義）視若無睹，置若罔聞。 

 

有用連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小冊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 

 
（更新日期：2021 年 1 月 13日）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02444e/cs220202444136.pdf
https://www.isd.gov.hk/nationalsecurity/chi/pdf/NSL_QnA_Book.pdf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02449e/cs22020244913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