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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基本法1515年行之有效年行之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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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十五年，基本法行之有效，但
在梁愛詩看來，推廣基本法仍面對三大困難
，對這一新制度的實踐，各界仍需要有開放
的腦筋。

梁愛詩指出，推廣基本法的首要困難是
，港人對中央和特區的關係沒有一個很好的
理解。以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為例，梁愛詩
說，每個公民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通
常國家安全立法需由中央政府做，因為中央
政府才最清楚什麼法律可保障國家安全，
「但責成特區政府自行就二十三條立法，是

給我們一個空間，以及照顧到香港的不同情
況。」她認為，有些人一提起二十三條立法
就非常抗拒，是因為他們在殖民地長大，對
國家觀念比較模糊。梁愛詩表示，港人在處
處維護核心價值的同時，也應該要明白 「回
歸不只是換了一面旗，改個名，而是一個對
國家民族的認同、國民身份的接受。」

未能清楚掌握條文
港人對基本法條文掌握不清楚則是另一

個問題所在，梁愛詩指出，回歸前，有人經
常講，香港的防務、外交歸中央管，其餘什

麼事情都是自己管， 「這其實是一個誤解，
看基本法的條文，香港很多事情上中央仍然
有一個角色。」她表示，基本法規定，香港
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有一個從屬關
係，「中央對特區的權同責，不是隨意的，全部
在基本法的條文中都清楚提出……大家對這
個不明白的時候，每當中央做什麼，就說中
央干預，其實是他們沒有掌握基本法條文。」

如有關政改的問題，梁愛詩說，特區的
設立，制度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用
法律來做規定，而政治制度是特區制度很重
要的部分， 「如果可以特區自己改的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她
又指，在基本法附件一、二中寫明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若要修改的時候要如
何做，但有人卻指中央的參與是一個干預，
其實是自己沒看清基本法的條文。

對於如何更好地推廣基本法，梁愛詩表
示， 「新的制度，大家要有開放的腦筋，兩
地的法律工作者、法官、學者、法律界多交
流，對對方的制度有些認識。」她說： 「經
過這麼多案件裁決，我相信，這個制度會越
來越成熟。」

回歸初期，香港正值中西法律文化交鋒、鬥爭的時期
，要在這種緊張的氛圍中取得突破，重擔自然落在律政司
的肩膀上。回顧七年多的律政司司長生涯，梁愛詩引用清
朝沈葆楨為鄭成功祠所題的一句對聯以作概括： 「極人生
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在雲淡風輕的語態中，
展現其堅定不移的意志。

從律師到律政司，梁愛詩說，原本並無想過加入政府
服務，但卻被一個簡單的信念所推動， 「我在香港長大，
在香港生活，既然香港需要我，我就不會推搪這個責任。」

作為首名華人律政司司長，亦是特區首名律政司，在
梁愛詩的眼中，一切都是新嘗試， 「作為一個律師，要將
案件做好，就是要令當事人滿意；但作為律政司，要對當
時六百萬市民交代，也不容易。尤其在社會上未有共識時
，就要看看法律基礎是否足夠，要深思熟慮，一旦決定了
，就不能因別人的批評而退縮，要做到底。」

當然，梁愛詩在這過程亦碰過不少 「釘子」，吸取了

很多教訓， 「當時每個案件都是新挑戰，有些做到，有些
做不到，但最主要都是要盡力去做，更重要的一點是，要
及時檢討。在推二十三條立法後，政府做了檢討，看看當
時出了什麼問題，發現是時機不成熟，到後來做政改，政
府先後做了五個報告，一步一步帶着市民前行，慢慢解釋
，最終社會才會接受。」

卸下官袍後，梁愛詩出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繼續專注法律，偶爾也會在社交場合亮相，吸引大批
傳媒追訪，但梁愛詩多數禮貌婉拒。梁愛詩說，如非必要
，都不會「指指點點」， 「好多時候不回答記者的問題，不
想給政府壓力，除非講了出來有用或有需要，才會講。」

一頭銀髮、一身素淡衣裝、舉止優雅，這是梁愛詩給
人最深刻的印象。然而，在這個斯文、高貴的形象下，是
一顆堅定、勇敢的心，在崎嶇蜿蜒之路上，盡心盡力，與
港人相扶前行；在風高浪急之時，無畏無懼，為港人挺身
而出；在繁華盛世之下，低調沉穩，繼續默默耕耘。

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1939 年出生，籍貫廣東南海。
1961 年考取香港大學入學資格，接
受律師專業訓練。1988 年獲香港大
學法律系碩士學位。

於1968年取得律師資格後開始
私人執業。任職律政司司長之前，
曾經參與多個政府委員會工作，包
括：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平
等機會委員會、社會福利諮詢委員
會和稅務上訴委員會。曾任國際法
律婦女協會主席一職。在香港回歸
之前的一段時間，她參與成立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工作，就有關法律事
宜，向候任行政長官提供意見。
1997 年 7 月 1 日，出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首任律政司司長。2002 年 6 月
至2005年10月任香港特區政府律政
司司長。2006 年 2 月和 2008 年 6 月
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2002 年因 「致力為公眾服務，
表現卓越」 榮獲大紫荊勳章。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為香港歷史揭開了新的一
頁，在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看來，這一天正
是香港法律制度的新起點。梁愛詩指出，回歸後香
港有了基本法作為一個憲制性文件，同時普通法的
靈活制度繼續在港實施， 「兩者一方面有穩定性，
一方面有靈活性，令我們的法律制度可以不斷完善
。」 但正如所有新的事物一樣，基本法亦需經過一
段時期，大家才會適應。梁愛詩認為，十五年來，
香港有不少圍繞基本法的爭議，但經過每件案件，
港人對新的制度更加明白，對 「一國兩制」 也更有
信心。

本報記者 石璐杉 馮慧婷

雙
非
問
題

法
律
解
決

推廣仍存困難
法律界欠開放

律政路上 堅定不移

變與不變的爭論，一直是香港回歸前與回歸後的焦點所在
。梁愛詩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回歸之前，很強調原有的制
度一切不變，甚至很多人認為回歸之後繼續使用普通法制度，
但 「普通法不變」，是指普通法下的條例、附屬條例和原有的
習俗法繼續在香港實施；回歸後最大的轉變是基本法在香港實
施， 「我們一定要接受，並不是只是保持原有制度，而是我們
有一個新的制度─基本法來做一個基礎。」梁愛詩說： 「基
本法是內地通過的法律，當然與我們熟識的普通法有距離，所
以一定要接受一個制度，並且兩者磨合，才能成功將法律制度
順利過渡，而且讓它不斷完善。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優勢。」

需經過渡才適應
梁愛詩指出，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在一九九七年後，香港

有基本法作為一個憲制性文件，憲制性文件不輕易去改變和修
改，給了我們一個穩定性；同時普通法是靈活制度，活生生的
法律，好似一棵樹，它會成長。但她亦指出，正如所有新的事
物一樣，基本法需要經過一段時期，大家才會適應。

梁愛詩作為回歸後首任律政司司長，回想起當年的種種法
律挑戰，仍然感到非常難忘。首先，特區政府一成立，立即有
馬維騉案，挑戰臨時立法會的合法性。梁愛詩指出，臨時立法
會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通過了《香港回歸條例》，將香港原
有法律、公務員制度和法官任命等繼續延續，如果臨立會非法
，這條條例也就無效，亦等於劃了個界限，回歸以前的法律和
制度等全部無效，這會引起社會極大混亂。 「但好彩一個月法
院就作出裁決，肯定了臨時立法會的地位。如果不是的話，行
政、立法、司法，無立法，就會跛腳。」

此後的居港權案亦是一個港人最為熟知的例子，梁愛詩指
，一九九九年一月，終審法院作出裁決，在香港出生的嬰兒或
是香港人在外生的子女，在香港可以有居留權，但其出生時父
親或母親需已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當時的終審法院裁決亦指
出，如果全國人大或常委會做的事情是不合法時，終審法院可
宣布無效。 「這其實是一個憲制危機。」梁愛詩指出，香港為
全國的特區，雖然終審法院是最高的司法機關，但不可以質疑
全國最高權力機構的權力。後來法庭澄清，權力來自《基本法
》，是全國人大賦予，故若全國人大或常委會按基本法、按法
律程序做事，便不能質疑，如果人大常委會對法律做出了解釋
，我們必須以此為依歸。 「換句話說，（終審法院）將位置擺
返正。那是一個好緊要的決定。」

釋法非為港而設
談及基本法的解釋權時，梁愛詩表示，基本法明確規定，

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確保中央對特區的政策方
針能正確實施。她說，在普通法國家，只有法院有權威性，可
以對法律進行解釋， 「全國這麼大，全國性的法律，如果在這
麼多省，情況不同的時候，出現兩個省對同一條條例的解釋不
一樣，是不是需要一個更高的權威去作出解釋呢？所以釋法這
件事並不是特別為香港而設的。」

法律界人士起初對提出釋法十分反對，並發起三次遊行示
威，梁愛詩認為，當時大家未曾認識新事物，有反對和抗拒並
不出奇，經過幾年，中央也不太想行使法律解釋權，只會在特
區不能解決時才行使。 「回歸後四次釋法，大家漸漸接受程度
更高了，慢慢一步一步做出來的。大家對一國兩制比較有信心
。」梁愛詩認為，回歸十五年來，圍繞基本法的爭議，經過每
件案件，法律界積累了經驗，港人對新的制度也更加明白，而
香港的法律制度也正因此得以不斷發展。

【梁愛詩】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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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指出，香港為全國的特區，雖然終
審法院是最高的司法機關，但亦不可質疑全
國最高權力機構的權力

回歸十五年來，香港政制和法制發
展經歷不少重大事件，由最初的 「吳嘉
玲案」、 「莊豐源案」，到近期在社會
上引起激烈討論的 「雙非」問題，社會
各界都不斷在《基本法》框架下，在摩
擦中探索發展之路。

梁愛詩當年上任律政司司長後，遇
到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居港權之爭
。為回應社會各界憂慮，當時特區政府
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向人大提請釋法。

面對現時的 「雙非」問題，梁愛詩
認為，單用行政方式修修補補始終仍會
有漏洞，法律問題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
決，法律解釋是其中一個較直截了當的
方法。至於有意見認為，可透過修改
《基本法》阻止 「雙非」孕婦來港，梁
愛詩指出，這種做法並不適當，因人大
常委會早已對基本法第24條的相關內容
作出解釋，且法例本身並沒有出錯，沒
有修改理由。

十五年來，香港按照《基本法》循
序漸進發展民主，梁愛詩說， 「民主不
只是選舉方式，是一種文化，是社會的
文明，要有包容的態度，讓少數人的聲
音都應該有機會表達。」她認為，將來
的普選模式要與香港實際情況相符，政
黨亦要培養政治人才，但現時社會仍未
就普選模式達成共識，若只將時間花在
政治爭拗上，而不是討論一個可行的方
案，反而會拖慢步伐。

梁愛詩坦言，香港未來還有很多問
題要處理，如經濟、房屋、教育、人口
政策等，除要提高自身競爭力外，亦需
努力參與國家發展，才能達致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