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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2016年香港立法會換屆所引發訴訟已為學界廣泛討論，但並未有足夠的目光着落於有關議員提

名和就職方面旳選舉權/被選舉權限制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的愛國者是含義明確的法律概

念，其是得以分享工農聯盟統治權的特殊群體，能容納特別行政區“愛國者”的基礎法律概念。香港愛國者的

標準是尊重中華民族、維護祖國統一和不損害香港的安定團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以及選舉權理論，其標準可適用於選舉權/被選舉權限制。根據法與國家一元論，非中國籍的香港居民一

樣須符合愛國者標準方能享有完整選舉權/被選舉權。依制憲權理論，主權完整是不可修改的憲法基本原則，

作為憲制權的立法權有義務維護這項基本原則，對分裂行為採取制裁手段。愛國者標準適用於立法會議員資格

的限制，也可以適用於香港所有政治選任官員。

關鍵詞：關鍵詞：愛國者　被選舉權 《香港基本法》 制憲權

On the Restraint of Hong Kong Residents’ Right to be 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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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ses that triggered by 2016 reelection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ad been widely 
discussed, but few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the restraint on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right to be elected. Patriots are 
a special group that is able to share the power of the alli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which is a accurate legal concept in 
preambl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and can be applied to the Hong Kong SAR, where a patriot is one who respects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rely supports the motherland’s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nd wishes not to 
impair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and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the suff rage, the criteria of a patriot could be used to constrain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right to be elected of Hong 
Kong residents. In the accordance with monism of law and state, the non-Chinese Hong Kong residents can enjoy the 
rights only if they fi t the patriot standards. According to constituent power theory, sovereignty integrity is an unalterable 
basic principle. The legislative power has an obligation to uphold and thus can adopt sanctions against secession. The 
patriot standards can apply to restrictions on the qualifi cation of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all 
politically elected offi  cial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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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香港立法會換屆上演了“港獨”鬧劇，從參選議員的提名到後來的立法會議員就職宣

誓，本土派的“港獨”份子都試圖挑戰香港的法律，渴望訴諸《香港基本法》來保護其“港獨”行

徑。針對選舉委員會在提名階段、香港特區政府在就職階段對相關“港獨”份子的合法制裁，“港

獨”份子的纏訟則遷延兩年之久。2016年底，因為該事件，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香港基本法》

第104條的解釋；2017年，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判決駁回梁頌恆、游惠貞（以下簡稱“梁游”）的上

訴；2018年末，在參選立法會時拒簽確認書而被取消資格的陳浩天，其所提交的呈請被香港特區高

等法院的區慶祥法官駁回；同時，其所發起的“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被香港保安局取締，2016年

的立法會換屆風波算是告一段落。

因立法會換屆所衍生的一系列訴訟帶來了不少法律問題，如“梁游”案中其所主張的不干預原

則、對議員言論豁免的主張及針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質疑等問題。學界針對這些疑問，展開了

探討，對梁、游的觀點予以批駁，肯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和香港特區法院的判決。針對法院對議

會不干預原則的理解，有學者梳理了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實踐，指出在戰後立憲主義風靡的今日，憲

法至上的觀點漸趨主流，議會的地位被削弱，法院可以憲法守護者的身份干預立法者。1 而梁、游對

於議員言論豁免的觀點，不值一駁，法院判決清楚，學界亦無疑義。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開啟

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其解釋對於宣誓的要求十分嚴格，將合格的宣誓作為出任議員的

必要條件，故而這些本土派認為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行了香港特區的立法權。針對這一點，有學

者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完全是圍繞《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的《宣誓及聲明條例》展開，並未

考量其他非香港法律；且宣誓要求在普通法的母國英國同樣是議員就職的必要條件，故而對於宣誓

儀式的要求和制裁後果，均處於香港法律秩序的範圍之內。2 在另一些學者看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主動釋法，其不僅沒有破壞《香港基本法》中央地關係的格局，反而是在推動《香港基本法》按照

其立法原意向前發展，在原初設計的行政長官主導體制運行多有掣肘的當下香港特區，阻止香港特

區法院系統對於《香港基本法》的不當解釋，避免司法判決將香港憲制的發展導向歧途。3

學者們的研究圍繞具體訟案展開，結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所確立的全國人大與香港、香港

法院與立法會、行政機關之間的權力格局，論證了全國人大主動釋法和特區法院處理這些案件的合

法性。應該看到，從議員提名到就職宣誓，背後都存在着基本權利的影子。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提

名需要另行簽署確認書、不合格的宣誓即行喪失議員資格，都涉及對被選舉權/選舉權的限制。上述

學者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事實上，無論是基於國際人權公約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

香港本地法律，對宣誓的法定要求並未構成對公民選舉權、言論自由的不合理限制，這也見諸於其

他國家和地區的司法判例。”4 但他並沒有展開討論，限制持“港獨”觀點香港居民的選舉權的合法

1 參見楊曉楠：《從“不干預原則＂的變遷審視香港特區司法與立法關係》，《法學評論》2017年第4期，第
39-46頁。

2 見朱含、陳弘毅：《2016年香港立法會選舉及宣誓風波法律評析──歷史和比較法的視角》，《法學評
論》2017年第4期，第28-36頁。

3 參見田飛龍：《一國兩制、人大釋法與香港新法治的生成》，《政治與法律》2017年第5期，第26-36頁。
4 朱含、陳弘毅：《2016年香港立法會選舉及宣誓風波法律評析——歷史和比較法的視角》，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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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合理性何在。易言之，以愛國作為限制選舉權的條件是否具有憲法上的正當性。

選舉權/被選舉權與政治言論的自由在基本權利譜系中，屬於更為接近絕對個人自由一端的權

利。更何況在開放非中國籍香港居民參選立法會的香港，嚴格限制議員必須愛國是否能夠得到香

港憲制秩序的容納尚待討論。在一些學者看來，“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國公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作

為‘居民’必須基於基本法‘愛港’，基於自身國籍而各愛其國，不必愛中國”。5 故而，如果統一

設置嚴格的宣誓效忠要求作為限制選舉權/被選舉權的條件，則仍須探討其合憲性。

筆者以為，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所確立的香港憲制結構，以愛國作為限制選舉權/被選舉

權這一基本權利的條件是合乎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愛國者是憲法中的法律概念，其出現在憲

法序言中，並隨着歷次憲法修改而有所調整，其作為一類特殊群體得以分享政治權力。就香港問題

而言，愛國者的範圍更為明確，愛國者能夠轉換成限制選舉權的條件是中國憲法的基本原則所決定

的。根據制憲權理論，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不能為憲法創設之權力所侵犯的，立法機關及其成員也不

能例外。單一制是中國的國家機構形式，是憲法的基本原則，這就決定了分裂傾向為憲法所不容。

作為憲制權的立法機關自然也有憲法義務來反對獨立，對欲成為立法機關成員的公民選舉權，因其

分裂傾向進行限制，是憲法的必然要求。以下分述之。

習近平在視察南開大學時強調“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鬥、自強

不息的精神紐帶。”6 事實上，愛國是所有民族國家所共有的價值追求。中國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

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愛國主義的思潮。中國在八二憲法序言中寫明了愛國者是社會主義建設所必

須依靠的力量，而後來的憲法修改又數次對其調整，可見其在憲法中的重要地位，即愛國者的身份

是分享我國政權的一種資格。

在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後，歐洲民族國家逐漸形成，而此時的中國還處在明清鼎革之際，只

知天下而不識國家，愛國無從談起。國家、民族、愛國者等概念是近代才形成並為廣泛接受的，中

國古代有的只是一種天下觀。這種天下觀是一種地域觀念，以中原王朝為核心向外輻射，及於政

權、教化所能到達的地方，以此作為華夷之別。7 此時的中國人並無國家觀念，愛國也無從談起。晚

清時期，隨着嚴復等學人對西方思想的譯介，國人與世界的交流加深，再加之康、梁等人掀起的關

於改制的討論，現代的國家觀逐漸形成。8 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民族主義國家觀才正式在中國形

成，其中的領軍人物陳獨秀、胡適等人對民族主義下的愛國主義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產生了較大的

5 田飛龍：《認同的憲法難題：對“愛國愛港＂的基本法解釋》，《法學評論》2015年第3期，第104頁。
6  《紀念五四運動100週年大會在京隆重舉行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9年5月1日，第1版。
7 參見張春林：《解構與建構：近代天下觀向國家觀轉變歷程解析》，《福建論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年

第1期，第146-147頁。
8 參見陳廷湘：《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斷裂與現代性國家意識的形成及其變異》，《史學月刊》2011年第5期，

第54-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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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9 傳統社會之下的宗族法治將個人束縛於宗族的小共同體，經過清末至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

蒙，成功將宗族主義的小共同體擊碎，人民開始轉向依附國家主義的大共同體。10 這一思想觀念的

轉變，無疑為中國後來的政治實踐和憲法制定奠定了基礎。

在社會主義政黨逐漸取得政權的過程中，愛國一樣被作為重要的政治概念。有人質疑作為國際

主義者的共產黨人是否也可以主張愛國主義，毛澤東指出這是可以的，實現民族獨立就是愛國，打

擊侵略者就是幫助了世界上其他受到欺壓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

中的實施。”11 毛澤東將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歸結為統一戰綫、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在談到統

一戰綫時，毛澤東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綫，是工農兵學商一切愛

國同胞的統一戰綫。”12 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統一戰綫的含義又有了變化。毛澤東在《迎接中

國革命的新高潮》指出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團結“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

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份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這是一個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一戰

綫。”13 新的愛國主義下的統一戰綫再次展現出他的力量，為後來新中國的建立貢獻了重要的力

量，這也決定了愛國者能夠作為一個特殊群體而進入憲法。

愛國者雖然在五四憲法制定前，作為統一戰綫的重要主體而受到重視，但五四憲法中並無愛國

者的規定。八二憲法中首次將愛國者寫入憲法序言，並且直接影響了香港回歸，其具體內涵也在香

港回歸諸多問題的討論中變得越來越清晰。

1. 

在民族獨立和內戰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愛國統一戰綫和愛國者群體，並沒有原模原樣的隨着五

四憲法的制定而進入憲法文本。五四憲法通篇沒有提及愛國，憲法序言中的統一戰綫表述為“中

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七五憲法

中，統一戰綫的範圍則更為狹窄，表述為“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

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綫。”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這已經與憲法總則之規定沒有甚麼

差異，其範圍基本相同。

七八憲法序言率先將一部分新的愛國者引入憲法序言，其中表述為“要鞏固和發展工人階級領

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廣大知識份子和其他勞動群眾，團結愛國民主黨派、愛國人士、

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的革命統一戰綫。”

八二憲法較為完整的將愛國者群體加入到憲法序言中，其表述為“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

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

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將繼續

9 參見高力克：《啟蒙者與愛國者：五四知識份子的認同問題》，《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年第2期，第103-104頁。

10 參見秦暉：《“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中）》，《社會學研究》1999年第3期，第53-56頁。
11 《毛澤東選集》，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年，第521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365-366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1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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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和發展。”這一愛國統一戰綫的格局維持二十餘年。在2004年憲法修改時，此條款再次修改。

在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之間加入“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18年的憲法修

改，又將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擴大為“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

2.

從中國憲法原初的理念上看，憲法對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進行了劃分，國家的統治權主要為

第1條所規定的以工農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勞動者所享有。而隨着憲法的修改與變遷，憲法逐漸開放

了國家權力的階級壟斷。正如一些學者所觀察到的，憲法逐漸承認勞動者以外的憲法主體的政治地

位。憲法“首先承認了勞動者的主人地位，同時，作為一種‘和解’，也承認了其他國家建設者的

地位”。14 建設者，作為工農聯盟之外的群體，得以分享到執政者的階級優勢，成為其群眾基礎。15

而這種國家權力的開放同樣發生在憲法序言愛國統一戰綫中，憲法序言中的統一戰綫從 初部分階

級的聯合，逐漸擴大到所有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而正是愛國者取得政權分享者的身份，使得憲

法能夠相容一個特別的地方行政單位，賦予愛國者權利組建一個不合於憲法中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

特別行政區。但是這種權利的賦予，是以愛國為前提條件的。

對憲法序言的簡要梳理後不難發現，除了七五憲法的特殊時期之外，憲法序言中的愛國者範圍

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愛國者的範圍從港澳同胞等較為狹窄的主體，擴大為所有擁護祖國統一和

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這一轉變的根源在於，憲法改變了 初由統治階級獨享政權的

態度，而轉為開放包容的制度設計，容納更廣泛的群體。

五四憲法第1條明確了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的國家，這也就明確了中國的統治權歸屬

於代表社會主義經濟的勞動者群體。同時序言中承認了各民主階級、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為統一戰

綫的組成部分。所以憲法在主要保障統治階級的同時，對這些特定群體的利益也予以承認。如五四

憲法總則第5條承認個人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序言中則承認了與人大制度並行的政治協商會議。

此時的統一戰綫的範圍是相對狹窄的，基本上只保護擁護社會主義的非工農階級群體。所以在五四

憲法的背景下，是無法相容“一國兩制”的，是不能支持特別行政區制度的。

七八憲法雖然提及了愛國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但此時統一戰綫的表述依舊為革命統一戰綫，

愛國仍不是統一戰綫的統領要素。它將愛國者群體和港澳台同胞並行列舉，並無對後者的愛國要

求。這種統一戰綫雖然已經能夠相容“一國兩制”，但並不能很好的支持對港澳台同胞中不愛國人

士的基本權利進行限制。

八二憲法序言所規定的愛國正式成為統一戰綫的統領性要求，而且統一戰綫的範圍也得到進一

步的擴大，不再強調統一戰綫成員的階級屬性，而轉而以愛國作為基礎要求，“統一戰綫由階級聯

盟轉變為政治聯盟。”16 在當時的修憲者看來“統一戰綫的範圍更加廣泛。它既包括了由大陸全

體勞動者和愛國者組成的，以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的聯盟；又包括了團結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

14 王旭：《勞動、政治承認與國家倫理——對我國〈憲法〉勞動權規範的一種闡釋》，《中國法學》2010年第
3期，第83頁。

15 參見王人博：《中國現代性的橢圓結構——“八二憲法＂中的“建設者＂述論》，《文史哲》2018年第2
期，第69頁。

16 劉延東：《鄧小平統一戰綫理論是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綫的光輝旗幟》，《中國統一戰綫》2004年第8期，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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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僑胞在內的，以擁護祖國統一為政治基礎的聯盟。在這兩個範圍的聯盟，構成愛國統一戰綫的整

體，團聚了千千萬萬的勞動者和愛國者，組成了一支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而奮鬥的浩浩蕩蕩的大

軍。”17 這種態度的轉變促成了國家對不同群體在中國政權中地位的承認，而憲法文本則需要對此

類群體予以規定。憲法後來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正是非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地位提升的表現。 

對於非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愛國者，憲法承認其地位，賦予其權利，乃至允許其成立特別行政

區，享有一種類似聯邦制下加盟單位的自治權。但此類群體也有其 基礎的憲法義務，即忠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港澳、台灣、海外的愛國同胞，不能要求他們都擁護社會主義，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對

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否則怎麼叫愛祖國呢？18

所以，憲法承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前提是對愛國者政治地位的確認，而憲法為愛國者早就設定

了基礎的憲法義務，即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故而，以愛國者的標準作為限制基本權利的條件是可

以得到憲法規範證成的。

3.

愛國者本身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香港回歸的政治實踐使得其內涵變得豐富起來。鄧小平給愛

國者歸納了三個要素，“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

繁榮和穩定”。19 這三個要素是在香港回歸之前提出的，但對今天的香港問題依然適用。

（1）尊重中華民族。在民族國家的背景下，愛國與民族認同是互為表裏的關係。尊重中華民

族，就是尊重港澳台兩岸三地人民都屬於中華民族的歷史事實。不搞大漢族主義，也不搞所謂“民

族自決”，而是將自己視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自覺以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來行為。只有符合這一標準

才是尊重中華民族的成員，才是愛國者，才能享有 廣泛的基本權利。

（2）維護祖國的統一。維護祖國的統一指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搞分裂，不支持“港獨”

和“台獨”等分裂行為。中國的地域概念與中華民族所聚居的區域應該基本上是同質概念，可以說

維護祖國統一和尊重中華民族是統一的。所以在民族情感或者說道德層面上講，維護祖國統一是愛

國者的應有之義。

（3）不損害香港的穩定繁榮。前兩個要素可以說是愛國者的積極要素，即要求愛國者應該主動

去做甚麼，而這個要素則是愛國者的消極要素，即要求愛國者不可以做甚麼。不損害香港的穩定繁

榮可以說是尊重中華民族、維護祖國統一的必然要求，是愛國者的 低行為標準。每個個體的愛國

者能力有高低，可能並不能都為國家統一、香港的發展做出多大貢獻。但 少要不給香港的穩定繁

榮做出負面影響，為一些違反香港法治的行為站腳助威。如2014年發生的違法“佔領中環”運動，

持續數月之久，給香港的社會秩序帶來極大的困擾，不僅影響了治安，而且對香港的經濟繁榮發展

也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當時就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這一違法活動破壞了香港法治、和平的形

象，使得香港宜居城市排名大幅下滑，遠遠落後於新加坡，直接影響投資者預期，這一影響難以在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仲勳論統一戰綫》，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年，第467頁。
18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年，第392頁。
19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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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消除。20 作為愛國者即便處於個人能力或生計的考慮不能親力與這種違法行為相對抗，但至

少也不能參與其中，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這就是不損害香港的穩定繁

榮，是愛國者的基本要求。

以上的三個要素與憲法序言所載愛國者背後的精神是一貫的，即以愛國作為分享國家權力的前

提條件，只有在符合愛國者標準的前提下，才能在特別行政區享有 廣泛的權利。

愛國者標準是憲法序言所衍生出的具體法律標準，其主要作用在於對中國非社會主義制度地區

的基本權利主體施加限制。但其作為一種限制基本權利的標準，能否被適用於選舉權/被選舉權？對

於非中國籍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是否也能因愛國者標準而受到限制？在論證了愛國者標準的法律屬

性，以及其可以適用的範圍之後，終極的問題在於，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能不能允許帶有分裂意

向的政治群體進入到立法會，作為治港權承擔者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應該如何對待這一群體。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雖然是香港居民 重要的權利，但其依然要受到一些限制，畢竟除了良心自

由之外並無不可限制的基本權利。根據如今的通說觀點，選舉權的限制主要來自年齡、精神狀態和

是否因犯罪而被褫奪公權，被選舉權的限制略同。而關於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認識，學說史上存在

着不同的看法。相應的，以往兩者的限制條件也存在着諸多不同。不同的觀點背後所映射的是選舉

權與被選舉權的根本差異，也決定了在限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時存在不同的標準。雖然隨着基本權

利的保護範圍越來越廣泛，兩大基本權利的限制也日趨減少，但兩者的差別對待是一直存在的。

關於選舉權性質，歷史上存在過公民屬性說、特權說、個人權利說、公務說、權利兼公務說和

階級說等不同的觀點。21 其中 有影響力的包括個人權利說、公務說和權利兼公務說，不同的學

說的差別影響了對選舉權的限制程度。權利說之下，人民自然享有選舉權，除年齡、犯罪和精神障

礙外國家不得限制，且有投票或者不投票的自由；而在公務說之下，選舉權乃是法律賦予一般公民

之職務，理所當然承認國家對選舉權更為廣泛的限制，而且強制投票也與此學說可以相容。22 發

展至今，權利兼公務的二元觀點更具可接受性，選舉權具備基本權利的性質已為普遍接受。尤其在

中國，選舉權被認為是公民參與國家管理的 基本權利。但被選舉權的性質是否為一項基本權利則

存在爭議，大陸法系的傳統理論認為，被選舉權只是一種被選舉的資格，而非一種主張被選舉的權

利。23“若把被選舉權解釋為被選舉的權利，則更屬錯誤……其實被選舉權沒有權利的存在。這是法

對於具備一定條件的一般人所賦予消極的資格……不發生甚麼可以積極主張的力量。”24 這種學說

20 木曰：《最宜居城市排名大跌 香港輿論：“佔中＂拖累香港競爭力》，《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年1
月16日，第003版。

21 參見張卓明：《選舉權觀念的變遷——以選舉權之性質為中心的考察》，《時代法學》2011年第4期，第
23-33頁。

22 參見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北京：商務印書館，2010年，第163-165頁。
23 參見許崇德主編：《憲法》，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年，第156頁。
24 ［日］森口繁治：《選舉制度論》，劉光華譯，廖初民校，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年，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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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爾森的法與國家一元論是相同的，因為這種統治與被統治關係就是一種法律秩序；所以，在他看

來，在法學的世界裏，國家就是一個規範的綜合體，是集權化的法律秩序，其作為法人是這一共同

體或構成這一共同體的國內法律秩序的人格化。32 凱爾森強調個體的價值取向順應了戰後的世界潮

流，對後世的國家理論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1969年首次出版的《德國國家學》中，當代德國法

學家齊佩利烏斯對於國家的認識，便呈現出與凱爾森一脈相承的旨趣。在齊氏看來“‘法人’只不

過是在人們思維過程中構建出的、作為連接和過渡的歸責方式。簡而言之，法人是一種簡化的歸責

模式，它 終仍會落實為在機構化的聯合體中生活的特定自然人的義務和許可權。”33

綜上，在現代法學的世界裏，法律秩序與國家本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愛國或者說忠於國家與遵

守憲法、忠於憲法是同質的。所以，愛國者標準的適用與憲法的效力範圍是一致的，及於所有在中

國境內的人。憲法雖然並非是附件一所明確列舉的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但根據“一國兩制”

的原理，愛國者部分的規定當然是適用於香港的。大體可以說，憲法中除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以

外，其他條款大都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34 愛國者在憲法中的出現，本就是為了將實行資本主義

制度的香港居民統合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憲法之下的，其適用於香港則是題中之義。

文章開頭提到的立法會宣誓事件和參選確認書風波，是在23條立法沒有實質進展的背景下，才

成為可以進行爭訟的案件。但其背後有更為本源性的問題，即議會作為民意機關能否容納包括分裂

在內的全部政治意見。雖則全國人大的立法解釋事實上明確了對選舉資格的限制，但其法理基礎仍

須再行探討。根據當今制憲權理論的主流觀點，一些憲法基本原則約束着憲法所設立的國家權力，

議員作為立法權力的承擔者，在進行資格選拔時自然也應受到制約。

古希臘的哲學家普魯塔克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問題，如果忒休斯的船上所有的木頭都被逐漸更

換，直到所有的木頭都不是原來的木頭，那麼這艘船還是原來的船嗎？這就是著名的忒休斯悖論，

哲學家的回答莫衷一是。這個問題也可以對應到憲法修改中，如果憲法所有條文都被修改了，那這

部憲法還是原來那部憲法嗎？當今的憲法學理論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憲法上區分出制憲權與修

憲權兩個概念也是為了來保障憲法不被顛覆。修憲權受制於制憲者所留下的束縛，則這種限制自然

及於其他國家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

首先提出制憲權理論的是法國思想家西耶斯，他在《論特權：第三等級是甚麼？》一書中 早

提出制憲權的概念。而在西耶斯的理論中，制憲權屬於主權者，即全體國民。而制憲權是至上的、

無所不能的權力，在他看來修憲權是制憲權的運作，他們都是無所不能的至上權力。他認為“惟有

國民擁有制憲權”、“憲法的每一部分都不能由憲法所設立的權力機構去制定，而是由立憲權力機

構去制定。”35 在這一意義上，民意中存在分裂傾向是人民作為制憲者的當然自由。而後制憲權理

論在德國得到施密特的進一步發展。在施密特那裏，制憲權依然是無所不能的權力，修憲權被改造

為服膺於制憲權的權力。在他看來，“一項憲法律不能違反自己，也不能憑藉其自身的權力予以廢

32 參見［奧］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理論》，沈宗靈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14年，第269-279頁。
33 ［德］齊佩利烏斯：《德國國家學》，趙宏譯，北京：法律出版社，2011年，第126頁。
34 郝鐵川：《中國憲法在香港特區的實施問題芻議》，《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年第5期，第12頁。
35 ［法］西耶斯：《論特權：第三等級是甚麼？》，馮棠譯，北京：商務印書館，1991年，第56、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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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憲法律修改權或修正權也如同一切憲法律權力一樣，是一種受法律規約的許可權……不能

越出其所產生的憲法法規的範圍。”36 終，在日本的蘆部信喜那裏得到完善。蘆部信喜的制憲

權是一種受限的制憲權，他不似前兩位思想家一樣將制憲權視作完全不受限制的權力。他認為，有

一些超實定法的原則構成對制憲權的限制，這些限制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大概包括人格尊嚴、平

等、聯邦主義等內容；而修憲權則不同於制憲權和立法權，它當然不能侵犯對制憲權施加限制的超

實定法原則，同時也不能侵犯憲法的“實質核心”，在日本包括國民主權、和平主義等原則。37

除袪這種關於基本原則的修憲權限制條件外，有些憲法中還有更為具體修改限制，如領土與主

權完整不得修改。現行法國憲法第89條第4款規定，“國家領土完整遭受侵犯危險時，任何修憲程

序均不得啟動或繼續。”38 然而，按照主權國家的標準來看，對於有損領土與主權完整的憲法修改

是當然禁止的。因為領土是主權的基本要素，分裂性的憲法修改是自殺性的行為。主權必然以憲法

為基礎，因為主權不可能在“不破壞自身存在的基礎”的情況下修改憲法。39 美國雖然是聯邦制國

家，但其依然通過修憲方式限制各州獨立勢力進入到國家權力部門，其在南北戰爭後的第十四條憲

法修正案的第四款明確規定“曾經作為國會議員、合眾國官員、州議會議員或州行政或司法官員，

宣誓擁護合眾國憲法，卻又參與反對合眾國的暴亂或謀反，或給予合眾國敵人以幫助或庇護者，不

得為國會參議員或眾議員、總統和副總統選舉人，或在合眾國或任何一州任文職、軍職官員。”40

《香港基本法》第159條第4款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

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香港基本法》的基本原則顯然是重要的基本方針政策之一。按照上文

提及的“一國兩制”理論和《香港基本法》第1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應為《香港基本法》乃至憲法的基本原則，這是修憲權也不能觸碰的基本底綫。那

麼，可以推論，作為立法權及其具體承擔者的議員，也不能對此基本原則發起挑戰。所以在議員任

職資格方面，設定忠於《香港基本法》和維護國家統一的要求符合制憲權理論和《香港基本法》的

根本精神。

立法機關及其成員不能挑戰憲法基本原則不僅是大陸法系的制憲權理論才能推導出來，其實對

於普通法國家，在此類情形下依然要對被選舉權進行限制。在陳浩天案的判決中，區慶祥法官援引

了歐洲人權法院所審理過的一個來自英國議員關於宣誓就職的上訴案件。此案件的判決理由中就反

映了憲法基本原則的不可置疑性，即便是民選議員，立法機關的成員，亦不能對其發起挑戰。在該

案中一個北愛爾蘭的新芬黨議員Adams，在競選中主張愛爾蘭人應當自治，並承諾將按照黨章的要

求拒絕在英國議會下院就職時按照1866年的《議會宣誓法案》（Parliamentary Oaths Act of 1866）向

英國女王宣誓就職。因此，下議院議長依照《議會宣誓法案》，拒絕向其提供下議院議員所應享有

的政府福利，包括席位。所以該議員一路上訴直至歐洲人權法院。在上訴中，該議員主張這一宣誓

36 ［德］卡爾‧施密特：《憲法學說》，劉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年，第139、146頁。
37 參見［日］蘆部信喜：《制憲權》，王貴松譯，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年，第39、46-52頁。
38 《世界各國憲法》編輯委員會：《世界各國憲法‧歐洲卷》，北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年，第282頁。
39  ［美］愛德華‧S‧考文：《司法審查的起源》，徐爽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5年，第17頁。
40 《世界各國憲法》編輯委員會：《世界各國憲法‧美洲卷》，北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年，第6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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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民主原則。41 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官對此觀點的回應是“在本法庭看來，要求民選議員進入下院

前對執政君主宣誓效忠可以被視作對憲法基本原則的效忠，同時也是對被訴國家代議制民主應然的

運行模式。”42 在歐洲人權法院看來，君主立憲制是英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即便是立法者也不能對

其發起挑戰。

雖然歐洲人權法院沒有提及制憲權理論，但其意味已經躍然紙上了。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主

權是惟一的；再加之憲法—國家—主權的緊密聯繫，使得分裂國家成為修憲權，當然也包括立法

權，不能觸碰的禁區。基於此，香港特區政府和選舉委員會對涉事居民被選舉權的限制，以及 後

法院判決的支持，都是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基本原則和精神的。

針對違反領土完整原則的行為所採取的制裁手段，因其作出主體的差別應有不同。如果是立法

機關作出的決議，則有權機關應終止其效力，如西班牙憲法法院判加泰羅尼亞地方議會“以共和國

的形式成立獨立的加泰羅尼亞國家的莊嚴進程的聲明”違憲。對於立法機關的組成部分——議員，在

選舉前要求參選者表明對於憲法基本原則的尊重也是其應有之義。而針對當選議員，其制裁手段則

可以存在多種。立法會主席責令梁頌恆、游惠貞重新宣誓就職是一種制裁手段，而香港特區政府方

面所主張的取消任職資格是另外一種手段。 終全國人大常委會採用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張，雖然

制裁手段嚴厲，但卻是符合制憲權理論和《香港基本法》精神的。

經過上文的闡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憲法序言中的愛國者，是將特別行政區制度融合入一部

社會主義憲法的政治基礎；而愛國者的身份才是港人廣泛治港權的憲法基礎，愛國者標準作為一種

限制港人基本權利的標準可以得到憲法證成。對於被選舉權這種與政治意見表達密切相關的權利，

愛國者標準對其進行限制依然是合理的，無論所涉及的香港居民是否為中國籍。原因在於，現代的

國家觀決定了國家與憲法的同一性，所以法律適用是以主權的地域範圍為準的。根據制憲權理論，

憲法不能允許破壞主權完整這一憲法核心內容的行為存在，作為憲制權的立法權自然不能挑戰制憲

權所劃定的邊界。在香港與立法權運作直接相關的被選舉權一樣要受到制憲權的約束，以愛國者標

準來限制存在分裂傾向香港居民的被選舉權是由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精神所決定的。

如前所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設計本應是行政主導的，但自回歸以來這套體制運行的並不

順暢。一方面原因是來自於香港的文官體制43，另一方面原因與政治選任官員也有直接的聯繫。去政

治化的司法系統、沒有統一愛國愛港觀念的立法會，都間接影響了這套體制的運行。愛國者標準不

僅僅適用於立法會議員選舉中的被選舉權限制，也可以在香港所有政治選任官員的提名上進行廣泛

的適用，以確保負責香港決策的政務官能夠符合愛國愛港的要求。而一般事務性的公務員並不需要

過多進行愛國者標準審查。一方面，此類公職人員太多，手中的決策權並不很大；另一方面，這種

專事執行的公務員忠於國家已經是現代國家的主流觀念。如在德國“公務員的忠誠義務，是德國的

41  1886年的法律誓詞為：“I [name] do swear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to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ccording to law. So help me God.”

42 See Martin McGUINNESS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 no.39511/98.
43 參見陳麗君：《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研究》，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年，第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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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國家的重要構成要素，依德國學界的一般見解，這是不可以經過修憲程序來予以廢除的條

款。”44 加之符合愛國者標準的政務官，香港政府的決策、執行，都將符合愛國愛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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