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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外國制裁法正式施行
反制外國各種遏制打壓及歧視性限制 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新華社及中國人大網消息，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1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會議

經表決，通過了數據安全法、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軍人地位和權益

保障法、新修訂的軍事設施保護法、關於修改安全生產法的決定、

印花稅法、反外國制裁法。其中，備受關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

外國制裁法》於當天晚間在中國人大網全文公布，根據國家主席習

近平當日簽署的第九十號主席令，該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華

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明確規定，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以各種借口或者依據其本國法律對中國進行遏制、

打壓，對中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國內政的，

中國有權採取相應反制措施。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強調，
反外國制裁法的制定出台，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
平外交思想、加快涉外立法的重要舉
措。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致力於與各國互利共贏、共同發
展，但我們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
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
益的苦果。對於各種制裁和干涉，中國
政府和人民將堅決予以反制。全國人大
常委會遵循國際慣例，審議通過反外國
制裁法，為反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提供了法治支撐。
要全面、正確理解法律規定，適時運用
法律開展強有力的反制裁鬥爭。加快推
進涉外立法，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全
文共16條，明確立法目的為了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護中國公
民、組織的合法權益。《中華人民共和
國反外國制裁法》第三條明確規定，中
華人民共和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
治，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
式干涉中國內政。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各種借口或者
依據其本國法律對中國進行遏制、打
壓，對中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
措施，干涉中國內政的，中國有權採取

相應反制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
國制裁法》並授權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
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定、決定、
實施第三條規定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
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並可根據實際
情況決定採取一種或幾種措施（見
表）。

法例無礙華與其他國家關係
在當天舉行的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
有外媒記者問，剛剛中國全國人大
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反外國制裁
法。可否介紹一下有關立法意
義？該法是否會影響中國同一
些國家的外交關係？對此，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重申，
為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尊嚴和核心利益，反對西
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多次
宣布對有關國家的實體和
個人實施相應反制措施。
同時各界也認為國家有必要
制定一部專門的反外國制裁
法，為中國依法反制外國歧視
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支
撐。汪文斌表示，至於該法會不會
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這種擔心
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反外國制裁法10日經全國人大
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並正式實
施。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
問題研究所副教授戚凱就此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近年來，美國等

部分西方國家圍繞涉港、涉疆等事務
強行制裁、干預中國，中國出台反外國制裁法是法
律意義上的宣誓，反對濫用制裁。通過立法反對外
國的干預，是國際通行辦法，包括歐盟在內的多國
都曾出台相關法律。他認為，通過這部法律實施，
中國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等，應對挑
戰、防範風險的法律「工具箱」將更加充實。

近期以來，美國等國家借香港等內政問題不斷向
中國發難，甚至啟動制裁官員個人等手段。專家認

為，拜登政府對特朗普的政策具有延續性，美國干
預中國事務、制裁中國機構與人員的基本法律和政
策立場不會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實施反外國制
裁法，為中國的反制裁提供法律支持十分必要。

戚凱表示，美國的很多法律法規均含有「長臂管
轄」的內容，相關「武器庫」規模龐大，一旦有需
要的時候，可以隨時調用合適的「武器」。他認
為，為應對「長臂管轄」的挑戰，中國也需要建設
自己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充實自己的『工具
箱』」。

可及時阻遏非法制裁損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認為，反

外國制裁法主要將在兩個方面產生作用。首先是阻

斷，也就是及時阻止外國非法制裁可能產生的損
害，讓那些制裁不發生效力。第二是反制裁，對於
對方的制裁，中國將根據需要選擇同等制裁，或者
讓對方更加痛苦的反制裁。他表示，這部法律為此
提供了很多工具，比如限制出入境，凍結資產賬
戶，對有關實體和個人進行制裁、使之和外國制裁
相對等等。

戚凱表示，為了對抗美國濫用「長臂管轄」，
歐盟曾經出台《歐盟阻斷法》。通過立法，反對
外國濫用制裁、干預，也是國際通行的辦法。他
表示，面對西方國家濫用制裁等問題，仍需要多
管齊下，包括積極地在國際制度的框架內解決這
些衝突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充實法律「工具箱」應對「長臂管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
某些西方國家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實施所
謂「制裁」的霸權主義行徑，10日下
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反外
國制裁法。近日外國媒體分析，該法將
為中國政府抵抗來自美國及其盟友的壓
力奠定法律基礎，為中國企業築起「防
火牆」。
據俄羅斯《獨立報》當地時間9日報
道，西方正在美國領導下對中國採取歧
視性措施。這些國家出於政治和意識形
態偏好，不斷散布關於所謂「侵犯人
權」的流言，目的是遏制中國的發展；
它們還以本國法律為依據，對中國官員
和技術公司實施制裁。
報道指出，歐盟有保護其公民和企
業不受非歐盟國家法律迫害的規定，
美國則有更多在境外追捕涉嫌違反美
國法律者的法律工具。而中國目前基
本還沒有此類立法。目前，中國政府
僅宣布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以
及對美國、歐洲政客實施制裁。如
今，將以法律形式把此類舉措固定下

來。

向美國發警告 將啟系統反制
「此舉將有助更有依據地打擊敵對勢
力，為中國企業築起法律『防火
牆』。」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代
所長阿列克謝．馬斯洛夫指出：「中國
需要將它已採取的制裁正式化。此外，
該法也是向美國發出的警告。中國意識
到，美國正在『系統性地與中國作
戰』，中國也開始系統性地反制，使企
業不再害怕這樣的角力。」
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報道，在此之前
的相當一段時間，美國、歐盟、英國、
加拿大等國家多次宣布對中國政府機
關、組織和官員實施制裁；另外，包括
華為、中興、TikTok 等在內的越來越多
中國企業也受到美國的制裁。
報道指，作為應對，中國商務部曾出
台一些行政規定，這次的立法被稱為是
在法律層面的補充，為反制行為提供法
律框架，並允許中國企業就外國制裁尋
求賠償損失等訴訟舉措合理化。

外媒：立法為華企築法律「防火牆」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
議議101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會議通會議通
過反外國制裁法等過反外國制裁法等。。 新華社新華社

反外國制裁法焦點問答
Q：這部法律的名稱確定為反外國制裁法，在適用對象上有哪些考慮？

A：這部法律定名為反外國制裁法，引人注目的是一個「反」字。中國在對
外交往中一貫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動輒搞所謂「單邊制裁」，
反對個別西方大國利用經濟、科技、軍事實力，揮舞大棒，今天制裁這
個國家，明天制裁那個國家。這些「單邊制裁」不管以什麼名義、什
麼借口，都是非法的，都是霸凌行徑的表現。

法律名稱應體現法律適用的主要情形和重點對象。制定反外國制
裁法，主要目的是為了反制、反擊、反對外國對中國搞的所謂
「單邊制裁」，維護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護中國
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這是一部指向性、針對性強的專門法
律，內容簡明，特點鮮明，用「反外國制裁法」來命名，可
以說是名副其實、恰如其分。反外國制裁法主要針對外國干
涉中國內政的所謂「單邊制裁」，為中國採取相應反制措
施提供法治支撐和法治保障；同時，這部法律也為中國在
一定情況下主動採取反制措施應對打擊外國反華勢力、敵
對勢力的活動提供了法治依據，對此，反外國制裁法第十
五條作了相關規定。

Q：制定實施反外國制裁法，會不會給國家對外開放帶

來不利影響？

A：不會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
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
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准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都將「統籌發展和安
全」作為未來發展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並作出戰略部
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中國深
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心和意志是堅定不移的，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和意志也是堅定不移
的。

近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高度重視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的法治建設，同樣高度重視擴大對外開放方面的法治建
設。2019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為促進外商投資、優化營商環
境、擴大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在6月10日下午閉
幕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與反外國制
裁法同時通過的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
等，都是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新舉措。

Q：除了新近出台的反外國制裁法外，國家還有哪些法律法規

規定了反制性質的措施？

A：一些西方國家出於各種目的對中國公民、企業或者其他組織採
取歧視性限制措施，不限於搞所謂的「單邊制裁」措施，還有其他

形式的、與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相背離的限制性措施。中國現
行法律中已有一些法律作出了類似反制措施的規定。例如，2020年10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第四十八條規
定：「任何國家或者地區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

和利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該國家或者地區對等採取措
施。」又如，2020年9月和2021年1月，經國務院批准，商務部先後發布

《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和《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考慮到
上述情況並為今後類似情況在法律上預留空間，反外國制裁法專門作出一個銜接性、

兼容性規定，即第十三條規定：「對於危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除本法
規定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可以規定採取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

來源：新華社

新法列明反制措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第六條

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據實際情況決定對
有關個人、組織採取下列一種或者幾種措施：

（一）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
出境；

（二）查封、扣押、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
和其他各類財產；

（三）禁止或者限制中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
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

（四）其他必要措施。 來源：

中國人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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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寶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
九次會議10日下午表決通過《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對於這部法律的亮點，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副主

任王翔近日表示，該法賦予海南更大的改革開放自主權。從立法
權限上來說，按照《海南自由貿易港法》的規定，海南自由貿易
港可以在遵循憲法規定和法律行政法規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制定海
南自由貿易港法規。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規可以對法律、行政法規
的一些規定，根據海南的實際需要做一定的變通。
參與立法的專家學者認為，用足用好自由貿易港法規制定

權，在立法事項上要有所取捨，應當依據本法，重點圍繞貿易
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等自由貿易港建設亟需的事項進行。「我們
正抓緊研究自由貿易港法律法規體系的『四樑八柱』，加快
地方立法，特別是做好自由貿易港破產條例、公平競爭條
例、商事註銷條例、徵收徵用條例等重點領域立法。」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胡光輝說。
在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該法確立「一線放

開、二線管住」的貨物貿易監管模式，對負面清
單之外的跨境服務貿易，按照內外一致的原則
管理；在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全面推行
極簡審批投資制度，完善投資促進和投
資保護制度，強化產權保護，適用
專門的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和
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清
單，逐步實施市場准入
承諾即入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