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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本港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25日）會到立
法會出席「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
會」，探討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等議
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出席立法會會
議後見傳媒時，被問及是否農曆新年前
會展開基本法第23條諮詢，以及目標
是否在立法會暑假休會前通過時表示，
「（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要盡早做，
早一日完成立法，就少一日的風險。」
香港法律界人士昨受訪時對基本法第23
條立法表示支持，認為只有完成立法，
進一步填補國家安全上的漏洞，香港才

會有更穩定的法治及營商環境。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表示，如今的國安問題比2003年更為
複雜，特別是外國干預特區繁榮穩定的
威脅必須妥善處理。基本法第23條立
法已拖延太久，加上2019年香港發生
的亂局尚有餘波未了，盡快立法可令特
區進一步穩定下來，又認為今次立法的
重大爭議不多，諮詢時間無須太長。
談到諮詢內容，他指社會對叛國罪

沒有太大爭議，需要諮詢的部分可能是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

行政治活動、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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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重點不是有關組織是否政治組織，
而是該組織在香港從事什麼活動，或者
與香港政治組織的聯繫去到哪裏，有否
意圖或傷害到國家安全的效果。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教授傅

健慈指國家安全愈牢固，市民權利自由
更有保障。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並維護國家安全，完善相關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具有重要性和必要
性，完成23條立法工作，刻不容緩。

電話騙案的手法層出不窮，通訊辦近期與
香港特區政府不同部門，及電訊商合作打擊。
在可疑境外來電方面，去年截至上月底，已攔
截超過210萬個可疑來電，並發出超過2,200
萬個話音或文字訊息提示。在通訊辦、執法部
門與電訊商的合作下，成功令電話騙案數量減
少約三成，未來會不斷優化措施和加強提防電
話及短信詐騙的宣傳活動。另外，通訊辦去年
底推出「短訊發送人登記制」後，電訊商、警
方及銀行業相繼宣布參與，未來會協助政府部
門、決策局及其他機構參與該計劃，預計下月
起開放申請。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事務總監
梁仲賢昨日表示，通訊辦在去年底率先於
電訊業推出「短訊發送人登記制」，警方
其後宣布參與，周日起亦會開放予銀行業

申請。
梁仲賢表示，入境處已向通訊辦取得註冊

身份，稍後將正式參與，效率促進辦公室亦表
示有興趣，相信陸續會有更多政府部門加入，
之後會協助政府部門/決策局、其他機構，及邀
請公共服務機構例如醫管局參加，並計劃下月
起開放申請。
通訊辦、執法部門及電訊商成立的工作小

組進行多項打擊詐騙措施，根據警方數據，去
年首11月平均每月有272宗詐騙案，較前年最
後一季平均381宗減少約三成，呈放緩趨勢，

近兩個月電話騙案有關攔截數目亦有所下降，反映措
施開始奏效。
通訊辦亦於去年4月起要求電訊商攔截源自境外的

「+852」可疑電話，截至去年底已攔截210萬個此類
來電，亦就境外來電發出超過2,200萬個話音或文字訊
息提示；電訊商去年6月起監察並識別懷疑詐騙電話，
截至去年底已暫停約51萬個本地流動電話號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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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昨續針對《蘋果日報》英文版
向張劍虹提問，指張劍虹早前證

供提到，黎智英利用《蘋果日報》引起
西方國家注意，使他們採取對中央、特
區政府的制裁行動，張劍虹予以確認。
控方問到《蘋果》於2020年5月推

出英文版與黎智英的編採立場有何關連
時，張指黎的其中一個目標是針對當時
正在訂立的國安法。當時黎智英向《蘋
果》管理層表明要成立《蘋果》英文
版，並在「English News」WhatsApp
群組說得很清楚，就是《蘋果》英文版
寫手立場要「偏黃」，不需要平衡報
道。
控方在庭上展示WhatsApp 群組

「English News」內訊息，其中黎智英
向時任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
（Nick）說道：「我們主要目的是外國
人撐《蘋果日報》，尤其美國政治人物
訂閱《蘋果》對我們的政治庇護更重
要……」張劍虹解釋：「黎生要《蘋
果》辦英文版，希望美國政治人物訂閱
《蘋果日報》，為《蘋果日報》提供重
大的『政治保護』。」

張供稱，黎智英提到爆發新冠疫情
後，「反中情緒係最需要，即係美國人
最需要反中情緒」，故希望《蘋果》英
文版「走向美國」，「希望美國人成為
《蘋果》及美國政治嘅槓桿。」法官李
運騰詢問「槓桿」是什麼意思，張稱：
「我理解係影響美國民意，從而對美國
政治產生作用……希望美國可以出手做
啲敵對行動，幫到香港同保護《蘋果日
報》……包括要求制裁。」

邀美政要訂閱 盼提供政治保護

控方展示黎智英在群組內發送的訊
息，部分內容指黎對英文版的期望是
「集中做最好的評論、專題、最大的新
聞，設計好版面推出……如外國人想透
過支持我們來支持香港，我們就得救
了。」控方問訊息中「外國人支持」是
什麼意思時，張劍虹稱，當時黎智英希
望支持香港的外國人透過訂閱《蘋果日
報》去表達支持，一方面為《蘋果》帶
來財政收入，一方面是政治保護。
張劍虹指Mark Simon負責處理在

美國發送消息的方法及渠道、邀請美國

官員、政要訂閱《蘋果》英文版，例如
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時任國務卿蓬佩
奧，以及介紹英文版寫手。張供稱黎智
英覺得若有美國政要訂閱《蘋果》英文
版，可為《蘋果》提供最大的政治保
護。法官李運騰詢問美國政要最終有否
訂閱？張稱沒有，並指Mark Simon告
訴他，黎想經 Mark Simon 邀請特朗
普、蓬佩奧訂閱英文版，但美國政要的
付款記錄不可以留在蘋果網站，所以
「應該沒有成功」。
另據黎智英發送訊息指：「我愈想

愈覺得英文版應該着重『大陸新聞』，
專題和文章花絮等，在疫情肆虐後掀起
的反中情緒，這些是美國人最需要
看。」張解釋，黎提到疫情後「反中情
緒喺美國好犀利，所以美國人更需要睇
到呢啲反中文章囉」。控方引述黎智英
發到群組的訊息指，英文版不需考慮要
向外國人呈現「不同顏色」的觀點，不
需要持平，不需要中國正面消息。李官
詢問是否不會報道中國的正面新聞，只
會報道負面新聞，張劍虹同意並稱「英
文版仲更加極端好多囉，我可以講。」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
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外危害國安
案，昨踏入第十五日審訊。控方「從犯
證人」、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繼續
作供。張劍虹供稱黎智英成立《蘋果》
英文版時，「講到明」立場要「偏
黃」，不需平衡報道，又表明爆發新冠
疫情後要迎合「美國人最需要反中情
緒」，推出英文版《蘋果》會促使美國
對華採取制裁，同時得到財政支持和政
治庇護，故指示英文版《蘋果》選擇性
報道中國負面新聞，提供更多「理由」
讓美國對中國採取敵對行動，因此英文
版《蘋果》報道手法比中文版更極端。

260億項個資外洩 私隱署籲防騙
近日多個網上平台包括X、LinkedIn、Telegram及

騰訊QQ等發生全球性資料外洩事故，尤以內地騰訊
QQ洩漏的數據最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日
表示，雖然現階段未有進一步資料顯示是否有香港的
用戶受影響，但由於涉及大量個人資料及多個市民常
用的社交媒體，提醒相關社交媒體及網上平台的用戶
提高警惕，並採取更改賬戶密碼等措施，保障個人資
料安全。
近日外電引述網絡安全網站和CyberNews報道，

資料洩漏包含12TB規模的數據庫，儲存了260億項個
人資料，大部分外洩數據可能來自以往的資料外洩事
故，包括多個社交媒體及網上平台的全球用戶紀錄。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回應稱為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署方建議相關社交媒體及網上平台用戶採取5大措
施，包括考慮更改有關平台賬戶密碼，並啟用多重認
證功能；留意個人電郵或賬戶有否不尋常的登入紀
錄；如懷疑信用卡資料被外洩，應通知信用卡公司，
或申請更換信用卡；收到可疑的來電、短訊或電郵時
要提高警覺，切勿隨意打開附件或披露個人資料，以
及對網絡釣魚及其他詐騙行為提高警覺。

鄧炳強：23條早一日立法少一日風險

張劍虹稱手法較中文版更極端 冀讓美國採取敵對行動

黎指示「蘋果」英文版唱衰中國
■警方曾大舉搜查壹傳媒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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