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劍虹完成控方7天的主問，張將於下周一（29
日）起接受辯方盤問。

張劍虹確認，黎智英的直播節目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嘉賓，包括前港督彭定康、美國國
防部前副部長Paul Wolfowitz，以及Jack Keane。張
憶述Jack Keane於2020年11月下旬，曾和黎智英討論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黎當時稱： 「最近
啲嘉賓好猛。 」 又稱會包括美國退休將軍Jack
Keane，很有影響力。

張稱當時顧慮國安法已實施一段時間，黎曾被拘
捕並在擔保中，快將要「續保」，便問黎說： 「在這段時
候，請這些退休將軍是否太敏感呢？」 黎回應說：
「以我做了生意幾十年，以我直覺，以我做生意的直
覺吧……他們這樣搞我，我一定去到盡，我無得退。」

張指，以他對黎的多年認識，黎話中意思是指：
「他會找這類勁人做嘉賓，講他要去講的，請求美國
去做事、去保護。」

要求勿刊針對特朗普報道
此外，黎曾向張發訊息指： 「請國際組同事不要

跟紐約時報及CNN針對特朗普，我們《蘋果》要特朗
普政府支持保命，這樣做不太好。」 張解釋當時《蘋
果》發起 「一人一信」 活動，呼籲讀者寫信予美國時
任總統特朗普，希望他可以 「出手拯救」 香港，干預
國安法在港實施；另一方面，黎該段時間密集接受外
媒訪問。

張劍虹說，由於當時特朗普曾說過，中國在港訂
立國安法將有嚴重後果，故黎認為特朗普 「好快會做
嘢」 ，而且將會採取 「好大制裁行動」 。張說： 「黎
生就好期望Trump會盡快出手，所以指示我們此時候
勿用太多針對Trump的譯文。」

此外，控方在庭上展示張傳送給黎的訊息： 「劍
虹兄：年紀老邁，最近感精力不繼，打算自下月起，
每周減寫兩篇世道人生，即星期一三五刊出，繼續寫
時評。」

張劍虹解釋，這訊息是前《蘋果》社論主筆李怡
傳送給自己，他再轉發予黎。

刊登李怡「攬炒」文章
主控官周天行其後引述兩篇 「世道人生」 文章，

分別為〈攬炒的最佳時機〉和〈夜行人吹口哨〉，其
中前者的內容包括 「向國際的訴求就是對中國、對香
港的制裁」 和 「所謂攬炒……是面對強權，要 『置之
死地而後生』 ：沒有置之死地的決心，香港就斷無生
路。」 張確認兩篇文章曾在《蘋果》刊登。

張劍虹於2020年6月下旬在WhatsApp成立名為
「國安法應變委員會」 的群組，成員包括副社長陳沛
敏、執行總編輯馮偉光、港聞組及突發組副總編輯，
但不包括黎。他指群組成立正值國安法快將生效之
時，公司許多同事均對法例會否影響他們工作抱有疑
問，亦有員工反映他們感到擔憂，考慮要否辭職，因
此管理層成立這個群組。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與旗下三間公司涉嫌勾結
外國勢力違反香港國安法

案件昨日進行第17日聆訊。從犯證人、壹傳媒
前行政總裁張劍虹繼續作供，他稱黎智英曾表
示其直播節目嘉賓 「好猛」 ，當中包括美國退
休將軍Jack Keane，張曾問黎會否太敏感，黎

稱以其生意人的直覺是 「無得退」 ， 「他們這
樣搞我，我一定去到盡。」

張稱當時有同事對國安法有疑問，更有同
事感擔憂及考慮辭職，故同事們成立了一個有
關國安法的群組討論相關事宜，該群組後來更
轉至有 「自焚功能」 的Signal，訊息會在1小時
內自動刪除。

乞求美國保護
黎智英：我一定去到盡

《蘋果》發起一人一信求特朗普干預港國安法

大公報記者 馮京

林
定
國
：
23
條
立
法
與
國
安
法
兼
容
互
補

【大公報訊】記者李清報道：
特區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準備進
入最後階段，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
日在電台訪問中表示，要盡快完成
立法，且23條立法與國安法要兼容
互補。

林定國表示，23條立法每個階
段都要盡快完成，但諮詢期間會確
保市民有合理機會表達意見，特區
政府亦會主動在不同界別進行諮詢
工作，盡量聆聽不同人士的意見，
以集思廣益。

林定國指出，科技日新月異，
除眼前的國安風險外，未來亦可能
出現全新形式的風險。23條立法要
有前瞻性，以應對風險。林定國亦
重申，會平衡國家安全及人權自
由，包括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並
非絕對，為確保國家安全，可存在
合理限制。

被問到23條案件是否會與香港
國安法案件一樣，不設陪審團、由
指定法官審理，林定國回應指，包
括23條在內的本地法律不能與香港
國安法有衝突，香港國安法有凌駕
性，與23條的內容要兼容及互補。

林定國預計，在現時的地緣政
治形勢下，23條立法過程中或會受
到不友善的批評。如批評不正確及
不公道，將成立的 「應變反駁隊」
的工作就會回應，以正視聽，向市
民講解23條的正確資訊。

此外，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香港應
盡快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工
作。他指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與
全國人大當年讓香港自行立法，已
屬讓步。

梁振英說，23條 「開宗明義」
說明香港 「應」 自行立法，而非
「可」 自行立法。香港回歸後，基
本法實施至今已27年，過去由於政
治問題未有就23條立法，因此需要
盡快做。

他重申，香港有憲制責任就23
條立法，至於具體如何做，相信特
區政府與立法會將於適當時候處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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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就區議會選舉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故
障，交代事件中期報告。



壹傳媒調查未完
審查員延任半年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昨日宣

布，將調查壹傳媒有限公司（壹傳
媒）事務的審查員陳錦榮的任期再
延長6個月，直至2024年7月27
日。

財政司司長之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22章）第841（2）及
（3）條賦予的權力，委任了陳錦
榮為審查員調查壹傳媒的事務。鑒
於審查員向財政司司長表示上述調
查仍在進行，財政司司長決定將審
查員的任期再延長6個月。

▲黎智英期望《蘋果》獲特朗普政府支持
保命，所以要求《蘋果》勿用太多針對特
朗普的譯文。

黎智英案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選舉管理委
員會昨日就區議會選舉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故障
交代事件中期報告。報告表明，造成故障的主因
是選舉事務處技術團隊在修改系統設計時未有充
分考慮實際操作時可能引起的流量影響，沒有作
充分和全面的承載測試。選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
會擬訂建議完善方案，杜絕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去年12月10日區議會選舉期間，選舉電子選
民登記冊系統發生故障，地方選區投票延至當天
午夜結束。行政長官李家超要求選管會成立專責
小組，調查及檢討事件，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專責調查小組主席文本立昨日表示，事發時
系統伺服器的中央處理器負荷接近100%。經小
組測試後，發現系統的兩個程序存在設計問題，
其運算所需時間會隨着投票時間不斷過去而上
升，因此到下午7時37分，即選舉進行11小時
後，中央處理器不堪負荷。而另一個系統設計問
題，導致個別工作程序在數據庫出現單列輪候處
理的情況，並且不必要地大量佔用伺服器中的資
源。選舉事務處資訊科技管理部人員因應是次區
選運作需要而作出的系統設計改動，但無考慮實
際操作引起的流量影響，未做充分的荷載測試。

陸啟康表示，在區選結束後所公布的總投票
人數和總投票率出現誤差情況。覆核發現，實際
投票人數增加2138人，投票率則為27.59%，較
原本增加0.05個百分點。有關誤差主要由於事故
後的紙質票須人手點票，其間漏算在專用投票站
的投票人數，但強調相關選票已運往大站點算，
選舉結果絕對不受影響。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接受電台訪問
時回應此事，表示政府就事件對受影響的選民表
示歉意。曾國衞重申，即使發生今次事件，亦無
礙今次區選是一個成功的選舉。

區選系統故障 報告揭改動設計致超負荷

梁振英：
23條立法屬港憲制責任

推進智能建設

龍眠山

去年12月區議會選舉期間，電
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出現故障，導
致票站一度要改用人手發出選
票，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行
政長官李家超要求調查事件。選
管會昨日提交事件調查報告，排
除外力破壞因素，認定是技術團
隊沒有作全面承載測試所導致。

相關系統採取 「封閉式」 設
計，除了選務人員可透過選舉事
務處所提供的平台電腦登入外，
任何其他外部人員或裝置均會被
防火牆攔截而無法進入。專責調
查小組全面檢查後，未有發現任
何外部裝置企圖登入系統的紀
錄，因此基本上排除遭受外部攻
擊的可能性。警方亦仔細審視投
票當日各投票站的運作情況，沒
有發現任何證據顯示有人試圖破
壞或影響系統正常運作的情況。

調查小組在進行一系統模擬
測試時，找出問題的癥結。原來
是電子投票系統的兩個程序存在
設計問題，運算所需時間會隨投
票進行而不斷上升。事發時，有

關系統的中央處理器負荷接近
100％，最終不勝負荷而死機。

可見這是一個不該發生的低
級錯誤。首先，香港選民人數才
四百多萬，屬於小型選舉，設計
一個安全可靠的電子投票系統應
該沒有多高的難度；其次，如果
投票前有足夠的測試，可提前發
現問題，及時解決。有關部門需
要吸取教訓，未來設計投票系統
時，需要有足夠的測試，還要考
慮更為複雜的情況，今次沒有外
力破壞，不代表未來沒有。

全球早已進入智能時代，香
港也在全力打造智慧城市。然
而，從 「智方便」 系統淪為 「智
不方便」 ，到抗疫期間接種疫苗
預約系統 「大塞車」 ，從 「康體
通」 推出之初並不暢 「通」 ，再
到電子投票故障且計漏票，無不
反映香港在智能建設上存在不
足，需要高度重視，奮起直追，
盡快改善，杜絕再出類似問題，
打造智慧城市才名副
其實。



盛事聚人氣助力賺財氣
香港致力打造盛事之都，上半年80

項盛事 「浪接浪」 ，特區政府成立跨部
門統籌盛事組，由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
出任組長，未來更會主動出擊，爭取更
多大型盛事落戶香港，這反映了特區政
府積極有為的施政作風，值得點讚。

香港向來是盛事之都，每年都有大
量的國際盛事在香港舉行，涵蓋文化、
藝術、經濟、體育、展覽各方面，展館
的檔期基本上都排得滿滿的。過去的盛
事由各部門或商業機構主辦，相對分
散。特區政府銳意推進 「盛事經濟」 ，
並重視跨部門統籌，由高層協調，這有
利整合資源，打通關節，提供 「一站
式」 服務，讓人感受到特區政府的想做
事、能做事的新作風，有助吸引更多的
大型國際盛事落戶香江。

春節快到，香港即將有一系列盛事
上演，包括大年初二的煙花匯演、大年
初一的花車巡遊。在情人節至元宵節期
間，曾風靡倫敦等地的Chubby Hearts
首登亞洲且落戶香港，直徑達12米的巨
型紅心將在中環展出，另有直徑3米的
紅心在10個地標閃現，為大家製造驚
喜。三月中旬，十大武俠雕塑紀念金庸

百年誕辰，為全球武俠迷帶來朝聖和切
磋的機會；三月底，美國著名國際文化
盛事ComplexCon落戶香港亞洲博覽
館，這是有關活動首度在美國以外地
方舉行，相信可吸引不少市民和遊
客……

盛事連連為香港帶來的好處是顯而
易見的，包括帶來遊客，帶來快樂，帶
旺市道，增加香港的國際曝光率，擦亮
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招牌。特別是，盛事
吸引各國官員、跨國大企業管理層、文
化界頂流、體育界精英等來港，他們的
一舉一動都是國際傳媒關注的焦點，他
們抒發來港的親身體驗，是對香港形象
的最好宣傳，讓更多人了解香港的真實
情況。通過舉辦盛事來 「說好香港故
事」 、 「說好中國故事」 是聰明的做
法，也更有說服力。

中央支持香港建立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盛事經濟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香港要把握國際新潮流、新動向，不斷
鞏固盛事之都的根基，並將 「人氣」 變
成 「財氣」 ，刺激消費，為香港經濟發
展提供新動力。同時也要看到，不管盛
事搞得多麼紅火熱鬧，畢竟是搞氣氛的

活動居多，對香港經濟的直接貢獻率不
會很高，但對亟待提振的樓市和股市能
起到莫大的促進作用。

從根本上講，香港經濟的重心仍在
於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兩方面。前者需
要吸引更多的資金進入香港，而在國際
地緣政治現實之下，香港需要更多向中
東、東南亞等新興市場招手，為 「一帶
一路」 共建國家的基建和商貿提供融資
也蘊含着巨大商機。

發展創新科技、高端產業是香港經
濟的另一大動能。香港目前在 「搶人
才」 、 「搶企業」 方面效果初顯，形勢
令人鼓舞。當然，創新產業需要持續不
斷的大量投入，需要時間培養出成熟的
業界生態，特區政府有必要繼續大力解
放思想，拆牆鬆綁，釋放潛力，並久久
為功。

發展實體經濟和打造盛事經濟，兩
者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正所謂盛
事聚 「人氣」 ，助力賺 「財氣」 。一手
聚 「人氣」 ，一手拚實業，不斷加強科
技創新，不斷發展高端產業，不斷優化
香港的營商環境，香港經濟定能穩步向
好，再現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