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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
報訊】記者
馮京報道：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
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 「串謀勾結
外國勢力」 等罪，案件昨日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展開
第22日審訊，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
劍虹完成作供，下午傳召第二位控
方證人、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

陳沛敏在控方主問下，確認自
己在2021年6月17日因本案首次被
警方拘捕，當時她任職《蘋果日
報》副社長，其後獲准保釋，同年7
月21日再被捕及正式起訴，及後一
直還押。陳沛敏被控串謀勾結境外
勢力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兩罪，她
早前承認串謀勾結境外勢力罪，而
另一罪則存檔法庭，昨天以 「從犯
證人」 身份作供。

陳沛敏供稱，在香港出生，大
學畢業後任職傳媒至1996年加入
《蘋果日報》當高級記者，主要負
責本地新聞，其後獲晉升，有機會
協助處理國際新聞。2015年起曾擔
任總編輯，一年後確診癌症三期，
因而休假7個月接受治療。之後身體
較差亦擔心復發，向上司表示承受
不到總編輯的壓力及責任，獲同意
下改任副社長。

「佔中」後黎「企得前咗」
控方問陳沛敏任職高級記者

時，《蘋果日報》是否一份政治性
報紙，陳沛敏回應說，被告黎智英
會考慮娛樂新聞會否吸引更多讀
者，又憶述當年除了着重新聞娛樂
性，同時着重揭發一些牽涉公眾利
益的醜聞。她又說擔任高級記者
時，與被告沒有什麼交流或單對單

傾談、亦不是見過好多次。
控方問陳沛敏當副總編輯期

間，2014年發生 「佔中」 事件，有
無多了機會見到被告黎智英，陳沛
敏回應多了；又說《蘋果日報》
「佔中報道多咗」 ，娛樂新聞報道
「少咗」 ，在 「佔中」 數個月期
間，《蘋果日報》每日都有報道。
被告當時 「試過一段時間成日去金
鐘嗰度坐」 ，親自落場成為新聞的
一部分。 「佔中」 事件後，《蘋果
日報》同事們認為黎智英在社會活
動 「企得前咗」 。

控方問及，當陳於2014年與黎
開會時，會議有否提到 「佔中」 事
件？陳指 「可能有」 ，因為黎有親
自參與這場運動，而 「大家可能都
係記者嚟㗎嘛，都會想，佢（黎）
本身都成為新聞嘅時候，都想問下
佢嘅情況。」

陳沛敏：黎智英親身參與佔中 電競亞洲盃隊名出錯 港隊退賽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電競

版亞洲盃 「AFC eAsian Cup 2023」 1日
起一連5日在卡塔爾展開。中國香港足球總
會1日宣布，退出國際足球電競比賽。足總
表示，因賽事遊戲程式未能正確顯示
「Hong Kong, China」 （中國香港）參賽
隊名，經連日多次與主辦方交涉無法解決而
決定退賽。

電競版亞洲盃賽制與亞洲盃相同，分組
抽籤亦與亞洲盃一樣，港隊被編入C組，同
組對手官方宣傳中，以 「Hong Kong,
China」 稱呼港隊，但遊戲內畫面顯示，港
隊被稱為 「Hong Kong」 。中國香港足球
總會於1月29日發現遊戲程式未能正確顯示
「Hong Kong, China」 參賽隊名的狀況，
經連日與主辦方交涉仍未能解決。因此，足
總按港協暨奧委會的指引及建議，通知亞洲
足協退出賽事。

港隊教練Jay Wong形容事件不理想，
但他理解。Jay Wong表示，他們控制不到
事情，如果選擇參與比賽，就要順從足總的

安排，又指明白現在香港有很多機會遇到類
似的事，但就沒有想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其中一名電競選手則說，代表過香港出賽多
次，但從未發生同類情況，指最初聽到消息
以為是說笑。他又說，在賽前3小時才收到
要退賽的消息，形容是無話可說。

足總會長貝鈞奇說，足總出席國際會議
都會採用 「中國香港」 ，港協暨奧委會亦有
相關指引。足總按照指引經協商後，覺得如
果有這些問題又或者播錯國歌，都會退出賽
事。

貝鈞奇表示，考慮到事件涉及較敏感的
原則性問題，如果遊戲的直播畫面長期顯示
中國香港隊的隊名為 「香港」 ，而非 「中國
香港」 ，不太適宜，或產生不必要的糾紛或
爭議，決定退賽是正視問題。

足總主席霍啟山表示，足總在獲邀參賽
時，已按要求提交所需資料，發現主辦方未
顯示正式隊名時，亦曾呼籲對方修改。他對
港隊最終未能參賽感遺憾，並指下一步會去
信亞洲足協，希望改善有關情況。

劉凱旋昨日在記者會
上表示，署方與商會或外
國領事一直有討論23條立
法的相關議題。他們都表
示，其所屬國家或其他國
家均有制定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例，而香港現時進一
步落實有關法例，商會將
會留意條文細節，但認為
只要經過足夠諮詢，就會
合理，相信不會影響他們
做生意賺錢。她又引述，
香港美國商會於1月30日
發表他們的年度會員調
查，該調查指出，有78%
會員表示無計劃在未來3
年內將總部撤離香港。

香港是首選商業基地
劉凱旋表示，署方的責任是

向海外企業解釋相關法例內容，
強調未有任何一間海外企業因為
23條或相關法例，而影響他們來
港發展的意欲。

據投資推廣署公布的數據，
該署2023年共協助382間內地及
海外企業在港開設或擴展業務。
受助企業數字較2022年上升約
27%，他們在營運首年總共為香
港經濟帶來616億港元的投資，
創造超過4100個新增職位。382
間公司來自45個經濟體，中國內
地繼續是最大的來源市場，共有
136間公司，其次是英國，佔48
間，美國、新加坡和澳洲分別有
34、27和13間。

按行業分布，財經金融和金
融科技佔最多，有90間，其次為
創新及科技，有82間，其餘較多
來自專業服務、旅遊及款待

和消費產品業。
劉凱旋指出，雖然世界經濟

仍有不明朗因素，但相信協助的
企業數字會持續增長；疫後復
常，企業恢復之前的亞洲部署，
香港自然是首選的商業基地，跨
國企業及商家亦紛紛回歸。

新入境計劃吸高端人才
劉凱旋提到，因本港稅制環

境和有財富管理等的專業領域支
持，不少家族辦公室在港開設業
務，期望未來數年在家族辦公室
註冊量方面超越新加坡。本港今
年中會推出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
劃，以吸引高端人士來港。投
資推廣署爭取在埃及和土耳
其開設顧問辦事處，
其中一個會在年
內開設。

特區政府正就基
本法23條立法諮詢公
眾。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昨
日表示，她接觸過的外國商會
及領事都表示，英美加等地都

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他們關注香港立法細節，
但不擔心影響做生意，亦沒有特別考慮。

劉凱旋又指出，去年署方一共協助382間內地或
海外公司來港設立新公司或擴展業務，按年升兩成
七，當中最多仍來自英、美、新加坡和澳洲，但東
南亞國家亦逐漸增多。數字表明企業繼續來港，因
為香港是賺錢的好地方，令人鼓舞。署方目標2023
至2025年可吸納1130間企業來港，設立新業務或擴
展現有業務，按目前進度，2023年工作已階段性達
標。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23條立法

▲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總結去年招商
引資成果。

黎智英案

【大公報訊】保安局前局
長、立法會議員黎棟國1日表
示，理解市民擔心觸犯法例，但
23條立法諮詢文件用詞相當精
準，要求亦很高。例如 「竊取國
家機密」 部分中，條文寫明只有
明知相關資料載有國家機密才是
違法。指普通市民會否有機會接
觸到國家機密，並不會在街上拾
到高度機密文件。

被問到傳媒能否以公眾利益
為由免責，黎棟國表示，國家機
密往往都涉及重大公眾利益，需
要平衡考慮。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已表明會再作研究，回應相當清
晰。他強調，現階段需聆聽及收
集意見，再從中取得合適平衡，
政府回應坊間意見速度很快。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立法會
議員李浩然指出，公眾利益理應
當被視為豁免理由是很多普通法
國家通行的做法，不少國家會把
符合公眾利益的門檻訂得很高。
他提到英國是當中門檻最高的國
家之一，相關法例條文列明沒有
任何危害國安的行為會屬於公眾
利益，認為公眾利益與國家安全
是一致的整體，很難會有一件事
是損害國家安全但符合公眾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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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特區政府現正就基本法23條立
法展開公眾諮詢，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政人員協會（專資會）昨日應邀出席
諮詢會，與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保安
局局長鄧炳強等會面。專資會表示，
歡迎特區政府展開有關公眾諮詢及立
法工作，支持盡快完成基本法23條
立法工作，讓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全面
拚經濟、惠民生。

與會者均認同特區政府展開有
關公眾諮詢及立法工作，支持特區盡
早完成立法，履行憲制責任，而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法律和普通
法制度需與香港國安法緊密銜接、兼
容和互補。

與會者亦了解到特區政府考慮
了外國相關法律、現行適用於香港特
區的法律及香港特區實際情況，而提
出建議，會適當地借鑒其他國家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但不會把外國的法
律全盤照搬到香港特區的法制內。專
資會期望特區政府做好宣傳工作，並
積極向社會各界、外國領事、外國商
會等進行解說，讓不同持份者充分了
解立法內容以及立法背後的理據，消
除不實資訊或言論引起的疑慮。

連日來，本港多位政界人士紛
紛表示，23條立法工作實在是刻不
容緩，填補多年來存在的國家安全短
板，開啟香港由治及興的新篇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
主席楊政龍說，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
的重要基石，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保
障，應持續致力團結愛國愛港力量，
全力支持並配合特區政府進行23條
立法的諮詢工作，並積極向廣大市
民，特別是青年，做好宣傳和解說工
作，讓市民明白23條立法其實是保
障市民以及香港法治的重要良方。

全國政協委員王嘉恩表示，近
年來，電子網絡犯罪也呈上升趨勢，
這些行為對香港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發
展造成了嚴重損害。23條立法的實
施將有助於對抗利用網絡世界危害香
港的行為。因此，23條立法工作實
在是刻不容緩。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梓謙指
出，國家安全即是人民安全，國安才
能家安。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國家安
全法律，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特區
沒有理由長期受國家安全威脅而不立
法。期望特區政府能履行歷史使命，
順利完成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

專資會挺立法 盼政府做好解說

【大公報訊】多個外國商會近日發表
調查報告顯示，對於香港和內地的經商環
境充滿信心。香港美國商會早前公布最新
會員調查顯示，有79%美企對香港法治
「投信任票」 ，比起去年再增加6個百分
點，反映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發揮了定
海神針效果，大大增強外資企業對香港法
治的信心。

報告顯示，有69%美企表示其業務
並未受到香港國安法的負面影響，企業比
例是連續第二年上升，較去年升7個百分
點，比2022年更升22個百分點。

香港擁有完善法制，是展現香港競爭

力，以至吸引外資泊港的重要元素之一。
該會調查顯示，有79%會員表示對香港
法治投信任票，較去年的73%再增加6個
百分點，而投下絕對信任票更達12%，
比去年的10%再增加2個百分點。

問到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對公司經營的
影響，有69%美企表示，他們沒有受到
香港國安法的負面影響，比起去年的
62%增加7個百分點，比2022年的47%
更大幅增加22個百分點。

中國德國商會1月24日發表《關於
2023/24年度商業信心調查報告》，566個
德國在華商會成員公司參與了這項調查，其

中91%的企業計劃繼續在內地開展業務。
即便面對內地本土企業的競爭壓力、全球經
濟下行趨勢和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仍有過
半德國企業計劃增加在華投資。

香港德國商會會長Johannes Hack
日前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指出，報告中
的數據傳遞了一種謹慎樂觀的情緒，中期
而言，有90%的德國公司相信中國經濟
將在五年內復甦。他又指出，香港擁有完
備的法治環境、開放市場和國際化的金融
體系等多方面優勢，是德國企業投資內地
的重要門戶，希望政府部門進一步便利外
籍人士在大灣區的商務往來。

外國商會對港法治投信任票

受助來港企業小統計
受助內地及海外企業：

136間內地公司、48間英國公司、34間美國
公司、27間新加坡公司、13間澳洲公司

企業行業分布：

90間財經金融和金融科技、82間創新及科
技，其餘來自專業服務、旅遊及款待和消費
產品業

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

616億的投資

創造職位：

超過4100個
▲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表示，她接觸過的外國商會及領事均認為23條立法不影
響他們做生意。

足總：多次與主辦方交涉不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