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定國：23條立法可更好保障個人權利
陳國基：國安法律是良藥 有利香港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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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基表示，2019年香港未
有國安法時亂象叢生，西方勢力
一直破壞香港安寧，香港無人權
自由可言；到國安法立法後，國
家安全得到保障，香港社會回復
正常，市民繼續享受自由。他認
為，23條立法除了是憲制責任，
亦是保護香港的良藥。 「可以理
解成香港病了，外部勢力進來令
香港變得很混亂，靠國安法和23
條將香港醫好，一定要靠這些良
方妙藥，才能確保香港健康發
展。」

叛國罪不會與普通市民有關
陳國基反擊有西方勢力批評

23條立法。他說： 「美西方勢力
一直批評23條破壞香港自由人
權，是因為它們不想香港有保護
傘，有有效的藥保護香港健康，
最想香港亂。它以人權、法治作
為幌子，實際上是想破壞香港的
人權和法治。」

他強調，23條立法建議下的
罪行，例如叛國罪、間諜罪等，
與普通市民無可能扯上關係，只
針對想破壞香港安全的一小撮
人，市民無需擔心，23條立法對
絕大部分港人來說是一種保護。
至於諮詢展開以來，不少界別提
出對立法細節的討論，例如
是否可以在竊取國家秘密罪

上，加入 「公眾利益」 作為辯
解，陳國基指，政府非常歡迎建
設性意見，並會作出研究，強調
這是今次諮詢的目的之一。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在社
交平台說，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
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所有國家
均視為頭等大事。事實上，每個
國家都必然會制訂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以保障自身利益，而且
往往不只是一部。正如英文諺語
所 說 ： What's good for the
goose is good for the gander；
本來你覺得好的、對的事，偏偏
到我們採用時才遭受批評，那是
實實在在的雙重標準。

「發展和安全猶如車之兩
輪、鳥之兩翼。」 林定國指出，
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但是香
港的憲制責任，更可以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各類危害國家安
全的違法行為，更好地保障個人
基本權利和自由，確保我們
的財產和投資受到法
律保障，社會可
以聚焦發展。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政府現正展開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
工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指出，23條立法除了是憲制責
任，亦是保護香港的良藥。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昨日在社交平台強調，完成基本
法第23條立法可以更好地保障個人基本

權利和自由，確保我們的財產和投資受到法律保障。

23條立法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
報道：多個社會各界團體表示，
香港要盡快完成23條立法，摒
除國家安全領域的風險，更好地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日
前致函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表示，全力支持基本法第23
條盡快立法，不可一拖再拖，因
為基本法第23條已經有超過20
年的社會討論，社會上各階層已
達成足夠的共識。如今經歷了
2019年黑暴，大家已達成共
識，沒有安全穩定的環境，香港
就沒有繁榮的經濟發展，社會混
亂影響大眾市民，因此一定要
快，用最有效的方式盡快完成第
23條立法。

立法得到強大民意支持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發表

聲明，堅定支持基本法第23條
立法。聲明指出，安全是發展的
前提，在香港由亂到治走向由治
及興的新階段，唯有盡快完成
23條立法，摒除國家安全領域
的風險，為香港經濟民生發展提
供良好環境，香港方能集中精力
去拚經濟、謀發展，更好發揮獨
特地位和優勢，創造更美好明
天。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發表聲明，表示全力支持特區政
府及早妥善完成有關工作。社會
各界熱烈反響，紛紛表示23條
立法既能確保香港補齊國家安全
上的短板、穩定香港社會的環
境，又能更好地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充分顯示有關立
法得到強大的民意支持。

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
堅決支持盡快完成23條立法工
作，為香港的長治久安建立行穩
致遠的牢固基石。該會指出，國
安才會家安，安居才能樂業。因
此，我們必須團結一致、上下一
心，盡早立法打擊任何叛國和煽
動叛亂的行為，禁止外國反華組
織或機構竄港活動，並壓止一切
勾結外部勢力抹黑香港的惡行。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入境處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
示，全力支持配合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工作，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體
系。

入境處處長郭俊峯昨日表示，處
方堅決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
全力支持及配合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
作，積極排除任何國家安全風險。除
了在口岸依法執行有效的出入境管
制，在審理各項簽證申請時加入國家
安全風險的評估，包括考慮申請人的
背景及言行，處理每宗個案時會嚴格
遵照相關法律及政策，並充分考慮
實際情況作出合法合規決定，以

防止任何不受歡迎或危害國
家安全人士進入香港。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表示，歡迎及支持就基本法
第23條立法展開公眾諮詢，

訂立一條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體
系。

諮詢文件提出，引入新罪行，打
擊對電腦或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公署表示，支持打擊涉及
破壞或削弱公共基礎設施的嚴重行
為，或是在沒有合法權限下就電腦或
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公署認同所建議的罪行，不會窒礙香
港創新科技發展，反而能為相關領域
的發展提供一個更安全的環境。

私隱專員鍾麗玲認為，數據安全
既是數碼經濟的基石，也是國家安全
的重點領域之一。數據包括個人資
料，因此防範個人資料私隱被侵犯亦
屬維護數據安全的重要一環。公署會
繼續推展數據安全及網絡安全的工
作，確保國家安全及市民的個人資料
私隱獲得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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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所有國家均視為頭等大事。

入境處：全力支持23條立法
私隱公署：個人資料獲保障

▲黎智英涉嫌勾結外國勢力，違反香港國
安法的案件，昨日繼續聆訊。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水警總區、
警務處公共關係部聯同反詐騙協調中心於昨日（8
日）舉行 「防騙渡輪平安號」 啟航禮，未來一年
防騙渡輪會在日間往返觀塘及北角，夜間提供維
港遊服務，向市民及遊客宣傳防騙訊息。

警方去年7月起與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
合作，由香港小輪提供一艘長65米，三層高的油
麻地渡海小輪，船身髹上紫色，以及警隊防騙吉
祥物 「提子」 及防騙字句等，船艙內亦掛有防騙
宣傳品，提醒市民提高警覺。渡輪命名 「平安
號」 ，水警總區、警
務處公共關係部聯同
反詐騙協調中心於昨
日舉行 「防騙渡輪平
安號」 啟航禮，未來
一年 「平安號」 會在
日間往返觀塘及北
角，夜間提供維港遊

服務，向市民及遊客宣揚防騙訊息。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在致辭時提到，去年本港

有39800多宗騙案，佔整體罪案四成四，損失金
額超過90億元，他形容 「平安號」 色彩繽紛，滿
載防騙吉祥物，希望透過 「生動」 及 「入屋」 方式
將防騙訊息以傳遞給所有香港市民，讓市民及遊客
見到 「平安號」 都會記得要提防騙子，時刻保持警
覺，警方一直致力多管齊下打擊騙案，包括宣傳教
育、情報搜集及執法等，但要有效打擊騙案亦需要
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因此警方一直有在構思創新策

略，利用不同平台提
高市民警覺性。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海關今年首
次在維園年宵市場擺放以 「海關繽FUN慶龍年」
為題的新春年宵攤位，今年 「香港海關青年發展
計劃」 （ 「Customs YES」 ）會員夥拍 「生命熱
線」 進行慈善義賣。

海關關長何珮珊昨日（8日）下午到攤位探
班，為Customs YES學員打氣。海關除了透過攤
位讓市民進一步認識香港海關的工作及
「Customs YES」 ，亦夥拍 「生命熱線」 進行慈
善義賣，藉此提高市民大眾，包括青少年，對精
神健康的關注，義賣所有收益將全數撥捐 「生命
熱線」 ，支持機構在社區的工作， 「Customs
YES」 的會員除了在攤位現場協助義賣，亦在過
去三個月負責整個攤位的籌劃及準備工作，包括
攤位遊戲設計及邀請贊助。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監督蔣依莉表
示，海關期望透過今次活動讓青少年發揮他們的
創意，提升溝通技巧及解難能力，以及發揮團隊

合作精神，同時希望強化年輕人主人翁的意識，
鼓勵會員主動關心社會服務社群，海關未來會繼
續透過 「Customs YES」 計劃的活動，積極促進
青少年與社區不同的持份者交流，培養他們的責
任感及具擔當的意識。

平安號渡輪啟航 宣傳防騙訊息 海關首設年宵攤位 繽FUN慶龍年

◀ 「防騙渡輪平安
號」 向市民及遊客宣
傳防騙訊息。 ▲海關首次在維園年宵市場擺放新春年宵攤位。

【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
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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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昨日繼續在西九龍法院大樓
進行聆訊。從犯證人、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續
接受控方主問，承認《蘋果日報》在2019年出版名為
《2019自由之夏》的刊物，內寫着 「血債票償」 等字
眼，陳指該刊物曾加印，並譯成英文版向國際社會發
布，該刊物部分版本印有價錢及標明 「扣除成本會捐予
（612人道支援基金）」 。

控方先在庭上展示《蘋果日報》在2019年9月20日

出版、名為《2019自由之夏》的刊物。陳沛敏指推出
後很多人買，讀者要求加印，在9月27日再出版，並於
10月9日出版英文版。刊物封面寫有 「反送中」 口號等
字眼，有一頁寫着 「血債票償」 等字眼，2019年區選
是在11月24日進行。陳確認刊物內刊有 「抗爭日程大
事記」 ，包括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的事件。

控方展示黎智英晤佩洛西報道
陳承認，該事件中有執法人員受傷。而蘋果動新

聞手機應用程式2019年10月6日發送通知， 「推到國
際！」 、 「《自由之夏》出中英對照」 、 「ebook登記

免費睇」 。陳沛敏指，刊物以電子版方式放在《蘋果》
網站，讀者只需登記便可閱讀。

控方亦就黎智英2019年10月訪美行程提問，並在
庭上展示《蘋果日報》2019年10月報道黎智英的訪美
之旅，相片顯示有黎智英、美國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及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合照。控方亦展示《蘋果》在
2019年10月13日刊登的文章，題為《美議員轟林鄭撤
會面軟弱 籲非暴力抗爭喚全球關注》，頁頂標題為
「訪港力撐」 ，而文章附有克魯茲的相片。陳沛敏確認
相關報道，及克魯茲當時有親身訪港，並同意當時是在
美國眾議院表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前夕。

黎智英案

陳沛敏：《蘋果》印刊物收益捐612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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