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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舉辦學習講堂
傳達貫徹2024年全國兩會精神

【大公報訊】3月15日，中央政府駐
港聯絡辦舉辦2024年學習講堂第三講。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傳達2024年全國兩會
精神，要求扎實有效學習好宣傳好貫徹
好全國兩會精神。副主任劉光源、何靖、
尹宗華及秘書長王松苗出席。

鄭雁雄分享了參加全國兩會的收穫
和體會。他指出，兩會自始至終洋溢着
「兩個維護」 的濃厚氛圍。政府工作報
告是一份十分務實、十分提氣、十分振
奮人心的好報告。站位高、信心足、重
實務、貼地氣、有新意，聽完很受振
奮、很受感動、很受鼓舞。會議取得的
成果豐碩而務實。全體香港代表委員認
真履職，展現了足夠高的政治站位、十
分實的政治擔當，有效發揮了香港代表
委員獨有的作用和影響。

鄭雁雄指出，要從七個方面深刻把
握全國兩會的主要精神。一是深刻把握
好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總書記
在兩會期間的系列重要講話，高瞻遠矚、
思想深刻、內涵豐富，我們要認真學習
好領會好貫徹好，對 「國之大者」 做到

心中有數，把 「兩個維
護 」 落實到實際行動
上。二是深刻把握好過
去一年國家各項事業取
得的重大成就。黨的二
十大精神的開局起步之
年，我國發展成色十
足，依然是 「風景這邊
獨好」 ，極大增強了幹
部群眾的信心和底氣。
三是深刻把握中國經濟
社會發展的堅定信心。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
本面沒有變也不會變，
高質量發展的前景無比
光明。四是深刻把握高
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完整、準
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高質量發
展的實際成效迎接新中國成立75周年。
五是深刻把握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
略部署。總書記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
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 「什麼是新質生
產力、為什麼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怎樣

發展新質生產力」 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
題，為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
展新動能新優勢提供了科學指引。六是
深刻把握全國兩會對做好今年工作的各
項部署。兩會就國家各領域工作作出一
系列重大部署，為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
進程中更好發揮作用提供了清晰指引。

七是深刻把握政府工作
報告對香港工作的高度
重視和重要部署。要以
政治家的擔當和智慧，
站在全局和政治的高度
把握好香港角色、香港
方向、香港擔當，履行
好職責和義務。

鄭雁雄表示，會議
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丁薛祥參加了香港代表
團審議和港澳地區政協
委員聯組會，帶來了
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對
香港的關愛囑託，令人

倍感親切、倍感溫暖、倍感振奮。我們
要充分領會丁薛祥副總理對香港 「超級
聯繫人」 的高度評價，進一步堅定由治
及興的信心；充分領會中央對去年特區
工作的充分肯定、高度評價，進一步堅
定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的決心；充分領會發展是破解香港經

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關鍵，進一
步增強高質量發展的緊迫感、使命感；
充分領會港區代表委員的政治責任、道
義擔當、時代使命，自覺落實好、全面
落實好兩會精神。

鄭雁雄指出，在香港學習宣傳貫徹
好全國兩會精神，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中聯辦的重要任務。要深入解讀香港
機遇，重點是深入理解香港推進高質量
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緊迫
性、可行性。深入探索香港擔當，包括
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擔當、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擔當、鞏固發展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的擔當。深入開展學習貫
徹，深入宣講精髓要義，深入開展輿論
宣傳。有力有效宣傳解讀好兩會精神、
講好中國故事、講好 「一國兩制」 成功
實踐的香港故事。

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公署、
駐港中資企業等有關機構負責人，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同
鄉社團負責人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幹
部職工代表參加本次學習講堂。

▲3月11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
幕。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憲法學教

授陳弘毅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逐一回
答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及《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草案》的不同關注點。他表示，香港特區有憲
制責任實施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他支持《條例草

案》，認為符合23條立法的要求，在公眾諮詢期間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議
予政府考慮。

陳弘毅表示，很高興看到現在的《條例草案》比諮詢文件更加完
善，和英美等國家的國安法相比，他認為目前建議的《條例草案》相對
簡單，比較容易遵守和執行，市民應該不會誤墮法網。

23條草案比諮詢文件更完善
陳弘毅：條例簡單 市民不會誤墮法網

《條例草案》提供足夠辯護理由
記 者：近日立法會正在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草案》，請問您對於《條例草案》有
哪些比較關注之處？

陳弘毅：
我主要還是關注一些和市民的生活關係比較

密切的、或者一般市民也有可能接觸到的法律問
題，例如煽動罪、與國家秘密相關的罪行，以及
境外干預罪。

煽動罪方面，煽動對於中央或者特區政府的
仇恨的言論可能就構成煽動罪，但我也注意到，
《條例草案》提供了辯護理由，也就是《條例草
案》第22條第4款，如果有人對於中央或者特區政
府提出一些意見，而其目的是希望改善有關制度
或者政策，那麼就不會構成煽動罪。也就是一些
理性的批評或者建議，或者認為政府一些做法不
妥當，都不會構成煽動罪。

國家秘密方面，大家都比較關注所謂公眾利
益辯護。我注意到，現在的公眾利益辯護，參考
了外國的一些相關法例。在中國內地，關於國家
秘密的犯罪是沒有公眾利益辯護的情況的，但考
慮到香港作為普通法地區的情況，這次的《條例
草案》在29條加入了 「指明披露」 的內容，其實
就是一個公眾利益辯護。即使屬於披露了國家秘
密，如果披露的目的是揭露一些嚴重影響特區政
府依法執行職能的情況，或者一項對公共秩序、
公共安全或公眾健康的嚴重威脅，這兩種情況
下，即使披露的內容涉及國家秘密，也可能不構
成犯罪，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辯護理由。

另外，關於境外干預罪，也有市民擔心，會
不會影響香港與外國的國際交往。我注意到現在
的境外干預罪的元素包括配合境外勢力，和使用
不當手段意圖帶來干預效果。在不當手段方面，
這是比較明確的，市民只要小心不要使用任何不
當手段，那麼就不會觸犯境外干預罪。不當手段
包括例如對他人使用暴力或者威脅對他人使用暴
力，或者破壞他人的財產，或者威脅破壞他人的
財產，或者破壞他人的名譽，威脅破壞他人的名
譽等等。我覺得不當手段的定義已經足夠限制了
境外干預罪的範圍，一般的市民即使與外國有很
多交往，也應該不會誤墮法網。

▲▶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港大法律學
院憲法學教授陳弘毅表示，《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草案》相對簡單，比較容易遵
守和執行，市民應該不會誤墮法網。

《條例草案》聽取了社會各方意見
記 者：從整體來看的話，您是否支持《條例草

案》？

陳弘毅：
我很支持這個《條例草案》。公眾諮詢的時候

我也提出了支持意見，而且也提了一些意見供政府
考慮。現在來看，政府的《條例草案》比諮詢文件
更加完善，有些原本不清晰的地方，現在都寫得比
較清楚，而且也增加了對於建議的罪行的範圍的限
制，增加了一些免責辯護的條款。

我們看到，《條例草案》聽取了一些諮詢期提
出的意見，比如說法院在程序上可以發揮監察作
用，對於被拘捕人士延長拘留期，或者限制他們接
觸律師，都需要得到法院的批准，這些都是在程序
上保障這些涉嫌犯罪人士的權利，也是讓法院作為
司法獨立的機關可以發揮他的監察作用。

特區有憲制責任實施基本法第23條立法，《條
例草案》相當符合23條立法的要求，相信《條例草
案》能夠順利獲得通過，讓香港履行憲制責任。

《條例草案》更容易遵守和執行
記 者：特區政府曾經指出，外國有些國安法比香

港的國安相關法律 「更辣」 。但也有一
些輿論表示，雖然外國的國安法 「更
辣」 ，但他們有更完善的制度保障。您
會如何評價這些看法？

陳弘毅：
比較起英美等國，其實現在建議的《條例草

案》，相對上是比較簡單的。英美的國安法，內容
比香港目前建議的多很多，複雜很多，涵蓋的範圍
也大很多。所以比較來說，我覺得現在建議的《條
例草案》，是比較容易去遵守和執行的一套法律。

至於制度保障，香港也都有。香港有司法獨
立，也有各種監督政府執法的渠道，例如新聞自
由、輿論的監督；立法會也可以在行政立法互相配
合、互相制衡下，發揮一定的監督作用；另外香港
有活躍的民間社會，民間的社團也可以關注政府執
法，也可以發表意見；我們也有普通法的制度，在
很多方面會比較重視保障當事人的權利。

《條例草案》無過分限制言論自由
記 者：剛才教授提到，我們有司法獨立，也有傳媒的監察。但也有一些輿論認為，23

條立法落實後，會影響律師在法律專業方面的特權，或者影響傳媒在這方面的
監察權。您如何看待《條例草案》對這些方面的影響？

陳弘毅：
對傳媒來說，《條例草案》相關的最主要內容之一的是煽動罪。但煽動罪並不是新

設的罪名，而是《刑事罪行條例》本身已有的一個罪名，所以《條例草案》並不會過分
限制傳媒的言論或者報道自由。

傳媒另外的關注可能有國家秘密。但我相信國家秘密的範圍是比較狹窄的。根據內
地的經驗，國家秘密分為秘密、機密和絕密三個等級，在文件開頭也會標註秘密等級，
所以傳媒首先不會很容易拿到國家秘密，即使真的拿到了，他也會知道這些是國家秘
密，需要遵守法律。除非是剛才提到的公眾利益的情況，都不應該披露這些國家秘密。

此外，一般來說，我們並不會接觸到國家秘密，國家秘密通常是由官員持有的。如
果官員洩露了國家秘密，給了其他人，那麼當然拿到國家秘密的人要很小心，要遵守法
律的規定，例如交回給警方。

至於律師專業特權，我留意到這個條例指明了不影響法律專業保密權。《條例草
案》第12條， 「披露他人犯叛國罪的規定」 列明，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另外有他人已
犯、正犯或即將犯叛國罪，那麼就需要向警方披露。但也列明了，基於法律專業保密權
的理由的申索、權利或享有權，不受本條影響。

根據香港法律或者普通法，法律專業保密權也不是絕對的，有些情況屬於例外。例
如有人向律師表示，他將會犯某些罪行，那麼向律師講述的這些資訊，就不受到法律專
業保密權的保護。

也就是有兩點：第一，現有的法律專業保密權不是絕對或者無限的；第二，《條例
草案》也有明文規定，在某些情況下不影響法律專業保密權，例如在隱匿叛國方面。

檢控叛國罪機會相當罕有

記 者：也有一些輿論覺得，除了律師以外，如果宗教人士，或者社工接觸到這類信息
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受到保護？

陳弘毅：
這方面我沒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根據香港現有的法例，應該沒有特別針對告解的保

密權。但我覺得提出這些意見的人士其實不需要擔心隱匿叛國，因為叛國罪是非常罕有
的。假如你看看叛國罪的定義，在《條例草案》第10條，首先它只會檢控中國公民，中
國公民 「加入與中國交戰的外來武裝力量，或作為其中一分子」 ； 「意圖損害中國在戰
爭中的形勢，而協助在戰爭中與中國交戰的敵方」 ； 「向中國發動戰爭」 ； 「鼓動外國
或外來武裝力量以武力入侵中國」 ；或 「意圖危害中國的主權、統一或領土完整，而使
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 。這些情況其實是相當罕有的。

如果大家擔心有人叛國，而有其他人知道是否需要告發呢，這種情況出現的機會是
非常非常的罕有。叛國罪的檢控需要真正涉及到例如與外國勾結，向中國發動戰爭等行
為，我覺得整個《條例草案》中，最罕有會出現的就是叛國罪的檢控。

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