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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後，
香港社會迅速實現由亂到治，社會各方
面都迎來了撥亂反正，香港的傳媒環境
依然蓬勃，傳媒機構數量增加，仍然可
以在守法的前提下監察和批評政府，可
見香港國安法並沒有局限新聞自由的空
間，相反是令新聞工作回到正確的軌
道，有利於香港由治及興。

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受基本法和
《香港人權法案》保障，香港國安法
第四條亦訂明：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
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
港居民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
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
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現實所見，
傳媒可以行使監督政府工作的權利，
只要不違法，傳媒評論甚或批評政府
施政的自由並無受到限制。

對新聞工作者而言，新聞自由和遵
紀守法並不矛盾。根據《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新聞自由是可
以為保障國家安全等原因而受到限
制，新聞從業員與其他人一樣都有義
務遵守所有法律。

較早前，「記協」主席陳朗昇阻差
辦公罪成，被判囚5日，裁判官在判詞
中批評：陳朗昇肆無忌憚，毫無悔
意，強調判刑是要反映當時「公眾守
規、守秩序的可貴」。這傳達出一個
明確且重要的信息：世界上沒有不守

法的「新聞自由」，沒有任何人可以
凌駕於法律之上。真正的專業新聞工
作者在進行採訪報道工作的過程中，
必須首先履行公民的守法義務，任何
試圖挑釁公務人員執法的行為，都要
面臨法律的懲處。

香港擁有優越的傳媒環境。根據新
聞處數據，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
登記媒體有增無減。香港擁有最先進
的電訊科技，吸引了不少國際通訊
社、行銷全球的報章和海外廣播公
司，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或辦事
處。這些都是國際傳媒機構對本港傳
媒環境的充分肯定。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會址在今年
1月1日屆滿，亦已獲特區政府續租三
年。FCC年內已經舉辦多場活動，來自
不同界別的講者發表不少具批判性的
議題。對於外界猜測 FCC「自我約
束」，其主席瑞凱德曾表示：FCC是一
如以往務實行事。

香港的新聞工作者肩負維護「一國
兩制」、維護香港穩定的責任和義
務。在香港邁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新聞工作者更應強化社會責任，彰顯
媒體應有的擔當，進一步凝聚社會共
識，從而更好地維護香港市民的根本
利益。只要遵紀守法，香港新聞機構
將繼續享有廣闊的新聞自由，一同促
進社會繁榮發展。

特區政府近來致力發展
智慧城市和建設國際創新
科 技 中 心 ， 在 2022 年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
圖》中提出「加快香港數

字經濟和智慧城市發展步伐，提升市
民生活質素」的策略，又宣布成立由
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數字化經濟
發展委員會」，以制訂有關鼓勵不同
行業採用數字化的策略和措施。今年
施政報告指出，會合併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與效率促進辦公室，由
「數字政策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
字政府、數據治理及資訊科技政策，
協調各部門推出更多數字服務。

可是，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一些新
科技的應用未能與時俱進，未能緊貼
市民的生活需要。內地在這方面的發
展既廣且快，而且深入民間，香港要
追落後。因此，特區政府必須根據上
述《藍圖》載列的主要政策措施，並
參考內地的成功經驗，盡快完善相關
法規和企業支援的配套，推動各類
公、私營服務持續智慧化，協助社會
各階層盡力消除數碼鴻溝，並為各推
行項目訂立落實的時間表和KPI，以配
合創新科技和智慧城市的最新發展趨
勢。

當局應盡快完善本港的數碼基建，
全面加強「智方便」平台的功能，盡
快設立個人數碼身份和檔案的中央處
理系統，並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
互通，建立一站式多功能電子政府服
務平台，並推動企業利用「智方便」
平台作遙距開戶認證等。

其次，在規劃和落實建設新發展區
時，應前瞻性地增添智慧及綠色的元
素，預早規劃各種通訊、管網、智能
家居、綠色建築等軟、硬基建設施，
以及運用創新科技和大數據，就交
通、醫療、環保和長者服務等方面作
妥善規劃。

此外，行政長官李家超又在施政報
告中提出，將與廣東省政府積極協作
「數字灣區」，促進兩地政務服務
「跨境通辦」。兩地政府隨後宣布首
階段合作共推出 100 多項「跨境通
辦」服務，涵蓋稅務申報、公司登
記、個人證件申請等，並分別在對方
境內設置「跨境通辦」自助服務機，
實現雙向通辦，本港的「智方便」已
經與「廣東省統一身份認證平台」對
接，市民可以透過「智方便」直接登
入廣東省政務服務網。

特區政府應持續推動粵港澳三地建
立大數據共享平台，促進電子身份認
證和電子支付等系統的互聯互通，讓
三地市民更方便和更可靠地使用跨境
電子服務和網上交易，以推動大灣區
智慧城市集群式發展。

要提速本港智慧城市建設，以及推
動大灣區各種政務和商貿系統的互聯
互通，對於網絡安全必將提出更高的
要求。不久前，數碼港和消費者委員
會的電腦系統先後遭黑客入侵及勒
索，導致不少敏感個人資料外洩，無
疑向本港公私營機構發出強烈警示，
必須認真審視網絡安全風險，加強網
絡系統的保護措施，並預先訂立快速
應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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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民粹政治 區選回歸理性
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日前確認

399名區議會選舉參選人提名有效，

認定各位參選人都是擁護基本法和

效忠香港特區。在各區的街站宣

傳，街頭對罵、互爆「黑材料」的

情況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參選者

積極宣傳各自的政綱、過往成績及

參選理念。可以說，區議會選舉已

經呈現出「真正幫到市民」的優質

民主元素。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今次區議會選舉，一大特色是「三會」提名
制度。「三會」成員長期扎根地區，對地區的
情況頗有了解。候選人說服「三會」成員的過
程，便是他們面對的第一道考題。是否符合
「愛國者治港」原則，過往的言行是否與他們
顯示所聲稱的取態一致，都是「三會」成員會
否提名的考慮因素。資格審查委員會認定全部
399位報名者成功「入閘」，充分說明「三
會」提名制度起到了良好的把關作用。

「三會」提名制度證有效
「三會」成員提名的安排保障了區議會在今

後運作中政治上的安全，亦確保其不會偏離基
本法所規定的職能範圍，充分發揮區議會應有
的作用，為居民福祉服務，為社區建設建言獻
策。過去，部分反中亂港政客在奪得區議會議
席後，利用議會平台散播極端思想，更有人炒
作「攬炒」策略，令多個區議會長期陷入停擺

狀態，許多攸關民生的撥款和議案都無法得到
討論和通過，導致區議會的功能失效。

重塑區議會，充分填補了過往制度設計上的
安全漏洞。事實上，保障政治安全是世界上任
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在設計政治選拔制度時首要
考慮的重要前提，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接
受有人利用議會進行顛覆和破壞國家安全的言
行。在西方國家中，過往亦有案例充分說明這
一點。2017年10月，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議會
舉行「獨立公投」，在西班牙政府的反對下獲
得通過。在這樣的情形下，西班牙政府根據其
憲法凍結了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宣布由西班
牙政府實行接管，同時宣布解散加泰羅尼亞議
會。之後西班牙當局以叛亂、煽動叛亂和挪用
公款罪名起訴了18名支持加泰羅尼亞獨立的
政治人士，當中9名被告被控「煽動罪」或
「非法挪用公款罪」，分別被判處9至13年監
禁。

回歸理性才能向前
過去相當長時間內，香港政治趨向民粹化，

在選舉中，我們總聽到聳人聽聞、博取眼球的
政治口號。這樣的氛圍之下，改善社區環境、
提升居民生活的務實倡議和聲音就被忽視了。

民主制度的優質與否，首先應當考量關乎大
多數人切身利益的議題是否成為選舉的主要議
題。在反中亂港分子多年的煽動下，香港陷入
了激烈的政治爭拗之中。這樣的政治文化對香
港發展可謂百害而無一利。在2019年，反中
亂港分子進入區議會後，並未對地區治理起到
建設性作用，反而扭曲區議會應有的諮詢作
用，變成了宣揚民粹政治的舞台。試問這樣的
議會文化，能夠幫助香港向前發展嗎？若他們
當中部分人所主張的「焦土」策略得以實施，
香港恐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由此可見，在一場選舉之中，候選人間的討

論主題能否顧及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能否推
動社會良性發展，才是衡量一場選舉是否優質
的關鍵。今次區議會選舉不僅落實了「愛國者
治港」原則，候選人更紛紛從自身關心的角度
出發，為地區提出不同倡議。有候選人較為關
注勞工權益，亦有候選人聚焦地區如何進一步
發展經濟。透過選舉理性討論對社會發展有益
的議題，才能真正發揮選舉應有的作用。

從目前的競選情況而言，今次區議會選舉
絕非別有用心者所聲稱的「缺乏競爭」，現
實情況是區區選情都競爭激烈。今次區選絕
對是一場愛國者之間比拚政綱、比拚能力、
比拚服務的激烈選戰。各位市民的寶貴選
票，不僅將對社區未來幾年的發展策略作出
選擇，亦是對良性競爭的選舉文化投下信任
票。為了香港的良政善治，為了擺脫劣質的
選舉文化，熱愛香港的每一位市民都應該積
極參與今次選舉。

如果說去年施政報告為香港的創科發展
提綱挈領和訂立方向，那麼今年的施政報
告便是深化和細化一系列政策，並以具
體、踏實的措施回應業界的呼聲。

今年施政報告彰顯特區政府在創科路上
攻堅克難的決心，多項政策範疇如運輸、教育、旅遊、
安老，甚至中醫藥等，均包含了科技元素。特區政府又
推出若干創新科技與數據的應用場景，藉以改善民生。
這些覆蓋面甚廣的政策和措施，大體上可梳理為七個重
點，分別是政府架構重組、科技發展重點領域、跨境合
作、法例修改、人才與中小企、土地基建及應用場景。
以下筆者試談幾點。

特區政府宣布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並計劃發布
促進數據流通和保障數據安全的管理辦法。筆者過往多
次呼籲要建立數據管治體系，然後各種涉及數據的後續
法規和創新應用才能在共識的基礎上帶出價值。新制訂
的數據治理辦法將與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的立法
草案相輔相成，因為只有在網絡攻擊風險可控的環境
下，數字經濟的發展才能夠行穩致遠。

強化跨境協同發展
特區政府銳意發展「總部經濟」，又為企業落戶香港

提供不少誘因：《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勾畫出發展空
間；「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強化跨境協同發展；
「北都大學教育城」啟動了學術界與企業間的群聚效
應。可以說，「北部都會區」這個「舞台」正在逐漸完
備，社會正拭目以待政府能吸引更多優質企業「登台」
發揮，進而貢獻本港經濟。

去年底公布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確立了三個
產業發展方向，分別是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今次施政報告便推出了
對應措施，包括作為焦點的100億元「新型工業加速計
劃」，為先進企業提供配對資助，鼓勵在港設立智能生
產線和擴充相關技術職位；其他措施則包括成立「香港
微電子研發院」，加速建設超算中心，以及設立第三個

InnoHK平台。隨着本地創科生態圈日趨成熟，筆者殷盼
香港由「應用」科技躍升至「創造」科技，為國家實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增添動力。

施政報告在人才方面的措施尤為全面。政府將成立實
體「人才服務辦公室」，又擴大「高端人才通行證計
劃」大學名單，旨在匯聚更多高端人才，提升本港創科
的「質」和「量」。其次，施政報告格外重視中層和基
本人才短缺的問題，從本地培育着墨，提出成立「應用
科學大學」與「香港資訊科技學院」，又推出「職專畢
業生留港計劃」，更首次在小學課程開設科學科。

鼓勵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科技
今次施政報告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多項涉及經濟民生

的政策皆以「科技施政」及「數據驅動」作為內涵，例
如在交通運輸方面提出建造智慧綠色集體運輸；在振興
旅遊業方面提倡智慧旅遊；在公共屋邨管理方面引入物
聯網技術；在醫療方面構建「數碼化中藥平台」和推出
「醫健通+」等。除此以外，當局又提出智慧城市「百
項方案」，包括以區塊鏈發出及驗證電子牌照和證書，
停車場提供自動泊車，開發智慧搜救手機應用程式等。
這些都是市民日常看得到、接觸得到的科技和數據應用
場景，務求便商利民之餘，也鼓勵公眾善用科技，關心
科技、擁護科技。

既然有如此充實的施政報告，各政策局和部門接下來
應提速執行和落實當中內容。事實上，不少施政報告提
出的政策方向都是為了推動下一階段的創科發展而建立
根基。例如「數字政策辦公室」是為關鍵基礎設施的網
絡安全立法；完善《版權條例》，其實也是間接為本港
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環境預早鋪平道路。如果
說，以往香港的創科發展只有一個模糊的、邊行邊試的
方向，今次施政報告就是明確的、切實可行的前進道
路。成就「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是當代香港人的時代使
命，創科界戮力同心，政府廣泛凝聚民智民意，官員議
員勇於接受新知新覺，各界眾志成城，才能夠在全球激
烈競爭中搶佔未來科技和產業的制高點。

深化政策 搶佔科技產業制高點
邱達根 立法會議員

施政報告提出為期3年的「同鄉文化推廣計劃」，預留
3,000萬元予同鄉社團申請，舉辦推廣家鄉文化的活動，
以便加深市民對其家鄉的認識及歸屬感，弘揚愛國、愛
港、愛鄉的精神。這是突破性的創舉，值得支持。當局宜
考慮以該計劃為契機，着力提升家鄉文化和同鄉社團的意
義和作用，更好地構築政府與民間溝通大橋，推動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講好香港故事，講好中國故事。

鄉愁是人們心中長存永留的情愫，各大同鄉社團近年
皆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家鄉市集活動，多元推廣家鄉文
化和講好家鄉故事。事實上，政府在不足一年的時間
內，先後推出「同鄉文化名勝展」和「家鄉市集」，足
證政府認同同鄉社團在香港社會發揮的作用。

施政報告提出「同鄉文化推廣計劃」，再配合將成立
的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和兩所介紹國家和抗戰歷史的博
物館，都昭示政府推動香港人重新認識國家、了解中華
文化，以至家鄉文化的決心和誠意，以家鄉情、民族情
凝聚香港人的愛國心。此筆款項可以視為整體工作的一
部分，當局更宜將同鄉社團視之為地區樁柱，成為民間
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進一步補充和提升有關計劃的
目標和規模。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千百年間，來自不同省市縣鄉
的人們匯聚香港，主要以地域鄉親為主軸，涵蓋不同界

別階層的同鄉，服務在港鄉親、溝通香港與內地的往
來、關心社會民生，彼此包容共濟、互通訊息、相互支
援，形成堅韌不拔的民間力量，既與社會發展拼帆共
進，又具有「從民間來、到民間去」的特質，加上一直
是特區的堅實支持力量，對社會發展的每一步都會誠心
呼應同行。政府應通過人員委任、資源調配和意見重
視，提升同鄉社團在地區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和能量，
確保不是「小花瓶」，而是「千斤頂」。

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內地市場是香港經濟的
最大支撐，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進對國家民族
的認同和自信，既要有政策，也要有門路。同鄉社團既
知港情，又知鄉情，本身就是內地省市與香港文化交
流、招商引資的重要橋樑。隨着北上港企和「港漂」群
體不斷壯大，同鄉社團的引路支援更形重要。因此，政
府應重視同鄉社團的中介平台作用，協調和加強他們的
溝通交流作用，發放最新經濟動態和多作背景簡介，以
便強化其服務經濟的功能。

同鄉社團一向與地區居民感情深厚、互動頻仍，具備
高效的動員能力與地區號召力。未來特區政府進行政策
宣講、國情宣講之時，可借助同鄉社團自身的平台優
勢，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達至多元宣講的作
用，推動全港市民同心協力創造更美好生活。

重視同鄉社團在地區管理的作用
車弘健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第一常務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