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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特區政府公布了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指出立
法是針對叛國、叛亂、竊取國家機
密及間諜行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破
壞活動及境外干預相關罪行。正如
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必須做、要盡快做；社會經歷2019年修
例風波，突出了國家安全威脅在香港並不是空中樓
閣，不是幻想。實際上歐美等西方國家，也一直在
更新、加強國家安全法律。「安全是發展的前提，
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為保障香港的社會、經濟發
展，被拖延廿多年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刻不容
緩。

防範「顏色革命」維護社會穩定
為何說「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多年前筆者在網

上看過一段在俄烏衝突發生前拍攝的短片，內容主
要是談烏克蘭年輕人的生活。短片主角是一位在烏
華人和一位當地女生。該女生表示自己在大學修讀
漢語，但當時不少同學是讀日語和韓語，原因是在
讀書時當地有不少日本和韓國的企業。不過，當地
發生「顏色革命」後，日本和韓國企業大量撤出烏
克蘭，令她的同學很難找到工作。這輕輕一句話，
道出了外國滲透的「顏色革命」對民眾的傷害有多
大。

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黑暴竟發表「希望香港未
來能像烏克蘭一樣有好結局」的文宣。而且，據台
灣地區媒體報道，當時就有烏克蘭納粹主義軍事組
織「亞速營」來港參與暴動。西方霸權慫恿製造的
「顏色革命」，結局就是極端思想肆虐、軍閥割
據、恐怖分子活動沒完沒了；又或是政客無能，對
內依靠炒作仇恨，對外靠諂諛美國。黑暴提醒了香
港，國家安全威脅就在我們的身邊，不是有些人所
說的藉國家安全打壓異見；黑暴也顯示了不要低估
外來勢力滲透、買通、抹黑造假、指鹿為馬的能
力。事實上，修例風波發生時，確有不少市民，包
括知識分子，不明就裏聽信黑暴散播的不實信息。

如今，國家安全法律已被世界各地所重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
文件大量列舉了歐美等國近年在國家安全法律方面的發展。不論我
國還是西方國家，觸犯國家安全相關罪行都可判處監禁10年以上甚
至死刑。香港多年來未有修訂和落實國家安全的法律，反而是落後
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對社會以及營商環境多了一層不穩定性。

激活既有條例 市民受影響不大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對港人生活工作是否有重大改變？筆者認

為不大。如果大家細閱諮詢文件，就會了解到，涉及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的罪行，其實大部分一直列於香港《刑事罪行條列》等多條法
律中，只不過現時已顯不合時宜，也有不清晰之處，需要立法激
活。立法有利市民明確了解國家安全的界限和原則。

最近有人建議，竊取國家機密是否可透過「公眾利益」作辯護理
由？這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首先國家安全不是特定權力的利益，
國家安全本身就等同本國公眾的利益，而「公眾利益」的定義和內
涵又是什麼？必須注意，「公眾」的定義是可以包括非國民，如果
用非國民的「公眾利益」作為辯護理由，也是不合理的。從實務上
而言，以美國為例，不管是由哪一個政黨執政，他們對於斯諾登事
件和阿桑奇事件，都沒有放棄追究有關人士涉嫌觸犯國家安全罪行
的責任，可見「公眾利益」的定義只要假以時日，是可以在社會達
成共識。不過，一些任意定義而實為私利的情況，例如一些學者把
造假之虞的博士論文列為機密，封存30年之類，以濫權掩護個人甚
至系統性貪腐，我們則應要在這方面作出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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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亂港分子垂死掙扎 更顯二十三條立法震懾威力
新華社發表港澳平題為《為什麼反中亂港分子如此害怕

和阻撓二十三條立法》的文章，詞鋒犀利，一針見血。文

章指出反中亂港分子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感到如芒在

背、如鯁在喉，千方百計阻撓立法，是因為立法之後，反

中亂港分子不能再逍遙法外，攻擊國家、煽動「港獨」將

無所遁形，勢必淪為喪家之犬。這更加證明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擊中要害、勢在必行，與香港國安法相輔相成，

對反中亂港、賣國賣港惡行產生雖遠必追的法律震懾威

力，全港各界要鼎力支持早日立法，寫好香港由治及興新

篇章。

楊正剛

香港國安法實施3年來，香港發展重回正
軌，廣大市民、各行各業、海內外投資者樂享
其成，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進一步鞏
固香港法治穩定、共謀發展的良好局面，可以
集中精力拚經濟，成為本港社會和國際投資者
眾望所歸。為何反中亂港分子仍要逆流而動，
無所不用其極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港
澳平文章把反中亂港分子的陰暗心理分析得明
白透徹。

反中亂港分子不能再為非作歹
「他們那是做賊心虛」「他們公然挑戰『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肆意衝擊特區憲制秩序，
瘋狂實施暴力犯罪，嚴重破壞香港穩定、危害
國家安全。 」「那麼當二十三條立法完成，
他們再要作出破壞香港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
惡行，就不可能逃脫法律的制裁而必須面對法
庭和監獄，他們怎不驚慌惶恐？」

「他們那是心裏有鬼」「他們造謠誹謗，不
斷攻擊國家根本制度，肆意煽動對憲法規定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意和仇恨，傳播非法抗爭
理念、離間香港與內地關係。在二十三條立法
把之前的法律漏洞一一堵塞後，這些反中亂港
分子再要宣揚「港獨」、意圖煽動將無所遁
形，種種障人耳目的伎倆也不可能玩下去了，
他們怎不着急頑抗？」

「他們那是甘心當狗」「他們數典忘祖、認
賊作父，公然乞求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制
裁中國和香港特區，瘋狂出賣國家和香港利

益，把漢奸國賊做到了家。當二十三條立法將
這些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敵對勢力的聯繫斬
斷，其只能成為喪家之犬，再沒有了『洋主
子』作依靠，也沒有了賴以生存的『嗟來之
食』，他們怎不垂死掙扎？」

有部分反中亂港分子即使在香港國安法生效
後仍不收手，企圖顛覆國家、「攬炒」香港的
言行變本加厲。黎智英案披露他及其旗下媒體
縱暴煽「獨」、勾結外力的實例不勝枚舉，令
人觸目驚心，黎智英的兒子目前還倚仗外國政
客向特區政府施壓、要求「放人」，公然干預
本港司法制度；羅冠聰、許智峯等潛逃海外的
通緝犯，以為有「洋主子」收留就能逃避罪
責，繼續無恥地充當外國代理人，多次發表煽
動分裂國家，以及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更揚
言要讓曾在黑暴期間參與止暴制亂的警察、懲
教、律政人員、法官等人員付出代價。

現實情況反映，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具迫
切性、必要性，正如港澳平文章所指，「二十
三條立法就是要讓那些企圖破壞香港穩定、危
害國家安全的邪惡勢力感到害怕，他們休想再
像以往那般在香港興風作浪、為非作歹！」

國安法律執行更高效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涵蓋五大類危害國家

安全的罪行，包括叛國丶叛亂等，將香港國安
法未覆蓋的罪行已納入其中，令防範危害國家
安全無死角，對反中亂港分子作惡零容忍，這
就是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丶也最反對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的原因。例如，特區政府公布的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提到，維護國家安
全立法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
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一般而
言，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不論是在境
外或境內實施，本質上沒有分別，都應該予以
防範、制止和懲治，否則便如同縱容別有用心
的人在境外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就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訂立適當的域外效力，是
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元素，也完全符合國
際法原則、國際慣例和各國各地區通行做法。
有鑑於此，特區政府會仔細考慮罪行所針對的
實際國家安全風險，以建議相稱而屬維護國家
安全所必需的效力範圍。

另外，諮詢文件第九章提出了辦理國安案件
經驗所揭示的短板和不足，鼓勵公眾就這些短
板和不足提供意見，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當中的(b)項，就是可應
對、打擊、阻嚇及防止潛逃行為，並促使潛逃
人員回港接受執法和司法程序的措施。

香港國安法已有域外效力的相關規定，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把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域外
效力規定訂立得更具體、操作性更高，彰顯特
區政府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和行動，更傳
遞強烈信號，反中亂港分子逃到天涯海角都再
難逃法網，反中亂港再無利用價值，必然被主
子棄如敝屣。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反
中亂港分子「有得震、無得瞓」，如今歇斯底
里地反對、阻撓立法，垂死反抗，更加暴露他

們心虛膽怯、自知窮途末路。

立法已經有社會共識
和香港國安法一樣，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針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目的是要
保護廣大香港市民生命、財產、自由和權利。
「做人行得正企得正不用害怕，心懷不軌的人
才會懼怕法律」。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
亦認為，香港市民認同香港國安法保障了社會
穩定，因此對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已經有
共識，並不認為會影響自身的權益。若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順利立法，也說明香港已經進入由
治及興的新格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和國安法
將共同構成更全面的維護國安架構。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得到廣大市民、商
界、外國商會的認同和支持。香港總商會、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及香港中華
總商會都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就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德國商會表明，不會做任何違反香港
國安法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事，完全不擔心
觸法；香港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近八成美企
對香港法治「投信任票」，反映香港國安法發
揮了「定海神針」效果，增強外資企業對香港
法治的信心。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利國利港利民，盡快
完成立法，排除國家安全領域的不確定性，將
鞏固和提升香港整體營商環境，更好吸引工商
企業和投資者來港興業，「早一日得一日」
「早一日穩一日」「早一日興一日」。

有媒體形容2024年是「全球大選年」或
「全球超級大選年」。根據統計，全球大約
有50個國家和地區在今年舉行大選，涉及
40億人口左右，佔全球總人口約一半。這些
大選將對世界帶來什麼變化，無疑是值得高
度關注的。

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大選，一般是每
隔四到五年舉行一次。不管是什麼性質的大
選，都必然關係到所在國的政局穩定與變
化。有些國家在大選後不僅僅是內政外交經
濟政策有變化，還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
極端。

去年10月，南美洲大國阿根廷的大選便
是典型的例子。這次大選的贏家，竟然是極
右翼的政治新人哈維爾‧米萊。米萊以其激
進的觀點和言論，吸引了不少粉絲和支持
者，被本國和國際輿論稱為「阿根廷特朗
普」。米萊主張實行極端的民族主義、自由
市場政策，反對政府干預和提供福利，甚至
直接提出廢除阿根廷貨幣，使用美元，關閉
阿根廷央行，合法化毒品、妓女和人體器官
買賣，支持槍支自由，反對氣候變化，反對
移民，反對全球化。米萊的當選和執政，引
發了阿根廷內外輿論的深深擔憂和民眾的不
安。當然，這種情況在全球大選中畢竟只是
極少數。

觀察人士認為，對於2024年「全球大選

年」，有幾點需要清楚認識。

追求和平仍是主流民意
首先要看到的，是大選一如無硝煙的戰

爭。今年全球各地的大選難免會對國際局勢
產生重大影響。當今世界正處在動盪不定、
變亂交織的時刻，既有國際政治、地緣政治
衝突的加劇，又有全球經濟貿易的惡化。世
界的不穩定、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的因素在明
顯增多。隨着多國進行大選，國際局勢肯定
會受到新的衝擊，一些國家在大選後出現的
政局動盪，或會引發外溢效果，對雙邊和多
邊關係造成嚴重影響。2024年的各地大選
中，最引人關注的，是美國的大選。但在
「全球大選年」的諸多不確定性中，也要看
到有較大的確定性。有些國家的選舉雖然有
多黨參與，但陣勢和選情是基本明朗的，政
局大概率會保持繼續穩定甚至變得更加穩
定，不必杞人憂天。

其次要看到，無論國際和地區局勢如何演
變甚至惡化，追求和平、發展、合作和安全
依然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多數國家和民眾都
抵制、反對極端主義。即便有些政客出於自
身企圖呼喊極端口號，製造極端輿論，煽動
極端民粹主義，也不得人心。同時要注意
到，有些國家的政客雖在競選期間塑造極端
形象，但真正上台之後又是另一副面孔，不

得不作出調整。極端化不僅會直接損害國家
與民眾的利益，而且會嚴重損毀國家的國際
形象和信譽。阿根廷的米萊已經初步嘗到了
極右化的苦頭，實際也在做某些調整。這個
世界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國
家都無法脫離全球化的邏輯軌道，包括美國
在內。

另外要特別注意到，美西方媒體政客大肆
宣傳2024年「全球大選年」是有他們的企
圖和需要的。所謂的全球大選早已不是新鮮
事，不過是一種選民的一種投票形式。能給
他們帶來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和好處，令人質
疑。美西方輿論將今年40多國的大選貼上
各種標籤，把屬於自己政治、戰略和意識形
態陣營或盟國友邦國家的大選標榜為「民主
選舉」。

許多「大選」不過是走過場
有分析指出，不少國家的大選不過是為了

選舉而選舉，每次興師動眾，實則勞民傷
財，如美國的每次大選，競選人動輒花費數
十億美元甚至更高的競選費用，早已遭到美
國輿論和民眾詬病。美西方不少選民自己也
清楚，在數十萬、數百萬甚至更多的選票
中，自己不過是投了一票而已，對於選舉結
果幾乎不會產生什麼作用。這種看似民主的
大選，不過是一種高調渲染的走過場而已。

平常心看待「全球大選年」
高 遠 資深評論員

去年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支持高質量共
建「一帶一路」八項行動，其中一項是
「支持民間交往」，「深化同共建『一帶
一路』國家的文明對話」。香港藝術發展
局目前全力推進年底舉辦的第一屆香港演
藝博覽籌備工作。上月特意安排了中東之
行，行程非常緊湊，六天時間拜訪了四個
國家和六個城市，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達
曼、阿聯酋的杜拜和阿布扎比、巴林及阿
曼，不僅拜訪了當地文化部門，還考察了
當地文化設施，並與藝術團體洽談合作。

我們在阿聯酋杜拜參觀了杜拜歌劇院。

杜拜歌劇院屬私人擁有、商業營運，在營
運的時候既要顧及藝術推廣目的，亦要達
到市場化，所以他們有一個獨特的優勢，
就是場地地板及座位全部可以移動，能夠
將2,000個座位及舞台清空，搖身一變成
為一個容納100圍的會展及宴會場地，令
場地有更加多用途。

另外阿曼的馬斯喀特皇家歌劇院的華麗
亦令人驚嘆，歌劇院建築裝潢有濃厚古典
優雅味道，所有的裝潢、設計非常重視細
節；同時配置了不少高科技配套，例如每
個座位設有顯示屏，外語演出時會顯示字
幕，未來並會加入更多互動功能，例如預
約體驗、預訂離場交通等等。

阿聯酋阿布扎比近年致力於推動文化發
展，當地許多文化設施和景點都與外國展
開合作，例如阿布扎比羅浮宮，未來還有
許多國際級博物館即將建成，包括古根漢
博物館、Team Lab等等。筆者在紐約大學

阿布扎比分校了解到他們
駐 校 計 劃 （Residency
Program），計劃的時間長
短不一，從一星期到半個
月不等，讓藝術家能夠更
多地與學生進行交流互
動，學生可以更深入地學習和了解藝術家
和藝團的工作，甚至可以學到幕後的準備
工作；學校邀請的藝術家及藝團來自不同
國家和地區，學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
景和風格的藝術家和藝團的工作，對學生
而言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探索和學習過
程。

是次行程除了開拓新的網絡，有助於10
月舉辦的香港演藝博覽及未來的文化藝術
發展，也讓我們見識到中東文化設施的震
撼。未來筆者特別希望能夠促成香港和中
東阿拉伯國家的藝術家合作創作，通過文
化藝術建立深厚友誼。

中東文化藝術發展 值得香港探索了解
霍啟剛 立法會議員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