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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1月30日
宣布開展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公眾諮詢，同日亦
通過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的聯席會議向議員進行

簡介。出席的議員一致同意並歡迎特區
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

2020年實施的香港國安法，訂立四類
罪行，即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
罪、恐怖活動罪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主要是針對2019年
修例風波中最為突出的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不過香港現時仍危機重
重，加上國際形勢千變萬化，危害國家
安全的風險每日都存在，香港特區有憲
制責任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禁
止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四類罪行以外，同
樣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全國人大「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
都明確規定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的憲制責任。所以，為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絕對必須的。在
諮詢過程中，特區政府固然要努力向市
民解說，以及聽取意見。有了2019年港
版「顏色革命」的慘痛經驗教訓，以及
香港國安法推出後，社會安寧、經濟繁
榮的景象，讓我們深切體會到立法維護
國安的好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已
然有了實在的支持理據。

諮詢文件建議訂立一條全新的《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務求全方位應對香港
特區現在和未來可能出現的國家安全風
險。可以預期，一些西方反華勢力又會
對此進行抹黑詆毀。他們為了混淆視
聽，故意漠視最基本的事實：所有國家
均視維護國家安全為頭等大事，必然會
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特區政府在本次立法工作中，適當地
借鑑了其他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詳情載於諮詢文件的附件二，從中可以
看到，相關國家的國安法律往往不只一
部，美國最少有21部，英國最少有14
部，澳洲最少有4部，加拿大最少有9
部，新西蘭最少有2部，亞洲國家如新
加坡亦最少有6部。英美等國的國安法
律條文，比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的建議內容更嚴厲。這些事實，都是對
西方反華政客言論的最有力駁斥。他們
對香港國安法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的謾罵和攻擊，既暴露雙重標準的醜惡
嘴臉，也反映了立法一定會令反華勢力
的亂港圖謀不能得逞。期望特區政府在
現階段做好諮詢工作，向本港市民和國
際社會清楚解說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
法精神及立法內容。立法會一定會好好
配合特區政府履行憲制責任，議員們會
全力盡責進行審議，盡早完成立法，有
效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防範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只有
築牢國安屏障，香港才可專注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令廣大市民安居樂業，
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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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盛事生生不息 謀劃長遠龍躍千里
龍轉乾坤，喜氣洋洋。農曆新年期間的多項香

港節日盛事，體現香港「新年味」、「文化

感」、「國際範」，激發消費需求，吸引八方來

客，市面人聲鼎沸，多個行業丁財兩旺，為龍年

經濟理想開局。香港發揮盛事之都優勢特色，具

有推動本地生產總值、帶旺各行各業的宏觀效

應，是香港謀劃長遠的經濟之策。未來香港要加

快優化盛事配套、創新行業模式，以更好的盛事

體驗促進經濟動能生生不息，定必龍躍千里、前

程錦繡。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由國際級球星組成的「世界明星隊」與「香
港明星隊」在大年初四進行比賽。行政長官李
家超於個人社交專頁表示，闊別已久的賀歲盃
重返香港大球場，全場共有10個入球，為今個
新春假期畫上一個十全十美的句號。他指出，
今年香港將會舉行多項國際級大型盛事，不單
為香港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和氣氛，亦盡顯香
港盛事之都的地位和魅力，吸引全球各地人流
訪港，政府會繼續和社會各界共同推動盛事經
濟，務求加倍發揮「磁石效應」，帶動旅遊、
酒店、餐飲和零售業等發展，讓市道越來越暢
旺。

盛事之都 魅力不減
香港是享負盛名的盛事之都，這個農曆新

年，多項盛事、喜慶活動接踵而至，市面洋
溢着喜氣洋洋的節日氛圍。香港具備中西文
化薈萃和高度國際化的優勢特色，從過年前
各年宵市場，到年初一花車巡遊、年初二維
港煙花匯演、年初三賀歲賽馬日、年初四足

球賀歲盃，都體現了香港的「新年味」、
「文化感」、「國際範」，是只有身處在香
港才能體驗到的特色風采，旺盛人潮人氣充
分證明香港魅力不減，仍然有着國際大都會
的號召力、吸引力。

好客之都 延續勢頭
數據顯示，全港15個年宵市場有約200萬人

次到訪，煙花匯演吸引34萬人在維港兩岸觀
賞，賀歲賽馬日有近8.8萬人入場，創2019年
後新高，多位國際級球星助陣的賀歲盃足球賽
吸引了2萬多球迷入場。酒店業界人士指出，來
港旅客在農曆年期間絡繹不絕，假期每天約200
個內地團到訪，旅客平均留港超過3天，整體酒
店入住率更高逾九成。連串盛事好評如潮，精
彩不停，歡樂不斷。盛事數據和喜樂現象反
映，盛事與經濟效應密不可分，今次農曆年的
盛事活動，刺激本地消費，吸引八方來客，帶
動香港旅遊、餐飲等多個行業丁財兩旺。繼續
發揮香港盛事之都優勢，是加強香港經濟發展

的正確選擇。
必須指出的是，推動大型盛事，對香港長遠

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李家超早前提出，估
算每150萬名旅客，可為本地生產總值帶來約
0.1個百分點的增長。這指明了盛事經濟的重要
推動作用。以國際七人欖球賽為例，疫情前每
年吸引2萬名遊客訪港，留港期間人均消費便達
1.3萬元，為香港帶來2.6億元經濟效益。事實
上，展會論壇、體育賽事、文化演出等吸引世
界各地的翹楚精英來港交流獻技，廣受本地市
民和旅客歡迎。世界各地具號召力歌手的世界
巡迴演唱會，更被稱為「行走的GDP」。這些大
型活動都會對旅遊、餐飲、酒店等行業具有磁
吸效應，不僅帶動更強勁消費需求，激活經濟
動力，而且涉及範疇廣泛，涵蓋不同領域和行
業，對香港經濟發展有明顯的宏觀增值作用。
從今次農曆年盛事經驗可以看出，推動盛事經
濟，透過持續舉辦不同的盛事，吸引旅客來香
港，將「人氣」變成「財氣」，有利提振香港
本地經濟。

特區政府已宣布，今年上半年會舉辦超過
80項大型盛事，包括首次在香港舉辦的LIV
Golf職業巡迴賽、藝術三月、香港國際七人欖
球賽、香港流行文化節等盛事一浪接一浪，
涵蓋文化、藝術、體育、經濟、貿易、金融
等方面。連串賀歲盛事為香港今年的盛事經
濟打響頭炮。香港更要保持定力推動盛事經
濟，着眼長遠鞏固香港好客之都形象，延續
新年盛事良好勢頭。隨着越來越多盛事在港
舉辦，面對周邊地區對盛事經濟的競爭，香
港要快馬加鞭，做好全盤規劃，優化旅遊基
建配套，在場地、交通、通關、資訊等方面
提升接待能力，更好迎合盛事經濟。當前旅
客遊港模式更着重具香港特色的旅遊體驗，
以及以禮待人的良好服務，零售、餐飲、酒
店以至其他消費行業都要創新消費模式，調
整行業策略，不斷在商品和服務中推陳出
新，適應遊港模式的改變。展望龍年經濟在
盛事帶動下，香港發展動能可望持續提升，
以盛事新作為呈現發展新氣象。

「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
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
治。」北宋賢士王安石的這一
宏論，在近千年後的今天，仍
然擲地有聲。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無疑是香港歷史發展

過程中的一座關鍵里程碑。國家安方有香港
安，香港安方有經濟興。對於香港這座全球商
貿中心、國際金融中心而言，立法將為其注入
新的信心與活力。

降低不確定性 增強市場信心
法制健全是香港經濟與金融繁榮昌盛的根

基。「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奉法者弱則國弱。」早在戰國時期，韓非子就
清晰地指出了法治水平與富強程度的必然關
係。有效的法治需要以健全的法制為前提，而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恰恰及時彌補了香港長
期以來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令香港的
法制更加完善，法治更具基礎，使韓非子提出
的「奉法者強則國強」成為現實可能。以今天
的語言來講，首先，健全的法制是契約精神的
根基。人類的經濟金融活動是數量龐大的交易
行為的集合，而每一項交易行為的進行，都需
要有契約精神作為前提。成文的、具有強制執
行效力的法制，為不成文的、缺乏強制執行效
力的契約精神提供了加持和保護，使更多交易
行為可以在誠信、互利的基礎上得以開展，這
對於經濟金融的促進具有根本的意義。其次，
健全的法制是市場秩序的根基，一方面可以保
障市場的公平競爭，防止市場操縱和壟斷行
為；另一方面提供糾紛的解決機制，能夠及時
消除經濟金融活動進行的障礙。另外，健全的
法制還是穩定預期的根基。隨着經濟金融的發
展，參與主體對未來預期的重要性愈發凸顯。
明文法律的制定與執行，毫無疑問極大地提升
了經濟活動與金融市場的可預期性，降低了不
確定性，從而增進市場主體的信心度與安全
感，促進經濟金融的健康發展。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從人類的歷史
實證來看，健全法制促進國富民強的例子比比
皆是。戰國時期，諸侯紛爭，久而不下。而當
時「僻在雍州」、「諸侯卑之」的秦國正是通
過起用商鞅這一法家學派的實幹家，自上而下
全面革新了祖規常習，建立起了從授田制到度
量衡的一整套完善的明文法規體系，才實現了
經濟實力的突飛猛進，為秦國最終實現統一中
華提供了可能。後世但凡經濟盛世，背後都有
着健全法制的支持。從漢律六十篇到唐代《永
徽律疏》，從《明大誥》到《大清律例》，每
一部成熟法典就對應着一個時代的繁榮盛世。
尤其是在宋代這一史學界普遍認為是我國古代
經濟發展最為繁盛的時期，更是有着堅實的法
制根基。當代著名法學家張晉藩就曾指出宋代
「非常重視運用法律管理國家和社會」，是古
代依法治國的典範。其一整套律、令、格、式
四位一體的完備法制體系，對經濟繁榮至關重
要，更是為金融活動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土壤。
放眼全球，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到

近代兩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英、法、美、德，再
到戰後崛起的東亞經濟體，也無一不是以健全
的法制作為經濟金融發展的根基。可見這是人
類歷史的普遍規律，而非一時一地的偶然，在
今天的香港，同樣適用。

國家安全是源香港繁榮是流
社會穩定是香港經濟與金融繁榮昌盛的保

障。古籍《管子》一書中，作者精闢指出，
「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
爭也。」有效的法治，對於揚善懲惡、化解紛
爭，對於維護社會穩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而只有在穩定的社會中，居民才有足夠的消費
信心，企業才有充分的投資意願，商戶、工廠
才能夠正常營業，政府、法院才能夠正常辦
公。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之上，資金、技術、人
才才會持續流入，經濟與金融才會持續發展。
這些雖然是中學生就已熟知的經濟學基本原
理，但成功實踐卻並非易事。縱觀歷史，失敗
的案例不一而足。

眾所周知，阿根廷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曾
經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經濟總量
也一度躋身世界各國前十位。其首都布宜諾斯
艾利斯正是該國經濟盛衰的一個縮影。在二十
世紀初，布宜諾斯艾利斯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
早的地鐵系統之一，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國際
移民持續流入，在當時被稱作「南美洲的巴
黎」。有學者推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
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了包
括法國、德國在內的歐洲大陸國家。直到今
天，英語中仍然有一句習語「（某人）像個阿
根廷人一樣富裕」，正是當時阿根廷與布宜諾
斯艾利斯經濟金融繁榮程度的寫照。然而好景
不長，由於法治與經濟發展的脫節，自1940
年代起，布宜諾斯艾利斯陷入了持續的政治動
亂與暴力衝突之中，曾經是繁榮象徵的五月廣
場淪為了混亂和無政府主義的代名詞，經濟金
融發展一落千丈，至今仍遠不能重現往日的輝
煌。類似的歷史，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埃及
的開羅、烏克蘭的基輔等諸多城市，都曾經發
生過。香港在2019年發生的修例風波，也讓
每位關心熱愛香港的人痛心不已，經濟金融活
動無法正常進行，市民生活在擔憂甚至恐懼之
中。50年來，香港只有四個年份經濟負增長，
除了1998、2009兩次經濟危機和2020新冠疫
情，僅剩的2019年就是直接受到社會動盪的
拖累。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及時撥亂反正，也
及時結束了經濟的負增長。而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則是一個消除誤解、彌合創傷的良好
契機，將進一步維護香港的社會穩定，從而保
障經濟與金融的持續穩健發展。

源定而流深，源清而流澈。「一國」是源，
「兩制」是流；國家安全是源，香港繁榮是
流；法制健全、社會穩定是源，經濟發展、金
融活躍是流。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功在正
本清源，利在香港發展，必將為香港經濟與金
融的繁榮昌盛掃清障礙，注入活力。一個更加
團結、更加和睦的香港，定能再創更大的成
就，打造更為璀璨的東方明珠。

法治興經濟興 社會安金融盛
程實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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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疫後着力尋求經濟復甦，樓
市作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香港
整體經濟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然而，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統計數
字顯示，本港去年樓價持續處於低迷
狀態，十二月所錄得的樓價更是連跌8
個月，創下了近7年的新低。面對樓市
不景氣，一手及二手住宅市場交投疲
弱，當局應認真檢視現行的樓市政
策，全面撤銷「辣招」，讓樓市盡快
恢復正常，並推出一系列措施刺激樓
市交投和提振投資者信心，全力拚經
濟，加速謀發展。

樓價持續下跌「辣招」不合時宜
特區政府在2010年推出樓市「辣招」

時曾強調，有關做法只是一項周期性的
調節措施，用以遏止過度的需求和炒賣
活動，絕非永久性的政策。在非常時期
採取非常手段絕對是無可厚非。事實
上，當年香港樓價不斷飆升，房屋供不
應求，市民深受市場上炒賣投機行為影
響無法「上車」，當時特區政府推出
「辣招」確實有助穩定市場。但時至今
天，樓市經已有翻天覆地的改變，當年
的「辣招」根本不適用於今時今日「過
冷」的市場。

受新冠疫情及外圍眾多不明朗因素影
響，本地樓市變得一潭死水，「辣招」
更為跌勢雪上加霜。樓價持續下跌，投
資者變得更加謹慎和節制，市場投地氣
氛及入標反應亦十分冷淡，政府去年與
「一鐵一局」合共推出了12幅土地招

標，但當中竟有一半流標，錄下供應史
上最多官地流標次數的一年，大大影響
政府的賣地收入，進一步打擊香港的經
濟及社會發展。

負資產宗數增 市民困境待解
面對社會上「撤辣」聲音不斷，行政

長官李家超去年曾宣布「減辣」方案，
將額外印花稅適用年期由三年縮短至兩
年；將「買家印花稅」及「新住宅印花
稅」稅率減半；並為外來人才的置業印
花稅實施「先免後徵」，試圖扭轉樓市
跌勢。惟有關措施已經實施了一段長時
間，提振樓市效果不明顯，據《一手住
宅物業銷售資訊網》資料指出，今年一
月成交量僅錄得419宗，比去年平均每
月約876宗低逾五成，而二手交投方
面，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今年1月
錄得2,712宗註冊，情況較去年平均每
月約3,022宗低約一成。坊間不少聲音
認為「減辣」方案失效，不但對樓價影
響輕微，亦無助提升投資者來港購買物
業的意欲。

樓市下滑不單對經濟造成嚴重影
響，市民同樣受困。金管局日前公布
了2023年第四季末負資產住宅按揭貸
款宗數，數目激增2.5萬宗，按季增幅
近1.3倍，創近19年新高，情況令人
憂慮。要提振香港經濟發展，政府應
該聽取社會聲音，全面撤銷買家印花
稅、額外印花稅，激活本地樓市，維
持市場信心，讓樓市回復自然健康的
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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