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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海外謬論 鄧炳強：港不存在「隨意拉人」
指一般法例不具追溯力 籲市民勿遭外力誤導

特區政府正展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公眾諮詢工作，諮

詢期至本月底結束。特區政府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和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昨日出席民建聯舉辦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講解

會。鄧炳強表示，留意到在海外有些人刻意抹黑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他們指出，拘捕是很嚴肅的事，必須根據法律處理，不存在所謂的「隨意拉人」；又

指香港作為行使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一般法例都不具追溯力，呼籲市民千萬不要被這些

「走咗佬」、想繼續危害香港安全的人，或外部勢力的謊話和誤導性言論，引致對立法有誤

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正在
進行，香港中華總商會向特區政府提交意見書，表
示十分支持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為維護國家安
全提供更堅實法律屏障，鞏固和提升香港整體營商
環境，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讓香港社會聚
焦經濟民生發展。中總期望政府積極向各界進行詳
細解說，加強宣傳二十三條立法帶來的好處，特別
是主動與外國領事、跨國企業、外地媒體等接觸，
消除可能出現的疑慮，積極爭取國際社會認同。
中總強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特區

責無旁貸的憲制責任。建議即將發表的預算案亦要
配合二十三條立法，支援工商界參與維護國家安全
的相關工作。

文總：二十三條立法愈早愈好
另外，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發表聲明，堅決支持特

區政府盡快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強調國家
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頭等大事，絕不容許外

部勢力及任何人危害國家安全。香港國安法成功讓
香港止暴制亂、恢復安定，但這仍不足以確保香港
的長治久安，國安法不能代替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表示，世界各國均
將維護國家安全視為重中之重，在政治、經濟、國
防、法律等多方面維護國家安全。香港基本法二十
三條規定由香港自行立法，但香港回歸祖國27年卻
遲遲未完成，使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出現空白與
漏洞，加劇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設防的狀
況。故此，香港必須履行維護國家安全這個重要憲
制責任，健全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
文總認為，國安家好，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

時代，二十三條立法將加快香港的政治、經濟、民
生、國情教育的全方位發展。二十三條立法愈早愈
好，香港愈早建立完整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
系，愈能對國安危機做好萬全的準備，提升應對危
害國家安全的能力。

中總冀積極解說 宣傳二十三條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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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丘應樺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提到，有外商關注
「國家秘密」定義，憂慮一些生意上的數據來往
會否觸犯法例，認為清晰界定有助外商做生意。
對此，他強調，正常商業行為不會觸犯法例，香
港特區駐外經貿辦亦不會因立法而「綁手綁腳」
或利用法例限制商業投資。
丘應樺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已親自主持解
說會，向外國駐港領事及外國商會等，講解基
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細節。對於一些外商的憂
慮，丘應樺指做生意經常與外國拍檔溝通，重
申法律是保護性質，強調正常商業行為不會觸
犯法例。

料在美3個經貿辦不受影響
丘應樺亦談及特區駐外經貿辦工作，指經貿
辦專注搞經濟，沒有政治的目的，經貿辦會以
一貫宗旨辦事， 推廣商業、經濟及文化發展，

不會因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就「綁手綁腳」或
利用法例限制商業投資。他表示相信特區政府
在美國的3個經貿辦不會受影響。
特區政府去年10月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提
出發展「總部經濟」，吸引海外公司在港設立
總部。丘應樺表示，過去三年疫情下，有總部
遷離香港，同時亦有總部正計劃回港，有關安
排需時，坊間未必能掌握真實數據。他對香港
有信心，相信外資總部會陸續回港，一步一步
回到以前的水平。
至於特區政府在2022年初申請加入《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原預計18個
月後即去年年中正式加入。丘應樺指，申請
程序有延誤，最初的15個成員經濟體在去年
中才完成核實加入，目前仍然未制定其他經
濟體及獨立關稅區加入RCEP的細則，他指不
能預計何時才能正式加入，但期望今年內能
成事。

商經局：正常商業行為不會犯法

張國鈞在會上發言時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所
有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每個國家都必然會

採取必要措施，並會不斷修改增加，制訂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以保障自身利益，因此各國往往不止
一部國家安全法律。今次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將全面準確落實全國人大「528決定」和香港國安
法的同時，亦必定會保障人權自由和堅持法治原
則。
在會後見傳媒時，被問到特區政府會否接納有人
建議修改「竊密罪」等條文的內容，張國鈞回應
說，諮詢期結束後，會盡快整理、虛心聆聽和審視
所有意見，並吸納有建設性的提議，再制訂相關條
例草案。
鄧炳強則表示留意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所謂「暗指
有咗二十三條，執法人員可以隨意拉人」言論。鄧
炳強指出，拘捕是很嚴肅的事，必須根據法律處

理，不存在所謂的「隨意拉人」，而彭定康的言論
屬抹黑及恐嚇。對於媒體訪問反對立法的人，是否
已經「越界」問題，鄧炳強回應說，要視乎出發點
是否讓外部勢力有心抹黑本港。

目前接觸者大多支持立法
他又指，二十三條立法諮詢展開至今，共進行近

20場宣講會，諮詢對象包括外國領事、本地及外國
商會、不同專業界別、傳媒界、人大政協、社區人
士等。他表示，目前接觸的人士大部分均支持二十
三條立法。
昨晚，鄧炳強以「應變反駁隊再出動，駁斥境外

勢力抹黑謬論」為題，在社交平台發文，指自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開展以來，不斷有境外
勢力和他們的代理人，以及走佬外地的逃犯肆意抹
黑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這些全部是荒謬同抹

黑的指控。」他說：「真相是二十三條立法正正就
係維護新聞同言論自由，保障市民能夠安居樂業、
企業放心投資。」他希望大家認清這些境外勢力同
逃犯抹黑立法的居心，明辨是非，支持特區政府的
立法工作。

民建聯設專組 審議法案工作
民建聯主席陳克勤表示，透過今次的講解會，可

以讓成員深入了解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內
容及方向，有助在社區以簡單易明的方法向市民解
說，令相關訊息更「入屋」。他表示，民建聯已成

立專責小組，負責進行審議法案的工作，會全力支
持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他並說，過去一個月，已接觸了泰國、越南及
歐盟等多地的駐港商會，解釋立法的必要性，未
來亦會約見英、美、法及新加坡的商會，釋除疑
慮。
出席講解會的還包括多位民建聯領導層、立法會

議員、各區區議員及青年民建聯成員等，他們均認
同二十三條立法是天經地義的事，在未來日子會繼
續協助政府推廣宣傳，令群眾更明白維護國家安全
對社會安定繁榮的重要性。

◆特區政府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出席民建聯舉辦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講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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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宣布，擴大「長者醫療券大

灣區試點計劃」的適用範圍，增加廣

州及南沙、中山、東莞、深圳共7間

醫院及牙科診所，今年第三季推出。

長者醫療券拓展至廣東省更多醫療機

構，便利在粵養老和居港的長者內地

就醫，是暖心德政，政府要加強政策

宣傳，提供清晰資訊，教會長者在內

地使用醫療券，通過常態化溝通機

制，與廣東衞生部門加強溝通、解決

問題、完善服務，並總結經驗、穩健

拓展長者醫療券在內地更多城市使

用。

根據政府數據，目前在灣區內地9

市居住的港人超過 50 萬，其中長者

約有8.8萬人，鑒於醫療券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醫療機構使用的需求持續增

加，行政長官李家超 2023 年施政報

告提出，「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

劃」將會擴大適用範圍至更多大灣區

內地城市合適的醫療機構。此次政府

落實施政報告措施，在廣東省支持下

將長者醫療券擴展至大灣區7間醫療

機構，既便利在粵養老的香港長者，

在內地更方便就醫，也為居港長者北

上就醫提供更多選擇，獲得社會各界

點讚。

政府推出長者醫療券，主要考慮是

減輕長者醫療負擔，同時紓緩公立醫

院的服務壓力，為此政府不斷完善計

劃，一方面擴展醫療券的適用範圍，

容許配偶共用醫療券，鼓勵引導長者

善用醫療券接受持續預防護理和慢性

病管理等服務；另一方面將長者醫療

券的使用地域擴展至深圳，如今進一

步擴大至灣區內地其他城市。目前隨

着國家不斷推出便利港人在內地工作

生活的政策，鼓勵港人內地養老，愈

來愈多香港長者赴內地養老；內地性

價比高的醫療服務，也吸引香港長者

北上就醫。為更好發揮長者醫療券的

政策效應，政府需要切實做好「長者醫

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擴大適用範圍政

策的宣講工作，為長者提供足夠清晰的

資訊，針對長者使用醫療券內地就醫的

疑問，做好解說工作，讓更多長者知道

如何使用醫療券在內地就醫。

長者醫療券擴大在灣區內地城市的

使用，兩地的醫療機制、服務方式有

差異，需做好落實計劃的具體工作。

特區政府要主動與廣東省衞生部門溝

通協調，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及時

解決計劃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

於長者醫療券在內地使用的監察，政

府要做好預判、及早做好預案，對於

醫療服務機構的服務質素做好監督，

確保長者醫療券真正為香港長者帶來

便利，確保善用本港公共資源。

另外，政府要總結試點經驗，穩健

擴大長者醫療券在更多大灣區內地城

市、醫療機構使用，增強本港長者的

獲得感、幸福感。

為長者灣區就醫提供更多便利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表示，香港去年初全

面復常通關後，會展業復甦較預期好，已逐步回復至

疫情前水平約七至八成，期望2024年能回復甚至超

越疫情前水平。會展業具有吸引高增值商務客的作

用，促消費、振經濟效果顯著，搞活會展業是提振本

港經濟的重要抓手。香港作為國際會展之都，更要把

會展業與不同產業發展緊密結合，助力產業升級發

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會展業聯動發展，打造「世界

一流會展灣區」，增強香港國際商業樞紐、區域首要

會展中心的競爭優勢。

會展業對本港經濟十分重要。據統計，疫情前會展

業每年為香港帶來超過500億港元的經濟效益，約佔

本地生產總值 2.1%；展覽業為相關行業創造了近

77,000 個全職職位，惠及廣告、酒店、零售及餐飲

業。商經濟局局長丘應樺指出，2019年本港吸引169

萬名會展和獎勵旅遊過夜旅客，人均消費約 7,200

元，合共122億元，較整體旅客人均消費高23%。

疫後復常以來，香港國際珠寶展、國際影視展、國

際創科展等陸續揭幕，會展行業復甦按下「加速

鍵」，為香港經濟發展增添新動力。今年灣仔會展及

亞博館將舉辦至少150場會議及160場展覽，部分在

疫情期間轉到其他國家或地區舉辦的活動，例如去年

在迪拜舉行的亞太區皮革展和時尚物料展，以及去年

在新加坡舉行Vinexpo Asia酒展，今年會返回香港；

多個展覽和流行文化活動，包括韓國潮流文化活動

KCON和美國流行文化和時尚展覽ComplexCon，更

首次在港亮相。會展活動密集登場，為香港帶來更多

具高消費能力的遊客，舉辦豐富多彩的展覽活動，也

能吸引更多遊客，延長遊客留港時間，消費亦會相應

增加，帶動香港交通、旅遊、餐飲、物流等行業創

收、改善就業。

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貿易經濟體系，已發展成為

區內首要的會議展覽中心。香港是自由港，位處亞洲

中心位置，對外交通聯繫完善，參展商來港非常方

便，再加上作為內地與世界溝通橋樑的獨特優勢，令

香港成為舉辦國際會議和展覽的理想地點。2020

年，香港獲Smart Travel Asia Awards評選為亞洲「最

佳會議城市」，並獲中國旅遊業界獎評選為「年度期

待境外會獎旅遊目的地（短途）」。

事實上，高度聚合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會展業，

對整體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巨大。有業內人士指出，

「搶佔海外市場訂單，參加展會是很好的方式」。因

此，香港重振會展業，不僅要算短期和本地的經濟

賬，更要充分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

勢，加大力度爭取更多不同產業的國際會議與展覽在

港舉行，拓展「會展+旅遊」「會展+體育」「會展+

文化」「會展+創科」等創新展會模式，推動香港會

展業提質發展，鞏固香港作為亞洲貿易展覽之都的領

導地位。

日前廣東召開高質量發展大會，部署加強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粵港澳三地的會展業聯動發展、優勢疊

加，將為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灣區會展業高質量發展帶

來巨大的生機與活力。香港是內地企業通往全球、海

外企業進軍內地的最便捷、高效通道，香港亦有專業

的會展服務和人才，可幫助大灣區企業及海外企業對

接資源；大灣區內地城市會展業蓬勃發展，廣交會、

廣州國際車展、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等已成為享

譽國際的會展盛事，將大灣區的產業集群、地理輻射

及會展環境等多重優勢密切結合，為大灣區乃至內地

的企業拓展全球市場、提升國際影響力提供更高更廣

的舞台，大灣區會展經濟價值不斷提升，香港會展業

的優勢特色也必將更彰顯。

結合產業灣區聯動 增強港會展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