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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支持立法工作 實現良政善治
李 文 俊 致 辭 表

示，目前香港國安法
主要針對4類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即分裂國家、顛
覆國家政權、組織實
施恐怖活動以及勾結
外國和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前兩者與
基本法第23條有交
集，但其他損害國安
的行為，都需要通過
基本法第23條立法防

範。總會作為在香港有重要影響力的愛國愛港同
鄉社團，在深度參與社區治理、積極融入地區、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使命下，有責任向公
眾解說政府的重要政策。總會在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等方面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並廣
泛團結各界愛國愛港力量，積極參與社區治理，
協助政府實現良政善治。

他向大家提出三點要求：第一是認真學習，
清楚了解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第二是廣泛宣

傳，積極向身邊的鄉親、會員、地區義工普法及
解說；第三是守法護法，在面對外部勢力不實的
抹黑時，希望大家在清楚了解基本法第23條的基
礎上，積極發聲。

黎棟國：維護社會繁榮穩定 由治及興新發展
黎棟國表示，基

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
諮詢期間，見到各媒
體報道中的大部分都
是支持的聲音，說明
大家都體會到香港國
安法令香港終止黑暴
亂象，實現由亂到
治、由治及興，事實
充分證明完善國家安
全立法，讓香港市民
的各項權利自由更有
保障。基本法第23條
涵蓋禁止叛國、分裂

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
密等罪行，只是針對極少數進行危害國家行為和活
動的罪犯，保障了大多數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在由治及興新征程上，特區政府完善相關維護國安

的法律勢在必行，有效防範外國政治團體在香港進
行政治活動，23條與香港國安法一同築牢防禦網，
以法治打造最好的營商環境，排除國家安全風險，
更好地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香港長治
久安、繁榮穩定，實現新的發展。

譚耀宗：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立法原則
譚耀宗表示，香

港特區有憲制責任維
護國家安全，完成基
本法第23條本地立
法，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是
「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尊重和保
障基本法下的人權自
由，包括人身安全，
並確保香港特區內的
財產和投資受到保
障。堅持積極預防和
依法懲治危害國安行

為，以法治維護香港的營商環境，確保香港穩定大
局。譚耀宗進一步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相關的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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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針對的是極少數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並非市民大眾，目的是要
保護廣大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自由和權利，奉
公守法的人不會誤墮法網。

莫海濤：積極做好解說工作 凝聚愛國愛港共識
莫海濤致辭表

示，國安家好，只有
「一國」的根基穩固
了，香港才能長治久
安，23條立法可以說
是今年特區政府工作
的重中之重，作為愛
國愛港的同鄉社團，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必
定全力支持和配合政
府落實23條立法，積
極協助政府向社會各
界做好宣傳和解說工

作，團結廣大市民，凝聚愛國愛港共識，為進一
步鞏固國安防線夯實基礎。

邁向新征程 續寫新篇章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宣講會圓滿舉行

日前，「邁向新征程 續寫新篇章——香港
海南社團總會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宣講會」假紅
磡嘉里酒店隆重舉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視頻致
辭，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黎棟國，香港再
出發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海南社團總會會長李文俊擔任主講嘉賓。活動由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主席兼秘書長
莫海濤主持，近600位瓊籍社團領袖、海南省政
協委員、各屬會及十大區委員會的骨幹義工、青
年會員等出席。香港海南社團總會表示，特區政
府開啟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工作期間，籌
辦近30場諮詢會，各界積極提交意見書，逾98%
表示支持及正面意見，諮詢工作公平公正且高效
高質，總會呼籲立法會盡快審議通過法案，使香
港全力拼經濟、謀發展。 ▲「邁向新征程 續寫新篇章——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宣講會」現場合影。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
李文俊宣講基本法第23條
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
員黎棟國表示，23條立法可
以有效排除國家安全風險，
更好地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
長譚耀宗表示，23條只針
對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的人。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主席兼
秘書長莫海濤表示，會做好
23條立法解說工作。

特 刊

打工仔收入金融保險最好景
月薪中位數3.5萬 零售業僅1.55萬元敬陪末席

香港正處於疫後復甦的關鍵時期，但勞動力不足仍是復甦進程的一大障礙。香港特區政

府統計處昨日發表去年10月至12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顯示去年第

四季有381.2萬勞動人口，比上一季減少2.18萬人，按年減少3.48萬人，整體勞動人口參

與率為57.3%，同樣錄得按季跌幅。去年第四季共有370.7萬人就業，同樣錄得按季及按

年跌幅；就業人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則連續四季維持2萬元，當中以金融及保險業最

高薪，月入中位數高達3.5萬元，零售業卻僅得1.55萬元在各主要行業中敬陪末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去年10月至12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
統計報告》刊載去年第四季有關勞動人

口、就業、失業及就業不足的統計數字。
報告亦載有勞動人口內各類人的詳細分析，包

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就業身份、職業、行
業、每周工作時數、每月就業收入等。有關失業
人士離開上一份工作的原因、持續失業時間等資
料亦載於報告內。

女性勞力參與率僅47.8%
報告顯示，去年第四季有381.2萬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參與率為57.3%。特區政府近年致力
透過不同政策釋放女性勞動力，但報告指去
年第四季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僅得52.5%，
遠低於男性的 63.3%，且錄得按季及按年跌
幅。如果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女性的勞動
人口參與率更僅得47.8%。
就業情況方面，去年第四季的總就業人數為
370.7萬人，分別按季減少1.35萬人及按年減少
1.32萬人。收入方面，就業人士的每月就業收
入中位數連續四季維持2萬元水平，但比2022
年第四季多900元。

若按行業計算，金融及保險業最「好景」，
月入中位數高達3.5萬元；與消費及旅遊相關的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則僅得1.6萬元，其中
零售業只得1.55萬元。
其他行業方面，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收入依舊偏低，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亦只有
17,700元，較各行業合計的中位數少逾10%。
報告又指，去年第四季分別有10.57萬人失業

及3.7萬人就業不足，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
去年第三季的2.8%微升至2.9%，就業不足率則
維持於1%。該季失業率較高的行業為樓房裝
飾、修葺及保養業；住宿及膳食服務業；製造
業，資訊及通訊業；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批
發業。但若計算失業人數，去年第四季分別按季
減少8,300人及按年大減2.15萬人。
報告亦指，去年第四季全港共有271.5萬戶家
庭，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3萬元，與去年
第三季一樣。若只計算當中76.7%從事經濟活動
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則為3.9萬元，按
季增加800元。

香港文匯報訊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陳
潔玲昨日到肇慶，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
與肇慶市領導會面，並考察當地重點企業
和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陳潔玲昨午乘搭高鐵抵達肇慶，先後到
訪一家電動汽車企業、一家新能源科技企
業，以及一家機械裝置企業，聽取三間企
業的代表介紹其業務和發展計劃。
她鼓勵肇慶企業善用香港「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尤其是香港國際化的營商網
絡及世界一流的專業服務，以及香港作為
內地和全球市場之間的「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的角色，通過香港這個國
際化的平台擴充業務，開拓國際市場。
陳潔玲隨後與肇慶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
長李興文會面，了解肇慶的最新發展情
況，並就深化港肇合作，共同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大灣區）建設交流意見。
陳潔玲表示，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中心城
市之一，會繼續擔當區域發展的核心引
擎，與各灣區城市精誠合作、互利共贏，
全力抓住共建大灣區的機遇，以貢獻國家
和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
放。
她強調，香港和肇慶一直是優勢互補的
合作夥伴，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等重
要跨境基建的落成更大大拉近了港肇兩地
和大灣區城市間的距離。肇慶擁有豐富的
自然資源，而且致力推動新型工業化和推
動文體旅的融合發展等。
港肇兩地在共同推動大灣區建設的過程
中，有很大空間在不同領域加強合作。兩
地應保持緊密溝通，以創新思維不斷尋求
突破，並爭取更多政策措施以促進灣區城
市間的互聯互通和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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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處最新打工仔收入中位數出爐。 資料圖片

◆陳潔玲（左三）考察一家新能源科技企
業，了解行業的業務和發展計劃。

去年第四季勞動人口及就業概況：

勞動人口 381.2萬人

勞動人口參與率 57.3%

就業人數 370.7萬人

失業人數 10.57萬人

失業率 2.9%

就業不足人數 3.7萬人

就業不足率 1%

就業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數 2萬元

家庭住戶 271.5萬戶

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3萬元

按行業劃分的就業人士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

行業 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元）

金融及保險 35,000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22,400

建造 21,400

運輸、倉庫、
郵政及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 20,500

製造 20,000

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 20,000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17,700

住宿及膳食服務 16,500

零售 15,500

其他行業 23,000

資料來源：2023年10月至12月《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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