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學生、北京語言大學
2020級國關學院林倩玉：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不是對
經濟的影響，而是對經濟的保
障，保障整個社會的經濟發
展，對民生發展的作用太重要
了，這也是對國家安全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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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二十三條立法只會為港帶來好處
與學生分享履職小故事 見證國家把灣區放在重要位置

由北京語言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港澳台法研究院、香港「一國兩制」

研究院共同主辦的「我向代表學『兩會』」座談會，昨日下午在北京語言大學逸夫樓舉行，

邀請兩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孫偉勇、林至頴，分享參加兩會的感受以及如何履職的小故事，

並與來自上述兩所高校30餘名港澳台及內地的學生們座談交流。孫偉勇表示，身為全國人大

代表，最重要是做好香港跟內地的橋樑，將香港的民生、經濟、政治等方面發展情況與內地

相關政策接軌。而對於備受關注的香港二十三條立法，與會人士一致認為，立法能夠更好地

維護國安，帶來更穩定的營商環境，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在全國兩會期間，港區全國政協
委員姚志勝就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推動教育出版事業
高質量發展提出建議。他表示，隨着大灣區對基礎
教育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對教育出版行業的需求也
不斷增加。教科書和教輔材料在教學育人層面佔據
重要地位，進一步提升教科書和教輔材料的質量，
對標國際頂尖水準，有助於提升教學質量，對打造
大灣區教育和人才高地具有重要作用。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出版事業的合作發
展，打造基礎教育新高地，姚志勝提出 4點建

議：
一、加強頂層設計，整合大灣區教育出版產業聯
盟，探索行業規則對接和交流經驗，深化大灣區教
學合作。建議加強頂層設計，在推動三地出版社開
展聯合出版合作計劃的同時，整合大灣區教育出版
產業聯盟，發揮業界力量探索行業規則對接，通過
規劃藍圖、制訂規範、扶持發展、調動資源，促進
教育出版企業與不同教學單位交流合作，推動大灣
區教育出版融合發展。
二、出台金融和人才方面的專項支援措施，加強

大灣區教育出版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建議推出金融
和人才方面的大灣區教育出版專項支援措施，充分
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出版基地的優勢，推
動大灣區9市教育出版企業對接香港金融、出版等
專業服務，在融資、信用評級、合資經營、教科書
隊伍建設、教育插畫專業培訓、簡化出版跨境資金
流動程序等方面，出台更多支持大灣區教育出版產
業發展的政策，在資金和人才方面加強大灣區教育
出版行業的支持以提升其核心競爭力。

推進教科書對外交流合作

三、推出大灣區併船出海合作項目，推進教科書
的對外交流合作。建議發揮香港聯通世界和作為國
際教育中心的優勢，推出大灣區併船出海合作項
目，推動大灣區出版業界與東南亞及「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合作，擴大大灣區教科書出版市場，並引
入更多國外高質量教學讀物和前沿出版理念，提升
大灣區教科書和圖書質量，以教科書講好中國故
事，促進中外文明互鑒。
四、設立送審機制，為教育出版安全把關。審批
機制包括兩方面的要求：一是規定有關港澳出版社
必須是愛國愛港愛澳的機構；二是所有有關的出版
物必須通過當地教育部門和宣傳部門的審批，並可
在出版物封面註明「已通過相關部門審批並列入適
用書目」。

姚志勝冀灣區教材對標國際頂尖水準

本次座談會以「我向代表學『兩會』」為主
題，30餘名港澳台及內地學生代表與兩位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孫偉勇、林至頴，以及內地與港澳
經貿交流促進會會長朱雪平、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
副院長田飛龍等專家學者進行座談。
孫偉勇為學生們分享了參加全國兩會的感受，以
及自己對「中國式民主」的理解。他講了一個小故
事：「今年兩會期間我們小組討論兩高報告時，最
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副院長級領導都在
列席，聽取我們的發言並做好記錄，隔天對我們每
一條發言進行一一對應的書面回覆，並且詳細說明
具體將如何做。這讓我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
性有了新的認識。」

新質生產力等熱詞值得關注
林至頴則分享了全國人大代表如何履職，以及他
對新質生產力、粵港澳大灣區等熱點話題的觀察和
理解。他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新質生產
力、高質量發展等熱詞都值得高度關注。他還特別
提及，報告中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是高質量發展的動
力源，「這個詞應該是以前從沒有在政府工作報告
中出現過，可見國家把粵港澳大灣區排在很重要的
位置。」
他認為，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階段，下一步在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通過之後，需要立即抓緊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在此方面，要繼續加強粵港澳大
灣區的軟聯通，特別是旅遊、跨境金融，以及「三

電」（電商、電影、電競）產業等。香港下一步可
以與大灣區進行更多合作，這既是給香港的發展注
入新的動力和能量，同時也可以更好地發揮香港的
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等功能。
在提問環節，來自香港的北京語言大學大二學生吳

嘉瑩向兩位代表提問關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事
宜。對此，孫偉勇指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關於國家
安全的法律，就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一個地區同樣
適用。美西方一些國家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抹黑，就是
要阻撓二十三條立法通過。「美西方國家的國安法，
一個比一個嚴厲和詳細。『911』事件發生後，美國
只用兩個禮拜就把相關所有法律編了出來，然後眾議
院只用3天就通過了。如今，卻反過來阻撓我們立
法。」他表示，無論是保障民生福祉還是發展經濟，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完成只會為香港帶來好處。
「大家還記得2019年修例風波發生時，黑暴打砸
搶燒，香港的商店不能開門做生意，學生不能上
學，市民不能上班，交通和商業活動不得不停滯。
這是我們真正經歷的痛苦。」林至頴說，若不推動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前述危機或會重現。有了
法律保障，香港各行各業都能在更為安定的營商環
境下發展，也能吸引更多海外投資者到港或通過香
港來內地投資。「這對大家賺多點錢、做更多生意
不是更有利嗎！」
學生們還就新質生產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兩
地融合發展以及青年學生關心的就業、發展等問
題，與兩位代表交流互動。

學生：了解內地與香港雙向奔赴

香港學生、北京語言大學大
二學生吳嘉瑩：
很開心能夠了解到代表如何

履職，聽代表分享「全過程民
主」的小故事，我也很震撼。
通過他們的講述，我了解到中
國未來幾年的發展路線，以及
中央政府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的規劃和期望。座談會讓我覺
得，作為香港青年，要為香
港、為國家作貢獻。

內地學生、中央民族大學法
學院研一學生曲喆：
參加座談會我最大的收穫是
了解到內地和香港其實是雙向
奔赴，人大代表為人民發聲，
我們的政府積極回應關切。相
信我們國家的經濟一定會更繁
榮，國家一定會更加安全穩
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語言大學港澳台「我向代表學『兩會』」座談會13日在北京語言大學逸夫樓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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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昨宣布去年業績虧轉盈，

錄得純利97.89億元，是2019年來首

次錄得盈利。作為本港標誌性企

業，國泰從累計虧損 340 億元，到

勁賺約 98 億元，是香港經濟基礎

好、消費能力強、復甦底氣足的很

好例證，是對「香港玩完」謬論的

有力回擊，極大增強各界對香港發

展前景的信心。

國泰遭受新冠疫情重創，在最困難

之時，需要特區政府直接注資273億

元，助其渡過難關。國泰航空昨宣

布，已擺脫疫情困擾，從 2020 至

2022年整個疫情期間累計虧損約340

億元，轉為 2023 年全年業績扭虧為

盈、錄得淨利97.89億元，並恢復派

發股息；國泰預期客運航班今年第二

季將達至疫情前的80%，明年首季將

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國泰已向特區政

府派付 22 億元優先股股息，並於去

年 12 月回購政府持有的 50%優先

股，計劃今年 7 月底之前贖回餘下

50%的優先股。國泰迅捷谷底反彈，

是香港經濟穩健復甦、持續向好的一

個例證，振奮人心。

國泰 2023 年取得強勁業績，主要

得益於3年疫情結束後旅遊需求顯著

飆升，報復性旅遊潮令供求失衡，為

國泰帶來高收益及強勁的財務表現，

去年國泰集團客運收益按年升 3.28

倍、為614.37億元。香港在疫情後出

現市民報復性旅遊潮，凸顯香港經濟

基礎好、市民消費能力強勁。同時特

區政府主動作為、大搞盛事經濟、舉

辦「日夜皆繽紛」等活動，香港獨特

國際大都會魅力吸引四面八方旅客潮

湧香港，帶來國泰客運收益強勁增

長。

國泰貨運 2023 年錄得收益 221.62

億元，以貨運收入噸千米計算的貨運

量增加 40.3%，整體載貨噸數增加

19.7%，運載率為 62%，收益率為

46.5%，皆高於 2019 年疫情前的水

平。國泰預計來自香港及大灣區其他

城市的電子商貿活動，將繼續帶來貨

運強勁需求。可以說，國泰客運、貨

運的增長，正是得益於香港在「一國

兩制」下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優勢，亦顯示特區政府變革創

新、善作善成，推動「八大中心」建

設日益展現成效。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於首次在港

舉行的世界貨運研討會上表示，香港

國際機場去年底客運水平已恢復至疫

前八成，今年會全面恢復至疫前水

平，香港國際機場去年處理約430萬

公噸貨物，隨着機場三跑系統今年底

啟用，香港可再次成為全球最繁忙的

貨運機場。國泰及香港國際機場的復

甦動力強勁，正是香港底氣足、前景

好的縮影，所謂「香港玩完論」可以

休矣。

國泰虧轉盈足證香港根基穩前景好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高效推進，立法會《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昨日完成條文逐項

審議，今日開始討論修正案。《條例草案》審議高效

高質，行政立法分秒必爭、充分聚焦、「交足功

課」，與昔日反中亂港政客騎劫議會、阻撓立法會運

作、阻礙發展的亂象形成鮮明對比，充分展現完善選

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帶來的管治新氣象。全

社會期待行政立法再接再厲，目標一致、通力合作，

早日高水平、高質量完成第二十三條立法，履行憲制

責任，讓香港集中精力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連日加班加點審議草案，

由 3 月 8 日開始審議，共花 6 天、舉行約 39 小時會

議，高效完成審議。需要指出的是，迅速不等於倉

促。根據立法會網頁資料顯示，《2021年完善選舉制

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約32小時會

議審議條文，及後再召開約6小時會議完成審議修正

案，總共花 27 天、約 38 小時完成草案及修正案審

議；《202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則

召開約18小時會議，9天內迅速完成審議條文。這是

香港管治撥亂反正後高效立法的共同特徵。

事實上，《條例草案》的審議時間並不短，只是審

議更聚焦、效率更高。立法更不能以審議時間長短作

為衡量成敗的標準。廣大市民不會忘記，完善選舉制

度前的相當長時間裏，反中亂港政客濫用拉布、流會

伎倆，浪費議會時間、癱瘓議會運作，把議事廳當作

表演政治騷的政治舞台，令有利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的政策法案落實寸步難行，嚴重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

和市民福祉。那時候的立法時間冗長，其實很多時間

是被硬生生浪費的。

2015 年立法會恢復二讀撥款條例草案，社民連和

「人民力量」等提出近四千項修正案，其間多次要求

點算人數；2016年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期間，有

一次會議因點人數和等候議員返回會議廳，一共消耗

4小時15分鐘，至少損失17人次的發言時間；2017年

建制派舉行大集會巡遊反拉布，時任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指出，反對派不斷在議會點算法定人數，在上屆

（第五屆立法會)合共1,478次要求點人數，浪費了50

至120小時，每次開會的成本約為17萬至21萬元，單

單在點人數上便浪費了9,000萬元。

經過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立

法會和香港社會一樣撥亂反正、重回正軌。根據基本

法的制度設計，香港特區的行政和立法機構既相互制

衡，又相互配合。由《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2023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

案》到如今國安《條例草案》的高效高質審議，持

續、充分體現了「愛國者治港」下行政立法良性互

動、合作無間的新氣象。

此次《條例草案》審議，行政立法目標一致、步伐

協調，強調完成立法維護國安是香港的憲制責任，為

香港構建安全、便利的發展環境，使命光榮，定必各

展所長、全力以赴審議工作；議員、官員充分聚焦，

逐字逐句審議草案條文，更就國家秘密、境外干預、

煽動意圖、潛逃者定義、完善日後附屬法例實施細則

等公眾關注議題，進行全面深入的質詢、答問和修

訂，透過議員、官員的互動，釋除疑慮，完善法例，

達至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兼顧保障人權自由的目標。

國安《條例草案》審議高效高質，再次顯示「愛國

者治港」新局面已經確立，香港的政治生態發生根本

性轉變，行政立法作為愛國治港者的中堅力量，以實

際行動貫徹「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要求，履

職盡責報效國家，服務香港，服務市民，維護港人福

祉。

審議充分聚焦高效高質 展現「愛國者治港」新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