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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案，前總編輯鍾沛權、
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及《立場》母公司
被判罪成。法院裁決後，英美為首的西
方國家隨即起哄抹黑，指稱裁決會影響
香港的新聞自由云云。美西方政客和媒
體歪理連篇，無視了案件本身的事實與
證據，更暴露西方在新聞自由問題的雙重標準。

《立場新聞》頑固抱持反中亂港立場，喪失了媒體本
應具備的客觀公正立場，是徹頭徹尾的政治組織，特區
法院對該機構及人員依法懲處，是維護國家安全、捍衛
香港法治的正義之舉。自開審以來，案件已通過不少證
據清楚顯示，《立場》濫用了所謂的「第四權」，挑動
社會矛盾、煽動市民憎恨特區政府。有關的做法根本違
反新聞專業，美西方在背後推波助瀾，更為《立場》吶
喊助威，令人憤慨。

諷刺的是，西方國家卻經常引用國安法律箝制傳媒、
限制公眾言論，完美地示範何謂「雙重標準」。

以英國為例，去年7月頒布《國家安全法案》修正
案，被坊間形容為「史上最嚴國安法」。法案大幅收緊
媒體自由，當中指出，傳媒業界若披露資訊、發布新聞
報道，「可能」為外國情報機構提供實質幫助，即會構
成犯罪。換言之，如果當地媒體報道一些與軍方有關的
醜聞，例如在採購軍備上的貪污甚至品質出現問題，其
實亦可以援引相關的法例控告媒體的報道「洩露」軍情
予海外機構，變相讓相關媒體噤聲。

事實上英國從來沒有大家想像的新聞自由，因為他們
有一個「國防安全傳媒諮詢委員會」，以閉門形式決定
英國傳媒可以報道的國安議題的範圍。其中更有「D通
知」的設置，要求傳媒不要披露有關的資訊或省略與英
國有關的部分。若違反有關規定，相關記者輕則被列入
「黑名單」，禁止其參與政府的新聞會及訪問官員，重
則更會向媒體施壓將其解僱。

過去西方的「人權」「民主」和「自由」概念被過度
美化，不少政客鼓吹發展中國家複製學習經驗。中國的
和平崛起，令西方感到受威脅，擔心失去以往的優越地
位和形象，因此西方近年愈發通過多個方面，包括芯片
封鎖到全方位貿易制裁，壓抑中國的發展，並多番針對
香港的法治和人權進行詆毀，企圖遏止中國發展。

從英國的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到，西方所謂的新聞自由
除了要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外，更要臣服於政府訂立、定
義的國家安全標準。英美是否言行一致踐行一直以來鼓
吹的新聞自由，大眾心中有數。

梁 熙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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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並作出全

面部署。近日，「2024科技+新質生產力高峰論壇」在港舉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

雁雄致辭時指出，社會應該「從更大視野、更大格局看香港發展」，「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

的條件得天獨厚」，「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香港是持份者，更應該做

創新者、貢獻者、先行者」，「要大力倡導創科思維」，「大力推進國際創科中心建設」。

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言時表示，特區政府正從四個方向加快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在

「愛國者治港」新時代背景下，必須積極求變，迅速行動，全面對接落實《決定》，致力成為國家發展新質

生產力的核心城市之一，這不僅是香港自身發展的需求，更是服務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使命。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香港連接內地與世界市場，在發展新質
生產力方面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三中全
會《決定》不僅規劃了國家現代化的宏偉
藍圖，而且多項內容與香港息息相關，香
港應全面對接落實《決定》，至少在以下
五個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包括發揮「一國
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打造國際高端
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
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
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聚焦新服務新製造新業態
新質生產力擺脫了傳統經濟增長方式，

以創新起主導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
能、高質量特徵。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
正從四個方向加快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
力，包括持續加大創新力度、建設現代化
產業體系、積極推動「政產學研投」五個
領域的高效協作、進一步完善創科產業鏈
和供應鏈。然而，香港若要更好發揮獨特
優勢，應聚焦「新服務」、「新製造」和
「新業態」這三大領域，做到「人無我

有，人有我優」。
在「新服務」方面，香港應充分發揮在

高端、高增值服務業的優勢，推動更多內
地企業利用香港作為「走出去」的跳板。
具體措施包括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將
香港打造成國際融資平台；加快構建跨國
供應鏈管理中心，吸引海內外企業來港設
立科研中心和智能微工廠；進一步推動本
港與內地專業資格互認，擴大生產性服務
業的市場。

在「新製造」方面，香港應集中力量發
展醫療健康與生物科技產業、先進電子部
件製造業，利用北部都會區作為新興產業
基地，加強創科集群建設，並推動新型工
業化策略，促進研發成果轉化落地，形成
具有香港優勢的新實體經濟。

促進灣區產業互補協同發展
在「新業態」方面，數字經濟與全球化

是新業態的兩大關鍵，香港應發展跨境電
商和網絡服務產業，完善數字基建，推動
跨境數據流動，並構建「雙循環」產業互
聯網交流平台，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信息中心的地位。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

重要戰略支點，香港應通過發展新質生產
力，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的案例可資借鑒，該合作區
涵蓋了深圳河南北兩側的香港園區和深圳
園區，是大灣區以科技創新為主題的特色
平台，共同聚焦生命科學、信息科學、材
料科學三大領域，兩地政府為合作區提供
了政策支持，在通關便利化、科研資金管
理、人才引進等方面出台了多項便利措
施，促進創新資源共享和產學研聯動。兩
地積極爭取國家部委支持推進先行先試，
形成了「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商流和法制、稅制、科研體制、園區管理
體制」的「五流四制」政策框架體系，探
索推進深港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香港作為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應積極求
變，進一步推動創新合作，促進區內城市
的合作與協同發展。充分利用區內的產業
互補性，發揮自身在科技、金融、法律等
領域的優勢，推動大灣區成為世界級的創
新和製造中心。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
者治港」後，香港行政立法關
係顯著改善，立法會議事效率
明顯提升。但近期社會有聲音
指，立法會召開公聽會的次數
少於以往，認為有忽略公眾意

見之嫌。事實上，公眾諮詢的方式並不僅限於
公聽會一種。針對各個範疇的民生議題，行政
立法均透過不同渠道和機制，致力掌握持份者
意見，並與各界保持緊密溝通，從而跟進和改
善具體問題。

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為例，審議法
案的草案委員會雖然未有召開公聽會，但該項
立法工作已於社會討論多年，各方意見均有充
分表達。再者，特區政府在公布條例草案簡介
後，展開為期約1個月的公眾諮詢。政府代表
不僅與社會各界持份者多次會面、探討草案，
更收集超過約1.3萬份的書面意見。在此情況
下，再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召開公聽會，無疑
造成重複程序、降低審議效率。審議《社工條
例修例草案》期間亦有類似的情況，評估整體
情形後，該法案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均認為無

須再召開公聽會。

公眾有更多渠道表達意見
在立法會《行事方式參考手冊》中，對於

「公眾參與」有全面準確的定義。在《手冊》
中，公眾參與不僅僅只是公聽會一種形式，亦
包括透過廣播會議、安排與不同持份者會面、
建立申訴機制處理個案等方式，令公眾有更多
渠道向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

落實「愛國者治港」，行政立法關係好轉，
上述「公眾參與」的渠道得到更充分運用。以
筆者所參與的會議為例，上半年立法會議員與
大埔區區議員舉行會議，該區區議員上任後，
於區內進行民意收集和調研，總結出三項大埔區
重要民生議題，與立法會議員探討，其中包括白
石角站的興建、大埔廣福橋的擴建以及林村河的
活化。在會面討論後，立法會的「公眾參與」
機制亦發揮作用，邀請政府有關部門和市民持
份者舉行會議，再探討上述議題。除此之外，
立法會亦安排議員與政府代表共同落區，實地
考察上述地點，探討解決措施。由此可見，雖
然公聽會數量較以往有所減少，但立法會積極

透過不同方式，致力保證公眾參與，讓民意能
夠透過立法會議員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

公眾參與最重要看效果
以往本港社會泛政治化，立法會公聽會常常

變成某些政客的「政治秀場」。2018年《國
歌條例草案》的公聽會，有人竟聲稱「聽到國
歌就想嘔」。試問，如此毫無建設性、帶有極
端政治觀點的政治秀，對推動相關議題有何正
面效果？故此，筆者認為，無論何種公眾參
與、溝通的機制，最重要的是保證諮詢的效果
及討論的建設性，而非討論次數。

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立法會議員履職盡
責、為民服務，致力找到更適合不同議題的公
眾參與方式，盡可能保證不同持份者的意見能
全面準確反映給政府；立法會議員所提出的建
議，亦充分考慮社會各方意見。

如今行政立法良性互動，雙方努力的共同目
標，就是為香港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圍
繞不同議題，採取不同的公眾諮詢、民意溝通
機制，才是更準確反映民意、有利香港發展的
做法。

反映民意渠道多 行之有效最重要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抹黑《立場》案裁決
美西方凸顯「雙標」

香港回歸二十七載，五十年不變的約定已然過
半，如何能夠突破局限，更好地回應「一國兩制」
實施中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推動香港進入由
治及興的新階段，業已成為深化基本法理論研究不
可迴避的考題。對此，饒戈平教授等六位權威學者
在其最新合作出版的著作《香港基本法導讀》（香
港三聯書店）中給出了精彩的答案。

優秀的著作離不開權威的作者，該書由北京大
學饒戈平教授主編，清華大學王振民教授、中國
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陳欣新教授、中山大學陳
廣漢教授、深圳大學鄒平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韓大元教授（按姓氏筆劃排列）共同撰寫，每一
位作者都在各自的研究領域積累了深厚的學術功
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對香港基本法的立法背
景、法律條文和實施細節有着深刻理解。他們能
夠將複雜的法律理論和政策問題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呈現給讀者，體現出極高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團隊成員的專業背景、多元視角以及他們之間的
密切協作，使這本書能準確抓住香港基本法理論
爭鳴與實踐難題的癥結。作為基本法研究領域的
後輩晚學，該書的觀點對我極具啟發，特提出幾
點與諸君分享。
第一，維護憲法權威是香港基本法的內在要

求。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

的，其效力源於國家憲法，因此，維護憲法權威
對於保障基本法的有效實施和「一國兩制」方針
的順利落實至關重要。沒有憲法的授權，基本法

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將無從談起。此外，憲法確定
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前提下實行「兩
制」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貫穿於基本法實施的
各個方面，實際上尊重憲法權威，就是在維護香
港的高度自治和法律秩序，二者是內在統一的。
因此，只有在維護憲法權威的基礎上，香港基本
法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效保障香港特區的
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
第二，中央與香港特區的互動模式在動態調試

中不斷完善。
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不僅是香港基本法的重

要內容，也是「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的關鍵
因素。不可否認，在香港回歸後，對於如何理解
這種關係，無論是中央還是香港都在不斷探索，
經歷了多次調整。從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角度
看，為處理香港回歸後出現的內外矛盾，中央政
府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特別
行政區大局穩定，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方面積
極作為，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制定香港國安
法）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從
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角度看，對於本地
社會民生的議題，即使涉及香港社會深層次的矛
盾，中央政府還是希望特區能夠在基本法的框架
內自行處理，中央在必要時給予支持與協助。二
者互動模式的完善充分反映了「一國兩制」政策
方針的靈活性與生命力。
第三，香港基本法對居民權利的保障有其邊

界，權利保障與義務履行不可偏廢。

毫無疑問，與回歸前相比，香港基本法對居民
的基本權利提供了廣泛保障，這一直被視為香港
法治的重要體現，也為香港社會的開放和多元奠
定了基礎。但從世界範圍看，沒有哪項基本權利
的保障是絕對不受限制的，在權利保障與義務履
行之間保持平衡才是法治的核心要義，也符合法
治發達國家公認的「國際標準」。但令人遺憾的
是，香港在回歸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此的認識顯
然存在偏差，過度強調權利保障的絕對性。例
如，在過去的亂港破壞活動中，參與者濫用、
扭曲人權，未能充分考慮其行為對社會秩序和其
他居民權利的影響，未能有效認識自身權利行使
的內在邊界，最終損害了香港整體的利益和秩
序。鑒於此，我們在理解、宣傳乃至行使香港基
本法賦予的各項權利時，也要充分掌握權利保障
與義務履行的辯證關係，實踐證明，香港的長治
久安有賴於權利與義務的動態平衡。

綜上，《香港基本法導讀》沒有以標新立異的
新名詞、新概念追求所謂的「無新意的創新」，
而是通過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實踐的全面歸
納，準確地將核心爭議提煉出來，並予以理論解
答，於人所不見處發表意見，足見功力之深。本
書雖然選題宏大，但是氣韻貫通、語言平實，在
其中，你看不到故意堆砌的外文資料，也不必擔
心閱讀起來像其他「理論書」那般艱澀難懂，你
能感受到的，是六位權威學者對探尋「香港基本
法共識性理論」的不倦追求，以及他們對在香港
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信念。

孫 成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全國港澳基本法研究會理事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探尋「香港基本法共識性理論」的重要嘗試

伴隨着 9 月新學年的到
來，香港教育界又迎來了一
場意義深遠的變革。初中公
民、經濟與社會科正式取代

原有的生活與社會科，並將愛國主義教
育作為重要內容納入其中。這一舉措不
僅體現了教育政策與時俱進的發展方向，更為青少年提
供了認識國家、理解社會、培養愛國情懷的新平台。

初中公經科的推出旨在通過系統的知識傳授，幫助學
生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科目涵蓋的內
容廣泛，包括國家發展成就、法治精神、公民責任等多
個方面，這些都是進行愛國教育的良好載體。教師可以
在講解過程中穿插講述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
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近年來在科技、體育
等領域獲得的世界矚目成果。以「中國智造」貢獻巴黎
奧運為例，課堂會介紹在奧運賽場上為我國作出傑出貢
獻的企業和人物的事跡，讓學生感受到作為中國人應有
的驕傲與自豪。

愛國主義教育不應僅限於書本知識的學習，更應注重
情感的培養與實踐的參與。不久前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
來到香港，為本港市民帶來了精彩的示範表演。當我坐
在伊館觀眾席上，親眼目睹那些曾在奧運賽場上為國爭
光的運動員，心中湧起的不僅是對勝利的欽佩，更有對
中國體育事業蓬勃發展的驕傲。國家隊運動員訪港不僅
是體育交流的盛會，更是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課堂。行
程中除了與市民大眾進行示範表演外，還特地安排了與
本港部分師生與運動員面對面交流，這些都可以讓學生
直觀感受到國家榮譽與個人奮鬥之間的聯繫，從而激發
內在的愛國熱情。

此外，教育局在暑假期間公布了公經科的課程指引，
強調了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這意味着學校在實施新
課程的過程中，應當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如組織學生參
觀國家安全教育展覽、舉辦專題講座等，讓學生走出校
園，親身體驗祖國的發展變化。同時，課程也鼓勵學生
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志願服務等活動，讓他們在實際行
動中踐行愛國理念，培養社會責任感。

事實上，愛國主義教育並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長期
堅持。學校和家庭應該形成合力，共同營造良好的教育
環境。家長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講述自己對國家的
感情，分享那些令人感動的故事；教師則應在課堂內外
尋找合適的機會，潛移默化地對學生進行引導。愛國應
成為一種自覺行為，深入人心，為支撐青少年健康成長
注入強大力量。

在新的學年，借助公經科這一嶄新的平台，我們有機
會將愛國主義教育做得更加扎實有效。通過課堂知識與
實踐相結合的方式，不僅能讓學生掌握必要的知識技
能，更能激發他們對祖國深厚的情感，培養出具有強烈
社會責任感的新時代青年。

青年青年
議政議政

穆家駿 全國青聯委員 灣仔區議員 培僑中學教師

加強愛國教育
推動青年奉獻社會

—評饒戈平主編《香港基本法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