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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

制秩序」。多位香港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要做好有關工作，必須築牢國家安全防線、完善愛國教育體

系、強化特區治理能力。在進一步促進香港法治建設方面，他們認為，要做好人工智能（AI）

等創新領域的立法研究，進一步做好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並建議建設適應內地、香港、國

際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人才培養架構，進一步發揮香港在法律服務和建設方面的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築牢國安防線 完善愛國教育
港政界及法律界：維護特區憲制秩序 促進法治建設

築牢國家安全防線，是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重要保障，而教育則有助提高全
民國家安全意識。香港教育大學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
研究中心總監顧敏康認為，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愛
國主義教育是一個質的飛躍，「唯有愛國，才能自覺
維護國家安全。」他建議將國民教育、國安教育和愛
國主義教育內容整合，以愛國主義教育為主線，重新
規劃課程架構，推出《香港愛國主義教育課程框
架》，以提升教育效能。
顧敏康提到，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國家安全

教育被列為法定義務。教育局於2021年推出《香港國
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並於同年9月整合跨學科《價

值觀教育課程架構》。2024年4月，特區政府成立「愛
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協調政府與非政府機構推動相
關工作。
顧敏康表示，愛國主義教育涵蓋國民與國安教育內

容，更具包容性，可作為整合三大教育的主軸。他建
議特區政府應重新規劃課程架構，以愛國主義教育為
主線，統整國民教育中的歷史文化、國安教育的法治
意識等元素，並制定清晰指引，深化教育成效。
「維護憲制秩序，不僅靠法律條文，更靠人心歸

屬。」他認為，當每個香港人自覺將國安視為己任，
將愛國情懷轉化為建設社區的行動，「一國兩制」的
生命力才能真正彰顯。

倡重整課程架構 愛國教育作主軸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
秩序，為提升香港特區政府治理效能提出要
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表示，在新時
代背景下，強化特區治理要從法治建設、行
政效能、民生保障等多維度着手，構建符合
特區政府實際情況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提升
政府治理效能。
在法治建設方面，顏汶羽認為，應進一步

完善特區法律體系，堅決維護國家安全，貫
徹香港國安法，設立國家安全教育中心，將
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學校課程體系，增強市民
特別是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同
時，要加強法律人才培養，設立專項基金支
持法律專業學生赴內地交流學習，培養既熟
悉內地法律又精通特區法律政策的專業型人
才。
提升行政效能是強化治理的重要抓手。顏

汶羽建議建立公務員定期交流機制，選派特
區政府公務員到內地政府部門掛職鍛煉，學

習先進治理經驗；同時，建議特區政府引入
數字化治理模式，建立統一的政務數據平
台，實現跨部門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推行
「互聯網+政務服務」，設立支援熱線，將
90%以上的行政審批事項納入網上辦理，提高
行政效率。
民生保障是治理效能的重要體現。顏汶羽
建議完善醫療保障體系，增設兒童醫療券，
推動內地優質醫療資源與香港醫療機構合
作，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建立就業支持體
系，針對青年群體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高
就業競爭力。
「強化特區治理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工
程，需要特區政府與市民朋友共同努力。」顏
汶羽說，通過完善法治、提升效能、保障民
生、維護安全等多措並舉，將推動特區治理體
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確保「一國兩制」實
踐行穩致遠，為香港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奠定
基礎。

冀完善法律體系 提升治理效能

香港要積極推動新興科技產業的立法工作，並滿足
到香港相關行業發展鏈接內地和國際發展的需要。立
法會議員、大律師容海恩認為，必須加大和加快發展
創新科技，特別是人工智能（AI）的步伐，藉以推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跟上世界潮流。她建議特區
政府盡快制定《香港人工智能發展藍圖》，內容涵蓋
香港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發展標準、技術研發支
援、私隱保護、法律規限、道德規限等，以統一支援
和規管業界發展，助力業界健康有序發展。
容海恩認為，香港對Web3、加密貨幣領域的立法探

索刻不容緩。Web3代表全球資訊網未來發展理念，涵
蓋去中心化金融（DeFi）、非同質化代幣（NFT）、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等創新應用，加密貨幣是
重要的價值交換媒介。
她強調，香港在制定相關法例時，一方面要保障行

業創新活力。如在Web3應用開發中，法律不應過度
限制新興的智能合約開發、分布式存儲應用等技術路
線與創新模式，而是規範基本運行準則，確保合法合

規使用。對加密貨幣，要合理界定其在金融體系中的
地位，在合法合規前提下，允許其作為創新金融工具
存在發展。以穩定幣為例，其在全球支付中有迅速、
低成本的優勢，香港可立法引導其在本地的規範應
用，促進金融創新。

借鑒內地經驗 促進技術合作
容海恩指出，考慮香港的獨特定位，在與內地銜接

上，香港的Web3和加密貨幣立法應與內地在金融監
管原則、數據跨境流動規則等方面協同。內地在區塊
鏈技術實際應用場景開發成果顯著，香港可借鑒內地
經驗，在立法中促進與內地技術合作、項目對接等方
面的融合。
在與國際接軌上，她建議參考國際上Web3和加密貨

幣監管的先進經驗與通行準則，如歐盟的加密資產市場
監管框架（MiCA），吸引全球Web3項目、加密貨幣
相關企業匯聚香港，打造國際領先的Web3和加密貨幣
創新發展高地，提升香港在新興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近年取得重大成果。廣東省政協
委員、大律師吳英鵬認為，其中的「港資港
法」 與「港資港仲裁」的擴展是「一國兩
制」下制度創新典範，分別從實體規則和程序
規則兩方面有效推進規則銜接。他建議進一步
擴大「港資港法」的適用範圍，「港資港仲
裁」可進一步在跨境仲裁支持措施、裁決的認
可與執行等方面進行優化，融合兩地仲裁制
度的優勢，促進大灣區統一仲裁規則和實踐
的形成。
吳英鵬表示，「港資港法」措施打破了傳

統法律適用的地域限制，為符合條件的港資
企業提供了更靈活的法律選擇空間，為這些
港資企業提供了實體法律上的確定性和可預
見性，有效降低了企業的法律風險和交易成
本，也增強了投資者的法律安全感和信心，
更推動了香港與內地法律體系的交流與融
合，「香港法律專家協助法律查明機制就是
很好的例子，為北上發展的大灣區律師提供
了新興業務。」

可設合同模板便利選擇性適用
吳英鵬建議未來進一步擴大「港資港法」

適用範圍，為更深層次的大灣區規則銜接和
市場一體化奠定制度基礎。為進一步深化和
推廣有關措施，香港與內地有關機構可考慮
提供不同文本的選擇合同適用法律的「示範
性條款」，甚至合同模板，便利大灣區市場
主體選擇性適用，鼓勵和幫助符合條件的企
業更好地運用「港資港法」措施。
對「港資港仲裁」，吳英鵬表示，該措施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爭議解決機制的重要創
新，使香港在處理涉及內地元素的仲裁案件
時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是目前世界其
他主要仲裁中心都無法具備的仲裁便利措
施，也是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的一個獨特優勢。」
他認為，隨着「港資港仲裁」措施適用範
圍擴展到整個大灣區，更多符合條件的港資
企業將能夠充分利用香港仲裁專業服務的優
勢，也為未來大灣區更廣泛和更深層次的爭
議解決機制銜接積累寶貴的實踐經驗。
吳英鵬表示，「港資港仲裁」未來可進一
步在跨境仲裁支持措施、裁決的認可與執
行、線上仲裁、「調解+仲裁」聯動機制等方
面進行優化，融合兩地仲裁制度的優勢，促
進大灣區統一仲裁規則和實踐的形成。

作為連接內地與國際的橋樑，香港法律人才培養模
式亦須配合定位。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教授傅
健慈認為，面對跨境法律實務的複雜性與國際競爭需
求，香港應構建一套融合本地、內地及國際視野的法
律人才培育體系，通過創新教育方式、加強實踐訓
練、深化區域合作，培養適應多元法律體系人才，進
一步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傅健慈認為，國際法律實務要求日益提高，跨境法

律服務的複雜程度不斷加深，傳統法律教育模式難以
滿足這些需求，亟需改革，而創新法律人才培養模式
需要多管齊下。

建議兩地專家共同指導
他建議應在香港高校設立「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

心，系統研究憲法與基本法的銜接問題；推行「雙導
師制」，由內地與香港法律專家共同指導，培養學生

跨法系思維能力；建立跨境法律實習基地，讓學生在
真實案例中積累經驗。最後，開設國際法律實務課
程，聘請具有豐富國際仲裁經驗的專家授課。
粵港澳大灣區為這一培養模式提供了實踐平台，傅

健慈表示，有香港和內地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培養兼
備內地和香港法律知識的人才。同時，香港律所與內
地律所加強合作，也可以優勢互補，共創雙贏。香港
的法律專家經常到內地作專題演講，分享經驗，也為
學生提供了實踐機會。他認為，這些案例證明，跨法
系培養模式具有可行性。
「建立適應多元需求的法律人才培養模式，是維護
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重要保障。」傅健慈表示，通
過創新教育方式、加強實踐訓練、深化區域合作，香
港能夠培養出既懂「一國兩制」精髓，又具國際視
野的法律人才，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人才支
撐。

AI發展藍圖宜速制定 盼立法規管加密幣

籲擴「港資港法」適用範圍 促進灣區法規銜接

訓練跨法系思維 培育多元法律人才

●有法律界人士建議推出《香港愛國主義教育課程框架》，以提升教育效能。圖為一學校在國
安教育日舉行升旗儀式。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
恬恬）元朗民政事務處聯
同多個地區團體昨日舉辦「元
朗區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
區議員、鄉事委員會委員、關
愛隊成員、地區三會成員及各
界代表等逾600人參與。元朗
民政事務專員胡天祐表示，元
朗區要因地制宜，發揮自身優
勢，落實高質量發展，致力推
進北部都會區和河套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發展，建立重點科
技合作基地，進一步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沈豪傑，

全國政協委員梁志祥、呂堅擔
任主講嘉賓。他們分享了今年
全國兩會會議議程、兩會關鍵
詞，解釋政府工作報告、個人
參會經歷等，向與會者傳
達兩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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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學怡）香港工商總會和築
福香港基金會昨日合辦2025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
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表示，透過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香港發展方向更加了解並對
香港充滿信心，應利用好香港所長以服務國家所
需，積極對外開放合作交流，加強對外來優質人才
的吸引力，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聖潑表示，政府工作報告為

香港發展指明方向，同時讓香港堅定信心，社會各
界團結奮進，在面對複雜的外部環境下要居安思
危，提高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在深化國際交往合
作方面，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制度優勢，背後有
國家大力支持，應積極運用好「內外聯通」的優
勢，為國家貢獻香港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工商總會主席江達可表示，

國家時刻將港澳發展放在心上，在政策支持、資源
對接等多方面給予全方位的支持。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不僅是關乎港澳當下的繁榮，更聯繫着港澳

的長遠未來。
全國政協委員陳文洲表示，應積極用香港

所長服務國家所需。香港需加強與內地科創
企業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科技
創新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同時亦應發揮與
國際接軌的優勢，為內地科創企業在國際上
融資和上市方面發揮橋樑作用。在文化方
面，他建議香港要發揮內外聯通的優勢，積
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活動。
全國政協委員周春玲認為，香港應積極對

外開放合作，有優質人才和高端科技的流
入，才能進一步推動以科技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
她又說，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等經
濟發展優勢區域的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她建
議三地之間的人流、車流、資金流等安排可以持續
優化。
全國政協委員顏寶鈴指，香港要把握好機遇進一

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跨境電商方面，她透露，

香港中華總商會計劃下月在深圳龍崗跨境電商園區
設立香港跨境電商人才培訓基地，讓有志向投身該
行業的香港青年有機會深入學習了解行業發展情
況。她強調應利用好香港青年自身的優勢，例如擅
長兩文三語，在跨境電商發展方面可大有作為。
全國政協委員王庭聰、黃敏利、董清世則透過視

頻，向與會者解讀政府工作報告的重要內容。

代表委員：港應更積極對外交流合作

●香港工商總會昨日舉辦2025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