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強簽令公布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規定
全文22條 涉完善措施細化程序部門協同強化執行

學者倡港創辦中國版「戈登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實施〈中華人

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規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全

文共22條，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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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冀會計界融入國家發展
為繁榮安定貢獻專業力量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會議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圖為駐港國安公
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陸雅楠）
為深入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進
一步明確香港高等教育在國家發展
大局中的角色與使命，香港理工大
學與港專學院昨日聯合舉辦港區高
等教育界全國政協委員2025全國兩
會見聞分享會，邀請8名來自多所
本港高校管理層的委員，圍繞兩會
精神深入解讀與分享，吸引了逾百
名師生參與。分享會聚焦「推動香
港教育、科技和人才一體化發展」
及「深化港澳國際交往合作」兩大
主題，就吸引優質國際生源、加強
科技人才支撐等議題展開探討，以
充分發揮高等教育的引領作用，為
香港及國家的未來發展貢獻智慧與
力量。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表示，
香港高教界應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中發揮雙重積極作用，支持並參與國家重大發展項目與政策實
施，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工作，以維護港澳地區的長期繁榮穩
定，助力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他強調，需要深入思考「培養什麼人」和「為誰培養人」的
根本問題，致力培養具家國情懷、全球視野和社會責任感的專
業人才與社會領袖，實現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堅持立德樹
人、以德為先，最終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與此同時，教育應
進一步發揮其先導性和基礎性支撐作用，通過實施基礎學科和
交叉學科突破計劃，為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籲構建全過程國際化培養體系
在職業教育方面，港專學院校長陳卓禧分享道，社會對職業
人才有供需關係的變化，教育要想在前頭，趕在前頭，但是教
育的規劃至少需要一兩個五年規劃周期，才能實現教育與社會
需求的有效適配，從而推動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才盡其
用的良好格局。
此外，香港還需要發揮其「一國兩制」的重要優勢，吸引優
質的國際生源。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副校長（研究生事務）
吳宏偉認為，應積極構建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過程國際化
培養體系，將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教育中心。他建議完善全方位
資助計劃，推動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合力打造「一帶一路」

學子留學的首選目的地。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李子建表示，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
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是學段體系，涵蓋從幼稚園到大學再
到就業的全過程；第二是跨學科體系，促進人才、教育與科
技的有機結合；第三是區域時空體系，充分發揮香港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他強調，應全面實施新時代立德
樹人工程，推進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改革創新，同時推動
職普融通、產教融合，增強職業教育的適應性，並分類推進
高校改革，扎實推進優質本科教育擴容，加快「雙一流」建
設，並完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以適應國家
發展的戰略需求。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大學拓展及對外事務）劉智鵬表示，
當前香港中小學課程更新面臨挑戰，尤其是將人工智能等新興
科技融入教學體系存在困難。他呼籲教育工作者應從自身做
起，積極擁抱新科技，推動教育創新。
香港大學副校長（健康）及醫學院院長劉澤星則提到，應加
強精神文明建設，藉教育加強香港青少年認識精神文化。
多名與會者都提出，香港應把握由治及興的重大機遇，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積極推動國際合作，為國家
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擔任重要窗口，建議各高等院校要團
結一致，進一步將香港發展成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陸雅楠）科技發展是昨日分享會的
焦點之一。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
提到，2025年中央政府十大工作任務中強調了「因地制宜
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等方
向，當中包括推動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的安全
健康發展，以及培育生物製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來產業。他表示，國家還將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
動，結合數字技術與製造和市場優勢，支持大模型的廣泛
應用，促進和規範數據跨境流動，這些都為科技發展提供
堅實的基礎支持，對本港大學科研人員來說都是重要的參
考。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衞炳江則從結合科技與人文的角度

分享了看法。他舉例說，無論是《哪吒2》還是《黑神
話：悟空》，這些作品的成功不僅在於技術的應用，更

在於其背後傳遞的文化和精神內涵，他又以「造工具的
人」和「用工具的人」作比喻，認為科技是作為傳遞故
事和精神力量的工具，其發展的最終核心是服務人類與
人文精神。

建議擴外國學者研究基金資助範圍
在科研資助及協作方面，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副校長

（研究生事務）吳宏偉認為，應設立港澳國際學者研究專
項基金，擴大外國學者研究基金項目的資助範圍，支持在
港澳開展基礎科研工作的外籍優秀科研人員。
他建議，可通過對標國際範式，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
和重大科學前沿，以香港為基地，創辦中國版的「戈登會
議」，逐步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學術會議體
系，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科研領域的地位。

●多位身為本港高校管理層的全國政協委員圍繞兩會精神深入解讀與分享，吸引了逾百名
師生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高教界分享兩會見聞 逾百師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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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駐港國家
安全公署網訊，3月23日，駐
港國家安全公署舉辦「《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刊憲實施一周
年」座談會，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主席關於港澳工作的重
要講話精神和中央決策部署，
回顧展望國安條例實施，強調
堅持以香港高水平安全保障高
質量發展。
會議指出，一年前的今天，
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維護國家
安全的憲制責任，歷史性完成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
實踐表明，香港國安法與香港
國安條例兼容互補，駐港國安
公署與特區國安委「雙執行機
制」劍出一鞘，堅持中央全面
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
自治權相統一，防範、制止和
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法治
效能持續彰顯，香港加快推進
由治及興，拚經濟、謀發展、
搞建設呈現嶄新氣象。

在法治軌道上護國安
會議強調，發展是硬道理、
安全也是硬道理。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

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保國
家安全，就是保「一國兩
制」，就是保香港繁榮發展，
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就是
保香港全體居民的人權和根本
福祉，就是保所有外國和內地
來香港投資者的利益。安全是
發展的前提，法治是繁榮的基
石，始終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國
家安全，是依法治港的應有之
義，必須長期堅持。
會議要求，「一國兩制」

實踐進入新階段，駐港國安
公署要全面充分履行法定職
責，切實發揮職能作用，堅
定支持特區維護國家安全部
門依法執法司法，建立健全
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和機制，
深化開展國安法治宣傳教
育，推動實現「兩個渾然一
體」，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堅
決防範化解各類危害國家安全
的風險，以安全築穩定、以安
全強治理、以安全保發展、以
安全聚民心，以新安全格局保
障新發展格局，攜手擔當起
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
重要使命，為強國建設、民
族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一是完善反制措施。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
國制裁法》（以下簡稱反外國制裁法）第六條

第二項中查封、扣押、凍結的「其他各類財產」，包
括現金、票據、銀行存款、有價證券、基金份額、股
權、知識產權、應收賬款等財產和財產權利；明確反
外國制裁法第六條第三項中禁止或者限制進行的「有
關交易、合作等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教育、科技、
法律服務、環保、經貿、文化、旅遊、衞生、體育領
域的活動；明確反外國制裁法第六條第四項中的「其

他必要措施」，包括但不限於禁止或者限制從事與我
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禁止或者限制在我國境內投
資，禁止向其出口相關物項，禁止或者限制向其提供
數據、個人信息，取消或者限制其相關人員在我國境
內工作許可、停留或者居留資格，處以罰款。

明確反制對象措施和發布途徑
二是細化反制程序。明確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實施反
制過程中有權開展相應調查和對外磋商；規定反制決

定應當明確反制措施的適用對象、具體反制措施、施
行日期等；明確反制決定應當通過國務院有關部門官
方網站等途徑發布並及時更新。
三是加強部門協同。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按照各自
職責和任務分工負責承擔反外國制裁相關工作，並加
強協同配合和信息共享。
四是強化措施執行。規定對不依法執行反制措施

的，國務院有關部門有權責令改正，禁止或者限制其
從事政府採購、招標投標以及有關貨物、技術的進出
口或者國際服務貿易等活動，禁止或者限制其從境外
接收或者向境外提供數據、個人信息，禁止或者限制
其出境、在我國境內停留居留等。同時，規定被採取
反制措施的組織、個人在改正行為、消除行為後果
後，可以申請暫停、變更或者取消對其採取的反制措
施。

●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實
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的規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多個專業界團體近日
舉辦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及宣講會，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日前在香港會
計師公會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上表示，
香港的專業服務和人才培訓首屈一指，
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國家對專業
界別寄予厚望，期望業界攜手並進，把
握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
港及國家的繁榮安定貢獻專業力量。
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日前舉辦全國

兩會精神分享的早餐會，香港上市公司
審核師協會亦積極參與，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雷添良，與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會

計諮詢專家協會創會會長趙柏基、陳瑞
娟及羅卓堅與會分享，他們深入闡述兩
會精神，聚焦經濟發展及香港定位等之
要義，剖析精闢，發人深思，透過嘉賓
的分享感受到國家進步之脈動及香港未
來之潛力，希望各界攜手並進，秉承兩
會精神，為促進香港繁榮穩定及國家富
強貢獻力量。
香港商界會計師協會的全國兩會精神

宣講會上，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
國政協委員出席主講，他們解讀兩會重
要內容和精神，共同探討如何在國家發
展大局中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

●香港會計師公會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 Fb圖片 地區社團學習全國兩會精神掀熱潮
香港文匯報訊 學習全國兩會精神的熱潮深入香港社區，多

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地區上分享表示，兩會
精神不僅是指南針，也是動員令，期望各界要以時不我待的緊
迫感、功成有我的使命感，將國家戰略化為實踐，一同努力奮
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應生、全國政協委員葉永成日前在中西

區學習全國兩會精神座談會上向區內人士講解全國兩會的重要
內容以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意義，鼓勵大家貫徹全國兩會精
神，發揮「一國兩制」的重大優勢，好好把握國家高質量發展
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與會的中學生表示，學習和領會
全國兩會精神，進一步認識國家的發展，獲益良多。亦有地區
委員會委員表示，對全國兩會精神有更深入的理解和體會，日
後定會繼續實踐並協助宣揚兩會精神。

香港新界地區事務顧問協會舉辦的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邀請
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分享，她表示，目前香港經濟已
呈現良好勢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回升至第三位，國際集資額
很快升至第二位。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東、東盟及全球南
方均有很好的發展，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協助國家深化國際
交往合作，做好內聯外通的雙向跳板作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日前在元朗六鄉兩會精神分享會
上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強調要「培育生物製造、量
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來產業」，香港應充分發揮自
身優勢，在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的同時，更加主動積極地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全面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國家建設
「統一大市場」及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發揮更加積極的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