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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香港街頭，茶餐廳飄出的臘味香氣、
商舖裏的糉子與月餅，這些味道不僅是味蕾
記憶，更承載着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文化情
感。這些食品背後蘊含着深厚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價值，它們不只是食物，更是傳承、故
事與身份認同。

香港保存了不少傳統工藝，尤以食品製作
技藝為代表，如涼茶、港式奶茶等，皆被列
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然
而，這些手藝正面臨熟練技術工人流失、缺
少後繼傳承人的危機。如何藉助工業與科技
的力量，讓這些珍貴文化得以延續，是我們
當下的重要課題。

智能製造保留經典風味
傳統食品歷久不衰，靠的是手藝與風味。

以臘腸為例，從肉餡配比到風乾過程，每一
環節都講究技巧與經驗。隨着智能製造的引
入，這些過程如今能被精確記錄與還原。感
測器與智能控制系統可模擬傳統製法中的
「天然條件」，既保留風味靈魂，也提升穩
定性與品質一致性。AI品質檢測、機械包裝
與數據追蹤技術，更為食品安全與生產效率
提供保障。智能化並非取代手藝，而是將其

轉化為可持續的生產流程，讓非遺食品在現
代市場中保持競爭力。

非遺文化中傳統食品的價值，往往存在於
無形之中——是口感裏的細膩、手藝中的技
巧，還有歲月流轉下的習俗與記憶。這些文
化要素過去往往難以量化，但現代工業技術
正改變這一現狀。我們能透過數據記錄與模
擬，把傳統技藝轉化為具體知識，不僅便於
傳承，也讓文化保育有了新的可能。原本只
能靠經驗傳遞的文化精粹，如今能以更具
象、更科學的方式保存與再現，工業技術讓
非遺不再只是歷史記憶，而是一種可持續的
文化資產。

工業旅遊延伸非遺價值鏈
當非遺文化透過工業技術得以保存與升

級，我們更應思考：這些文化成果如何回到
社會大眾中，讓更多人「看得見」、「可參
與」？這正是「工業旅遊」概念的價值所
在。它不再只是工廠參觀或冷門景點，而是
一種讓市民走進產業現場、親身體驗工藝與
創科融合的公共平台。

內地的實踐經驗顯示，當工業與文化、旅
遊、教育、創意融合，不僅能提升大眾對產
業的認知與參與度，更能喚起對傳統技藝的
尊重與興趣。對香港而言，這是一個突破非
遺傳承困境的契機。從麵包、奶製品到調味

料，不少本地品牌承載着深厚的文化記憶，
若能結合創新展示與互動體驗，將打開非遺
文化傳播的新窗口。

透過活化老工業建築、開放現代設施、設
計品牌體驗活動，以及串聯城市旅遊路線等
多元方式，「工業旅遊」發展模式的實踐潛
力巨大，我們有機會讓非遺文化真正走出博
物館與檔案室，融入大眾日常生活。當文化
與產業相互激盪，非遺的價值才能從工廠延
伸到社區，從記憶轉化為全民共享的生活經
驗。

有人認為，工業與文化是一對矛盾體，一
個追求效率與成本、一個講究情感與傳承。
但筆者深信，兩者其實可以並肩而行、互為
助力。當我們以工業的眼光去看待非遺時，
我們是在思考如何讓這些文化資產「活下
去」，甚至「走出去」。香港工業總會多年
來推動本地工業升級，協助傳統食品業智能
化轉型。我們希望透過科技與創新，為傳統
產業尋找新的出路，讓老行業「年輕化」，
讓非遺文化在未來社會中繼續發光發熱。

非遺文化的傳承，不能只靠老師傅的雙
手，更需要整個工業體系的支撐與創新；非
遺文化也不應只是博物館中的展示品，更應
融入日常。無論是智能製造的精準還原，還
是「工業旅遊」的公共參與，都是讓傳統文
化走向未來的重要橋樑。

林世豪 香港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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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香港國安法），為香港止暴制
亂，結束 2019 年修例風波造成的混亂局面，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香港
國安法公布實施近 5年，如今正是總結經驗、謀劃未來的階段，以利香港
更好地邁向由治及興。

林新強 立法會議員（法律界）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初，社會曾關
注市民會否誤墮法網的風險，當時中
央及特區政府的官員強調，法例並不
影響奉公守法的市民，更不會影響香
港司法獨立。香港國安法實施近5年來
的實踐證明，香港國安法只針對極少
數確實作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人，
司法機構亦持續獨立專業地行使司法
職能。

根據特區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自
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實施後，截至2024年12月底，香港警
務處國家安全處共拘捕316人，當中約
六成已被檢控，被依據香港國安法定
罪判刑的，則有76人，與2019年修例
風波期間逾萬的被捕人數相比，涉及
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數字明顯少得多。

告別動盪 聚焦發展
基本法第85條訂明，香港法院「獨

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香港
國安法的審判亦不例外。在每一宗涉
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中，執法人員都
作出了詳細調查，並經過律政司檢控
人員的認真審核，認為有無可置疑的
定罪證據，才會提出起訴。

法庭對於每一宗案件，亦維持了一
貫的高水平審訊，作出裁決後亦頒布
判詞，詳細解釋每一名被告的判刑理

據，以及被裁定無罪的原因。例如在
「35＋顛覆政權案」中，被告李予信
及劉偉聰兩人被法庭裁定為無罪，判
詞中對此作出了詳細解釋。

總結過去近5年的經驗，香港國安法
的實施，非但沒有影響到香港市民的
日常生活，反而讓香港告別動盪不
安，一心一意謀發展，專心致志振經
濟惠民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加速演變中乘風破浪，在國家發展大
局之中力爭上游。

時刻警惕風險 提升國安意識
現時香港社會已經回復法治穩定，

但近期內外部環境挑戰升級，國家安
全的風險依然存在，決不能掉以輕
心。

內部方面，涉及香港國安法而被判
囚的罪犯正陸續刑滿出獄，當中大部
分人都在法庭聆訊過程中，認識到自
己當日對法律的無知，及時認罪而獲
法庭接納為減刑理由，對過往的所作
所為有真誠悔意。

不過，仍有少數冥頑不靈者，利用
網絡平台等各種手段，或明或暗地散
播「港獨」，「軟對抗」的風險須進
一步消除。

外部方面，有反中亂港的違法之徒
潛逃海外，在境外勢力的撐腰下，持

續抹黑香港。
因此，特區政府、社會各界仍須保持

高度警惕，繼續用好用足香港國安法，
防範、遏止危害國安的反中亂港言行
死灰復燃，同時在教育層面多下功
夫，引導香港市民充分認識實施香港國
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必要
性，提高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應對社會轉變 制定產業法規
從法律界角度而言，特區政府需要

更靈活地面對社會轉變，精準高效地
制定、完善相關法例，築牢國安法律
屏障，更好地保障國家安全，助推經
濟高質量發展。

早前獲立法會三讀通過的《保護關
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
案》，加強了關鍵基礎設施的電腦系
統保安能力，確保社會正常運作；又
如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立法規
管加密貨幣方面的發行，既保障了投
資者，亦保障了香港的金融穩定、繁
榮發展。

國安有保障，亦有利改善民生福
祉。在國安港安的良好環境下，特
區政府急市民所急，積極為發展拆
牆鬆綁，傳統產業持續發展，新產
業拓展更大空間，推動香港不斷邁
步向前。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
席行會前見記者時宣布，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
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將於6月18
日至22日來港，出席由特

區政府舉辦的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五周年
論壇，同時對香港社會發展最新情況進行
考察調研。李家超指，夏寶龍主任非常重
視北部都會區發展，兩次來香港調研時都
有前往北部都會區考察和調研。夏寶龍主
任連續3年來港考察調研，廣泛聽取各界
意見，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實現高質量發
展的高度重視與全力支持。在中央關心、
指引下，香港更好地統籌安全和發展，以
破局思維，提速提效推進北部都會區建
設，把握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融合的巨大
機遇，開創繁榮發展新局面。

今年2月，夏寶龍主任在考察河套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時，與特區政府
官員舉行座談會。夏寶龍主任表示，希望
特區政府深入貫徹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視
察澳門重要講話和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
神，繼續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
新，並期望粵港澳大灣區更多互惠合作、
聯動發展。北都區是香港今後一段相當長
時期的重要發展計劃，對香港對接大灣區

融合、實現經濟多元轉型、邁向更高質量
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李家超多次坦言，對
北都區發展「心急如焚」。

做好統籌架構 精簡行政程序
當前，特區政府正以破局求變的改革思

維，全面統籌推進北都區建設，成立了
「北部都會區督導委員會」等架構，推動
北都區發展計劃提速提效落實。除了做好
統籌的架構設計，特區政府還引入「片區
開發」等發展新理念，劃出洪水橋／厦
村、粉嶺北及新田科技城三個「片區發
展」試點，以「產業帶動，基建先行」為
主軸，在「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產業布
局下，北都區將發展為「國際創科新
城」，集優質生活、產業發展和文化休閒
於一體。

北都區發展提速提效，充分顯示特區政
府致力改革，敢於破局，勇於創新。特區
政府於2023年修訂法例，加快城規、收
地、道路刊憲及環評工作等法定程序，令
新發展區由開始研究到開始產出土地的時
間，由過去約13年大幅縮減至7年。另
外，特區政府過去一年成功從立法會取得
4個項目的撥款及開始部分大型工程，當
中新田科技城更於3個月內，完成從通過
法定圖則到獲批第一期工程撥款，速度之

快實屬前所未見。
北都區發展的成效初顯，充分體現特區

政府的堅定決心和高效行動力，加上立法
會與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未來特區政府
持續完善、精簡行政程序，以促進者的思
維處理發展事宜，相信定能加快北都區發
展步伐。

產學研配合打造灣區創新產業鏈
北都區建設以創新科技為核心的產業集

群，打造本港經濟發展新引擎，除了在基
礎設施建設提速提效外，特區政府亦積極
制定計劃，在科研成果轉化等創科領域的
關鍵環節實現破局。例如新田科技城與河
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聚焦創科產業與吸
引國際高端人才，為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實現「南金融、北創科」的
新產業布局以及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
聚高地，打下堅實基礎。

香港有着強大的學研能力，多所大專院
校在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特區政府
繼續利用好北都區，加強大灣區錯位互補
發展，發揮各自在產、研、學各領域的優
勢，打造高效的科研成果轉化平台，促進
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暢
通，形成產、學、研緊密配合的創科產業
鏈，大灣區創新發展前景無限。

破局創新提速提效發展北都區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非遺與工業結合 推動文化創新延續

近年來，隨着科技發展，網絡平台和電子遊戲已成為信息傳播的重
要載體，但同時也被一些別有用心者利用，成為散播危害國家安全思
想的工具。近期，一款名為「逆統戰：烽火」的手機遊戲在社會引發
廣泛關注。該遊戲打着娛樂的幌子，實則宣揚「港獨」、「台獨」等
分裂國家的主張，甚至鼓吹武裝革命，企圖衝擊「一國兩制」、顛覆
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這種「非常惡毒的軟對抗」不僅危害國
家安全，更荼毒年輕人思想，用心險惡至極，特區政府執法部門依法
打擊毫不手軟，全港社會必須高度警惕、攜手抵制。

遊戲為幌 煽「獨」為實
「逆統戰：烽火」表面上是一款普通的手機遊戲，但其內容卻充滿

政治意圖。玩家可以選擇效忠「台灣」、「香港」等所謂「反賊陣
營」，並通過虛擬手段顛覆政權。開發者更直言，遊戲中任何與中國
實際機構、政策或民族的相似之處「均為故意為之」。這種赤裸裸的
分裂主張，明目張膽挑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底線，煽動對中央及香
港特區政府的憎恨和對抗情緒，用心歹毒。

更令人憤慨的是，遊戲開發者「台灣境外戰略溝通工作小組」
（ESC）在社交媒體上以「謝丞相賜箭」回應香港警方的禁令，態度輕
佻，顯示「台獨」、「港獨」分裂勢力無視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以及香港特區相關法律，公然挑戰香港警方。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日前指出，該遊戲的目的在於宣揚分裂國
家、宣揚顛覆政權的思想，甚至鼓吹暴力革命。這種行為已明顯違反
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相關規定。特區政府依法對該遊
戲實施禁制，遊戲隨即被下架，並嚴正警告市民切勿下載或傳播，體
現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決心，香港市民也應對遊戲及各種「軟對
抗」拒之千里之外。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該遊戲以手遊作為掩護，鼓吹「港
獨」、「台獨」，意圖分裂國家，並重申三項警告：任何人在網上分
享或推薦遊戲均屬犯法，下載者可能被視為具煽動意圖，而資助開發
商者（課金）或觸犯分裂國家及煽動罪。他又強調，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所有中國公民，包括香港均有責任維護國安，而特區
政府對於所有觸犯國安的行為都會嚴厲執法。

加強國安意識 抵制「軟對抗」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七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
組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這清
楚指出香港國安法具有「域外效力」，任何人在境外宣揚分裂國家，都
很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被警方追緝，而任何人參與、分享、傳播危害
國安的信息，亦形同參與分裂國家活動，觸犯香港國安法。

面對「軟對抗」的滲透，學校和家長的角色也十分重要。特區政府
已通過課程和活動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學校應進一步加強相關教育，
幫助學生認清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思想，家長也需提高警惕，關注
子女的網絡活動，避免他們接觸不良信息。通過家校合作，共同築牢
國家安全防線，確保青少年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國家安全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香港國安法實施近5年來，香港
社會已恢復秩序，但「軟對抗」的威脅依然存在。全港社會必須時刻
保持警惕，堅決抵制如「逆統戰：烽火」等危害國家安全的煽動「港
獨」「台獨」等文宣工具。學校和家長積極引導下一代遠離煽「獨」
遊戲，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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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獨」遊戲用心惡毒
依法打擊絕不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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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昨日發布最新《世界競爭
力年報》，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很高興看到香港
的全球競爭力上升兩位至全球第三，並對香港特區政府
效率獲評全球第二感到鼓舞。今次是繼2019年後，香
港再次重返三甲位置，在香港即將迎來香港國安法實施
五周年之際，《世界競爭力年報》對香港競爭力的肯

定，正是對香港國安法實施近5年來為香港發展保駕護航的重要印證。
在香港國安法自2020年實施以來的近5年間，是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

由治及興的重要時期。2019年的黑暴動亂，踐踏香港法治，危害國家安
全，損害營商環境，不少國際權威機構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正是香港
國安法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為香港帶來了顯著變化，使過去很長一
段時間在國家安全方面「不設防」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香港回復為安
全城市，對比立法前後的社會狀況，成效立竿見影。如今，許多外地企
業選擇香港設立營業地點，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大量資金流入香
港，經濟和法治向好，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散發出的獨特魅力更勝從
前，發展充滿生機。我們看到，香港在國安法實施以來，多項國際排名
和指數已經重新名列前茅。對比2019年，香港今年不僅在全球競爭力
重返三甲，而且總得分在100分中獲得99.2分，增加7.7分，增幅是首
十名內最高，顯示香港競爭力大幅提升， 與2019年黑暴期間形成強烈
對比，更加說明香港國安法「一法安香江」的重大作用。

今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關於香港的一個鮮明亮點，是政府效率獲
評為世界第二，證明香港特區公務員能力卓越，反映李家超上任近3
年來銳意改變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政策的施政成果。事
實上，當年黑暴期間，特區政府需將最大精力放在止暴制亂上，公務
員團隊竭力保持社會穩定。香港國安法實施近5年來，讓香港在國家安
全得到堅實保障下，特區政府能專心一致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敢於以
變革作為重要管治方略，創造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的良好條件，突破
困擾香港多年的矛盾積弊，讓香港急起直追。李家超近日多次提到，
對北部都會區發展步伐心急如焚，提出了多項拆牆鬆綁、推動北都區
建設的措施。從香港的平安穩定大局來看，這都是香港國安法構築起
國安的銅牆鐵壁，為香港發展帶來重要支撐作用，促進香港可以更好
對接國家重大規劃部署和各種機遇，特區政府可以心無旁騖抓緊北都
區規劃，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近年來，國際環境複雜、競爭激烈，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冥頑不
靈、死心不息，以形式多變的「軟對抗」伺機危害國家安全，香港社會
對此斷不能掉以輕心。在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的近5年中，香港已經全
面恢復發展生機。今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對香港競爭力的肯定，更加
凸顯安全就是發展的前提。香港社會需要珍惜在香港國安法護航下的各
種新發展，未來更要深刻理解國安家好的重要內涵和要求，按照國安形
勢和香港情況，從金融、貿易、科技、教育等不同方面持續守護國家安
全，確保香港競爭力保持國際領先，開創由治及興的新局面。

計艷莉 貴州省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港競爭力重返三甲
彰顯國安法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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