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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表示，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
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原本應該在2003
年就能夠推動，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立
法。而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
「顏色革命」 後，市民清楚明白國家安
全是重中之重，作為保障香港社會，以
及國家安全的重要法例，23條立法很有
必要。就有關法律制定，特區政府會參
考內地及多個國家的法例，包括英國、
美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的國安
法。

鄧炳強提到，基本法第23條涵蓋七
類罪行，雖然香港國安法已涵蓋基本法
第23條中的分裂國家以及顛覆國家政權
罪，但仍有5個罪類並未涵蓋，故需要
立法完善。由於間諜規管的現行法例成
文很早，未能針對目前或以後面對的風
險，基本法第23條立法必須加強防範間

諜行為。
「某些亂港分子透過文化、藝術

包裝，對抗政府，煽動對特區政府的
仇恨。」 鄧炳強提到，遇到 「軟對
抗」 這等錯誤行為，政府須盡全力迎
頭痛擊。香港社會過去20多年數次出
現亂象，終導致2019年起的大規模暴
亂，其中起因是有人利用媒體、文化
藝術等 「軟對抗」 方式，煽惑他人憎
恨中央、特區政府和執法人員、鼓吹
暴力，慫使他人不守
法。他舉例，有一些
「黃店」 在店內掛滿讚

美黑暴、支持黑暴的海
報，釋放對政府的仇
恨，就是一種 「軟對
抗」 。早前還有人歪曲
捐贈器官奉獻精神，煽
動他人取消器官捐贈登
記。 「這些無中生有、
造謠作假、企圖抹黑特
區政府的卑劣行為，正

正是企圖製造矛盾，甚至煽動香港市
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仇恨。」

鄧炳強說，23條立法的公眾諮詢工
作非常重要，任何市民都可表達意見，
但對於是否用 「白紙草案」 ，即不設大
前提以擬稿形式收集意見，他認為並非

最有效率的方式。市民應明白法例原則
及規管範圍，提出不同意見，再交由法
律專家草擬條文，才對香港最有利。
「我們立法要有充足的諮詢，但不代表
會拖。」

在美國個別議員日前提出針對法官
的所謂 「制裁」 ，鄧炳強說，美西方作
出這些威脅法官的方式，因為他們不想
香港告他們的 「馬仔」 、外國代理人。
美方並非首次作出這些行為，數年前國

際刑事法庭調查美國在阿
富汗的戰爭和人道罪行
時，美國就制裁那些檢控
官。 「美國的做法猶如黑
社會、黑手黨，最終只會
徒勞無功。」

「目前與電訊商和銀
行界合作，堵截證實為詐
騙的來電，將高度可疑的
來電加上標示，讓市民即
時提防。」

此外，鄧炳強亦表

示，面對全球網絡攻擊風險不斷增加，
政府會着力提升關鍵基礎設施（包括能
源、通訊、交通運輸、金融機構等）網
絡安全的保護，政府會設立規範及標
準，機構須設立管理系統、風險評估、
應對措施及申報機制等。他相信很多機
構已有保護網絡安全措施，毋須大量投
入資源，特區政府2024年內會向立法會
提交立法草案。

就打擊詐騙案，鄧炳強說，在
2018年詐騙案佔整體罪案一兩成，但現
在上升至四成，對比去年也上升了五
成。除了從執法層面打擊詐騙案，也在
預防、遏制詐騙案方面做了很多功夫。
他舉例說， 「目前與電訊商和銀行界合
作，堵截證實為詐騙的來電，將高度可
疑的來電加上標示，讓市民即時提
防。」 另一方面，警方於商業罪案調查
科轄下成立 「反詐騙協調中心」 ，與銀
行業界建立止付機制，如果遇到網絡詐
騙相關問題，銀行方面可以第一時間攔
截騙款、贓款。

黑暴禍港 市民看到23條立法必要
鄧炳強：須全力迎頭痛擊軟對抗行為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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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崗新口岸兩地一檢料2026年實施
特區政府現正推進

一系列提升口岸通關能
力和通關便利化措施，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接受專訪時表示，深港雙方正就皇崗
新口岸實施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
（俗稱 「兩地一檢」 ）的清關模式保持
溝通，目標是2026年開通新皇崗口岸時
實施新查驗模式。他又透露，局方正研
討在現有關口實施更便捷的通關模式。

研提升沙頭角過關安排
鄧炳強強調，新通關安排是提供多

一個選擇，並非強制使用；他澄清坊間
有關 「兩地一檢」 涉及資料互換的誤
解，指出若市民選擇採用 「兩地一檢」
過關，除了需有齊兩地所需出入境證
件，當事人還須同意把所需個人資料分
別交予香港及內地相關部門，在過關
時，兩地海關只會讀取當事人事先提交

的資料，不存在未經當事人同意將資料
互換的問題， 「這些（誤導）說法就是
為了嚇你，就像當日高鐵做 『一地兩
檢』 時，有人說這是 『隨意門』 ，有了
高鐵後你行過都捉你回大陸，這當然是
錯……我們不要被一些人誤導，他們存
心不想國家進步、不想社會進步，而是
想利用任何藉口去危害國家安全，或挑
撥矛盾。」

香港與內地交往頻繁，市民希望通
關更便捷，現有口岸能否採用更便捷的
通關模式？鄧炳強說，配合口岸重建工
程，下一個提升過關安排的口岸是沙頭
角口岸。他又提到，局方正研討在現有
關口實施更便捷的通關模式，但要考慮
口岸設計，例如是否有足夠地方，亦要
衡量工程對正常通關的影響，由於涉及
的因素更多，要更審慎。

至於施政報告提到，研究創新性措

施便利河套科研人員進出安排，包括研
究以人面識別技術達到無感過關，鄧炳
強表示，河套的擬議過關安排是希望用
科技令出入境更便利，初步建議是適用
於特定人士。

政府計劃明年實施沙頭角開放計劃
的第二階段，允許遊客進入沙頭角禁區
的中英街以外地區。屆時每天最多容許
1000名遊客進入沙頭角，其中旅行團佔
700人，個人旅客佔300人。

鄧炳強表示，相關部門已經就開放
做了一系列改善工程，包括改善社區設
施、設置新景點、增加泊車位、提升公
共交通配套等。他早前與一眾青年人到
沙頭角先睹為快，並聽取他們的意見，
他們均反應正面。他又說，准許進入沙
頭角的遊客名額，會視乎開放後的情況
調整。

大公報記者曾敏捷

施政報告提
出提升大灣區內

聯合應急能力，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接受專訪時表示，香港與大灣
區其他城市正制訂全新的《粵港
澳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方案》，
構建系統化的大灣區應急行動機
制，提高聯合救災和應對重大突
發公共事件的能力，相關部門現
正就包括救援工具及人員的清關
安排等技術細節進行磋商。

鄧炳強表示，粵港澳三地早
於2008年已分別簽訂《粵港應急
管理合作協議》和《粵澳應急管
理合作協議》，隨着粵港澳大灣
區的融合發展，加上港珠澳大橋
便利了粵港澳三地往來，特區政
府檢視後認為，應該聯動大灣區
城市，設立一個緊急救援行動方

案，在突發事件中互相幫忙，構
思得到其他城市的支持。

鄧炳強舉例，2017年的颱風
「天鴿」 、2018年的颱風 「山
竹」 ，分別對澳門及香港造成極
大破壞，最終澳門在解放軍協助
下救災，而香港因 「山竹」 造成
的大量塌樹，在災後一個多月才
完成清理。

鄧炳強指出，在將來的大灣
區應急救援行動方案下，大灣區
城市間除了有一般的演練、培
訓、技術交流外，還有行動支
援，即在有需要時，內地可以派
消防隊來港支援，香港也可以派
消防隊到內地，由於涉及技術性
問題，例如清關安排等，相關部
門正理順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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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推進應急救援合作

往來便捷 制訂方案

掃一掃 有片睇

專訪

▶鄧炳強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由亂及治，但仍存在
一些 「軟對抗」 的行為，必須予以迎頭痛擊。

▲11月9日上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
政府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

▶11月9日上午，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
北京會見了阮蘇少湄女士率
領的香港總商會訪京團。
夏寶龍充分肯定香港總商會
的愛國愛港傳統，以及為國
家改革開放事業和香港經濟
發展作出的積極貢獻，勉勵
他們繼續全面準確貫徹 「一
國兩制」 方針，積極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高水
準對外開放，為推動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好發揮作
用。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尹宗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室務會成員向斌參加會
見。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大公報》訪問表示，經歷2019年的
黑暴，相信市民清楚看到23條有立法的必要。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
施政報告中表明，特區政府將
於2024年內完成基本法第23條
立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經歷
2019年的黑暴，相信市民清楚

看到23條有立法的必要。
鄧炳強指出，香港國安法

實施後，香港仍存在一些 「軟
對抗」 的煽動行為，通過文
化、藝術的包裝及以網絡言
論，煽動對政府的仇恨。對於
「軟對抗」 這等錯誤行為，必
須盡全力迎頭痛擊。

「某些亂港分子透過文化、
藝術包裝，對抗政府，煽
動對特區政府的仇恨。」

「我們立法要有充足
的諮詢，但不代表會
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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