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協昨日就基本法
第23條立法提交意見書，聲稱 「國家
秘密」 的範圍非常廣闊，定義模糊，
傳媒或許因為擔心違法而減少相關報
道，造成寒蟬效應云云，本港新聞工
作者指出，維護國家安全亦是新聞界
的責任，與新聞自由並無衝突。香港
新聞工作者聯會昨日發表聲明，嚴正
指出，記協的有關言論嚴重歪曲事
實，意圖混淆視聽、製造恐慌，完全
無法代表香港新聞界的意見。

香港報業評議會主席彭韻僖表
示，23條立法不影響新聞自由。她
說，立法是憲制性的責任，報評會支
持新聞自由。看到23條的諮詢文件以
及國安法的條文，清晰保障新聞自
由，會繼續接受公眾對報業方面的投
訴。此外，彭韻僖提到，早前有研究
發現假新聞傳播速度比真新聞快六
倍，市民應知道更多基本功，在接收
資訊時可以分辨真假。

記協認受性、專業性早受質疑
香港新聞聯強調，基本法明確保

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言論、新聞、出
版的自由。23條本地立法，防止的是
像《蘋果日報》那樣打着傳媒的幌子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再次出現，不僅
無損香港居民的各種合法權利，更能
在維護社會穩定和營商環境下，推動
香港更好向前發展。只要傳媒工作者
從事的是正常的新聞工作，沒有破壞
國家安全的意圖和行為，根本無需憂
慮。23條立法公眾諮詢展開以來，特
區政府不止一次聽取新聞界意見，並
對不同新聞機構工作者提出的問題與
疑慮進行耐心細緻的解答，並多次強
調不會影響新聞自由。記協將國家安

全和新聞自由對立起來，發表那些誤
導公眾的意見，到底是在裝糊塗，還
是心中有鬼？

香港新聞聯表示，在近年來發生
的多宗騷亂事件乃至社會動亂中，記
協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抹黑攻
擊政府施政，為黑暴分子張目，阻礙
警方執法，所作所為完全悖離一個新
聞團體應有的職責操守，甚至向未成
年學生濫發所謂記者證，其代表性、
認受性、專業性早受到公眾和業界的
強烈質疑。這麼一個聲名狼藉的團
體，此前所做的所謂會員問卷調查，
收到的有效樣本數之少貽笑大方，只
是一小撮持頑固立場分子的偏頗意
見，更凸顯其作賊心虛，根本代表不
了真正的廣大香港新聞工作者。

香港新聞聯指，國家安全和公眾
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在各國的
國安法例中早有體現。香港新聞聯堅
定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就23條立法，履
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責任，填補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讓香港能更好
集中精力拚經濟、謀發展。包括新聞
界在內的社會各界，都有責任堅定維
護國家安全，為推進香港由治及興和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發揮應有的積極
作用。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
鳴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同尊重新聞自
由完全沒有衝突，維護國家安全亦是
新聞界的責任。23條立法公眾諮詢展
開以來，特區政府不止一次聽取新聞
界意見，並對不同新聞機構工作者提
出的問題與疑慮進行耐心細緻的解
答，並多次強調會保障新聞自由，因
此業內人士並不認為23條立法會影響
新聞自由以及未來的工作。

法律界：23條立法無損新聞自由
記協庸人自擾 不能代表傳媒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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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立法

香港記者協會昨日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提交意見書，聲
稱 「國家秘密」 的範圍非常廣闊，定義模糊，傳媒或許因為擔心違

法而減少相關報道，造成寒蟬效應，並揚言，傳媒不時收到政府內部人
士 「放風」 ，難以判斷對方是否有合法權限披露資料云云。包括法律界
在內的各界人士指出，即使是在歐美先進國家，都不會清楚界定何謂

「國家秘密」 的涵蓋範圍，記協的意見是 「過分要求」 、 「庸人自擾」 ，而且記協只是一
個擁有220名會員的所謂業界組織，並無代表性。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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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新聞自由
香港記協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向保安局提交意見書，聲稱 「國
家機密」 涵蓋範疇廣闊，且定義
模糊，憂傳媒或因擔心違反法例
而造成寒蟬效應云云。這種將國
家安全與新聞自由完全對立起來
的論調在邏輯上是錯誤的，在現
實中則有刻意製造恐慌、誤導公
眾之嫌。

基本法第27條特別提到，香港
居民享有新聞自由。而23條立法是
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旨在保障
香港的安全和穩定，保障市民在
基本法之下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自
由，包括新聞自由。可見有關立
法非但不會妨礙新聞自由，反而
捍衛新聞自由。

但正如任何自由都不是絕對
一樣，新聞自由也有自己的邊
界。國際公約明文規定，有需要
時，可根據國家安全或因為公共
秩序及公共衞生的理由施加合理
的限制。換言之，香港在尊重新
聞自由下，也要兼顧同樣重要的
公共利益，這兩者並不矛盾，而
是相輔相成。

23條立法公眾諮詢即將結束，

社會上絕大多數意見支持立法，
而且是愈快立法愈好。香港報業
評議會主席彭韻僖表示， 「我個
人是支持23條立法，這是我們憲制
性責任，報評會是支持新聞自
由，我們看到23條諮詢文件以及國
安法的條文，都是清晰保障了新
聞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彭韻
僖是法律界人士，做過香港律師
會會長，她的意見在法律界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當社會主流輿論支持補齊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短板之際，記協
卻發出奇譚怪論，一味 「靠嚇」
與抹黑23條立法的反中亂港勢力遙
相呼應，企圖混淆視聽。熟悉記
協歷史的人，對其偏頗立場應不
會感到驚訝。事實上，香港記協
的管理層包括歷任主席及執委大
多來自已解散的《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眾新聞，是一個如假
包換的 「圍威喂」 小圈子，根本
代表不了香港新聞界。

記協打着「香港」之旗號，正
如外部勢力將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而被審訊的黎智英打扮成 「記
者」 一樣，其實都是欺世盜名。

執業大律師、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強調，23條
立法的本意是維護國家安全，只有洩露國家機密並
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人才會落入法網，一般人並
不會輕易獲得這些資料。23條立法正是為了防止像
《蘋果日報》打着傳媒的幌子危害國安的反中亂港
媒體再次出現，絕不會影響新聞自由。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大律師表示，
即使是在實行普通法的國家，也不會在法律條文中
清晰列明所有範圍，因為大家根本無法預測未來，
如現時需要保密的事項，在十年後未必需要再保
密，所以無法要求政府事先列明所有涉及秘密的範
疇。他說，即使歐美先進國家，都不會清楚界定何
謂 「國家秘密」 的涵蓋範圍，批評記協的意見是
「過分要求」 。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教授傅健慈認為，
記協擔憂23條立法將進一步窒礙言論和新聞自由，
而且與國際趨勢背道而馳，這是庸人自擾，杞人憂
天，不必要的或缺乏根據的憂慮和擔心，皆因記協
有前科，經常濫用言論和新聞自由抹黑內地和香港
政府，為反中亂港分子站台撐腰。

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律師陳子
遷表示，記協所謂的提意見不過是嘩眾取寵，誇大
並刻意製造恐慌。記協近年來的所作所為一直備受
社會質疑，今次借23條炒作是將國家安全與新聞自
由對立起來。他強調，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

有責任求證求真，但第四權也有底線，不
能危害國家安全，且新聞自由受

基本法保障，記協的行
為完全是誤導民

眾。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高松傑指出，記協只是一個

擁有220名會員的所謂業界組織，且這200餘人
中，大部分都是政治立場鮮明的死硬派 「黃絲」 ，
嚴格而言談不上是客觀報道新聞的人。如此一個無
代表性的組織興風作浪抹黑23條，惹人竊笑。

梁愛詩：社會對國安有相當認識
另外，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昨日出席電視節目

表示，社會目前對國家安全已有相當認識，自從香
港國安法通過後，國家安全已不再是陌生話題，亦
了解到法例對生活及人權沒有什麼影響，一個月的
諮詢期是希望可以盡快完成立法。

梁愛詩指出，相比2003年，社會現時對國家
安全已有相當認識。自香港國安法通過後，國家安
全已不再是陌生話題，大家亦了解法例對生活及人
權沒有影響。一個月諮詢期是希望可以盡快完成立
法。

梁愛詩提到，23條立法中的 「竊取國家機密」
罪，加入 「公眾利益」 抗辯理由可讓公眾更安心。
但若很主觀理解，令人以為自己有權披露資料，反
而會誤墮法網。梁愛詩又表示，2019年很多人以
為自己可以 「公民抗命」 ，但 「公民抗命」 並非辯
護理由。可以考慮為 「公眾利益」 作出定義，但
要小心不能寫得太闊，可能會讓敵對勢力
逃避法網。英國的做法是不寫明
定義，讓法官考慮當時
的社會情況解
釋。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2024年全國兩
會將分別於3月5日、3月4日召開，工聯會昨日舉行
「兩會前瞻」 記者會，介紹工聯會將在兩會提交的
21項建議、提案和社情民意等，包括：上調來港內
地遊客免稅額；恢復並擴大內地來港遊客 「一簽多
行」 ；建議國家開發銀行於香港定向發債，推動成
立保證回報強積金計劃的提案等，希望可以推動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會灣區，貫通全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建議，
將內地遊客的個人物品免稅限額提升至3萬元，參考
海南離島旅客每年每人免稅購物額度10萬元的做

法，旨在提升香港的購物吸引力，促使旅遊業和相
關行業健康發展，進一步鞏固其作為 「購物天堂」
的優勢。他建議恢復深圳 「一簽多行」 政策並建立
評估體系，逐步推廣至大灣區更多城市，實現區域
一體化；並應加快完善 「兩地一檢」 機制，提高通
關效率。

建議邀區議員到北京體驗學習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工聯會理事長黃

國建議推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
居民身份證」 ，技術標準兼容中國居民身份證，即

18位數字編碼，以及回鄉證、港澳居民身份證，
「三證合一」 ，給予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港
人；由國家開發銀行在香港定向發債，參照特區政
府銀髮債券的模式發行保證跑贏通脹的債券，中資
保險公司積極配合，推出保證回報強積金計劃。黃
國同時建議優化內地與香港跨境匯款機制，包括適
度提高港澳居民每年結匯便利化額度等；同時讓特
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協助港人相關求助和解難，做
好民心工程。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秘書長馬光如建議全國
政協能邀請全港區議員到北京體驗學習，包括到全

國政協及相關單位參觀學習政治協商的制度、歷
史，從而提高議員的政治責任擔當意識等；在香港
為外國遊客辦理 「中國旅遊一卡通」 ，作為內地重
點旅遊景區的通行證，推動外國遊客開展 「香港─
內地」 聯乘旅遊等。

不負中央期望 實幹贏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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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香港的
考察調研行程，昨天在會見特區官員、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
關愛隊和商界代表後，到將軍澳喝早
茶，還到訪獅子山公園。香港社會深切
感受到夏主任此行發出的強烈信息，那
就是 「一國兩制」 方針不會變，中央不
僅重視 「一國」 ，也重視 「兩制」 ，期
待香港社會堅定發展信心，更好發揮自
身獨特地位，將制度優勢轉化為管治效
能，將愛國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

國家是香港最堅定的靠山，從共建
「一帶一路」 到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再
到增加赴港澳個人遊城市、將國際調解
院總部設在香港等等，無不體現中央對
香港的重視和關愛。國家主席習近平多
次提到，「香港一直牽掛着我的心」。夏
主任今次抵港考察調研，再次轉達習主
席對香港市民的關心和問候。夏寶龍會
見各界代表時更提到香港是國家的 「掌
上明珠」 ，讓港人感到非常溫暖，對未
來充滿信心。有國家大力支持，加上港
人奮鬥，香港定能戰勝一切挑戰，克服
一切困難，實現高質量發展。

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即將結
束，夏主任在會見立法會議員時，希望

議員擔當好角色，又呼籲議員出謀劃
策，向特區政府提出具體、正面的意
見，他還形容目前的行政、立法關係是
「歷史上最好」 。夏主任特別強調，中

央會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不會有改變，有力回擊了反中亂港勢力
對 「一國兩制」 的抹黑。

事實上，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從來
都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加以考量，從來
都是從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長遠利
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香港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具有很多有利條件和獨特優
勢，包括廣泛的國際聯繫、普通法制
度、自由市場等等，這些特色和優勢是
香港長期以來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因
素，也是 「一國兩制」 的重要內容，是
長期方針，不是權宜之計。

「一國兩制」 是一個完整的概念，
不能割裂。只談 「兩制」 不談 「一國」
是錯誤的，但如果只講 「一國」 而輕忽
「兩制」 ，走向另一個極端，同樣是錯
誤的。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完成23條立
法、補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正
是在強化 「一國」 之基礎上更好發揮
「兩制」 之利，唯其如此，才最有利於

香港的長遠發展，最有利於為國家建設
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去年初全面復常後，各行各業
強勁復甦，經濟恢復增長，但由於一系
列內因和外因的影響，香港疫後的經濟
復甦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此時信心比黃
金更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夏主任來港
考察調研，堪稱是一次 「強信心、鼓幹
勁、促發展」 之旅。他與香港工商界人
士進行座談，長達三個半小時，就如何
發揮香港獨特優勢、廣泛聯通世界、加
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內容展開深入交
流。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工商界在香
港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舉足輕重。夏寶龍
希望工商界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
在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更大
作用。

香港進入 「愛國者治港」 新時代，
踏上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既有中央的
大力支持，更需要特區管治團隊和社會
各界團結一致，自強不息，奮發有為。
「愛國愛港」 不是一句空話，而是體現
在具體行動中，體現在為民服務的每一
件小事和實事中。夏主任昨日到訪獅子
山公園，並在獅子山背景下合影，意味
深長。香港要弘揚新時代的獅子山精
神，不負中央期望，抓住發展機遇，發
揮好 「一國兩制」 優勢，繼續實幹擔
當，創造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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