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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流程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
・ 主禮嘉賓進場
・ 奏唱國歌（歌詠團領唱及警察銀樂隊奏樂）
・ 司儀介紹2024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主題
・ 播放總體國家安全觀開幕短片
・ 歌詠團獻唱《我和我的祖國》及《獅子山下》的合併歌曲
・ 播放短片：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歷史時刻
・ 主禮嘉賓主旨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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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國家安全教育參訪團師生交流分享
播放活動精華片段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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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安全才有發展：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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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主禮嘉賓主旨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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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連線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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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起點上攜手共創香港由治及興美好未來 
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精彩華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李家超行政長官，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國第九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我很高興以視頻
連線方式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活動。

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10周年了，他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
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指
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習近平主席的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
的初心使命，為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加快推動香港由治及興，確保「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年3月19日是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票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於3月23日刊憲生效。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
治團隊和香港市民一道，圓滿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這是「一國兩制」實踐進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標誌着香港進一步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
障，對香港實現由治及興、保持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具有深遠影響。今天
的香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徹底終結了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
史；今天的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擺脫了政治爭拗，展現出特
區政府高效運作、全社會幹事創業的新氣象；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
終於迎來了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在新的起點上，建設更加美好的
香港，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讓廣大市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已經成為
香港社會的最大共識、最大期盼。在新的起點上，要掀開香港歷史新的一頁、
書寫香港新的輝煌，讓香港這顆明珠更加熠熠生輝是等不來的，也不會輕鬆，
只有全力拼搏，努力奮鬥，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能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
精彩華章。

第一，實現由治及興，需要守牢國家安全的底線，才能護航香港高質量發
展。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2019年「修例風波」給香港帶來的毀壞，
是我們心中的痛，永遠不會忘記。大家都痛感香港不能再亂了，不築牢國家安
全的屏障，「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都無從談起。

香港回歸近27年的歷史，讓廣大市民深刻認識到，香港國安條例是保安全
之法、保發展之法、保民生之法。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這部法
律是高懸的利劍；對於廣大香港市民和外來投資者，這部法律是保障其權利、
自由、財產和投資的「保護神」。正如有香港市民說的，回歸後很長一段時
間，香港大門敞開，任憑盜賊與朋友一同入內卻無法識別，現在香港如同安裝
了一套精密的「安防系統」，可以識別盜賊、保護朋友。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
障後，香港向全世界展現了更安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全球投資者都可以放心大膽地來港投資興業，香港發展如虎添翼。從國安條例
通過後的第一天起就有25家重點企業落戶香港，到金融、文化等國際盛事接連
舉辦，全球頂尖的金融機構和商界精英紛紛來港參加活動，用真心實意和真金
白銀對香港投下信心票。事實雄辯地證明，香港仍然是全世界營商環境最好的
地方，是幹事創業、賺錢盈利、成就夢想最好的地方。就如宇宙中的太陽，烏
雲永遠遮不住它的光芒。香港的繁榮不是幾篇文章、幾聲聒噪就能唱衰的，香
港的發展也不是幾隻螳臂、幾條蠅腿就能阻擋得了的，讓那些見不得香港好的
人去哀鳴吧，香港的明天注定輝煌！

第二，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加堅定「一國兩制」，充分發揮「一國兩制」
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作用。「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優勢。回歸後，
香港之所以「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之所以能戰勝各種風雨挑戰穩步前
行，都是源於「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安排。現在，大家對「一國兩制」越來越
堅定篤行。「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是香港長治久安的保障。
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立場一以貫之，從未動搖。習近平主席堅定地指
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確保不會變、不動
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不走樣、不變形。這一方針，過去沒有變，現在不會
變，將來也不需要變。

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才使得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生活方式
長期不變、普通法制度長期不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
流動、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等不僅不會減弱，還
會大放異彩。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才既享有巨大的「一國」之
利，又擁有廣闊的「兩制」之便，香港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和
窗口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好「一國」就是在拓寬「兩制」，隨着「一國兩制」
實踐的不斷深入，香港「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服務平台功能勢必越來越
強。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有求、祖國必應，不論香港遇到什麼樣
的困難和挑戰，來自祖國的後盾支撐只會加強、不會減弱。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實現由治及興，更多挺港惠港措施陸續有來。在新的起點上，大家要用好「一
國兩制」這一最佳制度，把「一國兩制」的紅利最大化，使其優勢充分彰顯釋
放，繪就「一國兩制」更加豐富多彩的美麗畫卷。

第三，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好、發揮好，使一
個個「金字招牌」更加閃亮。香港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打拼，在長期奮鬥
中形成了許多引以為傲的「金字招牌」。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貨
物、資金、人員、資訊等自由流動，擁有最自由、最開放、最國際化的美譽；
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擁有全球重要的證券市場、全球重要
的國際銀行業務中心、全球重要的保險市場、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等；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有10萬多家貿易公司，商業網絡遍布
全球，專業服務發達；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航運中心之一，鐵路、公路、水路網
絡十分發達，香港港口每周約有240班國際貨櫃班輪，連接全球460多個目的
地，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貨運量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法治水
平最高的地區之一，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全球排名前100的律師事
務所半數以上在香港執業；香港是全球最安全、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犯罪率長
期處於低位，醫療衞生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長的地區，
等等。香港擁有的全球之最不勝枚舉。這些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香港發展歷史
過程中形成的，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和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

實現由治及興，就是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住、發揮好，進一步提
升國際競爭力。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發展中創造的，同樣也要在發展中去鞏固、去提
升。「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一個企業的成長，一個產業的壯大，
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順時而為、順勢而為，才能有安
身立命之本，才能做發展的常青樹。人才是第一資源，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
新是第一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新質生產力，意味着科技
創新將催生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要積極把握
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引進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綠
色金融、數字經濟，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打造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建
設智慧港口等，鞏固提升傳統產業優勢，推進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根據香
港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特點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
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

第四，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注入強勁動能、
提供更大商機。香港由治及興不是封閉孤立的，而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大
背景下的由治及興。當前，我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的發展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走到今天，過去
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更
不會因為「產能過剩論」而停滯不前，中國發展前景無比光明。一個強大、繁
榮的中國，是世界的正能量，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和底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就是融入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腹地，就是融入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
場，就是融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來的無限商機。融入國家是為了更好地融入
國際、擁抱世界，是為香港的獨特優勢和香港的發展擴容賦能，讓香港的特色
和優勢更加彰顯。

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推進，以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創新驅動發
展、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重大戰略的實施，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入了
「快車道」。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前很重要的就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粵港
澳大灣區2023年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超過很多發達經濟體，有望躍居全球
四大灣區之首，成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長極之一。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
入加快速度、縱深推進的新階段，香港應該全面深入參與。加快推進前海、南
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深化基礎設施「硬聯通」；加快推動貨物、人
員、資金、技術、數據等要素便捷流動，推進規則機制「軟聯通」；加快促進
「雙向奔赴」、「雙向投資」，促進灣區居民「心聯通」。大家要在融合融通
中，積極應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區域性重組挑戰，不斷優化自身經濟結構，
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開創香港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第五，實現由治及興，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現新擔當，在積極作
為、創新創造中實現香港新飛躍。當今世界變亂交織，香港由治及興的內外環
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時代在變，內地在變，整個市場結構、消費模式等都在
改變。今日之中國已非昨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亦非昨日之世界。大家要主動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局中打
開香港發展的新天地。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
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
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
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
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實現由治及興，是香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我們堅信，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一定會把高質量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排除一切困難
和干擾，咬定發展目標不放鬆，以更有力舉措推動香港由治及興；我們堅信，
廣大企業家和工商界一定會順應發展大勢、積極搶抓機遇，不斷激發創新創造
活力，努力探索新產業、新業態，開闢發展新領域；我們堅信，香港社會各界
一定會團結一致拼經濟、謀發展，齊心協力共建香港美好家園，為香港由治及
興添磚加瓦、發光發熱；我們堅信，廣大青年一定會把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結
合起來，在香港由治及興的賽道上追逐夢想、奮力打拼，唱響青春之歌、書寫
精彩人生。縱觀香港發展歷程，在每個經濟發展周期，香港人總能在危機和變
局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創造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迹，讓香港一次次鳳凰涅
槃、浴火重生。我們堅信，在走向由治及興的今天，什麼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
香港發展的步伐。大家一定會發揚獅子山精神，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
息、頑強拼搏，不斷續寫香港發展新傳奇，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今日之香港，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張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朋友
們。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盾，有全體港人的努力打拼，香港由治及興未來可
期、前景廣闊，我們堅信，新時代列車「香港號」的車輪一定會滾滾向前、不
可阻擋！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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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起點上攜手共創香港由治及興美好未來 
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精彩華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李家超行政長官，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國第九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我很高興以視頻
連線方式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活動。

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10周年了，他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
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指
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習近平主席的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
的初心使命，為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加快推動香港由治及興，確保「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年3月19日是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票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於3月23日刊憲生效。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
治團隊和香港市民一道，圓滿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這是「一國兩制」實踐進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標誌着香港進一步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
障，對香港實現由治及興、保持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具有深遠影響。今天
的香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徹底終結了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
史；今天的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擺脫了政治爭拗，展現出特
區政府高效運作、全社會幹事創業的新氣象；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
終於迎來了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在新的起點上，建設更加美好的
香港，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讓廣大市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已經成為
香港社會的最大共識、最大期盼。在新的起點上，要掀開香港歷史新的一頁、
書寫香港新的輝煌，讓香港這顆明珠更加熠熠生輝是等不來的，也不會輕鬆，
只有全力拼搏，努力奮鬥，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能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
精彩華章。

第一，實現由治及興，需要守牢國家安全的底線，才能護航香港高質量發
展。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2019年「修例風波」給香港帶來的毀壞，
是我們心中的痛，永遠不會忘記。大家都痛感香港不能再亂了，不築牢國家安
全的屏障，「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都無從談起。

香港回歸近27年的歷史，讓廣大市民深刻認識到，香港國安條例是保安全
之法、保發展之法、保民生之法。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這部法
律是高懸的利劍；對於廣大香港市民和外來投資者，這部法律是保障其權利、
自由、財產和投資的「保護神」。正如有香港市民說的，回歸後很長一段時
間，香港大門敞開，任憑盜賊與朋友一同入內卻無法識別，現在香港如同安裝
了一套精密的「安防系統」，可以識別盜賊、保護朋友。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
障後，香港向全世界展現了更安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全球投資者都可以放心大膽地來港投資興業，香港發展如虎添翼。從國安條例
通過後的第一天起就有25家重點企業落戶香港，到金融、文化等國際盛事接連
舉辦，全球頂尖的金融機構和商界精英紛紛來港參加活動，用真心實意和真金
白銀對香港投下信心票。事實雄辯地證明，香港仍然是全世界營商環境最好的
地方，是幹事創業、賺錢盈利、成就夢想最好的地方。就如宇宙中的太陽，烏
雲永遠遮不住它的光芒。香港的繁榮不是幾篇文章、幾聲聒噪就能唱衰的，香
港的發展也不是幾隻螳臂、幾條蠅腿就能阻擋得了的，讓那些見不得香港好的
人去哀鳴吧，香港的明天注定輝煌！

第二，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加堅定「一國兩制」，充分發揮「一國兩制」
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作用。「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優勢。回歸後，
香港之所以「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之所以能戰勝各種風雨挑戰穩步前
行，都是源於「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安排。現在，大家對「一國兩制」越來越
堅定篤行。「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是香港長治久安的保障。
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立場一以貫之，從未動搖。習近平主席堅定地指
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確保不會變、不動
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不走樣、不變形。這一方針，過去沒有變，現在不會
變，將來也不需要變。

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才使得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生活方式
長期不變、普通法制度長期不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
流動、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等不僅不會減弱，還
會大放異彩。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才既享有巨大的「一國」之
利，又擁有廣闊的「兩制」之便，香港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和
窗口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好「一國」就是在拓寬「兩制」，隨着「一國兩制」
實踐的不斷深入，香港「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服務平台功能勢必越來越
強。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有求、祖國必應，不論香港遇到什麼樣
的困難和挑戰，來自祖國的後盾支撐只會加強、不會減弱。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實現由治及興，更多挺港惠港措施陸續有來。在新的起點上，大家要用好「一
國兩制」這一最佳制度，把「一國兩制」的紅利最大化，使其優勢充分彰顯釋
放，繪就「一國兩制」更加豐富多彩的美麗畫卷。

第三，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好、發揮好，使一
個個「金字招牌」更加閃亮。香港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打拼，在長期奮鬥
中形成了許多引以為傲的「金字招牌」。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貨
物、資金、人員、資訊等自由流動，擁有最自由、最開放、最國際化的美譽；
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擁有全球重要的證券市場、全球重要
的國際銀行業務中心、全球重要的保險市場、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等；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有10萬多家貿易公司，商業網絡遍布
全球，專業服務發達；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航運中心之一，鐵路、公路、水路網
絡十分發達，香港港口每周約有240班國際貨櫃班輪，連接全球460多個目的
地，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貨運量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法治水
平最高的地區之一，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全球排名前100的律師事
務所半數以上在香港執業；香港是全球最安全、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犯罪率長
期處於低位，醫療衞生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長的地區，
等等。香港擁有的全球之最不勝枚舉。這些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香港發展歷史
過程中形成的，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和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

實現由治及興，就是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住、發揮好，進一步提
升國際競爭力。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發展中創造的，同樣也要在發展中去鞏固、去提
升。「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一個企業的成長，一個產業的壯大，
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順時而為、順勢而為，才能有安
身立命之本，才能做發展的常青樹。人才是第一資源，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
新是第一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新質生產力，意味着科技
創新將催生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要積極把握
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引進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綠
色金融、數字經濟，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打造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建
設智慧港口等，鞏固提升傳統產業優勢，推進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根據香
港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特點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
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

第四，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注入強勁動能、
提供更大商機。香港由治及興不是封閉孤立的，而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大
背景下的由治及興。當前，我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的發展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走到今天，過去
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更
不會因為「產能過剩論」而停滯不前，中國發展前景無比光明。一個強大、繁
榮的中國，是世界的正能量，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和底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就是融入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腹地，就是融入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
場，就是融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來的無限商機。融入國家是為了更好地融入
國際、擁抱世界，是為香港的獨特優勢和香港的發展擴容賦能，讓香港的特色
和優勢更加彰顯。

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推進，以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創新驅動發
展、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重大戰略的實施，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入了
「快車道」。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前很重要的就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粵港
澳大灣區2023年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超過很多發達經濟體，有望躍居全球
四大灣區之首，成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長極之一。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
入加快速度、縱深推進的新階段，香港應該全面深入參與。加快推進前海、南
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深化基礎設施「硬聯通」；加快推動貨物、人
員、資金、技術、數據等要素便捷流動，推進規則機制「軟聯通」；加快促進
「雙向奔赴」、「雙向投資」，促進灣區居民「心聯通」。大家要在融合融通
中，積極應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區域性重組挑戰，不斷優化自身經濟結構，
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開創香港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第五，實現由治及興，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現新擔當，在積極作
為、創新創造中實現香港新飛躍。當今世界變亂交織，香港由治及興的內外環
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時代在變，內地在變，整個市場結構、消費模式等都在
改變。今日之中國已非昨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亦非昨日之世界。大家要主動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局中打
開香港發展的新天地。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
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
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
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
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實現由治及興，是香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我們堅信，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一定會把高質量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排除一切困難
和干擾，咬定發展目標不放鬆，以更有力舉措推動香港由治及興；我們堅信，
廣大企業家和工商界一定會順應發展大勢、積極搶抓機遇，不斷激發創新創造
活力，努力探索新產業、新業態，開闢發展新領域；我們堅信，香港社會各界
一定會團結一致拼經濟、謀發展，齊心協力共建香港美好家園，為香港由治及
興添磚加瓦、發光發熱；我們堅信，廣大青年一定會把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結
合起來，在香港由治及興的賽道上追逐夢想、奮力打拼，唱響青春之歌、書寫
精彩人生。縱觀香港發展歷程，在每個經濟發展周期，香港人總能在危機和變
局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創造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迹，讓香港一次次鳳凰涅
槃、浴火重生。我們堅信，在走向由治及興的今天，什麼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
香港發展的步伐。大家一定會發揚獅子山精神，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
息、頑強拼搏，不斷續寫香港發展新傳奇，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今日之香港，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張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朋友
們。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盾，有全體港人的努力打拼，香港由治及興未來可
期、前景廣闊，我們堅信，新時代列車「香港號」的車輪一定會滾滾向前、不
可阻擋！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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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起點上攜手共創香港由治及興美好未來 
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精彩華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李家超行政長官，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國第九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我很高興以視頻
連線方式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活動。

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10周年了，他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
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指
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習近平主席的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
的初心使命，為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加快推動香港由治及興，確保「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年3月19日是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票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於3月23日刊憲生效。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
治團隊和香港市民一道，圓滿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這是「一國兩制」實踐進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標誌着香港進一步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
障，對香港實現由治及興、保持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具有深遠影響。今天
的香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徹底終結了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
史；今天的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擺脫了政治爭拗，展現出特
區政府高效運作、全社會幹事創業的新氣象；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
終於迎來了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在新的起點上，建設更加美好的
香港，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讓廣大市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已經成為
香港社會的最大共識、最大期盼。在新的起點上，要掀開香港歷史新的一頁、
書寫香港新的輝煌，讓香港這顆明珠更加熠熠生輝是等不來的，也不會輕鬆，
只有全力拼搏，努力奮鬥，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能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
精彩華章。

第一，實現由治及興，需要守牢國家安全的底線，才能護航香港高質量發
展。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2019年「修例風波」給香港帶來的毀壞，
是我們心中的痛，永遠不會忘記。大家都痛感香港不能再亂了，不築牢國家安
全的屏障，「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都無從談起。

香港回歸近27年的歷史，讓廣大市民深刻認識到，香港國安條例是保安全
之法、保發展之法、保民生之法。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這部法
律是高懸的利劍；對於廣大香港市民和外來投資者，這部法律是保障其權利、
自由、財產和投資的「保護神」。正如有香港市民說的，回歸後很長一段時
間，香港大門敞開，任憑盜賊與朋友一同入內卻無法識別，現在香港如同安裝
了一套精密的「安防系統」，可以識別盜賊、保護朋友。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
障後，香港向全世界展現了更安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全球投資者都可以放心大膽地來港投資興業，香港發展如虎添翼。從國安條例
通過後的第一天起就有25家重點企業落戶香港，到金融、文化等國際盛事接連
舉辦，全球頂尖的金融機構和商界精英紛紛來港參加活動，用真心實意和真金
白銀對香港投下信心票。事實雄辯地證明，香港仍然是全世界營商環境最好的
地方，是幹事創業、賺錢盈利、成就夢想最好的地方。就如宇宙中的太陽，烏
雲永遠遮不住它的光芒。香港的繁榮不是幾篇文章、幾聲聒噪就能唱衰的，香
港的發展也不是幾隻螳臂、幾條蠅腿就能阻擋得了的，讓那些見不得香港好的
人去哀鳴吧，香港的明天注定輝煌！

第二，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加堅定「一國兩制」，充分發揮「一國兩制」
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作用。「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優勢。回歸後，
香港之所以「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之所以能戰勝各種風雨挑戰穩步前
行，都是源於「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安排。現在，大家對「一國兩制」越來越
堅定篤行。「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是香港長治久安的保障。
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立場一以貫之，從未動搖。習近平主席堅定地指
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確保不會變、不動
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不走樣、不變形。這一方針，過去沒有變，現在不會
變，將來也不需要變。

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才使得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生活方式
長期不變、普通法制度長期不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
流動、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等不僅不會減弱，還
會大放異彩。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才既享有巨大的「一國」之
利，又擁有廣闊的「兩制」之便，香港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和
窗口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好「一國」就是在拓寬「兩制」，隨着「一國兩制」
實踐的不斷深入，香港「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服務平台功能勢必越來越
強。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有求、祖國必應，不論香港遇到什麼樣
的困難和挑戰，來自祖國的後盾支撐只會加強、不會減弱。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實現由治及興，更多挺港惠港措施陸續有來。在新的起點上，大家要用好「一
國兩制」這一最佳制度，把「一國兩制」的紅利最大化，使其優勢充分彰顯釋
放，繪就「一國兩制」更加豐富多彩的美麗畫卷。

第三，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好、發揮好，使一
個個「金字招牌」更加閃亮。香港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打拼，在長期奮鬥
中形成了許多引以為傲的「金字招牌」。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貨
物、資金、人員、資訊等自由流動，擁有最自由、最開放、最國際化的美譽；
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擁有全球重要的證券市場、全球重要
的國際銀行業務中心、全球重要的保險市場、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等；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有10萬多家貿易公司，商業網絡遍布
全球，專業服務發達；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航運中心之一，鐵路、公路、水路網
絡十分發達，香港港口每周約有240班國際貨櫃班輪，連接全球460多個目的
地，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貨運量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法治水
平最高的地區之一，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全球排名前100的律師事
務所半數以上在香港執業；香港是全球最安全、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犯罪率長
期處於低位，醫療衞生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長的地區，
等等。香港擁有的全球之最不勝枚舉。這些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香港發展歷史
過程中形成的，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和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

實現由治及興，就是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住、發揮好，進一步提
升國際競爭力。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發展中創造的，同樣也要在發展中去鞏固、去提
升。「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一個企業的成長，一個產業的壯大，
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順時而為、順勢而為，才能有安
身立命之本，才能做發展的常青樹。人才是第一資源，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
新是第一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新質生產力，意味着科技
創新將催生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要積極把握
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引進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綠
色金融、數字經濟，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打造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建
設智慧港口等，鞏固提升傳統產業優勢，推進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根據香
港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特點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
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

第四，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注入強勁動能、
提供更大商機。香港由治及興不是封閉孤立的，而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大
背景下的由治及興。當前，我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的發展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走到今天，過去
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更
不會因為「產能過剩論」而停滯不前，中國發展前景無比光明。一個強大、繁
榮的中國，是世界的正能量，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和底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就是融入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腹地，就是融入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
場，就是融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來的無限商機。融入國家是為了更好地融入
國際、擁抱世界，是為香港的獨特優勢和香港的發展擴容賦能，讓香港的特色
和優勢更加彰顯。

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推進，以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創新驅動發
展、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重大戰略的實施，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入了
「快車道」。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前很重要的就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粵港
澳大灣區2023年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超過很多發達經濟體，有望躍居全球
四大灣區之首，成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長極之一。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
入加快速度、縱深推進的新階段，香港應該全面深入參與。加快推進前海、南
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深化基礎設施「硬聯通」；加快推動貨物、人
員、資金、技術、數據等要素便捷流動，推進規則機制「軟聯通」；加快促進
「雙向奔赴」、「雙向投資」，促進灣區居民「心聯通」。大家要在融合融通
中，積極應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區域性重組挑戰，不斷優化自身經濟結構，
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開創香港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第五，實現由治及興，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現新擔當，在積極作
為、創新創造中實現香港新飛躍。當今世界變亂交織，香港由治及興的內外環
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時代在變，內地在變，整個市場結構、消費模式等都在
改變。今日之中國已非昨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亦非昨日之世界。大家要主動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局中打
開香港發展的新天地。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
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
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
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
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實現由治及興，是香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我們堅信，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一定會把高質量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排除一切困難
和干擾，咬定發展目標不放鬆，以更有力舉措推動香港由治及興；我們堅信，
廣大企業家和工商界一定會順應發展大勢、積極搶抓機遇，不斷激發創新創造
活力，努力探索新產業、新業態，開闢發展新領域；我們堅信，香港社會各界
一定會團結一致拼經濟、謀發展，齊心協力共建香港美好家園，為香港由治及
興添磚加瓦、發光發熱；我們堅信，廣大青年一定會把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結
合起來，在香港由治及興的賽道上追逐夢想、奮力打拼，唱響青春之歌、書寫
精彩人生。縱觀香港發展歷程，在每個經濟發展周期，香港人總能在危機和變
局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創造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迹，讓香港一次次鳳凰涅
槃、浴火重生。我們堅信，在走向由治及興的今天，什麼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
香港發展的步伐。大家一定會發揚獅子山精神，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
息、頑強拼搏，不斷續寫香港發展新傳奇，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今日之香港，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張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朋友
們。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盾，有全體港人的努力打拼，香港由治及興未來可
期、前景廣闊，我們堅信，新時代列車「香港號」的車輪一定會滾滾向前、不
可阻擋！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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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起點上攜手共創香港由治及興美好未來 
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精彩華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李家超行政長官，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國第九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我很高興以視頻
連線方式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活動。

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10周年了，他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
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指
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習近平主席的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
的初心使命，為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加快推動香港由治及興，確保「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年3月19日是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票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於3月23日刊憲生效。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
治團隊和香港市民一道，圓滿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這是「一國兩制」實踐進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標誌着香港進一步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
障，對香港實現由治及興、保持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具有深遠影響。今天
的香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徹底終結了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
史；今天的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擺脫了政治爭拗，展現出特
區政府高效運作、全社會幹事創業的新氣象；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
終於迎來了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在新的起點上，建設更加美好的
香港，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讓廣大市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已經成為
香港社會的最大共識、最大期盼。在新的起點上，要掀開香港歷史新的一頁、
書寫香港新的輝煌，讓香港這顆明珠更加熠熠生輝是等不來的，也不會輕鬆，
只有全力拼搏，努力奮鬥，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能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
精彩華章。

第一，實現由治及興，需要守牢國家安全的底線，才能護航香港高質量發
展。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2019年「修例風波」給香港帶來的毀壞，
是我們心中的痛，永遠不會忘記。大家都痛感香港不能再亂了，不築牢國家安
全的屏障，「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都無從談起。

香港回歸近27年的歷史，讓廣大市民深刻認識到，香港國安條例是保安全
之法、保發展之法、保民生之法。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這部法
律是高懸的利劍；對於廣大香港市民和外來投資者，這部法律是保障其權利、
自由、財產和投資的「保護神」。正如有香港市民說的，回歸後很長一段時
間，香港大門敞開，任憑盜賊與朋友一同入內卻無法識別，現在香港如同安裝
了一套精密的「安防系統」，可以識別盜賊、保護朋友。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
障後，香港向全世界展現了更安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全球投資者都可以放心大膽地來港投資興業，香港發展如虎添翼。從國安條例
通過後的第一天起就有25家重點企業落戶香港，到金融、文化等國際盛事接連
舉辦，全球頂尖的金融機構和商界精英紛紛來港參加活動，用真心實意和真金
白銀對香港投下信心票。事實雄辯地證明，香港仍然是全世界營商環境最好的
地方，是幹事創業、賺錢盈利、成就夢想最好的地方。就如宇宙中的太陽，烏
雲永遠遮不住它的光芒。香港的繁榮不是幾篇文章、幾聲聒噪就能唱衰的，香
港的發展也不是幾隻螳臂、幾條蠅腿就能阻擋得了的，讓那些見不得香港好的
人去哀鳴吧，香港的明天注定輝煌！

第二，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加堅定「一國兩制」，充分發揮「一國兩制」
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作用。「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優勢。回歸後，
香港之所以「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之所以能戰勝各種風雨挑戰穩步前
行，都是源於「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安排。現在，大家對「一國兩制」越來越
堅定篤行。「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是香港長治久安的保障。
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立場一以貫之，從未動搖。習近平主席堅定地指
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確保不會變、不動
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不走樣、不變形。這一方針，過去沒有變，現在不會
變，將來也不需要變。

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才使得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生活方式
長期不變、普通法制度長期不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
流動、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等不僅不會減弱，還
會大放異彩。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才既享有巨大的「一國」之
利，又擁有廣闊的「兩制」之便，香港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和
窗口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好「一國」就是在拓寬「兩制」，隨着「一國兩制」
實踐的不斷深入，香港「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服務平台功能勢必越來越
強。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有求、祖國必應，不論香港遇到什麼樣
的困難和挑戰，來自祖國的後盾支撐只會加強、不會減弱。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實現由治及興，更多挺港惠港措施陸續有來。在新的起點上，大家要用好「一
國兩制」這一最佳制度，把「一國兩制」的紅利最大化，使其優勢充分彰顯釋
放，繪就「一國兩制」更加豐富多彩的美麗畫卷。

第三，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好、發揮好，使一
個個「金字招牌」更加閃亮。香港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打拼，在長期奮鬥
中形成了許多引以為傲的「金字招牌」。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貨
物、資金、人員、資訊等自由流動，擁有最自由、最開放、最國際化的美譽；
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擁有全球重要的證券市場、全球重要
的國際銀行業務中心、全球重要的保險市場、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等；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有10萬多家貿易公司，商業網絡遍布
全球，專業服務發達；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航運中心之一，鐵路、公路、水路網
絡十分發達，香港港口每周約有240班國際貨櫃班輪，連接全球460多個目的
地，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貨運量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法治水
平最高的地區之一，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全球排名前100的律師事
務所半數以上在香港執業；香港是全球最安全、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犯罪率長
期處於低位，醫療衞生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長的地區，
等等。香港擁有的全球之最不勝枚舉。這些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香港發展歷史
過程中形成的，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和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

實現由治及興，就是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住、發揮好，進一步提
升國際競爭力。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發展中創造的，同樣也要在發展中去鞏固、去提
升。「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一個企業的成長，一個產業的壯大，
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順時而為、順勢而為，才能有安
身立命之本，才能做發展的常青樹。人才是第一資源，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
新是第一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新質生產力，意味着科技
創新將催生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要積極把握
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引進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綠
色金融、數字經濟，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打造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建
設智慧港口等，鞏固提升傳統產業優勢，推進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根據香
港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特點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
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

第四，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注入強勁動能、
提供更大商機。香港由治及興不是封閉孤立的，而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大
背景下的由治及興。當前，我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的發展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走到今天，過去
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更
不會因為「產能過剩論」而停滯不前，中國發展前景無比光明。一個強大、繁
榮的中國，是世界的正能量，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和底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就是融入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腹地，就是融入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
場，就是融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來的無限商機。融入國家是為了更好地融入
國際、擁抱世界，是為香港的獨特優勢和香港的發展擴容賦能，讓香港的特色
和優勢更加彰顯。

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推進，以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創新驅動發
展、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重大戰略的實施，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入了
「快車道」。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前很重要的就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粵港
澳大灣區2023年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超過很多發達經濟體，有望躍居全球
四大灣區之首，成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長極之一。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
入加快速度、縱深推進的新階段，香港應該全面深入參與。加快推進前海、南
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深化基礎設施「硬聯通」；加快推動貨物、人
員、資金、技術、數據等要素便捷流動，推進規則機制「軟聯通」；加快促進
「雙向奔赴」、「雙向投資」，促進灣區居民「心聯通」。大家要在融合融通
中，積極應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區域性重組挑戰，不斷優化自身經濟結構，
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開創香港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第五，實現由治及興，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現新擔當，在積極作
為、創新創造中實現香港新飛躍。當今世界變亂交織，香港由治及興的內外環
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時代在變，內地在變，整個市場結構、消費模式等都在
改變。今日之中國已非昨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亦非昨日之世界。大家要主動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局中打
開香港發展的新天地。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
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
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
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
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實現由治及興，是香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我們堅信，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一定會把高質量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排除一切困難
和干擾，咬定發展目標不放鬆，以更有力舉措推動香港由治及興；我們堅信，
廣大企業家和工商界一定會順應發展大勢、積極搶抓機遇，不斷激發創新創造
活力，努力探索新產業、新業態，開闢發展新領域；我們堅信，香港社會各界
一定會團結一致拼經濟、謀發展，齊心協力共建香港美好家園，為香港由治及
興添磚加瓦、發光發熱；我們堅信，廣大青年一定會把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結
合起來，在香港由治及興的賽道上追逐夢想、奮力打拼，唱響青春之歌、書寫
精彩人生。縱觀香港發展歷程，在每個經濟發展周期，香港人總能在危機和變
局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創造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迹，讓香港一次次鳳凰涅
槃、浴火重生。我們堅信，在走向由治及興的今天，什麼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
香港發展的步伐。大家一定會發揚獅子山精神，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
息、頑強拼搏，不斷續寫香港發展新傳奇，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今日之香港，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張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朋友
們。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盾，有全體港人的努力打拼，香港由治及興未來可
期、前景廣闊，我們堅信，新時代列車「香港號」的車輪一定會滾滾向前、不
可阻擋！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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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起點上攜手共創香港由治及興美好未來 
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精彩華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李家超行政長官，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國第九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我很高興以視頻
連線方式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活動。

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10周年了，他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
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指
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習近平主席的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
的初心使命，為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加快推動香港由治及興，確保「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年3月19日是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票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於3月23日刊憲生效。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
治團隊和香港市民一道，圓滿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這是「一國兩制」實踐進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標誌着香港進一步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
障，對香港實現由治及興、保持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具有深遠影響。今天
的香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徹底終結了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
史；今天的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擺脫了政治爭拗，展現出特
區政府高效運作、全社會幹事創業的新氣象；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
終於迎來了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在新的起點上，建設更加美好的
香港，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讓廣大市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已經成為
香港社會的最大共識、最大期盼。在新的起點上，要掀開香港歷史新的一頁、
書寫香港新的輝煌，讓香港這顆明珠更加熠熠生輝是等不來的，也不會輕鬆，
只有全力拼搏，努力奮鬥，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能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
精彩華章。

第一，實現由治及興，需要守牢國家安全的底線，才能護航香港高質量發
展。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2019年「修例風波」給香港帶來的毀壞，
是我們心中的痛，永遠不會忘記。大家都痛感香港不能再亂了，不築牢國家安
全的屏障，「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都無從談起。

香港回歸近27年的歷史，讓廣大市民深刻認識到，香港國安條例是保安全
之法、保發展之法、保民生之法。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這部法
律是高懸的利劍；對於廣大香港市民和外來投資者，這部法律是保障其權利、
自由、財產和投資的「保護神」。正如有香港市民說的，回歸後很長一段時
間，香港大門敞開，任憑盜賊與朋友一同入內卻無法識別，現在香港如同安裝
了一套精密的「安防系統」，可以識別盜賊、保護朋友。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
障後，香港向全世界展現了更安全、更自由、更開放、更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全球投資者都可以放心大膽地來港投資興業，香港發展如虎添翼。從國安條例
通過後的第一天起就有25家重點企業落戶香港，到金融、文化等國際盛事接連
舉辦，全球頂尖的金融機構和商界精英紛紛來港參加活動，用真心實意和真金
白銀對香港投下信心票。事實雄辯地證明，香港仍然是全世界營商環境最好的
地方，是幹事創業、賺錢盈利、成就夢想最好的地方。就如宇宙中的太陽，烏
雲永遠遮不住它的光芒。香港的繁榮不是幾篇文章、幾聲聒噪就能唱衰的，香
港的發展也不是幾隻螳臂、幾條蠅腿就能阻擋得了的，讓那些見不得香港好的
人去哀鳴吧，香港的明天注定輝煌！

第二，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加堅定「一國兩制」，充分發揮「一國兩制」
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作用。「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優勢。回歸後，
香港之所以「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之所以能戰勝各種風雨挑戰穩步前
行，都是源於「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安排。現在，大家對「一國兩制」越來越
堅定篤行。「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是香港長治久安的保障。
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立場一以貫之，從未動搖。習近平主席堅定地指
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確保不會變、不動
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不走樣、不變形。這一方針，過去沒有變，現在不會
變，將來也不需要變。

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才使得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生活方式
長期不變、普通法制度長期不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
流動、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等不僅不會減弱，還
會大放異彩。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才既享有巨大的「一國」之
利，又擁有廣闊的「兩制」之便，香港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和
窗口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好「一國」就是在拓寬「兩制」，隨着「一國兩制」
實踐的不斷深入，香港「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服務平台功能勢必越來越
強。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有求、祖國必應，不論香港遇到什麼樣
的困難和挑戰，來自祖國的後盾支撐只會加強、不會減弱。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實現由治及興，更多挺港惠港措施陸續有來。在新的起點上，大家要用好「一
國兩制」這一最佳制度，把「一國兩制」的紅利最大化，使其優勢充分彰顯釋
放，繪就「一國兩制」更加豐富多彩的美麗畫卷。

第三，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好、發揮好，使一
個個「金字招牌」更加閃亮。香港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打拼，在長期奮鬥
中形成了許多引以為傲的「金字招牌」。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貨
物、資金、人員、資訊等自由流動，擁有最自由、最開放、最國際化的美譽；
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擁有全球重要的證券市場、全球重要
的國際銀行業務中心、全球重要的保險市場、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等；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有10萬多家貿易公司，商業網絡遍布
全球，專業服務發達；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航運中心之一，鐵路、公路、水路網
絡十分發達，香港港口每周約有240班國際貨櫃班輪，連接全球460多個目的
地，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貨運量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法治水
平最高的地區之一，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全球排名前100的律師事
務所半數以上在香港執業；香港是全球最安全、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犯罪率長
期處於低位，醫療衞生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長的地區，
等等。香港擁有的全球之最不勝枚舉。這些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香港發展歷史
過程中形成的，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和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

實現由治及興，就是要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住、發揮好，進一步提
升國際競爭力。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發展中創造的，同樣也要在發展中去鞏固、去提
升。「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一個企業的成長，一個產業的壯大，
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順時而為、順勢而為，才能有安
身立命之本，才能做發展的常青樹。人才是第一資源，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
新是第一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新質生產力，意味着科技
創新將催生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要積極把握
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引進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綠
色金融、數字經濟，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打造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建
設智慧港口等，鞏固提升傳統產業優勢，推進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根據香
港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特點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
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

第四，實現由治及興，需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注入強勁動能、
提供更大商機。香港由治及興不是封閉孤立的，而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大
背景下的由治及興。當前，我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的發展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走到今天，過去
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更
不會因為「產能過剩論」而停滯不前，中國發展前景無比光明。一個強大、繁
榮的中國，是世界的正能量，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和底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就是融入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腹地，就是融入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
場，就是融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來的無限商機。融入國家是為了更好地融入
國際、擁抱世界，是為香港的獨特優勢和香港的發展擴容賦能，讓香港的特色
和優勢更加彰顯。

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推進，以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創新驅動發
展、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重大戰略的實施，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入了
「快車道」。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前很重要的就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粵港
澳大灣區2023年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超過很多發達經濟體，有望躍居全球
四大灣區之首，成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長極之一。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進
入加快速度、縱深推進的新階段，香港應該全面深入參與。加快推進前海、南
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深化基礎設施「硬聯通」；加快推動貨物、人
員、資金、技術、數據等要素便捷流動，推進規則機制「軟聯通」；加快促進
「雙向奔赴」、「雙向投資」，促進灣區居民「心聯通」。大家要在融合融通
中，積極應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區域性重組挑戰，不斷優化自身經濟結構，
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開創香港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第五，實現由治及興，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現新擔當，在積極作
為、創新創造中實現香港新飛躍。當今世界變亂交織，香港由治及興的內外環
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時代在變，內地在變，整個市場結構、消費模式等都在
改變。今日之中國已非昨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亦非昨日之世界。大家要主動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局中打
開香港發展的新天地。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
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
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
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
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實現由治及興，是香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我們堅信，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一定會把高質量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排除一切困難
和干擾，咬定發展目標不放鬆，以更有力舉措推動香港由治及興；我們堅信，
廣大企業家和工商界一定會順應發展大勢、積極搶抓機遇，不斷激發創新創造
活力，努力探索新產業、新業態，開闢發展新領域；我們堅信，香港社會各界
一定會團結一致拼經濟、謀發展，齊心協力共建香港美好家園，為香港由治及
興添磚加瓦、發光發熱；我們堅信，廣大青年一定會把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結
合起來，在香港由治及興的賽道上追逐夢想、奮力打拼，唱響青春之歌、書寫
精彩人生。縱觀香港發展歷程，在每個經濟發展周期，香港人總能在危機和變
局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創造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迹，讓香港一次次鳳凰涅
槃、浴火重生。我們堅信，在走向由治及興的今天，什麼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
香港發展的步伐。大家一定會發揚獅子山精神，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
息、頑強拼搏，不斷續寫香港發展新傳奇，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今日之香港，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張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朋友
們。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盾，有全體港人的努力打拼，香港由治及興未來可
期、前景廣闊，我們堅信，新時代列車「香港號」的車輪一定會滾滾向前、不
可阻擋！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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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主禮嘉賓主旨致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李家超 大紫荊勳賢，SBS, PDSM, PMSM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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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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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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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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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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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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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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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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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主禮嘉賓致辭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鄭雁雄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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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尊敬的周霽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尊敬的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尊敬的張勇
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尊敬的董經緯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10周年，也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生效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意義重大。剛才聽了夏寶
龍主任語重心長的主旨致辭，我深受感動和鼓舞，對夏主任一直對香港的關
心、指導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體國家安全觀

今天的主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國家安全工作指
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是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統籌發展和安全
的治理體系，涵蓋傳統安全，例如政治、軍事、國土和非傳統安全，例如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等20個安全領域，環環相扣，成為我國有效應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化解
風險、保持社會穩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香港經歷了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慘痛日子，境外勢力仍
時刻對香港虎視眈眈，正值臨近《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四周年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在上月生效之際，我們必須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安邦定國的
重要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不會有穩定的環境，更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區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透過不同的手法策動，例如煽動大規模動亂
破壞、發動顏色革命、刺探國家秘密、竊取軍事科技、癱瘓關鍵基礎建設、發
動恐怖襲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詭譎多變，破壞力強，可以造成大
量人員傷亡、社會設施嚴重破壞、軍事受到打擊，政權被顛覆、經濟嚴重損
失、社會陷入混亂癱瘓，生活苦不堪言。

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特性，並加以防範和
制止。

第一是它的突發性。2019年的「黑暴」、港版「顏色革命」的爆發，良好
的香港市民都難以想像會發生，都是突如其來的。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造
成百多人死亡的恐怖襲擊，同樣是突如其來，難以預料。

第二是它的持續性。敵對勢力，從根本上，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擊
我們，這些敵意態度會是長期和持續性的，不會自然消失，因此，敵對勢力的
威脅會持續伺機攻擊，情況就如病毒一樣，不會因為我們已打了疫苗，病毒就
停止襲擊我們，病毒不會自動消失，同樣道理，有了國安法律的保護，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仍會像病毒一樣繼續襲擊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好了傷口忘了痛。

第三是它的隱閉性。外國情報人員或外國代理人會隱藏於不同行業作掩
飾，間諜甚至會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結婚生子，幾年後才作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
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落實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回歸祖國26年多，終於在今年3月19日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
地立法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全票通過，特區完成等待
了26年8個月19天的歷史使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了有效疫苗，但國家安全威脅，像病毒一樣，仍然會
侵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做好保護工作，未來特區政府會在四方面落實好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工作：

(一) 繼續做好解說。保安局和律政司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大家更了解條
文內容，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條例明確尊重保障人權、條例的執行堅守法治原則等。

(二) 強化內部制度。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
規定，積極審視和強化內部制度，尤其在培訓方面，要確保人員明白條例和當
中要求，不容許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

(三)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罪行，政府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執法部門要做好培訓工作，確保人員熟識相關權力和責任，明白使用權
力的基礎和元素，確保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要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能力，防範間諜活動
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和破壞，並建立預警系統抵禦重大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四)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特區政府會把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
文化教育融合發展，由政務司司長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利用不同媒
介在學校和社區推廣，以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軸，注
入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等公民美德教育，使維護國家安全成為學生和市民
日常生活的部分。另外，我們要建立以弘揚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由治及興、全速前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3月23日正式生效，香港建立了安全「屏障」，鞏
固了「由亂到治」的「護土牆」，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我們可
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共同創造一個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園。

在拼經濟、謀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強推進五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追求更多成果，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我們會繼續吸納企業、吸納人才，同時與市場緊密合作，為香
港引入更多商機、更多資金。為締造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我已經指示各單位進
一步審視和簡化行政程序、有為地拆牆鬆綁、積極穩妥推動改革，做到既有效
監管，亦結果纍纍。特區政府會推動各項大規模發展，包括北部都會區的新田
科技城、新發展區、大學城等，既是投資未來，擴大發展容量，同時拉動建築
工程和相關行業的經濟增長，增加職位。特區政府繼續「以結果為目標」，積
極推動和落實各項產業藍圖和行動綱領，例如落實《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推進高端的航運服務業，應對市場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揮
新的系統建設，例如新組成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會以產業導向的原則，積極推
動文化藝術產業化發展。我們會繼續團結和動員社會力量，在海內外說好香港
故事。

第二，把握好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我們會發揮香港在基礎研究、
人才、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等獨有優勢，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將
透過八大中心的建設，積極貢獻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
展。我們也會促進新型產業的生態圈建設，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的新增長引擎。以人工智能為例，我們會加快
超算中心的建設，提供資助給本地大學、研發機構及企業等善用超算中心的算
力，推動科研突破。我們會豐富本港人工智能生態圈，推展數字經濟；剛舉行
的數字經濟峰會，雲集了國際業界的精英翹楚，充分體現了香港在國際數字經
濟發展的優勢。在系統建設方面，即將成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會由數字政策
專員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等政策，全力推動政務數字化。

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政府自2022年上任以來，推出多項搶人才和培育本
地人才計劃，全力建設人才高地。其中「高才通」計劃成績超額兩倍的表現，
足以證明香港的吸引力。未來，我們將繼續用好香港同時享有的中國優勢和國
際優勢的特點，加上全球五間百強大學的一流教育建設，鞏固香港成為國際人
才高地。我們會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提升政府資助非本地大
學生限額一倍，讓更多優秀學生可到港落地生根。同時，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
產業對於技術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香港已於上月成立香港第一間應用科學大
學，這是本地職專教育的重大里程碑；讓青年人盡其才，除傳統行業外，開闢
創新性、科技性、應用性的多元發展路徑。特區政府愛才、惜才、育才，已成
立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國際廉政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香
港財富傳承學院等會繼續傳承育人，貢獻國家人才強國戰略。

第四，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開創無限機遇。
我們會把握好中國機遇和世界機遇，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角色，以總部經濟的旗幟，招攬內地和國際的龍頭企業在香港開設分部，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協助內地產業鏈向海外延伸，香港會致力成為跨國供應鏈
管理中心，為走到海外的企業提供專業服務、貿易融資和ESG（環境、社會及
管治）企業培訓等，以香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亮麗名片，支援國家企業的
海外布局，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此同時，我們會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揮好香港
的一流專業服務、與世界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市場優勢。政府會繼續聯同工商、
專業界的領袖和代表組織外訪團，積極開拓東盟、中東和其他潛力大的市場商
機。

第五，發展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也會繼續支援中小企的
持續發展。我們會繼續開拓海外及內地旅遊市場。旅遊發展局會舉辦國際大型
活動，推動盛事經濟，拓展多元化旅遊體驗、強化客源市場宣傳和支持旅遊業
界提升服務素質。今年訪港旅客預料有5 0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
根據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帶來百分之0.1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在提振內部
消費方面，全港18區推動日夜繽紛活動。我高興見到很多不同行業的經營者，
包括餐飲、零售、本地旅遊等，都清楚認識到消費和需求的轉變，包括港人到
內地消費和訪港旅客不再只重視購物而追求體驗或特色的旅遊元素等，正不斷
推陳出新，提升品質、加強服務、優化消費體驗。政府會做好主導工作，搭建
平台，推動更多有助本地餐飲零售行業的活動，業界要主動、創新、精益求
精。我相信憑着香港人不斷求進的精神，一定會再次發揮靈活多變、善拼敢贏
的精神，創出新亮點、新競爭力。

結語

各位嘉賓，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堵塞了國家安全的漏洞，
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有利於增強企業投資信
心，為投資者創造一個更公平、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吸引資金和人
才，提升香港競爭力和經濟拼搏力；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有利於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有利於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紅利。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香港一定會再創輝煌，為強國建設、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多謝大家。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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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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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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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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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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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主禮嘉賓致辭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

董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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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  守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尊敬的夏寶龍副主席，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各位領導、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高興出席香港2024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我謹代表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成功
舉辦，表示熱烈祝賀！借此機會，向始終擔當守護香港國家安全的特區管治團
隊，向長期以來關心支持國家安全工作的社會各界和廣大香港同胞，表示誠摯
的問候和致意！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賦予這一屆「4·15」活動
更加豐富的實踐內涵和現實意義。剛才，夏寶龍副主席語重心長的講話，對踐
行總體國家安全觀進行了權威輔導，強調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刊憲實
施的重大意義，為香港統籌發展和安全、凝心聚力開創由治及興新局面指明了
努力方向。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指導國家安全工作的重大戰略思想，貫通古
今、博稽中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百年奮鬥實踐經驗和集體
智慧的結晶。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只有「一國」
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無論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國家
安全都是頭等大事；無論實行大陸法還是普通法，維護國家安全都是首要任
務。新時代新征程，總體國家安全觀必將隨着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實踐的深入推
進而豐富發展，必將指引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譜寫維護國家安全的新
篇章。這裏，我與大家分享四點意見。

一、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生動實踐取得豐碩成果。《香港國安法》刊憲實
施，設立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特區國安委兩套執行機制，中央落實全面管治
權，特區擔當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止暴亂、反分裂、
強法治、固政權、防風險，經受住了風高浪急的考驗。三年多來，我們共同見
證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日益健全，香港選舉制度修改完
善，「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三年多來，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局面日益
鞏固，經濟社會逐步擺脫政治動盪影響，由治及興穩步向前；三年多來，全民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意識大幅提升，以安全穩人心、以穩定促發展、以發展提
信心，凝聚成為全社會共識，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正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
成功實踐，香港才能發生歷史性變革，才更有底氣應對來襲的重大風險，更有
保障實現自身繁榮發展。

二、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交織激盪，「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也面
臨諸多的挑戰和衝擊。從國際形勢看，舊格局日漸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新
舊矛盾匯聚成勢，地緣衝突不斷加深。香港高度開放自由，不穩定、不確定、
難預料的因素不斷增加，極易被外部反對勢力干擾利用。從國家發展看，香港
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始終緊密相連，作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國際樞紐、構
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點和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節點，香港高度重
要敏感，需要高度安全。從香港自身看，正全力拼經濟、謀發展，越是處於改
革攻堅期，越需要凝聚人心、眾志成城；越是處於發展關鍵期，越需要國家安
全、社會穩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絕非一勞永逸，始終處在路上。

三、 香港實現由治及興、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安全保障。總體國家安
全觀從全局高度科學擘畫維護國家安全整體布局，突出「大安全」理念，彰顯
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底線思維，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相信特區國安委一定會發揮好
議事決策、統籌協調的中樞職能，整個管治架構更加注重協同高效、法治思
維、科技賦能、基層基礎，進一步完善香港國家安全治理。着力把防風險、化
風險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治安全是根本，人民安全是宗旨，國家利益至上
是準則，堅持三者有機統一，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風險思考得更深入
一些，把防線編織得更嚴密一些。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
放。統籌好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統籌好維護國家安全和塑造國家安全，以
香港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在堅定維護國家安全中彰顯香港擔當。

四、 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必然要求。始終在法治軌
道上維護國家安全，是依法治港應有之義。上個月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整合、發展了本地涉國安法例，充分借鑒普通法國家最新立法，
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與《香港國安法》渾然一體，補齊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律制度機制的重大漏洞短板，取得香港回歸以來本地立法重大標誌性成果，
成為香港國安法治的重要里程碑。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
施。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將與特區一道，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國
安條例，敢於鬥爭，勇毅前行，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以法治的確定性應對一切不確定性挑戰，全力為「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歷史進程中，香港承擔着重要使
命。把來之不易的安全穩定大局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不僅人人有責，更
需人人盡責。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讓我們共同夯實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安全根
基，共擔民族復興歷史責任，共創中華兒女福祉綿長，共享國家強盛偉大榮
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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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  守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尊敬的夏寶龍副主席，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各位領導、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高興出席香港2024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我謹代表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成功
舉辦，表示熱烈祝賀！借此機會，向始終擔當守護香港國家安全的特區管治團
隊，向長期以來關心支持國家安全工作的社會各界和廣大香港同胞，表示誠摯
的問候和致意！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賦予這一屆「4·15」活動
更加豐富的實踐內涵和現實意義。剛才，夏寶龍副主席語重心長的講話，對踐
行總體國家安全觀進行了權威輔導，強調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刊憲實
施的重大意義，為香港統籌發展和安全、凝心聚力開創由治及興新局面指明了
努力方向。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指導國家安全工作的重大戰略思想，貫通古
今、博稽中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百年奮鬥實踐經驗和集體
智慧的結晶。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只有「一國」
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無論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國家
安全都是頭等大事；無論實行大陸法還是普通法，維護國家安全都是首要任
務。新時代新征程，總體國家安全觀必將隨着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實踐的深入推
進而豐富發展，必將指引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譜寫維護國家安全的新
篇章。這裏，我與大家分享四點意見。

一、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生動實踐取得豐碩成果。《香港國安法》刊憲實
施，設立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特區國安委兩套執行機制，中央落實全面管治
權，特區擔當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止暴亂、反分裂、
強法治、固政權、防風險，經受住了風高浪急的考驗。三年多來，我們共同見
證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日益健全，香港選舉制度修改完
善，「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三年多來，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局面日益
鞏固，經濟社會逐步擺脫政治動盪影響，由治及興穩步向前；三年多來，全民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意識大幅提升，以安全穩人心、以穩定促發展、以發展提
信心，凝聚成為全社會共識，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正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
成功實踐，香港才能發生歷史性變革，才更有底氣應對來襲的重大風險，更有
保障實現自身繁榮發展。

二、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交織激盪，「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也面
臨諸多的挑戰和衝擊。從國際形勢看，舊格局日漸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新
舊矛盾匯聚成勢，地緣衝突不斷加深。香港高度開放自由，不穩定、不確定、
難預料的因素不斷增加，極易被外部反對勢力干擾利用。從國家發展看，香港
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始終緊密相連，作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國際樞紐、構
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點和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節點，香港高度重
要敏感，需要高度安全。從香港自身看，正全力拼經濟、謀發展，越是處於改
革攻堅期，越需要凝聚人心、眾志成城；越是處於發展關鍵期，越需要國家安
全、社會穩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絕非一勞永逸，始終處在路上。

三、 香港實現由治及興、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安全保障。總體國家安
全觀從全局高度科學擘畫維護國家安全整體布局，突出「大安全」理念，彰顯
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底線思維，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相信特區國安委一定會發揮好
議事決策、統籌協調的中樞職能，整個管治架構更加注重協同高效、法治思
維、科技賦能、基層基礎，進一步完善香港國家安全治理。着力把防風險、化
風險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治安全是根本，人民安全是宗旨，國家利益至上
是準則，堅持三者有機統一，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風險思考得更深入
一些，把防線編織得更嚴密一些。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
放。統籌好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統籌好維護國家安全和塑造國家安全，以
香港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在堅定維護國家安全中彰顯香港擔當。

四、 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必然要求。始終在法治軌
道上維護國家安全，是依法治港應有之義。上個月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整合、發展了本地涉國安法例，充分借鑒普通法國家最新立法，
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與《香港國安法》渾然一體，補齊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律制度機制的重大漏洞短板，取得香港回歸以來本地立法重大標誌性成果，
成為香港國安法治的重要里程碑。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
施。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將與特區一道，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國
安條例，敢於鬥爭，勇毅前行，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以法治的確定性應對一切不確定性挑戰，全力為「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歷史進程中，香港承擔着重要使
命。把來之不易的安全穩定大局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不僅人人有責，更
需人人盡責。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讓我們共同夯實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安全根
基，共擔民族復興歷史責任，共創中華兒女福祉綿長，共享國家強盛偉大榮
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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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法雙機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尊敬的寶龍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之際，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刊憲生效之際，香港特區啟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4」活動，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參與籌備組織
的各方面，向踴躍參與的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致以親切的問候！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0年來，這一全新的安全觀在實踐中
不斷完善，系統重塑了我國國家安全理念，推動我國維護國家安全邁進戰略自
信、歷史主動新階段，取得了節節勝利。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就是
其中的重要一節。

剛才，寶龍副主席發表熱情洋溢的視頻講話，重溫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國
家安全的諄諄教導，回顧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走過的風風雨雨，就全力維護
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興提出了「五點希望」。寶龍副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
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切關愛，也代表了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動由治及
興的明確要求。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此作出了認真、誠摯的表態，對特區的貫徹
落實作出了可感、可期的安排。駐港聯絡辦將全面落實好中央要求，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把中央期望變成香港實際行動。

剛剛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
重大成果，也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實際行動。這本來是特區的本分，但
是，就像小偷最忌憚門鎖，外賊最希望城門洞開，反中亂港分子最害怕二十三
條立法，於是，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對二十三條立法進行了處心積慮、曠日持
久、極盡瘋狂的妖魔化，把一件平常事硬生生演變成為談「二十三」色變的一
大「心魔」，市民心態被騎劫、被綁架，年輕人被洗腦、當炮灰。中央對此看
在眼裡、掛念在心。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極盡最後的瘋
狂，使中央下了最大決心，出台《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一系列舉措結束亂局、推動變局、開創新局，迎來了二十三
條立法的最佳時機。甲辰龍年開春，這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春天。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全力支持下，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特區管治團隊當機立斷、速戰速決、
一舉即中，一筆勾銷這一耽誤多年的歷史欠賬，搬掉了市民的一塊心頭大石。
這一歷史功勳，必將載入「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史冊。

堤壩的效能在於無漏洞、無缺口，法治的效能在於成體系、無缺陷。要說
香港有好的法治體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
署與特區國安委「雙法雙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
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
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階
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已是銅牆鐵壁、眾志成城。從
此以後，「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

立好法不容易，用好法更非易事。香港已經站在由治及興的全新起點上，
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我們還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在
此，我與大家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40年
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港英當局就單方面改變承諾，末任港督彭定康
肆意給香港布下滿地「政治地雷」。中央對香港則極盡眷顧和耐心，對「一國
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改變，習近平主席更宣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長期
堅持「一國兩制」，做到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及至今日，「一
國兩制」長期不變已成為廣泛社會共識，普通法系依然好用、「三大中心」依
然重要、跑馬炒股依然熱鬧、東方之珠依然浪漫。如果說也有變的地方，那就
是制度的漏洞補上了、法治的效能完善了、發展的空間開闊了、糾結的心情解
開了、文化的自信堅定了。「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
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
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第二，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發
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都是「雙法雙機制」保障的對象。我們必
須看到，「雙法雙機制」形成後，外部不安好心的勢力一定會對此不甘罷休、
干預打壓，反中亂港分子一定會唱衰煽惑、試水搗亂，一些人的理解也難以擺
脫過去被扭曲的政治邏輯而馬上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鬥爭
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深諳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輕裝上陣，
才能更好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質量
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作用，統籌對國家安全的大智大勇、對民生福祉的大
慈大悲、對經濟謀略的大開大合，把香港目前難得的新氣象、好勢頭、正能量
維護好、發展好，推動香港在參與、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自身更好發
展。

第三，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
懷。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保持西方的、殖民的意識形態不變。
要堅定「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打造香港特色的中華傳統文
化、中西匯通文化、特區管治文化。同時，要開展針鋒相對的認知鬥爭。不安
好心的外部勢力不擇手段唱衰中國唱衰香港，連一些西方知名媒體也參與造謠
誣衊，一些謊言謠言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經在撕咬我們的家
門，我們絕不能還在搞鄰里之爭、家族內耗。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敵愾，並
肩戰鬥。必須進一步強化「同舟人」意識，弘揚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營造全社會支持「雙法雙機制」的共識和氛圍，共同書寫獅子山
下新的不朽香江名句。

第四，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
發展的光明未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何看待考驗我們的
定力。經濟學是有立場的。在樂觀中看到悲觀，這是智者；在悲觀中看到樂
觀，這是聖人。必須看到，香港發展的有利條件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好過，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持份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官，「一帶一路」的橋頭
堡，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金融強國建設的貢獻者，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力
軍，等等，都在呼喚香港的大有作為、矚目香港的風光無限。日前有所謂「香
港玩完」「復甦無望」「遺址」「孤島」等荒謬之言，各大香港媒體齊聲反
駁，唱響香港經濟「光明論」，這很好！我們就是要多釋放這樣的正能量，讓
真理不沉默，讓謬誤不囂張。

第五，落實「雙法雙機制」，必須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
起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要全面落實中央事權，國安事務顧問和駐港國安公
署要依法履職。同時，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好特區「當家人」和
特區治理「第一責任人」，全力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履職。二十三條立法以立
法會全票贊成、徵詢意見書98.6%支持、媒體壓倒性支持聲浪和全程平穩有
序，達到全票通過、全民支持、全程順利的效果，充分展現新一屆特區管治團
隊的擔當作為、善作善成。經此一戰，社會各界對特區管治團隊的信心更加堅
定。我們完全相信，在李家超行政長官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一定能通盤統籌
「雙法雙機制」的實施對策，司法、執法等職能機構一定會擔當盡責，切實發
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更希望全社會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
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維護國家安全永遠在路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永遠在路上。駐港聯絡辦願與
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香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全力推動香港由
治及興。

謝謝大家！

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  守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尊敬的夏寶龍副主席，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各位領導、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高興出席香港2024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我謹代表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成功
舉辦，表示熱烈祝賀！借此機會，向始終擔當守護香港國家安全的特區管治團
隊，向長期以來關心支持國家安全工作的社會各界和廣大香港同胞，表示誠摯
的問候和致意！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賦予這一屆「4·15」活動
更加豐富的實踐內涵和現實意義。剛才，夏寶龍副主席語重心長的講話，對踐
行總體國家安全觀進行了權威輔導，強調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刊憲實
施的重大意義，為香港統籌發展和安全、凝心聚力開創由治及興新局面指明了
努力方向。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指導國家安全工作的重大戰略思想，貫通古
今、博稽中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百年奮鬥實踐經驗和集體
智慧的結晶。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只有「一國」
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無論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國家
安全都是頭等大事；無論實行大陸法還是普通法，維護國家安全都是首要任
務。新時代新征程，總體國家安全觀必將隨着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實踐的深入推
進而豐富發展，必將指引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譜寫維護國家安全的新
篇章。這裏，我與大家分享四點意見。

一、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生動實踐取得豐碩成果。《香港國安法》刊憲實
施，設立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特區國安委兩套執行機制，中央落實全面管治
權，特區擔當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止暴亂、反分裂、
強法治、固政權、防風險，經受住了風高浪急的考驗。三年多來，我們共同見
證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日益健全，香港選舉制度修改完
善，「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三年多來，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局面日益
鞏固，經濟社會逐步擺脫政治動盪影響，由治及興穩步向前；三年多來，全民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意識大幅提升，以安全穩人心、以穩定促發展、以發展提
信心，凝聚成為全社會共識，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正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
成功實踐，香港才能發生歷史性變革，才更有底氣應對來襲的重大風險，更有
保障實現自身繁榮發展。

二、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交織激盪，「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也面
臨諸多的挑戰和衝擊。從國際形勢看，舊格局日漸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新
舊矛盾匯聚成勢，地緣衝突不斷加深。香港高度開放自由，不穩定、不確定、
難預料的因素不斷增加，極易被外部反對勢力干擾利用。從國家發展看，香港
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始終緊密相連，作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國際樞紐、構
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點和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節點，香港高度重
要敏感，需要高度安全。從香港自身看，正全力拼經濟、謀發展，越是處於改
革攻堅期，越需要凝聚人心、眾志成城；越是處於發展關鍵期，越需要國家安
全、社會穩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絕非一勞永逸，始終處在路上。

三、 香港實現由治及興、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安全保障。總體國家安
全觀從全局高度科學擘畫維護國家安全整體布局，突出「大安全」理念，彰顯
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底線思維，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相信特區國安委一定會發揮好
議事決策、統籌協調的中樞職能，整個管治架構更加注重協同高效、法治思
維、科技賦能、基層基礎，進一步完善香港國家安全治理。着力把防風險、化
風險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治安全是根本，人民安全是宗旨，國家利益至上
是準則，堅持三者有機統一，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風險思考得更深入
一些，把防線編織得更嚴密一些。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
放。統籌好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統籌好維護國家安全和塑造國家安全，以
香港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在堅定維護國家安全中彰顯香港擔當。

四、 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必然要求。始終在法治軌
道上維護國家安全，是依法治港應有之義。上個月圓滿完成的《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整合、發展了本地涉國安法例，充分借鑒普通法國家最新立法，
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與《香港國安法》渾然一體，補齊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律制度機制的重大漏洞短板，取得香港回歸以來本地立法重大標誌性成果，
成為香港國安法治的重要里程碑。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
施。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將與特區一道，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國
安條例，敢於鬥爭，勇毅前行，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以法治的確定性應對一切不確定性挑戰，全力為「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歷史進程中，香港承擔着重要使
命。把來之不易的安全穩定大局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不僅人人有責，更
需人人盡責。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讓我們共同夯實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安全根
基，共擔民族復興歷史責任，共創中華兒女福祉綿長，共享國家強盛偉大榮
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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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主禮嘉賓致辭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

李永勝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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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護國安，攜手促發展

尊敬的夏寶龍主任，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董經緯署長、王兆
兵少將，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很高興出席特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今年是習近平
主席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10年來，總體國家安全觀理論創新、
實踐創舉、深入人心、成效卓著，本次活動以此為主題，節點尤為特殊、意義
尤為重大。

剛才，夏寶龍主任對李家超行政長官領導的特區政府圓滿完成《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給予充分肯定，並對特區各
界凝心聚力謀發展提出希望和要求，傳遞了中央對香港同胞的深切關愛，凝結
着對香港發展的殷切期許和堅定信心，對於香港邁向由治及興新階段具有重要
的指導意義。

當今世界並不太平，動盪變革的特徵愈發突出，人類社會面臨的挑戰更加嚴
峻。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國提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
濟全球化」兩大主張，為國際社會走向長治久安、實現共同發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路徑。中國外交堅定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求，在堅持維護自身安全
的同時推進國際共同安全，積極參與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同各國攜手應對各類
安全風險挑戰，為建設一個更加安全、美好的世界作出不懈努力。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踐行總體國家
安全觀的必然要求，也是涉港外交的光榮職責。外交部駐港公署堅決貫徹落實
習近平外交思想和黨中央治港方略，堅持外交護港，有力阻遏外部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共同守護香港這個美好家園；堅持外交惠港，大力支持香港擴大對外
交往與合作，共同譜寫「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嶄新篇章；堅持外交為民，全
力維護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益，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習近平主席指出，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
的重要基石。特區制定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進一步築牢了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屏障，夯實了香港發展的安全根基，進入了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
的新階段。我們堅信，有偉大祖國作為堅強後盾，香港定能在更高水平的安全
保障下，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和更高水平的開放，加快由治及興的美好進程，
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中貢獻香港力量，向全世界展現東方之珠的璀璨魅力！

最後，預祝本次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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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主禮嘉賓致辭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

王兆兵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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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夏寶龍主任，尊敬的特區政府李家超行政長官、中聯辦鄭雁雄主任、國
安公署董經緯署長、外交公署李永勝署理特派員，各位嘉賓：

大家好！首先，我謹代表駐香港部隊彭京堂司令員、賴如鑫政委，代表駐軍
全體官兵，熱烈祝賀特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隆重開幕。今年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也是習主席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上個
月，我們共同見證了一個歷史時刻：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立法會
全票通過，並刊憲生效。歷經26年8個多月，《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終於完成
立法，在新時代新征程「一國兩制」事業發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當今世界還很不太平，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地區熱點
問題頻發，炮火硝煙使無辜百姓流離失所，恐怖襲擊將鮮活生命殘忍剝奪，和
平與安全顯得彌足珍貴。面對各種風險考驗，中國頂住巨大壓力、克服重重困
難，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了社會大局長期穩定。在中央
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堅定維護國家安全，不斷鞏固由亂到治大勢，促進香港
加快邁向由治及興。有網友評論說：「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時代，而是
有幸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放眼全球，「風景這邊獨好」，中國成為世界
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根本原因就在於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
堅強領導，有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科學指引。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衛和平是人民軍隊之責。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
主席指揮下，我軍官兵堅定履行新時代使命任務，捍衛海疆，不畏強敵敢於鬥
爭；戍守邊防，大好河山寸土不讓；搶險救災，為了人民赴湯蹈火；維和護
航，走出國門彰顯大國擔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以來，始終牢記使命重
託，用忠誠擔當守護東方之珠。一茬茬年輕的士兵，在最美好的年華駐守香
港，就像駐軍官兵傳唱的那首歌一樣，「我為香港站崗，愛在香港，情滿香
江」!

紫荊花開正爛漫，踔厲奮發向未來。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偉業的歷史進程中，在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駐香
港部隊全體官兵將堅決落實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決策部署，全面加強練
兵備戰，以更強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與香港社會各界攜手同心、團結奮進，共同營造國安家好的濃厚氛圍，始
終做黨和人民放心、香港同胞信賴的「香江衛士」，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在香港行穩致遠作出更大貢獻。

最後，預祝本次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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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主題講座

先有安全才有發展：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意義非凡

阮蘇少湄

鄧炳強

張 勇

林建岳

江樂士

林定國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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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 SBS, SC, JP

開場致辭

尊敬的夏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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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董經緯
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
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
王兆兵少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領導、各位嘉
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這次講座的主題是「先有安全才有發展：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的意義非凡」。

今日我們十分榮幸邀請了五位大家都十分熟悉，亦是重量級的嘉賓作為講
者。第一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及澳門特區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他會從憲制秩序及「一國兩制」方針的高度層面闡述《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的意義。第二位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他將分析
《條例》內一些大家比較關注的部分，展示《條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
進一步發展。第三位是江樂士資深大律師，他會以國際視野說明《條例》完全
符合國際標準。第四位是貿易發展局主席林建岳博士，他會從不同方面分析
《條例》如何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貿易發展。最後一位是香港總商會主席阮
蘇少湄，她將分析《條例》對營商環境帶來的正面效果。在邀請他們發言前，
我希望藉此寶貴機會，說說一些粗淺的意見，希望拋磚引玉。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主持人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順理成章，要正確了解安全
和發展的關係，我認為起點應該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學習綱
要》）。它的第一章第一節解釋為何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劈頭第一段就
是「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國泰民安是人民群眾最基本、最普
遍的願望，維護國家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全是頭等大
事。』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如果安全這個基礎不牢，發展的大
廈就會地動山搖。」

去到《學習綱要》第五章第一節，標題是「推進發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它
的第一句是「發展和安全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
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要把國家安全
貫穿到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同經濟社會發展一起謀劃、一起部署，做
到協調一致、齊頭並進。要讓發展和安全兩個目標有機融合，實現高質量發展
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努力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我認為「車之兩輪」或「鳥之雙翼」是形容安全和發展兩者關係十分生動的
比喻，突出它們相輔相成的關係。車的兩個輪子必須以同樣速度、向同一方向
轉動，而鳥的雙翼必須以同樣節奏及力量拍動。我們香港的社會就是那輛車、
那隻鳥。在條例訂立之前，香港這輛車就彷彿是其中一個輪胎尚未充滿氣；香
港這隻鳥就彷彿是其中一隻翼尚未發育完成，無可避免，這輛車難以順暢前
行，這隻鳥無法飛得高、飛得遠。《條例》的訂立正好補上了上述的缺失，令
香港這輛車能在道路上全速奔馳，令這隻鳥能振翅高飛。

事不宜遲，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第一位講者，張勇副主任。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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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致辭

尊敬的夏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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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董經緯
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
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
王兆兵少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各位領導、各位嘉
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這次講座的主題是「先有安全才有發展：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的意義非凡」。

今日我們十分榮幸邀請了五位大家都十分熟悉，亦是重量級的嘉賓作為講
者。第一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及澳門特區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他會從憲制秩序及「一國兩制」方針的高度層面闡述《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的意義。第二位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他將分析
《條例》內一些大家比較關注的部分，展示《條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
進一步發展。第三位是江樂士資深大律師，他會以國際視野說明《條例》完全
符合國際標準。第四位是貿易發展局主席林建岳博士，他會從不同方面分析
《條例》如何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貿易發展。最後一位是香港總商會主席阮
蘇少湄，她將分析《條例》對營商環境帶來的正面效果。在邀請他們發言前，
我希望藉此寶貴機會，說說一些粗淺的意見，希望拋磚引玉。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順理成章，要正確了解安全
和發展的關係，我認為起點應該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學習綱
要》）。它的第一章第一節解釋為何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劈頭第一段就
是「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國泰民安是人民群眾最基本、最普
遍的願望，維護國家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全是頭等大
事。』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如果安全這個基礎不牢，發展的大
廈就會地動山搖。」

去到《學習綱要》第五章第一節，標題是「推進發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它
的第一句是「發展和安全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
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要把國家安全
貫穿到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同經濟社會發展一起謀劃、一起部署，做
到協調一致、齊頭並進。要讓發展和安全兩個目標有機融合，實現高質量發展
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努力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我認為「車之兩輪」或「鳥之雙翼」是形容安全和發展兩者關係十分生動的
比喻，突出它們相輔相成的關係。車的兩個輪子必須以同樣速度、向同一方向
轉動，而鳥的雙翼必須以同樣節奏及力量拍動。我們香港的社會就是那輛車、
那隻鳥。在條例訂立之前，香港這輛車就彷彿是其中一個輪胎尚未充滿氣；香
港這隻鳥就彷彿是其中一隻翼尚未發育完成，無可避免，這輛車難以順暢前
行，這隻鳥無法飛得高、飛得遠。《條例》的訂立正好補上了上述的缺失，令
香港這輛車能在道路上全速奔馳，令這隻鳥能振翅高飛。

事不宜遲，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第一位講者，張勇副主任。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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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張勇 主講嘉賓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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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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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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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尊敬的行政長官李家超、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董經緯
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
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
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張勇副主任（全國
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副主任）、林定國司長（律政司司長）、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首先，特區政府這次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的立法是香港特

區全面準確貫徹實踐「一國兩制」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今天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條例》裏一些大家比較關注的部

分，亦希望可以進一步展示《條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立法禁止七類行為，其中《香港國安法》已經

涵蓋了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這兩類罪行。香港特區需要就其他五類罪
行進行本地立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需要同時全面落實《528決定》
和《香港國安法》裏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和義務，並且要同時做到跟《香港國安
法》銜接、兼容和互補，形成一個完善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

 
有關的法律制度必須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以及及時辦理，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亦須具前瞻性，除了能處理現在的國家
安全風險外，亦能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威脅；以及提供落實和執行《香
港國安法》和《條例》裏所規定一些措施的機制。

 
此外，《條例》亦訂明其他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條

文，涵蓋包括執法權力、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一些刑事訴訟程序、維護國家安
全一些機制和相關保障等事宜。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GBS, PDSM, JP 主講嘉賓

就罪行方面，《條例》只會針對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對正常市民、商
業交易和國際交往，完全不會有任何影響。立法亦充分考慮了香港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和拓展暢通便捷國際聯繫的需要，確保《條例》的實施不會影
響商業諮詢、市場調查等的正常商業活動，以及資訊的自由流通。所以，我們
的《條例》既保安全，又保發展。

 
我知道有部分市民，特別是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的朋友，對《條例》中的

「煽動意圖」、「國家秘密」和「境外干預」罪有比較多的關注，這是可以理
解的，因為這幾個範疇，是他們認為跟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關係較大。

 
煽動意圖

 
我想說說，就「煽動意圖」方面，事實上，「煽動意圖」相關罪行，與《條

例》中很多其他罪行一樣，本已經存在於現行法律中，即《刑事罪行條例》中
已存在，現時只是搬到新訂立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不論在《條例》或
者過往於《刑事罪行條例》裏，「煽動意圖」罪行主要針對的是一些散播謠
言、錯誤信息或者虛假資訊的行為，而令人不再相信，甚至憎恨我們的政府。
《條例》中更訂明不會構成「煽動意圖」的情況，例如就政府施政作出基於客
觀事實、合理和正當批評、指出問題、提出改善意見等的言論都不會構成罪
行。

 
保護國家秘密

 
我亦知道，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對有關「國家秘密」的部分有一些關注。

他們擔心會否因發表研究報告或者經濟數據而觸犯相關罪行。事實上，有關的
罪行主要針對七個特定領域，而且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就會相當可能危害
國家安全的秘密，而這些人亦只會在沒有合法權限下獲取、管有或披露，而且
有犯罪意圖的情況下，才有機會干犯相關罪行。所以，基於機構自身研究及分
析而得出的結論，又沒有使用一些沒有合法權限獲取或者披露的資料，是絕對
不會犯法，所以大家無需擔心。

 
另外，經過諮詢後，我們加入了一項免責辯護，即如果披露的目的是揭露嚴

重影響特區政府依法執行職能的情況，或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者公眾健康
有嚴重威脅，而且披露並沒有超越揭露這些事實所需要的範圍，加上披露所關
顧的公眾利益，明顯重於不披露所關顧的公眾利益，就可以作為免責辯護。

 

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
 
另外，我亦聽到一些金融界和學術界的朋友關注與海外機構交流或合作，甚

至發表報告會否犯「境外干預」罪。這個罪行的目的是防範境外勢力不當地干
預國家或特區的事務，干犯罪行要符合三個條件，即：一、意圖帶來干預效
果，即要影響政府運作、法院或立法會的職能等；二、繼而配合境外勢力作出
的一些行為；三、作出該項行為時，使用不當手段，例如使用暴力、涉及犯罪
行為等。而這些罪行只會真真正正影響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而對於正常營
商、學術工作不會構成影響。

 
另外，為突出境外干預罪的危害國家安全性質，所以經檢視後，我們決定將

有關罪行名稱修訂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罪，以更加突出「危害國家
安全」罪行的元素。

 
總結

 
最後，我在此做個簡單總結：2019年之前，提到國家安全，大部分市民都

漠不關心或者有部分有所抗拒，但經過2019年的港版「顏色革命」之後，市民
亦明白訂立《條例》對香港繼續繁榮安定的重要性。

 
立法亦是民心所向。在公眾諮詢期間，政府收到的意見書中有接近九成九表

示支持和提供正面意見。在《條例》獲立法會全票通過後，市民大眾和社會各
界，包括商界及各大主要商會、法律界、地產商會、青年界別和其他專業界
別，均紛紛以公開發表聲明支持立法工作，反映立法有強大的民意，社會亦團
結一致支持立法。

 
最後，我相信隨着香港有了這套完整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加上市民對

國家安全有了全面的理解，香港必定能夠長治久安，「一國兩制」亦必然會行
穩致遠。

 
多謝大家。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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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尊敬的行政長官李家超、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董經緯
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
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
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張勇副主任（全國
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副主任）、林定國司長（律政司司長）、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首先，特區政府這次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的立法是香港特

區全面準確貫徹實踐「一國兩制」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今天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條例》裏一些大家比較關注的部

分，亦希望可以進一步展示《條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立法禁止七類行為，其中《香港國安法》已經

涵蓋了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這兩類罪行。香港特區需要就其他五類罪
行進行本地立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需要同時全面落實《528決定》
和《香港國安法》裏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和義務，並且要同時做到跟《香港國安
法》銜接、兼容和互補，形成一個完善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

 
有關的法律制度必須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以及及時辦理，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亦須具前瞻性，除了能處理現在的國家
安全風險外，亦能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威脅；以及提供落實和執行《香
港國安法》和《條例》裏所規定一些措施的機制。

 
此外，《條例》亦訂明其他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條

文，涵蓋包括執法權力、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一些刑事訴訟程序、維護國家安
全一些機制和相關保障等事宜。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就罪行方面，《條例》只會針對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對正常市民、商
業交易和國際交往，完全不會有任何影響。立法亦充分考慮了香港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和拓展暢通便捷國際聯繫的需要，確保《條例》的實施不會影
響商業諮詢、市場調查等的正常商業活動，以及資訊的自由流通。所以，我們
的《條例》既保安全，又保發展。

 
我知道有部分市民，特別是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的朋友，對《條例》中的

「煽動意圖」、「國家秘密」和「境外干預」罪有比較多的關注，這是可以理
解的，因為這幾個範疇，是他們認為跟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關係較大。

 
煽動意圖

 
我想說說，就「煽動意圖」方面，事實上，「煽動意圖」相關罪行，與《條

例》中很多其他罪行一樣，本已經存在於現行法律中，即《刑事罪行條例》中
已存在，現時只是搬到新訂立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不論在《條例》或
者過往於《刑事罪行條例》裏，「煽動意圖」罪行主要針對的是一些散播謠
言、錯誤信息或者虛假資訊的行為，而令人不再相信，甚至憎恨我們的政府。
《條例》中更訂明不會構成「煽動意圖」的情況，例如就政府施政作出基於客
觀事實、合理和正當批評、指出問題、提出改善意見等的言論都不會構成罪
行。

 
保護國家秘密

 
我亦知道，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對有關「國家秘密」的部分有一些關注。

他們擔心會否因發表研究報告或者經濟數據而觸犯相關罪行。事實上，有關的
罪行主要針對七個特定領域，而且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就會相當可能危害
國家安全的秘密，而這些人亦只會在沒有合法權限下獲取、管有或披露，而且
有犯罪意圖的情況下，才有機會干犯相關罪行。所以，基於機構自身研究及分
析而得出的結論，又沒有使用一些沒有合法權限獲取或者披露的資料，是絕對
不會犯法，所以大家無需擔心。

 
另外，經過諮詢後，我們加入了一項免責辯護，即如果披露的目的是揭露嚴

重影響特區政府依法執行職能的情況，或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者公眾健康
有嚴重威脅，而且披露並沒有超越揭露這些事實所需要的範圍，加上披露所關
顧的公眾利益，明顯重於不披露所關顧的公眾利益，就可以作為免責辯護。

 

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
 
另外，我亦聽到一些金融界和學術界的朋友關注與海外機構交流或合作，甚

至發表報告會否犯「境外干預」罪。這個罪行的目的是防範境外勢力不當地干
預國家或特區的事務，干犯罪行要符合三個條件，即：一、意圖帶來干預效
果，即要影響政府運作、法院或立法會的職能等；二、繼而配合境外勢力作出
的一些行為；三、作出該項行為時，使用不當手段，例如使用暴力、涉及犯罪
行為等。而這些罪行只會真真正正影響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而對於正常營
商、學術工作不會構成影響。

 
另外，為突出境外干預罪的危害國家安全性質，所以經檢視後，我們決定將

有關罪行名稱修訂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罪，以更加突出「危害國家
安全」罪行的元素。

 
總結

 
最後，我在此做個簡單總結：2019年之前，提到國家安全，大部分市民都

漠不關心或者有部分有所抗拒，但經過2019年的港版「顏色革命」之後，市民
亦明白訂立《條例》對香港繼續繁榮安定的重要性。

 
立法亦是民心所向。在公眾諮詢期間，政府收到的意見書中有接近九成九表

示支持和提供正面意見。在《條例》獲立法會全票通過後，市民大眾和社會各
界，包括商界及各大主要商會、法律界、地產商會、青年界別和其他專業界
別，均紛紛以公開發表聲明支持立法工作，反映立法有強大的民意，社會亦團
結一致支持立法。

 
最後，我相信隨着香港有了這套完整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加上市民對

國家安全有了全面的理解，香港必定能夠長治久安，「一國兩制」亦必然會行
穩致遠。

 
多謝大家。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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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尊敬的行政長官李家超、鄭雁雄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董經緯
署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李永勝署理
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
王兆兵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張勇副主任（全國
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副主任）、林定國司長（律政司司長）、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首先，特區政府這次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的立法是香港特

區全面準確貫徹實踐「一國兩制」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今天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條例》裏一些大家比較關注的部

分，亦希望可以進一步展示《條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立法禁止七類行為，其中《香港國安法》已經

涵蓋了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這兩類罪行。香港特區需要就其他五類罪
行進行本地立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需要同時全面落實《528決定》
和《香港國安法》裏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和義務，並且要同時做到跟《香港國安
法》銜接、兼容和互補，形成一個完善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

 
有關的法律制度必須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以及及時辦理，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亦須具前瞻性，除了能處理現在的國家
安全風險外，亦能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威脅；以及提供落實和執行《香
港國安法》和《條例》裏所規定一些措施的機制。

 
此外，《條例》亦訂明其他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條

文，涵蓋包括執法權力、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一些刑事訴訟程序、維護國家安
全一些機制和相關保障等事宜。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就罪行方面，《條例》只會針對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對正常市民、商
業交易和國際交往，完全不會有任何影響。立法亦充分考慮了香港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和拓展暢通便捷國際聯繫的需要，確保《條例》的實施不會影
響商業諮詢、市場調查等的正常商業活動，以及資訊的自由流通。所以，我們
的《條例》既保安全，又保發展。

 
我知道有部分市民，特別是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的朋友，對《條例》中的

「煽動意圖」、「國家秘密」和「境外干預」罪有比較多的關注，這是可以理
解的，因為這幾個範疇，是他們認為跟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關係較大。

 
煽動意圖

 
我想說說，就「煽動意圖」方面，事實上，「煽動意圖」相關罪行，與《條

例》中很多其他罪行一樣，本已經存在於現行法律中，即《刑事罪行條例》中
已存在，現時只是搬到新訂立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不論在《條例》或
者過往於《刑事罪行條例》裏，「煽動意圖」罪行主要針對的是一些散播謠
言、錯誤信息或者虛假資訊的行為，而令人不再相信，甚至憎恨我們的政府。
《條例》中更訂明不會構成「煽動意圖」的情況，例如就政府施政作出基於客
觀事實、合理和正當批評、指出問題、提出改善意見等的言論都不會構成罪
行。

 
保護國家秘密

 
我亦知道，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對有關「國家秘密」的部分有一些關注。

他們擔心會否因發表研究報告或者經濟數據而觸犯相關罪行。事實上，有關的
罪行主要針對七個特定領域，而且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就會相當可能危害
國家安全的秘密，而這些人亦只會在沒有合法權限下獲取、管有或披露，而且
有犯罪意圖的情況下，才有機會干犯相關罪行。所以，基於機構自身研究及分
析而得出的結論，又沒有使用一些沒有合法權限獲取或者披露的資料，是絕對
不會犯法，所以大家無需擔心。

 
另外，經過諮詢後，我們加入了一項免責辯護，即如果披露的目的是揭露嚴

重影響特區政府依法執行職能的情況，或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者公眾健康
有嚴重威脅，而且披露並沒有超越揭露這些事實所需要的範圍，加上披露所關
顧的公眾利益，明顯重於不披露所關顧的公眾利益，就可以作為免責辯護。

 

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
 
另外，我亦聽到一些金融界和學術界的朋友關注與海外機構交流或合作，甚

至發表報告會否犯「境外干預」罪。這個罪行的目的是防範境外勢力不當地干
預國家或特區的事務，干犯罪行要符合三個條件，即：一、意圖帶來干預效
果，即要影響政府運作、法院或立法會的職能等；二、繼而配合境外勢力作出
的一些行為；三、作出該項行為時，使用不當手段，例如使用暴力、涉及犯罪
行為等。而這些罪行只會真真正正影響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而對於正常營
商、學術工作不會構成影響。

 
另外，為突出境外干預罪的危害國家安全性質，所以經檢視後，我們決定將

有關罪行名稱修訂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罪，以更加突出「危害國家
安全」罪行的元素。

 
總結

 
最後，我在此做個簡單總結：2019年之前，提到國家安全，大部分市民都

漠不關心或者有部分有所抗拒，但經過2019年的港版「顏色革命」之後，市民
亦明白訂立《條例》對香港繼續繁榮安定的重要性。

 
立法亦是民心所向。在公眾諮詢期間，政府收到的意見書中有接近九成九表

示支持和提供正面意見。在《條例》獲立法會全票通過後，市民大眾和社會各
界，包括商界及各大主要商會、法律界、地產商會、青年界別和其他專業界
別，均紛紛以公開發表聲明支持立法工作，反映立法有強大的民意，社會亦團
結一致支持立法。

 
最後，我相信隨着香港有了這套完整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加上市民對

國家安全有了全面的理解，香港必定能夠長治久安，「一國兩制」亦必然會行
穩致遠。

 
多謝大家。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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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主講嘉賓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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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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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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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鄭雁雄主任、林定國司長，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的邀請。很高興在香港與大
家交流。

10年前，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重要思想在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上個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圓滿完成。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
座，恰逢其時，意義重大。下面，我圍繞會議主題，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立足全局，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國家的頭等大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着眼於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內外形勢，立足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以維
護中國人民安全為根本宗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豐富
的內涵。我理解，其核心在「總體」，要把握住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其重點在
「統籌」，要着眼於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突出全方位「大安全」理念。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特別要把握好兩項原則。

一是堅守國家立場。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具有統一性特徵。中央立足
全局，對全國的維護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及其政權
機關，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必須維護中央權威，遵循中央確定的國
家安全戰略和政策，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安全任務和措施，齊心協力，共同維
護國家安全。

二是錨定最高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最高原則。「最高」之要，根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整體性和系統
性。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如同一隻盛滿「生命之水」的「木桶」, 任何地區任
何方面，無論是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制度，還是立法、執法、司法等職能
機關，哪一塊「木板」都不能短、不能薄、更不能少。唯有如此，國家安全才
能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第二，履行憲制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治國之要，奉法則强。
經過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衆諮詢和立法會全面認真的審議修改，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並實施，其深遠意義至少體現在兩個方
面：

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了憲制責任。儘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必須
完成的法定義務，更是全國人民多年的期盼。經過26年的等待，《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告完成。這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偉大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依據，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香港駐軍
法》等全國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香港特區層面，
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本地法律。這兩方面有機銜接、兼容互補，共同構
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保衛着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
14億人民的福祉安寧，守護着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750萬同胞的安居樂業。

第三，擔當作為，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權威在於實施，法律的生命也在於實施。有效實施法律，最强大的源泉在於全
社會對法治精神的普遍尊崇，最强大的力量在於政權機關對法律制度的堅定捍
衛。痛定思痛。近幾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活動，成效顯著，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執法、司法機關恪盡職守、積極作
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功效正在不斷彰顯。

我記得，2016年在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習近平主席曾諄諄教導
我們：維護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努
力，匯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想，這正是我們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初心所
在、使命所繫。

我相信，隨着香港全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意識的進一步增强，隨着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制度的進一步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將會更加安然無虞，
「治」與「興」的基礎將會更加堅實牢固，「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必將續寫出
更加絢麗多彩的新篇章！

謝謝大家！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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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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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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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國家安全是香港國際商貿中心的根基

尊敬的張勇副主任，尊敬的林定國司長、鄧炳強局長、江樂士資深大律師、阮
蘇少湄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參與「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跟大家分享《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對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性。下面，我想從四個方面，與大
家探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通過後，如何進一步鞏固本港的國際貿易發展。

第一，確保特區政府聚精會神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

香港本身具備多項國際營商優勢，我們擁有高效便利的營商環境、奉行自由
市場經濟及低稅率政策，再加上資金、貨物、人才、資訊自由流通的優點，是
首屈一指的國際營商中心。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充分保障社會和營商環境
安全穩定的背景下，特區政府可以全力拼經濟，與商界共謀發展、共拓機遇。

第二，保障內地企業或海外企業安心利用香港營商平台，拓展業務。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具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一直擔
當雙向投資及商貿平台的角色，將海外資金和企業「引進來」，並且助力內地
企業「走出去」，開拓環球市場。在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得到保障的環境下，
無論內地企業或海外企業都能夠以香港作為跳板去發掘新機遇。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字，2023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為
9 039家，較前一年增加61家，涉及在港就業人數高達46.8萬人。同時，初創
企業的發展亦非常蓬勃，去年錄得4 257家的歷史新高，較對上一年增加272
家，涵蓋金融科技、電子商貿、供應鏈管理和物流科技等行業。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

林建岳大紫荊勳賢，GBS 主講嘉賓

第三，有助吸引外國商家來港參與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鞏固香港國際會展
中心的地位。

香港具備完善的會展設施，有豐富的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的經驗。香港的會
展服務領先國際，一直是亞洲區內舉辦大型展覽活動及國際會議的理想地點，
亦是很多行業的首要國際採購平台。

以貿發局（香港貿易發展局）為例，去年舉辦了約40項大型貿易展覽及會
議，共吸引超過190個國家及地區超過26 000家參展商，以及超過52萬名環球
買家及與會者參與，其中超過半數來自內地或海外。今年貿發局亦會舉辦約40
項大型貿易展覽及會議，每月都有至少一項重點活動，商貿盛事連連。例如，
今年1月舉行的「亞洲金融論壇」，便吸引超過3 600名金融及商界領袖參與，
當中有一半是來自內地以及海外的業界人士。再如，3月中的香港國際影視展
及亞洲影視娛樂論壇，合共吸引50個國家和地區，超過7 500名業界人士參
與，該展覽是亞洲首要的跨媒體、跨業界的影視娛樂交易平台，有助促進香港
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第四，有利於香港擔當推動綠色科技發展和綠色金融的重要平台。

根據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的統計，2023年在香港安排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
券總額達299億美元，佔亞洲區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市場超過三分之一。香港是
首個市場實施由中國內地與歐盟聯合制定的共通綠色分類目錄，旨在促進跨境
氣候資本流向。

穩定的營商環境將能進一步推動香港在智慧城市、綠色金融樞紐以及ESG
（環境、社會及管治）融資及創新中心方面，吸引更多環球企業前來拓展業
務。貿發局會繼續聚焦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綠色金融，透過大型國際會議、訪問
團、宣傳，以及外展活動，促進相關國際合作及發展。例如，亞洲金融論壇，
便是政商界領袖、環球金融業界討論有關ESG及綠色金融等議題的重要平台。

總之，國家安全是香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的根基，我們必須有穩固的基石，
方可在此之上構建豐富多元的國際商貿環境，融通中外貿易往來，讓香港更好
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貿發局將繼續推動香港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緊
握機遇、持續發展，做好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商貿中心、國際會展中
心的推廣工作，並且向環球商界說好香港故事，不斷優化旗下的資訊平台和支
援服務，全方位協助企業發展及開拓業務，為建設香港美好家園，為實現香港
由治及興，作出更多貢獻。

謝謝大家！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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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國家安全是香港國際商貿中心的根基

尊敬的張勇副主任，尊敬的林定國司長、鄧炳強局長、江樂士資深大律師、阮
蘇少湄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參與「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跟大家分享《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對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性。下面，我想從四個方面，與大
家探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通過後，如何進一步鞏固本港的國際貿易發展。

第一，確保特區政府聚精會神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

香港本身具備多項國際營商優勢，我們擁有高效便利的營商環境、奉行自由
市場經濟及低稅率政策，再加上資金、貨物、人才、資訊自由流通的優點，是
首屈一指的國際營商中心。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充分保障社會和營商環境
安全穩定的背景下，特區政府可以全力拼經濟，與商界共謀發展、共拓機遇。

第二，保障內地企業或海外企業安心利用香港營商平台，拓展業務。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具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一直擔
當雙向投資及商貿平台的角色，將海外資金和企業「引進來」，並且助力內地
企業「走出去」，開拓環球市場。在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得到保障的環境下，
無論內地企業或海外企業都能夠以香港作為跳板去發掘新機遇。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字，2023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為
9 039家，較前一年增加61家，涉及在港就業人數高達46.8萬人。同時，初創
企業的發展亦非常蓬勃，去年錄得4 257家的歷史新高，較對上一年增加272
家，涵蓋金融科技、電子商貿、供應鏈管理和物流科技等行業。

第三，有助吸引外國商家來港參與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鞏固香港國際會展
中心的地位。

香港具備完善的會展設施，有豐富的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的經驗。香港的會
展服務領先國際，一直是亞洲區內舉辦大型展覽活動及國際會議的理想地點，
亦是很多行業的首要國際採購平台。

以貿發局（香港貿易發展局）為例，去年舉辦了約40項大型貿易展覽及會
議，共吸引超過190個國家及地區超過26 000家參展商，以及超過52萬名環球
買家及與會者參與，其中超過半數來自內地或海外。今年貿發局亦會舉辦約40
項大型貿易展覽及會議，每月都有至少一項重點活動，商貿盛事連連。例如，
今年1月舉行的「亞洲金融論壇」，便吸引超過3 600名金融及商界領袖參與，
當中有一半是來自內地以及海外的業界人士。再如，3月中的香港國際影視展
及亞洲影視娛樂論壇，合共吸引50個國家和地區，超過7 500名業界人士參
與，該展覽是亞洲首要的跨媒體、跨業界的影視娛樂交易平台，有助促進香港
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第四，有利於香港擔當推動綠色科技發展和綠色金融的重要平台。

根據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的統計，2023年在香港安排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
券總額達299億美元，佔亞洲區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市場超過三分之一。香港是
首個市場實施由中國內地與歐盟聯合制定的共通綠色分類目錄，旨在促進跨境
氣候資本流向。

穩定的營商環境將能進一步推動香港在智慧城市、綠色金融樞紐以及ESG
（環境、社會及管治）融資及創新中心方面，吸引更多環球企業前來拓展業
務。貿發局會繼續聚焦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綠色金融，透過大型國際會議、訪問
團、宣傳，以及外展活動，促進相關國際合作及發展。例如，亞洲金融論壇，
便是政商界領袖、環球金融業界討論有關ESG及綠色金融等議題的重要平台。

總之，國家安全是香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的根基，我們必須有穩固的基石，
方可在此之上構建豐富多元的國際商貿環境，融通中外貿易往來，讓香港更好
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貿發局將繼續推動香港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緊
握機遇、持續發展，做好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商貿中心、國際會展中
心的推廣工作，並且向環球商界說好香港故事，不斷優化旗下的資訊平台和支
援服務，全方位協助企業發展及開拓業務，為建設香港美好家園，為實現香港
由治及興，作出更多貢獻。

謝謝大家！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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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尊敬的林定國司長、張勇副主任、鄧炳強局長、江樂士資深大律師、林建岳主
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很高興能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不久之前，特區政府正式刊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隨着《條例》正式生效，香港特區回歸
26年後終於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列明的憲制和法律責任，透過本地立法
堵塞國家安全的漏洞，為香港築起維護國家安全的保護屏障，讓香港能於一個
更安全、更穩定的環境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一、 總商會的橋樑角色

如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與《香港國安法》兼容互補，構建了更完
整的維護國安體系，當中着實有賴香港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深耕細作。過去數
月，我們樂見政府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積極與商界交流溝通。我們認為，以清
楚、開放的方式解說立法工作，除了有助釋除疑慮，亦可駁回任何不實資訊或
言論，避免損害香港利益。特區政府顯然已經做到這點。

總商會（香港總商會）憑藉其廣泛的商業網絡，擔當政府與商界之間的橋
樑，同時積極與國際夥伴溝通，向他們解釋有必要立法保障海內外企業權益，
以及確保營商環境穩定，為維護國家安全作出貢獻。

早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公眾諮詢期間，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先生和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出席總商會舉行的「議事論壇」，向本地和國際商界人
士講解諮詢內容，並就廣泛議題解答與會者的提問。日前，兩位司局長再一次
蒞臨總商會，就落實第二十三條進一步向商界解釋，與總商會理事會成員、外
國商會代表，以及多個跨國企業代表，繼續保持密切的溝通。

兩次活動均極具建設性，為政府和商界翹楚帶來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兩位司
局長聽取本地和海外企業的意見。未來，總商會將繼續積極協助政府澄清商界
及外國錯誤理解法例，助特區政府進一步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香港總商會主席

阮蘇少湄 JP 主講嘉賓

二、 先有安全才有發展

香港特區完成了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在「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義，為香港歷史翻開新一頁。在法治和安全獲得更大保障的前提下，香港的
營商環境更安全、更穩定，社會各界可以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香港發展
重回正軌，憑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將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全
力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其中，大灣區建設是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切入點。《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五周年，香港作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過去一
直積極推進大灣區建設，成績斐然。未來，香港應繼續擴大深化與其他大灣區
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同時鞏固和落實在《十四五規劃》八大中心的定位，為
國家積極招商引才，拓展經貿網絡。

作為大灣區最國際化的城市，香港擁有多元化和全面的專業服務、穩健的金
融體系、優良的法治傳統，以及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香港會繼續發揮
獨特的連接平台角色優勢，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成
為國家「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要支點。

當前，香港首要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香港成為首選綠色融資平台。
此外，香港應全力推動創科發展，加速建設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智慧城市，
實現「新型工業化」。 總商會亦正積極探索制定「亞洲國際城市指數」，以衡
量香港和亞洲其他主要城市的國際化水平，讓國際投資者（尤其是西方投資
者）了解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差異。該指數將評估香港作為亞洲商業中心的競爭
優勢，以助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

對接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重要戰略，將為香港的發展創造
更寬廣的空間和機遇。商界應善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優勢，積極開拓新
興市場。總商會一直致力擔當橋樑的角色，推動商界參與大灣區和「一帶一
路」建設。為了把握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機遇，去年通關後，總商會舉辦了三個
廣東的考察團，分別到訪南沙、廣州及深圳等地方。今年，我們也已經組團到
澳門、橫琴、珠海，也計劃到中山、佛山等地考察。與此同時，總商會也舉辦
考察團到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包括巴林、阿聯酋、葡萄牙等。透過實地
考察，我們期望讓會員可以深入了解各個市場的發展情況，並與當地的企業交
流互動，探索商機，進一步促進多邊商貿合作。

此外，總商會積極與不同商會機構緊密聯繫。去年底，我們組織了北京高層
訪問團，成員包括總商會領導及駐港不同國際商會的代表。訪問期間，代表團
與中央政府官員探討廣泛議題，為許多團員帶來了難得的體驗。另外，今年2
月底，本會參與廣東省貿促會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圓桌會會議機制，
成為成員之一，與三地的商協會及工商界共謀未來合作計劃，推動大灣區更好
的發展。

三、 結語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完整的維護國安體系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和穩定提供保
障，令「一國兩制」能夠更好維持，行穩致遠。在國際地緣政治複雜化、全球
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為香港經濟發展保
駕護航，有助維持安全穩定的營商環境，從而促進本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
經濟繁榮息息相關，商界現已準備就緒，與政府和各持份者攜手合作，邁步向
前。

謝謝大家！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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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尊敬的林定國司長、張勇副主任、鄧炳強局長、江樂士資深大律師、林建岳主
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很高興能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不久之前，特區政府正式刊憲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隨着《條例》正式生效，香港特區回歸
26年後終於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列明的憲制和法律責任，透過本地立法
堵塞國家安全的漏洞，為香港築起維護國家安全的保護屏障，讓香港能於一個
更安全、更穩定的環境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一、 總商會的橋樑角色

如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與《香港國安法》兼容互補，構建了更完
整的維護國安體系，當中着實有賴香港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深耕細作。過去數
月，我們樂見政府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積極與商界交流溝通。我們認為，以清
楚、開放的方式解說立法工作，除了有助釋除疑慮，亦可駁回任何不實資訊或
言論，避免損害香港利益。特區政府顯然已經做到這點。

總商會（香港總商會）憑藉其廣泛的商業網絡，擔當政府與商界之間的橋
樑，同時積極與國際夥伴溝通，向他們解釋有必要立法保障海內外企業權益，
以及確保營商環境穩定，為維護國家安全作出貢獻。

早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公眾諮詢期間，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先生和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出席總商會舉行的「議事論壇」，向本地和國際商界人
士講解諮詢內容，並就廣泛議題解答與會者的提問。日前，兩位司局長再一次
蒞臨總商會，就落實第二十三條進一步向商界解釋，與總商會理事會成員、外
國商會代表，以及多個跨國企業代表，繼續保持密切的溝通。

兩次活動均極具建設性，為政府和商界翹楚帶來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兩位司
局長聽取本地和海外企業的意見。未來，總商會將繼續積極協助政府澄清商界
及外國錯誤理解法例，助特區政府進一步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二、 先有安全才有發展

香港特區完成了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在「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義，為香港歷史翻開新一頁。在法治和安全獲得更大保障的前提下，香港的
營商環境更安全、更穩定，社會各界可以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香港發展
重回正軌，憑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將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全
力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其中，大灣區建設是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切入點。《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五周年，香港作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過去一
直積極推進大灣區建設，成績斐然。未來，香港應繼續擴大深化與其他大灣區
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同時鞏固和落實在《十四五規劃》八大中心的定位，為
國家積極招商引才，拓展經貿網絡。

作為大灣區最國際化的城市，香港擁有多元化和全面的專業服務、穩健的金
融體系、優良的法治傳統，以及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香港會繼續發揮
獨特的連接平台角色優勢，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成
為國家「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要支點。

當前，香港首要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香港成為首選綠色融資平台。
此外，香港應全力推動創科發展，加速建設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智慧城市，
實現「新型工業化」。 總商會亦正積極探索制定「亞洲國際城市指數」，以衡
量香港和亞洲其他主要城市的國際化水平，讓國際投資者（尤其是西方投資
者）了解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差異。該指數將評估香港作為亞洲商業中心的競爭
優勢，以助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

對接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重要戰略，將為香港的發展創造
更寬廣的空間和機遇。商界應善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優勢，積極開拓新
興市場。總商會一直致力擔當橋樑的角色，推動商界參與大灣區和「一帶一
路」建設。為了把握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機遇，去年通關後，總商會舉辦了三個
廣東的考察團，分別到訪南沙、廣州及深圳等地方。今年，我們也已經組團到
澳門、橫琴、珠海，也計劃到中山、佛山等地考察。與此同時，總商會也舉辦
考察團到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包括巴林、阿聯酋、葡萄牙等。透過實地
考察，我們期望讓會員可以深入了解各個市場的發展情況，並與當地的企業交
流互動，探索商機，進一步促進多邊商貿合作。

此外，總商會積極與不同商會機構緊密聯繫。去年底，我們組織了北京高層
訪問團，成員包括總商會領導及駐港不同國際商會的代表。訪問期間，代表團
與中央政府官員探討廣泛議題，為許多團員帶來了難得的體驗。另外，今年2
月底，本會參與廣東省貿促會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圓桌會會議機制，
成為成員之一，與三地的商協會及工商界共謀未來合作計劃，推動大灣區更好
的發展。

三、 結語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完整的維護國安體系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和穩定提供保
障，令「一國兩制」能夠更好維持，行穩致遠。在國際地緣政治複雜化、全球
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為香港經濟發展保
駕護航，有助維持安全穩定的營商環境，從而促進本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
經濟繁榮息息相關，商界現已準備就緒，與政府和各持份者攜手合作，邁步向
前。

謝謝大家！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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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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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公眾諮詢期間，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先生和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出席總商會舉行的「議事論壇」，向本地和國際商界人
士講解諮詢內容，並就廣泛議題解答與會者的提問。日前，兩位司局長再一次
蒞臨總商會，就落實第二十三條進一步向商界解釋，與總商會理事會成員、外
國商會代表，以及多個跨國企業代表，繼續保持密切的溝通。

兩次活動均極具建設性，為政府和商界翹楚帶來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兩位司
局長聽取本地和海外企業的意見。未來，總商會將繼續積極協助政府澄清商界
及外國錯誤理解法例，助特區政府進一步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二、 先有安全才有發展

香港特區完成了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在「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義，為香港歷史翻開新一頁。在法治和安全獲得更大保障的前提下，香港的
營商環境更安全、更穩定，社會各界可以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香港發展
重回正軌，憑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將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全
力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其中，大灣區建設是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切入點。《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五周年，香港作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過去一
直積極推進大灣區建設，成績斐然。未來，香港應繼續擴大深化與其他大灣區
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同時鞏固和落實在《十四五規劃》八大中心的定位，為
國家積極招商引才，拓展經貿網絡。

作為大灣區最國際化的城市，香港擁有多元化和全面的專業服務、穩健的金
融體系、優良的法治傳統，以及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香港會繼續發揮
獨特的連接平台角色優勢，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成
為國家「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要支點。

當前，香港首要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香港成為首選綠色融資平台。
此外，香港應全力推動創科發展，加速建設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智慧城市，
實現「新型工業化」。 總商會亦正積極探索制定「亞洲國際城市指數」，以衡
量香港和亞洲其他主要城市的國際化水平，讓國際投資者（尤其是西方投資
者）了解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差異。該指數將評估香港作為亞洲商業中心的競爭
優勢，以助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

對接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重要戰略，將為香港的發展創造
更寬廣的空間和機遇。商界應善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優勢，積極開拓新
興市場。總商會一直致力擔當橋樑的角色，推動商界參與大灣區和「一帶一
路」建設。為了把握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機遇，去年通關後，總商會舉辦了三個
廣東的考察團，分別到訪南沙、廣州及深圳等地方。今年，我們也已經組團到
澳門、橫琴、珠海，也計劃到中山、佛山等地考察。與此同時，總商會也舉辦
考察團到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包括巴林、阿聯酋、葡萄牙等。透過實地
考察，我們期望讓會員可以深入了解各個市場的發展情況，並與當地的企業交
流互動，探索商機，進一步促進多邊商貿合作。

此外，總商會積極與不同商會機構緊密聯繫。去年底，我們組織了北京高層
訪問團，成員包括總商會領導及駐港不同國際商會的代表。訪問期間，代表團
與中央政府官員探討廣泛議題，為許多團員帶來了難得的體驗。另外，今年2
月底，本會參與廣東省貿促會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工商圓桌會會議機制，
成為成員之一，與三地的商協會及工商界共謀未來合作計劃，推動大灣區更好
的發展。

三、 結語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完整的維護國安體系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和穩定提供保
障，令「一國兩制」能夠更好維持，行穩致遠。在國際地緣政治複雜化、全球
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為香港經濟發展保
駕護航，有助維持安全穩定的營商環境，從而促進本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
經濟繁榮息息相關，商界現已準備就緒，與政府和各持份者攜手合作，邁步向
前。

謝謝大家！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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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indebted to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iscussions. At the outset, I must thank him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teams, for their sterling e�orts in 
finally gett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ver the line. The whol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exhausting, and it is good to see them both in such fine fettle. 

Although the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 (SNSO) is 
undoubtedly robust, it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if it did not cover all bases. It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which nicely complement the regime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NSL) in 2020. With its 
enactment,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comple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w be prioritized. 

Although this has been widely welcom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by those 
elsewhere who wish Hong Kong to succeed, it has attracted hysterical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powers. The SNSO, like the NSL before it,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ose who were only too pleased for Hong Kong to be 
China’s Achilles heel, and it is not hard to see why. 

After 1997, Western politicians sought to exploit the city’s unique status in 
a way that was inimical to China. They saw Hong Kong as a place which lacked 
e�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lent itself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ir geo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of China’s progress in 
world a�air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who are loudest in 
their criticisms of the SNSO are the same ones who encouraged the mobs as 
they tried to wreck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of 2019-20. They are also the countries that red-carpeted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mayhem when they fled abroad, no matter the gravity of 
their crimes.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highly 
inconvenient truth. In many respects, the SNSO is milder than their own law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some areas its formulation was guided by 
their models. Although they have obsessed about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ir comments owe nothing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to point scoring at China’s expense.  Their double-standard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any other way. 

Although,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they are invariably 
absent elsewhere. Anybody who, for example, searches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or Australia’s Criminal Code counter-terrorism law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Simply put, human 
rights have not been prioritized elsewhere i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this they disregard.

Although the UK, for historical reasons, has led the charge in condemning 
the SNSO, it has failed, like the US and its other allies, to place its enactment 
in any proper context. If London were genuine, it would not have singled out 
Hong Kong in the way it has, while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far tougher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other Asian territories for which it was once 
responsible. 

In Singapor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is still deployed,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jury trials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s 
face preventive detention of up to two years, which can be extended. Since 
February 5, moreover, national security prisoners in Singapore who are 
considered to pose an ongoing risk are not only disentitled to early release, 
but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after their sentences have expired. This would 
be unimaginable in Hong Kong, where a prisoner detain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w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freedom through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Singapore’s situation is citable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mbarrassing a great 
country, but to demonstrate the hypocrisy of those who malign Hong Kong.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keen not to o�end Singapore, they disregard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y would have decried had they arisen in 
Hong Kong. Insincerity apart,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y 
want to needle China and besmirch its global status, even if they harm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process.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SNSO (and the NSL) is another feature that 
has upset some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however, have been very strange if 
the legislation lacked this dimension, which is a defensive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the e�ectiv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 everywhere. 
Although it may be di�cult to prosecute malign actors elsewhere who seek to 
harm Hong Kong and its o�cials, they can at least be put on notice that 
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and this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deterrence. They 
will know that justice will forever have them in its sights, and they will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Many countries have extraterritorial laws that apply not only to their own 
citizens but also to foreigners, often for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in foreign parts, but not exclusively so. Yet some of them are now 
criticizing Hong Kong for enacting similar laws for its own defensive purposes. 
Under the UK’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example, suspects can be 
prosecuted for sexual crimes which occur elsewhere, includ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corrupt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places are also prosecutable. 
Both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pply to 
their respective citizens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s well as to 
foreigner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who engage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dimension, as also does its Terrorism Act 2006.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is currently seeking the extradition of the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from the UK, on seventeen charges related 
to the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nsidered 
detrimen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is rely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its Espionage Act 1917. Although, as his lawyers have explained, he is 
being prosecuted for engaging in ordinary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obtaining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Western politicians who 
complain about attack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ve suddenly lost 
their voices when it comes to Assange.   

Assange is being pursued even though he is an Australian national, and 
notwithstanding his alleged crime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e U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in London’s infamous Belmarsh prison for over five years. His 
health has collapsed, and he is unable to follow the court proceedings in 
person or by video, due to illnes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UK has 
countenanced this situation, and that Australia has barely lifted a finger on its 
national’s behalf. After all, whenever they see something in Hong Kong they 
claim to dislike, particularly if it concerns media freedom or the length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y roar like lions, but when it occurs on their 
own turf or elsewhere they are as quiet as mice. It does not take a rocket 
scientist to work out why this is so.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SNSO’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can be found in 
two well-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ersonality principle” 
enables a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by its 
citizens or residents outside its territory, and is used in the US, for example, to 
combat treason, unlawful disclosures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lows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over any person 
whose conduct outside its boundaries threatens its vital interests, including its 
security or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well known in 
the Wes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In his tex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2022), Professor Kenneth S 
Gallant explained how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now widely applied 
in the US, was traditionally directed at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such as espionage, or against its money or credit, such as 
counterfeiting.” And in the US, the courts have said that, under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a nation can adopt laws that make it a crime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obstru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r threatens its security as a state 
without regard to where or by whom the act is committed” (US v Zehe, D. 
Mass, 1985).

The personality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s, therefore, are of great utility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ve been deployed worldwid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covering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Canada, they have been 
invoked for the o�ences of espionage and treason. 

  

總結致辭

十分感謝各位講者的真知灼見，尤其是特別為這主題講座而由北京遠道而
來的張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勇）。

各位講者的內容都很豐富，在此我不重複了。反而我希望利用剩餘的兩、
三分鐘，回到今日的主題（「先有安全才有發展：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的意義非凡」），有兩句說話想與大家分享。

今日的主題是談安全與發展的關係，我認為可以以八個字來概括，就是
「相輔相成、良性互動」。在開始時，我分享了我對安全和發展相輔相成的理
解，那甚麼是良性互動呢？我一直深思，後來想起自己中學讀化學或生物時學
習到的一個現象，英語的說法是 positive feedback。簡而言之，一樣物質會刺
激另外一樣物質的數量增加，而後者隨着數量增加，反過來亦會刺激第一樣物
質的數量增加，互相影響，令兩者的數量都能持續增長。一個日常的例子就
是，受傷後傷口附近的血小板會分泌一些有機化合物吸引其他血小板到該位
置，協助血液凝結堵住傷口，而當其他血小板進入受傷位置時，又會釋放多些
有機化合物再吸引多一些血小板到該位置，從而加速傷口的癒合。

同樣道理，國家安全維護得好，就能建構一個安穩的客觀環境，令社會能
聚焦發展；社會發展得好，人民生活一定得以改善，自然會增加對政府及國家
的支持和認同，從而令到內部人心更安穩，亦必然會增加抵禦外來干預或不友
善行為的能力，令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更有效率，從而創造一個更有利發展的客
觀環境。

主持人

良性互動的關鍵是「動」，兩者皆「動」方能帶出良性互動的良好效果。
我認為我們必須緊記，《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只代表香港特區償還了欠
中央很長時間的一筆舊債、在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現在可說
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工具箱已大致上齊全，未來的工作是學懂如何用好工
具、有需要時更要用好工具。亦正如剛才鄭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鄭雁雄）所說，我們要掌握和落實「雙法雙機制」。當然，法律工具箱的工具
必須按照法治原則小心謹慎使用，以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為宗
旨，以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指導思想。

《學習綱要》（《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最令我深受啓發，是在序
言中指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是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那一段落。它說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着豐富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例如強調憂患意識、注重民
本思想、倡導和平共處、主張講信修睦、力求內外兼顧，更值得我們銘記的是
中華文化重視剛柔並濟、推崇張弛有度。

在中央支持以及行政長官的領導下，香港特區政府上上下下必定團結一
致，聯同社會大眾各界人士，依據行政長官剛剛提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四大方
向，做好香港發展的五大方面，攜手維護國家安全、推進香港的發展；務必令
香港每一位市民都感受到滿滿的安全感、幸福感！

今日的主題講座亦到此圓滿結束，非常謝謝大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 SBS, SC, JP

Therefore, given their global usage, it should surprise nobody that the two 
principle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eed, not to have done so would have been a dereliction of 
duty. However unpalatable it may be for the foreign powers who want to 
diminish China, Hong Kong now has an e�ective defensive system in place, 
which their intelligence agencies will find very d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refore, operating from a secure base, Hong Kong can now concentrate 
upon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its peopl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its 
motherland and facilitating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body who wishes the city wel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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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致辭

十分感謝各位講者的真知灼見，尤其是特別為這主題講座而由北京遠道而
來的張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勇）。

各位講者的內容都很豐富，在此我不重複了。反而我希望利用剩餘的兩、
三分鐘，回到今日的主題（「先有安全才有發展：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的意義非凡」），有兩句說話想與大家分享。

今日的主題是談安全與發展的關係，我認為可以以八個字來概括，就是
「相輔相成、良性互動」。在開始時，我分享了我對安全和發展相輔相成的理
解，那甚麼是良性互動呢？我一直深思，後來想起自己中學讀化學或生物時學
習到的一個現象，英語的說法是 positive feedback。簡而言之，一樣物質會刺
激另外一樣物質的數量增加，而後者隨着數量增加，反過來亦會刺激第一樣物
質的數量增加，互相影響，令兩者的數量都能持續增長。一個日常的例子就
是，受傷後傷口附近的血小板會分泌一些有機化合物吸引其他血小板到該位
置，協助血液凝結堵住傷口，而當其他血小板進入受傷位置時，又會釋放多些
有機化合物再吸引多一些血小板到該位置，從而加速傷口的癒合。

同樣道理，國家安全維護得好，就能建構一個安穩的客觀環境，令社會能
聚焦發展；社會發展得好，人民生活一定得以改善，自然會增加對政府及國家
的支持和認同，從而令到內部人心更安穩，亦必然會增加抵禦外來干預或不友
善行為的能力，令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更有效率，從而創造一個更有利發展的客
觀環境。

良性互動的關鍵是「動」，兩者皆「動」方能帶出良性互動的良好效果。
我認為我們必須緊記，《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只代表香港特區償還了欠
中央很長時間的一筆舊債、在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現在可說
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工具箱已大致上齊全，未來的工作是學懂如何用好工
具、有需要時更要用好工具。亦正如剛才鄭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鄭雁雄）所說，我們要掌握和落實「雙法雙機制」。當然，法律工具箱的工具
必須按照法治原則小心謹慎使用，以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為宗
旨，以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指導思想。

《學習綱要》（《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最令我深受啓發，是在序
言中指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是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那一段落。它說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着豐富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例如強調憂患意識、注重民
本思想、倡導和平共處、主張講信修睦、力求內外兼顧，更值得我們銘記的是
中華文化重視剛柔並濟、推崇張弛有度。

在中央支持以及行政長官的領導下，香港特區政府上上下下必定團結一
致，聯同社會大眾各界人士，依據行政長官剛剛提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四大方
向，做好香港發展的五大方面，攜手維護國家安全、推進香港的發展；務必令
香港每一位市民都感受到滿滿的安全感、幸福感！

今日的主題講座亦到此圓滿結束，非常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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