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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牢國家安全底線
夯實發展安全根基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香港須持續築牢國家安全屏障，夯實安全
根基。

今天是第十個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實施《香
港國安法》五周年和《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立法生效一周年的日子，意義重大。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國
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創造性
提出 「總體國家安全觀」，全國人大常委
會接着於2015年7月1日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地位，規定每

年4月15日為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2016年4月15日是首個 「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

全面推動國家安全宣傳教育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做好國家安全的宣傳

教育，推動全社會共同維護國家安全，自
2020年公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後，每年
通過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舉辦系列活
動，推動學校及社群參與，目的包括：

第一、提升國家安全意識。通過 「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宣傳活動，促進市民認
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深入理解國家安全
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過去兩年，國家安
全的宣傳教育得到大幅提升，除了特區政
府每年圍繞 4 月 15 日舉辦大型宣傳活動
外，不同社會機構、地區團體、學校、企
業紛紛響應，分別舉辦豐富多彩活動，效
果良好。

第二、普及國家安全知識。特區政府首
次設置了國家安全展覽廳，通過實物展
示、三維模型、立體短片等介紹國家成就
和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豐富內涵和意
義，有效提升市民和學生對二十個國家安
全領域，以及傳統安全如政治、軍事、國
土等領域和非傳統安全如經濟、金融、文
化、科技、網絡、數據等領域的認識。展
覽廳去年8月開幕至今，參觀人數已超過
60萬。

第三、促進國安法治建設。特區政府持
續完善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
設，做好國家安全相關法例的解說，自
《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後，市民維護國
家安全憲制責任的意識大幅提升，相關法

治觀念進一步加強。
第四、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政府

培訓地區國安導師、發展青年國安大
使、安排學生到內地參訪國家安全項
目，促進地區領袖、青年和學生主動承
擔維護國家安全責任，積極向全港十八
區傳播國安信息，在社會形成共同維護
國家安全的良好氛圍。地區國安導師培
訓自去年 11 月啟動後，已有近 3000 名地
區領袖接受訓練，繼而向超過 120000 名
市民傳播國安信息。

築牢國家安全法律屏障
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

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的決定》，特別明確了國家安全是
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必
須全面貫徹 「總體國家安全觀」，完善
維護國家安全體制機制，實現高質量發
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切實保障國
家長治久安。

去年三月，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共同完成
了等待26年8個月19天的光榮歷史使命，
履行了《基本法》第 23 條本地立法的憲
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與《香港
國安法》渾然一體、兼容互補，築牢了香
港維護國家的法律屏障，構建了促進經濟
發展的安全根基。

香港面對的安全挑戰和應對措施
世界百年未見的大變局正加速演進，地

緣政治局勢日趨複雜，局部地區衝突頻
繁，環球經濟增長放緩，單邊主義、保護
主義抬頭，全球不穩定因素增加，香港面
對的國家安全風險變化莫測，外部勢力干
預滲透，竄逃海外反中亂港分子肆意抹黑
攻擊，潛藏在港的破壞力量煽動矛盾，製
造對立、 「軟對抗」，破壞團結，本土恐
怖主義和孤狼式襲擊等威脅不容忽視，我
們必須全面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
化，繼續與社會各界共同做好應對國家安
全挑戰的準備：

第一、要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
兩制」方針，深化落實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最高原則。
第二、深入理解 「總體國家安全觀」，

統籌發展和安全，防範化解重大安全風
險，鞏固提升應急處變能力，切實維持社
會穩定。

第三、不斷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修訂《職工會條例》，進
一步優化公務員紀律機制，更新《香港國
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第四、深入推廣全民國家安全教育，以
新穎方法，通過跨媒體應用，配合科技，
鼓勵家庭共同參與，提升社會自覺維護國
家安全的意識和氛圍。

中國式現代化正以堅實步伐全面推進強
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一國兩制」實
踐進入新階段，香港要把握好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深化國際交往合
作。在全面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的同
時，我們要竭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持續築牢國家安全屏障，夯實高
質量發展的安全根基，為國家更高水平對
外開放，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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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今屆政府掀起的全球關稅戰，嚴重
破壞多邊貿易體制及全球化進程。應對關
稅訛詐，「去美國風險」成為當務之急，特
朗普的孤立政策亦迫使世界各國貿易需要

動態轉移。
相較美國豎起高牆，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

抱世界，並採取實質措施，與各國共同促進自由貿易，實
現互利共贏，提供了重塑全球貿易關係的新機遇。內地最
近啓動 「購在中國」系列活動，通過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
供給，創新多元消費場景，打造國際友好消費環境，進一
步釋放多樣化、差異化消費潛力，向貿易夥伴發出共享發
展機遇的明確信息。中國以 「谷消費」的確定性，持續為
世界貿易增長提供新動能，擁抱中國市場，將成為全球企
業的穩定性選擇。 「購在中國」也為香港這個國際自由貿
易港，提供了發展良機。關鍵是香港要主動識變、應變、
求變，發揮好 「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的角色，
擴大多邊合作的貿易夥伴網，在國家 「雙循環」的新發展
格局中尋機遇，在應對變化中建功績，以港所長貢獻國家
所需，展現擔當，共享紅利。

毋庸諱言，美國單邊發動的關稅戰影響世界貿易秩序，
環球產業鏈、供應鏈正面臨巨大的割裂風險。而且特朗普
當局的關稅政策混亂多變，一時漫天要價，一時朝令夕
改，在令市場大傷腦筋的同時，其自身亦遭到反噬。正如
中國外交部昨指出，美方將關稅作為極限施壓、謀取私利
的武器，將一己私利凌駕於國際社會公利，是典型的單邊
主義、保護主義、經濟霸凌行徑，嚴重損害世界各國利
益。貿易戰沒有贏家，美國濫施關稅損人害己。

各國被迫重新審視 「去美國風險」的緊迫性。在此背景
下，中國以 「購在中國」系列活動為抓手，圍繞四大領域
展開，包括精品購物、精緻美食、精彩旅遊、精美展演
等。通過擴大內需，擴大開放，不僅吸引全球商品進入內
地市場，更以制度型開放推動國際規則對接，例如跨境電
商免稅政策優化、服務消費領域准入放寬等措施，讓世界
各國企業能夠分享中國內地消費市場的巨大發展機遇。

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
億人，市場空間廣闊，消費升級動能強勁，還有完整的供
應鏈和產業鏈。如今中國正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放
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必將為世界
帶來更多合作共贏的機遇，各國與中國同行就是與機遇同
行，相信中國就是相信明天，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

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倡導多邊主
義，保障貨物、資金和信息等的自由便捷流動，是世人皆
知的 「超級聯繫人」，能為投資者提供一系列優惠政策措
施，吸引更多外國企業來港尋求商業發展，並通過各項專
業服務，協助投資者更好進入內地消費市場，深化經貿合
作往來，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與發展，抵銷關稅戰衝
擊。在重構供應鏈的同時，獲得黃金發展機遇。

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把握內地 「谷消費」的確定性機
遇，進一步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本
港以開放對沖封閉、以合作代替對抗的發展之路必定越走
越寬。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