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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
已展開一星期，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早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他當天
下午將親自主持解說會，向外國駐港領事、外國商會和本地主要商
會代表講解諮詢文件內容並解答問題。據悉，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出席了解說會。

李家超表示，過去一星期，林定國和鄧炳強已向不同組織解
說，包括兩個法律專業團體、金融界、新聞界、區議員、地區
服務及關愛隊伍、地區人士等。他指，社會和任何經濟活動都
必須有安全和穩定的環境，是次立法正是為確保香港營商和投
資環境安全穩定，繼續使香港成為具吸引力、有競爭力的國際
城市。

李家超表示，多個不同界別的組織，包括本港多個商會均支持特
區政府盡快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更有指出嚴謹而合情合理的法
律基礎是穩定香港社會和營商環境，保護企業權益的制勝之道。他
強調香港社會已有普遍共識，要早日完成23條立法工作，特區政
府會繼續努力做解說工作，歡迎市民提供意見。

李家超重申，是次23條立法工作有三個原則：第一是 「一國兩
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第二，尊
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根據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的
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權利和自由。第
三，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應該按法治原則，堅持積極
預防和依法懲治。

林定國：無聽到有人不支持立法
昨午，李家超聯同林定國、鄧炳強會見外國駐港領事及商會代

表，講解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會後，林定國表示，今次聽到了
不同參與者意見，討論坦誠及有建設性。他表示，諮詢工作開展超
過一星期，至今沒有聽到有人不支持立法，本港市民和外國朋友均
明白亦充分理解香港有憲制責任完成立法。他強調會繼續聽取意
見，令最後立法要達至合理、清晰的效果。

林定國表示，昨午的解說會有約 100 名代表出席，包括駐港代
表、總領事、商會領導人等。他提到，參加者在會上有充分機會表
達意見，會議時間較原定的一小時長，並指李家超有誠意作解答，
惟受制保密原則，內容未能公開。

鄧炳強亦表示，解說會後，大家都清楚理解基本法23條立法工
作對一般做生意及社會大眾不會有影響，除非是想影響國家安全，
他又強調會繼續做好解說工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考評局昨日公布，
在深圳和廣州兩間港澳子弟學校先行先試，讓港澳籍考
生在原校應考文憑試，新舉措受到本港各界尤其是教育
界歡迎。

內地DSE應試生每年有近萬名
民建聯教育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郭玲麗表示，歡

迎特區政府接納有關建議，相信此舉能夠便利到內地港
澳籍考生。她說，自己曾於2022年4月聯同大灣區教育
資源中心進行 「居於內地及香港 DSE 應試生問卷調
查」，發現每年有近1萬名跨境學生，內地居住的港澳
籍子女學生面對各種困難，例如硬件和軟件的問題，期
望政府正視有關情況，解決長遠的問題。

郭玲麗建議，政府可派出擁有豐富監考經驗和熟悉考
場運作的人員，向內地考場職員進行培訓工作，甚至到
考場協助，以減低出現混亂風險。她又建議，政府在內

地設立有關香港教育諮詢中心，為內地港澳籍學生及雙
非學生提供更多的教育資訊和支援服務，讓他們能夠接
收準確的資料。

立法會議員鄧飛亦贊成考評局今次推出的新措施，認
為可以方便到內地港澳籍學生；至於有關口試須回港進
行，他解釋是因口試評考員需要更具經驗的考官進行，
回港考口試安排屬於合適及穩妥。他又認同今次初步只
給兩間學校作為試點的做法，認為考評局明年可根據實
際情況再作進一步優化， 「欲速則不達」。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表示，歡迎內地 「與考學
校」設立文憑試考場，亦建議考評局應盡可能公開透明，
讓公眾了解異地同考做法可行，並採取一致的考務要求及
評改準則。今次安排僅限於兩所港人子弟學校的日校考
生，內地及其他地方報考文憑試的自修生仍須自行前往香
港應考。他認為，在試行初期，做法可以理解，但長遠應
研究可行措施，要兼顧到內地文憑試自修生的應試需求。

取得公信力後試點方可擴大
「隨愈來愈多港人回內地工作，衍生愈來愈多的港

人子弟在內地上學，他們多數會選擇在港人子弟學校就
讀香港文憑試課程，所以在內地學校設立DSE考場是有
需要。」伊利沙伯中學校長陳祥偉說， 「我曾與考評局
人員一齊到過今次獲批的兩間學校考察，認為他們的學
術水平、運送試卷、安全及監考等水平上都符合考評局
的標準。」

陳祥偉認同內地考場應進一步增加的建議，但大前提
是視乎今年試行結果如何。他強調，最重要是要建立公
信力，在取得公眾信任後，才能進一步擴大。至於口試
須要回港應考，陳祥偉解釋這是依據香港的做法，因為
一個考官評核大量來自不同學校的考生，結果才會更加
公平。 「如果考生只是來自這兩間學校，就會較不公
平。」

特首向外國領事商界
解說23條立法

考評局公布DSE內地考場
廣深各一校 今年起落實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簡稱 「考評局」 ）昨日公布，
自2024年起，以 「先行先試」 模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指定地點設立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DSE）考場。考評局早前接納兩所港人/港澳子弟學校——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
義學校（深圳培僑學校）和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廣州暨大學校），自2024年起成
為文憑試 「與考學校」 ，兩校已保送約110名中六合資格正讀生，以學校考生身份報考
今年的文憑試，他們各自在原校應考，涉10個筆試考試日；其餘內地和其他考生仍須以
自修生身份來港考試。

考評局發言人表示，過去一年來，香港和內地相關部
門和機構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文憑試考場的建議一
直在積極跟進和磋商。香港教育局及廣東省教育行政部
門近日審視有關籌備工作的最新進展，同意考評局在
2024年的文憑試，以深圳培僑學校、廣州暨大學校兩所
「與考學校」作為考場試點學校，讓有關學校的合資格

考生在設於校內的考場應考文憑試，無須跨境來港，為
考生提供便利。此安排只適用於 「與考學校」的港澳籍
考生，並不適用於內地及其他地方的考生。

注重安全保密確保國際水平
考評局表示，已嚴格審視兩所考場試點學校的籌備工

作，包括試卷保管和運送措施、考場設置，以及委派考
務人員等一系列安排，認為兩所學校能達到文憑試考場
在保密度、安全度和可靠度方面的要求。局方將繼續與
香港和內地的相關部門合作，監督內地考場落實各項考
務安排，並為兩所考場試點學校提供適當的指引和培
訓，在整個考試流程全面貫徹質素保證和監控要求，以
確保文憑試不論在本地或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考場，均

達到一致的國際級水平。
考評局強調，考生不論在本港或內地應考，皆修讀同

一文憑試課程，採用相同的試卷，按相同的評核要求，
一併評閱與評級；至於說話試卷仍須親自來港應考，聆
聽試卷會透過學校廣播系統播放錄音。考評局將派員到
內地考場監考，廣東省相關部門將按考評局需求提供協
助，考評局會為相關工作人員舉辦培訓工作坊，協助敏
感資料安全運送、協調監考員等。

押送車跨境運試卷配GPS
考評局發言人指，有別於香港即日運送試卷到試場，

局方將至少提早一日分批將試卷運上內地，避免受交通
延誤或極端天氣影響。因應運送試卷、內地監察等涉及
額外成本，考評局會增收內地試場考生的附加費。試卷
會放進保密箱上鎖，完全密封下分批跨境運送到考場，
車上配備GPS系統，並有監控鏡頭直播，以便考評局進
行監察。上述試卷免檢清關。

當試卷抵達學校後，會放入專區劃出的保密室內，並
安排保安人員24小時駐守，應考當日再從保密室拿出試

卷，按一貫規定開卷；如遇試題洩露，最壞情況會安排
全部考生重考。因應兩個試場相距較遠，考生獲安排在
就讀的學校試場應考。

內地考場布置會與香港大致相同，監考人員會按照
《試場主任手冊》和相關指引監考，內地考場會設指揮
中心，考試結束後即場掃描考卷，以保存作答紀錄。

考評局表示，內地考場安排只屬 「先行先試」，會審
視執行情況，決定是否延續至2025年或以後的文憑試；
而目前已有另外兩間內地港人子弟學校申請成為與考學
校。

與考學校：全力配合落實創舉
今次，深圳培僑學校和廣州暨大學校獲接納為文憑試

「與考學校」。對此，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校長譚日
旭表示歡迎。他指，該校去年有數名插班生南下香港應
考，部分學生沒有相熟的親朋好友，需要另外安排食
宿、租住酒店，衍生龐大開支，再加上舟車勞頓及到陌
生環境應試，影響考生發揮。

譚日旭又說，香港考場空間有限，只能滿足本地應屆
考生和自修生的需要。以創校三年的廣州暨大港澳子弟
學校為例，考文憑試的學生由2023年數人，發展到2024
年多達 50 人，預計 2025 年和 2026 年分別會有 100 人及
180人， 「如果再計算其他港澳子弟學校，政府很難用
目前的香港考場應付。」他形容，要在內地實行香港公
開考試並非易事，涉及許多行政和保密工作，如試卷運
輸、保密、安全等方面要作充分考慮， 「感謝兩地政府
和教育部門努力協調，使這項創舉得以落實，校方會全
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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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舉措便利內地港澳籍考生

考評局宣布，今年中學文憑
試將在大灣區兩間 「與考學

校」 設立試場，包括深圳香
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

校及廣州暨大港澳
子弟學校。

香港中學文憑試試場。 資料圖片

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 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

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社會及經濟活動須有安全和穩定環境，立法正是為
確保香港營商和投資環境的安全穩定。 李家超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