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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責編 李家華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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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立法已討論20多年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修正案完成審議，將提交立法會大會，恢復
二讀辯論及最後三讀。對於基本法23條相關立法
草案得以快速審議，周伯展指出23條立法是基本
法規定。他強調說，基本法起草之時已有23條的
存在， 「這是憲制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已踏入 27
年，香港對於23條仍然未 『交功課』；現時立法
其實已是 『遲交功課』。」

他回首說，2003年時任特區政府都希望做好基本
法23條的立法工作，但是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香
港未能完成這項工作；直至今屆行政長官李家超上
任，表示這一屆特區政府要完成立法，而他已上任
近兩年，大家都對23條心中有數，社會已有充分
的討論；因此今次為期一個月的諮詢期絕對不短，
連同以往的討論已有20多年。

特區政府今次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諮詢
期收到公眾的回覆，達13000條，當中98.6%表示支
持、贊成。周伯展認為這充分反映了主流意見。他
稱香港經過2003年未能就23條立法後，一度沒有香
港國安法，最終令香港受教訓，各界付出巨大的代
價，不僅有經濟上的，甚至是性命上的損失。他
說： 「由反國教、違法 『佔中』、 『旺暴』、 『黑
暴』，絕大部分人都看到這是不可行的。」

立法會審議全面
中央實行香港國安法，效果立竿見影，社會比以

往更安全、更穩定。周伯展認同基本法23條立法
通過後，對香港的經濟、民生會有進一步保障。他
說，現時香港國安法未涵蓋包括叛國、偷竊機密、
與外國組織聯繫等方面，未有全面的保護；因此本
港絕對需要23條，以全面地保護國家安全。他進
一步表示： 「有安全，才有穩定；有穩定，才有發
展；有發展，才有繁榮。」

本身是眼科醫生的周伯展指出，據他接觸到的醫
療界人士，大家都認為對基本法23條立法已有多

年的思考，認同這是必須履行
的憲制責任，對《條例草案》也可以接
受。周伯展亦是智庫 「香江智匯」會長，他認為現時立
法會的審議很全面，議員提出多項問題，例如智庫與外
國智庫接觸時交換數據是否有問題；官員對此回答得很
清晰，指明沒有違反國安的意圖，就不會有問題。

針對兩群組加強宣傳教育
對於西方肆意抹黑基本法23條立法，周伯展直

斥西方的劣行。他說： 「愈反對（23 條立
法），愈表示西方有心搞亂香港，從而搞亂國
家。這些國家的國安法比香港嚴厲很多，
（他們反對香港23條立法）完全是雙重標
準，是偽善的表現，其言行自相矛盾。」

被問及如何評價政府的宣傳教育工
作，周伯展認為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
安局局長鄧炳強的解說充分，但他同時
指出社會資源有限，宣傳教育要具針對
性。

周伯展建議，政府要集中火力針對
兩組人做好宣傳教育，第一組是本港
「未清醒」的人；第二是外國人，尤其

是外國商人，因為香港是經濟社會，是
國家最重要的金融、貿易中心，需要外
國的投資、貿易。

他說政府要用上述群組 「聽得懂的語
言」去宣傳，如第一組當中有不少人
是年輕人，故政府應用年輕人的說
話、詞語、社交媒體去做好宣傳，善
用好載體；至於第二組，政府應用外
國語言去做好宣傳，其建議包括政府
可製作有關國家安全法律的 「懶人
包」，做好外國、香港法律的對比；
也可進一步做內地、香港相關法律的
對比，令大家一目了然；除了英文
外，其他外語的版本都可製作，令更
多人了解法律內容。

碼上看
港府譴責英廣播公司
以虛假指控抹黑國安法

掃碼睇文

參觀金庸雕塑展
領略香港深厚文化底蘊

掃碼睇文

23條立法獲普遍支持
周伯展：有安全才有穩定 有穩定才能繁榮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基本法第23條立
法工作正如火如荼進行。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
人員協會副會長周伯展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時強調，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本港回
歸 27 年才立法，已是 「遲交功
課」 。他認為基本法 23條通過
後，對本港的經濟民生會有進

一步保障。本身是醫生的周伯展稱，業界都
認為23條立法是必須做的。對於今次政府
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諮詢收到
逾98%支持意見，他說市民受到 「黑
暴」 等事件的教訓，認識到23條立法
才能全面維護國家、香港安全。他認
為今次立法諮詢時間充足，同時建
議政府要針對性做好宣傳工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唐信恒報道：基本
法23條立法工作現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昨日，據政
界人士透露，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料於本周提前
再上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屆時有關法案將會並
無懸念地通過。本港方面，昨日繼續有各界人士表
態，他們均冀盼條例草案盡快通過。

葉劉：欣見23條立法走到最後階段
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昨日出席中西區區議會

地區服務承諾開展禮時表示，基本法第23條在立法
會相關草案委員會的條文審議工作已經完成，草案
將於本周再上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通過。葉劉又
稱，她人生已經是第二次參與23條的立法工作，見
到立法工作能走到最後階段，非常感動，深信香港
未來的發展一定會更好。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在昨日舉行的2024年鄉議
局盃活動上表示，現時香港社會頭等大事是23條立
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行了一大步，正等候上會二
讀、三讀。他認為這件事對香港是很重要的，希望完
成立法後可繼續謀發展， 「馬照跑、舞照跳」。

李慧：審議最重要高質高效
對於立法會近日加速審議23條立法草案，被問及

是否設立死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
李慧昨早於電台節目上表示，中央立場沒有改變
過，基本法寫明要就23條進行本地立法，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亦已清楚表明沒有死線，認為 「最重要是
有高質、高效的心意」。李慧認為，早一日立
法，就早一日得到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日前以非政府
組織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主席的身份，來到日內
瓦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5屆會議。何君堯在會
議發言稱，期盼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盡快完
成，認為這將是維護香港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關鍵保

障。他又稱，此行旨在向國際社會呈現香港真實面
貌，傳遞香港民間真實聲音。

貝鈞奇：立法「早一日、得一日」
商界方面，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貝鈞奇稱，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推動 23 條立法，指應秉 「早一
日、得一日」原則，立法會盡快恢復二讀、三讀及
表決，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令香港早日有一個安定
的客觀環境，再無後顧之憂。他指出，立法後就可
為香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打下牢固根基，心無旁
騖、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莊子雄表示，感謝議員連日來
不停加班審議草案，並指工總一直支持特區政府盡
快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逐
條討論後，因應部分建議作出修訂，在各方努力
下，立法程序得以全速而有序地進行。他期望立法
會能盡早恢復二讀，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更堅實的
法律屏障，鞏固和提升香港整體營商環境。

陳曉峰：盼立法會響應市民期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

主任陳曉峰表示，這幾天出席科技界及數字經濟宣
傳行業的重要頒獎禮時，多次聽到業界及商界翹
楚，包括有國際互聯網搜尋器的區域領導，他們的
心底話就是草案及修正案都做得非常好。陳曉峰希
望立法會響應廣大市民及商界期望，盡快恢復立法
會二讀辯論，早日完成所有立法程序。

此外，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前日同意將議員就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草案提交修正案的限期定於昨日中午12
時，讓立法會為盡早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及三讀
程序作好準備。立法會秘書處表示，在限期屆滿前，
只接獲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提交的修正案。秘書處又
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已批准，如條例草案二讀獲通
過，保安局局長可就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

最快本周恢復二讀三讀

各界盼23條盡快通過

周伯展接受本報獨
家專訪時強調，基本法第

23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
記者 馮俊文攝

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對香港
的經濟、民生有進一步保障。

香港與歐美等國安法例比較
罪名/最高刑罰

叛國罪

叛亂

公開表明意圖犯叛國罪

披露他人犯叛國罪

非法操練罪

煽動意圖相關罪行

意圖犯指明罪行而管有煽惑
性質的文件或物品罪

與國家秘密相關罪行
（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
非法管有國家秘密罪、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罪等）

間諜活動罪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

破壞電腦或電子系統罪

境外干預罪

在禁地附近作出妨礙罪

容許受禁組織在處所內集會

煽惑他人成為受禁組織成員

為受禁組織牟取會費或援助

不得妨害
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有關規定

中國香港*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14年監禁

14年監禁

7年／10年監禁
（勾結境外勢力）

7年／10年監禁
（勾結境外勢力）

3年監禁

5年監禁、
7年監禁、

10年監禁不等

20年監禁

20年監禁／
終身監禁

（勾結境外勢力）

20年監禁

14年監禁（幹事）、
10年監禁（成員）

2年監禁

7年監禁

7年監禁

7年監禁

7年監禁

英國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

—

10年監禁

—

—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14年監禁

—

14年監禁

14年監禁

14年監禁

—

美國

死刑

—

—

—

—

20年監禁

10年監禁

10年監禁

終身監禁至死刑

20年監禁／
終身監禁

10年監禁

—

—

—

—

—

20年監禁

加拿大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14年監禁

—

14年監禁

5年監禁

14年至
終身監禁

14年監禁

10年監禁

終身監禁

—

14年監禁

10年監禁

10年監禁

10年監禁

—

澳洲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

終身監禁

20年監禁

7年監禁

—

5年監禁、
7年監禁、

10年監禁不等

終身監禁

25年監禁

—

—

—

15至25年監禁

15至25年監禁

15至25年監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