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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全才有發展 持之以恒維護國安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去年 3 月 23 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正式刊憲，標誌着香港在回歸祖國 27 年

後，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體系得以健全。民建聯以近一年時間撰寫《23 演義》一書，記錄整個迂迴曲折

的立法過程，梳理因此而引發的社會爭議、政治博弈與民意轉變，希望令社會對

「有安全才有發展」的理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各項數據亦充分證明了這一理

念，過去一年，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不僅未因立法而受到影響，

更在主要領域有所提升。 

 

聚焦改善經濟民生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一年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各類國際機構的認證。

菲沙研究所發布的《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4 年度報告》中，香港再度在 165 個經

濟體中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報告亦指出，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及「監

管」位列首位，充分反映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另一份聚焦金融的國際報告《全球

金融中心指數》，則顯示香港在金融方面的競爭力維持全球第三位，在亞太區繼

續居首。 



 

與此同時，亦有更多的外商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投下「信任票」。年初香港美國商

會公布新一份年度營商情緒調查報告，有七成會員企業表示，香港國安法和《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未對企業營運造成不利影響，更有 83%的會員企業對香港法

治有信心，較 2024 年及 2023 年分別增加 4 個及 10 個百分點。 

 

更為重要的是，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工作，令香港社會凝聚更大共識，

聚焦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立法後行政立法等治理體系的運轉、互動更加暢順。

過去一年，香港更加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機遇，圍繞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所提

出的「三中心一高地」的目標，部署了許多具體工作。例如在新能源領域，特區

政府公布了《香港氫能發展策略》《綠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動綱領》；文旅方面，香

港亦圍繞熊貓經濟、盛事經濟，開發新 IP、舉辦有國際影響力的文體活動，為

文旅產業注入新動力；民生方面，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特區政府亦拿出銳意進

取的工作作風，加強打擊公屋富戶，並着手以立法方式改善劏房條件，務求令更

多基層市民安居樂業。這些聚焦經濟及民生的新舉措得以順利推行，都反映了《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為香港提供了更加穩固的政治基礎與環境。 

 

未雨綢繆方能應對風險 

 

雖然過去一年香港的發展成績喜人，但社會仍不能因此鬆懈，要汲取 2019 年修

例風波的教訓，時刻防範反中亂港勢力破壞社會安寧的圖謀。香港應意識到，經



濟與安全絕非二元對立的零和關係，而是起到互相促進作用的一體兩面。「皮之

不存，毛將焉附」，唯有維護好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香港的獨特優勢和

發展潛能才能得以進一步保證。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不僅要持之以恒地進行，

更須主動預判。近期在立法會審議通過的《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

案》，便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 

 

世界局勢風雲變幻，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未來不可避免地將遭遇更多挑戰和

風險。不論是過去 20 餘年圍繞立法工作所遭遇的種種波折，還是立法後所展現

的積極情況，無一不在提醒香港社會，維護好國家安全是香港長治久安的根本保

障。相信在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下，香港定能更好發揮「超級聯繫人」「超級增

值人」的獨特作用，迎來發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