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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安 家 好

2024年內完成23條立法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
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履
行行政主導，落實 「愛國者治港」。

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他說基本法第23條規定，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香港國安法第七條
規定，特區政府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
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政府正全力研究
有效立法方案，落實特區政府應實踐的憲制責
任，2024年內完成立法。

施政報告提出，會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市
民對國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
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
教育體系。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 「憲法和基本法
推廣督導委員會」會將其職能擴大至涵蓋愛國主
義教育，成立 「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協調
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推動國民教育，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內容對接，在不同
層面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傳承和弘揚
愛國主義精神。

增設博物館介紹國家發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成立 「弘揚中華文化辦公

室」，專責策劃及舉辦推廣中華文化和歷史的活
動，明年起舉辦 「中華文化節」。政府會設立博
物館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涵蓋國家歷史、政
治、經濟發展和文化等領域。專館落成前，康文
署會在現有的博物館內設立專廳，率先展示相關
內容，深化市民對國家及國情的認識。

施政報告又指，會於明年設立 「香港抗戰及海
防博物館」，由 「香港海防博物館」改設而成，
重點介紹抗戰歷史，提升民族自信和愛國精神；
並與深圳市文物局合作，展覽介紹港深兩地共同
抗戰的事。

為幫助全港學生培育習主席回信中提倡的精
神，政府今個學年將推行以下措施，一是加強

教師培訓。當局會舉辦教師內地考察、到校國
安教育教師深化課程，定期提供有關國情、國
史的教學資源；教育局將恒常每年於最少 50 所
學校進行國民教育重點視學，通過分享評核結
果和推廣良好的實踐經驗，提升國民教育的質
素和成效。

二是強化國情學習。就開設小學人文科公布課
程框架，於2025/26學年開始推行；加強憲法和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的培訓和國史課程相關的學
習經歷；舉辦更多中華文化體驗活動，以及豐富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內容，強化學生對中華文
化、國史、國家地理和國家安全的學習。

三是推行多元學習體驗。當局推展 「心繫家國
2.0」聯校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增潤學生在認知、
情感、實踐的學習，促進學界經驗交流和協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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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內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力提升關鍵基礎設施（包括能源、通訊、
交通運輸、金融機構等）網絡安全的保護

●●推展愛國主義教育
—把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成立 「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
—設立兩所介紹國家和抗戰歷史的博物館
—加強校園內外教育

●●就指定項目訂立了150個績效指標，其中
73個是新指標

●●全面落實完善地區治理體系

●●成立 「大型發展項目融資委員會」 和 「大型
發展項目融資辦公室」 ，研究不同投資融資方案

●●探討與廣東省政府和其他機構合作設立共同
基金，投資於大灣區內具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項目

●●設立 「數字政策辦公室」 ，加快推動政府服
務數碼化和開放更多政府數據

●●繼續強化公務員管理，做到獎罰分明，吸引
更多人才加入政府團隊

●●強化應對極端天氣能力，作前瞻性預防和策
略部署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制訂《粵港澳大灣區應急
救援行動方案》，提升區內聯合應急能力

●●提高資助專上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一倍至
40%，並加強獎學金和相關配套，吸引更多外
國和內地學生來港升學，讓專上院校擴容提質

●●發展 「北都大學教育城」 ，鼓勵專上院校與
中外知名院校加強合作

●●發展應用科學大學，提升職業專才教育至大學
程度，為有志在專業技術發展的青年建立康莊大道

●●成立香港資訊科技學院，為資訊科技界別培
育本地人才

●●推進與內地互認副學位學歷和資歷

●●在中小學大力推動STEAM教育

●●舉辦 「青年發展高峰論壇」 ，推動本地青
年發展

●●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
提供一站式資訊、宣傳及交流平台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
道：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早在立法
會宣讀施政報告時強調，會貫徹
「一國兩制」 ，維護國家安全。
他稱會落實特區政府應實踐的憲
制責任，2024年內完成基本法
23條立法。另外，他說會開展愛
國主義教育，將愛國主義教育納
入國民教育體系，會成立 「愛國
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 「弘揚中
華文化辦公室」 ，既弘揚愛國精
神，並深化市民對國情的認識。

推逾80億元改善雨水排放系統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行政
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提出，將發展香港
成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推出多項措施，包
括資助的專上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將提升
一倍至 40%、致力發展 「北都大學教育
城」等。政府也會推動成立應用科學大
學。在支持職訓方面，政府的措施包括成
立香港資訊科技學院等。此外，政府會進
一步於中小學大力推動STEAM教育，如
開設小學科學科。

注資10億元擴大獎學金計劃
施政報告提出，將發展香港成為國際

專上教育樞紐，將推出一系列措施，第
一是擴大政府資助專上院校非本地學生
限額，2024/25學年起，政府資助的專上院校非
本地學生限額將提升一倍至40%，循序漸進吸引
更多外國尤其是 「一帶一路」國家和內地學生升
學。第二是擴大獎學金計劃，會向 「政府獎學基
金」額外注資10億元，2024/25學年起增加 「一
帶一路獎學金」的名額五成；並會逐步增加香港
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名額，由每學年300個提
升三分之一至400個；亦會持續推行 「香港卓越
獎學金計劃」。

第三是增加宿位，資助大學將繼續推展多項宿
舍項目，目標在2027年之前增加合共約13500個
宿位。第四是支持自資專上院校提升校舍。第五
是增加在港留學生學習及增值機會，11月起暫免
在港就讀的全日制非本地研究生參與兼職工作的
限制，將試行兩年，受惠學生超過35000人。第
六是提倡多元文化學習體驗，2023/24學年起教
資會會向 「內地與環球連繫及學習體驗資助計
劃」額外注資一億元，鼓勵資助大學提供更多境

外交流機會。第七是推進 「北部都會區」專
上教育建設，致力發展 「北都大學教育
城」，通過區內共享資源和產業聯動提升協
同效應。

成立資訊科技學院育本地人才
施政報告亦提出，會推動成立應用科學大

學，大力提升職業專才教育獲得大學學位地
位，為有志在專業技術發展的青年建立康莊
大道。政府積極支持職業培訓，培育本地人
才，措施包括成立香港資訊科技學院，課程
會於2024/25學年推出；增加 「學徒訓練計
劃」津貼；加強跨境資歷互認，與內地當局
合作推進兩地相互承認副學位程度學歷，包
括高級文憑學歷，並以試點方式試行資歷互

認工作。
政府亦會進一步於中小學大力推動STEAM教

育，包括開設小學科學科，在2023/24學年公布
課程框架，2025/26學年起推行；在2023/24學年
開展數學課程的支援項目。

另外，明年中政府會舉辦 「青年發展高峰論
壇」；今年內會成立 「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聯盟」，提供一站式資訊、宣傳及交流平
台。

專上院校非本地生限額倍增至40%

今年施政報告其中一個重點是維護國家安全及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資料圖片

為應付極端天氣，政府會持續強化整體應對的能力。 資料圖片

政府將擴大多個獎學金計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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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回應各界回應

在落實 「一國兩制」、維
護國家安全方面，特別提

到特區政府正全力研究有
效的基本法 23 條立法，
並計劃 2024 年內完成立
法 ， 是 十 分 值 得 支 持
的；在推行愛國主義教育

方面，也看出是下了很大的
決心，包括將愛國主義教育納

入愛國教育體系，成立 「愛國主義教育小組」，在
不同層面加強國家及愛國教育，期望特區政府各部
門盡快將有關措施落到實處，真正讓市民受惠。

選舉委員會界別立法會議員

馬逢國

喜見施政報告對中華文化
的和歷史的落墨甚多，包
括成立 「弘揚中華文化辦
公室」專責策劃及舉辦
推廣中華文化和歷史的
活動，明年起舉辦 「中
華文化節」；設立兩所博

物館介紹國家歷史、政治、
經濟發展和文化等發展和成

就，亦會設立 「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介紹抗戰
歷史；他認同可提升民族自信和愛國精神。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教育與青年研究主管

郭凱傑
歡迎政府提出建設 「國際
專上教育樞紐」。面對人
口老化和人才短缺的挑
戰，發展國際教育樞紐
以吸引外地人才、支持
產 業 發 展 變 得 格 外 重
要。建議政府就宿位等安

排，建議政府透過公私營合
作，以平衡本地生需求的同時

加快擴展容量；另外，為推動海外學生對香港的認
知，建議政府牽頭舉辦大型海外教育展，宣傳香港
優勢，令海外生的來源更多元化。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
道：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表
示，為應付極端天氣，政府會在預
警、準備、應急和復原四個方面，
持續強化整體應對的能力，將推展
超過 80 億元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
程等措施。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
將制訂、商討及落實全新《粵港澳
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方案》。

要求機管局及港鐵
檢視應變預案

李家超稱，受全球氣候變化影
響，極端天氣情況越趨頻繁，政府
會在預警、準備、應急和復原四個
方面，持續強化整體應對的能力，
把破壞和影響減至最低，尤以保障
市民安全為首任。

施政報告指出，為持續強化香港
整體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政府會作出一系列
前瞻性預防和策略部署，包括要求部門及機場
管理局、港鐵等公共機構以底線思維，把社會

損害減至最低為導向，全面檢視應變預案；針
對高風險環節，包括氣象預測預警、水浸、山
泥傾瀉及交通運輸等，研究更好善用科技如大

數據和人工智能，提高風險評估能
力；就極端暴雨引發較大型的山泥
傾瀉事故，進行系統性調查和研
究，針對更多天然山坡策劃山泥傾
瀉緩減措施；全速推展超過 80 億元
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包括黃
大仙及港島東區等曾發生較嚴重水
浸事故的地區。

另外，渠務署於明年完成 「應對海
平面上升和極端降雨的防洪管理策略
規劃研究」，制訂更前瞻性的策略。

落實粵港澳大灣區
應急救援行動方案

報告亦提出，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
市將制訂、商討及落實全新《粵港澳
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方案》，以聯防
聯控、優勢互補理念，構建系統化的
大灣區應急行動機制，提高聯合防

災、減災、救災和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能
力。政府亦正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政府商討救護車
跨境運送病人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