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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拜會林鄭月娥 強調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禮賓府門口迎接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禮賓府門口迎接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聯辦主任王志民。。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中聯辦中聯辦

林鄭月娥和王志民在昨日會面中，就如何抓住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發展戰

略機遇，進一步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共同推動香
港與內地的多方面合作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林鄭月娥歡迎王志民繼數年前在香港中聯辦工作
後再次到香港，並出任中聯辦主任。她深信中聯辦
在他的領導下，會繼續按照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的方針政策，積極支持特區政府的工作，維護和促
進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林鄭望深化兩地合作發揮港優勢
她續說，當前國家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的政

策，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策略，將為香港帶來重大機遇，她期望中聯辦
繼續協助推動內地與香港的合作，讓香港進一步
發揮其獨特優勢，推進各方面的發展。
林鄭月娥並感謝王志民過去多年來對香港青年工
作的支持，並期盼與他共同努力，為有意到內地交
流、升學、實習或發展事業的香港青年人開拓更多
機會和提供便利。

王志民讚特區新班子帶來新氣象
王志民表示，習近平主席親臨香港出席回歸20
周年慶祝活動並發表系列重要講話，產生了很好的
社會效應，香港社會人心更加思穩、思進。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後，聚焦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在教育、青年、住房、扶貧等多個
領域推出新政策、新措施，帶來了新氣象。
他強調，中聯辦將繼續全面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支持香港在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積
極作用，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香港與內地的交流與
合作，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行穩致遠作出新的應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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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三
十九屆「國際資料保障及私隱專員研討
會」昨日舉辦開幕禮，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表示，香港已準備作為「一帶一路」
的數據中心，促進數據傳輸和儲存，連
接和融合內地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觀點和
信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也指，
隨着「一帶一路」規劃的推展，可預期
不同文化背景及規管機制的地區無可避
免會出現個人資料跨境流通，香港有條
件成為「一國兩制」下的「一帶一路」
數據中心，甚至環球數據樞紐。

港擁東西方完美結合優勢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於9月25

日至29日期間舉辦第三十九屆「國際資
料保障及私隱專員研討會」，今年的主
題為「連繫西方與東方保障、尊重資料
私隱」，超過750名來自逾60個國家或
地區的資料保障機構的代表、決策人
員、政府及商業領袖、資訊科技專業人
士，及學者和私隱倡議人士，就新興的
資料保障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並交換創
新策略和想法，應對未來的挑戰。
昨日研討會的主禮嘉賓為袁國強，他在

國際資料保障及私隱專員研討會主席John
Edwards和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陪

同下，為兩日的公開會議揭開序幕。
袁國強在致辭時表示，西方與東方的

聯繫是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自然後果。
社交媒體，電子商務等形式的互聯網連
線大大促進了西部和東部的交流與跨界
活動，「過去，人們說：『誰控制石油
即控制世界』。現在人們說：『誰控制
數據即控制世界』。這種變化生動地反
映了數據日益增長的重要性。」
他指出，無論是在大數據，互聯網或
人造智能的背景下，數據確實在改善人
們的生活和信息經濟方面發揮越來越重
要的作用，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數據越
多，濫用風險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是確

保和增強數據和隱私保護，「個人數據
隱私保護的重要性不取決於個人的種
族，民族或族裔出身，東方人應該擁有
與西方人一樣的個人數據隱私保護。」
袁國強續指，香港是東西方結合的典
範，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香港特
區是國家憲法文件所載的基本法保障的
普通法法律制度的唯一司法管轄區，
「作為國際和國際大都會，西方和東方
文化在這裡融合。」
他最後表示，香港會在連接西部和東部方
面可發揮重要作用，數據隱私保護和數據自
由流動將繼續成為推進這一政策舉措的核心
價值。香港一直是亞洲地區最受歡迎的數據

中心，並準備作為「一帶一路」的數據中
心，促進數據傳輸和儲存，連接和融合內地
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觀點和信息。

黃繼兒：有做環球樞紐條件
黃繼兒在開幕致辭時表示，隨着「一

帶一路」規劃的推展，可預期不同文化
背景及規管機制的地區無可避免會出現
個人資料跨境流通：「由於香港在資訊
流通自由方面擁有無可取代的特質，而
基本法亦保障自由及人權，包括落實保
障資料法律及框架。我們有條件令香港
成為『一國兩制』之下的『一帶一路』
數據中心，甚至環球數據樞紐。」

袁國強：港爭當「帶路」數據中心

■袁國強表示，香港已準備好作為「一帶一路」的
數據中心。 ■■第三十九屆第三十九屆「「國際資料保障及私隱專員研討會國際資料保障及私隱專員研討會」」在港舉辦在港舉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世界經
濟論壇公佈的最新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
中，香港競爭力跳升，惟在司法獨立的項
目排名較去年跌5級至第十三位。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昨日回應指，在評價香港的司
法制度時不應單靠主觀觀感而必須看事
實，客觀上香港的司法獨立沒有絲毫損
傷，並相信法官、司法機構將會繼續維護

司法獨立。香港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則指，
法官繼續不偏不倚處理案件，過去一年沒
有發生「嚴重事件」，顯示對司法獨立有
嚴重損害，報告內並沒有發現下調評分的
真正理由，故認為毋須擔心。

袁國強：排名升跌勿憑觀感
袁國強指出，雖然香港在司法獨立方面

的排名下跌，但仍是亞洲中獲最好成績，
而司法獨立可分為兩方面，包括客觀事實
和主觀觀感，很多時觀感因素會影響本地
或國際社會對香港司法獨立的看法，但他
認為不應單靠主觀觀感，而必須看事實。
他強調說，「從客觀角度來說，我看

不到有任何客觀因素影響香港司法獨
立，香港法官、各級司法人員一直以非
常專業、非常敬業樂業的精神，獨立地

處理每一宗案件。所以我很有信心地從
客觀事實來說，香港的司法獨立在過去
一年，並沒有受到任何絲毫損傷。」
袁國強重申，特區政府重視法治，司
法獨立是法治的重要元素，律政司會繼
續致力維護香港司法獨立，也對香港的
司法機構和法官有信心。日後，特區政
府會向市民和外國社會加強溝通，解釋
香港司法獨立情況，讓他們有客觀、全
面、準確的認識。

蘇紹聰：基本法保障港法治
蘇紹聰昨日在傳媒午宴中強調，司法

獨立非常重要，但認為應該着重報告的
評分而非排名，而香港歷年的評分變化
不大，時有升跌，是次的評分只是輕微
下調，但排名仍在前列位置，法官繼續

不偏不倚處理案件，過去一年也沒有發
生嚴重的事件，顯示對司法獨立有嚴重
損害，報告中也沒有列出下調評分的理
由，故認為毋須擔心。
蘇紹聰認為，外國人並非親身在港，

單依靠傳來的信息，或會對事情有不太
正確的觀念。律師會每次外訪均會介紹
「一國兩制」、基本法所保障的法治權
利，及司法獨立等，而律師會早前就與
大律師公會發表聯合聲明，糾正外國傳
媒對香港法院的看法。
被問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會否影響了

香港司法獨立的評分，蘇紹聰指出，很多
人受普通法教育，遂認定法律應該只由法
院解釋，但香港在回歸後有了新的憲制安
排，列明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因此以普
通法思維的人對此會感到陌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加拿大智庫菲沙
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發表年度世界經濟自由報
告，香港再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報告聲稱擔心
內地對香港法治的「干預」會令香港法治受損。特區
政府發言人強調，沒有客觀事實證明香港的法治或司
法獨立在過去受到任何損害。「我們對香港的法治和
司法獨立充滿信心，並會努力透過各種途徑增加國際
社會對香港這方面的正確認識。」
在報告5個主要評估範疇中，香港繼續在「監
管」（排名第一）和「國際貿易自由」（排名第
二）名列前茅。但報告同時稱，擔心內地對香港法
治的「干預」會令香港法治受損。
特區政府歡迎菲沙研究所在最新的經濟自由度報
告中，再次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菲沙
研究所對香港的高度評價，再次肯定了香港在維持
經濟自由和締造優良營商環境方面的努力。在全球
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特區政府會堅定不移地支持
自由經濟原則。「這對於保持我們的競爭力至為關
鍵。」

政府：無證據司法獨立受損
發言人說：「我們會致力鞏固香港的制度優勢，
包括自由開放的貿易和商業環境、優良的法治傳統
和司法獨立，以及高效的政府，以進一步促進本港
經濟穩步增長。」
就菲沙研究所的新聞稿中指擔心內地對香港法
治的「干預」會令香港法治受損，特區政府發言
人強調，沒有客觀事實證明香港的法治或司法獨
立在過去受到任何損害。「我們對香港的法治和
司法獨立充滿信心，並會努力透過各種途徑增加
國際社會對香港這方面的正確認識。此外，我們
留意到報告中香港在主要評估範疇『法律制度及
產權』的表現和去年大致相若。」

律政司：港司法獨立絲毫無損

菲沙智庫：
港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律師會會長蘇紹聰(右)及律師會理事
湯文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