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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香江評論 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責編 清風 美編 曹俊蘋

2023年5月30日，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
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習近平總書
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
話，提出一個新的戰
略觀點——要以新安
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
局。會議為落實這一
新戰略觀點，作出一
系列重大部署。

筆者的粗淺理解是：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第一，構建新安全格局具備了基礎和條

件。自中共十八大以後，約10年時間裏，中
共中央堅持並不斷發展總體國家安全觀，推
動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和法治體系、戰略體
系、政策體系不斷完善，實現國家安全工作
協調機制有效運轉、地方黨委國家安全系統
全國基本覆蓋，為構建新安全格局奠定了扎
實的思想基礎和相關法律、機制、組織保
障。

第二，構建新安全格局為當前形勢和任務
所需要。

自中共二十大以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加快深入全面演變，我國面臨的國家安全
問題的複雜程度、艱巨程度明顯加大。中國
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外部環境，遠比
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期間複雜得多、艱難
得多。我們既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

準備迎接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
考驗，也要有新的能力、手段、制度和
機 制 來 穿 越 風 高 浪 急 甚至驚濤駭浪。為
此，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已經確立並加
快推進新發展格局，接下來，需要做的其中
一項重大工程，就是構建新安全格局以保障
新發展格局。

第三，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需
要主動塑造於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環境，更好
維護開放安全，推動發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新發展格局強調以內循環為主。新安全格
局提出主動塑造於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環境。
表面看，二者側重點似乎內外不一，深入
看，是相輔相成。美西方勢力不僅擾亂、破
壞我國經濟外循環，而且千方百計干擾、破
壞我國經濟內循環。當我們把重點轉向內循
環時，固然需要在我國境內加強防止和粉碎
美西方間諜機關的破壞活動，也需要把戰線
外推至境外。

第四，構建新安全格局需要切實做好維護
政治安全、提升網絡數據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水平、加快建設國家安全風險監測預警體
系、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加強國家安全
教育等方面工作。

盡快完成23條立法築牢國安屏障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人員

出入境管理上被視同 「境外」，但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和
社會向 「境內」移動，這是 「一國兩制」與
時俱進的應有之義。中央提出構建新安全格
局、主動塑造於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環境，香

港擔當重大而光榮的使命。
長期以來美英在香港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

全的活動，既十分隱蔽也十分猖獗。2019年
黑色暴亂，就是美英公開力量與隱蔽力量相
結合，在香港破壞中國國家安全。

黑色暴亂被《香港國安法》平息後，美
英沒有收手。2023 年 3 月，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劉光源約見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
就梅儒瑞和美總領館近期一系列干預香港
事務的錯誤言行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
不滿，並為梅儒瑞和美總領館劃出3條 「紅
線」——美方不得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不
得在香港搞政治滲透、不得詆毀破壞香港
發展前景。

2023年5月15日，江蘇省蘇州市人民法院
判處美籍香港永久居民梁成運從事間諜活動
罪成、處以無期徒刑。

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於2022年10月在立法
會稱，為使《基本法》第23條本地相關法律
處理最極端情況，特區政府需做廣泛法律研
究，使將制訂的法律達至高安全系數，具備
防範作用。2023年1月，李家超接受媒體訪
問時特別指出，經歷2019年 「黑暴」，外國
勢力不斷企圖插手干預香港事務，他已要求
保安局草擬23條立法第二稿，尤其針對間諜
活動、偽裝組織以及新媒體新科技等手段，
「期望今年，或最遲明年完成整個工作。」

這一時間表，為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於2023年
5月28日率領律政專員和政府律師訪問北京
啟程前所重申。

鑒於中央提出構建新安全格局，希望特區
政府在落實《基本法》第23條時予以貫徹。

鑪峰遠眺

民意建言
當政府放眼向外搶

人才，本身在港的勞
動力亦不能忽視。做

好醫療資源分配工作，令癌症病人可及時獲
得適切的治療，重返工作崗位，亦可釋放病
友身邊照顧者的勞動力。同時，本港的醫療
福利政策更是吸引人才來港定居的一個重要
考量。

多年來，筆者及一些病人組織一直監察政
府於新型癌症藥物支援的發展，曾多次在立
法會中向醫衛局提出建議，希望本港政府可
參考內地與藥廠直接談判，又或其他外國例
子如引入醫療科技評估等制度、與藥廠協議

綑綁註冊，以提高藥物採購的效率、加快審
議時間，以及制定客觀指標。

誠然改革需時，惟現時受癌症之苦的病人
卻不能等。筆者早前聯同病人組織舉辦了一
場記者會，一位癌症病友分享了他令人鼓舞
的抗癌故事。在他山窮水盡卻要買藥救命之
際，幸得政府當時宣布，將免疫治療用於
PD-L1蛋白水平高表達晚期肺癌患者納入關
愛基金資助範圍，他才得以完成整個療程，
並在六年後的今天健康地分享他的故事。這
個故事印證政府援助對癌症患者而言生死攸
關，尤其是肺癌，現時大部分患者仍然在晚
期才確診，他們都迫切需要政府的藥物資助

救命。
然而 PD-L1 蛋白低水平的癌症患者就不

像以上這位病人般幸運。這群 「低分」晚
期肺癌患者於公立醫院與 「高分」患者用
同一款藥，卻因為分數不達標，無奈地需
承擔不一樣的藥費，造成 「同病同藥不同
命」的困境。綜觀新加坡、日本、韓國、
澳洲、新西蘭及英國等，早已將免疫治療
資助全面推展至所有具 PD-L1 蛋白反應的
晚期肺癌病人。因此，政府不能讓本港落
後於其他地方的醫療體系，期望政府擴闊
免疫治療資助，為病人提供適切的援助以
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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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

《報告》全面展現了2022年郵儲銀行大力發展可
持續金融、綠色金融和氣候融資，積極探索轉型金
融和公正轉型，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努力建設一
流的綠色普惠銀行、氣候友好型銀行和生態友好型
銀行的實踐與成效。

優化頂層設計加強戰略引領
為切實助力美麗中國建設，郵儲銀行將碳達峰碳

中和及綠色銀行建設納入該行中長期發展戰略綱要
和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積極支持綠色、低
碳、循環經濟。2022年，該行制定了落實碳達峰碳
中和行動方案，提出建設一流的綠色普惠銀行、氣
候友好型銀行和生態友好型銀行目標。

郵儲銀行總行、分行及控股子公司成立碳達峰碳
中和暨綠色金融領導小組，總體部署和系統推進相
關工作。截至2022年末，郵儲銀行連續被中國銀行
業協會授予 「綠色銀行評價先進單位」，連續兩年
獲得明晟公司（MSCI）ESG評級A級。

加大產品創新支持綠色發展
堅守戰略定位，郵儲銀行發揮資金優勢和網點優

勢，圍繞 「污染防治」 「節能環保」 「生態農業」
等重點領域，推出光伏發電設備小額貸款、小水電
貸款、排污貸、垃圾收費權質押貸款、合同能源管
理項目未來收益權質押貸款、極速貸、小微易貸等
綠色金融產品，創新 「竹林碳匯貸」 「生態公益林
補償收益權質押貸款」 「兩山貸」等產品，推動綠
色金融與普惠金融融合發展。

在具體實踐方面，郵儲銀行落地多筆可持續發展
掛鉤金融業務，創新貼現產品 「綠色G貼」，在德
交所發布 「STOXX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A 股 ESG 指
數」，承銷全國首單 「可持續發展掛鉤+能源保供」
債權融資計劃等。截至2022年末，郵儲銀行綠色貸
款餘額4965.49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末增
長33.38%；綠色債券投資餘額299.50億元，較上年末
增長29.58%；綠色債券累計承銷規模117.70 億元；綠
色融資餘額5832.32億元，較上年末增長36.24%。

堅持底線思維加強風險管理
郵儲銀行堅持底線思維，高度重視環境、社會和

管治（ESG）風險管理。在制度建設方面，郵儲銀行
制定了《環境、社會和治理風險管理辦法》，將
ESG要求納入授信管理全流程。在推進環境與氣候
風險管理數字化轉型方面，該行率先與公眾環境研
究中心（IPE）合作，將蔚藍地圖環保數據接入行內
「金睛」信用風險監控系統， 「基於大數據技術的

綠色信貸服務」項目納入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
部金融數據綜合應用項目試點，不斷提升環境與氣
候風險管理水平。此外，郵儲銀行還組織開展了氣
候風險敏感性壓力測試和 ESG 及氣候風險專項排
查，上線綠色標識自動識別和節能減排測算功能。

加強合作交流提升專業能力
為扎實推進綠色發展，共同守護 「綠水青山」，

郵儲銀行積極參與生態環境部、中國人民銀行、原
中國銀保監會（現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
銀行業協會、高校、研究機構等舉辦的研討交流活
動；簽署《支持全國碳市場發展戰略合作協議》
《銀行業金融機構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共同宣示》
《銀行業金融機構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共同行動方
案》；出版《商業銀行氣候融資研究》專著，完成
《碳中和目標下商業銀行低碳轉型路徑研究》報
告；與戰略投資者國際金融公司（IFC）開展專業合
作，學習借鑒國際綠色金融領先機構的經驗。

同時，該行建立 「行業研究大講堂」機制，解讀
綠色低碳戰略，重點圍繞新能源汽車、儲能、海洋
經濟等綠色發展及戰略性新興領域，邀請外部專家
授課，加深從業人員對綠色產業的認知和理解，加
強信貸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

深化綠色運營提升綠色表現
郵儲銀行開展溫室氣體排放核算項目，科學制定

針對性的碳減排計劃；推動節能減排和綠色轉型，
36家一級分行及控股子公司主要負責人簽訂生態
環境保護工作責任書；發起 「綠色辦公 低碳生
活」倡議書，推動全行形成節能減排自覺意識和行
動。截至2022年末，郵儲銀行掛牌成立碳中和支
行、綠色支行和綠色金融中心等綠色金融機構 24
家，其中，郵儲銀行湖州市分行作為總行級綠色金
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示範行，郵儲銀行高州市長坡碳
中和支行成為系統內首家碳中和支行。

對標國際準則完善信息披露
通過年報、中報、社會責任（環境、社會、管

治）報告、業績推介及路演活動等，郵儲銀行充分
披露自身環境、社會和治理表現情況。與此同時，
該行主動對標國際準則，採納負責任銀行原則

（PRB） ， 加 入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金 融 倡 議
（UNEP FI），成為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
（TCFD）支持機構，簽署聯合國《可持續藍色經濟
金融倡議》，不斷提升信息披露質量。

據悉，下一步，郵儲銀行將積極踐行綠色發展理
念，勇擔社會責任，邁出用金融力量守護 「綠水青
山」的堅定步伐，用郵儲綠譜寫 「綠色讓生活更美
好」的華美樂章，全力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
色範本」，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作出更大貢獻。 郵儲銀行支持抽水蓄能電站建設。

郵儲銀行發布首份
《環境信息披露（TCFD）報告》

綠色助力美好生活

郵儲銀行支持海上風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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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1658.HK;
601658.SH）發布《2022年環境信息披露
（TCFD）報告》，這是郵儲銀行發布的
首份《環境信息披露（TCFD）報告》
（簡稱《報告》）。 鄧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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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第十九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
產業博覽交易會昨在深圳開幕，首
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同日舉
辦。

被譽為 「中國文化產業第一展」的
文博會，是世界各地近距離感知中國文化產

業發展最新趨勢的重要窗口，是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平台，對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香港與深圳關係密切，文化互動空前活躍，港深宜
發揮各自優勢，攜手共建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平台，
借助文博會 「擴大朋友圈」，共同推動中外文化交流
互鑒，講好港深雙城故事，講好大灣區故事，講好中
國故事，更好展現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文化強國。
這對香港持續擴大輻射力和影響力，發展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亦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博會發展已歷經19年，創立之初就肩負 「促
進和拉動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積極推動中國文化產品
走向世界」的使命。經過多年耕耘，文博會展商從首
屆的700多家增加至今屆的3596家，每年吸引海內外
10多萬種文化創意產業展品、4000多個文化產業投
融資項目在現場進行展示與交易，參觀、參展、採購
的國家和地區從首屆的10多個增加到本屆的108個。
如今，文博會在展會規模、觀眾數量、國際化程度、
交易成果方面持續攀升，已發展成為中國內地文化產
業領域規格最高、規模最大、最具實效和影響力的展
會，成為引領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引擎。

深圳正致力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高地」，文博
會是重要抓手。香港亦沒有在文博會上缺席，今屆
「香港創意館」特別展出11位設計師為生活方式及

家具趨勢作全面展現的創意產品，更有 「愛心小飛
象」等眾多潮流IP吸引遊客打卡拍照，以及金庸武
俠小說人物 Cosplay 互動體驗活動，與 「楊過」、
「小龍女」來一場跨時空交流，為大眾帶來獨特視覺

文化體驗。文博會已成為本港向世界展示文化創意及
產品的絕佳舞台，顯示港深文化合作無間，不僅有利
於帶動和提升整個大灣區的多元文化發展，而且也能
更好地發揮港深在促進中外文明互鑒，擴大中華文化
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的橋樑和紐帶作用。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把文化建設擺
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斷深化對文化建設的規律
性認識，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國家 「十四五」規劃綱
要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是對
本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優勢的肯定，也是對推動中華
文化傳承發展的更高期待。港深同為大灣區核心城
市，兩地在秉持互利共贏基礎上，積極協同發展，共
建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正當其時。香港應以大灣區為
主陣地，與深圳拍住上，聯手做好做大文化文章，共
築全球文化和創意產業高地，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
鑒，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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