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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的和平崛起與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日漸上升有關，其影響力除了是區域性外也具全球性，同時也加深了中國與世界的互相依存程度。整體來說，雖然和平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旋律」，但各種矛盾衝突糾葛複雜，全球的力量組合及利益格局幻變多端。我們需要從最壞的現實可能性出發，來考量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戰略，一方面提高防範風險能力，另一方面增強國家的安全意識。 

   國家安全意識是一個國家對其安全環境、安全形勢進行判斷和認知，並由此研判現存的安全威脅與挑戰，以及指擬定相應的政策措施。美國奧巴馬政府去年發表任內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別將「國家安全」拓展為一廣義的概念，即除國防外，還包括振興經濟及氣候變化，教育科技等全球發展議題。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對國家安全方面的保障有不可逃避的責任。 

   《基本法》23 條的立法原意也是防止香港作為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不過，由於 97 回歸後 14 年來未有有關法例的制訂，香港現時空間有多少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有聯繫及實質性的「操作」呢？是值得我們深究的。這些團體發展到甚麼地步？這些團體的勢力是否已經非常「成熟」，是否具備很大的顛覆力量，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就必須進行調查及處理。要處理的話就必須有法可依。 

   《基本法》23 條立法至今還是未有定案，現任行政長官已經表態，他不會在其任內就《基本法》23 條立法。下一任的行政長官會怎樣去為基本法 23 條立法還是未知之數。 

   作為一個「自由港」，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能完全排除有外國勢力的存在。這些外國勢力會不時「發功」，與香港的「同路人」協作炮製「事端」。面對此，中央及特區政府都不應掉以輕心，必須以新的戰略高度來面對威脅。基本法 23 條只是「兵器」之一，還要有更多的系統的配置及準備。 

   在這一場「國家安全」的「鬥爭」中，必須動員及教育市民，提高國家安全的意識。這一方面的工作自 97 回歸以來可謂是一片空白。所以我們要問整個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有足夠國家安全的共識及認知，如果是沒有及不足的話則有必要增加對國家安全的意識、認知及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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