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在「國家安全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研討會暨國安教育多媒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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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四月十二日）在「國家安全教

育與愛國主義教育」研討會暨國安教育多媒體設計比賽頒獎禮的致辭全文： 

 

尊敬的黃友嘉主席（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李子建校長（香港教育大學

校長）、李慧琼博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各位校長、老師、同學，各位

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我十分高興出席今日由香港教育大學與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及油

尖旺區校長會合辦的「國家安全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研討會暨國安教育多媒

體設計比賽頒獎禮。 

 

  今天的活動舉辦得十分合時，因為眾所周知，三日後的四月十五日便是第

十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區政府正在聯同社會各界，舉辦各式各樣的

國家安全教育推廣活動。 

 

  我知道這次的國安教育多媒體設計比賽是在今年一月至三月舉行，旨在透

過數碼攝影、短講及填色等形式，提高油尖旺區內各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學

生、家長及老師的國家安全意識。十分鼓舞本次比賽獲得各界熱烈支持，主辦

方收到來自超過 200 名參與者以多個國家安全重點領域，包括文化安全、網絡

安全、生態安全、科技安全為主題的優秀作品，在此恭賀所有參賽者和得獎

者；而稍後的「國家安全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研討會，不但邀請了重量級的

嘉賓作為講者，也有校長、老師及地區導師分享經驗。我希望藉此機會，就這

議題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十分認同將國家安全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掛勾，兩者關係密切，

我會形容它們是形影不離的「孖生兄弟」。正如我一直強調，國家安全教育不

單是傳授有關維護國家安全，包括國家安全法律的相關知識，更重要是培養大

家對維護國家安全，以及遵守國家安全法律的自覺性，而我深信，這種自覺性

是會自自然然隨着愛國情懷而產生。所以，如果能夠做好愛國主義教育，我相

信國家安全教育必定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那麼愛國主義教育的關鍵前提又是甚麼？我認為是建立和增強國民身分認

同，換句話說，就是認識、接受、肯定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身分，是中國和中華

民族的其中一分子；在思想感情上與其他中國人有共鳴；認同中國和中華民族

的信念、價值觀；對國家民族有歸屬感。我曾經說愛國精神能用八個字概括，

就是「休戚與共、同喜同悲」，即是意識到國家民族的一切都與我們有密切關

係，對國家民族的事情都會關心和上心。要培養這一份情懷，前提必然是首先



認同自己是中國、中華民族的其中一分子。 

 

  我希望用一個簡單例子，展示國民身分認同、愛國主義，以及國家安全教

育是如何息息相關。 

 

  一般而言，我們是通過宣揚中華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等，建立國民身分

認同。中華傳統文化一向倡導和平共處：《論語》說 「和為貴」，「和衷共

濟」、「求同存異」都是我們熟悉的成語；我們主張「講信修睦」、「親仁善

鄰」，講究信用、與鄰邦友好和睦；還有這禮堂後面寫着的「天下為公」，世

界大同正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全人類和平共處。這些中華文化蘊含源遠流長、

優良崇高的價值觀，足以令我們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有助建立文化自信、培

養愛國情懷。 

 

  大家必須注意，總體國家安全觀其實是汲取了包括我剛提及的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精髓。《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第九章題為「堅持推進國際共同

安全」，指出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安全。安全應該是普遍的，不能一個

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

安全應該是平等的……安全應該是包容的，應該恪守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完

整、互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

道路，尊重並照顧各方合理安全關切……要通過坦誠深入的對話溝通，增進戰

略互信，減少互相猜疑，求同化異、和睦相處……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安

全。」 

 

  所以，我們維護國家安全採用的標準，不是絕對安全，而是相對安全。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亦解釋了在國家安全法律中，國家安全的定義。《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第四條引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二條，即

「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

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

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大家應留意，所用的字眼是「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

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而非「絕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 

 

  我選擇以上這個例子，除了希望嘗試解釋透過宣揚中華文化增強國民身分

認同、愛國主義和國家安全教育為何是環環緊扣外，也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我希望帶出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我們推崇的愛國主義不是狹隘極端的民族主

義、排外主義或孤立主義。我們當然應該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擁有民族

自信，但絕不能認為必然比其他國家民族優越，必須尊重甚至學會欣賞其他國

家民族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等，不隨意無故損害它們的合法合理利益，堅持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點基本原則。我相信這些亦正是習近平主席

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的精髓。 

 

  這一點在今時今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尤其重要。香港擁有的獨特制度



優勢，令我們成為現今國家內最自由開放的地方。我們的責任是更好地善用香

港國際化的優勢，做好外聯內通、深化國際交流合作，從而為國家整體發展作

出更大貢獻。要準確有效落實這項責任，我們必須懷有海納百川的胸襟，維持

和鞏固開放、多元化社會，宣揚包容共濟、求同存異的精神。 

 

  在此時此刻，當有國家唯我獨尊，為了追求自身最大國家利益，泛化國家

安全概念，無視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原則，採取單邊主義，不惜以霸道欺凌

手段損害其他國家人民利益，我們作為在香港生活、面向世界的中國人，更應

該顯示我們與他們不一樣，沉着應對，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不屈不撓的

精神維護國家安全和合法權益，展現泱泱大國的風範。 

 

  我衷心希望大家，尤其教育界的朋友，在規劃國家安全教育和愛國主義教

育時，都會考慮嘗試包含上述元素和內容。最後，我祝願今日的活動及研討會

圓滿成功，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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