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政治面 

u 第4屆香港特區政府成立 

    今年適逢香港移交 15 週年，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赴港參加慶祝活

動及主持第 4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宣誓典禮。當天香港民間也依例發

起遊行抗議活動，約有 40萬人參加遊行，過程尚稱平順。 

    胡錦濤在致詞中希望香港各界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努力維護基本法權

威、努力提升競爭力、努力加強人才培養；他也強調「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港府嚴密執行對

胡錦濤的保安工作，香港記者向胡錦濤提問是否知曉港人要求平反六四，即遭港

警強制架離現場查問，待胡錦濤離去始放人（明報，2012.6.30）。另在慶祝晚會上，公

民黨籍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胡錦濤致詞時起立高喊平反六四，遭港警掩口架離會

場。另在胡錦濤參訪行程中，立場激進的泛民主派政黨「人民力量」隨行在旁抬

棺、灑冥紙抗議六四屠殺（香港蘋果日報，2012.7.1）。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依例在當日舉辦遊行活動，據主辦單位統計約有 40

萬人參加遊行，是 2003年 50萬人、2004年 53萬人後第 3高，香港警方則表示

最高峰時有 6.3萬人，這也是港警紀錄中的第 3高。遊行隊伍呼喊梁振英下臺、

平反六四、還李旺陽公道及反對中聯辦干預等口號。隊伍抵達終點政府總部後，

「人民力量」率領約 3000人繼續前往香港中聯辦抗議，至晚間 11點陸續散去。

整個遊行過程，雖有零星的與警方對罵或肢體衝撞情形，大致仍維持平和。遊行

中有不少年輕人、中學生以及大陸維權律師參與（信報、香港經濟日報，2012.7.2）。 

    據明報在現場採訪統計，參加遊行的民眾主要是對梁振英的管治無信心，尤

其是梁氏家中違章建築事件，有超過 9 成的民眾認為影響渠等對梁氏誠信的信

心。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高級導師蔡子強及科技大學社會

科學部副教授成名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民調顯示港人對梁振英的信任度嚴重不



足，新任政府不僅沒有「蜜月期」，還將立即面對嚴重的管治危機（明報、香港蘋果日

報，2012.7.2）。 

 

u 香港第5屆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 

    香港於9月9日舉行第5屆立法會選舉，共有 287人參選，創香港移交以來

新紀錄。投票當日有183萬人投票，創移交以來最多投票人數，投票率為53％，

為移交以來5次立法會選舉第三高（新報，2012.9.6）。 

    選舉結果，泛民主派共取得27席，建制派共取得43席，在席次比例上，與

上屆相同；但是，在直選方面，建制派已拉近與泛民主派得票率比數，突破6：

4比例的慣例。泛民主派在地區直選取得18席，得票率為56.3％；傳統功能組

別取得6席；區議會(二)功能組別（俗稱超級議席）取得3席，總計獲得27席。建制

派在地區直選取得 17席，得票率為 43.7％；在傳統功能組別取得 24席；超級

議席取得2席，總共計取得43席。  

    媒體指出，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重大議案需要總議席的2/3席次通過，所

以泛民主派取得否決重要議案所需席次數，但能否發揮，仍需視泛民主派未來能

合作與否（明報、香港蘋果日報、信報，2012.9.7）。媒體也稱建制派因為配票得宜，取得好成

績，並認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以及工會聯合會提名的年輕候選人多人當選，被

視為「交棒成功」（文匯報、大公報、新報，2012.9.7）。 

 

u 澳門政制改革完成當地立法程序 

澳門特區政府自去(2011)年將政制改革列為今年度施政重點之一後 (市民日報，

2011.11.16)，今(2012)年上半年陸續完成相關程序，並由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崔世安

簽署正式報請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批准或備案。(中國新聞社，2012.06.06)中國

大陸人大常委會於 6月 30日批准上開辦法修正案。(濠江日報，2012.07.01)。澳門立法會

隨後於 8月 29日完成當地相關立法程序(俗稱「2+2+100」的政改細則)，明(2013)年立法會選

舉即適用新的選舉制度。澳門政府表示接下來會針對新選制進行宣傳，推動市民

登記為選民，為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做好準備。(新華澳報，2012.08.30) 

此次政制改革過程可謂快速順利，但過程中仍多次出現不同意見。包括：



在行政部門提交選舉辦法草案之初，即出現質疑行政部門對民意落實與否的聲浪 

(正報，2012.05.03)；對於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增加的界別分配亦有不同意見(正報，

2012.05.09)；於立法會審議期間，首見旁聽席出現抗議(新華澳報，2012.05.09)，修正案雖順

利通過，仍有議員認為修正辦法無法反應澳門民眾的權益而投下反對票 (華僑報，

2012.06.06) 。最後，澳門立法會在通過相關政改細則，以落實澳門當地立法時，儘

管有多位議員認同「2+2+100」方案符合澳門社會的實際情況，仍有議員表示澳

門必須持續優化選舉制度，以兼顧各方利益，使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人士，能更

均衡、平等參與，以促進澳門民主發展；亦有多位議員聯合發言批評兩個選舉法

的方案根本不能推動民主的進步，促請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未來應以普選作

為終極目標，方符合民主精神 (市民日報，2012.08.30) 。 

 

二、經濟面 
◆港府調整今年經濟成長預測值                                              

依據港府統計，香港經濟繼今年第一季微增0.7%後，第2季GDP亦僅小幅

成長1.1%。港府指出，香港對外貿易在第2季仍然疲弱，貨物出口在第2季減

少0.4%；但內部經濟表現相對穩定，包括消費開支與投資開支等均有成長。港

府評估今年全年經濟只會溫和成長，故將全年的經濟成長預測由 5月的1~3%修

訂為 1~2%。至於民間機構如渣打銀行、東亞銀行及中國銀行的預測值大致在

2~3%之間(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2.8.10)。 

    在就業方面，香港今年6至8月的失業率為 3.2%，與上一期(今年5~7月)相同。

港府指出，就業市場在夏季期間大致維持穩定(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2.9.18)。整體失

業率雖然穩定，但香港媒體指出，青年的失業率持續上升(文匯報，2012.9.19)。 

    今年 7~8月，香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分別上升 4.2%及 3.7%(剔除政府代繳公營房

屋租金措施的效應後)。港府指出，由於經濟形勢較差及進口價格升幅趨緩，物價在短

期內仍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2.9.20)。 

 

 



香港失業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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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港府統計處 

 

◆澳門經濟成長趨緩 

據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由於博彩服務出口、旅客消費及投資

的成長速度趨緩，澳門今年第2季的GDP 成長7.3%，明顯低於第1季兩位數的成

長率(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12.8.30)。有澳門學者表示，經濟成長趨緩，可望紓緩

澳門通貨膨脹壓力 (澳門日報，2012.8.31)。 

在就業方面，據澳門政府統計，今年6至8月的失業率為2.0%，與上一期(今

年5至7月)相同(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12.9.27)，仍維持在歷史新低點。物價方面，澳

門今年7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6.04%，8月為6.33%(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

2012.9.21)。澳門經濟局長蘇添平表示，因澳門內需強勁，物價仍會維持在較高的

水準(澳門日報，201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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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三、社會面 

u 香港爆發大規模「反國民教育課程」運動 

    港府擬於 9月 3日的中小學新學期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惟因課程指

引含糊，偏頗不客觀，引發洗腦、思想改造疑慮，學生、家長組成聯盟，發起遊

行、靜坐、絕食活動，要求港府撤回開設課程的決議。 

    港府資助成立編印教材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於今年 6月公布名為「中國模式

國情專題教育手冊」，以超過 2/3 的內容講述大陸政治體制，讚揚共產黨是「進

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批評美國民主制度是「政黨惡鬥」，雖有提及大陸

毒奶粉及動車追撞事件，卻未提「六四事件」。輿論普遍批評內容嚴重偏頗，不

適合作為國民教育教材。 

    一群中學生組成「學民思潮」，在網路上號召中學生在港府官員進行地區探

訪時舉牌抗議，獲得熱烈響應，曾令梁振英、吳克儉受困逾半小時，該組織也邀

集千名學生參加今年 7月 1日遊行，獲傳媒熱烈報導。另部分小學家長在網路上

成立「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網站，要求撤回課程指引及重新諮詢，在 4天中即

獲得千人連署並募得 12 萬元。香港最大教育團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更

表示將去信學校，呼籲拒絕推行國民教育，以及發起教師簽署「良心約章」，承

諾不做向學生洗腦的工具。上述團體聯合其他 10 餘個社會團體組成「民間反對

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在 7月 29日發起「全民行動，反對洗腦---729萬人大遊行」，

要求港府撤回國民教育課程，獲得 9 萬名民眾支持參與（成報，2012.7.30）。該聯盟並

在政府廣場前靜坐、絕食抗議，支援的群眾日益增多（香港蘋果日報，2012.9.1）。 

    行政長官梁振英偕同政務司司長、教育局局長於 9月 8日晚間舉行記者會表

示：1、取消三年後必須開課的最後底限，改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設，以及開

設的時間。2、將著手修正引發爭議的課程指引。3、在 5年的任內不會訂定推行

開設課程的最後期限。港府委任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也在 9 月 27日    

宣布將建議港府取消官方課程指引。「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表示會視港

府實際作為再議，也重申希望港府撤銷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新報，2012.9.28）。 

 



u 香港民眾圍堵抗議大陸「水貨客」 

    香港民眾連續於 9月 15、16日於香港地鐵「上水站」圍堵大陸來的單幫客，

雙方發生肢體衝突。 

    由於大陸黑心物品充斥，大陸民眾轉而購買香港商品，尤其是與孩童有關的

商品如奶粉、尿布，因而到香港購買商品回大陸轉賣的單幫客運應而生，香港稱

渠等為水貨客，近來更已發展出組織運作，雇用大批水貨客赴港搜購民生用品。

尤其深圳在 2009年起開放戶籍居民「一簽多行」，水貨客一日進出香港 2-3次已

非特例，為爭取時效，水貨客常在路邊拆箱分貨，阻礙交通，造成髒亂，其中又

以香港地鐵「上水站」最為嚴重。水貨客搜購物品也引發香港北區物價上漲，甚

而導致當地居民購買不到所需用品（明報，2012.9.16）。 

    香港民眾於網路上發起「光復上水站」行動，號召民眾在 9 月 15、16日下

午，到大陸單幫客進出香港的主要地鐵站「上水站」集合，15 日獲得近 400 名

香港民眾響應。抗議民眾手持自製紙牌，書寫「大陸人，愛你祖國，請用國貨」、

「中國人，滾回中國」、「水客肆虐，北區淪陷；今日上水，明日全港」，抗議民

眾更斥罵大陸客為「蝗蟲」，雙方不僅互罵也陸續發生推擠，上水站一度關閉禁

止進出，更有水貨客因懼怕而將貨品丟棄，逃離現場，抗議民眾到晚間 7時才散

去。16 日仍有近 500 人到上水站持續圍堵抗議至晚間 8 時。網路上仍有人號召

每個假日都要到各個水貨客聚集地發動光復活動（明報、香港蘋果日報，2012.9.16）。 

    行政長官梁振英 16 日下午視察上水站，表示會和深圳方面溝通，並加強港

府相關部門對水貨客的聯合行動（成報，2012.9.17）。在港府加強查緝及香港社會輿論

壓力下，大陸水貨客不再聚集於某一特定地鐵站，並轉入大樓內分貨，令事件暫

趨和緩。   

 

u 澳門犯罪率微升 

    澳門特區政府司法警察局長黃少澤表示：過去一年，澳門治安環境日趨複

雜，去(2011)年6月至今年5月，與前年(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同期相比，罪案數上升百分

之5.3。展望未來一年，犯罪總量將持續增加，犯罪的高度組織化、高度智能化、



跨境化、複雜化趨勢將更明顯。居民和遊客仍要面對盜竊等輕微罪案困擾，警方

執法效率仍需不斷提升(澳門日報，2012.07.12) 。另外，澳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亦於8月9

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澳門整體罪案為6222宗，較去年同期增幅5%，警方表示將加

強宣傳，防止罪案發生 (市民日報，1012.08.10) 。 

 

u 澳門10月1日多個團體遊行表達訴求 

10月1日，澳門共有7個團體發起遊行，各團體的遊行訴求牽涉多個領域，

包括促請特區政府重開公屋申請、增建公屋、延續現金分享計劃、削減外勞、抑

壓樓價上升，以及保衛釣魚島領土主權等 (市民日報，2012.10.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