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柒、港澳 
                                                

█港人「七一」遊行爭普選。 

█港澳與中國大陸簽署 CEPA 補充協議四。 

█國際關注香港民主發展。 

█澳門「五一」遊行爆發警民衝突。 

█北韓被凍結在澳門的資金轉移問題獲得解決。 

█陸委會譴責港府破壞基本人權。 

 

 

香港狀況 
 

一、政治面 
◆港人「七一」遊行爭普選 

自 2003年以來，香港親中陣營和泛民主派每年 7月 1日都會各自舉辦遊行，

有傳媒形容「七一遊行」似已形成公民文化，成為移交紀念日常規活動的一部分。

傳媒也指出，如果說堅持 18 年的香港「六四燭光晚會」是個奇蹟，那麼從 2003

年 50 萬人的「七一遊行」開始，已成為每年 7 月 1 日的「保留劇目」，顯然是另

一個小奇蹟（亞洲週刊，2007.7.15）。 

今年香港泛民主派團體「民間人權陣線」連續第 5年舉辦「七一遊行」，主題

為「爭取普選，改善民生」。據主辦單位估計，約有 6 萬 8 千餘名民眾參加，除

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再次參加之外，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亦首

次參加。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在現場對 577 位遊行人士調查參加原因之結

果顯示，88.1％的受訪者表示是為了爭取 2012年的雙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面普選），

有 89.7％的受訪者是為了爭取普選時間表及路線圖；調查結果也發現，近 60%的

受訪者擁有大專以上學歷，50%以上遊行者的年齡在 40 歲以下，50%以上自評為

中產或以上的階層，顯示遊行參與者以學歷高及年輕的中產人士為骨幹。參與調

查的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指出，雖然目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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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好轉，但仍有數萬的民眾參與遊行，除再次證明香港民眾爭取普選的決心之

外，估計未來即使經濟持續良好，遊行人數也不會減少，相反地，隨著普選議題

的迫切性不斷增強，參加遊行的人數將會不斷增加（信報、蘋果日報，2007.7.2）。 

針對香港今年的「七一」遊行，美國紐約時報以「香港以歡呼和抗議慶祝回歸」

為題，大篇幅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首次於 7 月 1 日參加遊行，以

及胡錦濤為避免尷尬，在大遊行前返回中國大陸。英國每日電訊報則以「香港的

回歸紀念」為題，指本次爭取民主的大遊行是自 2004 年（20萬人參加）後規模最大的

一次，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旅客參加此種民主集會（香港蘋果日報，2007.7.3）。 

 

歷年「七一遊行」的主題與參與人數 
年份 遊行主題 人數（萬） 

民陣：50 
警方：35 

2003 反對港府訂定「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一般稱為「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民陣：53 
警方：20 

2004 爭取 2007、2008普選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18-21 
民陣：2.1 
警方：1.7 

2005 反對官商勾結，爭取全面普選 
（當日同時舉行模擬公投，議題為「07、08 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1.5 
民陣：5.8 
警方：2.8 

2006 平等公義新香港，民主普選創希望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於遊行前與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合舉行記

者會，要求普選，並呼籲港人與渠一同參加遊行）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3.6-4.3 
民陣：6.8 
警方：2 

2007 爭取普選，改善民生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陳日君呼籲港人參

加遊行）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9-3.5 

 
二、經濟面 

◆香港今年首季經濟溫和成長                                              

依據港府統計，香港 2007 年首季的經濟成長率為 5.6%。港府表示，該數字

雖低於市場預期的 6.4%，但香港經濟成長並無明顯的減緩，港府對於 2007 年的

經濟預測值 4.5%-5.5%，仍維持不變。港府分析，今年首季不僅內部需求持續強

勁，出口表現亦佳；另外，歐洲及日本經濟繼續成長，以及中國大陸經濟保持活

力，均是今年香港經濟發展的正面因素，但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朗則是必須關注的

可能負面影響(港府新聞公報，2007.5.18；大公報，2007.5.19)。 

 65



港府發布第 1季經濟成長率後，若干媒體認為成長遜於預期。主要銀行業對

於今年的經濟表現則看法不一。恒生銀行認為，由於未來兩季有不明朗因素存

在，預料未來兩季經濟成長將趨緩，但目前仍維持全年 5.6%的預測值；但花旗

銀行預測，因香港失業率降低，就業數字上升將繼續支持香港消費增長，加上

港府減稅的效應，相信未來幾季的經濟增長率可望加快(太陽報、大公報，2007.5.19；商報，

2007.5.19)。 

受惠於經濟活動擴張，香港的勞動需求持續上升，失業人數進一步下降。

去年全年香港的失業率為 4.8%，今年 5 月的失業率為 4.3%，是香港近 9 來最

低的失業率。港府表示，私人機構的職位空缺持續上升，自 2003 年由經濟低

潮復甦後，香港經濟共創造約 30 萬個新增職位(港府新聞公報，2007.5.18；港府統計處新聞

稿，2007.5.17)。 

在物價方面，據港府統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今年第 1季上升 1.7%，物價

保持溫和，惟目前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稍有上升，主要為港元貶值及人民幣緩慢

升值令進口貨品價格上升所致。港府預估，今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幅為 1.5%；

但匯豐銀行經濟分析人員於今年初曾表示，香港未來數年的通貨膨脹均會高於港

府預期，該銀行同時預估，香港今年物價指數升幅約為 1.8%，略高於港府之預測

(商報，2007.5.19；港府新聞公報，2007.5.18)。 

     
 

香港失業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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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面 
◆香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依據港府公布之資料，香港 2006年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為 0.533，是歷年

來的新高。另外，在 334萬香港勞動人口中，月收入少於 4,000港元的人數比例，

由 1996年的 9.9%上升至去年的 11.7%；而月收入超過 15,000港元的人數比例，

則由 1996年的 25.8%增加至 31.5%，顯示港人收入兩極化情形十分嚴重。香港 1996

年的吉尼係數為 0.518，2001年為 0.525。有香港學者指出，去年吉尼係數創下 0.533

新高，已向社會響起警訊，該係數未來若進一步攀升至 0.6，社會將出現嚴重分化，

更有可能會出現暴動(蘋果日報，2007.6.19；成報，2007.6.19)。 

 
四、陸港關係 
◆香港與中國大陸簽署 CEPA補充協議四 
港府財政司司長唐英年(2007 年 7 月 1 日以後改任政務司司長)與中共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

於 6月 29日簽訂《CEPA補充協議四》，該協議將於明年 1月 1日生效，主要為

服務業開放，除原先 27個領域中有 17個再進一步開放外，另新開放 11個領域；

雙方亦進行金融合作，並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加強專業人員資格相互承認。

香港銀行界、香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總商會等主要企業界組織對於《CEPA 補充

協議四》均表示歡迎，惟輿論指出，《CEPA 補充協議四》並無「驚喜」，金融業

方面獲益不多，醫療業優惠措施稍有增加，較有利益者屬旅遊業、會議展覽業、

公用事業、環保及體育服務等。 

 

◆香港與中國大陸簽署醫療衛生合作備忘錄 

港府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與中共衛生部於 6月 22日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同意

促進多個領域合作，包括加強醫療衛生資訊的互通、對傳染病疫情及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的通報，以及推動陸港於社區衛生服務的交流及合作等。港府衛福局局長

周一嶽表示，兩地於香港移交後面臨公共衛生的挑戰，相信此項合作有助保障港

人的健康。中共衛生部部長高強指出，目前每日往返兩地的居民數以十萬計，卻

沒有爆發大型傳染病，全賴兩地醫療人員通力合作，相信加強醫療合作可維護居

民健康，並能促進經濟及社會發展(文匯報，200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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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面 
◆國際關注香港民主發展 

今年 7月 1日為香港移交 10週年紀念日，據報導，日本、英國、歐盟均發賀

電或發表聲明祝賀（大公報，2007.7.2），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民主發展仍多所關注。多

位曾參與中英談判的英方人員也接受專訪，其中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在接受

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專訪時指出，中共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現在看來，不

僅不恰當，即便是當年回歸前首次提出，我也認為不適當」（中央社，2007.6.10）。英國

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也撰文表示，香港雖然擁有各項發展民主的要素，唯獨

欠缺普選，故真正的民主現在仍未出現。他並指出，中共政府應該明白，香港社

會是溫和的，唯一導致不和諧的原因就是拒絕社會對民主的渴望，他也呼籲北京

當局應解除對香港民主發展的約束，才能使社會和諧發展下去（明報，2007.7.1）。 

英國外相亦發表短文指出，香港擁有優秀、樂觀及勤奮的人才，充滿活力的經

濟，英國除期望香港在下一個 10年或以後可繼續繁榮發展，也希望香港在未來數

月就可在落實普選議題上取得重大進展（明報，2007.7.2）。美國駐港總領事也在一場由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會」所舉辦的演說中指出，美國真心相信，無論是對香港還

是中國大陸而言，香港有必要開始踏上由普選而產生的管治之路，而且越快越好（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公報，2007.6.13）。 

     

六、臺港關係 
◆陸委會譴責港府破壞基本人權 

就約 500位持有港府核發簽證的國人，於香港移交 10週年前連續數日，在搭

機抵港後，被港府入境處人員在無任何理由下強行留置，並遭不合理的對待，更

有部分國人被以粗暴方式遣返，嚴重損害渠等權益一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對此

種全世界罕見違反人權的行為，竟然發生在素來宣稱尊重法治的香港，予以強烈

譴責。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指出，港府的消極保守作為，若不能立即謀求改善，只能

向世人證實這就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自求退步的表現，在香港慶祝移交 10週

年之際，出現此種漠視人權的作為，對香港自由的形象一定造成極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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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強烈要求港府立即改正，以免影響臺港交流，並破壞香港在移

交之前建立的良好形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也呼籲國際社會正視港府此一破壞基本人權的問題，並共

同促請港府保障各國人士合法進出香港，以及對在當地停留者的人身安全和權益

提供保障。 

 

◆「第 16屆海華盃 10公里長跑賽」在香港舉行 
由海華服務基金主辦、泰基長跑會協辦的「第 16屆海華盃 10公里長跑賽」

於 4月 23日在香港舉行。本次賽事不僅提供豐富的獎品，並邀請臺灣超級馬拉松

健將林義傑到香港擔任致詞貴賓鳴槍開炮，因此吸引當地一流好手參賽，並受到

愛好路跑者的歡迎，加以義工團配合良好，活動進行順暢，現場氣氛極為熱絡。

港澳臺灣同鄉會並贊助林義傑新臺幣 20萬元。香港媒體對本活動亦表關注，文滙

報、成報、蘋果日報、鳳凰衛視、東森亞洲電視、TVBS等近 10家媒體均到場採

訪，對促進臺港關係良有助益。 

 

 

澳門狀況 
 
一、政治面 
◆澳門「五一」遊行爆發警民衝突 

澳門在今年五一勞動節爆發自移交以來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遊行示威活

動。該項由澳門職工民生協進會、澳門職工聯盟、澳門職工民心協進會、澳門清

潔員職工會、博彩建築業聯合自由工會，以及家庭團聚促進會等 6個民間團體所

發起之遊行，主要訴求為「反貪腐、保民生、削外勞、除黑工、安居樂業、家庭

團聚、構建和諧社會」(文匯報、澳門日報，2007.5.2)。發起遊行的團體聲稱遊行人數超過 1

萬人，澳門警方則統計約有 2,400 人(澳門日報，2007.5.2)。澳門治安警察局派出近千名

警員到場維持秩序，期間遊行群眾和警方爆發了幾次衝突，警方稱在混亂中為防

止發生人踩人慘劇而對空開 5 槍示警，另外還施放胡椒噴霧驅散人群，並有 10

名示威者被捕(文匯報，20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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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政府於 5月 2日對遊行期間所出現的嚴重不守法事件表示譴責，並稱絕

不容許並堅決追究任何踐踏法紀、甚至蓄意破壞澳門穩定發展大局的行為。澳門

行政長官何厚鏵於 5月 4日指出，遊行中大部分人士提出的訴求都是合理和正當

的，亦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的施政目標，但相信由於個別人士帶有一定的政治目

的，致使遊行最終發生衝突。遊行期間警員鳴槍示警，絕非鎮壓活動，也絕不可

能是警方高層指示警員開槍，當時警員鳴槍應該是基於現場形勢，為避免發生踐

踏而作出的判斷（澳門日報，2007.5.5）。中共中央駐澳門聯絡辦公室主任白志健亦於 5

月 5日表示，全力支持行政長官何厚鏵的談話，並呼籲澳門居民通過溝通、協商

解決問題，白志健亦譴責遊行的策劃者應為澳門警方開槍事件負責任（新華澳報，

2007.5.7）。 

多位澳門立法會議員均認為遊行人士的訴求可理解，但亦有守法的義務，而

刻意製造事端的人士應受到譴責(澳門日報，2007.5.2)。參與遊行的議員區錦新、吳國昌

及高天賜，則對警方在遊行過程中開槍示警認為不恰當及不能接受(澳門日報，2007.5.2)。

發起遊行的團體也對警方開槍及使用胡椒噴霧等強硬手段感到遺憾，並於 5 月 2

日發表聲明，稱警方在遊行中所採取的行動及對空鳴槍的作法是濫用警權，才導

致發生警民衝突事件，他們也絕不接受警方對開槍事件的解釋(澳門日報，2007.5.2-3)。 

 

二、經濟面 
◆澳門今年首季經濟成長 25.6% 
澳門政府表示，由於經濟增長的動力持續，澳門今年首季的經濟成長率達到

25.6%，符合社會預期。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樂觀預測，今年下半年陸續

出現的旅遊業新元素，包括大型的零售商場及會展場地相繼落成投入運作，將

為澳門經濟發展動力注入「非博彩元素」 (華僑報，2007.5.31)。但有意見認為，澳門

於今年首季雖有高經濟成長率，但生產總值已較去年第 4 季略減，加以中國大

陸緊縮居民赴澳門個人遊，可能會影響今年的經濟成長(澳門日報，2007.6.4)。 

因經濟表現頗佳，澳門失業率持續下降。據澳門政府統計，今年 2-4月的失

業率為 3.2%，較去年同期下降 0.7 個百分點。在博彩業高速發展下，澳門年輕

就業人口均較易獲取工作機會。有澳門學者指出，澳門經濟發展雖已走向國際

化，但人力素質亟待提升(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07.5.28；澳門日報，2007.5.29)。澳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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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呈上升趨勢，今年 1 至 5 月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4.62%，顯示澳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升高(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0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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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三、社會面 

◆澳門今年首季整體犯罪案件增加 17% 
澳門保安司司長辦公室於 5月 18日公布今年首季犯罪數字。澳門今年首季整

體犯罪案件增加，比去年同期多了 17%。整體案件共 3,081 件，比去年同期多了

447 件。澳門保安司司長辦公室表示，罪案數字上升主要是因為扒竊、行騙、將

假貨幣轉手等罪案有較大升幅，以及警方加強打擊非法勞工所致。澳門保安司司

長張國華表示，今年首季遣返的非法入境及逾期逗留人士有 5,736 人次，比去年

同期增加 2,798人次，升幅為 95.2%，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入境者有 366人，

逾期逗留的中國大陸居民有 3,760人，持個人遊簽註逾期逗留人士有 1,242人，被

遣返的逾期逗留外籍人士有 368人(華僑報、澳門日報，2007.5.19)。 

 
四、陸澳關係 

◆ 澳門與中國大陸簽署《CEPA補充協議四》 
中共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和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於 7 月 2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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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補充協議四》的簽署儀式。根據《CEPA補充協議四》之內容，明年起，

中共進一步在 17 個服務領域內容深化開放，並新增 11 個領域，累計開放服

務貿易領域共 38個；在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則明確指出中共將支持和配合

澳門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會，以進一步加強兩地會展業的合作，以促進

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惟有經濟學者表示，雖然《CEPA 補充協議四》擴大開放

範圍，但因部分澳門企業的規模較難跨過進入市場的門檻，故未來磋商 CEPA

進一步的內容時，業界及澳門政府必須更積極地提出切合澳門條件的方向，

才能更有效地運用 CEPA機制（澳門日報，2007.7.3）。 

 

◆廣東收緊赴澳門個人遊的簽註 

廣東省於今年 5月開始限制港澳個人遊的簽註次數，並延長辦證時間，以及

停辦商務簽註。個人遊每月只可赴澳門 1-2 次，明顯限制中國大陸居民赴澳門的

次數（澳門日報，2007.5.25）。此外，個人遊的加急簽註亦被取消，而且赴香港或澳門的

簽註不可以同時辦理，必須先辦理其中 1 個，才可再辦另 1 個（澳門日報，2007.6.7）。

中國大陸居民如需同時辦理赴香港和澳門兩地的個人遊簽註，只能親自到公安出

入境辦證大廳辦理，不能透過網路等方式辦理（澳門日報，2007.6.21）。 

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表示，中共對個人遊政策做出管理和調整是正常和合理

的。他指出，新安排短期內對澳門旅遊業增長雖有輕微調整，但相信不會對整體

旅遊業及財政收入有任何負面影響；相反地，新安排除有助紓緩口岸等方面的接

待壓力外，更能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令博彩業以外的會展業和餐飲業等得以發

展，從而促使旅遊業進一步邁向「質」的層次發展（澳門日報、市民日報，2007.5.27）。澳門

旅遊業界預期，此一政策效應對旅遊市場的影響，可能會在今年 6、7月後開始浮

現（澳門日報，2007.5.27）。 

 

五、國際面 

◆北韓被凍結在澳門的資金轉移問題獲得解決 

據報導，有關凍結於澳門匯業銀行的 2,500 萬美元北韓資金之匯款流程獲得

解決，該筆資金首先匯往紐約的美國聯邦儲備局，再由美國聯儲局匯往俄國中央

銀行，然後再由俄國中央銀行轉到俄國的遠東商業銀行，再由俄國的遠東商業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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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將資金轉到北韓所開設的戶口。分析家認為，需要動用到俄國的商業銀行，主

要是因為央行不能直接將資金轉到私人戶口（澳門日報，2007.6.12）。 

俄國財政部負責人亦證實，北韓在澳門匯業銀行被凍結的資金已被劃入俄國

遠東商業銀行。該筆資金在轉移過程中得到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俄國中央銀

行的協助。俄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在北韓被凍結資金的轉移問題解決後，六方

會談的各方將可著手落實今年 2月在北京達成的相關協議（華僑報，2007.6.24）。 

 

◆歐洲委員會擬在澳門設立歐盟中心 
歐洲委員會駐港澳辦事處（the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Kong Kong and Macao）主任魯

堂安表示，歐洲委員會計劃在澳門設立歐盟中心，希望今年年底前可以透過招標

尋找到合作夥伴，並於明年簽署合作合同，讓中心可以開始運作，並發揮聯繫澳

門與歐盟成員國的平臺作用。對於港澳地區來說，主要的合作除了貿易及關稅、

金融、民間聯繫(包括學術界)、交通、環境、衛生及食品安全 7大目標外，亦包括國

際協作、國際環保項目、教育交流計畫，以及已展開討論的移民問題。魯堂安表

示，在營運經費方面，會要求澳門當地機構提供最高 25%的經費，歐洲委員會駐

港澳辦事處則提供 75%的經費（澳門日報，2007.5.9）。 

 

六、臺澳關係 

◆臺澳加強推廣旅遊活動 

為吸引澳門旅客，「臺灣旅遊推介暨臺澳業界交流會」於 6月 15日在澳門

舉行，以加強推廣來臺旅遊之相關優惠。出席人士包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澳

門事務處處長陳崇弘、觀光局副局長謝謂君、臺東縣縣長鄺麗貞、臺南市政

府主任秘書謝世傑、臺灣觀光協會香港辦事處主任王春寶，以及臺澳兩地旅

遊業界、航空業界逾百人。澳門事務處陳處長表示，希望臺澳兩地旅遊業界

的交流、合作可以推動雙向旅遊、互惠雙贏（華僑報，2007.6.16）。 

近期澳門旅遊局亦來臺展開推廣活動，藉此加強與臺灣旅遊業界及媒體的聯

繫，並進一步拓展市場。澳門旅遊局表示，臺灣是澳門的第 3大客源市場，澳門

旅遊局將不斷推出新的宣傳活動及推廣計畫，以進一步擴大和鞏固臺灣客源（星報，

20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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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臺灣食品節」在澳門展出臺灣優質食品 
「2007年臺灣食品節」於 6月 1日至 14日假澳門新八佰伴百貨公司展出 500

多款臺灣名產及優質食品，今年已是連續第 3年舉辦類似活動。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澳門事務處處長陳崇弘、香港臺北貿易中心董事總經理劉錫威、遠東服務中心

主任駐港辦事處嚴重光等均出席活動。香港臺北貿易中心董事總經理劉錫威表

示，臺灣銷往澳門的農產品近年有逐漸增長的趨勢，今年 1至 4月在澳門的銷售

額即達到 396 萬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26.8%，他並希望透過此次活動，將更多

更好的臺灣食品介紹給澳門市民及廣大旅客（澳門日報、華僑報、市民日報、大眾報、正報、新華

澳報，2007.6.2）。 

（港澳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