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移交 7 週年情勢研析 

 港府管治威信低落，中共強勢介入港事。 
 「人大釋法」框定政改進程，壓制民主，國際高度關切。 
 港人對中共信任度下降，對「一國兩制」疑慮增高。 
 經濟略顯復甦，惟失業率居高不下，大陸挺港經濟措施成效待觀
察。 

 陸港融合深化，交互影響日深。 
 臺港溝通納入體制，互動交流待加強。 
 157件報載爭議事件考驗大陸「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一、整體評析 
香港移交至今年 7月將屆 7年，第 7年較前 6年有巨大轉變。前 6年，中

共極力克制，不明顯干預香港事務，圖維持「一國兩制」國際宣傳效果，但在

第 7年，中共強勢介入香港事務，惟中共雖緊縮管控，但港人追求民主的訴求

正在升高，對於港府及中共管治的不滿也正在累積中。 

港府不顧港人對自由人權受損的疑慮，強勢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

引爆50萬人大遊行，港人對港府的不滿情緒達到極點，香港民主派順勢集結力

量，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親中共政黨，並推動全面普選運動。惟這股追求民主

的力量，亦令中共懼怕香港情勢有流於失控之虞，為避免香港民主運動帶給大

陸省市不良示範效果，加以臺灣總統選舉結果顯示臺灣主體意識的茁壯，帶給

中共的危機感，促使中共放棄「港前中後」，不明顯干預香港事務的策略，自去

年「七一」起，強勢介入香港事務，除仍持續推出經濟挺港措施、加強與香港

各界人士溝通等懷柔策略，另一方面則發動「愛國論」思想鬥爭行動，並以「人

大釋法」框定政改範圍與時程，壓制民主力量，導致香港言論、新聞、集會遊

行等人權自由受損，引發國際高度關切。 

雖然中共緊縮對港政策，但港人對民主的堅持未減。民調結果顯示，每當

中共較明顯介入香港事務時，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就下降，對中共政權

的信任度也隨之下降。故中共的緊縮政策是否能壓制港人對民主的追求，抑或

激化港人對民主的堅持，今年7月1日的遊行，以及9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是觀

察指標。 

同時，陸港經貿及人員往來關係在去年亦有關鍵的進展，CEPA的簽定、「自



由行」的開放促使陸港融合深化，固然為香港帶來如何維持主體性的挑戰，但

「自由行」亦可能為大陸帶來民主思想的啟發，殊值關注。 

香港移交以來，臺港經貿及人員往來持續熱絡，港人亦藉由來臺參訪，體

驗我民主成長經驗，國人亦支持香港爭取更多的民主。港府雖已將與我之溝通

管道納入體制內，但互動仍待加強。未來政府將加強臺港雙方互動了解，以及

強化對在港國人的服務。 

 

二、分項評析 
（一）港人對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不滿持續攀升 
中共前「總理」朱鎔基曾批評董建華的行政團隊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貼切地解釋董團隊雖提出許多大建設計劃，但民望始終低迷的緣由。但亦有種

解釋，認為是港英政府培養的官僚文化不能配合所致。董特首在連任後，一舉

改變香港的官僚體制，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期能增強效能。 

惟香港大學長期民調結果顯示，「主要官員問責制」並未令港人滿意，反而

增加不滿意度。同樣地，港人對董特首的支持度，在香港移交前，曾達 65.8

分，但隨著特首實際推動政務後，港人對他的支持始終無法再回復到60分。甚

而在親中陣營裡也時而傳出責怪港府無能的批評，迫使「中央」出面解難，徒

增破壞「一國兩制」的聯想，亦不時有人建議董建華辭職或退居成「虛位特首」。 

董特首及港府民望的低落，除與港府效能有關，與港府處理陸港關係亦有

關。中文大學一項民調結果顯示，48﹪的受訪者認為董特首會將中共的利益擺

在香港利益之前；60﹪的受訪者認為董特首向中共「中央」負責多過向特區負

責。此種觀感在近期政改爭議中，董特首及港府高官相繼表示，應服從「中央」

行事，而得到印證。港府對陸港關係的態度（亦是對「一國」與「兩制」的立場），除使港

府管治威信不振，亦促使中共干預「七一」後的香港情勢。 

 

（二）中共介入愈趨明顯，港人對「一國兩制」疑慮愈深 
港人爭取民主所展現的力量，令中共震驚其駐港單位及港府對情勢的錯

估，並重新評估與調整對港政策。檢視中共自去年 7月以來的對港措施，可略

歸納為減緩港人不滿情緒、緊控香港局勢兩大主軸。在減緩港人不滿情緒方面，

例如陸續推出多項經濟挺港措施、擴大會見香港各界人士、選擇性會晤民主派

人士，以及發動文宣機制，營造支持氛圍等；在緊控香港局勢方面，中共藉著

調整涉港部門組織及人事、發動「愛國愛港」思想鬥爭以圍剿民主派人士、補



助研究及設立機構加強香港研究、藉由「人大釋法」框定香港政改方向與時程，

以及強硬批評國際關注為干預內政等，壓制民主力量。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長期的追蹤調查發現，港人對於北京政權的信

任感，在香港移交後逐步增高，已超越港人對港府的信任感，但是，該項民調

亦發現，每當中共較明顯介入香港事務時，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就下降，

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也隨之下降。如在移交之初，港人對北京的信任度只有

32.4％，隨著北京的克制，港人的信任度增高，在2002年達到最高點48.7％，

但在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發爭議後，在2003年即降至37.6％，後來港府撤回

立法草案，又回復到45.7％，近期中共緊縮對港政策後，又降至40.4％。故中

共的緊縮政策是否能壓制港人對民主的追求，抑或激化港人對民主的堅持，今

年7月1日的遊行，以及9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是觀察指標。 

 
（三）港人展現對民主的堅決訴求 

面對中共的懷柔與壓制策略，港人對民主的堅持未減。除了 50 萬人遊行

要求撤除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並支持民主派候選人在區議會選舉大勝親中陣

營，同時在今年元旦有10萬人遊行要求普選權，今年4月11日有2萬人參加

抗議「人大釋法」遊行，5 月30 日的紀念六四遊行，有 5,600 人參加，6 月 4

日晚上舉行燭光晚會，有82,000人參加，創香港移交以來，同性質六四紀念活

動參加人數的新高。 

惟相對於港人對民主的堅持，香港民主派的發展亦逢路線衝突及選舉衝突

整合的關鍵點。在「人大」連串釋法動作後，部分民主派人士揚言不再參與所

謂的「假諮詢」，但部分人士認為杯葛行動反而可能導致民主派被邊緣化，路線

衝突使得香港民主派面臨是要「體制內創造求同存異空間，或是體制外抗爭逼

迫中共改革」的挑戰。另今年 9月將舉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記取去年區議會

選舉中的聯合競選經驗，想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創造更大勝利，然而立法會與區

議會掌握的政治資源不同，地位的重要性亦不同，各個政黨或政團各有打算與

堅持，以致協調工作極為不順暢，這亦是民主派未來發展是更加衝突或達成整

合的重要關鍵之ㄧ，也是香港民主發展關鍵之役。 

 

（四）經濟表現略有改善，但失業率仍高 
香港的經濟自東南亞金融風暴後，表現並未如過去之亮麗，港人對於經濟

前景的信心亦逐漸動搖。自2002年以後，香港的經濟雖略有改善，但失業率仍



居高不下。此外，港府的財政赤字問題亦成為經濟成長之隱憂。 

而去年香港的經濟情況，在第 2 季 SARS 疫情爆發後，原並不被看好；惟

因疫情的衝擊未再進一步擴大，因此在第 3季以後，經濟逐漸回穩，並有所增

長。據港府之統計資料顯示，去年香港經濟成長率為3.2％，較諸於2002年1.9

％的經濟成長率，顯見經濟已有回升。但2002年香港的失業率為7.3％，去年

則升高為7.9％，近期則又降至7.1％，顯示失業問題仍不能小觑。 

去年亦是香港與大陸經濟融合深化的關鍵年，數項重要的措施包括：陸港

雙方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大陸方面陸續開放廣東、北京及上海

等地居民赴港「個人遊」；香港銀行可辦理個人「人民幣」存款業務等。但有意

見認為，以上的措施，係大陸以「經濟挺港」的方式，企圖安撫港人自去年「七

一」大遊行後，對港府管治不善及政局發展的不滿情緒，以穩定香港的政局。

而相關的經濟措施，對於提升香港競爭力及產業經濟結構的轉型，是否有正面

的助益，仍待長期觀察。 

 
（五）司法獨立性屢受衝擊 

獨立公正的司法體系是香港經濟穩定繁榮的基石，然而，自移交以來，陸

續發生許多爭議案件，打擊香港司法的公平性及權威性，連帶影響司法公信力。

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案件多與大陸因素有關，雖無明顯證據顯示係中共指示，

抑或香港司法人員自行揣摩旨意行事，但若干國際觀察組織指出，政治干預已

影響到香港的法治精神，並調降香港營商環境及法治素質的評比。 

在若干案件中，大陸因素影響法律的確定性、公平性。例如「胡仙案」（輿

論普遍質疑由於事主與中共當局關係良好而未遭起訴）、「新華社香港分社違反私隱條例」（亦未遭到

起訴，港府並以慣例為由，未說明理由）、「人大釋法」推翻香港終審法院對港人在大陸非婚

生子女居留權的判決、將「新華社香港分社」定位為國家機構，可豁免香港若

干法例的適用、對在「中聯辦」門外靜坐抗議的法輪功學員，控以「阻街」罪

名、大陸公安部門越境執法問題，以及基本法第23條之立法須先徵詢大陸意見

等，削弱香港司法獨立的威信，令香港司法獨立性蒙上陰影。 

另一方面，在陸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下，近期港府亦積極與大陸磋商兩

地法律服務之相互認可。而兩地司法關係日益密切，究是對大陸發揮正面引導

作用，抑是導致香港司法「大陸化」，殊值關注。 

 

（六）人權自由發展受損 



香港移交以來，香港傳媒仍可報導對中共及港府的評論，人們仍可透過集

會遊行抗議中共或港府的作為。但是實質改變卻在發生中。香港傳媒擁有者陸

續取得「政協」職銜，以及陸資機構陸續收購香港傳媒股份，對傳媒報導的方

向產生牽制，尤其在涉及報導政治異議人士、法輪功活動，以及涉及臺灣、新

疆、西藏的政治新聞時，容易浮現「自我審查」的情況。例如南華早報以不接

受指揮為由解僱中國版編輯；香港電臺時事評論節目「頭條新聞」因諷刺董特

首的施政報告，遭港府發出「勸諭」；新城電臺新聞採訪部主任張仲華5度抗議

新聞部高層處理特區政府負面新聞的手法而遭解僱；香港電臺欲訪問我副總

統，即遭親中陣營批判，致訪問計劃中止等。 

過去1年，香港言論、新聞、集會遊行自由尤遭到嚴重衝擊。中共官員發

動「愛國論」，並質疑民主派藉爭取民主而從事「港獨」，致民主派人士遭到強

烈批判，認為渠等言論破壞陸港關係，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亦因支持臺灣選擇自

己的前途而遭到攻訐（自去年 8 月迄今未止，其服務處亦遭人惡意破壞），近來更有民主派人士

在街頭遭人追打。另廣播電臺時事節目主持人陸續以受威脅為由辭去工作，亦

受人關注。其中，李鵬飛明指中共官員致電關注他的家人近況，令其害怕家人

安危，因而辭去主持工作（並同時辭去「港區人大」的職務）。對此，前港府「中央政策組

社會凝聚力小組召集人」關信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系主任）表示，「連串事件

是顯示傳媒被一個有組織及有計畫的戰略部署所對付」，事件亦使得400名大學

教授及研究人員連署聲明，認為香港言論自由已經亮起紅燈，要求港府應正視

此項危機。聯合國「捍衛人權組織」已受理調查事件。國際傳媒亦相繼報導相

關事件，認為「香港目前的政治張力甚為巨大，北京的干預亦是史無前例的」。

同時期，亦發生民主派所發起爭取民主的活動，找不到保險公司願意承保，以

致在申請租借場地、活動許可上產生困難。 

 

（七）國際關切香港民主發展，大陸以香港做為外交籌碼亦受關注 
香港在移交後，依據基本法仍可獨立地發展對外關係。目前港府共有 20

個駐外辦事處，114 個外國駐港機構，而同意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

入境待遇的國家或地區的數目，已增至128個。 

國際上，如英、美、歐盟、國際風險評估機構仍定期提出報告關注香港情

勢，有關中共是否能持續克制不干預香港事務，以及香港司法的獨立和民主進

程是渠等關注焦點。美國針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問題，以及中共對香港政改的

態度，發出逾20次的官方聲明或評論，甚至明示香港的民主進程若倒退，將影



響「中」美關係的發展。英國亦多次聲明希望中共信守「中英聯合聲明」，儘早

實現香港全面普選。 

大陸方面亦藉香港做為外交籌碼。依據香港基本法第13條、14條規定，

大陸「中央政府」處理與香港有關之外交事務與防務。大陸即利用香港為籌碼

來打擊我方的外交空間。例如在「九七」移交時，對在港與我有邦交國家進行

施壓，警告若不與我斷交，將關閉其在香港的使領館或降低層級；或是以梵諦

岡與我仍有邦交為由，拒絕教宗訪港。另中共亦利用主掌香港的防務，將之做

為軍事外交的棋子。當大陸與某國外交陷入惡劣關係時，大陸即不准該國航艦

到香港維修、參訪。惟大陸利用香港做為軍事外交管道，亦讓美國特別關注大

陸是否藉香港取得管制類之軍事武器，美國國會曾提出報告，警告此種可能。

近日亦有議員提案，必要時應修訂「美國香港政策法」，改變香港目前有別於大

陸的自由地區的地位，中止對香港的特別待遇，防止軍事武器機密外洩，以及

促使中共正視香港民主化問題。 

 

（八）陸港互動頻繁，交互影響日深 
香港移交以來，香港與大陸兩地的人員往來、經貿合作、基層建設的連接，

以及社會的發展都日趨密切。陸港官員互訪頻密，大陸並安排香港公務員赴大

陸進修以了解「國情」。港府統計處的調查顯示，全港在過去 1 年共有接近 24

萬名居民曾在大陸工作，佔香港就業人數超過7％。今年7月1日後，將有32

個大陸城市，約 1 億 5 千萬人口可以用「個人遊」身份至港澳旅遊（今年 5月 31 日

已有第 200 萬位抵港的「個人遊」旅客）。根據香港旅遊局表示，自開放「個人遊」以來至

今年3月，「個人遊」旅客已為香港帶來90億港元的收益。 

陸港兩地日益融合亦為香港社會帶來新問題。去年香港整體犯罪案件創新

高，是「九七」移交以來最高的一年，港府警務處處長李明逵承認，大陸旅客

至港人數增加是其中一個因素。據港府統計，去年訪港大陸旅客達842萬人次，

犯案被捕之大陸旅客有 2,123 人，較 2002 年增加 14.1％。香港大學公共行政

和政治系副教授盧兆興憂慮，隨著陸港融合，有組織的跨境犯罪活動可能會不

斷增加。 

惟影響亦可能發生在大陸上。自去年7月28日大陸開放「自由行」以來，

在去年11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今年元旦遊行活動、「四、一一」遊行（抗議「人

大釋法」）等活動中，均見大陸赴港「自由行」民眾的參與，並對港人自由意志之

表達感到羨慕。這些「自由行」旅客返回大陸後，對於港人自由生活的轉述，



將逐漸啟蒙大陸人民對民主的訴求，就像大陸開放留學生政策的影響一樣。 

 

（九）臺港溝通雖納入體制，但官方互動尚待加強 
香港移交以來，臺港民間往來熱絡，但官方關係進展緩慢。臺灣赴港旅客

人數近 5年平均每年逾 197萬人次(為訪港旅客第 2位)。香港訪臺旅客於「九七」後

亦逐年增加，近年均逾30萬人次(僅去年因 SARS 而減少)。臺港航線係全球最忙碌的航

線之一(前年載客約 699 萬，去年因 SARS 降為 533 萬)。臺灣民眾由香港轉機前往大陸的人數，

已由「九七」的82萬人次上升至2002年的121萬人次。我亦積極推動臺港司

法互助合作，期共同打擊犯罪。 

在經貿往來方面，以 2003 年為例，臺港雙邊貿易總額逾 3 百億美元，香

港為我第3大貿易夥伴，我國則是香港第4大貿易夥伴，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

逾139億美元。此外，有13家臺資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行，有15家臺資企業在

香港上市。國內廠商每年赴香港參加的商展活動約有30餘場。 

為積極促使香港各界人士了解臺灣自由化、民主化及全球化的經驗，陸委

會邀請香港各界人士（每年約 2 千餘人）來臺參訪，期使渠等實地了解與親身體驗臺

灣社會多元與經濟開放進步之風貌，並與國內有關人士及團體展開交流與互

動。陸委會並於2003年10月9日在臺首次舉辦「律動臺灣心、團結港澳情」

國慶酒會，邀請港澳人民及團體、在臺港澳學生代表、國內代表等5百餘人與

會。是次活動普獲與會人士之肯定與支持，對於維繫友我港澳居民及在港國人

的情誼，以及促進臺港交流與良性互動，深具助益。 

港府於 2002 年 6 月底發表聲明指出，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將不再續任專

責與我駐港機構香港事務局聯繫溝通臺港事務的工作，並自2002年7月1日起

改由政制事務局負責，惟雙方互動進展不易，除大陸之介入外，港府堅持按「錢

七條」辦事，立場有時更較中共保守，亦是主因。今年初，中共發起的「愛國

愛港」爭論，引發親中陣營對友我人士的攻訐，亦造成部份港人對與我聯繫抱

持觀望，民間往來亦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