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政治面 

◆ 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辭職引發「人大釋法」疑慮 

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於2005年3月10日舉行記者會宣布，基於健康理由已

向大陸「中央」請辭獲准。由於事出突然，各界紛紛議論其去職原因。有前港府

高層幕僚人員表示，董建華已患「心身症」，身心疲累（明報，2005.3.7）；亦有評論員

分析，董建華去職係因大陸方面不滿其長期以來之治港績效不彰，因而換人管治

（香港經濟日報，2005.3.2）；惟亦有論者認為，隨著胡溫體制之逐漸鞏固，董建華與江澤

民同在此時退職乃是必然（蘋果日報，2005.3.18），惟上述揣測均無法獲得證實。另由於

基本法未規定補選後的行政長官任期，因而有部分人士主張由「人大釋法」平息

任期爭議，但也引發破壞司法獨立及「一國兩制」的疑慮。香港傳媒指出，有關

補選行政長官任期爭議的處理，將是胡溫所強調的「以法治國」的試金石（蘋果日報

社評，2005.3.21）。 

 

◆ 香港暫緩政治議題公投 

被歸類為香港民主派的無黨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於2004年10月18日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以全民公投方式，決定2007年行政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選舉辦

法的動議，引來北京方面強烈批評是「玩火自焚」，港府更表明不會舉辦公投。民

主派人士亦委託學者組成「全民投票研究組」，研議由民間舉辦普選公投。該小組

於2月15日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有條件舉行公民投票，但尚不宜在現階段舉

行有關2007年及2008年普選的公投，以免議題本身引發劇烈分歧，惟建議先在

地區進行非政治性議題的公投。 

      

◆ 香港「民建聯」與「港進聯」宣布合併 

香港政黨「香港協進聯盟」（簡稱港進聯）宣布與另一政黨「民主建港聯盟」（簡稱民

建聯）合併，新政黨名稱為「香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仍維持「民建聯」）。原民建聯

  
 



之黨員多屬基層人士，港進聯則由中產、專業人士組成，兩黨合併後，將令黨性

「跨階層」、「跨界別」（文匯報，2005.2.16）。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指出，合併旨在吸納

人才，並將在合併後加強參加直接選舉的工作（BBC中文網站，20045.2.14）。但也有10餘

名港進聯黨員認為，兩黨理念懸殊，不可能合作而退黨抗議（成報，2005.2.16）。民建聯

重要人士陳婉嫻亦表示，擔心兩黨合併後，會爆發「文化衝突」（明報，2005.2.16）。 

合併後的新政黨黨員預計將達2千人（民建聯現有1700百餘名黨員，港進聯有290餘人），為

香港第1大黨（自由黨現有800餘名黨員，民主黨有600餘名黨員），在推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

會」委員數、立法會議員數及區議會議員數，均為各黨之冠。民建聯主席馬力並

表示，將積極參與第3屆政府的組成和行政長官選舉，其動向受各界關注（文匯報、

星島日報，2005.2.17）。 

 

◆ 澳門行政會完成有關公務員薪酬調升的討論 

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於2004年年底發表施政報告時，建議公務員加薪5% (澳

門日報，2005.1.28)。澳門行政會於 2005年 2月 3日完成討論調整公務員薪俸、退休

金及撫恤金之法律草案，公務員薪酬調升將追溯至 2005年 1月 1日。調薪後，

初步預計今年澳門政府在的支出約增加2億9千萬澳門幣(澳門日報，2005.2.4)。 

     

◆ 澳門政府成立「綜合生活素質研究中心」 

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於2月28日批示成立「綜合生活素質研究中心」，正式

提升澳門綜合生活素質的研究工作。在該研究中心的統籌下，澳門的專家學者、

社會人士、學術研究機構將與外地的調研力量整合成民間智庫，為澳門的可持續

發展出謀獻策(澳門日報，2005.3.1)。 

 

二、經濟面 
◆ 港府對今年經濟表現審慎樂觀                                            

2004年香港經濟表現頗佳。依據港府統計，2004年的經濟成長率達 8.1%，

是近4年以來最高，並明顯高於過去20年4.8%的平均成長率。港府指出，香港

  
 



內部已擺脫過去的不景氣，而外部環境方面，全球經濟預計亦會持續成長。港府

分析，由於美元疲弱，將有助於香港出口品的競爭力，而旅遊業方面也因為迪士

尼樂園即將開幕而持續興旺，進而刺激私人消費開支及新的投資。港府預測，香

港經濟在 2005年將會穩健成長，經濟成長率預計可達 4.5%至 5.5%(港府 2005 至 06 年

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對於香港2005年的經濟成長，業界看法不一。東亞銀行及星展銀行大致認

為，港府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值應可達成，但匯豐銀行及荷銀證券之經濟分析人

員，則指港府的預測太樂觀，彼等認為高油價及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將為香港經

濟帶來負面的影響 (明報、信報，2005.3.17)。 

    受惠於經濟情況好轉，失業率亦持續下降。根據港府統計，香港今年2月的

失業率為6.1%，為39個月以來的最低點(文匯報，2005.3.22)。港府財政司司長唐英年

對今年就業情況審慎樂觀。他表示，香港今年經濟會繼續好轉，在旅遊業方面，

迪士尼主題公園開幕，將會創造更多職位，勞動市場會進一步改善(新報，2005.2.22)。  

    在物價方面，香港長達68個月的通貨緊縮在2004年7月結束，消費物價通

脹指數，在過去數月均徘徊在接近零水平，但港府預測今年將首次出現1.5%的溫

和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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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府發表「2005至06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港府財政司於3月16日發布「2005至06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依據

該份預算案，由於港府的收入及稅收將上升，原先預估的2008至09年度消滅財

政赤字的目標，將提早1年實現。但在各界民意要求更多減稅優惠措施的情況下，

港府僅略提高子女免稅額及放寬申領供養父母免稅額的條件，完全沒有撥出新資

源進行扶貧工作(信報，2005.3.17)。依據一項在預算案發表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48%

的受訪港人對預算案表示滿意，滿意率較2004年增加11個百分點，港府認為此

一結果顯示港人贊同港府的審慎理財政策(信報，2005.3.18)。 

 

◆ 澳門經濟持續增長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預估，2004年澳門的經濟增長為 25%左右。近 5

年來，澳門經濟持續增長，尤其是最近 3 年，實質增長率都超過兩位數(澳門日報，

2005.1.18)。澳門金管局季報分析亦指出，2000年至 2004年，澳門經濟達到平均逾

8%的高增長，預計 2005年澳門經濟仍然會出現正增長 (澳門日報，2005.2.3)。 

 

◆ 澳門失業率為4.1%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2 月的失業率為

4.1%，較上期下降 0.1%，較 2004年同期下降 1.4%(華僑報，200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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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面 

◆ 43%的港人認為傳媒有自我審查現象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網站公布的港人對香港新聞傳媒評價的民調結果，有58%的
受訪者表示滿意香港的新聞自由程度，亦有25%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傳媒的報導

盡責，以及有69%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充分發揮言論自由，但亦有59%的

受訪者認為傳媒誤用新聞自由。此外，有43%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自我審

查現象，認為傳媒沒有自我審查者只佔39%；另有56%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傳媒

在批評大陸當局時有所顧忌，但認為傳媒批評港府時有顧忌者，則只佔23%。 

    主持該項民調計畫的鍾庭耀博士表示，港人認為傳媒在批評「中央政府」時

有顧忌的比率，遠高於認為傳媒批評港府時有顧忌的比率，這種現象在香港移交

後其實一直存在（香港民意網站，2005.2.24）。 

 

◆ 首席法官呼籲港府不應以政治手段權宜解決問題 

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出席新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時，不點名批評港府

與房委會在處理「領匯」訴訟的方式。他表示，香港法院近年需要處理愈來愈多

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層面上引發重大影響的案件，雖然此種現象並非香港獨有，

在很多其他司法管轄區亦屬常見，但由於不少案件關乎憲法所賦予的各種權利和

自由，法庭因此必須保持警覺，確保個人權利和自由得到保障。他亦指出，法官

的憲法職能是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裁決居民之間或居民與政府之間的糾紛；

在政治上的角色中立，港府不應用政治手段權宜解決問題（星島日報、明報2005.2.18）。 

 

◆澳門司法警察局調整內部架構 

    為配合澳門社會高速發展，澳門司法警察局調整內部架構，將原有的博彩罪

案調查處與調查經濟犯罪的偵查部門合併為博彩暨經濟犯罪案調查廳(澳門日報，

2005.1.27)。澳門司法警察局局長黃少澤亦透露，澳門與大陸將加強資料交流、情報

交換、聯合辦案、人員培訓等4方面的合作(澳門日報，2005.1.27)。 

 

  
 



四、國際面 

◆ 美國對香港自治感到疑慮 

 美國於2月28日公布「2004年度各國人權報告」，評述全球196個國家的人

權狀況。在港澳部分，該報告認為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兩地人民仍享有基本

自由與權利，但「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4年4月否決2007年及2008年「雙普

選」，立法會影響政府政策的權力也受限制，令人懷疑「中央政府」是否容許香

港高度自治。該報告又提到，在2004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3位電臺節目主持人

相繼封口，大陸多個官方傳媒亦重提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有關愛國者才可管治香港

的言論，以及廉政公署在2004年7月就一宗貪污案，搜查7家報館及記者住所，

加上大部分傳媒在大陸有其商業利益，故傳媒易於實施自我審查，令人關注香港

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是否受到威脅。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認同美國人權年報中有關香港問題的評論，他憂

心「人大釋法」將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並造成長遠的影響，尤其2004年廉署搜

查報館一事，將更令新聞自由受到干預（明報，2005.3.2，A12）。北京則依慣例高調反駁，

指香港事務屬中國內部事務，美方不宜說三道四（大公報，2005.3.2，A11）。港府亦發表聲

明，強調已妥善保障人權，並指在政改、選舉、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等方面均未

受破壞（港府新聞公報，2005.3.1）。親大陸傳媒亦駁斥美國單邊主義，例如澳門日報舉美軍

伊拉克虐囚案為例，批評美國的人權報告表現出來的「君臨天下、強加於人的架

勢」是人權領域中的「單邊主義」，無助於世界人權的保護（澳門日報，2005.3.2.，A9）。 

在澳門方面，該報告認為，澳門居民仍享有基本自由，權利亦受到法律保護，

司法仍維持獨立，未有大陸駐軍侵犯人權的事件，但是亦有下列問題：居民改變

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立法會的立法權受到限制，以及罷工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未

受到保護等。 

 

◆ 葡國總統率團出席「2005粵澳─葡萄牙經貿合作交流會」 

    葡萄牙總統桑帕約於1月 16日率領葡國商界代表團抵達澳門，以出席 1月

17日舉行的「2005粵澳─葡萄牙經貿合作交流會」。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表示，

  
 



  
 

葡國總統此次訪問將對澳門做為大陸與葡國及歐盟部分國家、葡語系國家的經貿

合作平臺，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華僑報，2005.1.17)。 

 

◆ 日本給予澳門居民免簽證待遇 

    自2005年3月24日起，澳門特區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證到日本旅遊，最多

在當地逗留 90 日。日本駐港總領事北村隆則表示，日本政府給予澳門居民免簽

證待遇的決定，將可加深雙方的友好關係，並藉此相互推動兩地的旅遊業發展。

澳門旅遊業議會理事長胡景光亦預估，未來到日本旅遊的澳門居民將增加 10%至

20%(澳門日報、市民日報，2005.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