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政治面 

◆大陸第 3度對香港基本法進行釋法 

由於香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於今年 3月 10日辭職，故須進行特首補選，

但基本法未規定補選後的特首任期係原任特首剩餘任期 2年，或是應以新 1

屆特首任期 5年計算，引發正反意見的爭執。港府擔心有人提起司法覆核，

延宕補選時程，故提請「人大釋法」（港府新聞公報，2005.4.6）。中共「全國人大常委

會」於 4月 27日通過關於香港基本法第 53條第 2款的解釋，確認補選產生

的行政長官任期為原行政長官未任滿的剩餘任期。 

「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表示：「如期選出特首是唯一大道理，其

他道理都要讓路」（太陽報，2005.4.22）。港府也發表聲明，強調釋法是及時與必需的

（港府新聞公報，2005.4.27）。 

香港民主派對於「人大釋法」表示失望與極度遺憾。民主黨主席李永達表

示，本次釋法粗暴踐踏基本法，損害香港基石，釋法會陸續而來（明報，2005.4.28）。

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亦強調，港府不應該在法院處理有關特首補選任期之

際「先發制人」強行要求釋法（信報，2005.4.28）。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戴耀庭

也表示，這次釋法並非涉及重大憲政原則，釋法的理據薄弱，純粹為確保特

首補選順利通過，一旦釋法變成常規，必然對香港法治有長遠的影響（信報，

2005.4.28）。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馬嶽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公共

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亦表示，密集的釋法（香港移交近 8年，已有 3次釋法）可能令港人

麻木，對基本法也失去信心，這對香港法治將有不利影響（蘋果日報，2005.4.6）。 

 

◆曾蔭權繼任香港行政長官 

特首補選之候選人提名於 6月 16日截止，前港府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成為

唯一的有效候選人，因而自動當選（依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由 800名選委選出，有意競選者，

  
 



必須獲得 100名以上選舉委員提名參選，曾蔭權共獲得 714名委員提名，已不再有人可以獲得足夠人數提名參

選）。曾蔭權於 6月 2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宣誓就職，並獲大陸高層（包括胡錦濤、

溫家寶及曾慶紅等人）接見，這也是香港特首第 1次在北京就職。 

     曾蔭權表示，將以「以民為本」、「締造和諧」為施政方針，加強施政能力、

締造和諧社會，發展經濟。他期望能建立良好的立法行政關係，並以民意訂定

政策優先次序。他也指出，雖然基本法第 23條立法是行政長官的責任，但現

在時間不夠（只有 2年任期），民情亦不支持去做，所以 2年內不會重啟基本法第

23條的討論，除非有特別的原因發生。在臺港關係方面，他表示，在目前兩

岸有正面發展的情況下，香港會繼續做積極的工作，在商業、貿易方面，維持

本身的中介角色。 

    大陸「中央」涉港事務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駐港機構（「中聯辦」、「特

派員公署」、「解放軍」）主管人員及香港親大陸陣營均向曾氏表示道賀。民主派則對港

府不會推動基本法第 23條立法仍表疑慮。香港輿論普遍期望曾氏平衡陸港價

值衝突。英美政府除發電祝賀，並期望香港堅持改革。國際傳媒如亞洲華爾街

日報、泰晤士報、海峽時報等則指曾氏並未經歷真正的選舉，只是北京欽點的

人選，不是民主的選舉。 

 

◆ 香港持續舉行「七一」遊行並舉辦模擬公投 

結合 40餘個香港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在 2003年 7月 1日成

功發動 50萬人參加「反對基本法第 23條立法」大遊行。去年又在 7月 1日

發起「爭取普選」大遊行，動員 20餘萬人參加。今年「民間人權陣線」持續

在 7月 1日舉行「爭取全面普選，反對官商勾結」遊行，同時兼辦模擬公投，

讓民意表達對於實行全面普選的態度，有 2萬餘人參加遊行，7400人投票，

其中 98%贊成 2007年普選特首，99%贊成普選立法會。 

此次遊行之主辦單位發言人表示，對於人數減少不感失望，因為在董建華

下臺、民望較高的曾蔭權上臺、香港經濟好轉等因素下，仍有數以萬計的港

人遊行爭普選，已顯示港人對普選的堅持（星島日報，2005.7.2）。負責模擬公投的發

  
 



言人亦表示，雖然此次公投無約束力，但希望透過公投進行公民教育，以及

累積日後進行公投的經驗（信報，2005.7.2）。 

雖有部分傳媒批評遊行人數不多、「模擬公投」悖逆主流民意、不利社會

和諧，「公投」即意欲搞「港獨」（文匯報、大公報，2005.7.2），惟亦有報社以社評指出，

北京與港府應細心解讀遊行，建構制度，疏導民怨，並迅速回應港人對民主的

訴求（蘋果日報，明報，2005.7.2）。長期主持民意調查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王家英博士亦表示，經濟復甦及董建華下臺是遊行人數減少的原因，但仍有 2

萬人堅定不移公開發聲，其實不算少數。根據該研究所的民調顯示，有 60%的

港人支持 2007年及 2008年雙普選，只是港人不喜歡遊行抗爭，港府不應錯誤

解讀民意，拖延政改步伐（蘋果日報，2005.7.2）。 

 

◆ 澳門第 3屆立法會選舉完成選民登記 

     澳門第3屆立法會選舉將於 9月 25日舉行，選民登記已於 5月 28日結

束（星報，2005.5.30）。澳門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表示，此次登記的自然人選民

共 22萬零 6百餘人，法人團體為 905個，其中自然人選民中有 6萬 3千多人

為新登記選民（澳門日報，2005.6.13）。有議員呼籲澳門政府要加強居民的公民教育，

並完善法制、提高登記門檻、防止賄選，以提倡健康的選舉文化（澳門日報，

2005.6.14）。 

 

◆ 澳門政府成立法律改革辦公室 

     澳門法律改革辦公室主任朱琳琳和副主任沈偉強於4月 12日就職。朱琳

琳認為，法律改革辦公室的設立，是澳門政府落實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合理調整

法務資源及深化法制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澳門日報，2005.4.13)。澳門行政法務司司

長陳麗敏在出席法律改革諮商委員會首次大會時表示，法諮會目前的工作，主

要是討論修改「商法典」、「道路法典」及「公務員公積法律制度」3項法律(澳

門日報，2005.4.26)。 

 

  
 



二、經濟面 
◆香港首季經濟成長率為 6%                                           

    香港今年首季的經濟成長率為 6%，是香港經濟連續 7季的成長。港府經
濟顧問郭國全表示，香港經濟於今年下半年面對多種不明朗因素，包括原油價

格上漲、美元轉強、亞洲經濟轉弱及歐美對大陸紡織品及成衣的保護主義抬頭

等；但另一方面，香港內部消費及投資信心增強、迪士尼公園開幕刺激旅遊業

等，則屬於正面因素，因此全年經濟成長 4.5%至5.5%的預測值仍維持不變 (信

報，2005.5.28)。 

    金融機構對香港今年經濟情況尚屬樂觀。銀行公會主席和廣北表示，首季

成長 6%是頗快的增幅，令人鼓舞。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亦滿意香港首季的經

濟表現。惠譽國際則指出，消費及投資成長將持續帶動香港的經濟，預測今年

香港經濟成長為 4.6% (太陽報，2005.5.28)。 

    隨著經濟情況好轉，失業率持續下降，5月之失業率為 5.7%，為 2001年

8月以來的新低點。失業率下降之行業包括建築業與製造業。港府表示，整體

勞動市場的氣氛大致保持良好 (港府新聞公報，2005.6.16)。  

    在物價方面，港府預測今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1.5%，通貨膨脹仍處

於相當低的水平。銀行業者指出，香港現處於低通脹，須進一步觀察高經濟成

長，是否帶動通貨膨脹(太陽報，2005.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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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發表「2005至 06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據香港媒體報導，香港已超越東京及倫敦，成為全球第 3大融資中心，在

過去 10年為大陸企業融資達 1,100億美元。港府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表示，為

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港府已加強推行資產管理中心，進一步

強化管理，防止洗黑錢，從而達至國際水準，吸引更多資產轉移到香港管理及

投資。香港去年成為全球第 3大融資金融中心，第 1位是紐約，第 2位是西班

牙(文匯報，2006.6.7)。 

 

◆ 澳門經濟維持增長 

去年澳門經濟增長高達 28%，惟通貨膨脹亦開始呈現。有經濟界人士表示，

由於地產市場暢旺，預計在屋租上升的帶動下，澳門今年的通脹將在 4%至 5%

（澳門日報，2005.5.16）。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指出，澳門生產總值(GDP)經去年高速增長

後，今年第 1季的增長速度回復正常，雖較去年第 4季的 18.1%為低，但在博

彩總收益、旅客消費上升，及多項大型工程全面展開等因素的帶動下，仍有

8.5%的經濟增長幅度。有學者表示，由於目前澳門生產總值成長的主要動力仍

集中在博彩旅遊業，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若人力資源及產業多元問題在未來

數年仍未改善，則澳門的經濟增長恐存有一定程度的隱憂（澳門日報，2005.6.8）。 

 

◆澳門失業率維持 4.1%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就業調查結果顯示，2005年 3月至 5月的失業率為
4.1%，與 2月至 4月相同。另建築業的失業狀況持續好轉，零售業、製造業和

飲食業亦有改善，但運輸通訊及倉儲業則較 2月至 4月稍差（華僑報，200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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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面 

◆有 50%的港人認為人權倒退 

   根據公民教育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進行「國民身
分與國家意識」的民調結果顯示，有 2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23%的

受訪者指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73%的受訪者以身為中國人而自豪，但仍有 72

％的受訪者強調，有些在大陸發生的事令他們感到羞恥（蘋果日報，2005.6.2）。該調

查亦發現，有 50%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移交後，人權狀況有所倒退（不同意倒退的有

31%），比 2002年的調查，下跌 7個百分點；在 1998年，認為人權狀況倒退的

只有 20%（明報，2005.6.2）。 

    該調查也發現，有 59%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儘快舉行立法會

及行政長官普選，不同意的只有 16%；另有 83%的港人認為，即使遊行帶來不

便，依然要保障遊行集會的自由（明報，2005.6.2）。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香灼璣表

示，該調查結果顯示，港人支持國際普遍認同的民主人權等價值，也充分反映

港人的國民意識建立在香港做為一個多元、自由和開放社會的基本價值上（蘋果

日報，2005.6.2）。 

   

  
 



◆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港警拘捕法輪功學員不合法 

 香港終審法院裁定香港警方拘捕在「中聯辦」門外靜坐抗議的法輪功學員

不合法。5名法輪功學員當時遭警方以「阻差辦公」及「襲警罪」拘捕，終審

法院在 5月 6日裁定靜坐示威是基本法賦予的和平示威權利，警方以「阻街」

罪名拘捕他們並不合法。終審法院還指出，若市民遭非法拘留時，有權適當反

抗（明報、信報、文匯報，2005.5.6）。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回應終審法院判法輪功

學員在「中聯辦」門外靜坐示威脫罪之事時表示，有些人在「中聯辦」門外靜

坐示威，甚至安營紮寨，攻擊北京和中共領導人，令大家對這個都挺反感的（明

報、東方日報、文匯報，2005.5.12）。 

 

◆港澳簽署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 

    澳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於 5月 20日代表澳門政府，與代表香港政府的香

港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香港簽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根據此協議，正在香港服刑的澳門居民或在澳門

服刑的香港居民，均可申請選擇返回原居地服刑（華僑報，2005.5.17；市民日報，2005.5.21）。 

 

四、國際面 

◆國際關注「人大釋法」損害香港自治 

 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指北京收緊香港主權，減慢香港

民主發展步伐。該報告指出，香港由於補選行政長官，再次出現「釋法」爭議。

「人大常委會」去年否決香港在 2007年及 2008年實行雙普選，堵塞了香港有

關選舉改革的辯論，是對「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嚴正考驗，使人關注

北京正阻撓香港的民主化（星島日報、明報、信報，2005.4.14）。        

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在日內瓦聆訊香港落實「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報告時，有委員指出，「人大常委會」就補選特首的任

期進行釋法，是繞過法院，損害香港的法治、良好管治及「高度自治」，要求

港府將委員會的不滿轉達給北京（信報、蘋果日報，2005.4.30）。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2005年全球人權狀況年報指出，「人大常委會」今年 4

月「釋法」否決香港 2007年及 2008年雙普選，限制了香港推動政治改革的自

由，引起各界對香港人權受到蠶食的高度關注。該報告亦提及民主黨立法會候

選人何偉途，去年涉嫖妓被大陸行政拘留，指事件被普遍認為是出於政治動機

（信報、明報，2005.5.26）。港府發言人回應該組織發表之年報時表示，香港一向享有

開放和包容的美譽，且尊重人權，對於該年報未能反映香港的實況，深感失望

（明報，2005.5.27）。 

 

國際風險評估報告呼籲北京勿干預香港司法 

「政經風險顧問公司」發表司法制度排名，香港在亞洲 12 個地區中排名

首位，以 0.02分之微稍勝排名次席的新加坡。該報告指出，「九七」移交後，

外商對香港的司法制度仍有高度信心，但法庭裁決亦出現爭議。該報告認為，

北京能透過解釋基本法來干預香港的司法制度，港人亦質疑北京再三運用有關

權力。雖然目前並未顯示大陸干預警方或法庭之每日活動，但北京清楚表示，

「人大」有最終權力影響香港的法律。該報告指出，若北京不智或過度使用釋

法權，將嚴重影響香港聲譽（東方日報，2005.5.31）。 

 

◆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啟用 

    澳門東亞運動會將在今年10月底揭幕，澳門旅遊局預計，運動會舉行期

間將吸引 40至 50萬旅客（新華澳報，2005.4.22）。澳門東亞運組委會主席蕭威利表示，

澳門舉辦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的總預算約 40億元，隨著博彩公司落實投資，多

家大型賭場酒店相繼落成，加上東亞運的場館設施，均促使澳門有條件打造體

育旅遊項目（澳門日報，2005.5.20）。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已於 7月 5日啟用，並於

館內舉行大型文藝晚會做為開幕禮。 

 

◆第 45屆太平洋亞洲旅遊協會年會在澳門舉行 

第 45屆太平洋亞洲旅遊協會年會於 4月 18日開幕，共有來自 44個國家

  
 



  
 

的 1千多名代表出席。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表示，澳門政府會制訂靈活實用的

政策來推動旅遊業的持續發展，將澳門發展成為博彩、會展及休閒中心（市民日

報、華僑報，2005.4.19）。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也指出，該年會在澳門舉行，除

了可展示澳門舉辦大型會議的綜合能力外，亦可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國際知名度

（澳門日報、新華澳報，2005.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