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陸「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訪問香港，並表態挺港 

大陸「國家副主席」兼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曾慶紅於9月10至

12日赴香港，除主持9月12日的迪士尼樂園開幕儀式，並會晤港府主要官員、

香港重要商界人士、大陸駐港機構及陸資企業負責人，要求渠等「求同存異、包

容共濟」，支持港府依法施政。曾慶紅在香港期間，港府也特意安排其訪問基層

人士、養老院，塑造親民形象；而曾氏同意港府安排包括民主派議員在內的全體

立法會議員參加官方歡迎晚宴，事前被視為大陸與民主派「和解」的象徵，更有

輿論期待雙方展開「對話」，惟事與願違，曾氏在港期間並未與任何民主派人士

有任何接觸溝通。港府雖表示已將民主派有關爭取普選的連署信交給曾慶紅，但

曾氏在香港期間並未有任何回應。 

一般輿論對於曾慶紅訪問香港表示歡迎，但對於曾氏提出的「建立和諧社

會」，以及對於大陸與民主派未來關係發展，則有不同看法。有香港媒體批評曾

慶紅與富商共進早餐、參觀馬場及大學，卻無時間與民主派人士見面，是刻意避

聽民主的聲音（蘋果日報，2005.9.12），民主派議員亦對曾氏避免見面感到失望（明報，

2005.9.12）。香港中文大學王家英博士表示，曾氏此行只是一場「政治秀」，並無意

打開溝通之門，而所謂「求同存異」只是「中央」的一貫立場（蘋果日報，2005.9.12）。 

有論者指出，北京必須改變對於不同意見人士的敵視態度，並放手讓香港發

展全面民主政制，才能消民怨，達到和諧（社評，蘋果日報，2005.9.12）。時事評論員丁望

亦表示，政通人和的基礎，在於優化落實「一國兩制」的生態，首先是「兩制」

邊界的清晰，政治和法律邊界的清晰；政治歸政治，法律歸法律（信報，2005.9.14）。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曾慶紅只表示「支持特區政府」，而非如以

往支持董建華般「支持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政府」，顯示曾蔭權仍有待觀察，一

來觀察渠未來對政改方案的處理；二來避免因支持力度過大，刺激親大陸陣營對

曾蔭權的不滿情緒再起（香港經濟日報，2005.9.12.）。時事評論員李怡也指出，大陸領導

人喜歡玩弄「絃外之音」，曾氏多次強調團結、和諧，意味著親大陸陣營對曾蔭

權的不滿情緒仍高（蘋果日報，2005.9.14）。 

 

◆ 香港對大陸「個人遊」旅客吸引力下降 

  



大陸方面於2003年7月開放廣東省若干城市居民赴港澳個人遊，其後開放

範圍擴及江蘇、福建及四川各省，目前已有34個城市，約1億8千萬大陸居民

可赴港澳個人遊，各界亦多認為個人遊對於振興香港經濟多所助益。 

    惟香港一調查機構Market Insight Group 所發布的「2005自由行（即個人遊）

旅客滿意調查」結果顯示，認為香港比其他旅遊地區吸引人的大陸旅客較去年下

降27個百分點，而認為未來2年會再赴香港旅遊者，亦較去年下降23個百分點；

此外，該調查亦發現，個人遊旅客平均消費金額，由去年約1萬港元下降至今年

的7千4百港元（明報、新報、文匯報，2005.7.31）。傳媒分析指出，該項調查結果對業者

是項警訊。隨著大陸旅客旅遊經驗日漸豐富，相關的要求難免提高，而大陸又持

續放寬旅遊限制，使香港面對的競爭增加，不再是大陸旅客的唯一目的地（星島日

報，2005.8.3、文匯報，2005.7.31）。 

    

◆ 風險評估報告指出大陸是香港主要的外在風險來源 

香港「政治經濟風險評估顧問公司」於 9月份政經風險評估報告指出，大

陸是香港主要的外在風險（External Risk）來源。該報告認為，香港的頭號威脅是大陸。

大陸對傳染病的控制、空氣污染問題及兩岸關係之舉措，均足以對香港帶來重大

影響。由近年情況觀察，香港面臨的最大危機是由大陸傳入的病毒，大陸在「初

期處理失當，令香港受很大的傷害」。 

該份報告分析指出，香港除對外貿易可自主外，其他範疇則相當依賴大陸，

大陸若在經濟、民生或政治上有所波動，香港勢將爆發危機。此外，兩岸關係如

果轉壞，香港亦將面對重大挑戰；但若兩岸航運及旅遊有突破性之發展，香港的

轉口貿易亦會受到重創（星島日報、蘋果日報，2005.9.6）。 

港府於本季陸續在大陸輸往香港的豬肉中發現「豬鏈球菌」，大陸的養殖魚

類中亦檢驗出含有致癌物「孔雀石綠」，引發港人的驚慌，要求港府有所作為。

但是港府以「中國是農業大國，不想香港做壞（國家）招牌」、「全部禁了是逞英雄，

後遺症很多」（信報，2005.8.23）等理由，遲遲未宣布禁止有問題的大陸食品進口香港。

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教授張炳良表示，香港社會已普遍質疑港府是因為害

怕得罪大陸而不主動宣布禁令（蘋果日報，2005.8.1）。時事評論員吳志森也批評，在「一

國」之下，大陸省市基於安全衛生理由可以主動出擊，禁止有害食品進入；在「兩

制」下，香港政府則要瞻前顧後，遲遲不敢採取行動，難道不是「一國兩制」的

最大諷刺嗎（明報，2005.8.2.）?另一時事評論員齊銘亦指出，港府反應遲鈍的真正原

  



  

因是港府被「一國先於兩制」的包袱壓得太沉重了。他表示，3次的「人大釋法」

把香港的高度自治磨損得差不多了，因此港府從行政長官到高層官員，凡涉及大

陸之事務都要看「中央」臉色辦事。他警告：「特區政府自動放棄高度自治，與

『中央』逐漸剝奪香港的高度自治，效果是一樣的。」（蘋果日報，2005.8.1.A8） 

 

◆ 「第2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在四川成都舉行 

「第 2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於 7月 25日至 28日在四川成

都舉行，並舉行首屆泛珠三角區域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會中審議通過「泛珠

三角區域合作發展規劃綱要」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經濟工作意見」，並決

定成立泛珠三角區域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秘書處，由雲南省承辦第 3屆泛珠三

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合作洽談會，以及正式簽署「泛珠三角區域首

長聯席會議紀要」(澳門日報，2005.7.26)。「第 2屆泛珠三角經貿合作洽談會」共簽

訂了 703個合作項目，涉及資金達1,150億人民幣。澳門在會議期間簽署了

13個合作項目，涉及資金近 23億人民幣(澳門日報，2005.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