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大陸孕婦在香港產子，佔用香港醫療資源 
一批香港孕婦及其家人於2006年11月19日示威抗議中國大陸婦女在香港

產子的數目激增，致香港孕婦得不到適當的照顧。示威孕婦指出，大陸孕婦大量

佔用醫院婦產科服務，甚至導致部分香港孕婦在產房外產子、未能獲得足夠照

護，或被迫提早出院等。1週後，另有若干香港孕婦再次進行抗議 (文匯報，2006.11.20；

東方日報，2006.11.27)，顯示近年來中國大陸婦女在香港產子數量迅速增加，已引起輿

論關注，並要求港府提出有效對策。 

香港醫院管理局指出，目前香港公立醫院新生兒約有33%為中國大陸孕婦所

生；香港私家醫院聯會稱，在私立醫院方面，2005年中國大陸孕婦佔30%(文匯報、

成報，2006.11.20)。據港府統計，2004~2005年度中國大陸婦女在香港公立醫院產子所

積欠之住院費用共1,670件，計港幣1,264萬元；2005~2006年度則為2,138件，

計港幣2,858萬元，以上總共3,808件，計港幣4,122萬元(港府新聞公報，2006.11.15)。 

    香港輿論大多認為，中國大陸婦女近年不斷赴香港產子，主要是意圖獲取香

港居留權。論者稱，澳門對於中國大陸婦人在澳門所生子女，並未給予居澳權，

故無香港目前之問題(東方日報，2006.11.17；文匯報，2006.11.25；太陽報，2006.11.27；香港蘋果日報，

2006.11.20)。輿論主張港府要採取更積極措施，避免渠等佔用醫療資源 (東方日報、太陽

報，2006.11.27；商報，2006.11.28)。香港醫院管理局表示，擬自2007年起，將非香港居民

在公立醫院分娩之費用，由目前的港幣2萬元提高至3~5萬元，希望在提高收費

後，中國大陸婦女在香港產子的數目可減少20%(文匯報，2006.11.26；新報，2006.11.24)。 

 

◆中國大陸新貿易政策衝擊港商營運 
    中國大陸於2006年9月中旬發布「關於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和增補加

工貿易類商品目錄的通知」。依據該新措施，多類產品之出口退稅遭取消或降低，

另有 400種加工貿易材料禁止進口。由於在中國大陸之香港企業多屬來料加工

業，是項新措施將大幅提高彼等之營運成本，原料來源也會受限，港資企業認為

事態嚴重，恐將引發中國大陸港商之撤資及倒閉潮。 

    據統計，目前中國大陸港商之廠房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約有8萬家，

其中60%屬於來料加工企業，而塑料、鋁鋼材、造紙、木材及五金等原物料禁止

進口，將使該等企業無原料供應；另外，原享有之出口退稅率降低，則導致成本

  



  

大增。港商估計，直接或間接受影響之中國大陸港商逾萬家，並可能有 4,000

家的港資企業因之而倒閉，以及50萬員工失業(成報，2006.10.30；文匯報，2006.10.15、18、25)。

此外，有經濟分析人員認為，珠三角地區之港商等外資企業，可能因中國大陸之

新措施而轉往投資環境素質高的歐美地區，以獲取較高報酬；或轉往政治環境不

穩定，但工資低廉的東南亞國家，以降低成本(成報，2006.10.30)。港商若仍考慮留在

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僅有兩個選擇：其一為遷廠至中國大陸中西部，利用中西部

的其他優惠政策抵銷新退稅措施之損失；其二為將來料加工廠轉為獨資企業，以

享部分退稅優惠(星島日報，2006.10.30)。 

 

◆澳門與中國大陸簽署新的航空運輸安排備忘錄 
澳門政府民航局與中國大陸「民航總局」於12月11日在北京簽署新的航空

運輸安排備忘錄，該備忘錄在大陸通航地點的增加及運力的開放等方面，開拓了

兩地航空市場的空間。根據新的備忘錄，大陸通航地點由原來的37個增加至57

個，增幅為 54%；客運方面，自 2007 年 3 月開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成都、昆明和大連等 7 個地點的總客運力(包括直升機服務)由原來的 196 班次增加至

315班次，升幅多於60%；貨運方面，自2007年3月開始，除北京、上海、廣州、

深圳、成都、昆明及大連等 7 個點設有運力限制外，其餘航點不設運力限制（澳

門日報，2006.12.12）。 

 

◆「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刺激澳門的通貨膨脹 
「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亦進一步刺激澳門的通貨膨脹。當地零售業估計，

由中國大陸進口的糧油食品價格短期內可能會有 5%至 10%的升幅。此外，「人民

幣」升值也可能會影響澳門居民北上消費的意願。由於近年受到燃油運輸成本提

高的壓力，預估未來澳門的物價恐將逐步提升（星報，2006.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