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陸領導人對香港政制發展設限 

   中共領導人於今年 3月「兩會」開會期間，除發表「挺曾」言論外，也對

香港的政制發展發出警告。 

    針對泛民主派特首候選人提出涉及限縮「中央」委任權的政見，全國「人

大副委員長」成思危提出警告，指香港不要再搞政治、不要再花精力「搞搞震」。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也表示，政治體制是「中央」的權力，特區

的政治體制若要改變，決定權在「中央」 (香港經濟日報、文匯報，2007.3.8)。 

    有評論指出，「中央」擔心香港爭取雙普選的意見凝聚起來，因而強力批判

泛民主派的主張，但「中央」的言論不僅實際上收窄了香港的自治範圍，也迫

使越來越多香港政治團體更積極地投入爭取民主的行列，並令不同階層的香港

民眾走向臺前爭取民主，希望港人可以儘快全面當家作主(社評，蘋果日報，2007.3.9；

信報，2007.3.14)。 

    

◆香港與大陸簽署「人民幣」債券備忘錄 

港府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於1月中旬率團赴大

陸，與大陸「人民銀行」磋商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事宜，並簽署在香港

發行「人民幣」債券備忘錄。任志剛表示，香港會在2月底建立「人民幣」即時

支付系統，希望大陸可以在今年第2季推出管理辦法，在香港發行首批「人民幣」

債券，同時港方也希望爭取在大陸註冊的香港銀行也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

唐英年稱，此舉有助於香港累積相關經驗，成為大陸金融開放的試驗場(商報，

2007.1.17)。 

 

◆香港CEPA優勢持續萎縮 

據香港媒體報導，隨著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渡期完畢，2007年開始

全面實施入會承諾，部分服務業給予外商的優惠，已與大陸及香港簽署的更緊

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下的條款一致，CEPA的優勢已在縮減。如2006年港商透過

CEPA申請服務業證明書的數目便再少57%至僅106份申請獲批。香港世貿組織研

究中心主席王貴國分析，CEPA服務貿易受歡迎程度較貨物貿易低，原因是服務

業多涉及投資活動，而港商很早便透過相關途徑進入大陸服務業市場；此外，

  



  

最近大陸與東協簽訂區域貿易協定，內容與CEPA相若，例如與香港產業結構類

似的新加坡便可透過協定進入大陸市場，令港商在大陸面對的競爭將更為激烈

(蘋果日報，2007.2.12)。 

 

◆ 港府對大陸孕婦赴香港設限 

    由於大陸婦女在香港所生子女可獲香港永久居民身分，加上港澳「個人遊」

的便利，近年來大陸婦女在香港產子數目急速增加，2006年大陸孕婦在香港所

產下的嬰兒數目為1萬2千餘人。因渠等佔用香港醫療資源，引發港人普遍不

滿。港府除與大陸方面研商因應方案外，醫管局亦提出數項措施，希望能降低

大陸孕婦赴香港產子的誘因，相關措施包括：大陸孕婦在香港公立醫院產子費

用由港幣2萬元增至3.9萬元、由港府統籌所有在香港孕婦的產前檢查服務、

增加醫院產房及床位、增聘護士等。此外，港府入境處也公布限制懷孕後期之

大陸孕婦入境(明報，2007.1.9；星島日報，2007.1.11)。 

    雖有學者贊成對父母均非港人者提高收費，但質疑港府措施之聲音仍較

多，其中有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港府的措施未必能保證香港孕婦可優先使用

醫療服務。另有評論指出，提高收費之成效甚微，大陸孕婦動機在令其子女成

為香港永久居民，故應思考修改基本法或訴諸「人大釋法」 (明報，2007.1.6；香港經

濟日報、明報，2007.1.9；信報財經新聞，2007.1.4；星島日報，2007.1.11)。 

 

◆粵、港、澳就港珠澳大橋的大部份項目達成共識 

中國大陸「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湯炳權於 2 月 3 日出席「廣東省政協港

澳委員聯組討論會」時，介紹港珠澳大橋的最新進展。他表示，粵港澳三方

已就大橋口岸設置和投、融資方案達成共識，大橋主橋將向社會融資 310多

億元建設，口岸設施和三地接線(引橋)的建設費用將由三方各自負責，預計建

設費用達 200 多億元。粵港澳三方亦決定採取「三地三檢」方式（澳門日報，

2007.2.4）。中國大陸「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陳善如表示，目前粵、

港、澳三方已就大部份的項目達成共識，只剩 3個口岸的位置未定，相信最

快會在 1年多後動工（星報，200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