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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港澳 
 

習近平訪港並出席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相關活動，強調國家主權安

全底線，稱將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惟香港民間浮現抗議

聲浪，國際社會總評香港移交20年，亦憂慮中國大陸干預日增。

另張德江視察澳門，讚揚「一國兩制」並籲澳門青年愛國。 

香港2017年首季經濟成長4.3%，澳門2017年首季經濟成長10.3%；

惟香港貧富差距創45年新高。 

中國大陸宣布在香港發行國債計畫；陸港簽署協議強化投資、經濟

技術、知識產權合作，及推進大灣區建設。 

相關調查顯示，香港青年支持「港獨」比例雖減少，但認同中國人

身分者亦減少；澳門72%中學生認同中國人身分。 

 

一、政治面 

習近平訪港，提出實施「一國兩制」之四點意見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今（2017）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訪港。在港期間，

除出席 1日舉行之「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5屆政府就職

典禮」外，並會見港府前後屆主要官員；檢閱駐港解放軍；會見香港政商界人士；

視察西九文化區及港珠澳大橋等建設，以及見證「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

建設框架協議」之簽署。 

    習於 7 月 1 日大會致詞中提出對實施「一國兩制」的 4 點意見，包括不能碰

觸「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或是「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

等底線；港府要加強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要把精力集中

在建設、謀發展上；習並稱「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都願意與之溝通。外界認為，習暗

指香港應推動基本法第 23條立法，並應加強青少年愛國教育。 

香港政黨與團體包括香港眾志、社民連、人民力量及支聯會等，在習近平訪

港期間發起抗議，包括占領金紫荊廣場及遊行等，以表達對「一國兩制」之不滿，

並要求釋放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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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赴澳視察，讚揚「一國兩制」並籲澳門青年愛國 

    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於今年 5 月 8 日至 10 日應澳門政

府邀請赴澳視察（澳門特區政府新聞稿，2017.5.8）。澳門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表示，張此行彰顯

中共中央對澳門的全面管治權，以及支持澳門發展之決心（文匯報，2017.5.11）。在澳期間，

張除至政府總部，聽取特首與主要官員的工作報告外，並赴立法會、終審法院進行

視察，另與澳門大學青年代表等各界人士座談，以及視察港珠澳大橋建設。 

張德江讚揚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榜樣，並要求司法機關須配

合維護行政主導。張與澳門教育界及青年學生代表座談時表示，希望「愛國愛澳」

成為澳門青年價值主流（澳門特區政府新聞稿，2017.5.8、2017.5.9、2017.5.10）。澳門民主派人士包

括立法會議員吳國昌、區錦新，以及新澳門學社理事長鄭明軒均藉張此次訪澳，

呼籲推動特首及立法會普選（明報，2017.5.8；論盡媒體，2017.5.9；愛瞞日報，2017.5.9）。另有港媒

表示，張德江此行大肆讚揚澳門「一國兩制」實踐之成就，並呼籲澳門青年學生

加深國情瞭解等講話，帶有勸喻及警惕香港之意，也為習近平七一來港之發言準

備（信報財經新聞，2017.5.11）。 

 

港府及候任特首公布第 5 屆政府主要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名單；梁

振英遭立法會提案彈劾 

    港府於 6月 21日公布經中國大陸國務院任命之第 5屆政府主要官員名單。21

名主要官員中，政務司、財政司及律政司，分別由現任之張建宗、陳茂波及袁國

強留任，另 17名官員亦為現任官員留任、升任或調任，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民主黨黨員）是唯一來自政府以外的新面孔（立場新聞，2017.6.21）。媒體認為，此一以公

務員為主的名單難以令人聯想到林鄭月娥強調的「施政新風格」，然正因公眾對該

團隊沒太高期望，反而能為新一屆政府帶來較平穩的開始(香港 01，2017.5.23)。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於 6 月 22 日公布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名單，32 人中包括

16 名主要官員及 16 名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為陳智思（林鄭月娥特首競選辦公室主任），所有

成員任期由 7月 1日開始。在 16位非官守成員中，有 6人屬新加入，包括任志剛、

湯家驊、黃國健、林正財、劉業強、張國鈞（文匯報，2017.6.22）。 

 另香港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 UGL 事件（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業款項事），副

主席周浩鼎提交的調查報告被發現曾遭特首梁振英修改。28 名非建制派立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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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5月 22日聯署向立法會秘書處提出彈劾梁振英的議案，稱梁振英有嚴重違法或

瀆職行為，包括藐視立法會、不恰當介入專責委員會的事務、罔顧基本法。另 259

名「民主 300+」選舉委員會成員和 24 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於 25 日發表聯

合聲明，譴責梁振英干預立法會 UGL 專責委員會的組成及運作（明報，2017.5.23、5.26、

星島日報，2017.5.18）。 

 

澳門第 6 屆立法會選舉直接選舉共 25 組提名委員會，創歷屆新高 

澳門第 6 屆立法會選舉將於 9 月 17 日舉行，提名委員會（下稱提委會，負責提名候

選人）之申請於 6 月 20 日前結束。經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於 28 日確認，

申請獲得同意之提委會中，直接選舉部分有 25 個，間接選舉則有 6 個。本次直

選提委會數目創歷屆新高，間接選舉在專業界別將首次出現差額選舉（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7.6.28；澳門日報，2017.6.22）。另本次提委會申請過程出現「重複提名」問題，據選

管會表示，目前共有 118 人涉及重複提名，已約見當事人瞭解情況，並將依法處

理（澳門政府新聞稿，2017.6.14）。 

 

梁振英率團訪問大灣區；澳門特首崔世安赴滬訪問 

   香港特首梁振英 4月 19日率領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策略發展委員會和經濟

發展委員會委員等，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陪同出訪政府人員包括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環境局局長黃

錦星、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發展局局長馬紹祥、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

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和「一帶一路」專員蔡瑩璧。 

    梁振英表示，香港是高度國際化城市，比起其他大灣區城市有 3 方面優點，

包括制度好、與國際接軌、有語文優勢，能做到超級連繫人角色；建議粵港雙方

可進一步研究在某些產業可共同發展，例如在旅遊方面，可合作吸引外國旅客，

同時到兩地旅遊；科技產業方面，可上、中、下游分工合作，香港可以做研發，

廣東其他城市可做批量生產，以免惡性競爭（香港經濟日報，2017.4.20；文匯報，2017.4.19）。 

    澳門特首崔世安於 6 月 21 日至 22 日訪問上海，期間與上海市委書記韓正、

市長應勇會面，雙方認為滬澳合作基礎深厚，期望未來在金融、旅遊、教育、科

技、體育等領域加強交流，繼續鞏固和深化合作（澳門政府新聞稿，2017.6.21、2017.6.22）。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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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安一行另於 22 日下午應邀出席澳門大豐銀行成立 75 周年暨開設上海分行慶

典，象徵大豐銀行正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並成為第一家在上海設立經營性分支

機構的澳門銀行（正報，2017.6.23）。 

 

中國大陸官員及學者重申對港全面管治權；香港泛民主派對「一國

兩制」未來發展表示憂慮 

    中國大陸與香港陸續舉辦香港移交 20週年研討會，中國大陸官員於會上評論

「一國兩制」實施情形或重申對港政策。饒戈平（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重申「一國」為「兩制」前提、「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高度自治」是

由北京當局的授權而非香港完全自治。徐澤（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前港澳辦副主任）、饒戈平

與王振民（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均強調，當香港情勢危及主權與安全，例如港獨，北

京當局有憲制權力做出干預。王振民更指當「兩制」威脅國家安全，便「無法繼

續兩制的安排」（大公報，2017.4.29；成報，2017.4.30）。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撰文質疑，王振民稱「一國一制」後香港將失去的全部，

是否包括繁榮穩定、民主、自由和法治；若是，則王振民似乎承認中國大陸制度

不如香港（明報，2017.5.12）。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強調，中國大陸在香港透

過直接或間接方法干預香港自由，已帶來負面效果，中國大陸應該反思對港政策，

若能真正落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兩制」是不會威脅國家安全（明報，2017.5.1）。 

另民主黨 6 月 11 日舉行香港移交 20 週年研討會，並發布決議文表明「民主

黨既不容許香港走向『一國一制』，亦不支持香港獨立」，該黨認為應在現時主權

框架下實踐最大程度的自決（明報，2017.6.11）。公民黨於 6月 29日發表「七一宣言」，

指「一國兩制岌岌可危」，面對中國大陸從經濟、法制上逐步逼近，港人應自律自

強，有理有節地應對，亦要避免港獨被炒作利用；宣言又指出，民主陣營沒有分

裂本錢，應積極促進跨黨派合作（明報，2017.6.30）。 

 

澳門特首崔世安宣示提升國家安全意識 

    澳門特首崔世安於 4 月 14 日表示，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

沒有「兩制」之分，澳門應當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基本法第 23 條規

定澳門應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此澳府於 2009 年制定「維護國



 

51 

家安全法」，順利完成基本法第 23 條，將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落實到該地區

立法。澳府將繼續強化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教育，讓國家安全意識在澳門廣泛提

升（大眾報，2017.4.15）。 

 

「六四燭光晚會」出席人數創 9年新低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連續第 28年在維園舉行燭光

晚會紀念「六四事件」，今年主題為「哀悼民運死難同胞、繼承烈士民主遺志」。

支聯會公布出席人數為 11 萬人，警方則稱高峰期有 1.8 萬人出席，兩個數字皆是

2008 年以來最低。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繼去年缺席晚會後，今年仍未參加。支

聯會主席何俊仁表示，滿意今年出席人數，因人數超過 10 萬；但承認支聯會在接

觸年輕人上有進步空間，未來將加強社交網絡聯繫等工作（明報，2017.6.5）。 

 

澳門文化局違規聘用人員，引發爭議 

    澳門廉政公署於今年初發表報告稱，澳門文化局未經社會文化司司長批准，

以取得勞務方式大量聘用工作人員，規避公開考招聘制度，又令員工避開利益申

報及向廉署提交財產申報等制度，帶來貪污腐敗的潛在風險。澳門文化局於 4 月

下旬召開記者會，就事件對澳府帶來嚴重負面形象，以及對社會造成不良衝擊，

向各界致歉。文化局長梁曉鳴稱，局方因 2010 年至今工作量大增，累計增設 13

個文化場館設施，及民署職能重整，新帶來 32 個公共設施，人力資源壓力沉重，

未來將遵從廉政公署建議，採取符合法律要求之措施，並建立自我監察機制和組

織（新華澳報，2017.4.25）。 

 

二、經濟面 

香港 2017 年首季經濟成長 4.3%                                              

據港府統計，香港 2017 年第 1 季的經濟成長率為 4.3%，保持自 2016 年第 2

季起呈現的成長趨勢。首季經濟顯著成長的原因包括：全球經濟環境持續改善，

外部需求持續轉強，就業情況良好，內部需求保持強韌等。港府表示，考量全球

經濟前景仍存在不少變數，故全年經濟成長仍維持今年初發布之 2-3%。惟倘全

球經濟持續改善，經濟表現將較目前預測值為佳（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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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就業方面，港府表示，2017 年 3 月至 5 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 3.2%，

與上期（2017年 2月至 4月）相同。港府表示，由於近期總體經濟大致良好，主要行業

的失業率與上一期比較，僅有輕微變動，至下半年就業情況，仍取決於外部環境

的發展（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6.6.20）。 

    在物價方面，2017 年 5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2.0%。港府表示，物價在 5

月維持溫和，反映外部價格壓力有限，以及本地成本升幅平穩。由於這些發展在

短期內將持續，通貨膨脹的上升風險在未來數月仍然受到控制（港府統計處新聞稿，

2017.6.20）。 

 

 

香港失業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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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港府統計處 

 

澳門 2017 年首季經濟成長 10.3% 

    據澳府統計，澳門 2017 年第 1 季經濟成長 10.3%，高於上一季（7.0%），主因

在於博彩服務出口及旅遊服務出口大幅成長，加以投資持續改善，以及 2016 年

首季基數較低所致。澳門經濟學者表示，在去年低基數下，今年首季經濟成長 1

成屬正常，預料次季升幅相若（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17.5.29；澳門日報，2017.5.30）。 

在就業方面，據澳府統計，2017 年 3 月至 5 月失業率為 2.0%，與上一期（2017

年 2 月至 4 月）相同。按行業統計，酒店業和博彩業的就業人數增加，建築業和飲食

業則有所減少（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17.6.27）。在物價方面，2017 年 5 月綜合消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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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指數上升 0.95%，升幅較 4 月份增加 0.15 個百分點，升幅主要由外出用膳和門

診服務收費，以及學費的上升所帶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17.6.21）。 

 

澳門失業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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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中國大陸宣布在香港發行國債計畫 

中國大陸財政部 6 月 13 日宣布，將於今年在香港分兩次發行共 140 億元人民

幣國債，上、下半年分別發行 70億元人民幣。港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歡迎連

續第 9 年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有助香港鞏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並有助香港的債券市場發展（港府新聞公報，2017.6.13）。 

 

陸港簽署協議強化投資、經濟技術、知識產權合作，及推進大灣區

建設 

    港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中國大陸商務部副部長高燕 6 月 28 日簽署投資協

議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協議於簽署當日生效。這是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架構下簽署的新協議。投資協議是中國大陸首份以

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模式開放投資准入的投資協議，包括雙方對投資准

入的實體義務承諾。除協議列明的 26 項不符措施外，中國大陸承諾給予香港投

資和投資者享有與中國大陸投資及投資者相若的國民待遇，更在特定部門給予香

港較其他外資更優惠的市場開放。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整理和更新 CEPA 及其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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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內有關經濟技術合作內容，並把「一帶一路」建設經貿領域的合作和次區域

經貿合作納入 CEPA 架構下。港府指出，兩份新協議將使 CEPA 成為更全面的現

代化自由貿易協議，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以及經濟技術合作四個重

要支柱，確保香港業界在中國大陸市場繼續享受最優惠准入待遇（港府新聞公報，

2017.6.28）。 

    港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和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 6

月 28日簽訂「國家知識產權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關於在知

識產權領域合作的安排」（簡稱「合作安排」），以深化和增進雙方在知識產權領域上的

交流合作。「合作安排」涵蓋的範疇包括 :交流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及宣傳教育等

資訊；研究和推動知識產權貿易的發展；合辦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展覽和研討會；

推展專利領域的合作（港府新聞公報，2017.6.28）。 

   另 7月 1日，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和澳門特首崔世安分別代表國家發改委、香港、廣東省和澳門，

在香港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下簡稱「框架協議」）。    「框

架協議」確立在大灣區建設中的合作重點領域，包括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

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以及支持重大合作平臺

建設。「框架協議」亦提出協調機制，簽署四方每年定期召開磋商會議，協調解

決大灣區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合作事項（港府新聞公報，2017.7.1）。 

 

三、社會面 

香港貧富差距創 45年新高 

    據港府統計處公布「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報告顯示，吉尼係數由 1971年的

0.43 升至 2016 年的 0.539，較 2011 年的 0.537 上升 0.002，創 45 年來新高。該報

告又指，香港去年最富有組別的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每月達 6.8萬元，而最貧窮

組別的每月職業收入中位數僅為 5,250元。若以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計算，香

港最富有的住戶組別，每月收入中位數達 112,450 元，但最貧窮的住戶組別僅有

2,560元，兩者差距高達 41倍（成報，201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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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辭職創 15 年新高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在 2015至 2016年間，有約 1,050

名公務員辭職，占在職公務員總數 0.65%，辭職人數和比率均為 15 年新高。公務

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認為，公務員隊伍近年人手短缺，工作壓力日增，福

利不及私營機構吸引，加上「政治層面愈來愈複雜」，預料辭職人數未來會逐年增

加（明報，2017.5.10）。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再下降  

   總部設在巴黎的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 2017年

度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下降 4名，在全球 180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 73位。

在 2002年「無國界記者」組織首度就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進行調查時，香港排名第

18位（信報，2017.5.4）。無國界記者組織報告中，以「『一國兩制』剛步入完結？」（Beginning 

of the e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為題，指香港媒體受到北京當局的影響，傳媒難以報導

香港和中國大陸政府的敏感新聞，又點名指出中國大陸企業阿里巴巴收購港媒，

以及香港蘋果日報受到壓迫情况，令新聞自由不理想（明報，2017.4.27）。 

 

香港青年支持「港獨」比例雖減少，但認同中國人身分者亦減少；

澳門 72%中學生認同中國人身分 

   香港中文大學 6月間公布之民調顯示，在 2047年後香港前途問題上，支持香

港獨立者有 11.4%，較 2016年同類調查減少 6%，若按年齡細分，25至 39歲群組

最多人支持獨立，有 21.9%；15歲至 24歲約有 15%的受訪者支持，較去年的 39.2%

減少 24％（明報，2017.6.8）。另依香港大學 6月 20 日公佈之民調，認同廣義中國人（中

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身份的港人占整體比率 34.9%，較 1997 年下降 4 個百分點；在 18

到 29 歲的香港青年中，只有 3.1%的人認同廣義中國人身份，而 1997 年的民調顯

示，此比例為 31%（大紀元，2017.6.25）。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指出，年輕人對「港獨」支持率減少與預期

有差異，估計因近一年港人對本土及「港獨」討論增加，令年輕人有所反思；加

上現時本土派人士較少有形象突出者，或令支持率下跌（明報，2017.6.8）。另有論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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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大的民調顯示，中共當局不受信任，且失去民心，因此港人不願當中國人（大

紀元，2017.6.25）。 

   依據「具較強公民責任感學聯」和「青年研究協會」調查發現，澳門年輕一

代的國民身份認同感提升，肯定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學生增至 72%，較 2014 年增

加 17%，超過 6 成中學生感到中國人的身份很重要。研究者認為，本次統計結果

應與近年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良性發展、國家實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升有關（澳門

日報，2017.6.6）。 

 

陸港簽署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港府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6 月 20 日與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咏

簽署「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該安排旨在確保兩地當

事人可通過明確及有效的法律機制執行相關婚姻家庭民事案件的判決。 

袁國強指出，鑑於跨境婚姻越來越普遍，以及家庭在中國大陸與香港均有資產

的情況不斷上升等因素，兩地不同界別也普遍認為有迫切的需要就相互認可和執

行婚姻家事案件判決訂立安排，特別是為未成年的子女，提供更確定的法律保障，

避免跨境因素或兩地法律制度的差異影響到他們的法律權利（港府新聞公報，2017.6.20）。 

 

澳門 11 月起實施攜超額現金出入境申報制度 

為預防和打擊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活動，澳門立法會 5 月 31 日通過「監

管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出入境」法律，將於 2017 年 11 日 1 日起生效。

依據該法，入境人士攜帶總值為澳門幣 12 萬元或以上的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

票據，如旅行支票等，應向海關人員申報；出境人士如被海關人員查問，亦應如

實申報，否則可被科處澳門幣 1 千至 50 萬元的罰款。申報範圍並不包括黃金和

其他貴重金屬及寶石，而中途短暫停留澳門的過境旅客亦無須申報（澳門政府新聞稿，

2017.06.12）。 

 

粵港澳舉行文化合作會議 

港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於 6 月 2 日與廣東省文化廳廳長方健宏和澳門文

化局局長梁曉鳴出席在廣東省佛山市舉行的粵港澳文化合作第 18次會議。約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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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粵港澳負責文化事宜的官員和組織代表亦出席了今次會議。會議期間，三地

簽署了關於「粵港澳共同推動『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意向書」，同意三地加

強溝通協商，共同推動粵港澳三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合

作。同時，並就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合作簽訂意向書，進一步加強三地在這方

面的合作（港府新聞公報，2017.6.2）。 

 

四、國際面 

國際社會總評香港移交 20年，憂慮中國大陸干預日增 

美國國務院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局於 6 月 7 日公布香港重要情勢發展報告，指

過去一年中北京當局有些行動並不符合對基本法高度自治的承諾。美國國務院 6

月 29日呼籲有關各方，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基本法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

中英聯合聲明中規定的「一國兩制」根本原則，美國支持香港依基本法規定實行

普選。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

員會」6月 30日分別聲明表示，中國大陸對香港公民社會和法治進行猛烈的攻擊，

包括透過綁架香港書商、干預香港法律制度和特首選舉、以及扼殺民主運動和新

聞自由，敦促港府和中共當局遵守其法律和國際承諾，保證基本法下香港公民和

居民權利。 

英國外交部 6 月 30 日表示，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給予香港的承諾，如 20

年前一樣堅定不移，希望香港在落實民主方面能夠取得更大進展。歐盟同日也發

表聲明指出，香港的成功是由法治、司法獨立、三權分立極高度自治等支撐。希

望香港按基本法重啟政改，找出一個民主、公平及公開透明的選舉制度，讓「一

國兩制」原則仍能繼續為香港、中國大陸以至全世界帶來益處（中華日報，2017.6.30）。 

中國大陸外交部針對英、美官員有關香港問題回應表示，「中英聯合聲明」已

是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惟英國亦立即回應重申，該聲明在聯合國註冊

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持續有效，英國將密切監督其實施情形（BBC 中文網，2017.7.1）。 

 

美國國會邀請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出席香港情勢聽證會 

    美國國會委員會「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於 5 月 3 日舉行「主權

移交 20周年，香港模式能否持續？」聽證會，邀請彭定康（香港最後一任總督，透過視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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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李柱銘（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黃之鋒（香港眾志秘書長）、林榮基（前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等人

出席作證。彭定康在會上表示，臺灣人民對於發生在香港的一切，都看在眼裡。

他強調如果北京對香港的承諾可以不兌現，國際將無法相信中國大陸在其他事情

上的承諾。對於英國政府的角色，彭定康強調英國有權介入香港發生的事，並希

望英國政府未來在大陸對港行為上能更大力發聲。李柱銘與黃之鋒都呼籲美國繼

續支持香港民主，黃氏並指「一國兩制」已經淪為「一國 1.5 制」，憂慮未來將變

成「一國一制」。林榮基並在會上高舉印有李明哲照片與標語，要求中國大陸釋放

李明哲與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香港蘋果日報、信報、明報，2017.5.4）。 

 

穆迪調降陸港評級，澳門則維持原有評級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下稱穆迪）5月 24日，以中國大陸整體債

務持續上升為由，決定將其評級由 Aa3降一級至 A1，與日本、以色列等同級，是

自 1989年以來首次下調中國大陸評級。同日深夜，穆迪再發出新聞稿，調低香港

信貸評級，由 Aa1 調低至 Aa2，穆迪解釋由於香港與中國大陸關係廣泛而密切，

加上兩地政治上聯繫，中國大陸信貸狀況轉差，最終會影響香港信貸品質(明報，

2017.5.25)。另穆迪維持澳門的 Aa3 評級，評級展望則由「負面」上調至「穩定」。

穆迪指出澳門財政實力、對外收支狀況、促進經濟多元政策等有利於維持澳門信

貸評級（澳門政府新聞稿，2017.05.24）。 

 

香港與印尼、法國、西班牙、瑞典簽署文化、司法、航運等合作協

定，並與澳洲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港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與印尼教育及文化部長Muhadjir Effendy於 5 月 1

日在香港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特首梁振英和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出席簽

署儀式。備忘錄象徵香港和印尼協力加強兩地的文化合作，並為促進藝術文化領

域上的合作與交流提供框架（港府新聞公報，2017.5.1）。 

港府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與法國駐港總領事 Eric Berti於 5 月 4日在港府總部簽

署關於移交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的雙邊協定。該協定列明香港與法國在移交被控

告或被定罪人士方面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

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均屬罪行，以及如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拒絕移交等（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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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新聞公報，2017.5.4）。 

港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5 月 9 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與西班牙工務及運輸

部長 Iñigo de la Serna簽署民用航空運輸協定。張炳良表示，這是香港與海外民航

夥伴簽署的第 67份民用航空運輸協定，該協定之簽署將為兩地經濟發展帶來更多

機遇（港府新聞公報，2017.5.10）。 

  港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與瑞典歐盟和貿易大臣安．林德於 6 月 28 日在

香港政府總部簽署協議，設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讓兩地青年人參與。協議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計劃生效後，雙方青年人可以申請工作假期簽證，在瑞

典或香港逗留最多 12個月。在工作假期期間，參加的青年人可從事工作以賺取旅

費。雙方每年各有 500個名額（港府新聞公報，2017.6.28）。 

港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5月 16日與澳洲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長，

宣布正式展開香港與澳洲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該協定預期包括：撤銷或削減關

稅；減少非關稅壁壘；優惠產地來源規則；簡便的清關程序；更佳的服務貿易市

場准入；促進和保護投資；法律和制度安排，包括自貿協定下的爭端解決機制。

雙方亦可能探討在知識產權、政府採購及競爭等範疇作出額外承諾（港府新聞公報，

2017.5.16）。 

 

美國務院發表「2017 年度販運人口報告」，港澳列第 2級觀察名單 

    美國國務院於當地時間 6 月 28 日發表「2017 年度販運人口報告」，港澳均列

於第 2 級觀察名單內，即未完全符合打擊人口販運的最低標準。港、澳政府均對

此發布新聞稿表示不滿，認為報告對港澳打擊販賣人口之努力有錯誤認知及解

讀，導致欠缺公允之結果，並再度強調港、澳近年就打擊人口販運具體工作內容

之成效（港府新聞公報，2016.6.27；澳府新聞稿，2016.6.28）。 

 

（港澳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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