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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情勢 

    本季香港政治情勢因港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再興波濤。港府雖於4-6月間多

次加強宣導，並與多國駐港領事會面說明，惟仍難消除疑慮，社會各界持續群起反對，

香港民陣等團體發起多次遊行，參與人數屢創新高，6月間短期內2度百萬人示威，引

發國際高度關注。面對廣大民意壓力，港府宣布暫緩修例，繼之多次稱已完全停止修

法，惟民間仍希港府回應「完全撤回修例」等訴求，否則將持續示威遊行。受相關情

勢影響，今年香港「六四」紀念晚會、「七一」遊行參與人數均超越過往。另本季占

中運動主要參與者戴耀廷、陳健民等8人被控罪名成立，並分別判處數個月不等的監禁

或社會服務，泛民立法會議員、臺灣公民團體、英美駐港總領事，及國際媒體均稱是

項判決嚴重損壞「一國兩制」、扼殺香港基本自由。 

在經濟社會方面，香港 2019 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為 0.6%，遠低於 2018 年第 4 季

的 1.2%，失業率持平，通貨膨脹風險略有下降，並續受控制，惟港府表示全球經濟表

現持續疲軟，服務輸出及貨品出口均有趨緩，僅旅遊業成長帶來支撐。香港終審法院

裁定同婚公務員配偶可同享已婚公務員福利，該判決或將成香港未來同志伴侶爭取平

權的重要依據。另本季香港麻疹、鼠傳人 E 型肝炎、非洲豬瘟等疫情齊發，考驗其醫

療防疫體系之應處能力。 

本季香港續與國際社會就自由貿易、促進投資等議題進行合作，並連續 2 年於洛

桑全球競爭力排行第 2，位居新加坡之後；英國國會及歐盟年度報告均指香港 DQ 立法

會議員資格、取締民族黨，以及拒發外國記協副主席馬凱簽證等，令香港言論自由及

法治面臨風險，憂慮「一國兩制」逐漸走向「一國 1.5制」，有損香港高度自治及國際

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另有美、英、歐盟及加拿大等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與商會皆對「逃

犯條例」修訂表達強烈憂慮，關注對其在港國民及經濟利益之影響。 

 

澳門情勢 

    本季澳門政治、社會穩定運作，並與葡萄牙簽定 1999 年以來首份移交逃犯雙邊

協議。第五屆澳門特首選舉定於 8月 25日舉行，現已有賀一誠等 5人宣布參選，惟參

選人需獲 66 位以上的選舉委員提名方能獲得候選資格，5 位參選人能否順利取得資

格，有待觀察。 

    在經濟方面，2019年澳門首季經濟成長率為-3.2％，終止 10季以來的正成長，主

因包括整體需求轉弱、增長動力不足所致；澳府官員稱美中貿易對澳影響尚不明顯，

惟國際經濟波動恐間接減少澳門貨品出口和旅遊消費收益，進而影響全年經濟表現。

2019年 3-5月持續維持 1.7%之低失業率；民調顯示，澳門青年之自我競爭力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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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 成受訪青年不瞭解大灣區相關規劃。另澳府就課徵旅遊稅展開政策研究，惟業界

憂徵稅恐不利澳門形象及中小企業經營，此外，澳府擬補助部分常居橫琴之澳門民眾

參加珠海醫保，惟媒體質疑獨厚居陸人士，有失公平。 

 

臺港澳關係： 

    針對港府以解決在臺發生之港女命案及填補司法漏洞為由，修訂逃犯條例，我方

多次明確表示，在我國家主權被侵犯及國人被移送到中國大陸的疑慮風險未排除前，

不會在「逃犯條例」修訂的前提下與港府協商，亦不同意個案移交之立場。臺港澳民

間交流持續活絡，為增進在臺港澳學生對臺灣多元面向及在地產業瞭解，陸委會辦理

「小鎮漫遊、地方創生」文化體驗營，共有來自臺灣 28 所大學計 50 位港澳生參加，

活動深獲好評；另續辦理「香港學生金門體驗營」、「港澳青年臺灣知性之旅」等活動，

共有數十位港澳大專院校學生參與，並高度肯定活動安排，有助渠等感受臺灣不同領

域的人文內涵。 

 

陸港澳關係 

    本季中國大陸持續推出優惠港澳措施，包括提升港澳回鄉證功能、同享珠海社會

補助政策、放寬港澳電影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管制等，並於港澳發行人民幣國債，其中

澳門係首度發行，港澳政府均對此表示歡迎，稱有助金融債券市場發展。此外，陸港

續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藥品監督、地質災害等議題進行合作交流；陸澳則就海

上絲綢之路聯合申遺、文化、食品安全、檢疫及海關合作等領域簽署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