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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反「逃犯條例」抗爭觀察 

前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主稿 

 

▓ 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引發議論，港民發起多次大型示威集會；

抗爭主要原因包括中共不再重視港商經濟利益和投資環境、「一

國兩制」立場改變及打壓港獨意識組織。 

▓ 香港主權雖已移交，但民心並未回歸，修例事件引誘發香港年青

族群積累已久的不滿與憤怒，除再次帶動移民潮外，民眾亦更堅

定支持民主運動。 

 

（一）事件背景 

今年 6 月 9 日，香港 103 萬人上街抗議林鄭月娥政府引進「逃

犯條例」的修訂案。香港人明顯感到憤怒。2014 年 8 月底中共人大

常委會就政制改革的決議拒絕民主普選行政長官的訴求，過去 5 年，

他們感受到法治逐漸地受到侵蝕。「逃犯條例」修訂案容許香港人因

在中國大陸或外地的罪行被引渡回中國大陸受審；香港人認為公平

審訊是其基本政治權利，他們對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沒有信心。除

民主運動的支持者以外，商界人士亦感到憂慮，因為在中國大陸做

生意，很容易牽涉入行賄、逃稅等事宜。 

大遊行當天晚上，港府拒絕讓步並申明該條例的有關立法程序

會如期推進，條例的內容亦不會改動。林鄭承認立法的建議並非來

自中央政府，不過條例的修訂就清楚得到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過

去數月，香港不少親中團體到北京訪問，得到韓正（負責港澳事務的政治

局常委）及以下的政府官員接見，鼓勵他們支持「逃犯條例」修訂。

建制陣營原先有少數商界領袖、立法會議員及學者曾表示保留意見，

至此亦轉為緘默。6月 9日大規模遊行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翌日即

宣佈有關議案討論的時間表，並定於 6月 20日進行投票。這種傲慢、

不理民意的態度激起市民，特別是年青人的強烈反感。後者在 6 月

12 日立法會據時間表開始審議議案的早上，成功包圍立法會阻止其

開會。其後下午出現與警方的衝突；其間警方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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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被批評為過份使用暴力。絕大多數市民傾向同情年輕的示威者。

示威的高峰期估計有四萬人參與，衝突中最少有 72人受傷。 

雖然林鄭月娥 15日召開記者會，宣佈「逃犯條例」修訂暫緩；

但 16日仍有 2百萬人上街要求撤回條例修訂。林鄭在記者會的傲慢

態度無疑是一個因素。到 18日，特首再開記者會，公開向全體市民

道歉，表示預備到明年 7 月本立法會會期結束時，條例修訂案會自

動作廢。但她拒絕下臺，亦拒絕民主運動的其他訴求，包括正式撤

回議案，收回 6月 12日衝突「暴動」的定性，釋放被捕示威者以及

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濫用暴力。 

 

（二）整體評析 

自上世紀 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以來，中方一直重視

投資者的利益，因為他們明白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資金可以

很容易撤走。但這次工商界和外資雖然公開反對，林鄭政府的稍微

調整讓步沒法消弭其基本問題，就是對由中共領導的大陸司法制度

缺乏信心。北京與特區政府認為應付他們眼中反對派和異見人士的

挑戰，較保護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更為重要。 

港人大多認為中共當局不斷收緊其對港政策，是造成這次危機

的主因。首先中共領導層認為香港經濟非常依賴中國大陸；而近年

中國大陸驕人的經濟成就，顯示香港對中現代化的貢獻已日漸走下

坡。這種態度反映於香港親中陣營領袖和大陸訪港人士的言論。 

其次是 2013至 2014年政改失敗導致「佔領運動」。中共領導人

視香港為一個愛哭鬧的壞孩子，經常提出諸多不合理的要求。因此

北京要教訓香港，讓香港人學會接受其訂定的「一國兩制」底線。 

近年本土意識和極少數港獨組織的崛起，成為中國和香港政府

政治鎮壓的藉口；在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安全、打擊港獨的旗幟

下，林鄭政府的鎮壓活動越趨嚴峻。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最近宣稱：

有關國家安全問題，只有一國沒有兩制的責任。什麼時候北京一個

部級官員可以有權重新界定「一國兩制」的範疇呢？ 

頻繁的拘捕和檢控具有一定的威懾作用。年青人入獄且留下犯



10 

 

罪紀錄對日後工作有頗大的負面影響。面對政府的強硬態度，民主

運動最大的挑戰是缺乏近期可以達到的目標。市民不再相信民主的

訴求如民主普選特首、全面直選立法會所有議席可以得到實踐。社

會的失望與悲觀意味著自「佔領運動」後很難動員市民，近年的示

威遊行參與人數一般不多。 

2018 年九龍東兩次補選民主陣營俱告失利，這兩個空缺是因為

宣誓風波兩名激進民主派議員被褫奪議席而出現的。選舉失敗的主

因是民主派只能動員 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 6成的支持者出來在補選

中投票，而建制陣營就能動員 8 成以上。代際的分歧以及激進派和

溫和派之爭也是負面因素。雖然年青人政治參與的水平有所下降，

但他們的不滿與憤怒仍在積聚。他們都是貧富懸殊、上向社會流動

機會減少、房屋問題持續惡化等的主要受害者。這些憤怒會找尋機

會爆發，例如在最近的示威活動。事實上，眾多年青人參與了今年

4月 28日、6月 9日和 6月 16日的三次大規模遊行，抗議修訂「逃

犯條例」；三次遊行的參與人數分別為 13萬、103萬和 200萬。 

面對漸趨惡化的內外環境，習近平政府持續加強打壓政策，例

如大學的「七不講」；打壓地下教會、獨立的勞工組織、人權律師

等；迫害少數民族特別是新疆的維吾爾人，而其香港政策自然跟隨

這一模式。當中共政權不斷以民族主義號召之際，打擊本土意識和

港獨組織就成為重要政治任務。香港的民主運動經常也被抹黑為與

外國勢力勾結。 

香港是國際媒體搜集中國大陸信息的重要根據地，很多針對中

國大陸及其領導層的批評亦源自香港。習近平政府的不安全感形成

對香港上述特殊角色的負面印象。修訂「逃犯條例」和經常提到要

進行 23條立法反映這種加強阻嚇機制以打擊、操控反對派以及種種

批評的意圖。不過商界的利益和香港的營商環境也受到打擊。作為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服務中心，資訊自由流通和法治非常重

要，這種認識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過去中共當局尊重投資

者利益，銳意保護香港的營商環境，上述認識不成為問題，但今天

不少人對此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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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說明北京為了面子和管治權威，不願意清楚撤回

「逃犯條例」的修訂。中共領導層目前傾向支持林鄭政府，亦會動

員建制陣營這樣做。不過林鄭月娥政府幾乎沒有正當性可言，香港

人認為她一貫聽命北京，沒有維護香港人的利益。這正是批評她出

賣香港的基本原因。她的民望現在低於前任梁振英；這在她上任之

初是難以想像的。 

極度弱勢的林鄭政府只有更為依賴中共領導層的支持，因為建

制陣營對她相當不滿，據傳有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以粗言當面辱罵

她。商界領袖認為她損害商界利益；民建聯、工聯會認為林鄭施政

失敗會影響他們今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和明年 9 月立法會選舉的選

情。對北京的依賴自然會帶來中共領導層更大的影響和更多的干

預。香港人悲觀地認為一是移民，一是當順民，埋首噤聲賺錢。 

 

（三）結語 

中共領導人瞭解香港回歸，但人心未有回歸；對臺灣的示範作

用幾乎全屬負面。香港的統戰幹部自可要求更多資源加強工作。在

市民心中，民主運動是唯一的制衡力量；近期年青人的勇敢和犧牲

精神予社會深刻印象。香港人明白沒有努力，沒有犧牲，就不能維

護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利益。多數人都不能移民；能移民者也要付出

相當代價。這是一個嚴峻考驗的年代，務實的香港人願意苦撐待

變，未有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