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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交 20 週年情勢發展與臺港關

係」研討會張副主委致詞參考稿 

                                   106.6.23 

    張會長，來自臺港的各位貴賓朋友、各位媒

體朋友、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能夠前來參加「香港移交 20 週

年情勢發展與臺港關係」研討會，尤其是看到了

許多來自香港的朋友，讓我備感親切。我想這是

因為臺灣與香港之間，向來保持著一份特殊的情

誼，也是因為臺灣與香港的民眾，都長期、持續

地關注、欣賞並且分享著彼此在不同的領域，勤

奮努力所獲致的傲人成就：香港作為重要的世界

金融中心，自由貿易與高度經濟發展，舉世稱

羨；而臺灣在過去的 30 年當中，也由威權體制

和平地轉型，擁有日漸成熟的民主政治，成為華

人世界的民主典範。 

    再過一個星期， 7月 1日，就是香港移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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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 20 週年，今天舉辦這個研討會，有其特

殊意義。自 1978年中共召開 11屆 3中全會，提

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大幅躍

升，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更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其言行都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焦點。

今天，我們回顧香港 20 年來的發展，同樣是在

客觀檢視 20 年前中國大陸對國際與香港人民許

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諾的實踐情形，也

可以讓國際社會客觀的評估，中國大陸所展現的

國際承諾履行能力與誠信是否相符。 

    以下我謹就香港移交 20 年情勢發展與臺港

關係，提出觀察心得就教於各位。 

    我們很高興看到，香港在移交 20 年後，仍

然連續獲得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世界最自由

的經濟體，瑞士洛桑學院也評比香港的經濟競爭

力是世界第一，而在世界銀行所公布的「2017

年營商環境報告」，亦名列全球第四名，在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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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國僅次於第二名的新加坡。另在英國智庫

Z/YEN 集團所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香港

也與紐約、倫敦、新加坡、東京等城市共列全球

前五大金融中心，同時，香港目前也是全球最大

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國際評

比機構指出，因為中國大陸本身經濟體質的未臻

健全，讓陸港經濟連動升高了香港的經濟風險。 

    同時，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全球新聞自

由度排名，由 2002年首次調查的第 18名到 2016

年的第 73 名，短短 15 年間大幅倒退 55 名，而

各方的評論多指向中國大陸近年來對香港傳媒

的攏絡、施壓以及收購，是香港媒體「自我審

查」，新聞自由度下降的主因。 

    國際社會與我們也同樣關切香港的高度自

治權與司法獨立能否繼續維持。中國大陸在 2014

年 6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對香港擁

有全面的管治權，並說「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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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希望港人能正確理解『一國兩制』的實質內

涵」。同年 8 月，中共「人大」的「831」政改

方案，為民主普選設置更高門檻，引發歷時 79

天，舉世關注的「雨傘運動」，以及 2017年「人

大」釋法致兩位民選議員資格遭取消等，都引起

國際社會對基本法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是否遭干

預的質疑。 

    另外，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後，包括林榮基

先生在內的書店人員陸續揭露被中國大陸當局

拘捕的過程，更讓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民眾的人身

安全與基本權利能否獲得有效保障，感到擔憂。

在此，我必須說，如果中國大陸的崛起只是經濟

力量的增強，但在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上仍

然停滯不前，這樣的「崛起」將難以獲得世人的

尊敬。 

    我們再來看看，香港大學所發布的最新民意

調查結果，香港 18歲至 29歲的年輕人自認是「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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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國人」（即「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的比率，竟只

有 3.1％，創下移交以來的新低。我們希望中國

大陸能夠反思，為何香港已移交近 20 年，中國

大陸仍無法提升香港民眾的認同，這實在不是一

句「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權力」就能

夠搪塞的。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政府對港政策立場及臺

港各層面的交流情況。政府對港的一貫政策就

是，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安定與繁榮。

在香港維持自由經濟制度與自治地位的前提

下，將之定位為有別於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之特別

區域，並制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積極推動

臺港各項交流，此政策是有其一貫性與持續性。

因此歷屆政府均採取積極開放作為，致力發展更

緊密的臺港關係。 

在臺港交流方面，在政府的支持與民間自發

性的推動下，長期以來一向非常熱絡，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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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例，臺港貿易總額已超過日港貿易總額，達

到 470 億美元，臺灣躍升為香港第 3 大貿易夥

伴；香港居民訪臺人數超過 132萬人次，較 1997

年成長超過 5倍；臺灣赴港則逾 200萬人次，為

香港第 2大客源市場。香港在臺就學人數在過去

10年成長近 8倍，達 8,190人，居海外留臺學生

的首位。 

    在臺港官方互動方面，2010年臺港政府分別

成立「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及「港台經濟

文化合作協進會」平臺後，雙方互動漸趨頻密。

2011年我政府駐港機構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港府也在臺設立辦事處，臺港實質關係

獲得提升。 

    最近幾年來，我們也陸續實施香港居民網路

申辦來臺簡化措施，促成港府給予我國人免費網

簽待遇；簡化香港居民搭乘郵輪來臺程序，擴大

觀光效益；簽訂「臺港航空運輸協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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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合作備忘錄」，便利臺港往來並強化雙方金

融合作；擴大香港高等院校學歷採認、放寬香港

學生就學、入出境、居留及畢業後申請在臺定居

的條件規定，吸引更多香港學生來臺就讀。政府

並持續透過「策」、「協」兩會平臺及雙方派駐

機構正常運作，維繫臺港關係。上述作為已為臺

港間長遠的交流合作與良性互動，奠定堅實的基

礎。 

    去年 520後，隨著兩岸情勢的發展，臺港官

方互動也受到一些影響。但我們認為，臺港間緊

密的交流、瞭解與合作，有助雙方共創榮景，共

享實益。因此，我們也要呼籲港府拋棄保守心態

並展現更大的彈性，以務實積極的態度讓臺港關

係朝更健康、更正面的方向往前推進。 

    臺灣與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與人權法治

等普世價值，而對於這些價值的看法，卻是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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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與中國大陸間最遙遠的距離。我們呼籲中國

大陸，勿違背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要傾聽香港人民對於民主制度與價值的訴求，正

面與及時的回應，落實對國際社會與香港的制度

承諾，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穩定與繁榮的發展，

兩岸才有相互理解、共享價值的契機，國際社會

才會增加對中國大陸的信任。 

    最後，我謹代表陸委會謝謝大家今天的參

與，以及港友會的費心安排，並祝大家事業成

功、身體健康、闔家平安。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