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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港澳 
 

█香港自治權再成爭論焦點。 

█崔世安成為澳門第 3屆行政長官選舉之唯一候選人。 

█大陸與港澳簽署「CEPA補充協議六」。 

█國際關注香港新聞自由。 

█臺港官方建構新的溝通平臺，雙方官方往來增加。 

 

香港狀況 
一、政治面 
◆香港自治權再成爭論焦點 

今（2009）年 3月間，因報載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表示，已就港區「政協委

員」參與香港政務和港府達成10點協議（文匯報，2009.3.11），引發各界質疑大陸當局意

圖在港府之外成立第 2權力核心，並批評此舉違反「一國兩制」，干預香港自治權。

立法會議員並動議要求大陸當局落實「一國兩制」。 

就在立法會討論此動議前，有時事評論員指出，香港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

2008年年初的一篇文章已表露在香港存在第 2權力核心（桑普，香港蘋果日報，2009.3.30）。曹部

長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上署名的「『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一文

中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精神，自始在港府之外，就存在著另一支

代表「中央」的管治隊伍，是由「中央」、大陸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組成的隊伍，包括

負責香港事務或專做香港工作的中共「中央」主管部門和派出機構人員、負責其他全

國性事務及相關政策的「中央」主管部門人員，以及與香港特區聯繫密切的大陸有關

省區市黨委及政府處理涉港事務的幹部。他並呼籲，要培養好、建設好、使用好「中

央」和大陸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依法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特區的憲制權力。

香港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上據此質詢港府官員，也引發另一波有關香港自治權的爭論。 

 

二、經濟面 
◆港府大幅調降 2009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據港府表示，全球金融危機持續對香港經濟造成嚴重打擊。香港的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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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年第 4季下跌 2.6％，2009年第 1季較 1年前同期再大幅下滑7.8％；其中，

出口大跌 22.7％、私人消費開支下跌 5.5％，整體投資表現亦不振，較 2008 年同

期大跌 12.6％。港府指出，今（2009）年第 1季的經濟負成長，為香港自 1998年第 3

季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以來最大的跌幅。港府今年 2 月間發布年度政府財政預

算案時，預測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2％至-3％。但因第 1季的嚴重衰退，及全球經

濟展望不如預期，港府遂將今年香港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調降為-5.5％至-6.5％(港府

統計處新聞稿，2009.5.15)。 

香港主要銀行對今年香港的經濟亦不樂觀。綜合匯豐銀行、恆生銀行、渣打銀

行、東亞銀行及花旗銀行於今年 4 月至 5 月間的預估，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平均約

為-3.3％(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09.5.15)。 

隨著經濟成長的趨緩，香港的失業率也逐步上升。據港府統計，今年 3月至 5

月的失業率為 5.3％，與 2月至 4月相同，是香港失業率上升 8個月以來，首次保

持不變。港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稱，由於香港經濟仍有待復甦，加以暑假

畢業生亦將投入就業市場，故失業率仍有上升壓力。恒生銀行經濟分析師亦認為

經濟未復甦，下一季失業率可能升至7％(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09.6.16；成報，2009.6.17)。 

     
 

 

香港失業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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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港府統計處。 

 
在物價方面，去年全年香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增幅為 4.3％。今年 1月至

4月香港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 1.4％。港府預計，受到全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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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的影響，香港的通貨膨脹壓力在未來幾個月會持續下降 (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09.5 

21)。 

 

◆香港將發展 6項優勢產業 

由香港行政長官領導的經濟機遇委員會於4月 3日舉行第 4次會議，會中提議

香港應發展 6 項具有優勢的產業，包括醫療服務、文化創意、環保、教育、檢測

及認證。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指出，在金融海嘯下，這些產業均有發展潛力，港

府會研究在法規、土地、資源等配套上提供協助(香港商報，2009.4.4)。  

 

三、社會面 
◆香港各界熱烈紀念「六四」事件 
大陸於 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港人就組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

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支持大陸民主運動。20年來，支聯會每年都舉辦各種紀念「六

四」的活動。今年 5月 31日的遊行活動，根據支聯會的統計有 8,000人參加，是

歷年來的新高紀錄。支聯會表示，遊行當日在現場募款獲得 23 萬元，也創 1997

年以來「六四」遊行募款的新高。支聯會指出，在金融海嘯襲擊下，參與人數與

募款數皆創記錄，顯示港人對平反「六四」的堅持（明報，2009.6.2）。香港專上學生聯

會 15名代表也在 6月 1日下午 4點起，絕食 64小時，要求平反「六四」，該行動

亦獲得不少民眾到場鼓勵（香港蘋果日報，2009.6.5）。 

支聯會也如往常在 6月 4 日晚間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該會統計今

年有 15萬人參加，是近年來的新高，與 1990年「六四」周年的人數相當（信報，2009.6.5）。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表示，據他在燭光晚會現場的觀察與

訪問，認為經歷過 1989年民運的港人，在近日個別傳媒收緊對「六四」的報導、

社會突然出現不少質疑「六四」的言論下，紛紛對平反「六四」出現「空前危機」

和責任心，因而出席晚會（明報，2009.6.5）。另據明報在晚會現場的問卷調查發現，有

51％的受訪者表示，出席晚會最主要原因是「爭取平反『六四』」，另有 26％的人

是因為「擔心下一代遺忘『六四』」，而不滿「中央政府」施政及曾蔭權言論的人，

則分別有 8％和 7％（明報，20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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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陸港關係 
◆大陸與香港簽署「CEPA補充協議六」 

大陸與香港於5月9日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補充協議六」。依據該補充協議，大陸給予香港 29項開放市場措施，涉及 20個服

務領域。「CEPA補充協議六」簽署後，CEPA涵蓋服務業之領域已累積增至 42個。

為對抗金融海嘯，該補充協議特別提早 2個月簽署，大部分措施亦提前於今年 10

月 1 日實施。「CEPA補充協議六」對香港證券界及銀行業最有利，其中包括加緊

研究在大陸引入港股組合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以及容許香港銀行在廣東跨區開支

行，以減輕資金負擔(星島日報，2009.5.10)。 

 

◆大陸與港、澳簽署航空合作安排 
大陸民用航空局、香港民航處及澳門民航局於5月13日在澳門簽署「相互接受

適航證合作安排」。該安排適用於接收當局已頒發了型號批准的航空器。根據其內

容，接受當局對於另外兩方管轄租賃或註冊轉移的航空器，最大程度承認另外兩

方頒發適航證所作的技術評估、確認、試驗和檢查，並給予相等效力，如接收當

局自己所做一樣。該安排促進3地在建立和保持各方的適航標準和審定系統的合作

和支持，亦進一步減輕業界和營運機構因重複的技術評估和檢查帶來的經濟負擔(澳

門日報，2009.5.14）。 

 
五、國際面 
◆香港交易所市值全球第二 

香港文匯報於 6月 16日引述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指出，由於金融海嘯衝擊與

交易所間的激烈競爭，全球交易所市值排名大變動，香港證交所市值首度超越紐

約交易所、納斯達克交易所及倫敦交易所，僅次於芝加哥期貨交易所，位居全球

第 2。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市值達 1,764億美元，香港證交所市值為 1,337億美元。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Mondo Visione的報告稱，在金融海嘯下，歐美的交易所市

值急挫，香港交易所與巴西交易所的市值則在近月大幅回升，目前最大市值的交

易所為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第 2 便是香港交易所，第 3 是德國交易所，第 4

為巴西交易所，倫敦交易所只占第 10位(文匯報，2009.6.16)。金融時報指出，最近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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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香港交易所的股票成交量大幅上升，主要是因為投資者為追求更高回報而轉

向了股市，因此帶來了強勁的資金流入，自今年年初以來，香港交易所的股價已

經上漲了將近 70%(中央廣播電臺，2009.6.15)。 

 

◆國際關注香港新聞自由 

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 5月公布全球新聞自由狀況，香港新聞自由評級

排名連續第 5年下跌，由 2005年的第 61位下跌至今年的第 75位，並首度由自由

跌至半自由級別。該報告指出，主要原因是北京對香港媒體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

力所致（東方日報，2009.5.2）。 

香港民主黨就自由之家的排名結果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 54％的受訪者

認為香港傳媒有自我審查的現象，其中有 13％的人認為傳媒的自我審查相當嚴

重；有 37％的受訪者認為傳媒會害怕得罪「中央政府」，而不敢自由地報導新聞；

另有超過 50%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過去 2年變差；並有超過 77％的受

訪者贊成修訂「資訊自由法」，規定政府必須公開及保存某些資訊，確保港人知情

權與新聞自由。香港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表示，自由之家的排名顯示香港的新聞自

由正逐步被收窄，她認為是 2003年的「七一」遊行令「中央」震怒，從而改變對

香港傳媒的政策，並不斷收緊。她希望大陸及香港中聯辦能減少對香港新聞製作

的介入，而傳媒高層亦應以新聞準則而非政治角度去報導新聞（信報，2009.6.12）。 

 

六、臺港關係 
◆臺港官方建構新的溝通平臺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 6月 4 日邀請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來臺訪

問。由於林局長是港府歷來最高級的官員以正式官方身分訪問臺灣，故此行甚受

各界關注。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於 6 月 5 日上午視察新近成立的香

港貿易發展局臺灣分公司，下午則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棟成舉行工

作會議，會後再轉赴臺北市政府拜會副市長吳清基，並於 6 月 6 日上午拜會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賴幸媛及參觀故宮博物院，於下午離臺。 

林瑞麟局長與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棟成於 6月 5日就成立臺港新的雙邊

合作組織，以及加強雙方經貿、文化交流等各項議題舉行工作會議。雙方於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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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召開記者會表示，將成立民間性質的新組織，建構臺港新的溝通平臺。我方

將成立「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並在其下設置「經濟合作委員會」，香港將

在香港貿易發展局下成立「香港－臺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做為對口單位，雙方政

府高層官員也將積極參與雙方合作委員會的活動，並在適當時機進行互相訪問。

雙方也將利用此平臺，就雙方關注的事宜進行溝通和交流。港府表示，繼我方同

意香港貿易發展局在臺設立辦事處後，香港旅遊發展局也將籌議來臺設立辦事

處，未來如有適當的條件與環境，不排除在臺灣成立官方或半官方的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王家英認為，林局長訪臺是「重要的里

程碑」，象徵北京對臺港之間的官方交往正式全面開放綠燈，也預示臺港關係的發

展會更快(聯合報，2009.6.3)。香港傳媒亦呼籲港府應以超前的眼光去深化臺港的經貿關

係，包括積極推動臺港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儘快與臺灣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徵

稅」安排，並爭取香港成為人民幣的兩岸清算中心等，以爭取在兩岸發展中發揮

更重要的作用(社評，文匯報，2009.6.6)。臺港關係的快速進展，也令澳門傳媒呼籲澳門政

府如果再「故步自封」，就不但是遠遠落後於「後來居上」的港府，也遠不如並沒

有享受「一國兩制」特殊政策的大陸(永逸，新華澳報，2009.6.4)。澳門傳媒認為，澳門政

府應急起直追，擴大與臺灣的經貿、文化合作，才不會被邊緣化，也可為拉近兩

岸關係繼續出力(正報，2009.6.4)。 

 

◆第 1屆香港臺灣城市交流論壇在香港舉行 

第 1屆香港臺灣城市交流論壇於4月 15日在香港舉行，由香港與臺中市政府

合辦，港府自承這是首次正式邀請臺灣官員訪港，標誌臺港關係跨上一個新臺階（港

府新聞公報，2009.4.15）。港府在胡志強市長赴港期間，安排了幾場官方活動，包括 4 月

14日與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在港麗酒店閉門會晤 1小時，4月 15日

上午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禮賓府會見胡市長，中午及晚間則分由港府政務司司

長唐英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設宴招待。林瑞麟局長在會晤胡市長後的記者會中

明示，臺港兩地的合作是為了「配合兩岸關係提升」（港府新聞公報，2009.4.14）。 

輿論對城市交流論壇的舉辦均持肯定態度。4月 16日的傳媒如大公報社評「港

臺經貿關係確實上臺階」、文匯報社評「香港在兩岸可擔當更重要角色」均期待臺

港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而香港商報社評「港臺關係新突破、經貿主軸演好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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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兩岸關係新發展對香港是一大機遇，關鍵是香港要主動變革，提升服務，

不必自設禁區，自捆手腳，自我設限（香港商報，2009.4.16）。 

 

◆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 受邀在香港發表演講 

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 於6月 2 日受「亞太臺商聯合總會」之

邀訪問香港，陳主任委員是香港移交後我方最高層級及首位部長級官員以正式官

銜訪港。他在抵達香港後，先與當地的臺灣金融業者約 50人舉行座談會，隨後亦

與港府署理財政司司長陳家強會面，就兩地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交換意見(成報、文匯

報，2009.6.3)，並於 6月 3日出席第 5屆「兩岸論壇」暨第 4屆「臺港論壇」，且在會

中以「開創兩岸三地金融合作新紀元」為題發表演講(大公報，2009.6.4)。 

 

 

澳門狀況 
一、政治面 
◆崔世安成為澳門第 3屆行政長官選舉之唯一候選人 

澳門政府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於2月6日宣布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選舉於

4月26日舉行，但因選委會第1界別工商、金融界，第2界別的文化界、教育界、專

業界、體育界，以及第3界別中的勞工界和社會服務界的被確定接納候選人人數均

與應選名額相同，因此，254名被確定接納的候選人無需透過投票程序，而可依法

自動當選。此外，宗教界的被提名人人數亦與獲分配的名額（共6人）一致，連同12

名已向管委會遞交登記表的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當然委員，加上行政長官

選舉管理委員會確認了立法會（共16人）和「全國政協」（共12人）自行選舉產生的行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代表的資格，至此全部4個界別共300名委員的名單已經確定。 

澳門政府於5月11日公布澳門第3屆行政長官選舉於7月26日舉行，參選人於5

月25日起領取報名表，並要在300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至少取得50人的

聯署提名，才符合參選資格；現任澳門主要官員如果參選，必須在提名期（6月12日至

23日）之前請辭，一旦參選人當選行政長官，任期將至2014年為止(濠江日報，2009.5.13)。

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於5月12日宣布，已正式請求辭去社會文化司司長之職

務，以參加第3屆行政長官選舉。他承諾會以承傳、改革和創新精神，建設和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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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及致力廉政建設，做為未來之整體施政基礎(華僑報，2009.5.13)。他也表示，不會

邀請現任官員加入選舉班子(濠江日報，2009.5.13)，並稱至今沒有因參選而接觸大陸當局

(新華澳報，2009.5.13)。他也對之前辦理東亞運超支等問題，表示已檢討改進 (大眾報，

2009.5.13)，並指族群之間的和諧對澳門非常重要，葡人、土生葡人都是澳門不可缺少

的組成部分(澳門日報，2009.5.13)。崔世安並於6月16日遞交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提名表，

共提交了286個委員提名，亦即在300位選舉委員會委員中，取得95.3％絕大多數之

提名，成為唯一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市民日報，2009.6.17）。 

 

二、經濟面 
◆澳門 2008 年第 4季經濟出現負成長 

根據澳門政府的統計資料，繼去（2008）年第4季的經濟成長率為-7.6％後，今年

第1季的經濟成長率為-12.9％。澳門政府表示，今年第1季的博彩毛收入較去年同

季下跌12.7％、旅客總消費減少16.7％、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亦因部分大型工程暫停

或減慢興建而收縮32.1％、貨物出口大幅下跌49.9％，故導致第1季的經濟表現不

佳。有學者分析，在金融海嘯影響下，首季負成長12.9％是意料中事，畢竟去年同

期經濟成長高達32.5％，屬經濟高峰期，故出現雙位數跌幅是可以理解的。預計第

2季的經濟成長率仍會達到負成長10％，但下半年之跌幅則可望縮小為個位數 (澳門

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09.5.29；澳門日報，200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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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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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業方面，據澳門政府統計，今年2至4月的失業率為3.8％，與上一期(今年1~3

月)相同，是2006年9月以來的最高點(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09.5.27)。澳門媒體表示，

隨著6月份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加上外勞及黑工充斥，澳門的就業情況並不樂觀

(濠江日報，2009.5.28)。物價方面，因金融危機影響，而致需求減少，故通貨膨脹壓力較

去年大幅減輕。今年1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增幅為5.78％，2月至4月分別為1.83

％、2.35％及2.45％(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均明顯較去年低。 

 

三、社會面 
◆澳門首季之整體犯罪輕微下降 

澳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於5月8日發表2009年第1季罪案狀況時表示，澳門首季

的治安狀況保持穩定，而整體犯罪輕微下降是因為受金融危機影響，旅客及非本

地勞工減少所致(濠江日報，2009.5.9），但第1季非法入境及逾期逗留人士則較去年同期大

增，其中，以個人遊之外的簽注在澳門逾期逗留的大陸居民及外籍人士分別增加1

倍及6倍(澳門日報，2009.5.9）。保安司司長張國華估計，逾期逗留嚴重與罰則較輕及澳門

消費選擇多有關。澳門當局將採取提高逾期留澳罰款至10倍、加強街上截查、與

大陸相關部門緊密聯繫，以及取消6個東南亞國家落地簽注等措施，以打擊逾期逗

留之情況(澳門日報，2009.5.9）。 

 

◆吾爾開希被澳門當局拒絕入境 

排在21名學生領袖通緝名單上第2位的吾爾開希於6月3日因試圖經澳門返回

大陸自首被拒，而通宵逗留在澳門機場禁區，並於6月4日被澳門當局強制遣返回

臺。吾爾開希表示，原計劃經香港回到大陸，但因申請簽證遭拒，故取道可免簽

入境的澳門。他指出，20年來未能與家人相見，故決定以投案的方式爭取回家，

並指此次自首已經是最溫和的作法(正報，2009.6.5；中華日報，2009.6.4）。他強調，此次赴澳

門的目的是要向澳門中聯辦投案，並沒有要向澳門政府抗議的因素(新報，2009.6.4），但

投案並不是承認20年前的行為是違法和錯誤的，他將在投案之後，利用大陸法庭

與大陸當局爭論，希望大陸當局在「六四」問題上有新的立場，並承認罪行，向

全國人民道歉，以及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中國時報，2009.6.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賴幸媛於6月4日表示，陸委會獲悉吾爾開希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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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後，就透過派駐當地的澳門事務處提供協助及表達關切(聯合報，2009.6.5）。澳門事務

處錢釧燈副處長亦表示，尊重吾爾開希的意願和行動自由，並提供人道關懷和相

關的協助(華僑報，2009.6.5）。澳門治安警察局於6月3日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

綱要法」之規定，拒絕吾爾開希進入澳門。澳門治安警察局表示，有責任依法拒

絕任何不符合入境條件的非澳門居民進入澳門，以維護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並

確保社會安寧(澳門治安警察局新聞稿，2009.6.4）。 

澳門學者譚志強表示，吾爾開希持有臺灣護照，依法可在澳門逗留兩星期，

而且，澳門既是大陸領土的一部分，大陸的通緝犯經澳門返國自首，理應被移交

給北京當局審訊，而不是被拒入境。譚志強不願猜測澳門政府此舉是否是為了避

免讓吾爾開希變成英雄，或是不願在「六四」前夕將事件升溫，但他指出，在澳

門移交大陸之前，曾在澳門見過吾爾開希(都市日報，2009.6.5）。在美國的學生領袖王丹

表示，吾爾開希的行動並非臨時起意，而是經商討後所進行的計畫，但沒料到會

被澳門當局拒諸門外。他指出，吾爾開希是試圖返國的第1個人選，之後將不斷會

有學運人士從不同途徑闖關返國(都市日報，2009.6.5）。 

 

四、陸澳關係 
◆大陸與澳門簽署「CEPA補充協議六」 
大陸與澳門於 5 月 11 日在澳門正式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CEPA）補充協議六」，並於 10月 1日起實施。該補充協議六包括擴大

開放服務貿易領域、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推動專業人員資格互認等 3方面

的內容，共有 31 項具體措施。服務貿易開放領域中比較突出者包括會展、旅遊

和醫療等方面，其中在旅遊服務方面，允許赴臺灣旅遊的大陸居民以過境方式在

澳門停留，以及允許符合資格的澳門居民在大陸擔任旅行團領隊(澳門新聞局新聞稿，

2009.5.11）。但有學者認為，雖然大陸開放的領域不斷擴大，但澳門企業仍難跨越門

檻，故受惠有限。未來澳門企業宜藉助他山之石，俾與海內外企業共拓市場(澳門

日報，2009.5.9）。 

 

◆大陸與澳門簽署航空合作安排 
大陸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辦公室與澳門民航局於6月4日在澳門簽署了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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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事故與事故徵候調查的合作安排」。根據該安排，雙方將就航空器事故與

事故徵候調查方面的法律及法規進行交流，並互相提供技術協助；雙方亦將加強

人才交流的合作；並在適當及資源允許的情況下，任一方將向對方提供調查工作

所需的設備、人力資源及組織管理；雙方亦將保持定期聯絡，以交換經驗、技能

及技術知識(華僑報，2009.6.5）。 

 

五、國際面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談美澳關係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若文於 5 月 14 日在澳門大學就美澳關係發表演

講。唐若文表示，美國是澳門的第 2 大外來投資者，過去 5 年內，美國博彩

業在澳門的投資近 80億美元，遠遠超出他們的盈利，在澳門工作和學習的美

國人也有近兩千人。為了進一步促進美澳之間的貿易和商業發展，在澳門的

美國商界成立了美國商會澳門分會，而美國的執法機構和澳門的相關機構也

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美國企業家努力在澳門成為良好的企業公民，並幫

助澳門實現成為國際旅遊、展覽和博彩業中心的夢想。對於外界質疑美資企

業到澳門投資可能涉及政治目的，唐若文表示，從美國的角度而言，企業和

政府的利益不同，商界主要考慮的是投資利益，關心澳門的法律體系和投資

環境，吸引到澳門投資的力量不是來自於美國的政策，而是澳門的投資環境，

以及大陸當局為優化投資而推出的政策，當中沒有涉及政府的導向和政治因

素(澳門日報， 2009.5.15）。 

 

◆美國公布「2009人口販運問題報告」 

美國政府於 6月 16日公布「2009 人口販運問題報告」，認為澳門雖未能完全

達到根除販賣人口的標準，但於 2008 年至 2009 年之間，在打擊販賣人口方面做

了不少工作，除了通過打擊販賣人口的法律，為販賣人口受害者提供保護、財政

及醫療的協助，亦與人口販賣的來源地保持更緊密的合作和聯繫，並打擊跨境販

賣人口的案件，澳門政府亦撥出資源，與民間團體合作開展打擊販賣人口及協助

販賣人口受害者的工作，因此仍維持澳門在第2級的評級(澳門日報，200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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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澳關係 
◆澳門旅遊局積極鞏固臺灣的客源市場 

澳門旅遊局與航空公司及多家旅行社於5月22日至25日來臺推廣感受澳門假

期，並與珠海及中山首次在臺灣聯手推廣區域旅遊，進一步鞏固臺灣的客源市場(正

報，2009.5.23）。澳門旅遊局推廣廳廳長謝慶茜表示，臺灣一直是澳門第3大的客源市

場，中珠澳的產品在臺灣市場也廣受消費者的青睞，去年臺灣旅客前往澳門就有

130多萬人次，其中不乏參加中珠澳的旅遊團，再次顯示了臺灣市場的重要性(經濟日

報，2009.6.3）。 

 

◆臺、澳國父紀念館合辦「吾土吾民-孫中山與臺灣」圖片展 

澳門國父紀念館與臺北國父紀念館合辦「吾土吾民-孫中山與臺灣」圖片展，

展期由6月3日起，至7月5日止。此次展出國父墨寶「天下為公」和「博愛」的真

跡複製品，以及多位臺灣知名學者關於國父生平的作品，分為生平革命、訪臺紀

要、思想實踐、自然之美、人文薈萃和臺灣精神等單元，另有當代名家書畫等，

共計展出52件作品。該展覽曾於大陸、香港、臺灣多個縣市，以及歐、美、日、

東南亞等地巡迴展覽(市民日報、澳門日報，2009.6.3）。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陳崇弘參事於出席

開幕儀式時表示，希望將來透過舉辦更多的交流活動，凝聚兩岸、港澳，乃至全

世界華人的緊密關係(大眾報，2009.6.3）。臺北國父紀念館館長鄭乃文指出，孫中山先生

創建中華民國過程中的艱辛，是年輕一代必須了解的歷史。他也期望此一展覽能

促進澳門國父紀念館與民眾的互動，讓民眾對孫中山先生有更多的認識 (市民日報、澳

門日報，2009.6.3）。此外，為彰顯臺北國父紀念館與澳門國父紀念館的交流與合作，另

於98年6月24日至29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延續此次展覽。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劉德勳於6月24日出席開幕茶會時表示，兩岸三地藝術家就孫中山先生「天下

為公」及「博愛」的精神舉辦活動，喚起民眾對孫中山先生的追思，他也希望未

來臺北國父紀念館與澳門國父紀念館能持續發揮文藝交流的功能(澳門日報，2009.6.25）。 

 

◆澎湖縣縣長率團赴澳門考察 

澎湖縣縣長王乾發於4月23日至25日率團赴澳門考察博彩業經營和發展情

況。王縣長表示，該縣最遲在8月前會就開發博弈產業的相關議題進行公投。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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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彩業將定位為觀光特區，並計劃興建一個占地50至60公頃的綜合性休閒觀光

娛樂園，設有五星級酒店、主題遊樂場、購物中心及會展場館，開發過程需時4至

5年。他指出，澎湖縣未來也有機會像澳門一樣，透過推動博彩業帶來經濟榮景。

他希望透過此行能了解澳門博彩業的經營模式，供澎湖縣未來發展博彩業及人才

培訓的參考。他也表示，澎湖縣很希望能開通與港澳的包機航班，以推動雙向旅

遊合作（華僑報、澳門日報，2009.4.24）。 

（港澳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