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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情勢 

  香港特首李家超「新官上任三把火」，就任後即提出設立工作組，專攻貧窮、房

屋、土地與地區工作等問題，積極回應習近平「七一」所提「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惟本季民主派政黨活動遭技術性阻撓，香港書展社運書籍絕跡、出版社遭無故拒絕參

展，新聞自由評分下挫，以及大學將國安課程列為必修、工會登記遭要求簽署不危害

國安聲明等，凸顯香港社會原有的自由多元持續流失。另「泛民初選案」、「黎智英

及蘋果日報案」等涉「港版國安法」重大案件不設陪審團，「羊村繪本案」判詞政治

色彩濃厚，遭質疑改變「無罪假定」原則，亦使各界對司法公義這道最後防線信心動

搖。據統計，2021/22 年度計 10,487 名公務員離職，為移交後新高；登記選民較去年

減少逾 5.4萬人，為近 10年來首次下跌，或可反映港人對政治社會情勢的不滿與疏離。 

        香港今年第 2 季經濟成長率-1.3%，較上季已有改善，惟仍遜於預期。根據加拿

大智庫菲沙研究所、英國智庫 Z/Yen 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評比，香港仍蟬

聯自由經濟體，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由第三降至第四，遭新加坡超前。另曾是全

球最繁忙的香港機場，今年第 2季客運量僅 59.1萬人次，遠遜於新加坡樟宜機場、印

度德里機場和泰國曼谷機場，航空樞紐地位岌岌可危。在香港及國際商界不斷呼籲下，

港府宣布自 9 月 26 日起實施「0+3」入境檢疫新政策，能否有效使香港恢復競爭力，

及為經濟注入強心針，仍待觀察。另港府向立法會更新議程，刪除基本法 23 條立法

等項，意味該法案今年不會拍板，分析指或與避免使經濟不利因素火上加油等考量有

關，後續發展，亦值密注。 

        國際社會持續關切香港人權自由議題。包括 7 月間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香

港人權，促廢除「港版國安法」；美國再度延長就香港局勢所宣布之緊急狀態，跨黨

派議員促制裁港方參與政治檢控人員；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譴責港府逮捕陳日君主教

和其他 4 名民主派人士。9 月間，歐盟代表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關切港人自由受

侵蝕等。另英國官方公布數據顯示，港人 BNO 簽證政策自去年 1 月底實施以來，至

今年上半年申請總數已達 140,500件，其中約 95％已獲批准。 

 

澳門情勢 

  本季澳門重要政治發展，主要為澳府宣布展開「維護國家安全法」修法公開諮詢。

本次諮詢文本尚無具體條文，僅先提出修法方向，包括擴大犯罪主體及不法行為之定

義，比照「港版國安法」增列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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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要求在澳可疑組織或個人提供活動資料、收支明細等，效力範圍亦擴及任何人、

澳門以外任何地區。另未來亦將比照香港，增加公務員宣誓效忠之規定。 

        受疫情變化及防疫措施等內外部因素影響，澳門今年第 2 季經濟成長率-39%，連

續 3季呈現衰退。惟因入境旅客減少，今年 1 至 8月博彩相關犯罪案件較去年減半至

223 宗。至於外界關切的澳門經濟命脈-新一輪賭牌競投，呈現「七搶六」局面，除原

有 6 家博彩企業，來自馬來西亞雲頂集團的 GMM 股份有限公司亦加入戰局，後續發

展值予關注。 

        澳門 9月 28日舉行第 13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凸顯強化與「一

帶一路」和葡語國家關係。另美國國務院 7 月 19 日發布「2022 年人口販運年度報

告」，將澳門列為第 3 類最差黑名單，指澳府已連續 3 年未替人口販運受害者提供援

助，且自 2018年起未對人口販運者提起任何訴訟，2019年起未將人口販運者定罪。 

 

臺港澳關係 

        本季，大陸委員會、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及地方縣市政府、相關機

關、民間團體，共同舉辦「港人生活座談會」、「港人政治暴力創傷之社工及心理培

訓講座」等多項活動，持續推進完善在臺港人關懷服務。陸委會並拜會高雄市政府，

針對港人最關心的就學、就業、投資等問題進行交流，並就提供港人就業媒合服務、

共同辦理稅制及勞動法令說明會等具體合作事項達成共識。 

        另陸委會針對港方指派之香港壹傳媒清算人擬委任我國內公司負責人進行香港商

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之清算及業務處理事宜發表聲明，強調港方依

「港版國安法」所為之相關判決或作為，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42 條及民事訴訟

法第 402 條等相關規定，顯有悖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且迄未經我方法院裁定

同意，依法應不認其效力。任何行為如屬香港清盤令在臺效力之延伸，依法無效。 

 

陸港澳關係 

  陸港、陸澳經濟關係更趨緊密。中國大陸與香港宣布將啟動指定金融機構開展兩

地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簡稱「互換通」），以及優化貨幣互換協議，標誌著陸港

的互聯互通繼股市、債券、跨境理財產品等後，進一步延伸至金融衍生產品；陸方亦

希藉此助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另中國大陸繼 2019 年

以來，第二度在澳門發行人民幣國債，並擬恢復四省一市（廣東、上海、浙江、江蘇、

福建）陸客旅行團赴澳，以協助澳門應對經濟困境。 

        此外，香港特首李家超 9 月 1 日與廣東省、廣州市和深圳市官員進行深化粵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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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視訊會議，就深化粵港、穗港、深港合作和進一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議題交

換意見。廣州市南沙區提出設置粵港跨境運輸通道補貼等穩外貿政策，並宣布對於在

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免徵其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過港澳稅負的部分；廣州市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制定「進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實施辦法」，提出高額獎勵。據「香

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 2021-2022」調查結果，35%受訪者對大灣區表示認同，較

2020年（21%）和 2018年（26%）顯著上升，惟仍有 7成以上受訪者對中國大陸的法

律、政治、醫療水準等存有顧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