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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港澳情勢 
 

 港特首李家超首份施政報告聚焦維護國安，提出組建地區服務關愛隊，遭

疑複製中共維穩模式；立法會議員補選由「愛國者」出線；「港版國安法

」續壓縮港人自由，首名未成年被告獲刑。 

 港第3季經濟成長率-4.5%，下修全年成長率為-3.2%；2022年境外駐港公司

整體呈現「陸進外退」，美商撤離家數居首位；市場預估防疫鬆綁後2023年

香港經濟有望好轉。 

 香港記協停辦「言論自由年報」，國際新聞組織停止在港業務；港2021年

人口淨移出逾5萬人創30年新高；疫後貧富差距擴大至47.3倍。 

 中共「二十大」報告要求港澳落實國安法制，增強愛國精神；港澳特首赴

北京述職，聚焦與陸恢復通關。港完成接受陸器官移植首例；陸澳深化金

融、教育等領域合作。 

 美國拒取消香港產地改標「中國製造」等措施；美國會批「港版國安法」

打擊民主發展及公民社會，議員要求重新檢視香港駐美經貿辦地位；英國

放寬BNO申請資格；香港法治指數跌出全球前20名創新低。 

 澳門2023年續維現金分享計畫及稅務減免等惠民措施；第3季經濟成長率

-33.4%，連第3季負成長；新一輪賭牌競投由現有6家博企勝出。 

 

一、 政治面 

(一）香港特首李家超首份施政報告聚焦維護國安、吸納人才，外界關

注地區關愛隊是否取代區議會 

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19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以「為市民謀幸福，為香

港謀發展」為題，強調維護國家安全，並預告除基本法23條立法外，另將立法規

管網路安全、假訊息和眾籌活動。報告指出，過去2年香港勞動人口流失約14萬人

，為吸納外來人才，將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並在17個駐中國大陸和海外

經濟貿易辦事處設立「招商引才專組」，主動接觸目標企業和人才；及成立「引進

重點企業辦公室」，引進世界高潛力、具代表性的重點企業（成報，2022.10.19；明報

，2022.10.20）。 

此外，施政報告提出組建地區服務關愛隊，亦引發外界關注。港府規劃依區

議會選區分區組成452隊，有意承辦團體須通過甄選及審核，確保「愛國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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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以2年為期，期間可獲得80萬至120萬資助，預計2023年首季在荃灣及南區展

開試點。輿論認為，區議會歷經宣誓風波後人數大減，港府不進行補選，刻意將

其投閒置散，反大張旗鼓推行關愛隊，外界擔憂相關方面或藉此吸納建制團體，

複製中國大陸居委會模式，取代區議會並扼殺基層民主（東方日報，2022.10.23；自由

亞洲電臺，2022.12.10；大公報，2022.12.27）。 

(二）港府首就「港版國安法」提人大釋法，輿論質疑特首證明書及國

安委介入之機制損害法院權力 

被控觸犯「港版國安法」中「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名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擬聘用英國大律師Tim Owen 為其辯護，遂依香港「法律執業條例」向法院申

請「專案認許」，並於10月間獲香港高等法院批准。惟港府律政司不服判決，先後

向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均告鎩羽，香港特首李家超爰於11月28日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就「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

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作

出解釋（東方日報，2022.10.29；港府新聞公報，2022.11.28）。 

「港版國安法」對法庭組成、調查、檢控人員均有專門條款，對辯護人卻無

特別要求，有關聘請不具香港執業資格的海外大律師參與國安法案件訟辯，是否

應依循香港既有法律及判例法所建立的標準處理，是事件主要爭點之一。「全國人

大」常委會12月30日發布解釋，以「港版國安法」第14條、第47條進行解套，指

不具香港執業資格的海外大律師參與國安法案件訟辯，係屬應向特首申請證明書

以釐清的問題之一，倘若法院未向特首提出及取得證明書，國安委應介入作出判

斷和決定；本解釋並溯及既往（明報，2022.12.5；新華社，2022.12.30）。 

相關評論指，人大解釋未否決香港法院判決，亦未回答海外大律師究竟能否

參與國安法案件訟辯，表面上似緩和處理，或為避免升高外界對本次釋法致香港

司法獨立滅頂之抨擊。惟該解釋所提特首證明書及國安委介入機制，仍遭批評恐

變相損害法院審判權力及司法程序正義（香港01、香港商報，2023.1.2）。 

(三）香港舉行立法會議員補選，續由愛國陣營勝出 

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於12月18日舉行補選，此次補選緣於張國鈞、麥美娟

、孫東和林智遠加入港府任職致議席出缺。計有6人競逐4席，勝出者為民建聯陳

永光、新民黨何敬康、無黨籍大學教授李廣宇及企業管理者尚海龍；另計1,441人

登記選民、1,307人投票，投票率為90.7%，較去年立法會選舉下跌近8個百分點。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選舉結果，認為當選者有兩個致勝共通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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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專業背景，及在愛國陣營中有個人或政黨關係的支持（香港01，2022.12.18；明報，

2022.12.19）。 

(四）香港民主政黨風雨飄搖，公民黨啟動解散程序 

民主派初選案大拘捕已重創香港民主政黨，標榜「愛國者治港」的新選制及

雷厲風行的「港版國安法」，更使其存續面臨嚴峻考驗。本季民主黨選出新一屆中

委會，連任黨主席的羅健熙表示，為減少承擔風險人數，中委會成員降為10人；

另傳港府向該黨追討過去數年稅收，金額高達百萬港元，外界關切相關方面是否

以行政手段逼迫該黨退場。而公民黨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已難再苦撐，因現屆執

委均不留任，爰啟動解散程序（中通社，2022.12.3；新加坡聯合早報，2022.12.25）。 

(五）澳門施政報告續推惠民措施，並提修訂立法會選舉法 

澳門特首賀一誠11月15日發表「澳門2023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續推現金分

享計畫及稅務減免等惠民措施，另宣布將於2023年展開「立法會選舉法」修法，

及加快修訂「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細則審議，並將訂定「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

」，加強打擊跨境賭博（澳門政府新聞稿，2022.11.15）。 

另澳府為配合國安法修法工作，業著手草擬「保守國家秘密法」，主要訂定國

家秘密的定義及保密的措施和程序（澳門日報，2022.12.31）。 

(六）澳門中級法院院長異動，遵循「愛國者治澳」原則 

澳府10月10日公布任命中級法院法官唐曉峰為新任中級法院院長，此係澳門

移交以來中級法院以上領導層首次調整。相關評論以唐曉峰2021年擔任澳門立法

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時，曾祭出「愛國七條」審核參選人資格，導致21名民主

派人士遭「DQ」，認為此一人事任命反映司法機關亦須切合「愛國者治澳」之用

人原則（力報，2022.10.18；澳門電臺，2022.10.19）。 

二、 經濟面 

(一）香港2022年第3季經濟成長率-4.5%，跌幅持續擴大 

據港府統計，香港2022年第3季經濟成長率為-4.5%，跌幅持續擴大。港府表示

，受到國際環境惡化影響，加上跨境陸路貨運往來持續受阻，以及各國央行大幅

加息，內部需求不振，繼2022年第2季GDP下跌1.3%後，第3季跌幅再度擴大，同

時全年經濟成長率亦下修為-3.2%（港府統計處新聞稿， 2022.11.11）。 

在就業方面，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下降至3.7%（

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為3.8%）；就業不足率亦由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的1.7%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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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6%。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均下跌，房地產相關行業、零售、

住宿、餐飲服務活動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另總就業人數增加約8,400人，失業人

數減少約8,500人，就業不足人數亦減少約3,700人。港府表示，防疫措施放寬及消

費券計劃的實施有助於經濟復甦，但仍受國際金融情況及疫情發展影響（港府統計

處新聞稿，2022.12.19）。 

在物價方面，排除港府紓困措施因素，2022年11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1.7%

，與2022年10月份上升幅度相同。港府表示，各國通貨膨脹的情形並未消減，預

期未來進口價格仍將面臨升高壓力，但在香港本地成本壓力相對輕微的情況下，

短期內香港物價仍將持平（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22.12.10）。 

(二）香港2023年經濟成長可期，但仍須關注進出口及人才轉移之變化 

過去3年，香港為因應疫情，採取了嚴格的防疫措施，導致香港經濟損失270

億美元（約2,106億港元，相當於2018年GDP的7%）。隨著中國大陸放棄清零政策，香港與

中國大陸恢復通關，大量旅客赴港帶動香港本地的消費及投資信心，帶來更多跨

境經濟活動，對餐飲、旅遊及零售等行業都有所助益，一般預期2023年香港將回

復正成長。香港特首李家超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認為，香港恢復與中國大陸通

關，有助促進商貿、投資者及旅客等往來，隨著有序放寬防疫措施以及中國大陸

經濟穩定成長的帶動下，將有利香港的出口及轉口生意。但有分析認為，在疫情

影響下，部分中國大陸的進出口可能形成新的路徑，不再需要利用香港做轉口，

對香港的進出口行業構成長期的不利影響。此外，過去數年香港的資金及人才外

流等問題，可能已對香港經濟帶來不可忽視的結構性損害（香港商報，2023.1.4；信報

財經新聞、鉅亨網，2023.1.6；大公報，2023.1.12）。 

(三）2022年境外駐港公司整體呈現「陸進外退」，美商撤離家數居首

位 

據港府統計處公布數據，2022年境外駐港公司計8,978家（包括1,411家地區總部、

2,397家地區辦事處，以及5,170家當地辦事處），較去年下跌71家。由母公司所在地來看，

整體呈現「陸進外退」，中國大陸以2,114家公司居冠，占23.5％，而美商撤離家數

（86家）及比重（0.9％）均是各國首位，應係受美國制裁、產業鏈去中化等因素影響

。分析指，即使港府放寬防疫政策，惟地緣政治及中國大陸經濟增速放緩等結構

性因素仍影響外資意欲，短期內境外駐港公司數目難以回升（香港經濟日報，2022.11.24

）。 

(四）澳門2022年第3季經濟成長率-33.4%，連續3季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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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澳府統計，由於疫情衝擊及防疫措施影響經濟活動，澳門2022年第3季經濟

成長率-33.4%，已連續3季負成長。整體服務出口按年下跌46.7%，其中博彩服務

及其他旅遊服務出口分別下跌72.5%及45.9%為主要因素（澳門經濟季刊，2022年第3季

）。 

在就業方面，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澳門總體失業率為3.7%，澳門當地居民

失業率為4.7%，較上期（2022年8月至10月）分別下跌0.2及0.3個百分點。按行業統計

，酒店及飲食業、博彩及博彩中介業的就業人數減少，批發及零售業則有所增加

。就業不足人數為1.62萬人，較上一期減少8,200人，其中博彩、博彩中介業的就

業不足人數明顯減少（澳府新聞稿，2022.12.30）。 

在物價方面，2022年11月澳門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103.85，較去年同期上升

0.76%，較上月下跌0.04%，主要是家傭薪酬、外出用膳收費及學費調升，以及汽

油和電力價格上升帶動，另住屋租金、通訊服務費用、蔬菜和石油氣價格下調則

緩減部份升幅（澳府新聞稿，2022.12.23）。 

(五）澳門 2022 年博彩業收入創 2004 年以來新低，2023 年或大幅反

彈；另新一輪賭牌競投由現有 6家博企勝出 

受疫情和防疫措施影響，2022年12月澳門賭場的博彩總收入為34.8億元，較

2021年同期下降56%；2022年全年澳門博彩收入僅422億元，相比2021年的875億元

下降51％，更遠低於2019年疫情暴發前的2,920億元，為2004年以來最低的全年收

入。不過，外界也預期，防疫措施的大幅放寬將使2023年澳門博彩收入大幅反彈（

聯合報、香港經濟日報，2023.1.1；香港01，2023.1.3）。 

此外，澳門新一輪賭牌競投結果於11月26日揭曉，澳門現有6家博彩企業全部

獲批，按分數排名依序為美高梅、銀娛、威尼斯人、新濠、永利、澳娛；馬來西

亞雲頂集團旗下的GMM公司則排名第7，未能突圍。相關評論指，獲選的6家博企

均是長年深耕澳門，已投入巨資且雇用大量澳門居民，應為勝出之有利因素；既

有經營格局不變或反映當局穩定考量，惟新法課予業者更多社會責任，會否因此

影響營收，連帶牽動澳府財稅、民眾紅利等，值予關注（澳門日報，2022.11.27；新加

坡聯合早報，2022.12.6）。 

三、 社會面 

(一）「港版國安法」首有未成年被告獲刑，港府續畫紅線牽動政治社

會化 

據港府統計，截至2022年10月31日，計10,279人因「反送中」運動被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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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28.4％（2,915人）已經或正接受司法程序處理。另「港版國安法」生效後，已有

230人因觸犯該法或相關法律被拘捕，近140人被起訴，逾30人已被判刑，定罪率

高達百分之百。其中香港學生組織「光城者」5名成員遭控觸犯該法「串謀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被裁定罪成並判入教導所，為18歲以下青少年因該法獲刑首例（5

人被捕時介於15歲至18歲。文匯報，2022.10.9；信報，2022.10.26；自由亞洲電臺，2022.11.8）。 

本季港府續就政治事由拘捕、起訴港人，如拘捕1名「香港獨立黨」成員，涉

及在社交平臺眾籌軍費，及在外國政府網站呼籲國際出兵協助香港獨立；以及起

訴4名港人，涉及在個人臉書轉載呼籲不投票或投廢票文章，其中已有1人被判囚2

個月。此外，港府律政司發函給所有外聘大律師，要求在12月5日前簽署承諾文件

，內容包括維護「港版國安法」，保證不從事危害國安行為；另公布「教師專業操

守指引」，明定教師不應參與違反「港版國安法」活動，否則將被終身停牌。顯示

港府續劃設港人言行紅線，或將牽動港人之政治再社會化（星島日報，2022.11.3；明報

，2022.11.22；自由亞洲電臺，2022.10.25、2022.12.15）。 

(二）香港新聞自由續陷寒冬，外界關切新版權條例是否收窄創作自由 

香港記者協會受政治壓力影響，宣布停辦已連續發表29年的「言論自由年報

」；國際新聞機構聯盟「The Trust Project」宣布，因新聞獨立自由運作困難，爰

停止香港業務。香港民意研究所10月公布調查顯示，分別有70％、60％受訪者認

為傳媒工作者在批評「中央政府」、港府時有所顧忌，48％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

沒有充分發揮言論自由（自由亞洲電臺，2022.10.17；上報，2022.12.27）。 

另港府推動多年的版權條例修訂案，終在12月7日三讀通過。該條例於2011

年、2014年提出修訂時，均因改圖、改歌等「二次創作」可能觸法，被批評為限

制網路言論自由的「網路23條」，引發公眾及民主派反彈而遭擱置。輿論認為，

此次修訂案順利通過，並非民眾疑慮已獲釐清，而是在「行政主導」下，立法會

對爭議性法案全然順從配合。港府則表示修例不會收窄創作及言論自由，將加強

宣傳以釋除公眾疑慮（中通社，2022.12.7）。 

(三）香港人口淨移出創30年新高，出生率創30年新低 

港府統計處12月29日公布「香港人口趨勢1991–2021」，香港整體人口由1991

年的575萬，增至2021年的741萬，30年間平均每年增長率為0.8%，但2021年人口

比上一年度減少近6.8萬人，亦是連續兩年人口負增長。人口淨移出在2021年錄得

55,300人，係30年以來最多人離開香港。另外，港府公布的數據也反映香港的少子

化問題越來越嚴重，2021年只有36,953名嬰兒出生，是過去30年最低。學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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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來越多青壯年離開，加上少子化情形加劇，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恐愈益嚴

重（中新社，2022.12.29；自由亞洲電臺，2022.12.30）。 

(四）香港貧富懸殊擴大至逾47倍，貧窮人士失業問題尤重 

香港「樂施會」10月5日發表香港貧窮狀況報告指出，香港最貧窮與最富裕家

庭的月入中位數差距大幅擴大，由2019年疫情前的34.3 倍，擴大至2022年首季的

47.3 倍。6成貧窮人士失業達2個月以上，1/4貧窮人士失業超過半年；零售、住宿

和餐飲服務屬失業重災區。該會籲港府上調最低工資，並延長臨時失業支援計劃（

香港01，2022.10.5）。 

(五）澳門2022年前3季總體犯罪數量持續減少，治安保持穩定 

澳府11月29日公布2022年首3季罪案統計數據。前3季共開立刑事專案調查案

件7,329宗，同比減少1,473宗，下降16.7％。整體治安狀況繼續保持穩定，總體犯

罪數量持續減少，眾多類型的犯罪呈下降趨勢，其原因可能與警方加強打擊、疫

情導致公眾外出活動減少、遊客數量下降等因素相關（澳門日報，2022.11.30）。 

四、 國際面 

(一）WTO裁定香港產品改標「中國製造」有違貿易規則，惟美方拒

取消相關措施 

因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危害自由人權，美方於2020年8月11日要求進口之

香港產品，原產地標示必須由「香港製造」改為「中國製造」，引發港方強烈反彈

並上告WTO。WTO爭端解決小組於12月21日裁定美國相關行政命令違反國際貿易

相關規則，建議美國糾正違規措施；惟美方指此係基於中共侵害香港自主和港人

民主人權，並威脅美國的國安利益，表明拒絕取消相關規定（美國之音，2022.12.22）

。 

(二）美國會報告批評「港版國安法」打擊香港民主及公民社會，國會

議員要求重新檢視香港經貿辦地位 

美國國會持續關切香港議題。本季「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美中經

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相關報告指，「港版國安法」不僅打擊香港民主發展，也對

香港曾經活躍的公民社會帶來「毀滅性的效果」。北京日益加強控制香港的議會及

行政機關，干預、威脅香港法治，對外國威脅的「妄想」持續增加，將進一步令

香港言論、集會、新聞及宗教自由受到限制（自由亞洲電臺，2022.10.5；明報，2022.1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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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Marco Rubio、眾議員Chris Smith提出「香港經濟貿易辦事

處認證法案」（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Certification Act），指在香港失去自治後

，其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形同中共喉舌，要求美政府應重新評估是否承認香港駐

美經貿辦事處的地位和享有的特權和豁免待遇（美國之音，2022.12.16；香港01，2022.12.17

）。 

(三）英國放寬BNO計畫申請資格，2022年第3季申請人數減少44％ 

英國政府10月18日修訂移民條例，容許1997 年7 月1 日或之後出生、父母其

中一方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18 歲或以上香港人，可獨立申請BNO 

簽證計劃赴英居留，相關規定自2022年11月30日起生效。中國大陸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批評英方一再藉BNO挖香港牆角及抹黑港府，「只會將更多港人變成移民

陷阱中的二等公民」；港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則重申，港府不承認BNO為旅遊證件

或身分證明文件，若有關人士在海外牽涉領事館事宜或被拘捕，建議他們「要找

自己國家」（美國之音，2022.10.19；星島日報、信報，2022.12.7）。 

據英國內政部11月24日發布數據，2022年第3季透過BNO計畫申請移居英國的

港人約10,100名，較上季下降44％。媒體料放寬申請資格後，申請人數或再增加（

彭博社，2022.11.25）。 

(四）香港法治指數首次跌出全球20大，創納入評比以來新低 

NGO「世界正義工程」10月26日公布2022年全球法治指數，香港在全球140個國

家和地區中排名第22位（2021年第19位），創2014年納入評比以來新低。報告指香港8

項指標評分（約束政府權力、刑事法律正義、民事法律正義、基本權利、開放政府、規管環境、

社會秩序及安全、免於貪腐）全數下跌，其中以「約束政府權力」跌幅最大（較2021年跌

4.91%）。世界正義工程高級顧問Theodore Piccone指，香港是亞太唯一在5年內評分下

跌多於2%的地區，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可能導致香港評分繼續下跌（香港01，

2022.10.26；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網站、明報，2022.10.27）。 

(五）港星簽署基建交流合作備忘錄，澳門辦理中葡經貿文化交流活動 

港府發展局與新加坡財政部12月1日在新加坡簽署基建項目交流合作諒解備

忘錄，期透過數位化及創新建造方法，改善基建項目推展模式，以及加強相關人

員能力，從而提升兩地建造業的生產力和表現。港府發展局秘書長劉俊傑表示，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投資基建為社會帶來長遠利益，在推展基建項目方面亦有共通

點，兩地的合作交流將有助建造業發展（港府新聞公報，2022.12.1）。 

另澳門持續透過多項活動推進中葡合作，包括澳府與中國大陸外交部駐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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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員公署共同舉辦首屆「中國—葡語國家青年交流計劃」，澳府舉行「澳門平臺

—匯聚中葡」主題論壇暨合作對接會、中葡文化藝術節、葡語國家及澳門特色市

集等（新華社，2022.10.13、2022.10.28；澳門日報，2022.10.29、2022.11.8）。 

五、 臺港澳關係 

(一）陸委會及策進會續推交流，並關懷來臺港人 

2022年臺港貿易總額約662.7億美元，同比增長2.5％；另香港對臺灣投資件數

計742件，同比增長8.3％，投資金額約3.65億美元，同比增長18.6％。 

大陸委員會與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辦理多項活動，包括「臺港

投資經驗文化交流研討會」、「臺港創新雙日論壇」、「臺港飲食文化嘉年華」，與14

家獨立書店合辦「週遊香港」主題書展，與臺中、高雄市府合辦相關培訓講座，

並拜訪來臺就讀高中的港澳學子，持續推動臺港經貿文化正向交流，協助來臺港

人適應臺灣生活（陸委會、策進會網站）。 

(二）我駐澳人員簽證獲續期，駐館維持為民服務 

臺澳民間實體交流參訪活動仍受疫情影響，未見明顯復甦；惟經貿方面略有

增長，2022年臺澳貿易額約1.19億美元，同比增長2.2%。另我駐澳人員簽證獲續期

，駐館維持為民服務及業務運作。 

六、 陸港澳關係 

(一）中共「二十大」報告要求港澳落實國安法制，增強愛國精神 

中共於10月16日至22日召開「二十大」，習近平於開幕式宣讀報告，提及香港

過去5年局勢動盪變化，在中共中央帶領下實現「由亂到治」；又強調「一國兩制

」是港澳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此外，報告要求未

來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增強港澳同胞的愛國精

神，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新華社，2022.10.17）。 

(二）港澳特首赴北京述職，外界聚焦與中國大陸恢復通關 

香港特首李家超、澳門特首賀一誠12月21日至24日赴北京述職，依慣例會見

習近平、李克強，匯報港澳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之最新情況。李家超返港後

宣布，北京已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關」，港府隨即成立「通關事務協調組」

，以聯繫陸方有關部門（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港澳辦、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研商推進（

文匯報，20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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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借重其地利及法律優勢 

中國大陸外交部於10月21日與港府簽署「關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國際調

解院籌備辦公室的安排」，籌備辦公室預計自2023年起，開展相關國際公約談判及

建立國際調解院的籌備工作。陸方表示，近年來國際社會對調解的需求日益增加

，但目前還沒有專司調解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國大陸爰與理念相近國家起草並

達成「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決定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專門提

供調解服務，為各類國際爭端提供友好、靈活、經濟、便捷的解決方案。而籌備

辦公室設在香港，主要考慮到其地理位置優越、營商環境便利，特別是法律體系

成熟，在提供法律服務方面具獨特優勢（港府新聞公報、中新社，2022.11.1；新加坡聯合

早報，2022.11.3）。 

(四）陸方續推深港融合，前海方案部分項目擬由港方主導開發 

深圳市羅湖區10月21日發布「加快羅湖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建設實施方案（

2022-2023年）」，聚焦基礎設施聯通、人才交流暢通、要素跨境融通、產業發展共

融、公共服務交融以及文化交流心融6大方面，提出45項措施，並規劃以9.5平方公

里的口岸片區為核心，建設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據統計，常住羅湖的香港居民

約佔深圳全市的1/5，港資企業占外商投資企業比重高達90%，羅湖區政府與深圳

人民銀行並於11月3日簽署共建「深港消費金融高質量發展示範工程」合作備忘錄

，以便利香港居民金融支付往來（大公報，2022.10.22；明報，2022.11.9）。 

另為貫徹陸方2021年9月公布「前海方案」，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再度修訂現行

「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並公開徵求意見。與現行條例

相較，多處調整內容與香港相關，包括將「深化與香港的緊密合作」改為「支持

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設立包括港人在內的專門諮詢機構和對接香港各政府部門合

作發展的專門機制；將部分前海項目採用「港方主導開發模式」等。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郭萬達表示，不排除未來部分前海地方可能形成「小香港」，而「港方

主導開發模式」試點如成熟，亦有望持續推廣（明報，2022.10.31）。 

(五）香港完成接受中國大陸器官移植首例，是否長期機制引發議論 

香港1名女嬰12月間完成換心手術，是香港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首例

。港府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希望藉此案例將香港醫院納入中國大陸人體

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建立長期機制以造福兩地民眾。惟有專家指出，中國大陸

移植器官一向多具道德爭議，且國際心肺移植協會甫於今年8月發聲，呼籲會員不

應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植器官，建議陸港在相關領域的合作，應思考是否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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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星島日報，2022.12.17；東方日報，2022.12.18；明報，2022.12.19）。 

(六）陸澳續簽貨幣互換協議，粵澳、珠澳深化金融、教育等領域合作 

繼中國大陸財政部9月於澳門發行30億人民幣國債後，廣東省10月亦於澳門發

行20億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支撐澳門擴大債券市場規模；中國人民銀行與

澳門金融管理局續簽「貨幣互換協議」，以助澳門拓展金融產業及人民幣業務（新

華社，2022.10.28；中通社，2022.10.31）。 

另澳門與珠海於12月14日舉行珠澳合作視訊會議，雙方相關部門就持續推進

金融創新、教育交流、衛生健康、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等重點工作提出建議

，並簽署「珠海市外事局澳門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國際交流合作備忘錄」以及

「珠澳教育合作與交流協議」，推展相關領域交流合作（澳門日報，2022.12.16）。 

(七）跨境生活之澳門居民對公共服務滿意度低，民團籲放寬澳門社團

在粵港澳大灣區活動限制 

隨著陸澳的融合聯通日益升高，越來越多澳門居民在兩地跨境生活。澳門街

坊會聯合總會大灣區工作委員會等組織11月14日發布之調查顯示，跨境生活的澳

門居民對跨境法律服務、公共服務，以及社區勞動就業服務滿意度僅37％；建議

政府適當放寬澳門社團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粵港澳大灣區業務活動的限制，

以加強服務跨境生活的澳門居民（澳門日報，2022.11.15）。 

 

 

（港澳蒙藏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