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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首提落實對港澳全面管治；另修改港澳人大選

舉辦法 

  今年「兩會」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之政府工作報告涉港澳部分，首提落實中央

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 「愛國者治港（澳）」，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重申貫

徹「一國兩制」、「港（澳）人治港（澳）」、高度自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見出

席「兩會」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表示，落實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並非代替港府管

治，而是在涉及香港發展、穩定、安全等重要方面，中央會及時提出指導意見，希望

港府堅定執行；另稱「一國兩制」50年不變，50年之後亦無必要改變。分析認為，相

關內容反映中共對港澳管治不會放鬆，在涉及穩定、影響國安等事務，將運用其全面

管治權加強參與（新華社、香港 01，2022.3.5；大公報，2022.3.10）。 

       依中共人大選舉法規定，港澳應選人大代表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另行規定；爰本次「兩會」亦審議 14 屆港澳人大代表（預定明年 1 月選舉）之名額

及選舉辦法。14屆港澳人大代表應選 36名、12名（與 13屆同）。在選舉人部分，澳門延

續上屆組成（澳門全國人大的選民、澳門全國政協委員、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香港則因選制修

改，中共認其選舉委員會結構優化，可充分體現「愛國者治港」，爰改由選委會組成

港區人大選舉會議。另上屆選舉強調候選人不得接受外國資助，本次則強調不得有危

害國安行為（星島日報、東網，2022.3.12）。 

 

 解放軍駐港部隊、港澳辦人事異動，反映北京對香港情勢仍高度戒慎 

        近期中共涉港系統相關人事異動包括：前新疆武警總隊參謀長彭京堂調任解放軍

駐港部隊司令；北部戰區政治工作部副主任賴如鑫少將調任駐港部隊政治委員；中國

社科院副院長王靈桂、前駐巴西大使楊萬明出任港澳辦副主任。相關評論指，彭京堂

調任駐港部隊，是中共罕見的跨軍種任命，也是首次由武警部隊、具反恐經驗者擔任

解放軍駐港司令；北京任用其鎮守香港，反映當局並未認為香港局勢已隨「港版國安

法」的實施而塵埃落定。另王靈桂研究領域包括全球戰略、反恐及伊斯蘭教、港澳事

務、一帶一路、信息情報等，其調任港澳辦或有助北京應對港澳事務中的外部勢力問

題（星島日報，2022.2.4；大公報，2022.3.10；香港 01，2022.3.20、2022.3.28、2022.4.20）。 

 

 中共高規格助港抗疫，未料引發新一波陸港社會齟齬 

        香港第五波疫情兇猛，除習近平下軍令狀，北京牽頭成立跨部委及地方之工作機

制，加大援港抗疫的協調統籌力度；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並坐鎮深圳「靠前指揮」，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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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多次會議，派遣醫療專家赴港協助檢測、協建方艙醫院、提供生鮮及必需品運輸支

援等。港府則引用緊急法訂定「緊急情況（豁免法定規定）（2019 冠狀病毒病）規

例」，為陸方協建醫院及隔離設施等提供法源基礎（文匯報，2022.2.18、2.16；美國之音，2022.2.25；

明報，2022.3.28）。 

            惟港府為緩解公營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及民生日常供需緊張等問題，破天荒引入

中國大陸醫護、屠夫及貨車司機，卻引發新一波陸港社會矛盾。特別是醫護部分，由

於陸港語言、文化及觀念的落差，港人質疑中國大陸醫護能力，而中國大陸民眾則批

評兩地醫護分工不均。此外，港人偷渡至中國大陸其他省市避疫事件接連發生，亦引

發陸方網民攻訐。親中港媒雖撰文緩頰，並將相關矛盾導向政治干擾，惟雙方民眾仍

相互指責對方為疫情破口，在網路社群上論戰交鋒，齟齬未減反增（大公報，2022.3.17；香港

01，2022.3.20；思考香港，2022.3.28）。 

 

 廣東深入實施「灣區通」工程，強化粵港金融合作 

  廣東省政府表示，廣東將深入實施「灣區通」工程，重點推進「四個通」，包括

「就業通」暢通港澳人員來粵就業創業渠道，「社保通」推動粵港澳三地社保規則銜

接，「人才通」逐步放寬港澳專業人才在大灣區執業限制，「治理通」探索建立跨境勞

動用工糾紛替代性解決機制（大公報、文匯報，2022.1.9）。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

「關於緊抓大灣區發展機遇高質量推進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建設的提案」，提

出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人民幣跨境使用、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進

一步深化粵港金融合作（明報，2022.3.24）。 

 

 「跨境理財通」投資者達 2.2萬人，北向通投資者澳多於港 

  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表示，截至 2021 年末，「跨境理財通」業務金額達 4.86 億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北向通業務金額近 2 億元，南向通業務金額達到 2.9 億元。目前參

與「跨境理財通」的投資者已達 2.2萬人，其中北向通投資者 1.4萬人，香港居民約占

3 成，澳門居民約占 7 成；而南向通投資者 0.8 萬人，超過 9 成來自廣州、深圳、東

莞、珠海、佛山等地（文匯報，2022.1.26）。 

 

 陸澳簽署仲裁程序保全機制安排，推進大灣區法制融合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與澳門於 2 月 28 日簽定雙方「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

排」，港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陸港兩地於 2019年已簽署仲裁保全安排，今陸方

與澳門亦簽定相關安排，有助提升仲裁在解決跨境爭議的作用外，更標誌着粵港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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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規則銜接邁向新的里程，推動大灣區法制融合（港府新聞公報，2022.2.28）。 

 

 港人赴大灣區生活意願下降，分析指或因疫情影響通關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布有關港人對於大灣區發展的看法民調，在 2019

年的調查中，47.5%受訪者表示若有機會，會去大灣區城市生活或工作，惟到 2021 年，

表示會前往的比例降至 36.4%；而無意願前往大灣區發展的比例，由 2019年的 52.5%

增至 2021年的 63.6%。調查單位分析，港人赴大灣區意願下降，可能與肺炎疫情令陸

港兩地長期處於封關狀態，不方便港人往返兩地有關（明報，2022.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