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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共緊縮治港作為簡析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蕭督圜主稿 

 

 中共在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後，限縮泛民主派參政議政權利、強

化行政主導制的政治體制並否認「三權分立」、成立香港「國安委」，

並成立「紫荊黨」完成「新港人治港」的政治目標。 

 港府對社運領袖及特殊人物展開強勢掃蕩、製造「寒蟬效應」，未

來或實施「社會信用體系」、「健康碼」等系統。 

 中共以「頂層設計」改造香港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及公民社會，

實現「以黨治港」的決心和意志，後續或有更嚴厲的社會與政治審

查制度。 

 

（一）前言 

中共在 7月後於香港戮力行使「港區國安法」，香港過去的「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旋即受到了逐步的壓縮，取而代之的是在「全面

管治權」及「頂層設計」下展開的「一國兩制」新型態。過去香港制

度中被視為有利於維持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的自由威權政體，包括集會

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現今在中共改弦易轍的統治思維下已崩

解，取而代之的是比大陸更緊縮的管治模式。中共之所以不斷緊縮治

港政策，一方面是因為，即使在國安法施行後，香港社會中依然存在

著不屈服的信念，諸多知識分子與政治領袖依然無畏的與北京周旋；

另一方面，社會在驚覺北京持續剝奪香港的自由與自治後，對「一國

兩制」也不再抱持信心，對北京與港府的管治更加以積極不配合來進

行消極抵抗。中共為求能徹底彰顯「一國」之尊及中央不容挑戰的權

威，透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法律工具，對香港的政治發展與公民社會

都展開大規模的干預與改造，務求重塑香港的新時代。 

 

（二）政治層面的緊縮 

中共在香港政治層面的緊縮，展現在四個主要面向。首先是限縮

了泛民主派參政議政的權利。在 11月 11日，北京人大常委會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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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的提請，通過有關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而港府也隨即宣布，公民黨楊岳橋等 4人即時失去議員資格。香港中

聯辦發表聲明強調「愛國者治港是必須堅守的政治規矩」，進而也讓

所有泛民派議員宣布總辭。事實上，此次開除楊岳橋等 4名議員的想

法，應早在本次被延選的立法會提名期就埋下了伏筆；在 7月底即由

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撤銷 12名參選人的資格，當時楊岳橋等 4人即

名列其中。但因考慮臨時立法會人數與代表性不足的因素，而讓渠等

先延任。但泛民派議員透過議事規則干擾議會運作，不僅癱瘓立法會

的功能，也制約了港府的政策推動，最終讓中共難以容忍異議。中共

對泛民派議員的打壓不僅止於限縮議政權，未來連參選的資格恐也難

有，這可見於港府不斷拘捕泛民派政治人物，也迫使許智峯等人選擇

流亡海外。由於中共在「十四五」建議中提到，「增強港澳同胞國家

意識和愛國精神、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堅決防範和遏制

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顯然北京未來五年注重的不僅是經濟工

作，更在乎政治工作。可以預見未來香港立法會的多元民主將不復

見，非建制人士僅能作為忠誠的反對派。 

其次是，壓抑立法與司法權，強化行政主導制的政治體制。今年

下半年，香港教育局就通識科教材作出不同程度的修改，當中介紹香

港法治時，刪去或修改「三權分立」內容。特首林鄭月娥指出香港無

論在回歸前後都不是「三權分立」的制度，並強烈表達行政長官是行

政主導的核心。港澳辦及中聯辦也發聲明肯定特首林鄭月娥有關香港

無「三權分立」的言論及教育局調整教科書的舉措，並再次強調香港

所有權力均來自中央授權，批評民主派借三權分立否認行政主導，目

的是「抗拒和架空中央政府對港全面管治權」。何以北京與港府要扭

轉社會大眾所熟悉的「三權分立」政治體制運作模式？第一，旨在要

削弱立法權與司法權，進而強化行政主導制的基礎。加速扭轉港英時

期遺留的三權分立認知，進而將中國大陸行政至上的體制移植到香

港，營造類新加坡式的威權管治模式，有利於鞏固中共「全面管治權」

的建構。第二，北京多年來一直有意要將「國家認同」植入香港的教

材之中，但在 2012 年的因反國教運動而無斬獲。也由於長期來政治

體制的上三權制衡慣例，及社會上三權分立概念堅固，促使社會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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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抗命方式表達反對意見。而「國安法」推動後，規定「特區政府須

加強監督和管理香港特區的學校、社會團體、媒體與網絡，並開展國

家安全教育」，港府此次的作為就是希望建構新的認知體系，消滅香

港社會的反抗意識。 

再而，中共正在建立國安法下超越基本法的政治體制新形態。中

共過去透過「公安、檢察院和法院」三大系統，牢牢掌握對大陸社會

與政治的監控。而如今，香港在「國安法」施行下，成立「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於在「國安委」中，集合了保安司

及警務處、入境處、海關等公安系統，也有律政司的檢察系統，加以

特首可以直接任命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這個猶如集大陸在公、檢、

法三大系統於一身的「國安委」，由於直接聽命於香港中聯辦主任，

在未來以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制持續推進後，將成為超越香港基本

法體制的新形態，也改變香港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涵義。更

由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修訂「宣誓及

聲明條例」和「立法會條例」的草案，未來香港新入職及現職公務員

必須宣誓及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可以預見，廣義

的公務員將含括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都在內，未來政治上的反對力量

也將難以在體制內起作用。 

最後，中共將以「新港人治港」。今年香港出現新政黨「紫荊黨」，

是由一群在大陸出生、受西方教育，具歐美財經背景的海歸人士組

成。紫荊黨的出現代表代表北京對香港政府、社會與傳統親北京勢力

的不信任，故而全面改造香港權力體制。其意義也體現中共對港「改

土歸流」政策，透過加速換血「新香港人」，取代過去北京在港的政

商管治聯盟，展現香港的「新時代」。「紫荊黨」將做為中共在香港

的管治側翼，也將逐步完成「新港人治港」的政治目標。 

 

（三）社會層面的緊縮 

中共在香港社會面向的緊縮，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觀察。首先是對

社會運動領袖及特殊人物展開強勢掃蕩，在「止暴制亂」的目標下，

持續運用法律手段肅清可能威脅。包括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及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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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眾志成員黃之鋒、周庭、林朗彥相繼被拘捕與判刑，中共即是希望

對香港言論自由進行壓制後，可以透過迫害人身自由製造寒蟬效應，

避免香港社會持續存在「從眾效應」。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批港府為

想營造更強大的寒蟬效應，正在製造無所不包的感覺，來達到白色恐

怖的作為。 

其次是對新聞自由的干預。香港電臺編導蔡玉玲，因為拍攝「反

送中」運動「7.21事件」遭到警方逮捕，多數民主派支持者認為警方

的拘捕行動出於政治目的。蔡玉玲被捕的事件對香港新聞自由產生嚴

重影響，不僅可能逼迫媒體自我審查，為符合政治正確言論將趨向單

一，而日後網媒及公民報導的生存空間將變得更狹窄。而後，香港有

線新聞臺以經營為由開除 40 名員工，這些被裁撤的記者與員工過去

多次報導大陸民運活動、社會衝突事件，以及揭露親中民調機構的作

假與影響。顯見，不管是直接的拘捕或是間接的迫害，中共對新聞自

由的打擊與改造，將只是個開始。 

再而，即將壟罩香港的「社會信用體系」。自 2017 年大陸實施

「網絡安全法」後，國家對社會的監控就更加嚴格，而香港自實施「港

區國安法」及「香港國安法第 43 條實施細則」，也代表中共對港政

策中，社會管治面向從過去的模糊妥協策略轉成更清晰的方向。回顧

2019 年 7 月 5 日，廣東省政府公布「貫徹落實綱要的實施意見」及

「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3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3

年內擬在廣東、澳門以及香港全面性地建構「社會信用評分」等相關

制度與體系。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施意見」第 42 項也

指出，除了將研究制定大灣區社會信用條例，還包括信用資訊蒐集和

共享機制，用以深化社會治理的合作機制，加強粵港澳警務合作交流

及突發事件應急處置聯動機制和協調平臺。由於特首林鄭月娥在今年

的施政報告中，已經明白地呼應中共的大灣區戰略，將戮力推進深港

一體化與融入大灣區，不免讓人擔憂香港特區政府未來將在香港施行

「社會信用體系」。即使當前尚未施行「社會信用體系」，但在實施

「港區國安法」後，法律中允許港府在認為國安有受威脅之虞，得以

要求企業提供用戶敏感資料，因此英國「衛報」曾示警，認為當前香

港企業可能正秘密配合港府監控民眾。而因為疫情的因素，過去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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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質疑的「健康碼」系統也將被啟用，在香港難以自外於大灣區的現

實下，這將只是時間的問題。 

最後，中共正在建立香港社會文化的新型態。在中共逐步建立香

港新型態的時空下，完全展現了中共要實現「以黨治港」的決心和意

志。而這樣的新型態，針對的其實就是香港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

及廣義的公民社會。中共在「頂層設計」下整體性改造香港的作為，

啟動後就無退縮的可能。所以，更為嚴厲的社會與政治審查制度，將

會依序上演。中共對香港的全面管治，已經是難以回頭的現在進行

式，雖然香港的公民社會仍力圖反抗，但恐怕能量有限。香港的公民

社會在「紫荊黨」一類的社會團體陸續站上檯面後，也將慢慢從量變

到質變，重新改寫香港新時代下的社會文化。 

 

（四）結語 

整體來說，中共今年在國際與國內多重因素下，緊縮了對香港的

管治。隨著北京以法律工具逐步改造香港，既圖強化行政主導制，也

逐步掌握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香港的「一國兩制」早已面目全非。

而香港的民主運動在歷經數十年的努力後，雖然遺憾卻也將無奈地畫

下句點。我政府與社會在香港經驗上，宜更謹慎看待，為日後局勢做

好因應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