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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情勢 

    中共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將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並自 6月 30日起生

效實施，引發各界譁然；論者批評該法侵蝕香港基本法及中共對港高度自治承諾，令

「一國兩制」蕩然無存。本季香港集會遊行、行之有年的「六四」紀念晚會等，均因

防疫考量遭拒，惟部分港人仍持續透過示威、杯葛等方式表達訴求；去年 6 月 9 日至

今年 6 月底，因「反送中」遭拘人數已達 9,216 人，其中李柱銘等 15 名民主派人士遭

捕，引發國際關切。此外，港府六大局處官員異動、高等法院裁定港府引用「緊急法」

訂立「禁止蒙面規例」合憲、香港監警會就「反送中」爭議事件提出報告，以及中聯

辦及港澳辦頻就香港事務發言，惟港人對港府及中共治理仍多不滿。 

在經濟社會方面，香港呈現動盪不安之勢。受到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香港 2020 年首季經濟跌幅達 8.9%，創單季歷史最大跌幅，港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

示，全年經濟成長預計下滑 4%-7%，惟在財政援助政策下，第三季可能有所改善。香

港記協公布「2019 新聞自由指數」，公眾及新聞從業人員評分均創新低，2020 年世界

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同步下跌至 80名（較 2019 年下跌 7 位），主因均與「反送中」運動港警

暴力阻撓採訪有關。另民調顯示，超過 6 成受訪者擔心「港版國安法」侵犯香港公民

權利與自由，反對「反送中」運動延續者略多於贊成者，分析指「港版國安法」對香

港抗爭社會的恫嚇效果與分化作用，恐已浮現。 

本季國際社會高度關切中共推動「港版國安法」及香港情勢，除譴責中共作為，

並提出應對措施。包括美方宣布香港已不再具備充分的自治，並研議取消其特殊優惠

待遇，及以簽證制裁中共及港府官員等；美國會並通過「香港自治法」，強化金融制裁

手段。另英國提出修正港人居英權規定，延長「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香港持

有人停留期限至 12 個月。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前港督彭定康等 23國逾 200 名

政要、國際組織等均發表聲明，批評「港版國安法」違背香港基本法和中共國際承諾；

歐洲議會亦通過譴責動議，建議歐盟國家考慮反制。受經濟表現下滑、政治動盪加劇、

社會凝聚力減弱及中國大陸經濟影響所致，香港全球競爭力再度下跌，由 2019 年的第

2位，跌至第 5位。 

  

澳門情勢 

澳門特首賀一誠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內容除延續過往改善民生、加強城市規

劃、強化經濟發展與行政改革等面向外，新增肺炎疫情應對、強化審計廉政、維護國

家安全等，並稱為應對疫情，今年恐成移交以來首個財政赤字年度。澳府保安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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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少澤稱，將續推行國安配套立法，進行相關組織調整，並研究建立「大灣區警情通

報系統」，強化區內情報合作。 

    在經濟社會方面，2020 年澳門首季經濟衰退明顯，成長率下跌達 48.7%，全球經

濟活動因肺炎疫情擴散大幅下滑，以服務出口為主的澳門同受衝擊，內外部需求均跌

幅均明顯擴大。澳門大學估計澳門全年經濟成長約在-54.5%至-60%間，並稱受美中貿

易摩擦及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等因素影響，經濟復甦恐比 2003 年 SARS 後更難樂

觀。澳府撤銷保險仲裁中心，輿論擔憂不利澳門保險業國際認受性，難以吸引國際投

資；另澳門通過「僱員的最低工資」法案，11 月 1 日起除家傭及殘疾人士外全面施行

最低薪資保障，惟有議員認為數據基礎過低，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 

 

臺港澳關係 

    為因應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造成香港之變局，大陸委員會公布「香港人道援

助關懷行動專案」，並成立「臺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於 7 月 1 日正式運作。該辦公室

下設「諮詢服務」、「專案管理」及「行政庶務」等 3 組，提供港人來臺就學、就業、

投資創業、移民定居，以及跨國企業、國際法人團體來臺等專案諮詢與協處服務。陸

委會並稱會在兼顧國家安全前提下，依據既有法律規範及公私協力的方式，務實處理

港人人道援助及關懷事宜。 

 

陸港澳關係 

    港澳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安排命令刊憲，將於港澳雙方各自完成相關程序後生

效；另港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訪澳，就維護國安工作經驗進行交流。陸港服務貿易協

議修訂協議於 6月 1日起實施，將降低香港服務提供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