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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情勢 

  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聚焦維護國安、吸納人才，並提出組建地區

服務關愛隊，外界擔憂當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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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12 月的立法會議員補選，毫無意外由「愛國者」出線；民

主派政黨非但不得其門而入，反而面臨縮編、解散等困境。此外，香港記者協會停辦

「言論自由年報」、國際新聞機構聯盟「The Trust Project」宣布停止香港業務，亦再

次印證香港自由環境已然變調。 

        「港版國安法」打壓港人自由權利迄未減緩，有港人因於網路轉載不投票文章、

呼籲國際協助遭拘；該法實施以來被捕人數累計已逾 230 人，本季更首有未成年被告

獲刑。另香港法院批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聘請英籍大律師參與國安法訟辯，港府上

訴均告失敗後轉提人大釋法，引發各界關注；相關評論指人大釋法結果表面雖未置可

否，惟以特首證明書及國安委介入之機制作為解方，仍招致損害法院權力與程序正義

之批評。 

        在經濟方面，受國際環境惡化、跨境陸路貨運持續受阻，以及各國央行大幅加息、

內部需求不振等因素影響，香港 2022 年第 3 季經濟成長率負 4.5%，跌幅持續擴大，

全年經濟成長率亦下修為負 3.2%。隨著防疫措施鬆綁，市場預測香港 2023 年經濟有

望好轉，惟仍須關注進出口變化及人才流動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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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爭端解決小組 12 月 21 日裁定，美國要求進口之香港產品原產地標示改為

「中國製造」係違反國際貿易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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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取消相關規定。美國會

續有因應香港情勢提案，要求重新審視香港駐美經貿辦事處之地位及待遇。在援港措

施方面，英國修例容許 1997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持 BNO的 18 歲

以上港人申請 BNO 簽證計劃，媒體料放寬申請資格後，申請赴英港人或再增加。 

 

澳門情勢 

  澳門特首賀一誠發表 202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續維現金分享計畫及稅務減免

等惠民措施，另宣布將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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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定「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加強打擊跨境賭博。澳門 2022 年

第 3季經濟成長率負 33.4%，連續 3季負成長，財政支柱博彩業收入創 2004年以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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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新一輪賭牌競投由現有 6 家博企勝出，相關評論指獲選博企均長年深耕澳門，已

投入巨資且雇用大量澳門居民，反映當局維持經濟社會穩定考量。 

 

臺港澳關係 

        2022 年臺港、臺澳經貿均呈增長。臺港全年貿易總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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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澳全年貿易額約 1.19 億美元，同比增長 2.2%。本季我方辦理多

項活動，涵蓋投資經驗、飲食文化、創新創業、人才教育、藝文創作、心理諮商等多

元領域，持續為臺港跨界合作搭建平臺，促進臺港經貿文化交流正向發展與相互瞭解，

並關懷來臺港人及協助適應臺灣生活。另我駐澳人員簽證獲續期，駐館維持為民服務

及業務運作。 

 

陸港澳關係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及香港過去 5 年局勢動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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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落實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及

增強愛國精神。陸港澳續呈融合趨勢，包括深圳市羅湖區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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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人才及文化

交流合作；澳門與珠海舉行視訊會議，就持續推進金融創新、衛生健康、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建設等重點工作提出建議，並簽署教育合作與交流協議。另中共借重香港地

理位置優越、營商環境便利及法律體系成熟等優勢，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

室」，後續發展值予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