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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港澳情勢 
 

 前港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當選香港第六屆特首，習近平讚其愛國愛港立場

堅定；港府架構重組為三司十五局，部分新任要員具涉陸背景；港府稱將

推進23條立法、規範眾籌不得危害國安。 

 因疫情和需求放緩，香港首季經濟成長率-4%、終止連4季增長，外界估下

半年方可恢復成長，另憂嚴格防疫政策恐削弱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累計196人被捕，包括資深媒體人區家麟；獨立媒

體「傳真社」停止運作，7成民眾憂港府藉防範假訊息之名箝制言論自由；

移民潮衝擊稅收和教育產業。 

 習近平赴港參加移交25周年暨第6屆特首就職典禮，強調高度自治權從屬於

全面管治權、「愛國者治港」，及支援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 

 歐盟2021年港、澳年度報告指「港版國安法」致香港寒蟬效應擴大、公民

社會噤聲，澳門「一國兩制」損害民眾政治權利和基本自由；美國「2021

年度人權報告」、「2021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批中共持續損害港人自由和

公民參政權，憂對參與「反送中」之宗教團體秋後算帳。另香港新聞排名

較去年大跌68名至第148位，跌幅為全球之最。 

 澳門擬參照「港版國安法」修訂澳門國安法，博彩法修法亦納入國安要求

，連續第3年無「六四」悼念集會；首季經濟成長率-8.9%，連2季負成長。 

 

一、 政治面 

(一）李家超高票當選香港第六屆特首，輿論關切「武官治港」 

香港第5屆特首林鄭月娥4月4日以家庭因素為由，正式宣布不角逐連任，並稱

早已向北京傳達意向。因疫情一度延宕的第6屆特首選舉於5月8日舉行，唯一候選

人、前港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得票率近99.2%，為歷來最高；而其出身自警務系統

，曾任保安局副局長、局長，相關背景亦使輿論認為香港進入「武官治港」時代

。針對香港第6屆特首選舉結果，主要國家一改過往祝賀新任特首的做法，包括G7

外長、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均表示遺憾，認為港方所謂的選舉違反民主原則與政

治多元，與普選目標背道而馳（明報，2022.4.5；香港01，2022.5.8；美國之音、法廣網，2022.5.9

）。 

選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北京接見李家超，讚揚其愛國愛港立場堅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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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新選制對建設香港良好局面發揮決定性作用，必須長期堅持。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亞太研究所6月下旬民調則顯示，36.1%受訪者對其管治香港不具信心，未來治

港績效能否獲港人認可，尚待觀察（香港01，2022.6.25；文匯報，2022.6.1）。 

(二）港府架構重組為三司十五局，部分新任要員具涉陸背景 

香港立法會於6月15日通過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去（2021）年10月提出之港府架構

重組方案，其核心之一係將港府3司13局改為3司15局，新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運輸及房屋局」分拆為「房屋局」與「運輸及物流局」，「民政事務局」改組

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等；核心之二則是新設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副司長

。中共國務院繼之於6月19日任命第6屆港府主要官員，候任特首李家超強調所有

官員均係其所選擇；惟部分新任者係在中國大陸出生、工作，引發關注（中新社，

2022.6.15、2022.6.19；文匯報，2022.6.20）。 

(三）港府稱將盡快推展23條立法，另擬立法禁止危害國安之眾籌 

有關各界關切的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5月11日表示，

立法諮詢受疫情影響延誤，將盡快推展相關工作，目前傾向廣納各界意見後，再

由專業法律人員草擬條例，而不會先將條例草案提出進行諮詢；至於何時提交立

法初步建議文件，尚無具體時間（大公報，2022.5.12）。 

此外，港府表示擬制定專門法例規管眾籌，今年將諮詢公眾。初步構思包括

研究眾籌平臺須否對募集資金項目進行審查、資金募集者須否事前登記或獲得許

可，另擬制定規範杜絕任何人以眾籌為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籌集資金，並切斷逃亡

海外的不法分子在香港的眾籌資金鏈（明報，2022.4.15）。 

(四）香港18年來首度修訂法官行為指引，籲法官慎言以維司法公正形

象 

香港司法機構5月16日發布新修訂之「法官行為指引」（2004年制定），要求法官

應避免向傳媒發表意見、回應外界批評，即使匿名亦然；並提醒法官留意使用社

交媒體風險，避免在社交媒體評論案件、法律議題、訴訟人、證人或律師，對於

將任何人、團體或單位「加為朋友」，或向任何人按「讚」、「追蹤」或與之聯繫，

應格外審慎，避免破壞公眾對法官公正審判觀感及對司法機構的信心（中通社，

2022.5.16）。 

(五）澳門擬參照「港版國安法」，修訂澳門國安法新增程序法內容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4月7日召開本年度首次全體會議，時任澳門中聯辦

主任傅自應於會中表示，澳門社會內部依舊有外部勢力的干預及滲透，復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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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經濟帶來不穩定性等，使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上仍面臨不少挑戰。另澳門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4月15日出席澳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時稱，澳門2009年制

訂的「維護國家安全法」相對簡單，未來擬計畫參照「港版國安法」，增加程序法

內容，並賦權警方透過不同的手段偵查；預計今年展開修法公眾諮詢（澳府新聞稿，

2022.4.8；論盡，2022.4.15；力報，2022.4.19）。 

二、 經濟面 

(一）香港2022年首季經濟成長率-4%，終止連4季增長走勢 

據港府統計，香港2022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4%，相較於2021年第4季經濟成

長率4.7%有不少落差。港府表示，全球需求成長放緩，加上疫情對跨境運輸的不

利影響，嚴重拖累出口表現；香港內部則因第5波疫情及相關防疫措施，嚴重打擊

經濟活動和經濟氣氛。在內部及外部需求均表現疲軟的情況下，香港經濟在2022

年第1季面臨巨大壓力，終止連續4季的成長趨勢（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22.5.3）。 

在就業方面，2022年3至5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下降至5.1%（2022年2月至

2022年4月為5.4%）；就業不足率亦由2022年2至4月的3.8%下降至3.5%。多數行業的失

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均下跌，建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

及康樂活動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另總就業人數減少約5,400人，總勞動人口亦減

少約20,100人。失業人數減少約14,700人，就業不足人數亦減少約11,600人。港府

表示，隨著疫情緩和及社交距離措施的逐步放寬，加上新一輪消費券計劃和「2022

保就業」計劃，均對就業市場有所幫助（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22.6.17）。 

在物價方面，排除港府紓困措施影響，2022年5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1.7%

，較4月份稍高。港府表示，主要是由於電力費用和外出用膳及外賣費用升幅擴大

所致（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22.6.21）。 

(二）外界預期香港第2季經濟表現恐仍相對疲軟，評估至下半年方有

望走出收縮 

對於香港2022年第1季GDP表現再度出現經濟收縮，且幅度遠大於市場預期的

1.3%至1.9%，相關觀察認為，除政府消費開支上升5.9%之外，其餘主要組成部分

均告下跌。其中，私人消費開支更由升轉跌，結束連續4個季度的增長；進出口貿

易亦結束連續6個季度增長；服務輸出和輸入首季均下跌2.8%；投資則連跌2季，

首季跌幅加劇至8.3%。由於今年1至4月的嚴格防疫措施，導致占香港經濟比重高

達6成的私人消費受嚴重衝擊，市場預期香港第2季經濟表現仍可能相對疲軟，須

至下半年始能恢復正成長（法廣中文網，2022.5.4）。另有分析指出，香港嚴格的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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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旅行限制導致外籍人士流失，恐削弱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BBC中文網，

2022.5.13）。 

(三）澳門2022年首季經濟成長率-8.9%，連續2季負成長 

據澳府統計，由於疫情導致經濟前景不明朗及整體需求轉弱，澳門2022年第1

季經濟成長率-8.9%，繼2021年第4季後，已連續2季負成長。服務出口按年下跌 

4.7%，其中博彩服務出口下跌 25.1%以及私人消費的下跌為主要因素（澳門經濟季

刊，2022年第1季）。 

在就業方面，2022年3月至2022年5月澳門總體失業率為3.4%，澳門當地居民

失業率為4.4%，均較上期（2022年2至4月）下跌0.1個百分點。按行業統計，酒店及

飲食業的就業人數減少，博彩及博彩中介業則有所增加。尋找新工作的失業人口

中，以失業前從事博彩及博彩中介業和建築業者居多。就業不足人數為1.27萬人，

較上一期增加1,100人，其中博彩、博彩中介業及建築業的人數居多（澳府新聞稿，

2022.6.24）。 

在物價方面，2022年5月澳門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103.64，較去年同期上升1.1%

，較上月上升0.08%，主要是家傭薪酬和外出用膳收費調升，以及汽油、石油和水

果價格上升帶動，另住屋租金、通訊服務費與豬肉售價下調則緩減部份升幅（澳府

新聞稿，2022.6.24）。 

(四）澳門通過博彩法修法，納入國安要求；新一輪賭牌預計7月底至8

月間公告招標 

澳門立法會6月21日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俗稱博彩法）修法，

明訂賭牌批給上限6個，禁止轉批給，批給期不多於10年，最多可延長3年；並要

求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活動，必須在維護國家及澳門安全的前提下進行，倘承批

公司危害國家或澳門安全，特首可單方解除經營批給。關於博彩中介，未來將在

「博彩業務經營法」（審議中）就義務責任及監管方式作細則性規定。而現持有賭牌

之6家博企，6月23日與澳府簽署修訂合約，延長經營期限至今年12月31日（澳門日

報，2022.6.22；東方日報，2022.6.24）。 

另澳門立法會7月5日討論修改賭牌公開競投程序行政法規草案，釋出參與賭

牌競投之7項準則，要求競投公司於提交的投標文書中須附加開拓海外客源市場的

建議說明、監察預防娛樂場內不法活動的方案及社會責任建議等。新一輪賭牌預

計於7月底至8月間公告招標，最快於11月揭曉結果（澳府新聞稿，2022.7.5）。 

三、 社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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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違「港版國安法」遭拘捕者累計達196人，港府並設「反恐舉

報熱線」強化社會監視網絡 

港府表示，自2020年6月30日「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至今年6月，已有196人

因涉嫌危害國安被捕，124人及5間公司被檢控，其中10宗案件已完成審訊，全部

人被定罪，定罪率達100%。本季相關案件，包括「612人道支援基金」（提供「反送

中」抗爭者法律與醫療協助）5名信託人遭拘捕（信報，2022.5.12；明報，2022.7.1）。 

整體而言，香港社會持續籠罩在「港版國安法」的高壓管制下，港府並於6月

將因應「反送中」運動設立的「反暴力報料熱線」升級為「反恐舉報熱線」，與「

國安舉報熱線」交織成更綿密的社會監視網絡。輿論擔憂，相關作為恐加深社會

不信任及對立（文匯報，2022.6.7；香港商報，2022.6.22）。 

(二）媒體人遭拘、傳媒停運、新聞獎項停頒，論者指香港新聞自由持

續倒退 

4月11日，香港資深媒體人區家麟遭香港警方以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罪名拘捕，傳與「立場新聞」案有關。香港記者協會發表抗議聲明，促警方交代

具體拘捕理由及證據，並要求港府落實保障新聞與言論自由；記協主席陳朗昇質

疑，多家親中媒體批評港府施政，當局卻未採任何行動，辦案顯係雙重標準（香

港經濟日報，2022.4.11；信報、明報，2022.4.13）。 

6月10日，由香港人集資創辦、專注調查報導與事實查核的港媒「傳真社」（

FactWire）宣布停運，係繼香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之後，香港再有獨立

媒體停運（傳真社，2022.6.10）。此外，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因擔憂觸及國安紅

線之法律風險，宣布暫停頒發已舉行25屆之「人權新聞獎」，未來將由美大學接

手主辦（明報，2022.4.26；自由亞洲電臺，2022.5.4）。 

(三）港府研議打擊假新聞，惟民調顯示逾7成受訪者憂慮言論自由受

限 

港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5月11日表示，截至今年4月30日，已有19人因煽惑他

人違反防疫措施、煽惑他人破壞政府防疫設施或發放虛假抗疫消息而被警方拘捕

；港府已研究其他國家和地區應對假新聞、假資訊的經驗和處理方法，將提出具

體規管方案（中評社、文匯報，2022.5.12）。 

惟香港青年協會5月29日公布民調顯示，對於港府有意立法規管假新聞，71.8%

受訪者擔心言論自由將受限制，66.4%擔心新聞自由進一步緊縮，53.3%受訪者質

疑恐出現濫用、濫權情況。調查報告並指，53%受訪者認為假新聞之所以出現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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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低」，50.9%則認為源自社會對立嚴重（明報，2022.5.30）。 

(四）香港師生流失嚴重，報稅表發出量銳減，輿論關注移民潮衝擊教

育產業及稅收 

據港府教育局統計，本學年（2021/22學年）香港幼兒園及中小學共流失30,515

名學生，較比上一學年流失約21,000名學生，增加近45％；其中以中學生流失情形

最為嚴重，流失人數高達14,600人。另本學年公營學校教師亦流失3,580人，占比

7.5％，較上一學年增加3％、創近5年新高。此外，有立法會議員指出，香港今年

發出240萬張報稅表，較去年大減30萬張，質疑恐影響稅收。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亦直言，此波移民潮之大，已出乎意料（中評社，2022.5.12；明報，2022.6.2；美國之音，

2022.6.24；香港教育局網站，2022.7）。 

(五）香港開放在陸港人子女「異地同考」，家長擔憂未來是否納入陸

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6月下旬修訂中學文憑試（DSE）考試規則，2024年起將在中

國大陸設立考場進行「異地同考」，為在陸居住的港人子女應考提供便利。香港家

長表示，官方雖宣稱這項便利措施只適用於港人子弟學校，但擔憂最終政策會對

陸生應考DSE大開門戶，影響港人子女升學機會（星島日報，2022.6.25）。 

(六）澳門總人口逾68.2萬，65歲以上人數急增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6月7日公布「2021人口普查詳細結果」報告（2021年8月調查

），澳門總人口約68萬2,070人，較2011年人口普查增加23.5%，年平均增長率為2.1%

，低於2001至2011年間的2.4%，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另65歲以上長者較2011年大

幅增加107.2%，計8萬2,812人，占總人口12.1%，較前次調查上升4.9％，老化指數

上升23％至83.7%（澳門政府網站、東網，2022.6.7）。 

(七）澳門民聯會今年不舉辦公開紀念「六四」活動 

澳門民主發展聯合會（下稱民聯會）表示，過去兩年澳府分別以疫情及「煽動顛

覆政權」為由，不准民聯會舉辦「六四」紀念活動，故今年民聯會決定不公開舉

辦任何「六四」相關活動，這也是澳門第3年無「六四」悼念集會。民聯會首屆理

事長吳國昌表示，當前澳門公民社會氣氛讓人感到失望；現任理事長區錦新則指

澳門政治環境漸趨惡劣，擔憂若再辦活動可能導致參加者無辜捲入困擾（論盡、明

報，2022.6.3）。 

四、 國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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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盟、美國發布報告，關切港澳民主人權受損情形 

5月20日，歐盟發表「2021年香港年度報告」、「2021年澳門年度報告」。「2021

年香港年度報告」指，「港版國安法」實施影響遠超預期，大部分民主派政治人物

不是入獄、便是流亡海外，公民組織紛紛解散，部分國際組織關閉其香港辦事處

；國安法涵蓋罪行廣泛、罰則嚴苛，使寒蟬效應持續擴大。報告亦提及，截至2021

年6月，至少1,614家歐企在港營運，雙邊貿易額較前年增長2.5％，歐盟為香港的

第三大貿易夥伴；惟外資在港企業營運深受港府防疫措施限制，並引發外界對香

港國際樞紐地位的質疑（香港01、星島日報，2022.5.20；法廣網，2022.5.21）。 

「2021年澳門年度報告」則指，「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行情況已損害澳門人

民的政治權利和基本自由，並提及去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新低，以及媒體自我

審查等，另稱邊境管制妨礙歐盟駐港澳官員訪澳，已影響其工作及官方聯繫（論盡

，2022.5.21）。 

此外，美國政府發表「2021年度人權報告」，批評中共持續損害港人基本自由

權利，侵蝕公民參政權，並指駐港國安公署容許陸方安全人員公開在港活動，質

疑港府是否仍擁有安全事務控制權；另指澳府干涉和平集會權、限制政治參與，

以及迄無普選與販賣人口等重大人權問題。美國「2021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則指

「香港國安法」將導致宗教團體自我審查，及擔憂中方可能對參與2019年「反送

中」運動的宗教團體秋後算帳（美國之音，2022.4.13；自由亞洲電臺，2022.6.3）。 

(二）英國BNO簽證計畫已逾12萬港人申請，核准率逾9成 

據英國官方5月公布數據，英國「BNO5+1」援港政策自去年1月31日實施起至

今年3月31日，已有12萬3,400人申請，其中11萬3,742人獲准居留。今年第1季申請

人數1萬9,500人，較去年第4季（1萬5,600人）有所回升；惟有159宗拒絕個案，較去

年第4季（80宗）增加近一倍。另英國今年第1季接獲23宗政治庇護申請，核准3宗，

5宗遭拒（自由亞洲電臺，2022.5.27）。 

另英國私立學校協會數據顯示，目前有逾7,300名香港學生正就讀英國私立中

小學，較去年增加23.8%，新生超過3,000人；英國官方公布之「2021-22年度非英

國學生就讀英國學校」統計則指，2021年9月至2022年5月期間，當局共收到約8,500

件香港中小學生就讀英國學校申請（香港經濟日報，2022.5.31）。 

(三）香港競爭力排名全球五強，惟「政府管治」、「營商效率」評比下跌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6月15日發表「202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香港排名由去年的全球第7上升至第5。香港在「經濟表現」、「基礎建設」方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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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均提升，惟在「政府管治」、「營商效率」方面則下挫。IMD對香港評價指，

稅制、融資管道為其吸引商業投資優勢，惟土地、人力增長不足及疫情防控措施

對經濟影響等，則是其未來發展需應對之重要挑戰（香港01，2022.6.15）。 

(四）香港自由、人權之國際評比每下愈況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5月發布之「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在全球

180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148位，較去年大跌68位，跌幅為全球之最；新聞自由指數

總分41.64分，被歸類為「狀况艱難」。人權評量倡議組織（Human Rights Measurement Initiative

，HRMI）6月發布「2021年度人權指數」，香港在「集會和結社權利」、「持有和發表意

見權利」等項目評分僅2.5分、2.7分，均屬「非常惡劣」級別，得分亦較2019年下跌

（美國之音，2022.5.3、2022.6.22）。 

(五）中葡論壇簽署聯合聲明，於澳門設立中國葡語國家防疫交流中心 

4月11日，澳門舉行「2022年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部長級特別會議，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維護和平穏定、促進發展繁榮及加強團結協作等建議

；會議聲明聚焦疫情、深化經貿合作、推動經濟增長及擴大文化交流等，並將在

澳門設立中國葡語國家防疫交流中心，加強與葡語國家在醫療衛生領域之合作。

另本次與會國家新增幾內亞，截至目前共有10國加入中葡論壇（澳門力報、論盡，

2022.4.10）。 

五、 臺港澳關係 

(一）陸委會拜會臺北市、桃園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強化中央地方合

作，協助在臺港人落地生根 

因應香港局勢，為強化中央地方之協力合作，精進政府援港作為與在臺港人

照顧服務，陸委會於4月12日、15日及19日分別拜會臺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桃

園市政府，就港人最關心的就學、就業、投資、心理諮商等事項進行交流。陸委

會與臺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桃園市政府除建立聯繫窗口外，也針對多項具體

合作事項，包括提供港人就業媒合、廣東話諮詢、合辦社工及心理諮商培訓講座

、稅制或勞動法令說明會等達成共識（臺北市政府新聞稿、自由時報電子報，2022.4.12；

陸委會新聞稿，2022.4.19）。 

(二）修訂「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及「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

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教育部於4月25日公告修正「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開放港澳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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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就讀高中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內政部則於6月13日公告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

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配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增訂香

港或澳門特定專業人才、專業人才及學生，得以覓職為由延期居留6個月，最長為

1年；並放寬就業金卡申請人及其隨同申請者得申請居留及延期居留；另為延攬在

臺就學的港澳學生，增訂香港或澳門居民在臺就學取得碩博士學位者畢業後，以

在臺工作居留申請定居者，取得博士學位者及碩士學位者得各折抵2年及1年在臺

連續居留期間，二者不得合併折抵（中央社，2022.6.14）。 

六、 陸港澳關係 

(一）習近平訪港談話律定「一國兩制」新內涵，強調完全支援香港長

期保持獨特地位及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6月30日、7月1日赴香港參加移交25周年活動暨第6屆特首

就職典禮。本次行程罕見留宿深圳、搭乘高鐵往返香港，外界認為兼具防疫及維

安考量。習談話提出「四個必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

治權相統一、落實「愛國者治港」、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及「四點希望」（提高治理水準

、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維護和諧穩定），包括高度自治權從屬於全面管治權，以

及「愛國者治港」之政權法則，律定新「一國兩制」框架及底線。習並強調，完

全支援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新華

社、文匯報，2022.7.1）。 

(二）鄭新聰接任澳門中聯辦主任，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調任全國政協

副秘書長 

中共官媒於5月30日發布消息，中共國務院正式任命鄭新聰為澳門中聯辦主任

及澳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取代屆齡退休的傅自應。鄭新聰過去長期於福

建任職，2021年7月調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主管政法、文教、青年等工作。另在

中共港澳系統工作30餘年的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於本季調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星島日報，2022.5.29；新華社，2022.5.30；成報，2022.6.1）。 

(三）粵澳高層座談推動深化合作，港深簽署備忘錄聯合開展海外招商 

澳門特首賀一誠6月10日率團前往廣州，會晤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省長王偉中

，雙方就持續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鞏固疫情聯防聯控、協助促進澳門

經濟復甦等議題交流意見。賀一誠並表示，期望兩地不斷加強各領域合作，包括

共同探討跨境交通安排、公務員培訓和人才引進的深化合作等（澳府新聞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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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10）。 

  另港府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蔣學禮和深圳市商務局副局長簡政分別在香港和

深圳會場簽署推廣合作備忘錄，雙方將聯合開展海外招商工作，為發揮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核心引擎的作用提供支撐（港府新聞公報，2022.6.23）。 

(四）深圳前海發布「惠港9件事」，希強化招納香港人才企業 

深圳前海管理局6月27日發布「惠港九件實事」，涉及住房、就業、創業、平

臺、金融、科創、落戶、服務、民生等9方面，希加強吸納港人、港企前往前海發

展。具體措施包括：推出人才住房400 套，為在前海全職工作的香港人才提供住

房；推出「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計劃」特輯，公布800個港澳青年工作職缺；以及在

前海打造香港青年創業學院、香港大學大灣區金融科技研究院、香港大學（深圳

）高等法律研究院，以及推進前沿技術研發和產業合作等事項（香港商報、大公報，

2022.6.28）。 

(五）民調顯示，逾3成香港「非民主派」支持者不願到大灣區定居、

工作 

香港民意研究所本季發布民調顯示，只有3%的「民主派」支持者，願意到大

灣區定居，87%表示不願意。在「非民主派」支持者方面，有37%受訪者願意到大

灣區定居，32%受訪者不願意。此外，到大灣區工作意向方面，80%的「民主派」

支持者不願意，僅4%願意；25%「非民主派」支持者願意，36%不願意（東方日報

，2022.5.1）。 

 

（港澳蒙藏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