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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港澳情勢 

 

■港府禁止主張「港獨」之香港民族黨運作、阻撓該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

，針對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代表開學致辭談「港獨」重申「零容忍」等

跡象；另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則稱凡「基本法」未規定事項，中

共憲法可自動適用。顯示港府力維中共政治底線，加強管治，社會自由

趨緊縮。另香港經濟表現穩定、澳門在政經社表現亦佳。 

■國際社會肯定香港「一國兩制」實施情況，惟關切人權自由受打壓問題

。英國9月發表之香港半年報告，特別關切香港言論自由，尤其是「港

獨」方面的討論，並指受到「基本法」影響，香港自治、權利及自由等

方面均持續面對壓力。 

■臺港經濟、文教面持續交流，惟雙方辦事處派任並不順利。 

■陸港澳持續落實港澳大灣區計畫，中共推出港澳人員免辦就業證、可申

領陸居住證措施；另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港珠澳大橋通車等均令陸

港澳融合深化，惟有部分輿論質疑「一地兩檢」等措施之利弊。 

 

一、 政治面 

◆港府首度強硬回應七一遊行，指其「結束一黨專政」訴求不尊重「一國」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舉行年度「七一」遊行，首度以「結束一黨專政」作為主要訴

求，大會宣布有 5萬人參加（警方估計高峰期有 9,800 人），係 3年來最低（明報，2018.7.2）。多個

主流泛民主派政團籌款數亦告下跌，其中「香港眾志」獲最多籌款（53 萬港元），並稱未

來將在公民運動、國際連結、檔案研究及青年組織等層面繼續耕耘（成報，2018.7.3）。 

遊行人數減少原因包括：遊行淪為「行禮如儀」、「結束一黨專政」訴求難實

現、林鄭出任香港特首後政治爭議減少等。但港府一改以往「虛心聆聽」的回應，對

「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首度強硬批評遊行口號不尊重「一國」。論者稱係因「結

束一黨專政」訴求觸動中共敏感神經，故強硬斥責，以向中共表態（明報，2018.7.2、信報，

2018.7.3）。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民眾要求法院暫緩「一地兩檢」條例執行未果 

因入出境實施「一地兩檢」，在港備受爭議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於 9月 23日通

車。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 22日通車儀式中致詞表示，高鐵香港段開通後，有助促進大

灣區內各城市交流，更將香港連接至首都經濟圈和長三角區域 （港府新聞公報，2018.9.22）。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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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正式通車後，除出現行李規格限制嚴格、票務運作不順等問題外，整體運作秩序尚稱

良好。惟媒體亦關注「一地兩檢」對「一國兩制」損害等問題（如此例一開，香港其他地方亦可實

施中國大陸法律）（BBC中文網，2018.9.23）。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係於 6 月 14 日在香港立法會通過，同月 22 日刊憲

成為香港法例，其後有 5 人先後入稟香港高院申請司法覆核（粱頌恆、郭卓堅、梁國雄、古俊軒、

呂智恆），並申請於聆訊前暫緩「一地兩檢」條例之執行，香港高院 8月 14日拒批申請。

法官指，本案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若法庭頒下臨時禁制令，高鐵將無法如期於 9 月通

車（星島日報，2018.8.15）。港府則強調香港法院無權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並申請援

引大陸法律專家證供（明報，2018.7.10）。 

 

◆中聯辦官員稱，凡香港「基本法」未規定者，中國大陸「憲法」自動適

用，論者指此反映中共欲加強對港控制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 7 月 14 日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討會上表示，

除香港「基本法」補充和修改的部分外，中國大陸憲法全部適用於香港，且凡「基本法」

沒規定的，「憲法」自動適用。渠強調，「國家憲制」是「一國兩制」的根本保障，香

港不可以推翻「憲法」秩序（明報，2018.7.15、am730，2018.7.17）。 

王振民的言論在香港社會引發廣泛爭議。新任律師會會長彭韻僖表示支持，認為

中國大陸「憲法」是至高無上的法律，擁有最高的法律權威。公民黨吳靄儀則批評，王

氏之言論反映中共中央欲加強對香港的控制，但社會問題不會因市民被噤聲而消失，

加強控制只會製造民怨 （蘋果日報，2018.7.18）。 

 

◆港府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批評外國記者會邀該黨召集人演講，遭質疑

打壓新聞、言論及結社自由 

 港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7 月 17 日宣布正考慮依據「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

作。中國大陸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於 8 月 28 日在北京接見香港訪賓時，

主動強調對「港獨」問題必須零容忍，支持港府依法處理。香港民族黨雖於 9月 14日

依港府要求提出申述，但保安局仍在 9月 24日刊憲禁止該黨運作，致其成為香港移交

後首個被以「社團條例」禁止運作的團體。媒體報導其遭禁止運作的原因包括該黨黨綱

明白提出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持續採取行動實現「港獨」綱領、主張武力爭取

獨立、宣揚仇中等（明報，2018.9.15、端傳媒，2018.9.24）。 

    針對港府禁止香港民族黨事，香港泛民主派批評港府損害言論自由，並於 7 月 21

日發起「23條近了，港人要醒覺，反對取締結社自由」抗議遊行（約 1,200 人參加）。美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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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卿、英國外交部、歐盟對外事務部與加拿大駐港澳領事館陸續發表聲明，認為有違基

本法保障的言論及結社自由（852 郵報，2018.9.25、蘋果日報，2018.9.26）。輿論指由學運人士黃之鋒

創立之自決團體「香港眾志」，恐是港府下一波取締目標（蘋果日報，2018.9.25）。 

    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邀請該黨召集人陳浩天 8月 14日以「香港民族主義」為題

演講，遭陸港官方抨擊（文匯報， 2018.9.14）。港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港獨」違反國家

主權安全及領土完整，不能容忍公開宣揚此理念；32 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則聯署強烈

譴責 FCC「協助散播『港獨』言論」。FCC 8月發表聲明，強調邀請講者演講，不代表

該會認同或反對其觀點，該會深信會員和大眾有權聆聽不同聲音；泛民主派 24名議員

14 日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張建宗的言論是對新聞自由前所未有的打壓；前港督彭定康

批評中方干預事件做法錯誤，強調言論自由是法治下社會開放象徵（蘋果日報，2018.8.7、信報，

2018.8.15）。 

 

◆香港泛民主派推派劉小麗參加 11月 25日立法會九龍西議席補選 

香港立法會九龍西議員席次之補選將於 11月 25日舉行，提名期為 10月 2日至 15

日。泛民主派經協調後，一致支持劉小麗為第一優先參選人，並確認李卓人為替補人選

（劉小麗倘無法獲參選資格之替代方案）。惟民協前主席、已退黨的馮檢基因不滿泛民主派逕自指定

李卓人為替代人選，宣稱不排除參選可能。建制派則盛傳由港府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

助理陳凱欣出選（信報，2018.9.6）。  

建制派人士傳聞中聯辦及港府高層對是否讓劉小麗參選持不同意見，前者認為應

不准劉小麗參選，以讓外界得知提倡「自決」已牴觸北京當局紅線；但據稱港府持不同

意見。建制派稱一旦劉小麗未獲准參選，泛民主派將由李卓人替補，加上「馮檢基效

應」，相信陳凱欣會有更大優勢（明報，2018.9.14）。  

 

◆「香港眾志」與「學生動源」等團體稱成員與家屬在中國大陸被扣查 

8月底兩名「香港眾志」成員表示，分別於今年 3月及 8月在深圳及廣州被中共國

安人員強行帶走並扣留盤問數小時，要求透露「香港眾志」內部資料，並利誘日後持續

提供相關資訊。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應稱，有關個案只是「單方面說法」，甚至當事人

亦未現身，無法考證是否屬實，且港府未收到中國大陸有關刑事罪行拘捕或扣押的通

報（明報，2018.8.28、信報，2018.8.29）。 

繼之港獨團體「學生動源」9月 1日發表聲明，指其 2名成員的家屬早前返中國大

陸時，分別受到廣東省執法部門及泉州公安人員扣查，警告該 2 名成員須停止在港參

與政治活動。「學生動源」要求港府向中共當局提出嚴正抗議，並交代有否把該組織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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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呈交北京（蘋果日報， 2018.9.2）。 

 

◆曾鈺成建議港府同步展開「基本法」第 23條立法與政改諮詢 

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以「香港願景」智庫名義，於 8月 26日發表「一國兩制

實踐：回顧、評析、建議」研究報告，建議在「基本法」增加新條文，確立「中聯辦」

的地位與職能，讓其名正言順履行職務（信報，2018.8.27）。 

該報告同時提出，為社會和諧，港府應就「基本法」第 23條立法及政改同步展開

諮詢工作。惟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均表反對，如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指「基本法」第 23條

立法是港人「心中刺」，不認為先開放選舉會破壞穩定。建制派人士中，經民聯副主席

梁美芬認為目前政治環境下兩項工作均未有基礎可推動；湯家驊重申港府應先進行「基

本法」第 23 條部分立法，隨後再進行立法會普選；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亦持相同立場，

指港獨破壞「一國兩制」，顯示該項立法有急迫性（明報，2018.8.27、蘋果日報，2018.9.2）。 

 

◆13位反新界東北開發案社運人士上訴成功，即時獲釋 

13 名參與反新界東北前期發展工程撥款的示威者，於 2014 年 6 月衝擊立法會被

判非法集結罪成，原判 80 至 150小時社會服務令，惟港府律政司成功覆核刑期，上訴

庭早前改判監禁 8至 13個月。13人就加判刑裁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終院 5位法官

9月 7日裁定上訴成功，13人當庭獲釋，毋須重新入獄（明報，2018.9.8）。 

 

◆泛民主派紀念雨傘運動 4周年，盼年輕世代傳承傘運歷史 

9 月 28 日為香港「雨傘運動」4 週年，香港泛民主派團體於港府總部外舉行紀念

活動。主辦單位「六一七民間約章」估計約有 3,000 人參與，較去年減少約 1,000 人，

發言人表示與近期政治氛圍有關（法廣，2018.9.29）。「雨傘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坦言，雖

然至今仍未能撼動政權，但改變了香港沉默的大多數，更稱要向千禧年代出生的年輕

人傳承傘運歷史，以免運動被政權作定義（美國之音，2018.9.29）。 

 

◆澳門政府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輿論批評將影響港人對「國安

法」信心與對澳門觀感 

為落實「維護國家安全法」，完善相關配套措施，澳門政府於 9月 3日公布由澳

門行政會提出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下稱國安委員會）行政法規，並於公佈 30天後正

式成立。該委員會由特首擔任主席，保安司司長為副主席，委員會另設立辦公室，執行

委員會決議，辦公室主任及副主任分由保安司長及司法警察局局長兼任。國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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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主要在於統籌協調澳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工作；分析研判澳門涉及

國安及社會穩定形勢，規劃相關工作並提出建議；協助制定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等

（澳門政府新聞稿，2018.8.27、2018.9.3）。 

澳門主要媒體及工聯、街總及婦聯等民間社團均對設立國安委員會表示支持，並

稱嚴打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可確保澳門持續發展（正報，2018.8.28；澳門日報，2018.8.28、2018.8.29；

大眾報，2018.8.29）。民主派議員蘇嘉豪、區錦新等表示反對，認為澳門並無迫切需求成立國

安委員會，該項作為係緊跟北京路線，追求政治正確，將影響港人對「國安法」信心與

對澳門觀感 （明報、蘋果日報，2018.8.28）。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28日回應，將先處理（23 條）立法

工作再思考是否成立類似組織（香港 01，2018.8.28）。 

 

◆澳門立法會兩名葡籍資深法律顧問不獲續約，引起排除葡籍人士任職澳

府之疑慮 

澳門立法會 8 月中旬表明不與兩名葡籍顧問簡天龍及戴保祿續約，引起關注。本

案有別於普通僱員不獲續約，簡天龍及戴保祿均是資深專業的法律界人士。立法會議

員高天賜、吳國昌及蘇嘉豪發表聯合聲明關切，促請立法會主席交代辭退兩名顧問理

據。事件在葡籍人士社群引起熱議及揣測，憂慮葡藉人士被迫離開澳府技術職位的狀

況將成趨勢（華僑報，2018.8.22；愛瞞傳媒，2018.8.25）。 

 

二、經濟面 

◆香港今年第 2季經濟成長 3.5% 

依據港府統計，香港今年第 2 季經濟成長率為 3.5%，略低於第 1 季的 4.6%，但

為連續第 7 季高於過去 10 年平均每年 2.7%的趨勢增長率。今年第 2 季經濟成長主要

由貨物出口、服務輸出、內部需求帶動，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 4.6%、6.1%及 6.1%。港

府表示，全球經濟目前的成長態勢若能持續，將可維持香港的外部需求，且中國大陸今

年預料將會保持中高速成長，但考量美國與其貿易夥伴（特別是中國大陸）間的貿易摩擦，可

能會拖累全球經濟氣氛以及貿易與投資活動，使全球金融與資產市場或會更趨於波動，

故香港今年經濟成長率仍將維持在原預期之 3-4%。多數民營機構的預測則落在 3.3-4%，

平均約為 3.7%（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8.8.10）。  

在就業方面，今年 6 月至 8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 2.8%，與今年 5 月至 7月

相同。各行業失業率變動幅度大致輕微，大部分失業情況均見改善，其中資訊及通訊

業、住宿服務業和零售業的失業率跌幅明顯（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8.9.18）。 

在物價方面，今年 8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2.3%，較同年 7月份升幅（2.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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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惟港府評估，隨著全球經濟通脹緩步上升以及住宅租金上升的影響陸續浮現，通脹

壓力在未來數月內料將輕微增加，但在今年內仍會保持在溫和範圍內（港府統計處新聞

稿,2018.9.20）。 

 

 

 

 

 

 

 

 

      資料來源：港府統計處 

 

◆美中貿易戰料使今年香港出口成長減少，並對明年經濟成長產生負面影

響 

    香港半官方機構貿易發展局 9月 18日發表報告指，美國迄已對 2500億美元中國

大陸貨品徵收關稅，占中國大陸出口至美國貨品的一半，以香港每年有 9%的貿易額

涉及美中轉口貿易推算，即 4.5%香港貿易額會受到影響，貿發局並將今年香港的出

口成長預測由 6%調降至 3%。港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稱，指香港已為美中貿易戰作

充分準備，貿易戰對香港今年 GDP 的影響尚受控制，但將對香港明年經濟成長產生 

0.2 至 0.4 個百分點的影響 （中央社，2018.9.18、鉅亨網新聞中心，2018.9.19） 。 

 

◆澳門今年第 2季經濟成長 6% 

據澳門政府統計，澳門今年第 2 季經濟成長 6%，低於第 1 季的 9.2%；第 2 季經

濟成長趨緩，主要因為服務出口升幅減緩，以及投資明顯減少致，內部需求亦呈現回落

現象（澳門統計暨普察局新聞稿，2018.8.24）。 

在就業方面，今年 6 月至 8 月失業率為 1.8%，與上一期（5 月至 7 月）相同。按行業

統計，酒店及飲食業和建築業的就業人數減少；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之就業人數則

有所增加（澳門統計暨普察局新聞稿，2018.9.28）。 

在物價方面，今年 8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 3.32%，略低於 7 月份

3.33%的升幅。8月份指數的升幅主要由住屋租金、外出用膳費用、公共停車收費及汽

油和男女成衣價格上升所帶動（澳門統計暨普察局新聞稿，201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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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澳府統計暨普查局 

 

三、社會面 

◆假疫苗事件致中國大陸民眾湧入香港接種疫苗 

中國大陸疫苗製造商「長生生物科技公司」7月下旬爆發黑心疫苗風波，習近平強

調會「一查到底，嚴肅問責」，惟仍難阻止中國大陸民眾到香港補打疫苗（蘋果日報，2018.7.25）。

多家香港醫院自費疫苗接種甚至已排至 10月，部份自費疫苗已有缺貨情形，且價格不

斷高漲（據報導新生兒全套疫苗要價近 2 萬港幣，增幅超過 1 倍）（自由時報，2018.7.30、晴報，2018.7.31）。港府雖強

調香港嬰幼兒常規疫苗供應充足，公立醫院亦優先提供香港兒童健康服務，對外地自

費施打訂有限額（每日 120 名），惟有立法會議員呼籲，應優先保障香港民眾各類疫苗供應

充足及價格穩定，避免受到市場排擠效應影響（香港經濟日報，2018.7.23、上報，2018.7.24）。 

 

◆學界及民間團體報告指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不斷緊縮 

依據香港中文大學 7 月 19日公布的年度香港生活質素指數顯示，言論自由指數創

歷年新低。學者認為，此反映港人近年對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顧忌增加，並指港府近期

清算異見團體的舉動，將進一步推低今年的言論自由指數（蘋果日報，2018.7.19）。  

香港記者協會於 7月 29日發表題為「風中之燭—國安法陰影中的言論自由」的最

新一份「言論自由年報」。報告指「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雖尚未落實，但「一國先於

兩制」的政治原則已籠罩香港，中共藉口國家安全緊縮香港新聞與言論自由空間。9成

新聞從業員認為過去一年，北京官員多次向港府施壓，致港府「言論空間底線愈收愈

窄」（信報，2018.7.30）。記協重申要求表示，政府切勿在社會未有共識前，進行「基本法」

第 23條立法，並促請港府盡快落實「資訊自由法」，提升香港新聞自由（香港 01，201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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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壟斷香港書市，被指為意圖控制港人思想 

近年香港中聯辦轄下「三中商」所發行書籍（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占逾半香港

書籍市場，曾有學者批評中聯辦意圖藉此控制港人思想。復因政治敏感書籍遭嚴控發

售，本土派人士黃之鋒、鄭松泰只能藉每年一度的香港國際書展宣傳新作，然彼等均憂

慮書展未來亦將出現政治審查（聯合早報，2018.7.19）。 

此外，「中聯辦」掌控的聯合出版集團還涉足教科書市場，7月有媒體指由香港

教育圖書公司 2017年出版的高中通識教科書描述香港政制時，疑依據「中聯辦」時

任主任張曉明看法，在多處刪去一直沿用的「三權分立」字眼（張曉明曾公開指香港不是實行

「三權分立」，更稱特首地位「超然三權之上」）。教協副會長莊耀洸指，教科書應列出「三權分

立」的正反說法，讓學生判斷，不應隨政治形勢刪改（蘋果日報，2018.7.9）。 

 

◆香港城市大學獸醫課程 2019年納入港府資助學士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經過 9 年三度申請開辦 6年制獸醫士學位資助課程，於 2018 年 8月

終獲港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同意，2019 年起由港府資助 3 個學年，並確保學生畢業

後可在港執業；惟教資會要求在課程未獲全面認證前，須每年提交年度進展報告。獲資

助後，學費將由每年 12萬港元，減至 4.21萬港元，減幅約 60%，學額則可增至 30人

（自資首屆為 12 人，2018 年增至 20 人）。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表示，城大資助獸醫學士課程的競

爭將增加，收生分數或與藥劑科相同，僅次於醫科（香港 01，2018.8.20）。 

 

◆逾 6成香港青年沒興趣參與「管治香港」工作 

香港青年協會旗下智庫「青年創研庫」就參與管治香港的看法，訪問 520 名 18

至 34歲青年。調查顯示，62%受訪青年表示沒興趣參與管治香港，僅 32%稱有興

趣。智庫認為，香港缺乏完善的培養管治人才制度，青年認為無法改變社會現狀，以

及社會政治取態兩極化，因此降低參政意願（明報，2018.8.27）。 

 

◆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代表開學致詞談「港獨」，或招致北京強力打壓 

香港多所大學（教育大學、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與浸會大學等）學生會代表於開學致詞提及「港獨」，

中共、港府對此譴責校園「撥獨歪風」，並強調對「港獨零容忍」的一貫立場（星島日報，

2018.9.5）。中國大陸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表示，應對青少年加強宣傳「反港獨」，

增加對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認識，並稱「基本法」第 23條立法要對「港獨」言行

加以規範。論者指事件或加速「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且尺度收緊，凡煽動「港獨」

言論者，都將成打擊的對象（香港經濟日報，20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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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民連繫」發表「中國大陸銳實力在香港」研究報告 

黃之鋒、楊政賢、李卓人等泛民主派人士於 9 月 27 日成立「香港公民連繫」（Hong 

Kong Civil Hub），希望強化香港民間社會與國際社會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動香港及周邊地區

的法治、民主和人權。「香港公民連繫」表示，將定期向國際組織、智庫、國外民間團

體、及政策群體發布香港政府及民間社會發展的資訊和分析（中央社，2018.9.27）。 

「公民連繫」並出版第一份報告-「中國銳實力在香港（China’s Sharp Power in Hong 

Kong）」，由戴耀廷、陳健民、梁恩榮及呂秉權等專家學者，分別就法治、公民社會、

選舉、媒體、教育、宗教及經濟等 7個領域分析中國大陸銳實力的運作。報告指出，香

港係中國大陸銳實力的實驗場，其將不同的統戰工具試用於香港後，再推展至全球其

他自由社會；建議應連結受銳實力影響的公民社會，建立長期、多邊及恆常連繫，增加

民主與公民社會發展的研究資源；各國政府與中國大陸進行高層對話時，亦應表達對

香港法治及民主狀況的關注（香港 01，2018.9.27）。 

 

◆香港出現全球首例鼠傳人「C物種戊型肝炎」，不排除爆發大規模疫情 

    香港大學醫學院 9月 28日證實，香港出現首例鼠傳人「C 物種戊型肝炎」（又稱大鼠

HEV，該病毒原只在老鼠與雪貂間傳播）；病患為 56 歲接受過肝移植手術之患者，其居住地點鼠患

嚴重。港大微生物學系教授袁國勇表示，如未能杜絕鼠患，不排除香港可能出現大規模

大鼠 HEV疫情（香港經濟日報、南華早報，2018.9.29 9.29）。 

 

四、國際面 

◆全球創新指數香港排名第 14 

    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乃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7月 11 日在紐約

聯合發布 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排名第 14位，較去年跳升 2位。瑞士蟬聯榜首，

亞洲地區名列前茅的有第 12位的韓國、第 13位的日本和第 14位的香港（星島日報，2018.7.12）。 

 

◆日本千葉縣白井市議員被拒入境香港 

    曾被文匯報形容為「右翼反華分子」、「鼓吹台獨」的日本千葉縣白井市市議會議員

和田健一郎 8 月 9 日被拒入境香港，渠稱港府入境事務處人員未說明原因。立法會議

員區諾軒批評，此舉破壞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聲譽，阻礙各地公民社會正常交流（香

港蘋果日報，2018.8.11）。「香港眾志」8月 10日發聲明強烈譴責，並稱當局違反聯合國「公民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鎖港」，阻礙各地公民社會交流。港府入境事務處回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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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評論個案。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則指出，由於事件涉及香港出入境管制行政事務，不發

表意見（明報,2018.8.11）。  

 

◆美國維持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待遇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8 月 18 日去函美國總統，要求重新審視「香港政策法」

將陸港區分待遇做法，並促取消陸港的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身分。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8月

20日回復傳媒詢問表示，根據美國務院今年 5月 29 日向國會提交的香港政策法報告，

香港目前仍然有足夠程度的自治，因此會繼續給予香港特別待遇（香港蘋果日報，2018.8.21）。 

 

◆英國國會及外交部持續關注香港人權自由與法治 

    英國上、下議院合共 31名議員聯署去信英國外交部，促請關注香港人權自由及法

治狀況，認為「中英聯合聲明」賦予英國監察義務，呼籲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提出關

注（信報，2018.7.10）。隨後英國外相韓特（Jeremy Hunt）7月 30日訪陸，與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

毅共同主持第 9次中英戰略對話，韓特表示，英國會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監督「一國兩

制」在港運作情形。韓特並於 9 月向國會提交的香港半年報告書中表示，「一國兩制」

整體上運作良好，但關注香港在受到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高度自治、權利及

自由均持續面對壓力，渠並關切香港言論自由，尤其是「港獨」方面的討論（信報，2018.9.7）。 

   港府回應表示，香港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

現「一國兩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實；外國政府、議會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內部事務（港府新聞公報，2018.9.7）。王毅則稱不歡迎外國干預香港事務；另中國大陸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指出，「港獨」嚴重違憲違法，要求英方停止發表報告，及停止

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干預中共內政（信報，2018.9.7）。 

 

◆香港與巴西加強金融科技合作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與巴西央行行長 Ilan Goldfajn 9 月 9 日於巴塞爾簽署合

作協議，加強雙方中央銀行在金融科技上的合作，鼓勵和促進兩地金融服務的創新發

展，並支援創新金融業務進軍對方市場。根據協議，金管局與巴西央行將互相轉介創新

業務、共享資訊和經驗，以及合作開發創新項目（港府新聞公報，2018.9.10）。      

 

◆香港與泰國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 

港府宣布自 9月 15日開始，香港電子護照持有人無須預先登記，免費使用泰國的

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泰國護照持有人亦可免費登記使用香港的「e-道」服務。港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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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處稱，新安排進一步便利香港居民和泰國旅客外遊，並可加強香港與泰國在貿易、商

業及旅遊方面的聯繫（港府新聞公報，2018.9.14）。泰國是繼韓國、德國、新加坡及澳洲後第 5

個合作伙伴國，讓港人可使用當地「e-道」自助過關服務（明報，2018.9.15）。 

 

◆香港再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9 月 26 日發表「世界經濟自由度 2018 年度報告」，香

港再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該報告憂慮排名第 108 位的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干

預日增，影響香港的自由經濟體地位及法治（明報、法國廣播公司，2018.9.27）。港府對香港再度

受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表示歡迎，但稱沒有客觀事實證明香港的法治或司法獨立

曾受到干預，並強調司法獨立是香港經濟自由的基石（港府新聞公報，2018.9.26）。 

 

◆緬甸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更大旅遊便利  

    緬甸政府宣布，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持有香港護照者可在抵達緬甸仰光國際

機場、曼德勒國際機場或內比都國際機場時，辦理逗留期為 30天的旅遊簽證。連同緬

甸在內，已有共 163個國家／地區給予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港府新聞

公報，2018.9.29）。 

 

◆國際貨幣基金預測 2020 年澳門將成為全球最富有的地區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表全球經濟展望，預測澳門將於 2020年超越中東石油國家

卡達，成為全球最富有地區，人均 GDP 將達 14.3 萬美元。IMF 並預測，2023 年澳門

的人均 GDP 將上升至 17.2 萬美元，進一步擴大與其他全球人均 GDP 的領先差距（星島

日報，2018.8.11）。 

 

五、臺港澳關係 

◆陸委會香港辦事處新任處長遲未獲發工作簽證，論者稱係受兩岸關係

影響 

   陸委會 6月宣佈由參事盧長水接替嚴重光出任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盧長水

原本 7 月底就應赴港履新，但港府迄未核發工作簽證，港府在臺辦事處主任於 7 月離

任，亦未派人繼任。論者指北京當局係藉此釋出訊號，凸顯臺港關係受到兩岸關係牽

制，並稱盧長水即使最後能赴任，也會打破前局長張良任等候 13 個月的記錄（聯合報，

2018.8.30、思考 HK，20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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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香港物流商會簽

署合作備忘錄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 7 月 19 日在港與兩個商會簽署備忘錄，期望透過

本次締結合作關係，深化臺港兩地合作關係，推廣臺港的商品與服務，共同發展經貿商

機，開拓東協等第三地市場。本次簽約儀式並由陸委會香港辦事處處長嚴重光、港澳蒙

藏處處長杜嘉芬，以及進出口公會兩位名譽理事長李棟樑與黃呈琮出席見證（經濟日報，

2018.7.19）。  

 

◆澳府行政會秘書處高級技術員何永慧接任澳門駐臺辦事處主任 

澳門政府 9月 5日公布，澳府在臺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主任由澳門行政會秘書處

高級技術員何永慧接任，該辦事處前主任梁潔芝轉任澳門政府北京辦事處主任，2人任

期同為 1年（新華澳報，2018.9.6）。 

 

◆臺灣舉辦香港徵才會反應熱烈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9月 1日舉辦第 6屆就業徵才會，邀請 30家企業及機構參與

招聘，包括金融、航空、醫療、旅遊等 10餘種行業，提供超過 250個職位空缺，協助

香港留臺生及臺灣留港畢業生在香港就業（香港蘋果日報，2018.9.1）。 

 

◆「山竹」颱風侵襲港澳造成嚴重災情，陸委會表達慰問關懷之意 

    強烈颱風「山竹」9月 15至 16日侵襲港澳，造成嚴重災情。陸委會代表我政府表

達慰問及關懷之意，期盼災民生活早日恢復正常，並表示我方願提供必要之協助（陸委會

新聞稿，2018.9.17）。 

 

六、陸港澳關係 

◆港澳特首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8月 15日在北京召開首次會議，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

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領導小組組長，香港和澳門的特首林鄭月娥和崔世

安以成員身分參與，是首次有港澳特首納入中共中央層級的領導小組。韓正在領導小

組會議上指出，大灣區建設的「四個維度」：建設能「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為港澳

發展注入新動能，為港澳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的發展拓展新空間、新機遇，保持港澳長期

繁榮穩定」（明報，201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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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宣布臺港澳人員免辦就業證 

   中國大陸國務院 8 月 3日公布取消臺港澳人員在陸就業許可，國臺辦 8日進一步

指出未來可以勞動合同、工資支付憑證或社會保險繳費紀錄等資料作為就業證明，享

有勞動保障權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於 8月底前提出配套措施）。港澳輿論指中共此舉具推進融

合、藉簡政改革對外引才等多重目的（大公報、澳門日報，2018.8.9）。 

 

◆中共公布「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 

   中國大陸國家公安部、港澳辦及國臺辦 8 月 16 日公佈，在中國大陸境內居住滿半

年的港澳臺居民於 9月 1 日起可申請居住證，享有 3項權利、6項基本公共服務和 9項

政策措施，在就業、醫療服務及購買交通工具車票亦有所便利（大公報， 2018.8 .17）。在陸

港人雖表示有助生活便利，惟亦有港人認為相關福利未必優於香港，並擔憂中共藉此

將香港融入中國大陸行政系統（香港 01，2018.8.16、香港蘋果日報，2018.8.17）。 

 

◆陸港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安排生效 

港府表示，陸港就實施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的安排於 9月 6日生效。香

港前已依類似的雙邊主管當局協議或「稅收徵管互助公約」下的多邊主管當局協議，與

其他 49個稅務管轄區啟動自動交換資料。香港稅務局每年會與申報稅務管轄區的對口

單位交換相關資料。至 2018 年 8月底，全球共有 149 個稅務管轄區（包括香港）承諾實施

自動交換資料（港府新聞公報，2018.9.11）。 

 

◆陸港簽署創科合作安排及研發資助協議 

港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和中國大陸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張建國，於 9月 20日

在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排」。是項安排主要在 6個範疇中推

動兩地加強合作，包括：科研、平臺與基地建設、人才培養、成果轉移轉化及培育創科

產業、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以及營造創科氛圍 （港府新聞公報，2018.9.20）。 

 

◆港珠澳大橋三口岸完成通關測試 

    港珠澳大橋自 9 月 28 日起進行為期 3 日的全線試運行通關測試，測試內容包括

在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三地連接線及三地口岸區域，測試大橋主體工程跨界維養、救

援業務；跨界車輛三地運行；三地口岸通關業務；三地連接線營運維護等。測試內容除

日常通關外，並包括故障導致的車輛和人員救援、車輛掉頭等應急場景（星島日報，20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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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團體發起「勸走自由行」行動  

香港團體「人口政策關注組」9月 30日發起「屯門區勸走自由行」行動，在區內向

中國大陸旅客介紹大灣區內的購物地點，代替赴港旅遊，希望中國大陸旅客留在大灣

區購物。部分陸客回應赴港購物是個人自由，不容阻礙（香港 01，2018.9.30）。「人口政策關

注組」表示，自由行令屯門區租金上漲 3成，日常用品價格也隨之上漲，因而發起行動

（香港 01，2018.9.30）。  

 

◆近 5 成澳門青年對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及生活持觀望態度 

澳門街總青年事務委員會進行「澳門青年到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及生活意向調查」，

在 1,400名 18至 44歲受訪者當中，有接近 5成人對於前往大灣區城市工作生活持觀望

態度，並對中國大陸食品安全、醫療衛生及福利制度等感到擔憂（力報，2018.7.15）。 

 

◆滬澳簽署主題合作、會展、金融及青年等 4 項備忘錄 

澳門與上海市 8 月 21 日在澳門分別簽署「關於共同舉辦『滬澳合作主題年』的備

忘錄」、「上海市貿促會與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關於加強會展業合作的備忘錄」等 4項

合作備忘錄。澳門特首崔世安表示，今年雙方將在既有合作基礎上，共同打造「滬澳合

作主題年」；今年的「會展」主題年活動，將透過將於 10月在澳門舉行的澳門貿易投

資博覽會和 11月在上海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予以推動（澳門日報，2018.8.23）。 

 

 

（港澳蒙藏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