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香港情勢 

    本季香港政治情勢持續受「反送中」運動影響，港府雖於 10 月 23 日正式撤回「逃

犯條例」修訂草案，社會各界對港府不滿情緒仍舊高漲。特首施政報告因議員打斷首

度改以視訊宣讀，報告滿意度創移交以來新低；另街頭示威發生 3 起抗爭者遭香港警

方槍傷，以及警方圍攻大學等嚴重爭議事件，引發人道危機疑慮，並遭國際社會高度

關切。11 月 24 日香港第 6 屆區議員選舉順利舉行，民主派取得壓倒性的 85%席次，

整體結果被喻為民意海嘯，特首林鄭月娥稱將虛心聆聽、認真反思。 

在經濟社會方面，香港面臨嚴峻考驗。第三季經濟成長下跌 2.9%，係 2009 年以

來首見負成長。港府稱受國際經濟環境放緩、美中貿易摩擦及社會事件等影響，香港

經濟表現明顯步入衰退。國際貨幣基金（IMF）年度報告下調 2019、2020 年香港經濟成

長預測，惟仍肯定港府財政作為及相關金融監管政策，持續認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6 月「反送中」運動以來，港警使用逾萬枚催淚彈，多個民間團體懷疑其具毒性要

求警方公布成份，並有網民發起活動希世界衛生組織關注。港府公布 2018 年貧窮報告，

貧窮率上升至 20.4%，創 2009 年紀錄以來新高，港府表示將採多管齊下方式持續扶貧。 

本季香港續與國際社會就國際貿易爭議解決、貿易經濟合作等議題進行合作，並

獲世界銀行肯定，位列全球便利營商第 3 名，較前一年上升一名，且境外駐港公司數

目持續上升，以中國大陸居首，日本為次。國際仍關注香港情勢，美國更通過「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保護法」等相關法案，英國外交部亦藉「香港半年報告書」，

重申「一國兩制」成功實施有利英、中、港三方；另有多國議員及宗教領袖致林鄭公

開信，關注港警警暴問題，惟遭北京當局或港府嚴詞反駁，呼籲國際停止干預香港事

務。 

 

澳門情勢 

    本季澳門政治保持穩定，民調顯示，第 4 屆特首崔世安及其政府 12 月民望創就

任以來新高，澳門民眾社會經濟信心持續保持穩定，第 5 屆澳門特首賀一誠於 12 月

20 日就任，本屆官員背景與中國大陸關係密切，輿論表示符合中共國家安全之要求；

另賀就任前曾受訪表示未來將持續依法維護國家安全，至澳府管治作為不受香港情勢

影響。 

在經濟社會方面，2019 年澳門第三季經濟成長率為-4.5％，連續三季負成長。受外

在環境因素影響，博彩服務出口較前一年同期下跌 4.2%，整體服務出口跌幅達 4.7%，

加以整體貨物貿易表現疲弱，令澳門整體經濟略遜於前，2019 年前三季成長較前一年

同期減少 3.5%。2019 年 9-11 月澳門持續維持 1.7%之低失業率。澳府公布 2020 年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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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安排，延續派錢等惠民措施。另澳門「網絡安全法」於 12 月 22 日正式生效，配

合法律施行，澳府同時啟用「網路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部份輿論擔憂，電信

實名制令澳府完全掌握通訊使用者個資，恐有侵犯通訊及隱私之虞。 

國際方面，澳門持續推動司法互助、反洗黑錢等國際合作，本季除與南韓簽署「移

交逃犯協定」、「刑事司法協助協定」等協議外，澳門亦成為全球首個符合亞太洗錢

防制組織（APG）法律技術所有規範之會員。 

 

臺港澳關係： 

    臺港澳經貿文化交流持續熱絡。陸委會 10 月辦理「歡迎港澳人士來臺慶祝中華民

國 108 年國慶晚宴」，邀請逾 200 位港澳重要社團首長及國內嘉賓參加。11 月上旬「2019

港澳青年企業家參訪團」訪問臺灣，以「文創休閒」及「電子商務」為主軸，認識臺

灣相關產業發展；「策進會」辦理之「2019 臺港青年文創營」，邀集臺港大專及碩博士

參加，走訪多個宜蘭社區，深刻體驗在地產業轉型、地方創生及傳統文化。「策進會」

另於 12 月舉行 2019 年「臺港經貿論壇」，邀請臺港經貿界重要人士，探討全球循環與

綠色經濟之最新發展趨勢、臺港業界的角色與商機等議題，有助帶動臺港在循環及綠

色經濟之交流合作，提供臺港業界合作及商機開拓的重要平臺。  

 

陸港澳關係 

    本季中共藉「十九屆四中全會」、習近平赴澳門參加移交 20 週年暨第五屆特首就

職典禮，形塑「一國兩制」制度自信，並強調港澳維護國安工作不可偏廢，絕不允許

外部勢力干涉。「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管治港澳，並

罕見提出建立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另習近平讚揚澳門「一國兩制」

之實踐，肯定澳門訂定國家安全法及成立相關組織，陸方並鋪陳「借澳喻港」，促港跟

進。另陸港澳持續就稅務安排議題進行合作，陸港與陸澳分別簽署 CEPA 修訂、投資

貿易及氣象合作等協議；另人大常委會通過授權澳門管轄橫琴澳門口岸區至 2049 年，

屆期可經人大決議再行續期。中共並持續推動港澳居民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購屋、跨境

金融、保險、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等各項便利措施，期深化陸港澳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