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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情勢 

       香港立法會通過修改選制條例草案，為順利於下屆選舉立即適用，港府將立法會

選舉延後至 12月 19日舉行，優先於 9月 19日進行選舉委員會選舉，特首選舉則訂於

2022 年 3 月 27 日。民調顯示，近 6 成受訪者反對修改香港選制，近 7 成認為此舉將

拉大社會與民主普選的距離。另港府修法將區議員納入宣誓人員範圍，引發區議於辭

職潮，輿論擔憂香港體制中的民主聲量將更趨微弱。中共於「七一」前夕異動港府高

層人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高升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接任保安局局長，另

副處長蕭澤頤升任警務處處長一職，遭質疑「武官治港」。 

  香港 2021 年首季經濟成長率 7.9%，結束連 6 季跌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肯定香

港金融地位，惟香港全球競爭力降至第七。國際評級機構惠譽確認香港的主權信貸評

級為「AA-」，指香港管治與中國大陸逐漸融合，使評級無法上調。香港美國商會調

查顯示，42%受訪會員擬離港發展，「港版國安法」為影響主因。另港府正研究推行

數碼港元，惟個資疑慮恐降低消費者使用意願。 

        本季香港新聞自由喪鐘響起，思想、言論及人身自由岌岌可危，集會遊行及示威

自由持續凍結。港府大動作拘捕香港蘋果日報高層、凍結資產，迫使該報停刊；香港

電臺過往節目遭刪、高層陸續離職；數家網媒陸續主動下架影片、撤離香港，新聞自

由指數創 8 年來新低。港府國安觸角延伸至教育界、藝文領域，皆使香港社會瀰漫不

安恐懼，調查指逾半數青年欲離港發展。另民間「六四」集會遭拒，及港府修訂入境

條例，增加限制人員入出境權力，引發人身自由緊縮等爭議。 

  香港情勢不斷惡化，主要國家及國際社會續表關切及提出相應作為。美國國會提

出多項涉港法案，提議強化對港人庇護及維繫香港民主與網路自由，另眾議院通過無

拘束力議案，譴責中共及港府侵犯港人權利；英國發布半年報告譴責北京毀諾，至其

BNO 簽證計畫於今年第一季共有 3.4 萬宗申請案，已有 7,200 宗獲核准，批核率約

21%，英國並設立 12個「歡迎港人」站，協助港人融入英國生活；加拿大新增港人永

久居留權途徑，象徵肯定港人貢獻並彰顯民主價值；另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波瑞爾關切香港情勢，稱考慮派歐盟高層官員訪港。國際民主國家成立媒體自由聯盟

關注香港新聞自由及聲援香港蘋果日報。 

 

澳門情勢 

        澳門立法會選舉爆發有史以來最大 DQ 風波，澳門選管會公布 7 條準則，以不擁

護基本法或不效忠澳府為由取消 20 名參選人資格；民主派表示將上訴終審法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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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澳門市民對選管會做法感到不滿，發起網路聯署要求撤回。分析指應與香港情勢有

關，批評損害公民參政權利。另澳門警察總局與博彩監察局擴大編制，強化監察及因

應民防需求。 

  在經濟社會方面，澳門 2021年首季 GDP衰退 0.9%，澳府修改財政預算案，追加

防疫與橫琴口岸建築費用預算開支。另澳門民聯會擬舉辦「六四」紀念集會未獲核准，

上訴終審法院遭駁回，警方並指過去集會內容涉煽動顛覆政權；輿論批評當局為政治

打壓而羅織罪名，侵犯澳門人民的集會示威權利。 

 

臺港澳關係 

  由於港府無理要求我駐港人員簽署「一中承諾書」，致我方人員無法續留及赴任，

爰我政府自本年 6 月 21 日起，調整香港辦事處業務辦理方式，維持必要運作，勉力

為民服務。有關領務、入臺證、國人急難救助、經貿、文化交流、教育招生、觀光推

廣及金融合作等業務與既有協議執行，仍將持續辦理。此外，香港與澳門在臺辦事處

分別於 5月 18日及 6月 19日起暫停運作。 

        今年報名我國大學個人申請的香港學生為 3,148 人，較去年增加 685 人，成長

27.8%。另國發會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草案於 6 月 18 日獲立法院通過，

未來在世界頂尖大學畢業的港人，在臺從事專門或技術性工作無須具備 2 年工作經驗；

並提供來臺工作的香港專業人才延長租稅優惠、放寬參加健保限制，及簡化申請工作

許可程序等，有助強化延攬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人才來臺。 

   

陸港澳關係 

  過去中共在港一向低調，惟今年其四大駐港機構首度公開在港舉辦黨慶活動；另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並要求港府承擔維護國安責任，維護中共領導。北京續促陸港

澳融合，大灣區推動「跨境理財通」方便跨區投資，廣東推出港澳居民購屋、保險等

便利措施，粵港澳並持續推動司法合作加強交流；中國大陸教育部並建議將普通話納

入香港教育考評。此外，「反送中」後，香港的大學陸生占比明顯升高，各校回應指

係因疫情影響國際學生赴港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