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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二十大」報告要求港澳落實國安法制，增強愛國精神 

        中共於 10 月 16 日至 22 日召開「二十大」，習近平於開幕式宣讀報告，提及香

港過去 5 年局勢動盪變化，在中共中央帶領下實現「由亂到治」；又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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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報告要求未來落實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增強港澳同胞的愛國精神，形成更

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新華社，2022.10.17）。 

 

 港澳特首赴北京述職，外界聚焦與中國大陸恢復通關 

        香港特首李家超、澳門特首賀一誠 12 月 21 日至 24 日赴北京述職，依慣例會見

習近平、李克強，匯報港澳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之最新情況。李家超返港後宣布，

北京已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關」，港府隨即成立「通關事務協調組」，以聯繫

陸方有關部門（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港澳辦、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研商推進（文匯報，

2022.12.25）。 

 

 中共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借重其地利及法律優勢 

中國大陸外交部於 10 月 21 日與港府簽署「關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國際調解

院籌備辦公室的安排」，籌備辦公室預計自 2023 年起，開展相關國際公約談判及建

立國際調解院的籌備工作。陸方表示，近年來國際社會對調解的需求日益增加，但目

前還沒有專司調解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國大陸爰與理念相近國家起草並達成「關於

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決定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專門提供調解服務，

為各類國際爭端提供友好、靈活、經濟、便捷的解決方案。而籌備辦公室設在香港，

主要考慮到其地理位置優越、營商環境便利，特別是法律體系成熟，在提供法律服務

方面具獨特優勢（港府新聞公報、中新社，2022.11.1；新加坡聯合早報，2022.11.3）。 

 

 陸方續推深港融合，前海方案部分項目擬由港方主導開發 

       深圳市羅湖區 10 月 21 日發布「加快羅湖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建設實施方案

（2022-2023 年）」，聚焦基礎設施聯通、人才交流暢通、要素跨境融通、產業發展

共融、公共服務交融以及文化交流心融 6大方面，提出 45項措施，並規劃以 9.5平方

公里的口岸片區為核心，建設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據統計，常住羅湖的香港居民約

佔深圳全市的 1/5，港資企業占外商投資企業比重高達 90%，羅湖區政府與深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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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並於 11 月 3 日簽署共建「深港消費金融高質量發展示範工程」合作備忘錄，以

便利香港居民金融支付往來（大公報，2022.10.22；明報，2022.11.9）。 

另為貫徹陸方 2021 年 9 月公布「前海方案」，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再度修訂現行

「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並公開徵求意見。與現行條例相

較，多處調整內容與香港相關，包括將「深化與香港的緊密合作」改為「支持香港經

濟社會發展」，設立包括港人在內的專門諮詢機構和對接香港各政府部門合作發展的

專門機制；將部分前海項目採用「港方主導開發模式」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郭

萬達表示，不排除未來部分前海地方可能形成「小香港」，而「港方主導開發模式」

試點如成熟，亦有望持續推廣（明報，2022.10.31）。 

 

 香港完成接受中國大陸器官移植首例，是否建立長期機制引發議論 

香港 1 名女嬰 12 月間完成換心手術，是香港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首例。

港府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希望藉此案例將香港醫院納入中國大陸人體器官分

配與共享系統，建立長期機制以造福兩地民眾。惟有專家指出，中國大陸移植器官一

向多具道德爭議，且國際心肺移植協會甫於今年 8 月發聲，呼籲會員不應使用來自中

國大陸的移植器官，建議陸港在相關領域的合作，應思考是否產生負面影響（星島日報，

2022.12.17；東方日報，2022.12.18；明報，2022.12.19）。 

 

 陸澳續簽貨幣互換協議，粵澳、珠澳深化金融、教育等領域合作 

繼中國大陸財政部 9月於澳門發行 30億人民幣國債後，廣東省 10月亦於澳門發

行 20 億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支撐澳門擴大債券市場規模；中國人民銀行與澳

門金融管理局續簽「貨幣互換協議」，以助澳門拓展金融產業及人民幣業務（新華社，

2022.10.28；中通社，2022.10.31）。 

另澳門與珠海於 12 月 14 日舉行珠澳合作視訊會議，雙方相關部門就持續推進金

融創新、教育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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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外事局澳門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國際交流合作備忘錄」以及「珠澳教育

合作與交流協議」，推展相關領域交流合作（澳門日報，2022.12.16）。 

 

 跨境生活之澳門居民對公共服務滿意度低，民團籲放寬澳門社團在粵

港澳大灣區活動限制 

隨著陸澳的融合聯通日益升高，越來越多澳門居民在兩地跨境生活。澳門街坊會

聯合總會大灣區工作委員會等組織 11 月 14 日發布之調查顯示，跨境生活的澳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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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跨境法律服務、公共服務，以及社區勞動就業服務滿意度僅 37％；建議政府適當放

寬澳門社團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粵港澳大灣區業務活動的限制，以加強服務跨境

生活的澳門居民（澳門日報，2022.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