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情勢 

       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港府成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由港府政務

司司長李家超擔任主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成開鍘首例，該委員會遭批透明度

不足。香港選舉委員會選舉於 9月 19日舉行，共產生 1,448名選委，僅 1名不屬於建

制派，且選舉過程幾無競爭，遭批「更小圈子」選舉，民調顯示逾半受訪者認為此次

選舉欠缺公信力。港府安排剩餘 200餘名區議員宣誓，近 50名民主派議員遭 DQ。另

「港版國安法」首案港人唐英傑判囚 9年，遭批審判不公。 

  隨全球市場復甦及香港疫情減緩，香港經濟逐漸好轉，今年第 2 季經濟成長率

7.6%，上半年經濟增長 7.8%，港府並調高今年全年經濟長預測到 5.5％至 6.5%。港府

公布移交以來首份「香港營商環境報告」，指「反送中」和美國遏中戰略干擾香港經

濟發展，強調「港版國安法」實施確保金融市場穩定。另香港今年上半年全球貨櫃港

排名下降，受美中貿易對抗影響，料下半年貨櫃量續跌。 

  港府以「港版國安法」追殺香港公民組織，民陣、教協、職工盟、支聯會等被迫

解散，並以國安為名規管慈善團體與社工，香港民間力量持續萎縮。港府修例明定電

影上映前須通過國安審查，輿論憂心箝制自由創作空間。另香港人口呈負增長、移出

走勢、中小學學生人數減少、以永久離港為由提取強積金增加，分析多認為與移民潮

有關。民主思路公布「一國兩制」指數，民調評分仍維持歷史低位，或受蘋果日報影

響，言論自由評分跌幅最為顯著。 

  國際主要國家對香港情勢續有相應作為。美國延續川普時期對港定位，延長對港

緊急狀態一年；總統拜登為在美港人提供「臨時避風港」，得延長 18 個月暫緩遣返；

美國政府發布香港商務風險警示，籲在港美企注意「港版國安法」相關威脅；另宣布

制裁香港中聯辦 7名副主任。中國大陸對美施以報復，制裁美方 6名人員與 1家機構，

並發布美國「反中亂港」事實清單。英國 BNO 簽證計畫批准數逾 7 成，英國會並促

修法容許「反送中」青年單獨赴英。澳洲「避風港」政策則擴至持有 BNO 港人，並

加快簽證審批速度。 

 

澳門情勢 

  澳門第 7 屆立法會選舉於 9 月 12 日舉行，建制派大獲全勝，然投票率首次未達

50%，創移交以來最低。輿論多歸因於 7 月大規模 DQ 民主派參選人事件，惟官方解

釋稱係受疫情、天候等因素影響。 

  經濟社會方面，澳門第 2 季經濟成長上升 69.5%，終止連 9 季下跌；澳府將修改



 

2 

博彩經營法律制度，9 月 15 日起進行為期 45 天的公開諮詢，後續影響引發關注。另

澳門今年上半年犯罪率增幅 26%，案件數少於疫前。 

 

臺港澳關係 

  為吸引優秀港澳學生來臺就讀，教育部研擬放寬港澳學生申請來臺就讀高中及 5

年制專科學校。我香港辦事處自 6 月 21 日調整業務運作方式後，親中港媒接連對我

港處威嚇，企製造我雇員心理壓力。 

 

陸港澳關係 

  習近平於中共建黨百年重申對港澳全面管治；港澳中聯辦高層人事異動，凸顯對

港、澳分別強化政法、經貿工作；另中共公安部就涉港事務再下指導棋，促追究黎智

英等人罪行。中國大陸發布兩大發展方案－橫琴粵澳及前海深港，實驗「粵澳共管」，

並以香港作為前海發展範本。陸港金融市場互動更形密切，陸港債券「南向通」、粵

港澳大灣區理財通陸續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