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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於中共建黨百年重申對港澳全面管治，另香港法官隨特首赴陸，

引發動搖司法獨立形象之批評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建黨百年慶祝大會致詞時表示，港澳須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方針，並落實中央對港、澳全面

管治權，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等。中共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因「一國兩制」過往曾有一段時間「走歪」，因此習

近平要再次強調「全面準確貫徹」（香港 01、香港電臺，2021.7.1）。 

  另港、澳特首皆率主要官員赴陸參加慶典，香港特首林鄭此團多達 70 餘人，其中

包括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繼早前參與中共建黨

研討會後，香港司法領導層再次打破慣例出席中共的活動，遭批評影響香港司法獨立

形象（巴士的報，2021.6.27；頭條日報、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2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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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國務院 7 月 30 日公布，福建省常務副省長鄭新聰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

以及澳門中聯辦副主任羅永綱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同時免去楊建平、仇鴻的香港中

聯辦副主任職務。鄭新聰過去長期任職福建，曾涉獵經貿工作。另羅永綱則具內蒙古、

湖北政法系統歷練。據港媒報導，羅永綱將分管政法、教育，聯繫香港紀律部隊、駐

港國安公署、駐港部隊，「身負重任」，另楊建平、仇鴻皆為年齡因素卸任（星島日報，

2021.7.18；文匯報，2021.7.30）。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率團訪港宣講，強調保護投資者合法利益 

  中共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 8月 23日至 25 日率宣講團訪港，向公務員、議員、工

商界等介紹中共「十四五規劃」，內容聚焦金融、創新科技、鼓勵港青赴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等，促研究發展人民幣業務，並強調保護在港投資者合法利益，支持香港保持

獨立關稅地位（香港 01，2021.8.24；文匯報、香港經濟日報，20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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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公安部部長趙克志 9 月 26 日在公安部黨委（擴大）會議中，高調透露

「反送中」運動是促使中共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主因；並要求公安

機關確實履行各項涉港工作，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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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港版「顏色革命」圖謀，打擊「港獨」激進勢力，追究黎智英等人犯罪行為。除

高調對香港事務下指導棋，亦凸顯中共政法系統在涉港事務上日趨活躍（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中央社，2021.9.27）。 

 

 北京催促基本法 23條立法，或將之視為治港 25周年政績 

  港府 7 月 5 日舉辦「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勇表示，「港

版國安法」所訂 4 類犯罪顯不足涵蓋可能危害國安的行為及活動，要求港府儘早完成

基本法 23 條立法，並稱人大常委會可依需要立法。繼之，中共「全國人大」常委譚

耀宗、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10 月 3 日表示，23 條可望於明年上半年完成立

法。隨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即於 10月 6日施政報告宣布，港府將積極推展 23條立

法工作。分析指，中共或有意將 23 條立法做為明年治港 25 周年政績（明報，2021.7.6；香港

01，2021.10.3；明報，2021.10.4、10.6；星島日報，2021.10.6）。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啟動，陸港債券「南向通」開通 

  中國大陸人民銀行、香港金管局、澳門金管局 9 月 10 日同時發布「粵港澳大灣

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實施細則」，「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將正式啟動，主要

指粵港澳大灣區內中國大陸及港澳居民通過雙方司法管轄區的銀行體系建立的閉環式

資金管道，投資對方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首批產品於 10 月 19 日正式對外開放，有

19家香港銀行及 7家澳門銀行獲批開展業務（港府新聞公報、信報，2021.9.10；中時電子報，2021.9.13；

文匯報，2021.10.19）。 

        另中國大陸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南向合作（簡稱債券「南向通」）於 9 月 24 日正式

開通。「南向通」旨在為中國大陸機構投資者提供管道，透過香港債券市場投資境外

債券。「南向通」首個交易日，共有逾 150筆交易，涉及金額約人民幣 40億元（香港金

融管理局新聞稿，2021.9.24）。 

 

 陸港簽署「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 

  港府於 9 月 1 日第六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期間，與中國大陸商務部簽署

「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中國大陸與香港經

貿合作委員會機制下，發揮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專責小組作用，利用兩地

各自優勢，就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和發展加強交流合作（頭條日報，2021.9.1；文匯報，

2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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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接連發布橫琴粵澳及前海深港發展方案，實驗「粵澳共管」、

以香港為藍本發展前海 

       中國大陸 9月 5日發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該合作區實施範

圍為橫琴島「一線」（橫琴與澳門之間）和「二線」（橫琴與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之間）的海關監管區

域，由粵澳合組管理委員會，實行廣東省長、澳門特首雙主任制，在職權範圍內統

籌決定該區的重大規劃、政策、項目和人事任免，被視為「一國兩制」新實踐。澳

門特首賀一誠稱，區內可以瀏覽 FB、但與中共有關言論將受管制；另因受限於中國

大陸現行法律規定，賀一誠表示澳門不會將博彩業搬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但不

排斥博彩企業到橫琴發展酒店餐飲業、體育、文化等事業（BBC News中文網，2021.9.10；新華澳

報、新頭殼，2021.9.11）。 

  另於 9 月 6 日發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旨在

推進前海合作區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企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

試驗平臺；並將著力推進服務業、科技業創新發展，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打造國際

營商環境。分析認為，在創新治理模式背後，隱含以香港作為藍本發展前海，成為吸

引國際投資目的；然前海方案未有「粵港共管」，外界質疑非深港合作，係為發展

「香港備胎」，以中國大陸發展速度而言，在政策、資金和人才都具備的情況下，有

朝一日前海能否超越香港，值予觀察（多維新聞，2021.9.9；明報，2021.9.15）。 

 

 中港澳簽署「金融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深化金融合作 

  澳門金融管理局 9 月 1 日與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及香港保險業間管局簽訂

「金融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內容包含促進三地監管機構在金融服務創新方面的合

作，並考慮合辦有關應用新型金融技術的聯合創新項目，強化監管三地間部門的金融

科技合作及確保雙方信息交流的保密性（澳門時報、澳門金融管理局新聞稿，202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