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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情勢 

    今年元旦，百萬人參與 2020年「反送中」首場遊行，其後大規模集會遊行雖因防

疫暫停，惟港人仍於特定事件日自發性舉行悼念活動，並屢有警民衝突；據本季相關

民調，約 4 成左右受訪者不信任港府及警方，支持在疫情期間以各種方式延續「反送

中」運動，顯示整體抗爭能量未消散。因示威遭拘捕者累計已逾 7,800人，包括香港壹

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知名人士，外界關注是否再有指標性人物遭秋後算帳。而香港政

務主任、警員出現離職潮，或與「反送中」升高官民對立有關。另泛民掌握 17個區議

會正副主席，多個區議會積極提出議案，希反應民意及主導政治議程。香港選舉管理

委員會已展開立法會選舉相關籌備工作，港府擬讓長者優先投票、修改立法會議員候

選人定義，引發批評；泛民、建制陣營均興起成立工會浪潮，對於立法會、乃至特首

選舉格局之影響，有待觀察。 

在經濟社會方面，香港內外均面臨嚴峻挑戰。受全球經濟疲弱及社會示威不斷影

響，香港 2019年全年經濟負成長 1.2%，係 2009年以來首次年度衰退；港府新一年度

預算案以紓困為主軸，財政赤字創歷來新高，且受到「反送中」及疫情等影響，經濟

前景難以樂觀。2019 年香港人口增至 750 萬，移出者較前一年增加 43.1%，持單程證

移入者減少 7.6%；另 2019 年罪案總數上升 9.2%，相關變化應與去年社會抗爭情勢有

關。民調顯示港人評價「一國兩制」雖創新低，惟仍有 7成受訪者支持 2047 年後續行

「一國兩制」。 

本季國際社會持續關切香港情勢，美國務院、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布人

權報告，指出港警過度使用武力，以及港人政治參與受限等問題。另美方繼去年 8 月

「美港議員交流會」後，今年 3月再次邀集香港建制、泛民人士參加「美國-香港對話」，

應與美國去年通過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有關。年來，因港府提出「逃犯條例」

修訂，陸港經濟融合深化，及港府自治能力受限等問題，香港於多項經濟、金融國際

評比之排名均下跌，包括自由經濟體評比 25年來首次失冠，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遭

上海超越，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亦下調香港評級，對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影

響，值予密注。 

 

澳門情勢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於 3月 23日舉行全體會議，澳門特首兼該委員會主席賀

一誠表示將前瞻評估各類國安風險、續推配套立法。另本季澳門同受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惟澳府防疫作為尚獲正面評價，有評論認為澳門社會較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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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媒體少見批評言論，復以未對陸封關，疫情仍存風險。 

    在經濟社會方面，2019 年澳門第 4季經濟衰退持續擴大，全年成長率下跌 4.7%，

主要受服務出口持續下滑、外部需求放緩等因素影響。疫情重創澳門博彩業，今年 2

月博彩收入下跌 87.7%，預估 3-4月可能續跌 60%-80%。澳門大學預測 2020 年澳門經

濟將維持跌勢，幅度約為-3.7%。澳門首季罪案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28%，推測與警方加

強巡查執法、強化法治宣傳有關。 

    國際方面，美官方及國會人權報告稱近年澳府以維穩為重，極力預防可能挑戰中

共管治的民主勢力，惟仍建議澳府就特首及立法會普選訂定時間表；而澳門內部有意

見認為「國歌法」、「網絡安全法」等法案之通過，將限制言論自由。此外，亦指澳府

逐步收緊負面消息的發布，傳媒、學術界時有自我審查情形。 

 

臺港澳關係 

    受肺炎疫情影響，我對港澳發布旅遊警示，並採取境管措施；自 2月 11 日起除特

殊事由外，港澳人士全面暫緩來臺，獲准入境者一律進行居家檢疫 14日；另針對未及

來臺之港澳學生則啟動安心就學方案。 

 

陸港澳關係 

    本季中共調整港澳系統人事，包括駱惠寧接掌香港中聯辦，「全國政協」副主席夏

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港澳中聯辦主任兼任港澳辦副主任，原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改任

該辦分管日常工作之副主任。分析指相關異動具清洗港澳系統、提升港澳事務地位意

涵，有助習近平掌握港澳事務，突顯習雖陷疫情風暴，仍欲強化掌控權力。駱惠寧上

任後雖形塑柔性溝通形象，惟亦強調止暴制亂工作未停止，另傳夏寶龍 3 月南下深圳

部署選舉及「反送中」處理原則，顯示中共將續加強對香港之維穩與掌控。此外，橫

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旅檢區自 3月 18日起移交澳方，適用澳門法律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