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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情勢： 

本季港府加強管治，社會自由趨緊縮。港府引用「社團條例」，禁止主張「港獨」

之香港民族黨運作，並阻撓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遭抨擊打

壓結社及言論自由；復以港府首度批評「七一」遊行之「結束一黨專政」口號不尊重

「一國」，及針對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代表開學致辭談「港獨」重申「零容忍」等跡象，

顯示港府力維中共政治底線，企形成寒蟬效應。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則稱凡

「基本法」未規定事項，中共憲法可自動適用，對港強化法律及政治框限。 

或受當前政治氛圍影響，「七一」遊行、「雨傘運動」4 周年參與人數較前年略減，

惟仍有泛民主派人士成立「香港公民連繫」，期強化香港公民社會角色，並呼籲國際社

會關注中國大陸銳實力在香港運作的效應。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記者協會亦提出報

告，針對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不斷緊縮，促請港府盡快落實「資訊自由法」，提升香

港新聞自由。 

    國際社會肯定香港「一國兩制」實施情況，惟關切其人權自由受到打壓的問題。

英國 9 月發表之香港半年報告評估「一國兩制」整體運作良好，但指香港在受到「基

本法」、「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高度自治、權利及自由等方面均持續面對壓力，報

告並特別關切香港言論自由，尤其是「港獨」方面的討論。另針對港獨人士要求美國

取消陸港區別待遇作法事，美國駐港總領事聲明，香港目前仍然有足夠程度的自治，

美國持續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待遇。 

本季香港經濟穩定成長，失業率維持低點，國際對香港經貿發展持續給予正面評

價，但美中貿易戰對香港出口貿易及經濟成長的影響逐步浮現。香港今年第 2 季經濟

成長率為 3.5%，略低於第 1 季的 4.6%，但高於過去 10 年平均每年 2.7%的增長率；今

年 6 月至 8 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 2.8%，與今年 5月至 7月相同。香港全球創新

指數排名 14，較去年提升 2 名，並再度獲評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據香港貿易發展局 9

月報告稱，受美中貿易戰影響，今年香港的出口成長預測由 6%調降至 3%。港府評估，

貿易戰對香港今年 GDP 的影響尚受控制，但將對明年經濟成長產生 0.2 至 0.4 個百

分點的影響。 

 

澳門情勢 

    本季澳門政治、社會維持穩定運作，但澳府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落

實「維護國家安全法」的作為，遭民主派議員批評係緊跟北京路線，將影響港人對「國

安法」的信心與對澳門觀感。 

    在經濟方面，本季成長速度趨緩，但仍維持低失業率。澳門 2018 年第 2 季經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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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6%，低於第 1 季的 9.2%，主因為服務出口升幅減緩，以及投資明顯減少，澳門 6

月至 8 月失業率仍維持 1.8%低點。另國際貨幣基金預測 2020 年澳門將成為全球最富

有的地區，人均 GDP將達 14.3萬美元。 

 

臺港澳關係： 

    臺港官方互動受到兩岸客觀因素影響，未如過去順暢，但民間經貿及文化交流合

作持續深化。陸委會香港辦事處新任處長盧長水原應於 7 月底赴港履新，但港府迄未

核發工作簽證，港府在臺辦事處主任於 7 月離任，亦未派人繼任，論者稱係受到兩岸

關係影響。雖然臺港互設辦事機構之人員派任並不順利，但澳門在臺辦事處前主任梁

潔芝 9 月改駐北京後，澳府已立即指派澳府行政會秘書處高級技術員何永慧接任。 

    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經濟合作委員會」7月組團訪港，與當地物流零售業界

進行交流，並見證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香港物流商會

簽署合作備忘錄。陸委會、陸委會澳門辦事處及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於 7 月及 9

月下旬分別辦理「2018港澳高等院校新聞傳播學系臺灣實習團」、「2018澳門中學生臺

灣觀摩團」、「2018 臺港青年文創營」等活動，強化臺港澳青年在文教、傳播及文創領

域交流。 

 

陸港澳關係 

    本季陸港澳持續落實港澳大灣區計畫，另中國大陸推出港澳人員免辦就業證、港

澳居民可申領居住證措施，以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9月通車等，均令陸港澳融合深化，

惟輿論關注廣深港高鐵實施「一地兩檢」對「一國兩制」損害，並指居住證措施雖有

助生活便利，但福利未必優於香港，擔憂中共藉此將香港融入中國大陸行政系統；澳

門民間團體 7 月發布調查報告亦稱，近 5 成澳門青年對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及生活持

觀望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