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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支援香港抗疫引發爭議 

中共稱，應港府要求派出核酸檢測支援隊赴港協助檢測肺炎。醫學會會長蔡堅、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表示，香港有既定法律監管，檢測人員來港工作應要領牌，

即使有豁免，亦需要管理委員會批核。新民主同盟譚凱邦、范國威等到醫管局抗議，

質疑來港的檢測人員是否屬於豁免檢測範圍，又指核酸檢測可取得檢驗者的 DNA 資

料，質疑港府如何保障隱私及確保資料不會「送中」（立場新聞，2020.8.2）。港澳辦及香港

中聯辦發言人相繼發表談話，批評「香港反中亂港分子」污衊中國大陸援港抗疫舉措，

罔顧社會利益及市民健康，把抗疫議題政治化，製造及散播惡毒謠言（星島日報，2020.7.27)。 

 

 駐港部隊宣傳「港版國安法」及進行針對性演習 

    中共駐港解放軍在微博發布宣傳短片，指駐港部隊堅決擁護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

法，並播放駐港部隊「練兵備戰」，以及香港中學升旗儀式、香港藝人受訪片段，營造

軍民同心氣氛（香港 01，2020.8.2）。中共駐港解放軍另在微博公布 2020年第 3季聯合海空

巡邏等多項實戰化課目演練，其中一項演練科目是駐港部隊在果洲群島附近發現一艘

可疑船隻，特戰小隊搭乘艦艇到達任務區域實施攔截查證任務。傳媒指出，本次演習

威嚇有意偷渡離境港人的意味濃厚（聯合報，2020.9.26）。 

 

 港澳跟隨中共修正國旗國徽法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旗法及國徽法修正案，由於國旗法與國歌法已納入港

澳基本法附件，故草案獲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後，港澳也要依相關修正案修改法

例。根據相關修正草案，國旗及其圖案不得用作商標、產品外觀設計及商業廣告；不

得倒掛或以其他有損國旗尊嚴的方式升掛、使用；不得隨意丟棄國旗；大型群眾活動

結束後，活動主辦方應當妥善處置活動現場使用的各類國旗（香港蘋果日報、澳門日報，2020.8.12）。 

 

 中共修正港澳律師在大灣區執業規定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 9個城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

師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授權中共國務院在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

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 9 個城市開展試驗工作，符合條件的香港

法律執業者及澳門執業律師，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並取得中國大陸執業資

質，可從事一定範圍內的中國大陸法律事務，試驗期限為 3年（信報，20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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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資科技業入主香港金融 

中國大陸各大科技巨頭在香港金融業嶄露頭角，布局券商或其他業務。以阿里巴

巴為例，目前已涉足券商、儲值支付、虛擬銀行、保險公司等業務，旗下公司包括雲鋒

金融、螞蟻銀行、萬通保險、Alipay HK等。 

    騰訊則透過旗下的富融銀行、富途證券、微信支付（香港）、微藍保險等在虛擬銀行、

券商、保險等各個領域布局；小米、京東、眾安也分別各自在香港獲得虛擬銀行牌照。

同時，字節跳動已在香港註冊成立松鼠證券，並已申請香港證監會的 5 類牌照，提供

網路股票、期貨、外匯交易等服務（經濟日報，2020.8.11)。 

 

 港澳避免雙重課稅安排生效  

    港府 8月 20日宣布，香港與澳門於 2019年 11月簽訂的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安排

在完成有關的批准程序後已經生效，並對 2021 年 4月 1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

取得的收入所徵收的稅項具有效力。港府表示，澳門是香港的第 19大貿易夥伴，有關

安排可讓從事跨境商業活動的人士更清楚確定其稅務負擔，有助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

活動（港府新聞公報，2020.8.20）。  

 

 粵澳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開通啟用 

    粵澳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 8月 18日正式開通啟用，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標竿建

設工程，未來將仿照港珠澳大橋模式，採「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查驗模式，使粵

澳通關從「兩地兩檢」變成「一地兩檢」，粵澳日通行能力從 75 萬人次提升到 90 萬

人次，而橫琴口岸本身設計則可容納年旅客通關量 8,000 萬人次，日通關量 22.2 萬人

次（新華網，2020.8.19）。 

 

 陸澳簽訂深化知識產權交流合作安排 

為深化陸澳知識產權領域交流合作，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和澳府經濟局在

2003 年簽署的「關於在知識產權領域合作的協議」基礎上，換文簽署「國家知識產權

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關於深化在知識產權領域交流合作的安排」。依據前

揭「安排」，雙方將深化在專利實質審查、發明專利延伸、專利和商標信息自動化、知

識產權信息交流、人員培訓以及共同舉辦研討會與技術交流會議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並新增專利爭議及糾紛處理中的技術協助，以及加強雙方在知識產權信息管理、利用

和服務方面的合作（澳府新聞稿，20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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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最新城市發展香港排第 9；城市韌性澳門排第 3 

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大陸國務院發起成立的公募基金）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聯

合發布「機遇之城 2020」報告，顯示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已成中國大陸的「超一

線」城市，香港在報告涵蓋的 42 個城市中排第 9，較 2019 年排名第 3 下降 6 位。另

「城市韌性」（係從「衞生健康財政投入」、「公共安全財政投入」、「災害防治及應急管理」等項目，衡量城市維護正

常運行、預防潛在突發事件等進行日常維護、預留應急資金、儲備關鍵戰略物資的情況）是今年的重點觀察項目，香

港、上海、澳門、廣州、天津為前五名城市，除上海及天津外，均屬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力報，2020.9.7；文匯報，202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