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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人權觀察：警察濫權，人權雪崩

王興中*

摘要

香港、澳門原本是中國領土上享有半民主、司法獨立和高度公民自由

的唯一兩個地區，但兩地人權狀況在近年加速惡化，引起國際社會高度憂

慮。今年，香港「反送中運動」凸顯港澳「一國兩制」已遭受嚴重威脅，

不僅民主改革受到北京阻滯，法治與公民自由亦因連串政治性檢控和立法

措施而持續倒退。抗議港府推動《逃犯條例》修法的「反送中運動」，因

港警使用過度武力、濫捕濫訴、選擇性執法又疑涉酷刑虐待，且缺乏有效

監督問責，導致警民激烈衝突，並有多起可疑死亡案件。港府雖已撤回相

關修法，但拒絕對警察暴力進行獨立調查，對示威者提出包括雙普選在內

的其他訴求亦未有積極回應。未來，與反送中有關的大量司法訴訟和調查

問責仍需國際社會密切關注。美國在此期間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為香港人權發展投下變數，影響有待觀察。

關鍵詞：香港、澳門、反送中運動、警察濫權、佔中九子案、香港區議會

選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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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香港、澳門原屬殖民地，其主權分別於 1997、1999 年移交中國，成

為中國統治下的特別行政區，但仍保有與中國其他地區不同的政治經濟體

制和法律架構，人權保障的基準與實踐亦大相徑庭。中英、中葡之間關於

港澳主權移交的雙邊條約均以「一國兩制」為方針，明文規定港澳特區除

外交和國防以外享有高度自治「在五十年內不變」，並以準憲法位階的《基

本法》加以保障。港澳《基本法》不但保障各項基本權利，且規定兩地在

殖民統治時期已隨英、葡兩國適用的兩公約和國際勞工公約相關規定均繼

續有效。反觀中國在簽署《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之後遲未批准，可

見港澳特區政府在公民與政治權利方面負有較中國中央政府更為明確強烈

的國際法律義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土下享有較高度自治和自由的唯

一兩個地區。

「一國兩制」原本是為穩定港澳民心，避免資本外逃，而由當時中國

最高領導人鄧小平拍板定案。然而，雖有《中英聯合聲明》和《基本法》

加以保障，「一國兩制」的內在矛盾卻自始昭然若揭。港英政府末期積極

推動人權、民主改革，但大多因中方極力抵制而無法過渡九七。港澳主權

移交 20 年來，「一國兩制」在北京壓力下難以為繼，兩地人權狀況隨之每

況愈下。特別是 2003 年以後，民主改革停滯甚至出現倒退，港府與北京

合作削弱香港司法獨立，更逐步推動國安立法、愛國教育，乃至提出大灣

區規劃加快港澳與內地融合。種種措施一再破壞「一國兩制」重要原則，

亦導致港澳整體人權狀況迅速惡化。

以香港為例，根據自由之家的評估，香港的政治權利和公民自由評

分在最近十年內降低達十分。特別是在 2014 年「雨傘運動」至今 5 年

內，由於北京干預日漸加強，香港的自由度逐年滑落（Freedom House, 

2019）。香港的新聞自由度，據無國界記者組織評估，也從 2002 年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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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個國家或地區中高居第 18 位暴跌至今年的第 73 位（劉軒，2019）。在

前述背景下，港府又於 2019 年初提出修改中港引渡規則之議，引發香港

有史以來最大規模、最長時間的「反送中」抗爭。港府在北京支持下忽視

民意、強力鎮壓，再度造成香港人權嚴重倒退。

由於港澳兩地在中國國內、兩岸之間和國際社會均具特殊地位與影

響，其人權狀況日益引起我國人和全球矚目。有鑒於此，本報告今年首次

增列港澳人權專章。鑒於港澳「一國兩制」實施現況，本文對港澳 2019

年度人權狀況之觀察將側重於「反送中運動」和政治人權議題。下文首先

聚焦於「反送中運動」相關人權議題，繼而紀錄港澳在政治人權各方面重

要發展，最後總結並提出有待持續觀察之重點。

貳、「反送中運動」相關人權議題

2 月 13 日，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例》和《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條

例》，期望在本立法年度內提交立法會審議通過。港府表示，修法目的是

解決一起香港陳姓男子涉嫌在臺灣殺害女友後潛逃返港，礙於港臺之間未

簽署移交逃犯協議而無法將陳男引渡赴臺受審的案件（明報，2019a）。但

港府所提修正案將允許特定罪案涉嫌人不僅可以移交臺灣，也可以移交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其任何部分」，立即引起香港各界以及包括臺灣在內

各國政府高度質疑。港府面對反對聲浪仍執意推動逃犯修例，鎮壓民間抗

議，釀成香港歷史上參與人數最多、延續時間最長且遍及全港各區的「反

送中運動」。

「反送中運動」涉及諸多人權議題，舉其要者可分以下幾個方面：一、

破壞法治；二、警察濫權；三、缺乏有效監督問責。以下分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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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壞法治

（一）逃犯修例

《逃犯條例》於 1997 年香港主權移交前立法，刻意排除向「中華人民

共和國或其任何部分」移交疑犯，原因正是基於「一國兩制」，為保障港

人不因雙方法治落差而受侵害。正如香港大律師公會指出，香港與中國大

陸沒有簽訂長期的引渡安排並非「漏洞」，而是「考慮到中國刑事司法制

度及人權紀錄後的審慎決定」（立場新聞，2019a）。

就法治觀點而論，逃犯修例首先可能侵犯在港人士獲得公正審判的權

利。在中國法治環境未見改善之前，開放移交逃犯極可能助長政治羅織、

危及香港司法獨立和營商旅遊環境，造成香港人人自危。其次，政府修法

建議缺乏程序保障。草案授權行政長官啟動移交程序，大幅排除立法機關

監督，司法機關僅能作形式審查，亦不考慮申請方的司法制度能否對人權

提供最低限度保障。此外，修法並無必要性。港男在臺殺人個案不必修法

即可與臺協商解決，但港府卻不考慮民間提出的替代方案，例如單獨與

臺灣簽定引渡協議，或修法允許香港法院審理港人境外犯罪（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2019）。

（二）緊急立法與人大干預

在反送中運動中，警方動輒採用催淚瓦斯驅散群眾，以暴動重罪濫捕

濫訴，又發生公務員和民營企業員工因參與反送中活動恐遭處分的情況，

導致示威者普遍配戴防毒面具、口罩或其他遮蔽臉部物品。但港府竟以示

威者「暴力程度升級」為由，援引《緊急情況規例條例》（緊急法）訂立《禁

止蒙面規例》（禁蒙面法），於 10 月 5 日零時起禁止任何人在合法或非法

集結或集會時蒙面（東網，2019）。經泛民人士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

於 11 月 18 日作出部分違憲之裁定，認為緊急法賦予行政長官以「危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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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為由制定新法之規定不符合基本法，且禁蒙面法部分規定對基本權利

施加之限制不符比例原則亦屬違憲（獨立媒體，2019）。

然而，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和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隨即發出聲明對高院裁定表示嚴重關切，並稱香港特區法

律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

（新華社，2019）。有學者指出，北京在法院一審判決後發聲，既不尊重

香港法院權威，又可能意圖影響上訴，違反香港基本法對司法獨立的保障

（張淑伶，2019）。香港法界人士也對法工委說法表示擔憂和質疑（明報，

2019b）。

香港高院上訴庭隨後兩度批准暫緩執行違憲判決（李慧娜，2019），

直到 12 月 10 日上訴庭拒絕續延暫緩執行令，禁蒙面法始正式失效。惟判

辭亦表明，未來若港府上訴成功，在禁蒙面法失效期間違反該法人士仍可

能面臨檢控（立場新聞，2019b）。

二、警察濫權

（一） 過度使用武力

香港警方處理此次反送中運動，除了過去常用的催淚彈、胡椒噴霧、

警棍，還首次動用布袋彈、海棉彈、橡膠子彈等防暴彈藥，以及多種致命

或可能造成嚴重傷害的武器，包括實彈（手槍及步槍）、水砲、閃光彈、

音波砲等。警方表示自 6 月 9 日至 12 月 9 號，累計發射 19 發實彈（其中

3 次擊中示威者），15,972 枚催淚彈、10,010 發橡膠子彈、1,999 發布袋彈、

1,863 發海綿彈（麥浩禮，2019）。

根據聯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力和火器的基本原則》（ 《原則》），武

力和火器必須作為執法的最後手段，即「只能在其他手段起不到作用或沒

有希望達到預期的結果時」才能使用。在不可避免而合法使用武力或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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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應當：(1) 衡量犯罪行為的嚴重性和所欲達成的合法目的而自我克

制；(2) 盡量減少損失和傷害並尊重和保全人命；(3) 確保受傷人員盡早得

到救護；(4) 確保盡快通知受傷人員的親友。《原則》並要求各國政府確

保對任意使用或濫用武力與火器的執法人員依法予以懲處，且以上各項原

則在任何緊急情況下均不得違背。然而，港警在反送中運動期間屢屢發生

過度或不必要使用武力和槍械的行為，例如：

6 月 12 日，警方在原本相當和平的示威活動中突然大量發射催淚彈，

而且無預警之下首次動用布袋彈、胡椒彈和海棉彈，造成一名男教師

被子彈擊中右眼失明（香港 01，2019a）。根據民權觀察報告，警方在

6 月 12 日處理示威活動時發生多項非法及過度用武事件，包括突然驅

散和平合法集會導致人踩人意外、不當使用催淚彈對人射擊以及毆打

無反抗示威者等（Civil Rights Observer, 2019）。

7 月 14 日，警方於沙田製造困獸鬥造成流血衝突（立場新聞，

2019c）。

8 月 11 日，警方單日使用逾一千枚催淚彈。一名女性示威者遭布袋彈

擊中右眼失明。經過近兩個月警方大量使用催淚彈和可致重傷的彈藥

後，示威者首次使用土製汽油彈攻擊警署（轉角國際，2019）。

8 月 31 日，港鐵太子站爆發嚴重衝突，逾百名警察趕到月台驅散，速

龍小隊衝入車廂用警棍無差別狂毆乘客，民眾多人受傷流血，但警方

令港鐵緊急封站阻止救援（蘋果日報，2019a）。

10 月 1 日，警方使用催淚彈和防暴子彈的數量雙破千枚。一名中學生

持金屬管揮擊持槍警員，遭手槍實彈擊中左胸，一度命危（韋景全，

2019）。

11 月 11 日，示威者發動「黎明行動」以雜物堵塞交通要道。一名交

警持手槍實彈射擊手無寸鐵示威者造成兩人受傷，其中一人一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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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亦有一名不同意見市民遭示威者淋汽油縱火，嚴重燒傷（BBC 中

文網，2019a）。

11 月 11 日至 15 日，警方為排除示威者堵塞交通行為，在香港中文大

學校園內與示威者爆發嚴重衝突。衝突高峰的 12 日一天，警方發射大

量催淚彈，並動用水砲車，造成民眾數十人受傷送醫（楊智強、陳怡

靜，2019）。

11 月 17 日至 29 日，警方圍困理工大學，阻止校內人員獲得社工、急

救員協助，並於出口拘捕欲離開的人員，使用武力是反送中以來最大

武力，包含多輛裝甲車與水砲車、直昇機、音波砲、閃光彈、實彈、

橡膠子彈、狙擊手，光是 18 日一天內就發射了 1,400 枚催淚彈。示

威者被迫以土製汽油彈阻路，並以磚頭、射箭、氣槍等自衛。最終造

成警方 6 人受傷，理大內外人士受傷者超過 280 位（BBC 中文網，

2019b）。

有媒體根據警方外流資料指出，港警在 9 月底修訂有關武力使用的程

序手冊，放寬使用槍械的標準，並納入包括水砲、布袋彈在內的多種「低

殺傷性武器」（鄭秋玲，2019）。然而，即使在警方使用「低殺傷武器」場

合，也常因使用方式不當違反生產商或國際安全指引而提高其危險性或致

命性，造成的傷害例如造成反送中期間大量人員頭部受傷，多起案例甚至

大量失血或昏迷，也造成至少兩名記者及一名男教師失明。

由於警方大量使用催淚彈，造成前線記者、示威者與當地居民身體

上不適，連嬰兒也疑似受影響，且警方承認使用過期而致毒性更強的催

淚彈，又拒絕公開成分，引起專家質疑（立場新聞，2019d；蘋果日報，

2019b）。聯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切萊特（Michelle Bachelet）特別為

此發出聲明，指責港警針對人群密集式發射、直接針對單獨示威者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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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密閉空間或以近距離形式發射催淚彈，這種做法違反相關國際規

範，可能會造成示威者重傷甚至死亡。她呼籲港府調查事件，並強調中國

港澳辦稱香港抗爭出現「恐怖主義苗頭」的說法，「無助緩和、甚至有可

能使局勢惡化」（Reuters, 2019）。

警方的攻擊對象也有不當，尤其在現場執行採訪工作的記者。據一

份民間調查報告紀錄，自 6 月 10 日至 8 月 10 日間，至少發生 80 餘起阻

礙傳媒採訪事件（匿名，2019）。無國界記者組織亦指出，從 6 月 12 日到

11 月 19 日，警方多次蓄意攻擊記者，包括近距離使用胡椒噴霧、強光照

射、毆打、驅趕、辱罵或者限制或阻擋拍攝，有時甚至遭到拘捕。嚴重案

例包括（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9）：

9 月 15 日，一名學生媒體記者在採訪中遭警逮捕。

9 月 29 日，一名印尼記者在灣仔遭警員橡膠子彈擊中致右眼失明。

10 月 1 日， 一名記者在現場直播中遭警拘捕，拘留逾 24 小時。

10 月 14 日， 一名電視台採訪車車長疑遭布袋頭擊中後腦倒地並被

押入警署，該車長稱在警署內遭警員毆打致傷。

10 月 27 日，警方在旺角港鐵站朝記者群發射防暴槍彈，一名記者

腿部中彈；同日，一名攝影記者亦在旺角被捕，拘留三小時。

11 月 17 日，理工大學外警方水砲車直接朝記者方向射擊，一名網

媒記者當場休克，送院後發現腦部骨折、出血必須手術急救。

11 月 19 日，多名採訪理大圍困記者分別遭警方以槍口對準喝令下

跪或舉手搜身，包括強制解鎖手機查看內容。

對於理大外的人士則以催淚彈、水砲車等攻擊，造成多名記者受傷，

即便記者已身穿保護裝備，仍受水炮重擊，頭部及腰部仍嚴重受傷，其中

《癲狗日報》攝影師被警方水炮車水炮射中，後腦骨折及腦出血，當場休

克（李春，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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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線服務的專業社工人員也常成為警方拘捕對象。社福團體統

計，截至 8 月底至少 12 位社工被捕（自由亞洲電台，2019a）。香港社會

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也曾於 9 月 29 日遊行後被捕拘留（鄺曉斌、陳淑霞，

2019）。

港警不合理執法的行為還包括：包抄攻擊正在離開現場的示威者；毆

打已無反抗或被制服的示威者；任意攔查毆打路過民眾；闖入營業場所搜

捕示威者；阻止記者採訪；把示威者押上車輛後立即熄滅車內燈光或拉下

窗簾，使人無法看見被捕者在車內情況；故意驅趕群眾造成人踩人；故意

以胡椒噴霧或強光電筒直射示威者或記者臉部；以警車衝撞示威人群，或

故意阻擋救護車送醫（匿名，2019）。

警方一貫辯稱使用武力是因為示威者使用暴力，然而有目擊者指出警

方喬裝示威者扔汽油彈後登上警車離開現場，使警方說法失去說服力（湯

璧瑜，2019）。

警方除本身濫用武力外，還涉及選擇性執法，放任示威者面臨暴力威

脅。7 月 21 日元朗事件，警方疑似與黑道合作，放任數百名白衣人闖入地

鐵站持械圍攻示威者，造成 45 人受傷（自由亞洲電台，2019b）。此後直

到年底至少有十餘名抗爭活動召集人、議員、學生及記者受襲，另有許多

市民因支持抗爭運動遭反對者襲擊，包括 8 月份北角福建幫及將軍澳連儂

牆砍人事件，使港人活在暴力威脅的恐懼中（龔蕙芝、盧藹雯，2019）。

元朗事件凶嫌，警方至 10 月底僅拘捕 34 人，當中僅 6 人被控參與暴動罪

（立場新聞，2019e）。

（二）濫捕濫訴

反送中運動被捕人數之多，為 1960 年代「六七暴動」以來所僅見。

據港警統計，從 6 月 9 日至 12 月初共拘捕 6,022 人。被捕者中，4,47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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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男性、1,548 人為女性；年齡最小的 11 歲、最大的 84 歲；其中學生佔

2,393 人，佔總數近 40％（BBC 中文網，2019c）。

以單月被捕人數來看，6 月有 73 人，7 月暴增三倍來到 224 人，8 月

和 9 月再次暴增三倍，約 755 人，10 月則超過 1,000 人被捕，11 月僅前

14 天被拘捕人數就超過 10 月來到 1,318 人（尚未計入理大事件的 1,377

人）。然而，實際上拘捕後的起訴率相當低，6 月為 12%、7 月 36%、8 月

17%、9 月 22%、10 月 12%，11 月上半月只有 9%。換言之，以每月起訴

人數來看，大約 80% 的人被捕後並未受到起訴，顯見逮捕可能流於泛濫。

被拘捕後警方有權扣留 48 小時，但警方表示扣留時間、上庭、送醫等數

據都未留紀錄（立場新聞，2019f）。並有目擊者和記者報導警方涉及「插

贓」和侮辱、虐待已被捕人士等行為（黃文雋、鄭佩珊，2019）。

造成可能濫捕的原因之一是相關法制不良：首先，殖民時期制定的香

港《公安條例》第 19 條對「暴動」的定義過於籠統，構成犯罪門檻低，

且刑罰最高可判處十年重刑，本來就不利於和平集會遊行權利之行使（香

港 01，2019b）。當局援引《公安條例》將「反送中」和平示威指為「暴動」，

一方面使警隊有藉口對在場民眾進行無差別攻擊，另方面使示威者因恐懼

自己和伙伴被捕而可能採取更激烈行動。例如包圍理大期間，警方對於理

大內的所有人士，包含示威者與非示威者如記者、社工、社會人士等，全

部控以暴動罪。一度在場除被認證的記者外，無一不被索上索帶拘捕，包

含各路急救員及社工。留守者身心受創欲離開卻被警方包圍，與警方協調

後，投降者一出校園，成年者隨即拘捕，未成年則是登記後得以先離開但

並未排除被控暴動罪的可能，而繼續留守者則維持一律均控以暴動罪，凸

顯暴動罪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問題（楊智強，2019）。

其次，香港《公安條例》規定集會遊行必須徵得警方同意，而 7 月下

旬起警方多次干涉遊行路線或禁止集會遊行，造成示威者容易被套上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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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罪名（弗林，2019b）。

反送中運動搜捕行為裡，還有大量非合理懷疑的搜身，例如穿黑衣就

搜，沒被拘捕也會被記錄身分，又有無票（破門）搜索案例。值得注意的

是，有大量被搜者被警方強制以指紋或人臉辨識解鎖手機，並搜查其中內

容（陳成良，2019）。另外，有人出面稱北京付錢僱自己於雨傘及反送中

等活動拍攝示威者臉部（佘錦洪，2019）。還有發生看新聞才得知被起訴，

或未錄口供、保釋紙上無罪名等案例（明報，2019c, 2019d）。

（三）酷刑虐待

現場錄影資料足證，警方多次在拘捕時拉扯女性衣物致其裸露或不當

碰觸女性胸部。例如，8 月 5 日警方拘捕一名女示威者時，任其裙子掀起、

內褲走光（王譯揚、呂諾君、朱雅霜，2019）；12 月 3 日一名科大女記者

稱遭男警按壓胸部五秒（立場新聞，2019g）。

警方也遭到多起在拘留期間性暴力的指控，例如一名女性抗爭者稱遭

女警無理要求全裸搜身，並做出侮辱性舉動（Kayue, 2019）。甚至有示威

者控訴在拘留期間遭警員性侵甚至輪姦（李忠謙，2019）。港警對相關指

控均表否認。

《紐約時報》根據現場錄得影片證實，8 月 11 日晚間有數名示威者遭

喬裝警員拘捕，過程中警員顯然使用過度武力造成被捕者嚴重傷害，卻將

被害人押往偏遠拘留所不予醫治且剝奪其聯繫家屬或律師的權利。受訪的

兩名被捕者均留下嚴重身心創傷（Marcolini, 2019）。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警方採用「輕率」及「無差別」的拘捕手法，對

被捕人士施以過度武力。該組織調查發現，在 21 名受訪的被捕者中，逾

85% 表示在被扣留或拘捕期間因受傷或身體不適送醫，但有人在警署等候

逾七個小時才獲送醫。8 月在新界被捕的一名男性稱被警員以硬物打擊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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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撐開他的眼睛用鐳射筆照射，造成骨折及內出血住院；另一名在深水

埗被捕男性指稱警員多次要求他解鎖手機，否則將電擊他的下體，他還目

擊警員強逼一少年以鐳射筆照射自己眼睛約 20 秒。多名示威者在新屋嶺

扣查期間，警方以「沒有電話網絡」拒絕他們聯絡律師（自由亞洲電台，

2019c）。

（四）多起命案有待釋疑

反送中運動期間發生數宗「死因存疑」案件，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周梓樂不明原因墮樓不治（紐約時報，2019）。據港府保安局 11 月 13 日

公布資料，今年 6 至 9 月被警方初步列為自殺的命案，包括上吊或高處墜

落共達 256 起，較去年同期增加 34 起，並高於過去 4 年同期的數目。而

警方在今年 6 至 9 月受理發現屍體、送院前或送院時死亡，包括未能在現

場確定死因的個案數目為 2,537 起，也較去年同期增加 311 起，且高於過

去 4 年同期數目（中央社，2019a）。

由以上警方數據看來，反送中期間不論自殺或死因不明案件確有明顯

增加。但死亡案件反常增加的原因為何，因市民對警方失去信任，又缺乏

獨立調查，以致官民各說各話，真相未明。

三、缺乏有效監督問責

對於港警鎮暴作為，特首林鄭月娥始終力挺，對於某些個案則表示

信賴既有監督機制與警方內部調查，並鼓勵當事人主動提告（立場新聞，

2019h）。然而，警隊對於相關爭議一貫強硬辯解，且多次強調提告人可能

因涉暴動罪等被拘捕。7.21 元朗事件因疑涉警黑合作，有民眾向廉政公署

投訴已獲受理（立場新聞，2019i）。

針對示威者提出獨立調查的訴求，林鄭多次回應不予考慮，認為由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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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會調查已經足夠。然而監警會的作用令人質疑，據統計過去七個年度共

有 2,119 項被警察毆打的指控，但只有 2 項獲覆核屬實，成功率不到千分

之一（李春，2019b）。以前線鎮暴警察不按規定出示委任證或配掛警員編

號的問題為例，竟有監警會成員公開贊成速龍小隊不必展示警員編號，以

便讓他們在執法時「沒有後顧之憂」（黃曉翔、莫森，2019）。

監警會功能不彰，最根源問題是沒有調查權，亦無權傳喚證人。林鄭

於 9 月 4 日承諾要強化監警會的調查工作，其具體做法包括增設委員及設

立國際專家小組協助（自由時報，2019）。但國際專家小組於 11 月 8 日發

出進度報告指出，監警會在權力、能力和獨立性等方面均有不足，不可能

對如此大規模的事件做出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調查。小組認為，監警會目

前進行的調查工作，頂多只能為將來若成立獨立調查機構做先期準備。12

月 11 日國際專家組全體辭職，指監警會缺調查權力，建議另設獨立調查

（立場新聞，2019j）。林鄭在區議會選舉後表示考慮成立「獨立檢討委員

會」，但強調警暴問題不在檢討範圍（林楓，2019）。

在既有機制和獨立調查之外，民間尋求調查警暴的途徑只剩下透過民

事求償引法院介入。目前已有數名警暴受害者組成索償團體，正募集資金

準備提告（蘋果日報，2019c）。

參、政治人權

一、參政權與選舉公平性

香港於 11 月 24 日舉辦區議會改選，北京透過多種途徑試圖影響選

民投票，包括：中央政府駐港機關在選前一天發布影片（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行政區特派員公署，2019）；內地學校疑為特定政黨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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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動員拉票（蘋果日報，2019d）。其他不利選舉公平性的情況還包括：

區選前有警界社團申得法院命令，禁止選民、候選人及傳媒查閱選民登記

冊，妨礙公眾監督「種票」行為（劉偉琪，2019）；香港眾志黃之鋒被取

消參選資格（海彥，2019）；以及部分候選人利用接送長者投票（郭曉韻，

2019；立場新聞，2019k）。

8 月 25 日澳門特首改選，同額競選的賀一誠獲得非由民選產生的「小

圈子」選委會選舉為新任特首。儘管港澳均實施「一國兩制」，但關於特

首、立法會應逐漸改由普選產生的條文僅規定於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則無此規定。不過，澳門民間曾於 2014 年舉行過要求特首普選的民間公

投，參與投票的近 8,700 人中有 8,659 人（近 95%）支持特首普選（中央

社，2019b；美國之音，2019a）。此外，11 月 24 日的澳門立法會補選也是

同額競選（中央社，2019c）。

二、言論、集會與結社自由

4 月，香港「佔中案」九名被告，包括佔中發起人陳健民、朱耀明、

戴耀廷和現任立法會議員陳淑莊在內，分別被判囚 8 到 16 個月，除朱耀

明、陳淑莊獲緩刑外，餘均即時入獄（湯惠芸，2019；彭毅詩，2019a）。

九子之外，佔中案還可能延燒。香港警方仍在跟進 2014 年佔中運動其餘

被捕人士個案， 並有建制派議員要求港大辭退戴耀廷（自由亞洲電台，

2019d；立場新聞，2019l）。2014 年「反東北示威案」被判刑的四名社

運人士今年 3 月遭終審法院駁回上訴，其中二人入獄數週（黎彩燕，

2019）。在校園內，香港理工大學學生會四名學生因去年抗議校內民主牆

限制港獨言論與教職員發生肢體衝突，3 月分別遭該校紀律委員會做出退

學、停學和社會服務令處分（立場新聞，2019m）。一名印尼傭人兼作家因

其文章而遭解雇遣返（蘋果日報，20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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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泛民與社運人士多年來例行舉辦「六四」晚會、「七一」遊行，

但近年逐漸受到壓力。今年適逢「六四屠殺」30 週年，香港六四紀念館

重新開幕遭親中團體騷擾（明報，2019e）。香港人權團體申借維園場地作

七一遊行起步地點，連續第二年遭警方拒絕批准（李偉欣，2019）。

澳門的言論、集會自由權也益受限縮。澳門立法會議員提出紀念

「六四」動議，遭主席拒絕討論（論盡，2019a）。8 月起，澳門市民多

次發起舉辦抗議港警暴力的集會均遭警方禁止，且警方決定獲得法院支

持（論盡，2019b）。9 月至 10 月接連有澳門學生和市民在街上張貼連儂

牆，以及撐港示威和反閉路電視監控等標語，有學生因此被查證件，另有

多名市民以涉嫌刑事毀損被捕，亦有因張貼而被判罰款者。澳門旅遊學院

亦有學生舉標語被趕，其後警方更指涉非法集會展開調查（論盡，2019c, 

2019d）。

近年來，中港澳當局濫用邊境管制，且擴大到臺灣和外國人士，對言

論自由構成另一種限制。「六四」前夕，海外相關人士再度被港府拒絕入

境（自由亞洲電台，2019e）。在反送中期間，許多被當局懷疑欲前往聲援

的臺灣和澳門公民被港府拒絕入境；部分香港學運、民主派人士欲訪問澳

門亦遭遣返（彭毅詩，2019b；論盡，2019e；立場新聞，2019n）。兩名曾

向國際刑事法庭指控習近平觸犯危害人類罪的菲律賓卸任官員分別在 5、6

月訪問香港時遭警方扣留機場數小時，其中一人被拒入境（BBC 中文網，

2019d）。且澳門於 12 月 18 日習近平訪澳前後，發生多名記者被恐嚇以及

被拒絕入境澳門的案例，且有大陸公安加入澳門入境審查，欲由香港入境

澳門多一道需由公安檢查的關卡（石濤，2019）。

港澳近期以保護國歌、維護公安名義推動數項立法，對意見表達和

創作自由可能帶來進一步限制與寒蟬效應。澳門《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

用及保護》法案（國歌法）1 月通過生效，對於篡改國歌或以「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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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損」方式奏唱國歌者，可處 3 年以下徒刑（美國之音，2019b）。港府

亦於 1 月提出內容近似的《國歌條例草案》，目前法案尚在二讀程序（張

謙，2019a）。此外，澳門立法會審議中的《民防綱要法》法案設有「突發

公共事件下的妨害公共安全、秩序及安寧罪」（俗稱「謠言罪」），相關條

文缺乏清晰定義，未來恐成政府維穩工具，威脅新聞與言論自由（論盡，

2019f）。 

香港教育界受到反送中影響，自 6 月至 12 月下旬約 80 名教師及教學

助理被捕之外，教育局稱 6 月起接獲百餘宗關於教師操守的投訴，大多涉

及「散播仇恨言論、挑釁行為及發布不適合教材」，要求各校按指引處理

「違法教師及違規學生」。教育局長更揚言若有校長不配合調查可能予以

撤職，恐秋後算帳造成「白色恐怖」（張謙，2019；孫宇青，2019）。

三、 新聞與出版自由

4 月，無國界記者組織在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新聞自由在北京惡性

影響下受到侵蝕，逾半媒體經營者與內地有密切政治或經濟聯繫，中聯辦

部份或全面控制數間香港媒體（劉軒，2019）。香港記者協會調查發現，

近七成新聞從業員認為中央官員不斷公開 強調「一國先於兩制」令他們在

報導不同聲音時感到不安，較去年上升六個百分點；22% 新聞從業員表示

曾被上級施壓不作或少作有關 港獨報導（弗林，2019a）。

由中聯辦控制、壟斷香港近八成書籍市場的聯合出版集團 4 月宣布將

書籍發行倉庫搬回內地，日後可能造成港版書籍受到內地審查，獨立出版

社亦將因此面臨較高政治風險及成本而更 難生存（彭毅詩，20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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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與展望

香港、澳門原本是中國領土上享有半民主、司法獨立和高度公民自由

的唯一兩個地區，但近年來港澳「一國兩制」遭受嚴重威脅，不僅民主改

革受到北京阻滯，法治與公民自由亦因連串政治性檢控和立法措施而持續

倒退。港澳人權狀況加速惡化，已引起國際社會高度憂慮。

法治不僅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制度優勢，也是維護「一國兩制」的重

要基石。然而，港府於年初強推「逃犯修例」，卻對香港法治環境構成嚴

重威脅。更糟的是，港府面對「反送中運動」一意孤行在先，暴力鎮壓在

後。警方執法過程涉及廣泛、嚴重的人權侵犯，而且幾乎毫無監督制衡，

以致香港人權狀況在這一年有如「雪崩」般大幅倒退。

在民間強烈抗爭下，港府雖已撤回「逃犯修例」法案，但未來是否捲

土重來，或繼續發生中國大陸警情機關跨境執法事件，有待觀察。「禁蒙

面法」暫時因違憲失效，但港府已提出上訴。未來若港府勝訴，不僅禁蒙

面法起死回生，香港法院對特首緊急立法權的制衡作用也將受限。亦值憂

慮的是此次人大法工委做出否定香港法院釋憲權威的說法，是否將進一步

危及香港司法獨立。

在警權方面，香港警方處理反送中運動涉及大量嚴重違法濫權做法，

包括過度使用武力、濫捕濫訴、拘留期酷刑虐待、警黑合作或選擇性辦

案、甚至多起可疑命案等等，不僅直接造成受害者身心創傷，而且可能對

公共衛生和社會心理造成深遠影響。然而，香港政府漠視民眾要求獨立調

查的聲浪，坐視警權膨脹失控，未來恐怕後患無窮。警方濫捕濫訴對司法

機關造成空前壓力，未來幾年相關案件的發展需要各界持續關注。

香港的公民自由和參政權利在 2019 年亦持續倒退。佔中九子等和平

示威者陸續遭判刑監禁，澳門政府制定國歌法、民防法，均可能助長民眾

自我審查。香港的新聞出版自由早已遭到蠶食，2019 年也進一步惡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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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舉辦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有如「五大訴求」的公民投票，惟選務

公平性未見改善，並疑有北京介入影響選舉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屆區議會選舉不僅投票率破七成創下歷史紀錄，且

泛民主派贏得絕對多數席次，選舉結果符合民間多項民調數據，反映多數

市民對反送中運動高度支持，及對港府、港警的不滿。

美國總統特朗普 11 月 27 日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為港澳人

權發展投下新變數。按照該法規定，未來美國政府將每年審視香港自治情

況，決定是否繼續維持香港作為獨立關稅區的特殊地位，該法並授權美國

政府可對侵害香港人權者實施針對性制裁（BBC 中文網，2019e）。由於

2020 年即將迎接香港立法會改選，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包含要求在

2020 年完成雙普選的內容，香港能否在政制改革方面有所進展，將是關注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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