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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陷中的悲歌—從「反送中」 

談起 
 

●梁文韜／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香港「反送中」運動燃燒多月，熱情有增無減，今（2019）年6月9日百萬人上街及6

月12日包圍立法會成功暫時擋下《送中條例》的修訂。香港民眾之所以強烈反對被謔稱

《送中條例》之《逃犯條例》的主要理由是—— 修法後任何香港人都會有可能由於「被

涉嫌」觸犯某項中國法律而遭引渡到沒有法治的中國接受司法處置。過去大家一向以為

「一國兩制」只是攸關香港固有的資本主義得以保存，但「一國兩制」的根本精神其實

是司法制度之獨立性。修訂《送中條例》讓香港的司法走向「內地化」，一旦條例修正

成功，「一國兩制」將正式走入歷史，其影響所及就連在港的台灣人及外籍人士都會因

而受制於中國法律。 

  最令大家擔憂的是，由於修訂草案初步列出適用的三十七項包括「叛變」、「煽惑

他人危害種族」等界線模糊之罪行，因此任何批評中國政府及中共領導人，或鼓吹港

獨、台獨等所謂「分裂國家」的人士都有可能會在香港被引渡。港府雖一再保證不會移

交政治犯，但卻得不到港人及國際社會的信任。 

  目前香港跟二十個國家或地區簽有逃犯移交協議，這些國家可要求香港政府代為拘

捕及移交潛逃至香港的嫌犯，一旦經過立法會審議批准後，即可引渡嫌犯至申請國受

審，然而現行法例不允許北京、澳門及台北政府申請移交。港、中之間沒有引渡條例其

實是一種刻意安排，由於中國缺乏法治，不讓香港人有機會被引渡至中國受審則是為了

在1997主權移交前令港人維持對前途的信心。 

  港台之間沒有簽署引渡協議，同時也是歷史及政治問題。1949年後至1997年前的英

國政府並不承認台北政府的合法性，而台北政府卻又堅持其合法性，故而雙方就沒有簽

署實質協議的可能。關於九七之後，香港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眼中是否應該被視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一部分？這個問題仍然有模糊空間，因此台、港之間，根本不會談及什麼引渡

協議，以避免爭議。 

  2018年2月，香港男子陳同佳在台灣殺害女友潘曉穎，以行李箱棄屍台北市之後逃回

香港。後來台灣士林地檢署對陳同佳發布通緝令，但是由於台、港之間沒有司法引渡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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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台北政府無法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引渡陳嫌回台接受調查。此命案引出香港與台灣存

在著司法互助的漏洞。今（2019）年2月港府聲稱為了解決「有人的（香港）不能審，能

審的（台灣）沒有人」的窘境，主張修改香港與其他地方之間的刑事事宜法律協助及移

交逃犯方面的合作的法律依據「《逃犯條例》（香港法例第503章）和《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條例》（香港法例第525章）」。港台司法互助漏洞引發的修訂竟然建議將中國也

拉進來一併處理，被批評為借題發揮，港、台之間為何不能訂定只適用於兩地之間的引

渡協議？藉著陳同佳殺人事件誤導大眾認同修例的必要性，其目的是讓中共黑手伸入香

港司法。 

極權中共乃蠻橫港府強硬立場及港警濫捕的後盾 

  港府之所以敢於現階段推出《逃犯條例》，是由於中國長期統戰下香港親北京勢

力，已經壯大到非常囂張的地步，令中共以為反對者的力量極為有限。事實上，在修例

推動的初期直至立法會一讀期間，反對聲音並不多，抗議集會之人數亦有限。不過，當

越來越多港人發現其嚴重性後，便毅然走出其小確幸的生活圈而參與抗爭。百萬人參與

的行動亦喚來了各國政府與媒體的關注，國際質疑聲浪迭起。 

  英國與加拿大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修訂《逃犯條例》會損害香港人的權利與自由；

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則發表報告，警告《逃犯條例》一旦修訂通過，北京在香港的影

響力會增加，加速侵蝕港人治港。另外，中華民國在台北政府、歐洲多國及日本政府都

表達關切，日本安倍首相更在8月中下旬舉行的G20峰會期間，不理會中國外交部要求不

能討論香港問題的「禁令」，對習近平親口表示在「一國兩制」政策下，保持自由和開

放的香港繁榮之重要性。 

  或許英加政府及安倍首相跟過去很多香港人一樣，對北京會信守承諾仍抱有幻想。

實際上，2014年提出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中宣示「一國」高於「兩制」之後，北京已

經不介意港人及國際社會的反彈；為了令港人服膺於其專政統治之下，不單不給港人真

普選的機會，更不惜以目前的修改《逃犯條例》行動徹底摧毀兩制。在中聯辦及港澳辦

相繼表示支持之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雖公開道歉，但卻沒有打算撤回條例，也沒有要

負起推動惡法之通過及鎮壓人民的政治責任而辭職，當然亦沒有放棄對被捕者的司法追

訴，披露是否有中國軍警跨境執法相關資訊，或徹查施暴員警法律責任等等來展現道歉

的誠意。 

  面對中共及港共政權的強硬立場，香港民眾並沒有退縮，繼續用多元的方式進行抗

爭。港人在8月31日，當（2014）年人大正式否定2017年特首真普選的五周年，進行另一

次大型集會，並引發了以武制暴的對抗行動，警方則以無差別的強烈施暴，進行大規模

拘捕。從6月9日起，警方在接連不斷的示威中總共拘捕了一千八百多人，強烈施暴導致

多人受重傷。9月份，甚至出現共五十起左右的離奇死亡事件，「被自殺」的傳聞不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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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近日更有港人挺身而出，指控警方在新屋嶺拘留中心對被捕者進行虐待及蒙頭性

侵，部分施暴者操流利北京話。另外，近日一直有報導並質疑正在執勤的港警真實身分

可能是中國解放軍，而外媒更披露駐港解放軍已經從五、六千人増加一倍到一萬二千人

左右。 

  令人不恥的是，港警的濫捕手段愈來愈陰險，不單經常喬裝示威者，連同警方拘捕

落單抗議人士及施暴。近日更在拿到不反對通知書的「合法」集會結束前，就開始拘捕

在場和平集會人士，更在9月28日紀念「雨傘革命」五周年的和平集會結束後，在各區截

停公共巴士及電車搜查車上人士並拘捕。社工在維護秩序時被拘捕、醫護人員被暴打、

甚至記者的眼睛被布袋彈擊傷等等現象，證實港警已經完全超越了執行職務的合適範

圍。若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警方濫用權力的狀況只會在政府縱容下繼續惡化。香港

的確已經不再是昔日的香港，港警更不是港劇中所描述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在沒有宣布

戒嚴的戒嚴下，香港人正生活在白色恐怖底下。 

新冷戰下的香港地位 

  「反送中」運動燃燒期間正值美中關係摩擦不斷升溫之際，北京政府一直指控美國

是「反送中」運動的幕後黑手，並警告不要干預其內政，更不應把香港問題跟貿易戰掛

鈎。這樣的指控當然只會激起更多港人的反感，大家都相當清楚《送中條例》的始作俑

者是北京政府及其傀儡特首林鄭月娥，離譜的條例加上人民的不信任點燃了反抗火苗，

大火一發不可收拾。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本來就是個國際都市，中共偏要將香港內地

化，但又想維持其作為貪官洗錢中心、偷竊西方知識產權的基地及紅二代或三代的低稅

率購物天堂之地位。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共自「和平崛起」至大國擴張的過程中，香港扮演最為關

鍵的角色，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流入中國的資本就已經大多數是經

過香港的，締造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基礎。直至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一帶一路」

正式上架，中國邁入大國擴張的時期，香港成為中國資本輸出及物流的樞紐。不過，覇

權大肆擴張引來反彈，近日哈薩克（Kazakhstan）爆發示威，首都努爾蘇丹（Nur-

sultan）和最大城市阿拉木圖（Almaty）的不少市民走上街頭，高舉寫有「不要屈服於中

國擴張」的標語，類似的示威亦多次發生在另一個中亞國家吉爾吉斯。 

  「一帶一路」陸續讓跟中共合作的至少十三個亞洲、非洲與歐洲等國家深陷沉重外

債，恐面臨經濟危機。去（2018）年11月，新任馬爾代夫（Maldives）總統薩利赫

（Ibrahim Mohamed Solih）在宣誓就職的演說指責中國的投資令馬爾代夫債台高築，並

表示國庫已遭中國「洗劫」，國家陷入了債務危機。同年9月，斯里蘭卡（Sri Lanka）爆

發萬人示威活動，指責政府將赫班托達港租借給中共九十九年的行為是賣國，要求政府

下台。到了今（2019）年1月，馬來西亞政府宣佈取消跟中共簽署的兩百億美元東海岸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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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計劃，原因是費用過高。有趣的是，即使中國政府不斷宣傳「一帶一路」的成效，近

日下檔以「一帶一路」為主題的國家級電影《共同命運》的票房卻慘不忍睹，全國上映

多天後只得一百萬人民幣，這顯示「一帶一路」等大撒幣的項目根本不得民心。 

  歐、日等國到了最近才意識到中國稱霸全球的野心，歐盟與日本創建「歐亞連

結」，在剛舉行的第一屆論壇中期待要在「不製造大量債務」及「不依賴單一國家」的

情況下，推動基礎建設援助計畫，被認為充滿抗衡中國「一帶一路」的味道。最近日本

政府的國防報告被解讀為已經將中國視為比朝鮮更具威脅性的敵對勢力。 

  事實上，中共在七十年國慶閲兵儀式中已經秀出了能打擊任何一個美國東西岸據點

的越洲飛彈及各種針對美軍的攻擊武器。除了軍事威脅之外，美國人民逐漸意識到美、

中互相依賴的結果，令美國財富、技術、智慧財產權及工作職位大量流失，中國反而坐

大。川普總統執意扭轉這個局面，不止停留在關稅戰，更呼籲美資回流，供應鏈上的港

資或台資也許亦會跟隨。近日更傳出考慮將在美掛牌的中資下市，碰巧這段時間正是中

共大搞公私合營政策的關鍵點，兩者是否有直接關聯不得而知，但公私合營的作法，讓

美、歐、日等國更有理由整肅那些不斷擴張的巨無霸中國企業。川普政府的目標是美中

之間的經濟脫鈎，香港的國際地位可能連帶受到影響。 

  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不斷受到挑戰，去年11月中旬，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發表報

告，批評北京政府干預香港的自主事務，提議美國政府檢視對香港出口軍民兩用科技產

品的政策。華為財務長孟晚舟被指利用在香港註冊的Skycom公司，繞過歐美跟伊朗做生

意，違反聯合國的制裁決議。部分中國企業通過在香港設立空殼公司，進行違規活動，

隱瞞資產、避稅或繞過制裁，損害香港作為相對透明和獨立的關稅區之信譽。外界一般

相信美國政府正檢討對香港出口軍民兩用科技的政策，這關乎美國對香港與中國分成兩

個關稅區的做法。 

  目前就美中互相制定的新關稅措施而言，因為香港是獨立關稅區，香港的進出口產

品並不受到直接影響—— 即是香港跟美國進行貿易不會被額外徵稅。但如果美國不再把

香港視為獨立關稅區，對中國實施的關稅措施也將同樣適用於香港，香港向美國出口的

貨物就會變得昂貴。如果港共政權配合北京對「反送中」運動進行血腥鎮壓，美國政府

很有可能會檢討「香港政策法」。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運動畫不下休止符 

  由於北京政府及香港政府不願回應廣大市民的訴求，而又不斷加大鎮壓力度，涉嫌

擴大跟黑道合作甚至教唆有心人士對民主黨議員鄺俊宇、前民族黨發言人進行攻擊，市

民依然不屈不撓。9月28日雨傘革命五周年仍有數十萬人上街，9月29日以及10月1日國慶

日，都有數以萬計人群在各區集會。親中媒體不久前就已經放出風聲，指出警方有可能

用實彈鎮壓，結果10月1日果然發生警方實彈攻擊導致至少一名少年胸口中彈受傷危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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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則在記者會上承認警方在國慶日共發射六枚實彈，並聲稱受傷少

年只是肩膊受傷。警方使用實彈引發全球媒體及西方政府的高度關注，英國外相批評香

港警方開槍不符合執法比例，會令局勢惡化。歐盟亦發聲明呼籲港府克制，強調「對

話、緩和情勢與節制是往前邁進的唯一途徑」。中華民國陸委會則對事件表示強烈遺

憾，並譴責當局以瀕臨失控的國家暴力來打壓香港民主運動，導致事態陷入惡性循環。 

  目前的確已經出現了惡性循環，近日的示威訴求出現了「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

及「驅除共黨、光復香港」等口號，在國慶當日亦出現多處ChiNazi的塗鴉，抗議色納粹

的字眼。抗爭者已經加大反共的力度，這會令中國領導人更加坐立不安，他們最懼怕香

港成為了反共基地，未來有可能用更嚴厲的打擊方式對付示威者，由此而激發的反抗也

會更強烈。不過，香港民眾會以更堅定的立場及更勇敢的行動回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