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反中情緒從 2010 年代開始高漲。自 1997 年以來，每天有 150 名來自中國的

移民配額，以及大量大陸游客的湧入，使香港的公共服務緊張並侵蝕了本地文化；

大陸人的傲慢態度亦讓香港人嗤之以鼻。 2014年雨傘革命的失敗和 2017年香

港民主活動人士被監禁後，市民開始害怕失去香港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

中國政府似乎越來越公開地干涉香港事務。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是 2019 年一

系列抗議活動的直接原因。該條例草案由香港政府於 2019 年 2 月首次提出，

以回應 2018 年潘曉穎於台灣被男友陳同佳殺害一案。由於香港與台灣沒有引渡

條約，香港政府提議修訂《引渡法》，建立一個機制，將逃犯逐案轉移到與該地

區沒有正式引渡條約的任何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大陸。 

  

擬議修正案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公民、學者和法律界人士擔心，取消該地區

管轄權會削弱自 1997 年移交以來實踐的「一國兩制」原則；香港市民亦因中國

有壓制異見人士的歷史，對其司法制度和人權保障缺乏信心。 

  

  

反修例運動 

抗議活動始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在政府總部靜坐。 2019 年 6 月 9 日舉行

的遊行有約 103 萬市民參加。隨後於 6 月 12 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舉行的示

威活動更讓該法案的二讀陷入僵局。 就在香港政府宣布暫緩該法案翌日，6 月 

16 日的遊行有 200萬和 1人參與，以推動完全撤回修例方案。這亦被視為對香

港警隊於 6月 12 日使用過度武力的回應。 

  

抗爭的目的慢慢從撤回法案演變為實現基本法所承諾的自由。警方在 7 月 21 

日元朗襲擊事件中的不作為和 8 月 31 日太子站襲擊事件的殘暴行為更是令抗

爭活動進一步升級。 

  

對抗升級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 9 月 4 日宣布撤回法案，但拒絕接受抗爭者其他訴求。此

後衝突持續升級：周梓樂和陳彦霖的死亡、兩起槍擊抗爭者事件—其中一名抗爭

者更是手無寸鐵—以及2019年11月圍攻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都是標誌性事件。

美國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回應抗爭運動。

香港抗爭者使用的策略和方法啟發了世界各地的抗爭活動。 

  



泛民主派陣營在 2019 年 11 月地方選舉中空前大獲全勝，被廣泛認為是對城市

管治的一次變相公投。 

  

國家安全法 

2020年初爆發的 COVID-19 大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抗議活動。在北京決定

為香港頒布國家安全法案後，緊張局勢在 2020年 5月再次升温。自該法實施以

來，已有一百多人被捕，當中包括多位著名的民主派及社運人士。由此產生的政

治氛圍，及其對公民社會的鎮壓，引發了一波大規模的移民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