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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統一戰線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實施的長期戰略，旨在贏得香港

人心，而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演變，尤其是在 1997年前後。其意圖是
籠絡更多香港人並擴大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中國大陸的滲透性政治活

動由親北京的不同群體組織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親北

京的當局和官員一直在投入大量的人力、資本和資源，以加深其對社會各

階層的影響，但是民間社會在教育和青年部門方面的統戰工作受到了強烈

的抵抗。許多香港人是後物質主義者，堅持人權、法治和政治透明的核心

價值，傾向於抵制強調只以物質利益的統一戰線工作。民主運動通過其在

香港的社會動員仍在對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統治。中國在香港開展新的統

一戰線工作受到其國內轉向威權主義的影響，使香港的民主政治活動家和

激進分子成為中國國家的敵人。隨著香港激烈的社會政治運動的興起，中

國統一戰線的力量一直在波動，正如我們從 1997年至 2012年的最高點所
看到的，然後是從 2012年至 2018年香港的專制主義階段，還有一個低點
是在 2019年許多香港人發起反對逃犯引渡運動的時候強大的抵抗。中國
在香港開展的統戰工作是否能夠而且將更深入地滲透到社會中，還有待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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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但香港人民的強大抵抗不能忽視，這將影響從現在到 2047年的京港
關係。

關鍵詞：後物質主義價值、統一戰線工作、滲透性政治、北京香港關係

*　　*　　*

臺、引言

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並不是新的事物，很多人也會有點認識，但是在香

港對有關問題詳細研究並不少，專門的探討特定問題，或認為統戰在香港有特別的

角色（Loh 2018; Chu 2010; Lam and Lam 2013）。香港是由英國百多年管治下殖民
地的區域，而成就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主權移交變成由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主權管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轉眼已經超過了 20年，其間經歷了
幾次重大的政治風潮１

1

，這些事件或多或少的都對中國管治威信發出具有嚴重挑戰

的訊號，而這些政治社會的問題交互作用下，可以觀察到共產黨在香港的統戰工作

啟動新的機制，不斷深化，加強了的社會控制嚴重威脅自身香港人的自主空間，和

危害了香港人近幾十年來不斷建立的核心價值２
2

。本文章是要探討這段特別行政區

管治期間的中國統一戰線工作，有什麼特別的內容，如何籠絡人心，從而反映出香

港實際的現況和所要憂心面對的問題。

註１  這些風潮可以是最初的較細少的群眾力量反對的如 1999年就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問題的居留權引發的
基本法解釋權的爭議，但 2003年起的反對國家安全立法，2010年的政制改革引起的公投運動和同時
期的反對興建高鐵的學生運動，2012年對學校教育引入必修科的國民教育課程，2014年因為實施真
正普選的政制革命和最近 2019年的修訂逃犯修例，社會爭議極大，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民主運動，此
落彼起。

註２  這個是可爭議的部分，因應 2003年國家安全立法的不成功，2004年自香港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
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

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但隨後來自工商界別的團體提出香港發展重

要的基石為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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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共統一戰線的歷史回顧

United Front譯文應以「聯合陣線」更為適合（Van Slyke 1967, 1-6），但中國
共產黨應用以來就使用了統一戰線，其中蘇聯共產黨（主義）採用的政治鬥爭（Van 
Slyke 1967, 7-18），策略性聯合不同的政治群體和社會力量為共同目標奮鬥，對
付敵人；如列寧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時，如何擴大自己陣營的力量，鞏固革命成

果，用以擊敗其階級敵人的策略（Van Slyke 1967, 19-30）。最直接了當的認識就
是團結一切可聯合的力量，對付當時敵對勢力（列寧 1920）。探討這個問題的重
點是什麼時候共產黨認為是團結的力量，誰是敵人，會依隨歷史時期不同的改變。

首先，統一戰線源於中國共產黨在「國共統一戰線」時，是指 1923年中國共
產黨成立初時與國民黨合作推行中國革命（Van Slyke 1967, 48-74），惟至國民革
命軍北伐後蔣介石實行清黨，中共黨員受到逼害，改為對各地區的工農階級展開統

戰工作，對抗國民黨。及後一直以「反蔣抗日」的策略力求江西政權得以生存；至

逃入延安期間改用「逼蔣抗日」策略，至 1936年底因「西安事變」得以成功，實
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面上是聯合國民黨一致抗日，實際上提供機會予中國

共產黨積極發展（王玉 2001, 161-180; Van Slyke 1967, 92-121）。1939年 10月，
毛澤東在總結共產黨 18年革命中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指出革命鬥爭的歷
史經驗是運用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Van Slyke 1967, 
142-153）。面對抗日的可能成功時，蔣介石於 1943年發表了《中國之命運》，闡
明了國民黨領導的三民主義中國（Van Slyke 1967, 122-130）；毛澤東的回應是《新
民主主義論》，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解放日

報》社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鞏固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

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9a）。因而抗日成功後的國共對峙
中，組織「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共產黨就聯合其他民主派別的力量來對抗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9b）。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即進行「抗美援朝」運動，其社會動員是對抗殖

民資本主義階級和帝國主義，目的是驅除和控制外國資產階級和教會在國內的活動

（中國軍網 2016; 孫丹 2009）。及後 1953∼1956年間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
階級鬥爭形式，將農業、工業和資本主義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通過合作化進行

了社會主義改造，成為集體的公有制；這行動實際上就是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和分享

了地主的田地（孫中方 2006）。隨後的「百花齊放」引來了文化界別的「反右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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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人民民主專政的統戰策略，打擊了愛批評共產黨的文化階級敵人。

1958年大躍進運動可以認為是共產黨施政最大的失誤，引發三年的饑荒死亡
人數超過四千萬。1963年這一場統戰的敵人在歷史上可能還是模糊不清，以「社
會主義教育運動」為號召的政治運動過程中或多或少的針對了黨內幹部，所謂的

「四清」和「五反」其中最露骨的要算是提出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5a）。這場運動可以算是「文化大革命」的熱身，問題如
果還是要算到統一戰線上的話，這一場經歷十年的鬥爭，動員了全體社會的力量互

相傾軋，可能只是毛澤東一人動員了黨內派系的權力鬥爭，打倒了他自己個人的政

治敵人而已，但是事件牽連巨大。

鄧小平提出面對臺港澳的統一主權問題時，其團結更向海外招手，新時期的

和平發展是保護港澳原有資本主義不變，以擁護社會主義和統一的愛國者為主體，

組成海內外中華民族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其拉攏的最主要對象還是到其發展有

幫助的資本家，走資派再不成為階級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9c）。不幸的
是，所面對 1979年北京之春、1986年底學潮和 1989年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分
別成為反革命、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革命動亂，並鎮壓了有關訴求。

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面對新世紀和港澳主權移交，適應國內外形勢發

展變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要求，江澤民提出的是給予統一戰線一致性與

多樣性的矛盾結合。其根本作用聲稱是「爭取人心、凝聚力量」，但重點只是資本

家可以加入共產黨，形成新一群擁有龐大資本的國有企業家，繁榮了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亦是實現香港和澳門主權移交，和發揮了促進「和平統一中國」的獨特

作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9d; 2019e）。胡錦濤提出以人為本、具強大凝聚力鞏
固和壯大統一戰線，貫徹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其中《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

意見》，是通過充分協商增進共識、凝聚力量，對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

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協商民主」制度（鄭睿奕 2010）。
2015年，習近平領導了中央統戰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

條例（試行）〉，表示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凝聚人心、彙聚力量的政治優勢和

戰略方針，明確了這是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的重要法寶，目的是增強黨

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

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到了 2018年，統一戰線要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

大支援，著力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為增進人民福祉作出貢獻，為了實現統一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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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人心，著力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發揮作用（閆妍、權娟 2014; 楊衛敏
2015; 周鐵農 2015; 中國統一戰線新聞網 2015; 中共中央統戰部 2018）。自 1989年
「六四事件」的民主運動鎮壓後，無論如何中國共產黨都要避免可能的反對力量的

出現，一切體現於民主人權的價值觀都要在中國這個方向上消失。

參、統合主義和籠絡理論的概念

對應中共滲透性政治（penetrative polit ics），林蔚文和林緻茵在探討中
國如何統戰公民社會中，歸納出中共統戰香港公民社會的五種手段，分別

為整合（ integration）、籠絡（cooptation）、協調（collaboration）、牽制
（containment）、聲討（denunciation）。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是要爭取市
民大眾的支持（Lam and Lam 2013, 301-325）。這一個政治社會學的概念是籠絡
（cooptation，又可譯作合作、吸納，甚至乎是收編），可以用以理解香港的統戰
工作。薩沃德（Michael Saward 1992, 5-27）對籠絡架設了三個理念類型，即制度
性的籠絡（institutional cooptation）、意識形態的籠絡（ideological cooptation）和
心理上的籠絡（psychological cooptation）。

制度性籠絡政府組織成員中加入菁英群體的過程，通常是為了統治而排拒反對

者，以行政吸納政治從而保持群體的穩定性。正式的籠絡是基於外部人員因其菁英

狀態，專業知識或具有潛在能力，將一個名義上私人的個人團體或團體代表作為國

家決策的成員，官方組織的顧問或諮詢組織的成員。籠絡一個團隊需要讓其領導者

或其受尊重的人在設計或實施變革中發揮關鍵作用。機構合作是指顧問，線人或同

事正式納入國家決策的案例中。對於意識形態的籠絡共同選擇，它將不同的群體納

入一個共同的簡要系統。合作選擇過程可以是實用的，務實的，並且基於管治組織

和其他組織之間非常具體的權力配置。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籠絡是試圖涉及有

關群體和個人的意識形態觀點，以及如何隨著特定的協作安排的發展而改變他們。

意識形態合作的主要目標是加強或維持存在和占主導地位的霸權集團。心理籠絡是

指通過操縱文字和符號來，心理上的共同嘗試試圖融合主導和挑戰性的政治觀點，

共同選擇導致主導團體和階級的繼續從屬。作為某些政治進程不可避免的結果，籠

絡幾乎完全是有可為的。心理的籠絡是指通過文教宣傳和以符號象徵來創造、維持

或鼓勵共同思維模式的過程。而筆者認為香港的統戰籠絡工作更有另一種福利主義

的籠絡（welfarism cooptation）形式。由於香港建制派擁有雄厚的實力和豐富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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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深入社區的組織群體，形成一種享有福利的社會網絡，受籠絡的市民大眾

可以獲得林林種種的福利，如經常獲得送贈物品和派發食物，購物和參與文康活動

可以得到廉價優惠，而參與支持的社會行動更可獲得現金報酬。

表 1　籠絡理論的理想類型

理想類型 制度上的 意識形態的 心理上的 福利主義的

形式的性

質

正式的 絕大多數是非正式的，但政府會

透過學校教育、圖書館和博物館

的公眾教育，和協同傳播機構而

推行正式的公眾教育

絕大多數是非正式

的，但會透過社會

組織和傳播機構發

放不同的訊息

非正式的

主要定義

的特徵

主要是策略 主要是結果 主要是結果 主要是結果

誰被籠絡 特定的利益團

體或利益團體

中的個人

利益團體或普羅市民 利益團體或普羅市

民

群體中的成

員或普羅市

民

說明：薩沃德以制度、意識形態及心理上的角度去分析籠絡政治，筆者則加入福利主義作為另一分析概念。

資料來源：Saward（1992, 7）。

在統一戰線認識層面上，面對中國共產黨，其統一戰線工作應以歷史的統一

戰線來理解；即是說，從歷史的演變中解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如何。而

本論文要從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1997年成立了來，了解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統戰工
作，認識中共的滲透性政治，及其收買人心籠絡工程的情況。

肆、歷史上的香港統戰工作

在 1997年之前香港由英國委派總督統治，中國共產黨缺乏主權，統戰工作通
常以民族主義和革命為號召。自中國共產黨在 1921年成立，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
就隨即展開，華人的組織工作能夠在港英管治下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以制度容許

下推動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及其發展。1925年為共產黨發動的省港大罷工獲得
工人階級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基石，而藉此能夠有組織地發展和壯大起來（桑普

2017；梁寶龍 2014; 2016）。隨後的港英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參與的合作，直接打擊
共產黨在香港的發展，然共產黨仍能夠充分利用香港的法制保障，發展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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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關生 2011, 69-147）。在抗日戰爭運動中亦因國難當前和國共合作關係，香港
的統戰工作更形重要，這個細小的地方成為南方抗日和中共統戰的聯絡站，用以接

收信息、宣傳、動員和人力物力支援的中心（江關生 2011, 148-201）。而日軍攻
入佔領香港後，共產黨亦能巧妙地利用香港發展地下工作，便利其南方對日本軍和

國民黨發展游擊戰術（江關生 2011, 168-183）。而這些組織在中日戰爭結束後的
國共內戰期間所發揮的作用，角色尤其顯著，這統一戰線工作包括拉攏文化名人和

政要、組織聯絡、推動宣傳和收買情報等工作，直至成功獲勝取得政權為止（江關

生 2011, 202-247）。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占盡了領土資源的優勢下發展起來，但

由於參與韓戰使其對西方採取敵對的策略，政治運動虛耗不少社會資源，而香港和

澳門均被利用作為爭取外界資源和交換訊息的重要窗口，這成為日後聲稱的「長期

打算充分利用」的滲透性政治政策，在當時沒有打算即時收回香港（江關生 2012, 
25-125, 326-366）。共產黨在這段時間的工人組織和文教事業急速的發展起來，其
香港工會聯合會會員到 1958年已有 12萬 7千人，遠超國民黨支持的港九工團聯合
總會只有 3萬多的工會會員人數。而文教工作上已有眾多的學校機構、出版社和報
紙、雜誌、期刊的發行，亦有電影公司和電影院（Loh 2018, 78-98; Lo, Hung, and 
Loo 2019, 115, 298-299）。但 1967年因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影響的香港有反帝國
主義的抗爭暴動，而使「左派」在香港聲望急速下挫，大受社會輿論批評，大半年

的行動使 51人死亡，差不多 5千人被政府拘捕，而近 2千人獲判刑。但是統戰工
作並沒有因此而受到重大挫折，再重新發展的「紅線」工會到 1978年已有超過 20
萬人，另外亦有眾多的「灰線」工會積極發展起來（Lo, Hung , and Loo 2019, 289-
315）。這時候，群眾的統戰工作在爭取更多香港人支持，發展到社區中外圍群體
（peripheral groups）有眾多的居民組織和婦女會，深入到各個區域市民生活的社
區角落裡，具有廣泛的群眾社區網絡，與香港政府推動的地方行政如街坊會和屋宇

的互助委員會爭取群眾。而在 1970年代香港激烈的社會和學生運動中，「左派」
的統戰工作反而採取溫和的策略，推動文娛康樂和體育活動等社區工作來擴展社會

網絡，收編社會各階層籠絡其中（Lo, Hung , and Loo 2019, 221-254）。大學的學
生組織支持中國政府的「國粹派」亦占有重要的陣地，以關心祖國的名義推動學生

對國家的支持。

在 1982 年起始的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中英談判以來，統戰工作做得特
別巧妙，其中推動支持「主權論述」和隨後「民主回歸」的討論突破了「收回香

港」問題討論的缺口，縱使具有信心危機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最少都能夠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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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策下爭取到大多數香港資本家的信心而把資金留在香港繼續發展，而主

權移交的觀點亦獲得當時主要民主派的支持，要求「民主回歸」（Loh 2018, 138-
144）。最重要推動一國兩制的政策，成為收回香港主權、統戰就是籠絡香港各個階
層支持政治過渡期的社會穩定，其中一項重要工作顯現在〈基本法〉起草的工作

中，社會不同階層都具有代表參與有關起草和諮詢的工作，而籠絡資本家是統戰工

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是說服他們接受 1988年立法局組成中沒有直接選舉的安排，
避免社會民粹主義過早的興起（許家屯 1993, 119-140; Loh 2018, 145-170）。但
是，1989年北京對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成為全球的焦點，其武力鎮壓又一次嚴重
的打擊了港人信心，畢竟還是要留在香港的人還是大多數，及後所聲稱的繼續改革

開放亦使香港大部分資本家的資金留在中國大陸去發展。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
話「誰不推動改革開放誰要下臺」的震懾力不單是對黨內，而且是成功拉攏回外來

資金投資中國的「好機會」，首先是香港的資本家，隨後的是臺灣資金都成為中國

外來投資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還帶動了一眾亞洲新經濟體的興起而穩定人心，直到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Loh 2018, 171-201）。

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統戰工作要點

香港主權移交是政治上的順利，但經濟上卻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受到了極

其嚴重的影響；亦因為如此，市民大眾的關注點只放到經濟問題上，當時的香港政

治問題沒有顯得重要。當然，予香港和澳門的特殊地位，以其一國兩制政策有別於

內地各省市的施政管治，除了歷史上殖民地的原因有特別的利用價值外，對統一臺

灣的政策是否具有有價值的示範作用，亦是另一個考慮的因素，雖然有關示範計畫

看來並沒有顯示了成功的可能。

在現今的香港，中國共產黨要在進行的統戰工作，大概是廣泛的籠絡爭取人

心，以滲透性政治的形式增強對中國政府的認受性，這會支持和便利中央對香港推

行實施不同的政策，其中意識形態與心理上的籠絡要求加強香港人的愛國主義情操

和具有中國的民族與政治文化上的認同，以達到對香港政治和經濟以外的文化霸權

的整體管治權力。統戰策略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增加自己同盟的支持，而以分化和打

倒其政治上的反對或者是敵對的勢力。這樣用以強化其民族愛國主義菁英，團結其

支持的管治集團，用以保障一個中國尤以國家安全化（state securization）為至高
無上權威。這些問題，尤以近期的佔領中環運動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問題顯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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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性。

一、香港特區統一戰線工作的演變

統戰工作並不是一成不變，隨著歷史時間和問題的不同，中央政府調整了統戰

的政策卻是十分重要的。在 2002年或以前，中央政府大體上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簡稱〈基本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18）所作出的規限和承諾，沒有
公開干預香港事務，只是低調地維持對香港整體的連繫，沒有突然加強香港各個方

面的工作（Loh 2018, 202-210）。但 2003年起因為對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會嚴重
危害香港人權和法制，立法既不成功亦引來強烈的反響，在 7月 1日慶祝「香港回
歸」同時，就反對有關國家安全立法的集會遊行集結超過 50萬人，抗議政府的不
善施政同時挑戰了中央管治權威。自始以後中央政府明顯加強對香港管治的干預，

更在大規模抗議後立即成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從而廣泛地深化了香港各個層面的

統一戰線的工作。其中可確認的是其直接連繫組織的成員人數不斷的增加，以增加

其支持的群眾力量，這些情況可以從其政治選舉和社會運動的動員能力上表現出來

（Lo, Hung , and Loo 2019, 57, 105, 127, 231）。
另一個重點就是大陸化的政策。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

證）的安排，每天可以安排 150名內地居民來港定居，20年來港者已超過一百萬
人，香港人經常擔心被殖民的情況十分明顯（可參閱附表一）。香港自從 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所及，到 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爆發，經濟嚴重受挫。中國獲
得世界貿易組織的資格後，中央政府特別對香港和澳門推動「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關

係」，其中 2003年增設「自由行」政策，予國內城市居民來港旅遊，自始以後國
內來港遊客一直增加。2002年國內來港者只有 683萬，在 2018年有關遊客人數已
達 5,104萬，占總遊客的 78.34%（香港旅遊發展局 2018）。香港大量的旅業和飲
食行業都要調節策略，服務國內旅客。另外，加建不同的深港通道，如深港西部通

道、高速鐵路和港珠澳大橋，都增加了旅客的流通性，而香港政府開支亦投入大量

資金，建設有關基建工程。種種情形，香港市民感覺威脅愈來愈大，資源、生活空

間和文化意識形態漸被侵蝕，造成中港的衝突問題。

2008年 1月 29日，香港中央聯絡辦事處（簡稱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
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上，發表了〈「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

（曹二寶 2008）一文，提出香港的管治權力重心除了特區政府外，另外一支隊伍
有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這表示中央政府公開干預香港的施政。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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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29日中聯辦宣傳文化及體育部部長郝鐵川約見香港的傳播媒介，直
接批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的民意調查不科學（郝鐵川 2011），干預香港學術
自由，卻成了香港政府計劃在學校教育中推行必要修讀的國民教育科；這只是又引

發另一次大規模的社會運動。2012年的反對國民教育科運動由一個名為學民思潮
的學生組織領導，該組織由年輕的自由主義學生領袖組成，如黃之鋒後來在 2014
年佔領中環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該運動旨在反對國民教育科成為學校課程的政

府政策，學民思潮以及一些家長對這種政策會對香港學生「洗腦」的可能性深表關

注。更糟糕的是，政府在新修訂的國民教育課程中使用的參考書往往會對中國的政

治制度描繪過度偏見，導致公眾批評。由於政府對這項國民教育政策的處理不當，

包括學生和家長在內的數十萬市民在 2012年 9月立法會直選前幾天和幾星期時間
的抗議國民教育政策，發動了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而為了避免選舉結果轉向泛民

主派，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選舉日之前宣布，政府將暫時擱置國民教育課程，讓

其留在各學校決定何時及如何實施。香港特區政府作出的讓步證明了北京中央當局

了解，強行推行有關教育政策根本達不到應有的效果，香港的公民社會是如此強大

回應，擾亂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並不能取得應有的成果。

有關的社會運動啟發了 2013年提出的爭取民主的「佔領中環運動」；這在中
央政府原本承諾的「雙普選」中實行的普選訴求下，認識到中央政府根本無意推行

真正的普及而平等選舉，而以更激烈的手法爭取訴求的「真普選」。行動沒有逼使

中央政府接受，而在 2014年 6月 10日國務院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踐〉（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4），強調了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並於隨後的 8月 31日全國大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簡稱人大常委會）通過「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2011）。而這有關決定限制
了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無可避免地觸發四星期後香港人爭取

民主的「佔領運動」，加深了中央政府與香港人互相的不信任，而且認為是進一步

「挑戰中央主權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結果佔領行動沒有使中央改變決定，2015年 6月立法會否決香港政府提出的
不民主的政制改革方案，而 7 月 30 日起始由習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中決定設立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實施中央關於統一戰線的重大方針、政

策、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5b）；其中，2015年 9月 1日
北京修訂統一戰線規定，強調鞏固港澳臺和兼顧海外華人工作（中國共產黨新聞

網 2015c; 2019f）。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香港傳統上一直位於中國的邊緣地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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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極易受到西方政治和經濟影響。而作為前英國殖民地，香港除了保留了其獨特的

普通法制度和法治，香港人更享有較高程度的公民自由和社會自治。中國安全化

（securitization）的過程，特別是 2013年 11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由習近平
擔任主席。委員會目的旨在保護黨國的國家安全，以防範外國威脅，故統戰成為中

共保衛國家安全重要工具。由於習近平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充滿了強烈的

不安全感，對中國官員和領導人而言香港的反動更構成了安全威脅。地緣經濟角

度看，中國自 2017年以來推出了新的大灣區藍圖，更借助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通
車，將香港特區更緊密地融入大陸經濟軌道。北京中央政府利用大灣區作為經濟吸

收力來淡化一些香港人的反華情緒，利用香港和澳門作為經濟平臺，引誘臺灣進入

中國大陸經濟領域，並加速一方面是與香港和澳門的政治經濟一體化，另一方面是

臺灣的整合過程。簡而言之，中國的安全化進程引發了香港和澳門的新的地緣政

治和新的地緣經濟戰略。但是，2019年起的修訂逃犯修例（立法會 2019; 劉銳紹
2019）引起了幾十天的大規模較和平的社會運動後，警方採取的手段和示威的抗爭
運動暴力化，事件引起了不同世界的媒體關注和多國政府表達反對的意見，亦影響

了臺海局勢，立法結果還是失敗而告終，亦顯示中共在香港有關意圖的政策並不是

經常得心應手的。

二、統一戰線的層級

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組織嚴密，有其清楚的管治層級。對於香港的統

戰工作北京層面的關鍵組織，最初由國家主席兼黨總書記習近平親自領導中央統

戰小組，有一個國家最高層級的統戰部，全名稱為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hinese People’s Communist Central Committee）。
這個層面之下包括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和全國港澳研究會（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u Studies）。各省級層面都會設有統戰部，他們分別成立各個省分專責對
香港工作有關的統戰部門。在香港的統戰工作以往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領導的

港澳工委的新華通訊社負責，主權移交特別行政區後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The Liaison Office），辦公室中分為眾多部
門負責不同層面的統戰工作，如社團聯絡部、社會工作部，和以香港、九龍和新

界區域劃分的工作部。在香港特區內各個地區建立不同的統戰群體，如政黨的香

港民主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 DAB）、工會組織的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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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U）、不同的宗親團體（如廣東社團聯會）、工商群體、地區團體、婦女團體、
青年團體和宗教團體等。這些團體會員人數眾多，隨便的都有以千位的會員組織，

而大規模的會以萬位、甚至是十萬位計算的大型組織，成員可以相互重疊，但總計

起來人數不會少於 100萬人。而組織上更會滲透社會各層級的工商專業菁英群體中
去（Lo, Hung , and Loo 2019, 27, 127, 131）。最重要的是，每當選舉時候，各層級
會成為有組織的、政治的動員，投票支持其意屬組織的參選人士。近期的社會運動

中，組織的動員對抗了香港公民社會運動，推動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策（江關

生 2012, 392-452; Loh 2018, 210-224; Lo, Hung , and Loo 2019, 289-339）。

三、中國新統戰工作的戰略：廣度和深度不斷強化

中共對香港統戰工作的新戰略亦隨著香港的政治對立情況增加而作出調整，

在香港社會層面不同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加強，近期的情況是全面動員親北京團體，

這些動員不僅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也對香港的控制上利用人民代表大會中

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對香港〈基本法〉新解釋，以及國務院對香港特別行政

區管治和政制改革的闡釋上，動員社會力量和製造輿論工作（明報新聞 2016; 大公
報 2016; 葉國謙 2016），予以支持。經濟上中國推動的經濟全球化一帶一路戰略，
港澳地區被包括入大灣區域的發展計畫，吸引商業和專業團體與大陸商業經濟的融

合，創造新商貿專業團體，亦重點關注青年、少數族裔、婦女，和專業學者群的工

作。這種活動的啟動工作會透過與前線相關的工作成員進行密集接觸和日常聚會，

亦會重新激活以前不活躍的所有親北京團體，對地區級別的大部分街坊協會進行統

戰活動，吸納成為支持對象（Lo, Hung , and Loo 2019, 221-231）；情況更是進行
跨境動員個別香港人參與香港特區選舉投票，甚至成立少數統戰團體去策動有關的

動員工作，這在選舉中廣泛協調和充分動員所有統戰團體和活動，先由競選提名工

作，然後動員包括選民登記、競選和投票活動。

四、受統一戰線群體的特徵

其中一個一般的疑問是為什麼社會群體會接受統戰？在香港的現況是，統戰

工作是由一般人民生活的問題來吸引市民大眾，其中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們受到統

一戰線的影響，他們的群體可以是跨職業和多種職業，會通過關注特定的專業和部

門來明確分工，每一個統戰部門，核心小組都會與其他外圍群體接觸，這至少有兩

個層面的互動：較大的群體與中國的核心前線群體有較高層次的互動，較小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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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區層面與親北京政黨，工會和較大的前線組織互動，包括了區域上居民群體分

工的香港島各界聯合會（13萬會員）、九龍社團聯會（22萬會員）和新界社團聯
會（25萬會員），而屬會數量已接近一千。聯會的最高領袖可以獲得人大代表、
協政委員、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主席等公職，大型的屬會由於群眾基礎雄厚，可以

是議會議員和分區委員，在中國大陸可以獲得省市級的政協委員職位（Lo, Hung , 
and Loo 2019, 169-185, 229-253）。所有這些團體的組織、協調和動員都花費了大
量資金，資金的來源十分充裕，通常都有財團和網絡提供資金的資助，但組織的運

作從來沒有公開的數據可資參考。

親北京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創黨成員不少與「香港六七暴動」有關，在

2019年時為香港最大的政黨，有 13名立法會議員、118名區議員，成員中有 5名
人大代表、16名政協委員和政府行政會議成員，2019年 6月會員人數已接近 4萬
2千人３

3

，為親北京的最主要政治力量。香港工會聯合會為工會的「紅線」，擁有超

過 43萬會員、261個屬會、5名立法會議員和 30名區議員，現存有大量的物業會
產，眾多的醫療所、俱樂部、進修中心、訓練中心和服務處分布整個香港區域。

「灰線」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簡稱勞聯）亦有近 6萬會員和 92個屬會。兩會共
占總登記職工的 53.6%，一直以來壟斷了立法會勞工界的三個議席，勞工界的 6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和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的選舉席位，支配了勞工問題的意見，打

擊獨立工運（Lo, Hung , and Loo 2019, 128-135）。

五、統一戰線下的婦女和青年

統一戰線下的婦女團體正在迅速增長，但尚不清楚是否有許多加入的婦女清楚

了解她們是受統戰的（立場報道 2019; 明報要聞 2019; 自由時報要聞 2019; 慈美琳、
陳潤南 2019）。香港統戰及滲透性的政治婦女群體中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香港
代表協會（全國婦聯）為核心，另外的為四個最重要的婦女聯會的群體，包括了香

港各界婦女協會、香港婦女聯會、九龍婦女聯會和香港島婦女聯會，聯會之下有眾

多屬會，其重要成員都有不少公職，包括了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香港議會議

員；她們的屬會有所重疊，總合是代表了近 20萬的香港婦女。毫無疑問婦女的統
戰提供了另外的參政機會，透過更多的休閒活動，提供容易籠絡收賣人心的康樂文

化、體藝活動和親子工作，爭取支持和社會動員（文森 2017）。這些地區組織團

註３  原會員人數可參考民建聯網址：http://www.dab.org.hk/AboutUs.php?nid=1。惟現今民建聯網址設定已
作出更改，只可以查看如何成為會員（民建聯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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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婦女團體，在各地區活動，亦獲得不同程度的政府資助，或是以社會企業的名

義獲得財團向地區會員提供不同程度的福利，拉攏民眾；其中如惜食堂和新家園

協會等組織，以低廉膳食和食品長期拉攏一群低收入家庭，獲得選票的回報（Lo, 
Hung , and Loo 2019, 181-185）。

圖 1　親北京的核心與週邊婦女群體的籠絡和公民團體的抵抗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青年之間的統戰工作亦十分積極，其統戰組織核心中包括了最主要的香港政

協青年聯會、香港菁英會和香港青年聯會４
4

等。各層級的統戰組織中均設立青年部

門，和建立很多地區或以組織網絡為中心的青年團體，甚至發展會員爭取青少年及

學生的支持５
5

。比較之下，香港婦女比較接受北京的工作，態度和諧，只有少數的

女性團體採取女性主義的視覺對抗北京，或相對地獨立運作，如香港婦女協進會

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絕大多數的婦女團體都接受北京統戰（Lo, Hung , and Loo 
2019, 149-187）。青年們對北京統戰的反抗情緒比較明顯，如歷來各大專院校的學
生會選舉中，參與成員如果被揭發與北京關係密切時，學生們都會發動會員推動

使他們立即倒臺。而近期的學生社會運動十分活躍，包括 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運

註４  可參考香港政協青年聯會（2019）、香港菁英會（2019）和香港青年聯會（2019）的綱站瞭解其工
作情況。

註５  其中例子可參考新界青年聯會（2019）網址。

支持民主的女

性主義群體

全國婦

女聯會

香港婦

女聯會

九龍婦

女聯會

香港島婦

女聯會

香港各界

婦女協會

支持民主的女

性主義群體

支持民主的女

性主義群體

支持民主的女

性主義群體

對峙與抵抗

對峙與抵抗

對峙與抵抗

對峙與抵抗

週
週邊

邊親

親北

北

北

北

京

京

京

京

的

的

的

的

婦

婦

婦

婦

區

區

地

地

女

女 女

女

群 群

群

群

體

體

體
親

親



 中國新統一戰線工作在香港：籠絡人心工程的觀察　39

動、2014年的佔領中環運動，和最近的反對逃犯修訂條例的運動主力是年輕的學
生群體（湯惠芸 2012; 馮嘉雯 2014; Vanderklippe 2019 ）。許多本土主義青年團體
抵制統一戰線，他們擁有後質主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t values），極力支持如
人權、法治、民主和可持續發展的公民社會的價值觀，在各大小的社會運動中如

六四晚集會都發動學生清理垃圾，尊重清潔工人的工作，統戰的福利恩惠絕不能拉

攏年輕的一群。

六、商界企業群體易受統一戰線影響

商界為中國政府主要的籠絡對象。香港原本具有強勁而獨立的經濟基礎，不

幸的是近期發展已漸漸由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轉變成大陸依賴性的商業形式，使商業

界別的群體很容易地成為中國不同層級官員和財團的拉攏合作對象，絕大部分香港

的工商團體和商業協會都接受統戰，與北京緊密合作，毫無選擇地支持其推動的政

策６
6

。他們認為商業利益是維持香港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基石，希望看到稅

制、土地政策和福利政策的不應有大的變化，能夠提供他們一個穩定的營商環境；

因此，商業界別與處理香港事務的中國官員之間的聯盟非常穩固。事實上，商界人

士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很大貢獻，特別是在二十世紀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中國
開放其體系的時候，經營者都能夠投資而獲利甚豐。而特區成立後的香港，中國國

企利用香港作為資金的出口漸見明顯，大量企業來港集資，股票上市，進占香港恒

生指數成分股重要的比例，成為香港財金企業的一群（中聯辦 2019），並積極支
持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Fong 2014, 195-220）。

七、統戰工作下的宗教團體

香港六大宗教領袖座談會，成立已有三十多年，至今成為中共滲透性政治拉攏

的對象。儒釋道為中國傳統的三大教派，在香港對他們的統戰極為容易，如佛教團

體輕易受到中國官員的影響，大嶼山建設天壇大佛就是一個很好合作的例子；這些

教派在改革開放初期因應香港所能保留的文教特色和國內受到文革的破壞，進而協

助中國大陸的寺院重建，能夠合作而大展拳腳地發展起來。問題存在於與西方意識

形態的對立，穆斯林宗教團體與中國官方長期有良好關係，在香港建立教派傳教和

註６  例子是「佔領中環運動」時絕大多數的商界群體都參與反對運動，建立「反佔中保和平」運動，對
抗民主派要求民主的訴求。其中的內容原可參考其網址，惟今網站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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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寺院都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幫助。基督教派源自西方思想，現代世界中亦具

有其民主、自由和法治之觀念，一般不容易接受中國的統戰，現實的情況是香港的

聖公會似乎已接受了統戰，但天主教的對立情況卻相對明顯，如陳日君樞機對梵蒂

岡的秘密協議提出反對意見。基督教的朱耀明牧師更是佔領中環運動三位發起人之

一，畢竟基督教派在香港的運作形式十分獨立和零散，任何教會堂區可以獨立地參

與各種不同的社會運動，但一般情況下他們對香港政治問題都不太熱忱參與，基督

教群體並不如天主教的政治活躍（Lo, Hung , and Loo 2019, 189-219）。另外，香
港有不少的民間宗教和社群的存在，均管理好些廟宇和寺院，推動不少的民間宗教

和節日的活動，具政治色彩的收編，是近期活動建制派議員和中聯辦都參與其中。

八、統戰工作下的媒體和教育部門

大眾媒體可以說是統戰範圍重中之重，壟斷國家宣傳機器為中共一般的做

法，機構的統戰工作 1980年代首先是通過提供緊密的聯繫，促使媒體對中國問題
不要太負面的報導；1990年代以來透過不同的友好財團收購了好些媒體機構成為
親北京的媒體，後來會以內地財團或是控制媒體所有者（如因為貿易的關係），機

乎完全拉攏了香港所有的媒體，在統戰宣傳工作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減少對中國問

題的負面報導上，更對編輯和記者的影響，和單獨對編輯人員的控制來進行統戰。

隨之而來媒體的領導層跟中國政府關係密切，很多媒體持有人都會擁有中國政府的

公職，包括起草〈基本法〉的草擬委員，人大代表和政協成員，促使新聞媒體都不

能成為反對的民主派作為宣傳工具。然而有關工作未能完全成功，部分由於新聞工

作者的信念，和新媒介不斷的湧現，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和 Telegram
成為市民大眾溝通工具，而很多的知名記者都因為公民社會的責任，籌組很多新

興的網媒，如獨立媒體網、立場新聞、852 郵報、香港眾新聞和 D100電臺，不論
親北京組織建立多少網媒來對應，一般情況下都不及公民社會的媒體來得受歡迎

（Lo, Hung , and Loo 2019, 305-309）。而黎智英的壹傳媒和蘋果日報最具有影響
力，全力抵抗住了北京媒體陣形的壟斷，成為了北京最不滿的反對力量。

文教統戰工作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特別專長，他們特別有辦法做好其工

作。除了新聞宣傳機構外，中國政府在國共爭衡時已經在香港擁有不少文化媒體，

如書局、雜誌和出版社（江關生 2012, 25-125; Loh 2018, 78-98）。在今天的教育範
圍內，政府盡其力量影響所有的大專教育機構，以免其政策脫離政府政策的方向；

傳統上的「左派」亦擁有一部分的中、小學校，但今天的學校運作形式除了要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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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教育政策影響仍然十分獨立，而辦學團體的背景亦是十分繁多地獨立運作，而

一切教育範疇不可能忽視教師群具有的專業力量。自從影響香港政府要推行國民教

育不成功之後，中央政府愈來愈增加其能力影響香港的教育政策，如近期在教育中

加入中國歷史和科學教育，執行「基本法教育」和大力推動學生到國內的交流活

動，強逼學生認識中國；並且在各方面增加投入更多教育群體，影響教育政策（梁

振英 2015）。但是，教師團隊能夠接受統戰的程度不大，香港最大的工會為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8年已發展到 10萬會員（超過九成教師隊伍），由香港政
壇老手司徒華一手創立與經營，並能以最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協會的領導層，抵抗

中共的統戰，並在香港民主運動中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Hung 2018, 87-110）。

九、統一戰線收買人心工作的顯現

香港 2010年經過熱烈的爭論後，原本政治制度的發展承諾是 2017年實行行政
長官和 2020年立法會所有成員以普及而平等原則的選舉，但民主派眼看中央政府
並沒有誠意實行其真實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於是發起「佔領中環運動」（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9）。其中，政治分析家普遍認為是否推行「真普選」在中
央政府的角度來說，是估計選舉的結果會否落入民主派可控制的選舉結果上。以

2015年的選舉制度，地區級別的區議會選舉中的 18個區議會共 431個直接選舉（另
有 27個鄉議會的議席和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的議席均由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
向來支持北京的力量都獲得多數票數（占 55%票及勝出 305席）和控制所有的區
議會，這個情況下北京是樂於接受一個近乎完全開放民主的選舉制度在區議會層面

上實行（Lo, Hung , and Loo 2019, 53）。
立法會選舉情況十分不同。特區成立 20年來進行過 6次的立法會選舉，可見

選票中民主派所得的票數相對穩定，然而親北京派別的選票正在穩步上升，愈來愈

接近民主派別的總得票數（表 2）。對應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上，可以理解是親北
京的力量仍未有足夠的票源穩定地贏得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選舉，沒有把握

在開放的提名機制下取得勝利，2014年 8月 31日人大常委會決定，就是限制了可
能在香港的普選下行政長官的提名機制，嚴格地規限在不民主的 1200人的提名委
員會內。今天，我們可以在多次的取消議員資格和不接受提名參選的資格事件上充

分理解，政府權力如何彰顯在政治選舉上，如何削弱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權利和政治

選舉提名的操控上。但這些行動對中央政府來說，可以是政治上的成功，2018年
立法會九龍西選區的補選上，親北京力量能夠連續兩次成功當選，票數都超過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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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派。而這些選票上的增長，極大可能是得益於現時香港沒有審批權的單程證國內

來港居民，等同在香港殖民（表 3）。其中，黃鶴回、馬嶽及林蔚文研究 2012年
立法會選舉期間香港大陸新移民的投票取向，發現他們較支持親北京陣形（Wong, 
Ma, and Lam 2018, 67-95），引起了一場爭論（立場報道 2016; 立場報道 2018a; 01
觀點 2018; 左翼 21 2016; 端聞 2016; 梁啟智 2018）。

作者對有關獲得單程證來港人數的性別和年齡層進行組合和詳細的分析，基本

上新移民來港的人數會集中在年輕一輩和中年婦女，向來沒有重大的轉變。但是，

新移民的比例上漸漸向成年人傾斜，而男性成年人來港的並不是政策所需，這部分

雖然沒有很多的真憑實據，但是以香港社會團體的工作日漸的增多，這群獲得來港

的成年人除了很多重要的企業單位要分派人來港外（這些亦可以另外因工作需要而

來港），獲派來港執掌社團的任務亦有可能。另外，所觀察到的福利式的籠絡更容

易對新移民產生影響，其中香港發生過由民主黨揭發新公共屋邨食水供應含有超越

指標的鉛水問題，而這些屋邨在兩個派系的競選競爭之中，民主派明顯處於長期的

劣勢，親北京派系的福利性籠絡在政治吸納的成效十分明顯（柯創盛 2015; 蘇偉文
2015; 立場報道 2018b; 梁穎妍 2018; 吳倬安 2018; 東網 2015; 獨媒報導 2018）。回
顧有關的分析理論可以得出表 4。

表 2　各屆立法會選舉得票分析

親北京派別 親民主派別 其他

年分 獲得票數（百分比） 獲得議席 獲得票數（百分比） 獲得議席 獲得票數

1998 456,305（31.0%） 5 928,831（63.2%） 15 85,094

2000 449,738（34.1%） 8 759,074（57.5%） 16 110,885

2004 658,327（37.2%） 12 1,071,177（60.5%） 18 40,466

2008 650,874（38.0%） 11 1,009,517（58.9%） 19 52,828

2012 728,211（40.5%） 17 1,015,061（56.4%） 18 55,177

2016 887,691（41.1%） 16 1,162,178（54.2%） 19 95,617

說明： 香港立法會的地區直選議席由 1998年的 20席（占 33%）逐漸增加，2000年 24席（占 40%）和 2004年

30席（占 50%），在 2012年增加 5席後成為 35席，因功能團體都增加 5席仍占總數的 50%。其他群體

沒有獲得議席。整體上可觀察到親北京陣形能夠在議席上技巧地獲得更多議席，但以選票來計算，民主

派獲得的票源仍是高據不下。（從選舉的分析上我們應注意民主派別在 2016年所得的票數，獲得更多的

票源可能是因為年輕人投票增加而有所增長，但是這部分的票源好大可能是因應「佔中運動」和「本土

主義」的興起而增多；雖然這未能成為結論，估計可以在 2020的立法會選舉中顯現出來。）

資料來源：由各年的選舉結果計算（選舉管理委員會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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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香港支持民主力量與統一戰線的抵抗

實際上，香港支持民主力量不能等同反對統一戰線。雖然，近年政治波動事件

中本土派的興起尤為激進，而且他們的行動十分不值民主派所為，認為傳統民主派

根本上不能為香港未來找到出路；民主派別的情況愈來愈顯得四分五裂。實際上的

觀察，本土自決以至到香港獨立運動，從政治的光譜可以增加了整體民主派上的支

持，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他們總獲得的票數達到新高（Hung 2017, 372-384），而
這次選舉中投票率達到 58%亦是香港政治選舉史以來最高的投票率，這次選舉中
梁仲恒和游蕙貞能夠以籍籍無名的新人和年輕為背景參選而成功當選，在其就任宣

表 3　 1998至 2018年間由國內來港獲得香港居民身分的人數（按性別和年齡分組來

劃分，詳細數據列於附表一）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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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時表示香港不是中國（Hong Kong is Not China），更是以支那（Cina）來稱呼
中國，這行動獲得早前已被取消參選資格的獨立派鼓掌，但隨即被取消當選議員資

格，及後再有四名議員在就任差不多一年後被取消資格，香港的民主運動不單因為

爭取真實的普選不成功而意志消沉，更因為議會中被邊緣化而一沉百踩，這就顯現

在 2018年立法會兩次補選上，親北京得票已經能夠在局部地區超過民主派（Hung 
2016, 499-517）。

統戰的可能成功是孤立敵人，而長期領導香港民主運動的民主派在激進本土

運動下沒有得到良好成果，反而被進一步邊緣化（Lo, Hung , and Loo 2019, 279-
286）。當然，社會亦不能祈望有朝一日本土派能夠領導香港的民主運動，這使到良
好的願景如高度自治、民主自決的說法成為北京對付爭取民主運動的材料，將「獨

立」、「自決」等主張變成政治上的紅線，禁止有關人等前行；而且，這些問題更

加成為北京用來打擊反對派的口實，動員親北京的團體和媒體來詆毀有針對性的民

主人士，如戴耀廷和鄭宇碩兩位學者，原先他們能夠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中擔當一定

表 4　香港籠絡政治的操作性特點

理念類型 制度上的 意識形態的 心理上的 福利主義的

形式性質

的內容

制度性安排是國內

各級人大政協的任

命；本港各層級的

政治或委員會工作

的任命；地區層級

的有分區委員會和

撲滅罪行委員會

媒體和中方政府代

表經常強調國家權

力象徵的 (1)一國大

於兩制；(2)國家安

全意識；(3)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4)

社會繁榮穩定

社會組織發放的訊

息是覺得是愛國

的、文化上認同是

中國人、認同中國

政府的統治、中華

民族的認同和復興

物質的益處可以有

職位上的酬金、頒

授獎章、地區群體

上以會員優惠參與

活動，獲得送贈禮

品等

主要定義

的特徵

主要是策略：給予

地位、影響力和名

譽

主要結果是愛國主

義、文化認同

主要結果是身分認

同、社會凝聚力

主要結果是物質主

義的

被籠絡的

人或群體

特定的利益團體中

商人、專業人士、

政黨成員（親北

京派別與溫和民主

派） 

政府或傳播媒體宣

傳的對象是普羅大

眾，其中的群體

會是工人組織、婦

女、青年和學生等。

政府會透過學校教

育、圖書館和博物

館的公眾教育對象

是普羅大眾，其中

的群體會是工人組

織、婦女、青年和

學生等。

可以透過統戰群體

中的成員或普羅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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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角色，都受到「搞亂香港」的標籤，受到批鬥式鬥爭，北京亦透過「揭露

外國如何干預香港事務」來爭取認同和支持，邊緣化民主派的聲望，其「主權」

不應被侵犯的理據，更為國家安全立法的可能性，建立了宣傳上的預備工作（Lo, 
Hung, and Loo 2019, 347-354）。

而近期統戰上最大的挑戰是政府希望修訂〈逃犯條例〉（附表二），在可移交

犯人往中國大陸受審的問題上引來最大規模的反抗，雖然政府作出部分的修訂以爭

取親政府派別的支持（林劍 2019），實際上公眾仍明顯的反對，政府武力對付示
威者引來更大的反抗。這包括 6月 9日的一百萬人遊行，和對立法會強行計劃於 6
月 12日進行立法二讀的、民眾包圍行動的武力清場，6月 16日發起的遊行更增至
歷史性的二百萬人大遊行，超過了香港的四分之一人口。整個反抗運動中年輕人運

用網站連登（LIHKG討論區）和手機程式 Telegram作為通訊和發動，連續不斷的
集會、遊行、包圍行動和不合作運動有效發出強烈的警號，主要的官員都不敢出席

公開活動，行動中並會使用暴力衝擊政府大樓，如 7月 1日成功衝入立法會佔領大
樓，有選擇性地破壞立法會物品，並標示了「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橫幅，引起國

際關注（可參考附表二）。暴力事件年輕人面對的拘捕和檢控下仍勇於作出有關行

動，顯現北京要對香港的普羅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統戰工作的失敗。回顧有關的分

析理論可以得出下表：

表 5　抵抗籠絡政治的特色

理念類型 制度上的 意識形態的 心理上的 福利主義的

反籠絡形式

性質的內容

組織制度上是反

建制的公民社會

對抗強權的、反

國家的或無政府

主義意識

具有香港本土身分

認同，反對國家極

權的

追求個人自由，是

支持公平、公義、

民主、人權和法治

的價值觀

抵抗籠絡主

要定義的特

徵

主要情況是參與

公民社會不受地

位、影響力和名

譽左右

主要結果是反愛

國主義、不接受

國家文化認同

主要情況是香港人

身分認同、自身社

會凝聚力抗阻國家

強權

主要結果是後物質

主義的，不喜歡物

質利誘

香港地緣政

治上抗阻力

量的人或群

體

公民社會的不同

組織如反政府的

政黨、獨立的工

會、婦運和環保

組織

青年、學生，並

有支持香港獨立

或本土主義的組

織

香港本土運動或社

區內成立的組織和

青年學生

追求後物質主義價

值的個人或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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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灣區計畫作為香港，澳門甚至臺灣的統一戰線

2017年 7月 1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
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 2018），北京
中央政府宣布大灣區計畫，其中香港和澳門將更深入地融入廣東省內，與其他九個

城市緊密合作。這九個城市包括深圳、東莞、惠州、廣州、肇慶、佛山、中山和江

門，即主要用廣州話（一般廣東話、廣府話或粵語，嚴格來說是不對的）的地區。

大灣區計畫由北京中央政府發起，協同香港和澳門與九個珠江口的城市發展經

濟，亦以提高香港和澳門的經濟競爭力，改變香港人的社會認同，增強中國人身分

的認同感。這個稱聲是香港作為區內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

將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以及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列為四大支柱產業，

並在各個領域培育了大量金融、法律、會計、建築及測量、運輸物流等行業人才。

大灣區建設可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擴大企業的內地市場。香港可以在金融領域、

創新科技、供應鏈管理、專業服務、運輸物流，以及支援「一帶一路」建設上與區

內其他城市深度合作，全面拓展未來的發展空間。在科學研究方面，中央政府亦向

香港學術界招手，提供的科學研究基金，推動大灣區內的科研合作，吸引力在於香

港正在欠缺的科研資金提供另一可行方案，吸引香港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參與其中。

表 6　以年齡分層統計香港勞動人口的工作地點

年齡組別

工作地點 年分 15-29 30-39 40-49 50-59 60+ 總計

香港 2013年

2017年

647,800

708,288

799,300

921,005

865,100

854,044

788,300

832,908

227,100

328,346

3,327,600

3,644,591

大陸、澳門和臺灣 * 2013年

2017年

3,200

6,205

9,100

13,663

22,700

25,638

23,100

30,284

7,800

16,935

58,100

92,725

其他地方 2013年

2017年

2,000

6,308

3,700

4,172

4,000

2,563

1,500

2,292

#

2,305

11,200

18,640

總計勞動人口 2013年

2017年

65,3000

720,801

812,100

938,840

891,800

882,245

812,900

865,484

235,100

347,586

3,404,900

3,755,956

說明：*由於當時資料沒有清楚指明，有關 2013年的數據應該不包括澳門和臺灣。#數字太少而不被統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3年和 2017年資料（政府統計處 2019）。

其中，推動青年人參與大灣區的就業是計畫其中一個重點，從以往國內港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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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情況可以理解年輕一輩能夠在國內就業的比率非常之低，以 2017年來說明，
72萬名 30歲以下的就業青年中，在大陸、澳門和臺灣加起來的人數就只有 6,205
人，比起其他組別年齡層能夠在中國工作的比例都特別偏低（林至穎 2018）。在
韓正主持的大灣區協調委員會會晤後，國務院發布〈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

法〉通知（國務院辦公廳 2018）。這訊息很清楚針對臺灣的統一戰線也是與大灣
區並行的政策，以經濟規畫作為拉攏的手段，並且組織兩岸論壇增強籠絡臺灣民

眾。惟香港因為逃犯條例修訂的相互影響，可能觸動了中共長期布署推倒蔡英文

的連任計畫和國際間集體的不滿（蕭若元 2019a; 2019b; 2019c；李慧玲主持、吳明
德評論 2019a; 2019b）。而臺灣的統戰工作所面對的問題，亦可能引發深遠的影響
（蘋果新聞 2019; 海峽論壇組委會 2019）。

陸、總結

總結而言，在習近平時期北京對港政策方針標誌著中共在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

之復興，以贏取更多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支持。而香港的統戰工作完全體現出共產

主義式風格的政治，即滲透式政治。而滲透式政治的特點是透過核心群體接觸社會

中的外圍群體，以及利用民生問題作為掩飾以贏得選民在選舉支持。然而，中共在

港依然面對龐大的阻力，尤其是香港有兩個意識型態完全不同而且對立的政治社會

（Political Society），一個代表著對北京政治上的忠誠，而另一個代表著公民社會
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統一戰線的工作表現出其滲透性政治，但可以說，它並不是相對尖銳，由於

香港選民相對比較獨立，北京相對較難改變他們的立場。而事實上，建制派人士

在 2018年兩次立法會補選中勝出都能顯示親北京選民的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
加。儘管如此，香港的案例表明，中共統一戰線並不是那般得到絕對廣泛社會各

階層之支持。從現在到 2047年，我們可以看到在民主 /後物質主義勢力與親北京 /
物質主義勢力之間在香港進行激烈的政治鬥爭，甚至可能在未來幾十年之內有所惡

化。而從香港的個案中我們可以預見，尤其隨著單程證政策的出臺以及北京推出更

多針對臺灣人民在大陸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優惠政策，中共針對臺灣的統戰工作勢頭

越來越大。而與過去一樣，大陸的臺灣商人往往是政治合作的目標，但現在目標轉

向更多在大陸學習的臺灣學生，以工作及經濟誘因去爭取他們的支持。由於習近平

主席有極大野心去統一臺灣，中共對臺政策將會以和平統一臺灣為目標，而隨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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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的崛起，中共在臺灣的統一戰線工作也在相應增加並擴大規模。但是近期有

關逃犯修例的修訂，觸發一連串的反應，使統戰工作看起來還不是得心應手。

*　　*　　*

（收件：107年 12月 31日，接受：108年 10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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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998年至 2018年間由國內來港（即單程證）獲得居民身分的人口（按年齡

組別劃分，男性 /女性 /總人數）

年分 0-4 5-14 15-24 25-34 35-44 45-54 54-64 65+ 總數

1998 1,182

1,090

2,272

14,304

13,595

14,685

2,109

2,419

4,528

317

3,601

3,918

711

9,036

9,747

364

3,305

3,669

189

2,351

2,540

204

1,262

1,466

19,380

36,659

42,825

1999 4,700

4,422

9,122

7,193

7,373

14,566

1,541

1,604

3,145

1,684

11,360

13,044

1,133

9,434

10,567

412

1,867

2,279

111

805

916

207

757

964

16,992

37,633

54,603

2000 3,699

3,352

7,051

6,224

6,349

12,573

1,698

1,799

3,497

3,000

14,169

17,169

1,501

7,527

9,028

623

2,436

3,059

330

2,326

2,656

348

2,149

2,497

17,423

40,107

34,409

2001 4,859

4, 276

9,135

4,196

4,245

8,441

1,191

1,233

2,424

3,946

15,449

19,395

3,219

7,030

10,249

511

1,202

1,713

346

924

1,270

244

784

1,028

18,512

35,142

53,655

2002 3,994

3,829

7,823

3,258

3,208

6,466

1,472

1,824

3,296

1,906

14,141

16,047

1,764

6,000

7,764

462

1,323

1,785

271

705

976

236

841

1,077

13,363

31,871

45,234

2003 3,437

3,273

6,710

4,096

4,061

8,157

1,551

1,728

3,279

1,600

19,237

20,837

1,682

8,425

10,107

604

1,780

2,384

253

743

996

190

847

1,037

13,413

40,094

53,507

2004 2,827

2,643

5470

2,914

2,936

5850

1,069

1,215

2284

1,132

13,677

14809

1,269

5,508

6777

452

1,131

1,583

179

546

725

139

435

574

9,981

28,091

38,072

2005 2,317

2,315

4632

5,176

4,730

9906

2,573

2,591

5164

1,783

19,109

20892

2630

7, 864

15494

941

1,744

2,685

263

599

862

140

331

471

15,823

39,283

60,106

2006 1,817

1,703

3520

6,779

6,092

12871

3,770

3,803

7573

1,519

13,335

14854

4,176

7,114

11290

1,371

1,441

2,812

282

532

814

157

279

436

19,871

34,299

54,170

2007 1,393

1,289

2,682

3,332

3,053

6,385

2,230

2,284

4,514

1,069

9,620

10,689

2,074

4,298

6,372

926

1,065

1,991

241

549

790

142

300

442

11,407

22,458

33,865

2008 1,555

1,487

3,042

3,754

3,379

7,133

3,033

3,084

6,117

1,098

12,116

13,214

2,255

5,933

8,188

1,082

1,546

2,628

283

585

868

158

262

420

13,218

28,392

4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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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 0-4 5-14 15-24 25-34 35-44 45-54 54-64 65+ 總數

2009 1,683

1,595

3,278

3,424

3,031

6,455

2,997

3,327

6,324

1,621

16,318

17,939

2,153

8,018

10,171

1,031

2,152

3,183

292

560

852

159

226

385

13,360

35,227

48,587

2010 1,690

1,654

3,344

2,745

2,464

5,209

2,659

3,162

5,821

1,665

12,927

14,592

1,955

7,256

9,122

895

2,277

3,172

296

614

910

151

214

365

12,056

30,568

42,624

2011 1,445

1,385

2,830

2,427

2,206

4,633

2,686

3,028

5,714

1,742

11,745

13,487

3,058

8,156

11,214

1,344

2,731

4,075

404

673

1,077

138

211

349

13,244

30,135

43,379

2012 1,371

1,378

2,749

2,198

1,978

4,176

2,319

2,484

4,803

2,697

11,273

13,970

6,331

11,446

17,777

2,885

4,456

7,341

1,346

1,898

3,244

247

339

586

19,394

35,252

54,646

2013 1,693

1,582

3,275

2,023

1,936

3,959

2,027

2,325

4,352

2,258

10,543

12,801

4,172

8,373

12,545

1,821

3,069

4,890

975

1,647

2,622

258

329

587

15,227

29,804

45,031

2014 2,092

1,890

3,982

2,004

1,883

3,887

2,086

2,321

4,407

1,716

9,649

11,365

3,244

7,587

10,831

1,291

2,420

3,711

665

1,125

1,790

244

279

523

13,342

27,154

40,496

2015 1,678

1,569

3,247

1,928

1,740

3,668

2,410

2,380

4,790

1,808

8,644

10,452

2,676

6,911

9,587

1,650

2,686

4,336

709

1,012

1,721

262

275

537

13,121

25,217

38,338

2016 1,838

1,703

3,541

3,440

3,048

6,488

5,660

5,160

10,820

2,069

9,370

11,439

3,725

8,299

12,024

4,189

4,700

8,889

1,492

1,674

3,166

586

434

1,020

22,999

34,388

57, 387

2017 1,489

1,446

2,935

2,814

2,482

5,296

4,205

3,777

7,982

1,860

7,645

9,506

3,335

6,722

10,057

3,204

3,784

6,988

1.474

1.596

3,070

649

489

1,138

19,030

27,941

46,972

2018 1,386

1,264

2,650

2,453

2,226

4,679

3,336

2,995

6,331

2,331

7,051

9,382

3,369

6,110

9,479

2,773

3,442

6,215

1,160

1,455

2,615

550

430

980

17,358

24,973

42,331

資料來源： 民政事務總署及入境事務處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2002年、 2007年、2012年、2017年

和 2018年）（民政事務總署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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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逃犯修訂條例的時序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Fugitive Offender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2019），民間及媒體報導

俗稱〈逃犯條例〉。此提案源於 2018年 2月 17日，臺灣發生潘曉穎命案，香港法律無法移交疑

犯陳同佳，2019年 2月 12日由香港政黨民建聯聯同潘母召開記者招待會要政府協助移交逃犯陳

同佳往臺灣受審，香港政府藉此移交逃犯延伸包括中國大陸及澳門，引發一場香港的社會運動。

下表列出早期較和平的示威行動，示威者之後破壞立法會大樓，情況複雜化和警民衝突嚴重。

日期 事件內容

2月 12日 民建聯聯同潘母召開記者招待會，要政府協助移交逃犯陳同佳往臺灣受審。

2月 14日 保安局就草案只展開為期 20日的公眾諮詢。

3月 4日 大律師公會發布意見書，指出港府使用行政命令形式取代現有立法會監督，恐降低

引渡中的保障，令人面臨受到包括極權或專制國家在內的引渡指控；該草案有廣泛

深刻影響，或者有損香港作為自由、安全城市的法制聲譽。

3月 26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3月 29日 條例草案刊登憲報新聞公告指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處理發生在臺灣的謀殺案，同時堵

塞香港整體刑事事宜的協作制度的漏洞。商界壓力下，政府選擇性地從提議中取消

了 9項可移交的經濟犯罪，導致原有移交目的地不能引渡此 9項控罪之被告。

3月 31日 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第一次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遊行隊伍由

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約一萬人參加。

4月 3日 立法會首讀條例草案，民主派表示反對草案，惟票數不足下不能阻止通過首讀。

4月 12日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建議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法案。

4月 16日 親政府組織成立「萬眾同聲撐修例公義組」，聯同「保衛香港運動」和「珍惜群組」

等，推動和支持政府修例工作。

4月 17日 新成立的法案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開始引起一陣串的風波，爭議不斷。

4月 28日 民陣發起第二次遊行。這次遊行的參加人數大幅上升，民陣表示遊行有 13萬人參

加，創近年新高。

5月 8日 國際商會香港區會（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Hong Kong） ，表明反

對政府修例，對政府提出的建議感到驚訝及失望，認為修例通過後，港人有可能會

失去自由、財產、甚至性命。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指〈逃犯條例〉修訂可能違

反〈美港政策法〉多項關鍵條款，包括美港兩地的現行引渡條約。事件開始引起國

際關注，認為政府須進行全面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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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內容

5月 10日 親政府組織更改另成立「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動民眾和組織簽名，支持政府

修訂〈逃犯條例〉。

5月 20日 特區政府要求立法會繞過法案委員會，計劃在 6月 12日直上立法會大會上審議條

例。

5月 21日 中國副總理韓正發表有關中央完全支持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5月 24日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通過解散法案委員會，條例修訂直上大會二讀。美國國會及行政

當局中國（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委員致函香港特首要求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歐盟向香港政府發出外交照會，抗議逃犯條例修訂。

5月 26日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週年愛國民主遊行，主題變成反對修

訂〈逃犯條例〉，有逾 2200名市民參與遊行。

6月 4日 支聯會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有 18萬人參加，成為近期最大規模的集會，而大會

亦提及反對修例。

6月 9日 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政府及國際商會、團體也相繼表示關切修法下，其中歐盟更

向香港行政長官發外交照會抗議修例，民陣發動大遊行，結果有 103萬人參加。但

政府於遊行完畢後的晚上 11時發出新聞稿表示如期 6月 12日二讀修訂條例，親政

府政黨亦發聲明支持政府修例。但事件引發民眾包圍政府總部，警方徹夜武力驅散

萬多名民眾。

6月 12日 民陣發起罷工罷課罷市，包圍立法會，清早已有數萬名學生民眾包圍了立法會大

樓，與警察對峙，立法會無法如期在早上 11時召開會議。事件到下午 3時，部分

人士意圖衝入立法會大樓，引發警方使用橡膠子彈、布袋彈和煙霧彈驅散群眾，並

將一切和平集會人士武力驅散，用警棍抽打將金鐘一帶範圍群眾驅離，惟近萬群眾

仍集散在中環和灣仔一帶，至深夜才撒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警務署長同時稱這

個是暴動，欲以暴動罪名檢控示威者。

6月 13日 事件引起廣泛關注，問題集中警方不合法使用武力上，國際社會發出不同的程度譴

責事件，立法會停止了召開會議審議修訂條例。

6月 15日 行政長官於下午三時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政府暫緩修例，惟記者提到撤回時未能作

出回應。晚上 6時示 35歲示威者梁凌杰在太古廣場外的維修柵棚架上拉上橫幅示

威，不幸地在消防員拯救時失手而下墜身亡。

6月 16日 面對政府的願意暫緩修例和警方動用的武力，香港破記錄的大遊行錄得 200萬人參

與。行政長官發聲明道歉。

6月 17日 民陣再發動三罷行動，示威活動持續。警務署長盧偉聰召開記者招待會致歉，被問

及 6月 12日示威者暴動問題時表示大多數人是和平示威，只是其中 5人可能被控

告暴動罪。

6月 18日 行政長官再次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向市民大眾真誠道歉。



 中國新統一戰線工作在香港：籠絡人心工程的觀察　53

日期 事件內容

6月 20日 年輕人發起大規模不合作運動，呼籲包圍政府總部。政府發放通告職員無需上班。

6月 21日 示威者再次號召聚集政府總部，當日突然轉移視線，萬多名示威者轉去包圍灣仔警

察總部，由中午 12時起至深夜 4時，要求警務署長盧偉聰對話。據報包圍 16小時

中多名警務署高層連 4千名防暴警察被逼留在警察總部，示威者高叫「特區警察知

法犯法」。

6月 24日 連登網民早上號召籌款 300萬在國際報紙刊登廣告，要求世界關注香港情況，到下

午 3時許籌款已達到 650萬，結果在 19個國家刊出。

6月 26日 網民發起全天到多國領事館請願。

6月 27日 示威者號召包圍律政司署，要求律政司鄭若驊對 6月 12日示威者撒銷檢控，包括

可能檢控的刑罰極重的暴動罪。鄭若驊終日留在律政司署真至示威者散去才離開辦

公室，其中不能出席加拿大

6月 29日 一位香港教育大學學生盧曉欣，年齡只有 21歲於住所附近處跳樓自殺，留下政府

沒有撒回逃犯修訂條例的控訴。

6月 30日 由何君堯與香港政研會舉行，約有 4萬人參加，支持香港警察，期間參與者對在場

附近留守的示威人士和記者武力襲擊，有 6人被捕。同時再有示威者鄔幸恩在附近

的國際金融中心商場平臺跳樓自殺身亡。

7月 1日 清早大批民眾聚集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周圍，阻止特區成立 22週年的升旗禮有效進

行，逼使政府轉移在室內，並頒授勳章。行政長官表示會改變施政方式，並聽取市

民意見。民陣發起七一大遊行，55萬人參加。遊行終結時大批市民聚集包圍了立

法會大樓。一整天民眾都聚集立法會大樓，下午 3時運用硬物鐵車衝撞閘門和玻璃

外牆。晚上九時，示威者在警察整體撤退下進入了立法會大樓內，示威者選擇性地

破壞立法會內物品，並展示了「沒有暴民只有暴政」橫幅。

7月 2日 凌晨 4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聯同政務司張建宗、保安司李家超和警務署署長盧偉聰

召開記者招待會，利用國際時間意圖向國際宣傳香港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然而主要

國際媒體仍然將示威者衝入立法會一事解說為香港人的民主訴求。隨後，香港親政

府的各界發動群眾，指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警方亦開始了拘捕行動。

7月 3日 清晨再有一 28歲麥姓女子在長沙灣跳樓自殺。開始有大學校長發出聲明，更多的

團體發表譴責暴力行為的言論。

資料來源（按時序）： HKBC新聞 2019、大公報新聞 2019、胡家欣 2019、鄭翠碧 2019、彭毅詩 2019a、倪

清江 2019、彭毅詩 2019b、香港 01新聞 2019、香港電臺 2019a、立場報道 2019、吳倬

安 2019、李家偉 2019、黎靜珊 2019、鄭秋玲 2019、點播 2019a; 2019b、彭琤琳 2019、

王潔恩和鄭秋玲 2019、香港電臺 2019b、視點 31 2019、Am730新聞 2019a、宋碧龍

2019、Parry 2019、胡伊汶 2019、Am730新聞 2019b、彭毅詩 2019c、香港電臺 2019c、

Coone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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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ted front work is a long-term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The evolution of united front work progress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hases, especially before and after July 1, 1997. Its intentions to co-op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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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o expand its worldwide contacts are prominent and 
obvious. The penetrative politics of mainland China are conducted by pro-
Beijing organizations. United front work has been well-organized because the 
pro-Beijing authorities and officials have been investing lots of manpower, 
capital, and resources to deepen their influence on all sectors of the society. 
However, the united front work on educational and youth sectors in the civil 
society has encountered strong resistance. Many Hong Kong people are post-
materialists who adhere to their human rights,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parent 
core values that they tend to resist united front work that emphasizes 
materialistic gains and attractions.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of Hong Kong 
is still resist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ontrol and dominance through its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territory. China’s new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has been affected by its domestic turn to authoritarianism, making Hong Kong’s 
pro-democracy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radicals the enemies of the Chinese state. 
With the rise of Hong Kong’s fierce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strength 
of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has been fluctuating, which can be illustrated by 
the high point from 1997 to 2012, then a phase of authoritarianism in Hong 
Kong from 2012 to 2018, and a low point with strong resistance in the year 
2019 when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was launched by many Hong Kong 
people.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or not united front work conducted by 
China in Hong Kong will penetrate deeper into the society; however, due to the 
possibility of implications for Beijing-Hong Kong relations from now to 2047, 
the strong resistance from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  Post-Materialist Values, United Front Work, Penetrative Politics, 
Beijing-Hong Kong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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