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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年 10月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並對香港
政府課以「憲制責任」之後，中共涉港體系的機構和人事出現那些變化？

現有研究香港的文獻雖然會提到中共治港政策的變化，但很少系統性的討

論中共透過機構調整與人事調動推行其政策。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彌補此一

不足之處。本文發現，中共以「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的組織路線，

落實「全面管治」的新政治路線。這種集權的組織路線反映在「強化垂直

指揮鏈」、「新建涉港國家安全體系」、「弱化涉港體系人事任用的內升

考量」等三個趨勢。由於集權是習近平時代中國政治最重要的特點，涉港

系統出現的集權趨勢反映出習近平時代中共面對環境挑戰的慣性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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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7年 7月香港回歸後，中共逐步加強控制，引發在地民眾抗議與國際關注。
2003年 7月反《基本法》23條立法遊行以後，香港每隔數年就出現大型抗爭，如
2013年 3月佔中運動、2014年 9月雨傘運動、2016年 2月旺角騷亂、2019年 3
月反送中運動。中共則不斷調整政策、組織與人事，遂行其目標。2017 年 10 月
十九大報告不再提到「尊重兩制差異」，並首次納入中央對港澳「全面管治權」，

對港澳政府課以「憲制責任」，彰顯中共治港政策進入新階段。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2017年中共治港政策調整之後，中共涉港體系出現那些
機構調整和人事調動？

1

１鄧小平曾強調，「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

來保證」（鄧小平 1979）。對中共來說，「黨的領導」的核心意涵就是黨在政治
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領導，三者相互支撐。當新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

確立之後，組織路線隨之調整，鞏固前兩者。
2

２ 現有文獻多以在地視野分析香港政
局演變，雖會提到中共治港政策與對香港社會的滲透與控制，但較少從黨國體制運

作的慣性，剖析中共如何透過機構調整與人事調動貫徹其治港的政治路線。本文並

未使用政治學的理論，而是立足「匪情研究」的傳統，彙整龐雜分散的公開資料，

獲得符合「描述推論」（descriptive inference）定義下的研究發現，補充現有文獻
的不足（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34-46）。

梳理 2017年 10月至 2023年 7月間中共涉港體系的變化後，本文發現中共以
「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主的組織路線，落實「全面管治」的新政治路線。這

種組織路線反映在「強化垂直指揮鏈」、「新建涉港國家安全體系」、「弱化涉港

體系人事任用的內升考量」三個趨勢。由於集權是習近平時代中國政治最重要的

特點，涉港系統的集權趨勢反映出此時期中共因應環境挑戰的慣性。港府組織雖同

註１	  中共涉港體系包括中共中央港澳領導小組（原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下稱港澳領導小組和
港澳協調小組）、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下稱大灣區領導小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含新組建的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除強調黨的角色時以中央港澳辦稱之以外，統稱港澳辦）、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下稱香港中聯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下稱外交部駐港公署）、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下稱駐港部隊），以

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下稱駐港國安公署）。

註２	  政治路線是為了實現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目標，而制訂的政治任務與基本道路、基本方針和基本方
法，是該時期中共的政治主張的集中體現（董樹君、蔡常青 2016）。思想路線可稱為認識路線，指
中共推動工作時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8）。組織路線涵蓋組織機構、組織
人才、組織紀律、組織制度，以及落實民主集中制等內容（郭禕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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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生變化，然非直屬中共涉港體系。囿於篇幅，本文並未多做討論。此外，本文

對涉港人事的討論至多至正司局級幹部／副軍級軍官。近年大陸及香港學術空間變

小，不便進行移地研究與訪談，難免有不足之處，乃本文的研究限制。

本文分成七節。第二節回顧近五年研究香港政治的文獻。第三節以黨代會政治

報告為時間節點，鋪陳中共治港政策的演變。了解政治路線的變動之後，本文接著

分析組織路線的變化。第四節分析中央港澳領導小組、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港

澳辦。第五節討論香港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公署、駐港部隊。第六

節將統整前面兩節的討論，提供總體性的變遷特徵。最後則是結論。

貳、文獻探討

有關香港政治的文獻相當多，本文僅回顧近五年左右的作品。這些文獻關注三

個領域，分別是香港政治發展、中共對香港的管治，以及國際強權對香港的影響。

這個分類只代表研究者關懷的重點不同，三類文獻的內容並非涇渭分明。第一類

文獻檢視香港政制變革、選舉制度、政黨政治、街頭運動、民眾政治認同與政治價

值。第二類文獻關注中共加強管治香港的目標與作法、在地統戰組織，以及中共在

港工作體系。在這類文獻中，有的引用混合政權（hybrid regimes）的概念剖析涉
港議題；有的則是典型的區域研究，較少與理論對話。第三類文獻探討大國關係和

地緣政治如何影響香港的政治發展與中介角色。

在第一類文獻中，學者檢視香港選舉制度和政黨政治的發展。殷俊、馬春暖

（2018）認為立法會直選制度變革造成香港政黨政治的分化、弱化與激進化。香港
政制原本就是行政主導，中共又在選制設計中抑制民主黨派，特別是溫和派，導致

各黨無法在立法會有效溝通。

隨著本土社會力量崛起，學者研究香港街頭抗爭與國家社會關係。鄭煒

（Edmund W. Cheng 2016）認為 2003年反 23條立法遊行等事件改變香港街頭運
動的規模和場景，參與成本降低、社會不滿、自發性和去中心化的抗爭結構使得運

動不斷激進化，官方則採取多重手段回應，結果導致香港公民社會內部、國家與社

會關係緊張。陳健民、吳木欣（2017）關注抗爭運動內部的分化與矛盾，他們認
為，2014年雨傘運動以後，本土力量在運動目標、手段、組織方式、回應政府的
策略、退場機制等方面出現分裂。從溫和（和理非）到激進（勇武）的光譜來看，

分別以佔中三子和泛民、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與學民思潮、熱血公民為代表，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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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出現本土化、勇武化和犬儒化三種趨勢。

在香港、全中國與全球連結下，谷淑美（Agnes S. Ku 2020）指出，反送中運
動彰顯三種新趨勢：一、從和平抗爭到暴力抗爭。這種激進化的轉移萌芽於 2014
年雨傘運動，在 2019年反送中運動完成。二、新型態的抗爭。去中心化、不割席
形成內部團結的運動，並出現連濃牆、塗鴉等多種新的抗爭方式。三、外界高度關

注。國際媒體報導、外國對中國與港府的制裁導致中國形象一落千丈，並影響臺灣

2020年總統大選。何明修（Ho 2020）認為 2019年反送中運動汲取 2014年雨傘運
動的經驗，形成更靈活有力的抗爭。表現在以彈性的「遍地開花」策略取代固守

「佔領區」、各行業參與者相互聯繫並成為動員基礎，以及參與者認知去中心化、

容忍激進行為等三方面。

觀察香港民眾認同、政治價值觀變遷的學者包括石磊、王迪安、李肇祐、周

基利等人。石磊等人（H. Christoph Steinhardt et al. 2018）檢視 1997年回歸後香港
民眾政治認同時發現，香港民眾的國家認同與對北京的信任度正相關。由於疑慮

中共落實香港高度自治和民主化的誠意，2008年後民眾的信任度開始下降，也使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減弱。李肇祐、周基利（Lee and Chou 2020）則發現強調大
一統、同質性高的國族建構敘事，助長一國國內社群認知彼此不同係源自原生性差

異，進而可能負面看待其他社群，加劇社群間的緊張關係。因此，香港民眾的國族

建構、對大陸移民的負面態度與固定群體特質（fixed group characteristics）呈現正
相關。王迪安（Wong 2022）探討「繁榮穩定」和「民主自由」兩組概念在建構香
港政府合法性的角色。港英政府以「繁榮穩定」做為治理合法性的口號，並以政績

證明。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沿用此一訴求。然而，當社會經濟環境衰退之際，香

港本地社會對「民主自由」的要求在 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高漲。
在第二類文獻中，不少作品討論中共治港政策的演變。劉兆佳（2014）認為中

英兩國主導了香港政制發展，因此梳理雙方在戰略考量、策略作為、立場態度之異

同。對中方來說，目標始終是一國兩制，反對「結果不確定」的民主選舉。無論是

特首或立法會，都要掌握在愛國者手上。因此，行政主導的治理體制、防止議會出

現支配性大黨就成了特區政治體制的基本設計。沈旭暉、栢齊（2021）指出中共管
治香港的最高原則的是「一國」，落實全面管制權，用操之在我的方式因應情勢變

遷。以 2003年反 23條立法大遊行、2019年反送中運動為兩個分界線，中共從避
免直接介入香港事務，調整為加強介入，引發本土抗爭，形成 Stein Ringen（2016）
說的「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

方志恒（Fong 2017）從中心邊陲矛盾、選舉式威權主義的角度討論香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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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回歸後不斷受到中共境外手段的干預，直接手段如人大釋法、港版國安法，間接

手段包括介入香港立法機關、司法制度、市民社會、媒體，干預選舉和反對派活動

（Fong 2021）。反 23條立法大遊行之後，中共倡導北京視野下的國族主義，採用
吸納（incorporation）策略以強化對特區的控制。此舉激起民眾本土意識，走向保
護香港自主性和核心價值的邊陲國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抵抗「中國
因素」（方志恒 2017）。同時，「港獨」路線的崛起也令泛民派面臨壓力。2020
年 6月港版國安法通過後，香港的半民主體制崩解。 

李詠怡、馬嶽、鄭煒等人分析中共在港組織和外圍統戰動員組織。李詠怡

（Eliza W. Y. Lee 2019）指出，香港中聯辦提供資源給各類親中社團滲透社區，做
為建立在港政治機器、馴服菁英、維持親中陣營團結、控制區行政立法機構、反

擊公民社會的樞紐。因此，中聯辦是中共在港統戰組織之核心，扮演準執政黨、

第二支管治力量，實施間接統治。2003年以後中共加強政治控制，本地社會的反
彈也加強。馬嶽（Ma 2017）討論中共如何在香港建立親中的扈從動員系統，強化
其在選舉中的主導地位。2003年以後中共加強控制香港，但激發民眾抗爭，走向
獨立自決之路。2019年反送中運動衝擊這套扈從動員機制，導致建制派在同年區
議會選舉慘敗。2020年 6月，全國人大進行國家安全立法，特區政府隨即壓制民
主派和支持反送中的社會力量，2021年 3月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徹底剪除民主力
量透過選舉影響未來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馬嶽 2021）。鄭煒（Edmund W. Cheng 
2020）認為在 2014年雨傘運動以後，中共和特區政府逐漸整合現有制度工具來外
包（outsource）鎮壓、馴服示威領袖、唆使親政府叫陣反政府力量，壓制民主力量
和異議人士。官方利用統戰工具，建立包含恩庇關係、意識形態、司法訴訟、外包

機制等多層面的嚴密平臺，反制民主抗爭。雖然強化中共控制香港的力度，但也弱

化官方的合法性，致使其在 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更為脆弱。
儘管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很大，但很少文獻分析中共對港組織體系與人事。三十

年前卜約翰（John P. Burns 1990）曾描述中共在香港的組織體系，包括港澳辦、港
澳工委，以及在港各種左派組織與幹部職稱名單。近年只有蔡文軒和游智偉（Tsai 
and Yu 2023）分析派系關係對中共對港政策一致性的影響。他們認為港澳辦和香
港中聯辦主管和中央涉港最高決策者之間的派系關係，會影響這兩個單位中央之間

的政策一致性。派系關係越強，政策一致性越高。

第三類文獻數量較少。方志恒（Fong 2022）從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角度出發，認為香港的地緣政治地位與中介角色隨著美中關係、兩國國
力對比與戰略意圖的變動而變化。1950年代至 1960年代美中綜合國力懸殊，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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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經貿、宣傳、軍事與情報考量，香港成為兩國的緩衝區。1970至 2000年代，
雙方綜合國力差距仍大，且處於交往時期，香港的緩衝區地位持續鞏固。此時期

美中關係中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權重逐漸變化，但兩國都不願過度刺激對方。

2010年代以後，兩國國力差距大幅縮小，呈現戰略競爭態勢，安全利益壓到經濟
利益，香港轉為地緣政治熱點。

參、香港回歸後中共黨代會報告涉港論述

中共涉港官方文件中，黨代會報告是位階最高的文件。黨代會報告回顧過去

五年的成果，檢視未來五年的局勢與路線方向，重要性不可言喻。因此，觀察報告

涉港論述的變化，可看出中共政策的調整。由於本文聚焦 2017年十九大之後，因
此扼要敘述之前的治港政策，做為背景說明。較多篇幅敘述十九大後治港政策的轉

變，以便和後面討論的機構調整與人事調動呼應，形成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的對應

關係。

檢視香港回歸後歷次黨大會報告後，可以看出中共治港政策從尊重兩制差

異，轉變到凸顯中央監管角色，再到課以特區維護一國的憲制責任。影響治港政策

調整的因素包括中共加強對香港掌握的意圖、國際力量介入，以及香港在地抗爭。

前一個階段發生的事件促成中共的政策調整，形成新的階段。同時，黨代會報告出

現路線轉變前，通常在前一個階段末期出現徵兆。例如，召開黨代會當年 7月 1日
中共領導人在紀念香港回歸時的講話，即為黨代會報告涉港論述的基調。

一、1997∼2007年：尊重兩制差異，但逐步加強監督

香港回歸後的第一階段，中共的治港政策是自我克制、尊重兩制差異，但逐步

加強監督。1997年十五大報告、2002年十六大報告皆強調，一國兩制方針的正確
性，但兩者仍有細微差異。十五大報告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

能夠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治理好香港」（新華社 1997）。十六大報告則指
出，「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實行這一方針，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辦事，

全力支持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的工作」（新華社 2002）。
前者強調港府與民眾自覺落實基本法，淡化中央的監管角色。十六大報告中，中共

藉模糊的「我們」一詞，指出中央對港的監管角色，並期待港澳特區政府與民眾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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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直接介入香港事務的克制，可從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港幣受狙擊，
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以不符合一國兩制為由，拒絕派員赴港協處一事看出（文

軒 2017）。不過中共仍意圖推進對港的控制，進行組織調整，並嚴密管控政治議
題。2000年 1月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式更名為香港中聯辦，並在 2002年 6月要求港
府依《基本法》23條訂立國安相關法律。2004年全國人大釋法否定香港「雙普選」
期程。香港情勢的變化引發國際關注及對香港自治緊縮的憂慮。此同時促使中共調

整治港路線，以因應內外環境變化（Ma 2015, 52）。

二、2007∼2017年：突出中央監管角色，轉變一國、兩制權重

鑒於香港本土抗爭與外力干涉，中共於是調整治港政策。2007年十七大報告
雖仍尊重兩制差異，提及信任香港同胞能力等用語，但出現愛國、反外力的政治要

求，以及加強與大陸交流的任務。這顯示中共受到內外情勢變化的影響，加重管治

力度。「鼓勵香港、澳門各界人士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和衷共濟⋯⋯；加

強內地與香港、澳門交流合作⋯⋯；⋯⋯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事務」

（新華社 2007）。2008年香港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在《學習時報》刊文，倡言
中聯辦做為第二支管治隊伍的角色（曹二寶 2008）。2010年十二五規畫將港澳單
列成章，強化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然而，此舉加劇港民的反感。2012年港
民發起反國教運動與反水貨抗議，反映不滿情緒外溢至社經日常生活的範疇。

2012年十八大報告納入了同年 7月胡錦濤在香港回歸 15週年講話的精神，直
指治港政策核心利益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新華社 2012a）。十八大報告也突出了「一國」及中央權力。「必須把堅持
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

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新華社 2012b）。在反對外部勢力方面，中共
以「防範和遏制」取代「堅決反對」。2014年爆發的佔中運動、雨傘革命，以及
2016年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創立，使中共認為港民「勾結外部勢力」，再度收
緊管控（齊正之 2015）。2017年7月，習近平赴港參加回歸20週年活動，聲稱「香
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須完善，須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

的關係」（新華社 2017a），預示十九大報告涉港論述的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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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階段（2017年∼現在）：明確「一國」憲制責任與經濟「兩

制」功能

十九大報告雖仍高舉一國兩制大旗，但高調凸顯「一國」。首先，進一步限

縮香港自治權。「必須把維護中央對港澳特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

自治權有機結合」（新華社 2017b）。其次，將港府責任上升至憲法位階。「要
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新華社 2017b）。最後，將「港人治港」範圍限縮為
「愛國者」。「我們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新華

社 2017b）。另十九大報告雖保留《基本法》敘述，維續香港獨特經濟功能，但明
示將香港以粵港澳三方合作、港澳居民到內地發展的方式，融入中國大陸的社經

體系。大陸為主，特區為輔的主從關係非常明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

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新華社 2017b）。
十九大之後，中共著手強化「一國」框架。2017年 11月要求港府立法落實《國

歌法》。2019年 2月首度以公函方式，要求港府就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一事向國
務院提交報告。同時，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藉構建「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城市群，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共的強勢作為引發港民激烈反彈，形成惡性循環。2019年 4月，港府提交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時，不滿情緒全面爆發，導致為時一年多的反送中運動。

2019年 11月起，美國接連通過《香港民主與人權法》、《香港自治法》。英國、
加拿大、澳洲提出有利港民入境居留的政策。同年 11月習近平於巴西金磚國家領
導人會議首次針對香港議題表態，重申「止暴治亂，恢復秩序」是「最緊迫的任

務」，之後中共變得更強硬。2020年 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版國安法》）。2021年 2月，夏
寶龍擔任港澳辦主任一年後首次公開發言，稱愛國者三大標準為：（一）不從事危

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二）尊重和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特區

憲制秩序；（三）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並聲明禁止「亂港者」進入港府管治

團隊（周禮希、林劍、林嘉洛 2021）。3月，全國人大修改香港選制。12月，中
共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民主發展》白皮書，批評「反中亂港」與外部敵對勢力挑

戰一國兩制底線，以奪取管治權（新華社 2021）。



 十九大之後中共涉港體系的機構調整與人事調動：以組織路線確保政治路線的實現　9

2022年 7月 1日，習近平在回歸 25週年講話中特別強調，沒有「一國」，就
沒有「兩制」。「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權的源頭。」為了達到「全面管治」目標，「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港澳

辦 2022）。由此可見，中共治港路線已轉變成「一國」高於「兩制」。在經社領
域才有「兩制」的差異，在政治領域僅有「一國」。

10月，在上述講話基調下，二十大報告強調香港政治、經濟皆為國家服務。
報告突出《港版國安法》、「愛國者治港原則」助港「由亂到治」，另側重「由治

及興」之政策規劃。在中央權力上，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由「有機

結合」變為「相統一」，強化治港的主動性及正當性。在司法方面，述明「落實

特區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等要求。經濟方面，強調並維持兩制功能

性。「發揮香港、澳門優勢和特點，鞏固提升香港、澳門在國際金融⋯⋯等領域地

位⋯⋯。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新

華社 2022）。社會維穩方面，首度寫明「打擊反中亂港勢力」，並強化港民愛國
精神，「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新華社 2022）。

整體而言，若將十五至二十大報告依對香港政治、經濟管控強度來區分，可

發現中共藉突出中央管理者角色、重新詮釋「港人治港」、限縮香港政治空間、賦

予經濟「兩制」發展任務等方式，逐步明確一國兩制的新內涵。中共在政治上「內

地化」香港的同時，維持經濟「兩制」特色。本文將在後續章節說明，中共如何在

十九大報告調整政治路線後，透由組織路線相應調適，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貫徹「愛國者治港」。

肆、中央層級的涉港機構

討論中共治港政治路線之後，本文把焦點轉移到十九大之後的組織路線，組織

路線包括機構配置和人事布局兩面向。本節討論位在北京的涉港機關，包括港澳領

導小組、大灣區領導小組和港澳辦，下一節則討論中央派駐香港的機構。本文將以

地位、職權、人事三方面勾勒各機關在十九大前後的變化。

一、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制度是中共決策過程中常見的機制，用以強化跨部會協調和政策統籌

（周望 2015, 97; 陳玲 2015）。議事協調機構依據權威高低劃分，分別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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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小組、協調小組等名稱出現，還可從負責人的職務高低看出地位差異。議事協

調機構的功能有二：一為中央重大決策前的意見諮詢、整合，以及政策方案的研

擬，扮演黨務與政務系統間的協商橋梁；二為中央決策後的具體工作落實，並監督

相關政府部門是否貫徹政策（趙建民、吳仁傑 2019, 80）。由於習近平強調頂層設
計，2018年全面深化、財經、外事，以及網路安全與信息化等四個領導小組提升
為委員會，從議事協調機構轉變為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以集中權力、整合資源、強

化黨的權威（學習時報 2018）。
港澳領導小組是中共中央領導港澳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地位高於大灣區領導

小組。港澳領導小組的前身為 1978年 8月成立的中央港澳小組。香港回歸初期，
中央港澳小組很少亮相。2003 年爆發反 23 條立法遊行後，中共警覺香港情勢異
狀，同年 7月成立港澳協調小組。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港澳協調小組在 2020年
2月升格為領導小組。港澳領導小組的職能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開
展工作，對學習貫徹落實黨中央港澳工作的重大理論方針政策和涉及港澳工作的具

體問題進行研究部署、協調指導和督促檢查，研究港澳工作重大問題，向黨中央提

出建議」（張建 2022, 55）。相較協調小組時期，港澳領導小組的統籌能力獲得強
化，便於全面領導港澳工作（韓成科 2023）。不過，港澳領導小組應非決策議事
協調機構。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主要負責特定領域之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

及整體推進，且由總書記擔任負責人，因而具相當獨立決策權（張克 2018）。港
澳領導小組不符合這兩個標準。

在人事組成上，港澳協調小組（或領導小組）設有組長、副組長、成員和辦事

機構，並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組長。2003年 7月，曾慶紅（國家副主席）擔任港澳
協調小組首任組長，副組長為廖暉（港澳辦主任）、唐家璇（國務委員）、劉延東

（中央統戰部長），牽頭協調 18個部門（張仕賢、陳筑君 2008, 75-76）。
3

３ 五年
後，習近平（國家副主席）接任組長。2013年李源潮接任國家副主席，但並未入
常，組長改由張德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擔任。習近平與張德江任組長時，

均依「間接管治」模式，赴港聽取意見，並做原則性宣示。
4

４

2017年 10月，十九大報告課以港府維護一國的制憲責任。2018年 4月，韓

註３	  港澳協調小組成立時，共有來自廣東省（省長黃華華）、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外交部、國
安部、公安部、國臺辦、發改委、商務部、海關等 18個部門的官員參與，唯未見完整名單。

註４	  如 2008年 7月習近平赴港察看奧運馬術比賽場地，與港府官員會面。他聲稱中央對港政策、對港工
作機制「兩個不變」（中國新聞網 2008）。2016年 5月張德江出席港府主辦的「一帶一路」論壇，
首次與泛民派議員閉門會談，並公開肯定香港本土意識、批評港獨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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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務副總理）擔任港澳協調小組組長，成為分管港澳工作的領導人。副組長包

括楊潔篪（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尤權（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央統戰部部長）、王毅（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張曉明（港澳辦主任）

等四人。韓正同時擔任大灣區領導小組組長，顯示中共強化對港政治管制與經社整

合的用意。

2020年 2月，港澳協調小組升格後，韓正擔任小組組長，夏寶龍（全國政協
副主席、港澳辦主任）擔任常務副組長，趙克志（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擔任

副組長。6月 3日領導小組首次亮相，韓正、夏寶龍、趙克志同時現身。副組長首
次由公安部長擔任，顯示政法系統在香港問題的重要性大增。小組成員是原為港澳

協調小組副組長的李希（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駱惠寧（香港中聯辦主

任）、傅自應（澳門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此

時，港澳辦和香港、澳門兩個中聯辦雖然都是正部級單位，但政治地位已有落差。

同日，韓正向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下一步立法旨在嚴懲從事危害國

安行為的極少數人，健全香港維護國安法制及執行機制，一改過去協調小組以檯面

下運作為主的作法（祁培育 2020）。6月 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版國安
法》。

2023年 3月，韓正當選國家副主席，丁薛祥接替韓正出任常務副總理。丁薛
祥接管港澳事務，擔任港澳領導小組組長。同月，《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公

布，中央港澳辦在原港澳辦的基礎上組建，保留原有牌子，並做為領導小組辦公

室。由於兩個機構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除了涉港事務改由中共中央領導，

國務院影響力降低之外，對涉港指揮鏈的影響不大。夏寶龍雖不再擔任全國政協

副主席，但續任港澳辦主任和港澳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港澳辦 2023a）。媒體報
導，小組共有五名副組長，餘四人分別為石泰峰（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陳文清（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

央政法委書記）、王毅（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2023年 7
月再兼任外交部部長）、王小洪（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陳

婧 2023）。除了夏寶龍以常務副組長名義出席活動外，尚未見其他人以副組長職
銜亮相。小組成員包括黃坤明（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鄭新聰（澳門中聯

辦主任）、鄭雁雄（香港中聯辦主任）和王偉中（廣東省省長）。

整體來看，中共涉港體系中最重要的港澳協調小組在 2020年 2月升格為領導
小組之後，統籌事務的主導權提升。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擔任常務副組長，香港、澳

門兩個中聯辦主任從副組長降為小組成員。如此一來，中共涉港體系正部級以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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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和主管之間的指揮關係正朝著「港澳領導小組—港澳辦—香港中聯辦、澳門

中聯辦」的垂直指揮鏈的方向邁進（圖 1）。待兩個中聯辦主任擔任港澳辦副主任
的人事配置定型後，指揮鏈便完成布署（詳見對港澳辦的分析）。

圖 1　中共調整涉港指揮鏈組織圖

說明：灰底為 2017至 2023年間經中共調整之涉港機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前一節提到，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香港、澳門納

入國家發展大局。2018年 8月，國務院設立大灣區領導小組。大灣區領導小組是
第一個包含香港、澳門特首在內的中央領導小組。中共中央議事協調機構是黨內組

織，黨籍成為必備條件。在一國兩制的脈絡下，香港特首依法不得具政黨黨員身

分，慣例上中共也不在香港公開活動與吸收黨員。
5

５ 因此，歷屆香港和澳門特首均

註５	  依據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31條，當選人應做出法定聲明，表明其不是任何政黨成員，任內
也不會加入政黨。另外，2017年起中共在港活動逐漸檯面化（麥燕庭 2017）。

駐港部隊
(彭京堂)

中共政治局及其常
委會

外交部駐港公署
(新特派員人選不詳)

中央港澳工作領導
小組(組長丁薛祥)

香港特區政府
(李家超)

港府主要官員
(3司15局)

香港國安委
(李家超)

安全事務司
(王振民)

宣傳司
(曾健)

港澳辦
(夏寶龍)

信息中心
(陳小兵)

香港中聯辦
(鄭雁雄)

駐港國安公署
(董經緯)

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丁薛祥)

中央軍委 國務院



 十九大之後中共涉港體系的機構調整與人事調動：以組織路線確保政治路線的實現　13

不是港澳協調小組（或領導小組）成員，國務院的議事協調機構則無此限。

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的重大發展戰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大灣區領

導小組指導，推促廣東、香港、澳門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重點工作

（何立峰 2021, 6-7）。為有效整合粵、港、澳三地不同的關稅、貨幣、法律等制
度差異，領導小組除了負責「研究解決大灣區建設中政策實施、項目安排、體制機

制創新、平臺建設等方面的重大問題」外，也扮演整體政策落實的決策與協調角色

（張福磊 2019, 100-101）。也就是說，大灣區領導小組是國務院位階最高的跨域
治理機制，從宏觀上建構符合粵港澳三地公共利益之制度（楊愛平、林振群 2020, 
53-54）。

大灣區領導小組的設置改變 1998年廣東省與港府設立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做
為協調機制的作法。當時雙方輪流於廣州、香港兩地，共同主持雙邊合作及建設規

劃。大灣區領導小組的出現反映中共在推動粵港澳社經合作發展時，透過中央主導

的跨境小組，從「全國一盤棋」的視野，將港澳整合到區域發展中（蕭督圜 2021, 
96-98）。香港、澳門和內地其他政府一樣，成為配合中央布局的單位。大灣區領
導小組在北京開會，組長主持會議、統籌決策，確保各階段重點工作目標準確傳達

予小組成員，迄今（2023年 7月）已召開三次全體會議及一次專題會議。在經濟
上，香港繼續實施與內地有別的資本主義體制，但議價權和話語權已經減弱。

大灣區領導小組成立之初，由韓正擔任首任組長，李希（政治局委員、廣東

省委書記）、何立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為副組長，成員包括張曉明

（港澳辦主任）、王志民（香港中聯辦主任）、傅自應（澳門中聯辦主任）、林鄭

月娥（香港特首）、崔世安（澳門特首）。大灣區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由該單位的地區經濟司承擔具體職責。香港經濟政策由自主發展開始

轉為配合中央規劃。二十大以後，中共尚未公布大灣區領導小組最新名單，可能成

員若依前述職務的現任者，則組長為丁薛祥，副組長為黃坤明（政治局委員、廣東

省委書記）、鄭柵潔（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成員包括夏寶龍（港澳辦主

任）、鄭雁雄（香港中聯辦主任）、鄭新聰（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家超（香港特

首）、賀一誠（澳門特首）。然而，2023年 9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記者宣介《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時，發改委黨組成員郭蘭峰表示，將

成立「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統管現有的重大戰略領導小組（國新辦網站 
2023）。目前中共未正式公布大灣區領導小組是否將進一步調整、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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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澳辦

港澳辦是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分拆而來，1978年 5月秘密成立，1982年才正
式公布。它是協助辦理港澳事務的辦事機構，也是港澳小組辦公室。中共與英國進

行香港問題談判之後，港澳辦的編制逐漸擴大。港澳回歸後，港澳辦編制再經調

整。2014年時，港澳辦內設七個司，以及港澳研究所、機關研究服務中心兩個事
業單位。此後，港澳辦的內設機構長期穩定。

2017年十九大迄今，港澳辦的機關屬性與職掌、領導幹部配置，以及內設機
構均出現變動。在機關屬性與職掌方面，二十大報告揭櫫香港「由治及興」的政治

任務後，依據 2023年 3月《黨和國家機構改方案》，中央港澳辦在港澳辦的基礎
上重新組建。港澳辦由國務院辦事機構轉為中共中央辦事機構之後，它的政治地位

隨之提高。藉由黨務機關地位高於同級政府機關的慣例，中共彰顯港澳辦與香港中

聯辦之間的地位差距。同時，港澳辦的工作職掌在原先側重協調執行的基礎上，新

增了調研、統籌和監督的功能。港澳辦原先的八項職掌多屬意見諮詢、政令傳達、

聯繫協調範疇。升格後，港澳辦負責「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

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新華社 2023）。
2023年 3月中央港澳辦成立後，4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首度「考察」香港（港

府新聞公報 2023）。與 2011年 6月王光亞的「應邀工作考察」相比（港府新聞公
報 2011），夏寶龍的「考察」二字凸顯中央政府與港府的上下關係。他更在立法
會與全體議員進行閉門會議與政治指導，寫下 1997年以來首位中央官員親臨立法
會指導的紀錄。

在領導幹部配置方面，港澳辦出現兩點變化。一是藉由黨政交叉任職的方

式，確認港澳辦的地位高於香港、澳門兩個中聯辦；二是港澳辦出現領導職務「內

升改外補」的趨勢。從 2020年起，中共便透過人事調動，逐步將港澳體系調整為
港澳辦為主、香港中聯辦為輔的模式。2020年 2月，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出任
港澳辦主任，原主任張曉明降調為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仍為正部級）。這是首度

由具地方歷練的副國級幹部出任港澳辦主任，而不是由港澳系統內升。同時，中共

打破慣例，任命香港、澳門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傅自應「兼任」港澳辦副主任，並

繼續擔任原職，於是港澳辦出現「一正六副」的情況（港澳辦 2020a）。
6

６ 5月，夏

註６	 當時港澳辦官網特別以括弧標註兩人是「兼任」副主任，故應非「專任」（港澳辦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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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龍擔任港澳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駱惠寧、傅自應則只是小組成員。

2022年 5月至 2023年 7月之間，港澳辦與香港中聯辦主要領導職務出現人事
調動。2022年 5月，鄭新聰新任澳門中聯辦主任，但未兼任港澳辦副主任。6月，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改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2月，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平
調澳門中聯辦副主任。此時，港澳辦人事安排暫時回到「一正三副」格局。2023
年 1月，原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升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仍未擔任港澳辦副主
任。

2023年 7月以後，港澳辦再度出現香港、澳門中聯辦主任擔任港澳辦副主任
的人事安排。7 月，中共公布港澳辦為「一正五副」，副主任依序為周霽、鄭雁
雄、鄭新聰、楊萬明、王靈桂。其中周霽是港澳辦常務副主任（正部級），原為河

南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香港、澳門中聯辦主任擔任港澳辦副主任，位列常務

副主任之後。此次港澳辦官網未註明鄭雁雄、鄭新聰是兼任，顯見已改為港澳辦專

任副主任（港澳辦 2023b）。這些人事安排彰顯港澳辦高於兩個中聯辦的意涵，避
免三個機構在機構級別、主官級別都相同時，可能出現的協調問題。

7

７ 如此一來，
「港澳領導小組—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的指揮鏈已經完成強化。

此外，中共一改過去港澳系統內升的模式，從政法、外交等系統抽調幹部擔任

港澳辦領導職務。早年港澳辦主要領導官員（正副主任、黨組成員）多在港澳系統

長期工作，但十九大後僅剩向斌一人出身港澳系統。2018年 12月，中共指派原中
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社會科學院紀檢監察組組長鄧中華任港澳辦副主任，是首位政

法背景的副主任。2019年 9月港澳辦綜合司長向斌升任黨組成員。2021年 1月，
原廣東省監察委員會主任施克輝調任中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紀

檢監察組長。2022年 3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反恐研究專
家王靈桂出任副主任，原副主任宋哲、鄧中華去職。4月，中共增補原駐巴西大使
楊萬明為副主任。2023年具政法背景的周霽、鄭雁雄分別接任常務副主任、副主
任。8月，中共將楊萬明調離港澳辦，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

從上述幹部更迭的時間可以發現，受到反送中運動的影響，中共加速調整港澳

辦人事的步調，並密集從非港澳系統中選派幹部到港澳辦擔任領導職務。2019年 9

註７	  黨政交叉任職是中共黨國機器運作中常見的人事手段，用來解決同級單位間政治地位高低的問題，
以便強化部門協調。如文化旅遊部部長胡和平同時擔任中央宣傳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其意味

就是前者的地位低於後者，前者在相關業務上要接受後者的指導。香港中聯辦主任擔任香港國安委

顧問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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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反送中運動激起三場百萬人遊行，促使立法會議員向習近平致發公開信，指

出港澳辦誤判香港情勢的嚴重性，實情無法上達，損害中共治港威信（BBC 2020a; 
林景輝 2019）。本文推斷，出現誤判香港情勢的弊端後，中共不再完全信任港澳
系統內升上來的人。故而，抽調具備反恐、地方治理等專業的幹部進入港澳辦，防

止因原有的部門利益與關係網絡干擾中央政策的落實。因此，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

同時出現外補非港澳系統幹部擔任領導職務的現象。

在內設機構擴編方面，2021年港澳辦的內設單位增為秘書行政司、綜合司、
政研司、聯絡司、交流司、法律司、宣傳司、安全事務司、機關黨委（人事）九個

正司局級內設機構，其中安全事務司、宣傳司為新設單位。
8

８ 9月，中共指派前香
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擔任安全事務司司長。王振民專精《憲法》及《基本

法》，他的法律專長協助中共鞏固對港「全面管治」的合法性，將涉港安全事務運

作機制予以法制化。此外，鑒於港澳辦既有對外發言模式不足以應處香港抗爭運

動，以及港澳辦與港府「不同調」的情況有損中央權威，中央爰新設立港澳辦宣傳

司。
9

９ 2022年 1月中共指派宣傳司長曾健、副司長徐露穎擔任港澳辦發言人，就涉
港事件積極發表評論，爭奪話語權。2023年 10月，港澳辦更新官網，公布內設機
關由九司改為 10局（未公布人事名單），除將負責內務的單位改為秘書局、機構
黨委（幹部局）外，並把原來的業務司重組擴編為一至八局，按照政治、經濟、文

教、宗教、宣傳、法律等領域，細化各項港澳事務分工職責（馬靜 2023）。

伍、中共派駐香港機關

討論完中央層級的涉港機構後，本文接著探討中共派駐在港機關。基於清末列

強侵略和國共內戰等歷史遺緒，中共在建政後派遣特定職能機關常駐香港，執行外

交、國防等事務，並體察民情脈動。依在港組建時間順序，這些派駐機關分別是香

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駐港部隊、駐港國安公署。

註８	  依據港澳辦官網，安全事務司「承辦涉港、澳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安』相關協調工作」，宣傳司「承
辦涉港澳新聞宣傳相關工作，承擔港澳駐內地媒體和記者管理工作，承辦新聞發布工作」。另外，

十九大後港澳辦九個內設單位首長中，共有六個部門出現人事異動，除了安全事務司及宣傳司外，

綜合司、政研司、交流司、機關黨委司亦出現部門首長更迭，惟目前尚無完整資料。

註９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港澳辦打破向媒體送發「發言人談話」之書面通稿慣例，7月底罕見由兩
名發言人至國新辦記者會，針對香港事務發表意見。8月 12日港澳辦發言人聲明，稱香港出現「恐
怖主義的苗頭」，當日稍晚的港警記者會卻稱「現階段未到恐怖主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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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中聯辦

香港中聯辦是國務院派出機構，與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港工委）是

「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的關係。
10

１ 香港回歸前，中共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名義活動，
並在 1980年代逐步擴大其編制。

11

１ 2000年 1月，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香港中聯
辦，承擔「（一）聯繫外交部駐港公署及共軍駐港部隊；（二）聯繫並協調內地有

關部門管理在港中資機構；（三）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

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

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四）處理有關涉臺事務；（五）承辦中央政府交辦的

其他事項」等職責（姜恩柱 2016, 258-287）。2017年十九大前，香港中聯辦內設
單位幾經縮減、增編，最終定為 24個。中共除依據地域設立港島工作部、九龍工
作部等專責機關外，並針對教育、科技、法律等專業領域及青年、社團等群體，增

設對應單位，以強化對香港社會的掌握。

十九大後，香港中聯辦的組織和運作模式出現三個變化。首先，強勢介入香

港內部事務，削減弱化港府的自主空間。香港中聯辦相對於港澳辦是政治地位較低

的機構，受其指導；但相對於港府，卻是強勢機關，具有指導監督港府的權力。

2020年 1月，駱惠寧就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之後，開始強勢介入香港事務，舉例來
說，4月 13日至 15日，香港中聯辦高調批評泛民派立法會議員郭榮鏗等蓄意阻礙
立法會運作，為過去所未見，引發輿論譁然。香港大律師公會引用《基本法》第

22條中央政府所屬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規定，呼籲香港中聯辦保持克制。17
日中聯辦公開聲明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對港行使監督權，不該條約束（香港中聯辦 
2020）。18日港府新聞稿表示，中聯辦屬於 22條所指的機關，須遵守香港法律，
但稍晚就改口接受中聯辦的立場，22日港府政制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遭到調職（BBC 
2020b），這起事件彰顯香港中聯辦對港府的主導性和監督角色。另外，2021年 9
月起，香港中聯辦透過「落區聆聽」蒐整香港社會民情，據此擬定待辦清單，交港

註１	  中共建政後，負責港澳工作的黨組織是港澳工作委員會（簡稱港澳工委）。1983年 6月江蘇省委第
一書記許家屯接任書記，港澳工委升格為省部級中央直屬機關。1991年 9月，中共將港澳工委拆分
為港工委及中共澳門工作委員會，由中央直接領導，並在保留港工委正部級的前提下弱化其地位和

職能，使其在實務運作上低港澳辦半階（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00, 
222-227）。

註１	  許家屯主政期間公開新華社香港分社組織架構，雖未公開港澳工委編制，但其部門組成應與新華社
香港分社相同，僅名稱相異，例如因應港民對統戰一詞的反感，將統戰部改為協調部，將國安部及

公安部的工作統括為保安部（許家屯 199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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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執行，例如中聯辦副主任何靖、羅永綱等訪貧問苦之後，允諾將獨居老人、弱勢

群體、公共住房等民眾訴求，轉知港府改善（香港中聯辦 2021）。中聯辦親上一
線後，港府的自主空間再度被壓縮，兩者地位強弱立現。

其次，調整內設機構，並強化隱蔽性。2018年 9月香港中聯辦內設單位取消
監察室，並將深圳培訓調研中心與深圳辦事處做為「兩塊招牌」。2019年反送中
運動時，中央高層南下前往深圳紫荊山莊（即深圳培訓調研中心，為香港中聯辦之

後勤基地）瞭解情勢。10月，中共移除官網上深圳培訓調研中心及其地址，僅留
下深圳辦事處。此舉或為避免突出深圳辦事處與中央對港發布指令的「前線」紫

荊山莊位處一地，並保持該中心的低敏感性。
12

１ 另外，香港中聯辦下轄之北京辦事
處、深圳辦事處改名為北京聯絡部、深圳聯絡部，以便和廣東聯絡部的名稱一致，

級別不變，仍屬廳局級。

第三，強化輿情管控能量。2019年 1月，香港中聯辦開設官方微信公眾號，
宣介「一國兩制」。3月，《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任仲平寫作小組成員盧新寧調
任中聯辦副主任，強化對港宣傳工作。2020 年 4 月，中聯辦重新設立發言人。7
月，增設信息中心。以透過「官方權威發言」統一言論口徑，重新詮釋「一國兩制」

內涵。

在人事方面，非港澳系統幹部到香港中聯辦任職是十九大之後該部門的一大特

徵。24名局級幹部中雖多屬長期在港澳系統任職者，但新任命的領導職務多由外
部幹部出任，也有不少中低層幹部是外補進來。香港中聯辦除了配置一名主任、秘

書長之外，經常維持六名副主任，分管經濟、政法、意識形態、地方統戰等事務。

2019年盧新寧出任副主任、2020年駱惠寧接任主任之後，2021年 2月，原最高人
民檢察院辦公廳主任、最高檢新聞辦主任王松苗調任秘書長。3月，原全國政協港
澳臺僑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尹宗華調任副主任。7月，前湖北省常委兼政法委書記羅
永綱由澳門中聯辦副主任一職，平調香港中聯辦副主任。2023年 1月，鄭雁雄取
代駱惠寧，成為首位政法背景出身、不具中委或候委身分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這項

人事調整一方面顯示中共對香港維穩的重視，另一方面有香港中聯辦轉變為奉命辦

事的機關之意味。7月，原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源調任港澳辦排名第一的副
主任，他亦非港澳系統出身。

13

１

註１	  深圳培訓調研中心地址為深圳市南山區麗紫路 1號，深圳辦事處地址則是麗荊路 1號。麗紫路和麗
荊路的交叉點即為紫荊山莊（麗紫路 1號 /麗荊路 1號）所在地（中國毒理學會 2016）。

註１	  同時原排名第一的副主任陳冬轉任福建省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目前中聯辦現任的 5位副主任中
僅何靖為港澳系統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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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17年 10月十九大至 2023年 7月間，香港中聯辦 24個內設單位，共
有 20名主管異動，其中協調部長朱文、研究部長雷海秋、社團聯絡部長鍾吉昌、
社會工作部長羅建君、臺灣事務部長張強、青年工作部長張志華、法律部長劉春

華、港島工作部長薛慧君、九龍工作部長郭亨斌、新界工作部長李薊怡、北京辦事

處主任蘇玉軍、廣東辦事處主任范克勝、深圳辦事處主任羅育淼、信息中心主任

陳小兵等 14人皆由香港中聯辦內部調升。其餘六人除了行財部長陳志斌查無來例
外，警務聯絡部長陳楓、教育科技部長王偉明、經濟部長徐衛剛、宣傳文體部長鄭

琳、人事部長王奉朝五人是外補進來的。另外未異動的四名，包括查無資訊的信息

諮詢室主任、保安部長、辦公廳主任，以及由機關工作部副部長扶正的王克忠。

2021年 1月，香港中聯辦出現大規模人事調整，涉及 240個職位。除了改變
過往聘用條件，調派大批不諳粵語、首度駐港的中低階幹部之外，並強化黨紀要

求，「甚至出外見人也要寫報告」。工作重點也由政治層面，擴大至香港經濟、民

生議題（鄭寶生 2021）。中共對香港中聯辦「摻沙子」般的人事布局有兩個考量：
（一）中共仍需要熟悉香港社會民情的局級「小主管」執行政策，但為打破既有的

部門勢力，強化中央集中領導，局級幹部的上級長官（領導幹部）和下屬（中低層

幹部）多為外補。（二）中共認為香港中聯辦隱匿實情是無法快速、有效控制反送

中運動的主因之一，並且嚴重誤判 2019年 11月香港區議會選勢，使得泛民派聲勢
大漲（甄樹基 2019; Zhai, Pomfret, and Kirton 2019）。因此，增加駐港機關的外補
幹部人數，形成內部制衡，減緩訊息來源過於單一的弊端。

二、駐港國安公署

十九大報告論及港府的憲制責任後，2019 年 10 月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提「建
立特區維護國家安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2020年 7月，中共依據《港版國安
法》，新設立駐港國安公署（副部級），職責為「（一）就國安重大戰略和重要政

策提出意見；（二）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履行維護國安職責；（三）收集分

析國安情報訊息；（四）辦理危害國安犯罪案件」（新華網 2020）。
中共以駐港國安公署為軸，建立香港國安體系。2020年 7月，依據《港版國

安法》，港府新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下稱香港國安委）。香

港國安委不僅是香港首個國安專責機構，同時改變港府應處國安事務的機制，讓中

共以公開、合法的方式介入香港國安事務（圖 2）。中共一方面依據該法指派中聯
辦主任擔任香港國安委顧問，列席香港國安會議，對香港國安工作進行指導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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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條、15條），另一方面強化駐港國安公署對香港國安事務的工作領導（第
49條、55條）。首先，中共法制化駐港國安公署對香港國安委的監管，框限港府
自主性，並賦予駐港國安公署將「香港特殊國安案件」，逕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檢察院處理之權力（第 56條、57條）。其次，駐港國安公署擁有對港府律政
司維護國家安全檢控科、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負責人之審核權，人選須先書面徵

求駐港國安公署意見（第 16條、18條）。第三，駐港國安公署可與香港國安委召
開協調會議，向分管國安處的警務處副處長、主管維護國安檢控科的律政司司長

圖 2　中共新建香港國安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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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中共和港府新設國安機關以灰底標示。另中共介入香港國安工作運作機制為：（1）透過駐港國安公署指

導香港國安委特定工作；（2）香港國安委交辦港警國安處偵蒐調查；（3）國安案件交由維護國安檢控科

進行檢舉及控訴工作；（4）香港特首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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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香港國安委成員，下達國安相關的偵蒐、調查、檢控等任務指示（第 14條、17
條、53條）。

14

１ 另外，特首在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前，可徵詢駐港國安公署意見
（第 44條）。

駐港國安公署迄未公開內設機構架構與編制，僅知有一名署長、兩名副署

長、一名紀檢組長，以及兩名局級幹部，其餘均不詳。2023年 1月，首任署長鄭
雁雄（原廣東省委常委、秘書長）調任香港中聯辦主任。7月中旬，原國安部副部
長董經緯接任該職。董經緯專長為反間諜滲透，曾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共或借

重其國安及法治專長，加大管控境外勢力在港活動、非傳統安全（商業竊密、金

融穩定）等風險，並以國安實務專業強化港警國安執法效能。副署長李江舟曾任

香港中聯辦警務聯絡部長，並長期在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曾擔任該局正副局長

職務。另一位副局長孫青野（又名孫文清）曾在新聞界工作，但被《環球時報》指

稱具有國安背景（Chen and Fan 2020）。現任紀檢組長馬寅明原為中紀委國家監委
第十監督檢查室主任。兩位已知的局級幹部為辦公廳主任鄭澤暉與聯絡局局長鄧建

偉。鄭澤暉之前在廣東省公安系統任職達 14年，鄧建偉更長達 38年，從參加工作
起就一直在廣東省公安系統。上述人事安排凸顯駐港國安公署主要領導幹部多與公

安部和國安部有關。另外，考量廣東省與香港的地緣關係，如過去廣東省委組織部

第四處主管潛伏在港的地下黨員、粵語溝通無礙等，推斷國安系統可能倚重廣東省

來負責駐港國安公署。 

三、外交部駐港公署

1997年香港回歸，外交部駐港公署（副部級）應運而生。公署負責六大工作：
「（一）處理有關香港的外交事務；（二）協調處理香港參加國際組織、國際組織

機構在港設立辦事機構、港府舉辦政府間會議等相關事宜；（三）處理國際公約在

港適用、香港與外國談判或締結雙邊協定有關事宜；（四）協調處理外國在香港設

立領事機構或官方、半官方機構事宜；（五）承辦外國航空器和軍艦訪問香港有關

事宜；（六）承辦中央政府及外交部交辦其他事項」（專題資料庫 2000）。外交部

註１	  依據《港版國安法》，駐港國安公署可透過對香港國安委的監督、指導，管控香港所有的國安部門。
香港國安相關部門應個別與駐港國安公署的工作部門建立協作機制，加強行動配合、訊息共享。港

府另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賦予港警國安

處特殊權力，包括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提供資料、對具國安疑慮者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等，並於 2020年 7月 7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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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公署起初有辦公室、政策研究室、國際組織部、條約法律部、領事部（包括中

國人證件處、外國人簽證處、綜合處）等五個內設單位。2006年新增新聞及公共
關係部後，內部組織迄未變（徐振邦、陳志華 2007, 114）。

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編制為特派員搭配二名副特派員，2009年起增配置一
名副手，形成「一正三副」。十九大之前特派員由資深副部級外交官接任，之後則

改從正司局級外交官遴選晉升，如謝鋒曾任駐印尼大使、劉光源曾任駐波蘭大使。

由於早年特派員較為年長，離任後多數直接退休或轉往宋慶齡基金會、外交學會、

全國政協外委會等二線崗位，僅宋哲一人轉任港澳辦副主任。十九大後，謝鋒從特

派員一職調為外交部副部長，繼續在一線崗位服務。謝鋒因在反送中期間「敢於鬥

爭」，強硬回應美英等國批評，是首位獲重用的特派員（星島日報 2021）。接替
謝鋒的劉光源曾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務司司長，是首名具有安全管理背景、國際反

恐合作經驗的特派員。劉光源延續謝鋒對外強硬的路線，上任後曾約見美國駐港總

理事，表達「三條紅線」之強硬立場（張謙 2023）。2023年 7月，劉光源調派香
港中聯辦第一副主任，是外交部駐港公署歷來任期最短的特派員，新任特派員人選

則未公布。

在 2009年以後，同期任職的副特派員中至少有一人會具備「中英聯合小組中
方代表」或港澳系統等相關經歷。2021年中共調派方建明、潘雲東為副特派員（二
人均有派駐港澳的經歷），並將 2018年甫任職的趙建凱調離。方建明曾任外交部
辦公廳副主任、外交部駐港公署二等秘書、一等秘書。潘雲東則曾任外交部港澳臺

事務司副司長和一級巡視員、外交部駐澳門公署副特派員等職務。2023年中共將
原副特派員楊毅瑞（曾任外交部駐港公署二秘）調任外交部港澳臺司司長，另調派

具國際法專長李永勝（曾任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兼法律顧問）任副特派員，

並署理特派員。

四、駐港部隊

1984年 5月，鄧小平向香港記者強調，堅持在香港回歸後在港駐軍。駐軍為
主權的象徵，不干涉香港日常活動及社會治安，僅在港府要求下協助災害或動亂應

處（許家屯 1993, 106-110）。依據《駐軍法》，駐港部隊四項防務職責為「防備
和抵抗侵略，保衛香港的安全；擔負防衛勤務；管理軍事設施；及承辦與涉外相

關的軍事事宜」（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 1996）。中共據實際需要調整駐港部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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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約八千至一萬人。
15

１

1996 年 1 月，共軍駐港部隊組建完成，由軍委領導，並受廣州軍區指導。
1997年7月1日，駐港部隊（正軍級）以首支陸（步兵旅）海（海軍潛艦大隊）空（航
空兵團）合成編制進駐香港。駐港部隊的後勤基地設於深圳觀瀾，訓練基地則位於

東菀黃江。2017年底，駐港部隊步兵旅改建為功勳合成旅，提升快速反應能力（華
新要聞 2023）。駐港部隊另設有新聞辦公室和法律處，處理新聞宣傳與法律相關
問題。目前無法得知十九大後駐港部隊內部編制是否出現新變化。

在人事編制方面，駐港部隊雖為正軍級單位，但駐港部隊司令員一直高配半

級，為副大軍區職。駐港部隊政委員原為正軍職，在 2005年 7月張汝成就任時也
高配為副大軍區職。2015年軍改之後，新任駐港部隊司令員和政委不再高配，恢
復正軍級。此外，在十九大之後，具廣州軍區（含軍改後的南部戰區）十年以上經

歷的軍官出任駐港部隊主要領導職務的比例，較十九大之前降低（表 1）。
16

１ 十九
大前，駐港部隊歷任司令員、政委共 13人，其中十人長期任職廣州軍區，佔比為
77%。三人來自其他軍區級單位，包括來自成都軍區的王繼堂、王增缽，以及來自
濟南軍區的張仕波。十九大後，四名主官中有二名有廣州軍區歷練，佔比為 50%。
不是廣州軍區出身的兩名分別是來自南京軍區的陳道祥和武警出身的彭京堂（專責

新疆反恐），兩人均為司令員。

在副軍級軍官方面，在十九大之前，納入計算的 37人軍官中，31人具備長期
的廣州軍區經驗，佔比為 84%。非出身廣州軍區者則多具總參謀部的背景，如陳
知庶、董朝、李維亞等。另有九人因資料不完整而未計算在內。十九大後，列入計

算的四名幹部中，有三名長期任職廣州軍區，佔比為 75%。只有孫居順曾在東部
戰區任職達十年，曾任該戰區政治部主任。另有二人未納入計算。此外，十九大

前，駐港部隊司令員和政委屬內升者計有六人，佔總體正軍職的 46%。而副司令
員、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參謀長的內升人數計有 17人，佔總體副軍職的 37%。
十九大後，司令員和政委內升的比例降至 25%，僅政委蔡永中一人屬內升，副軍
職幹部則無人內升。

整體而言，駐港部隊的人事布局有三個特點：第一、司令員和政委不再高配副

註１	  2019年反送中期間輪換部隊進入香港時，新華社新聞稿未出現「駐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部隊員額
和裝備數量保持不變」字句，人數或有增加。

註１	  在廣州軍區本部、省軍區、集團軍、駐港部隊和駐澳部隊等單位的工作經歷都納入計算。駐港部隊
主要領導職務包括正副司令員、正副政委、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司令員和政委為正軍級，但在軍

改前一度高配為副大軍區職。其他四個職務均為副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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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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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區（副戰區）職；第二、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軍官具有廣州軍區長期歷練的比

例降低，由駐港部隊內升的比例也降低，但「由內升改為外補」的變化趨勢沒有文

人幹部明顯；第三、現任司令員係武警反恐背景出身，可見中共對香港維穩的重視

程度。

陸、 以組織路線鞏固政治路線：涉港體系變化的總體
特徵

前兩節以各涉港機構為單元，梳理個別機構調整與人事調動，並比較十九大

前後的異同。本節將統整前面兩節的討論，提供總體性的視野。伴隨對新環境的定

性，中共會提出新的涉港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也隨之調整。中共在政治報告中雖然

沒有明示其治港的組織路線，但根據這幾年涉港體系的變化，可將其組織路線歸納

為「加強中央的統一集中領導」。換言之，十九大之後，中共以這個組織路線落實

「全面管治」的政治路線。這種集權的組織路線反映在三個趨勢：一、強化「港澳

領導小組—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的垂直指揮鏈，統籌規劃和落實其治港政

策。二、新建涉港國安體系，法制化中央政府與港府在安全議題上的主從關係和機

制運作。三、弱化涉港體系人事任用的內升考量，從港澳系統和廣州軍區（南部戰

區）外的機關調任涉港機構的主要領導職務，其中文職人員的外補趨勢又較軍職人

員明顯（表 2）。由於集權是習近平時代中共政治最重要的特點（Kou 2023），涉
港體系的集權趨勢反映出當前中共面對環境挑戰的慣性對策。

在強化垂直指揮鏈方面，中共強化港澳領導小組的角色，實施「以黨領政」和

「政經同步」的運作。2018年韓正出任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同時擔任大灣區領導
小組組長後，形成同一位常委負責涉港政治管控與經社整合。隨後，中共逐步理順

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的關係。2020年 2月，港澳協調小組升格為領導小組，港澳
辦主任成為常務副組長，香港中聯辦主任降為小組成員。2023年 3月，國務院港
澳辦升格為中央港澳辦。除了提升港澳辦決策調研權責外，中共還透過黨政交叉任

職方式，以香港中聯辦主任同時擔任港澳辦副主任，彰顯兩辦機構地位高低。

中共接著凸顯港府在央地關係中的從屬地位，淡化香港的特殊性。1997年以
後，香港特首第一次被納入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大灣區領導小組），從全國一盤

棋的視野，參與香港與內地的整合。此外，2023年 4月夏寶龍以港澳辦主任身分
首度「考察」香港，凸顯中央的監管和指導角色。最後，香港中聯辦加強對香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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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十九大以後中共涉港機構調整與人事調動特徵

政治路線

不再提到「尊重兩制差異」，納入中央對港澳「全面管治權」，對港澳政府課以「憲制責任」

組織路線

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

機構調整 人事調動

強化垂直指揮鏈 新建涉港國家安全體系
弱化涉港體系人事

任用的內升考量

中
央
層
級
涉
港
機
關

港澳協調

小組

• 升格為領導小組。

• 常務副組長由港澳辦

主任擔任。

• 小組成員包括港、澳

中聯辦主任。

• 公安部部長任領導小組副組

長。

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

領導小組

• 新設領導小組。中共

中央和國務院兩個涉

港的小組由相同常委

擔任組長。

• 港、澳特首納入領導

小組。

港澳辦

• 重新組建為中共中央

辦事機構。

• 港、澳中聯辦主任擔

任港澳辦副主任。

• 擴充港澳辦在決策調

研的職掌。

• 新設安全事務司。 • 領導幹部改為外補

為主。

• 領導幹部政法、反

恐專業背景比例上

升。

香港

中聯辦

• 主任為港澳領導小組

成員。

• 主任擔任港澳辦副主

任。

• 對香港事務的發言與

介入趨強。

• 主任擔任香港國安委的顧

問，列席香港國安會議，對

香港國安工作進行指導與監

督。

• 領導幹部改為外補

為主，政法比例上

升。

• 調派大批不諳粵語

幹部首度駐港，唯

仍有不少局級幹部

屬內升者。

鞏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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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公開發言與介入，壓縮港府施政的自主性，並藉此深化從屬關係。另外，四個

駐港機構在 2021年 6月建黨百年活動中，聯合舉辦「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
主題論壇」，打破中共過去避免在港公開活動的作法（人民網 2021）。港府則以
「特邀主辦」身分參與，首次公開討論中共與香港關係（江迅 2021）。

在新建涉港國安體系方面，中共藉由一條鞭的涉港國安體系，迅速壓制反送

中運動能量，排除境外勢力，箝控公民社會與媒體自由，掌控政治過程，落實中共

十九大後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政治路線。此外，中共藉由將公安部部長加入

港澳領導小組，並在港澳辦新建安全事務司，擴大中央涉港機關對國安事務職權和

主導性，這也凸顯了國安是當前涉港工作的核心之一。2023年 7月國安部副部長

中
央
派
駐
香
港
機
關
　
　
　
　
　
　
　
　
　
　
　
　

駐港國安

公署

• 在港新設的國安專責機構。

• 具監督、指導、協調香港國

安委的法定職能。

• 得將香港特殊國安案件逕交

最高人民法院、檢察院處理。

• 港府律政司維護國安檢控

科、港警國安處負責人之選

派須先書面徵求駐港國安公

署意見。

• 可與香港國安委召開協調會

議，並下達國安相關的偵

蒐、調查、檢控等任務指示。

• 特首在指定國安案件法官前

可徵詢駐港國安公署意見。

• 領導幹部以外補為

主，內升為輔。

• 領導幹部多與國安

部、公安部有關。

外交部駐

港公署

• 十九大後新任特派

員有國際反恐合作

經歷。

解放軍駐

港部隊

• 領導幹部改外補為

主，地緣關係已非

考量重點。

• 現任司令員有武警

反恐背景。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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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經緯調任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顯示中共將強化駐港國安公署協調廣東省等地方國

安機關的意涵，避免香港成為國安的薄弱環節。

此外，根據《港版國安法》，香港中聯辦主任擔任香港國安委顧問，並新設駐

港國安公署，擁有對香港國安委的指揮、監督，以及對港府國安相關部門的人事審

核、任務指導等權力。當駐港國安公署可藉由香港國安委掌握香港安全工作，以及

國安案件從調查、控訴到審判之流程之際，香港檢調司法系統原有的無罪推定及保

障人權的原則遭到削弱。例如港警國安處具備突擊搜索、監聽網偵、約談審訊等權

力，使其成為駐港國安公署貫徹「全面管治」的執行機關。

在弱化涉港體系人事任用的內升考量方面，中共大量調派非港澳體系出身的幹

部擔任港澳辦、香港中聯辦、駐港部隊涉港體系領導職務，藉以強化條條的力量，

減弱塊塊的部門勢力。無論是文人或軍官，原有內升的慣例均遭弱化，僅程度的

不同。除了考慮集權的需要，也反映中共避免港澳系統既有利益集團的糾結，造成

實情無法充分上達的情形，一如 2019年反送中運動、香港區議會選舉般的隱瞞情
勢、研判錯誤等情形。換言之，地緣關係已非任用涉港領導幹部的重點。

此外，在人事布局上，中共採取嚴控筆桿子（宣傳）、伸進刀把子（政法），

以及穩住槍桿子（強制力量）策略，大幅調整各涉港機構的主要領導幹部。中共在

涉港體系中部署政法、反恐等專業背景幹部，提升中央對香港安全局勢的掌控。例

如，公安部部長出任港澳領導小組副組長、港澳辦五位副主任有三人具政法背景、

香港中聯辦主任首次具有政法系統背景、駐港國安公署兩位副署長分別來自公安及

國安系統、十九大後新任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具備國際反恐合作經驗，以及駐港

部隊司令員首次從武警幹部選任。另鑒於中共在港新推行「愛國者治港」政策，須

加強輿情引導、新聞管控等宣傳工作，因此也有對應的機構調整和人事調動。例

如港澳辦新設宣傳司、香港中聯辦增設信息中心、開設微信公眾號、重新設置發言

人制度，以及任用盧新寧、王松苗等熟稔宣傳工作但對香港較無地緣關係的外地幹

部。

柒、結論

2013年 3月佔中運動之後，香港每隔一段時間就爆發大型抗爭。現有文獻通
常關注香港本地政治發展、中共對香港的管治，以及國際強權對香港的影響等三個

領域。這些文獻多出自對香港民主發展、人權保障與公民社會的關懷，讓外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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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香港在地變化，有其重要貢獻。不過，由於較少從對立行為者的角度出發，分

析中共內部如何因應香港局勢變化，致使觀察視野出現遺漏，不利於全面了解香港

政治變遷與其影響，本文意圖補充此一文獻缺陷。

本文發現，當中共審斷形勢發展，在 2017年十九大報告中不再提到「尊重兩
制」差異，宣示對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對港府課以「憲制責任」之後，也祭

出「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組織路線。中共在涉港官方文件並未闡述此一組織

路線，但觀察近年涉港體系的變動，可以歸納出「強化垂直指揮鏈」、「新建涉

港國家安全體系」、「弱化涉港體系人事任用的內升考量」等三個趨勢。在中共涉

港機構中，港澳領導小組、大灣區領導小組、中央港澳辦、香港中聯辦、駐港國安

公署均受到較大幅度影響，有的是新設機構，有的則是更名提升地位，對外交部駐

港公署和駐港部隊的影響較小。在新的治港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框限下，未來港

府和香港社會的自主性和多元性遭到弱化。香港在經過「港人治港」轉變為「愛國

者治港」，行政權受中央政府強力監督，立法權及司法獨立權受《港版國安法》制

約，資本主義的經社體制加速融入中國大陸後，原有的特殊性已然淡化。

儘管中共治港體系的機構調整和人事調動暫時告一段落，但未來仍有值得追蹤

關注之處。港澳領導小組、大灣區領導小組、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等四個機構領導

幹部之間的黨政交叉任職是否定型，或只是暫時性措施？新設立的駐港國安公署的

領導幹部任用未來出現什麼特徵？在實際案例中，中共如何介入香港國安事務，如

何影響港府在此領域的權限，甚至影響司法對人權的保障？涉港體系各機構出現許

多外補幹部出任領導職務，這種降低地緣考量的人事甄補政策對香港與中央政府的

關係，以及香港社經發展的長期影響為何？這些都是值得後續研究的課題。

最後，香港情勢的發展是觀察中共對臺「終極方案」的重要參考。當前中共

對臺戰略的目標可以歸納為以「完成祖國完全統一」為中心，以「促進兩岸融合發

展」、「反外力干涉與反對臺獨」為兩個基本點。中共吸取過去香港「一國兩制」

失敗經驗，意圖一舉達成完全統一的目的。對照香港局勢的發展，兩制臺灣方案統

一後的兩岸政治框架，具有三個必須堅持的特徵：一、一國高於兩制。一國是實行

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必須先滿足中共界定的核心利益—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二、愛國者治臺。被中共界定成非「愛國者」的人將被剝奪當家作主的權利。三、

臺灣經社依附中國的整體發展，必須配合祖國需要（寇健文 2022）。參考香港的
個案，諸如成立臺灣中聯辦、駐臺國安公署，在臺駐軍，建立對臺領導小組—臺

辦—臺灣中聯辦的垂直指揮鏈，在臺灣特區政府內設置國安單位並受臺灣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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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駐臺國安公署節制等等都是可能選項。因此，臺灣應該密切關注香港情勢的發

展，做為評估兩制臺灣方案可能輪廓的參考。

*　　*　　*

（收件：112年 5月 20日，接受：112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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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t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in October 2017,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posed “comprehensive jurisdiction” over Hong Kong and 
imposed “co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hat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nel adjust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hina’s party-
state apparatus on Hong Kong affairs since then? Although recent literature on 
Hong Kong has addressed changes in the regime’s Hong Kong policy, there 
is little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how the CCP implements its policies through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nel adjustments. This article aims to fill this gap.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CCP has adopted the organizational line of 
“strengthening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to implement the new 
political line of “total control”. This organizational line is reflected in three 
trends: “strengthening the vertical chain of command”, “building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for Hong Kong”, and “weakening internal promotion 
considerations for personnel arrangements in Hong Kong-related departments”. 
As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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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Xi Jinping era, what this article finds in the Hong Kong-related system 
reflects the CCP’s inertia in fac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during Xi’s era.

Keywords: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entral Leading 
Group on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Liaison Offi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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