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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事 務 委員會

公 共 事 務 委 員 會 為 新 創 見 之 直 屬 智 庫

部 門，負 責 就 時 事 熱 點 議 題 作 出 研 究

及 論 述 建設，推 動 會員積極參與公共 事

務。

香 港 青 年 新 創 見

香港 青 年新創見由一 群以香港為家的青 年朋友 於 2 0 1 5 年 1 1 月倡議 籌 建，現有

會員 2 3 0 人。作為整合 新世代 年的互 動平臺，其目標是推 廣國情 教育，傳 播中國

文化，鼓 勵 香港 青 年人積 極參與公共 事務，融 入國家 建設 發展，促 進兩岸及 港 澳

地區青年交流、共同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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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 藉大 數 據 監測輿論的轉向，搜

集 全 港 所 有 紙 媒 關 於 一 地 兩 檢 的 全 部

報 導 與 評 論（ 2 0 0 6 年 至 2 0 1 7 年 ），

共 6 , 0 5 4 篇，逾 6 , 0 0 0 , 0 0 0 字。透 過

分析當中的熱詞、情 緒、關聯詞的變化，

找出報導 與評論的關注 點與力度，分析

不 同 政 黨 和 政 治 人物 在 大 眾 的 觀 感 及

評 價 政 治 人物 的 表 現，作 出 建 議，為 未

來民意戰的攻關作預備。

 » 在「一 地 兩 檢 」的 討 論 中，經 民 聯 與

新 民 黨 得 到 最 高 的 正 面 評 分。它 們

主 力 回 應 了 口 岸 區 的 法 律 安 排、跨

境 執 法 的 合 法 性、指 出 公 眾 諮 詢 的

不 必 要，以 及 反 駁「割 地 」所 營 造 恐

懼，是 有 效 爭 取 輿 論 支 持 的 議 題。  

 » 星 島 日 報、東 方 日 報、明 報、蘋 果 日

報 在 各 時 期 均 引 導 一 定 輿 論。直 至

2 0 1 7 年 7 至 8 月，大 公 報 和 文 匯 報

才 急 起 直 追，用 較 大 力度 討 論「一地

兩檢 」，為時已失去議 題設 定優 勢。

 » 按 個 別 政 治人物 而 言，建 制 陣 營中，

梁 美 芬 議 員、田 北辰 議 員、陳 恒 鑌 議

員、湯 家 驊、林 健 鋒 議 員 在「一 地 兩

檢 」報 導 的 正 面 報 導 所 佔 比 例 領 先

於 其 他 人。親 建 制 陣 營 需 要 繼 續 增

加意 見領 袖，提 高正面報 道 的比 率。  

 » 原 則 性 的 法 律 問 題 是 核 心 問 題。十

年 來，「 法 律 」、「 基 本 法 」等 字 眼

在 所 有 報 紙 中 都 有 相 當 高 的 出 現 頻

率。當 高 鐵 追 加 撥 款 時，催 生 了 市

民 對「一地 兩 檢 」安 排更 具 體 化了解

之 期 望，惟 治 港 者 當 時 未 能 釐 清 安

排，加 深了市民 對 相 關安 排 的 懷 疑。  

 » 數 據 反映了輿 論關注 點，單 純 以強調

權 威 及 其 經濟效 益未算有效，不得 不

以 更 積 極 的 回 應 才 能 有 助 消 除 市 民

的疑 慮。中聯 辦 相關官員可在香港 媒

體接受訪問及 撰 寫文章，用學 術 性語

言解 釋「一地兩 檢 」背 後 法理 基 礎 和

合 理性，以 統 一口徑作出法律 解說。

 » 應該把握時機，儘 快開設社 交 媒體 統

籌 專 員，負 責「一 地 兩 檢 」的 輿 論 公

關工作，以 加強在社 交 媒 體戰 場這個

建制陣營的相對弱勢的輿論版塊。有

了社 交 媒 體 統 籌 專員，相 關官員可以

透 過分析工具把握民意 脈 動，配 合意

見領袖，最 大化一地兩檢 正面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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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仿 效 歐 洲 跨 境 高 鐵 的「 車 上檢 」

安排，和借鏡 美加採用的「行政預檢 」3。

「一地兩檢」

傳 統的兩地兩檢，是在出發地 和目的地

分別辦 理該地 所屬管 轄區的通關程 序。

「一地 兩 檢 」，則 是 指 在 同 一地 方依 序

辦 理兩 個 不同 管 轄 區的 通 關 程 序。「一

地兩檢 」這種口岸管 理模式在外國已有

成 功 經 驗，大 大的加強了兩國之間交 通

網 絡 的聯 繫。例 如在 英倫 海 峽 隧 道，往

來英國與法國的跨境 旅客，會在行 程開

始之前 行同時出入境檢查。從倫敦 往巴

黎 時，於倫敦 上車前完 成 英法兩國的通

關 手 續；從巴 黎 往倫 敦 時，則 於 巴 黎上

車前完成英法兩國的通關手 續。身在 別

國的跨境 執 法 人 員，可以就出入境管 理

的目的對旅客行 使 逮 捕和拘留權。

特 區 政 府 在 2 0 1 7 年 7 月 提 出 最 新 的

「一地 兩 檢 」方 案，建 議 在 高 鐵 西九 龍

站劃出「內地口岸區」，租予內地管轄，

中 央 並引 用《 基 本 法 》第 2 0 條 授 權 特

區在「內地口岸區」落實「一地兩檢 」，

實 施 內 地 法 律 4。西 九 龍 總 站 將會 設 立

「香港口岸區」和「內地口岸區」，分別

背 景

隨 著內地 與香港交 流日漸 頻 繁，特區 政

府 在 2 0 0 0 年 建 議 興 建 一 條 連 接 香 港

至 廣州的區域快 線，大幅 縮短往 來香港

及內地 其他主要城 市的行車時間。因應

內地落實建 造全國高速 鐵 路 網，穗港區

域 快 線 規 劃 成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

（ 高 鐵 香 港 段 ）。當局曾經 商 討及研 究

「 共 用 通 道 方 案 」、「 專 用 通 道 方 案 」

等鐵 路走 線，最 終 在 2 0 0 7 年決 定採用

全 隧 道 方 式 的「 專 用 通 道 方 案 」，選 址

西九龍為高鐵 香港段 總 站。時任 行政長

官曾蔭 權亦 在 其 施 政報告內，宣佈將高

鐵 項目納 入十 大基 建 之一，積 極研 究 實

施「一 地 兩 檢 」的 可 行 性，規 劃 西 九 龍

站時又預留地方作「一地兩檢 」1。

通 關 方 案

早 於 2 0 0 9 年，特 區 政 府 便 成 立 專 責

廣深 港高鐵事宜的跨 部門專家小 組，研

究 不 同 通 關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2。時 任 運 輸

及 房屋 局局長 鄭汝 樺 在 2 0 0 9 年 1 0 月

及 2 0 1 0 年 1 月表 示，如 若 高 鐵 最 終 不

能 實 行「一 地 兩 檢 」，政 府 將 會 考 慮 不

同 後 備方案，包 括 採 取傳 統 的「兩 地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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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香港 法 律 和內地法 律，以 對出入境

旅 客 進 行 監 管 和 管 轄 5。西 九 龍 總 站 設

有 5 層，B 1 層 為 票 務 大 堂，B 2 及 B 3

為通關設 施，B 4 是列車月台。「內地口

岸 區」範 圍 涵 蓋 B 2 入 境 層 和 B 3 出 境

層 指 定 區 域，以 及 B 4 月台 層，涉 及 樓

面 達 1 0 . 5 萬 平方 米，佔 西 九 龍 站 1 / 4

樓 面。高 鐵 列 車營 運 時，無 論 行 駛 中、

停留或上落 客，均屬「內地口岸區」，而

車 站 外 至 深 圳 邊 界 的 路 軌 及 行 車 隧 道

則由港方管轄。

特區 政 府 就高鐵 香港段 提出的「一地兩

檢 」方 案，參 照 2 0 0 7 年 在 深 圳 灣口 岸

實行的「一地兩檢 」模式而制訂。2 0 0 6

年，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二十 條 授 權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租 賃 深 圳 灣

口岸 設 立 港方口岸區，在 港方口岸區範

圍 內 交 予 香 港 的 執 法 人 員 實 行 禁 區 式

管 理，港方口岸區的範圍及使 用期限 都

由國務院 決 定，並實施香港 特別行政區

法律 6。其後，香港立法會於 2 0 0 7 年完

成 本 地 立 法程 序，通 過《 深 圳 灣口岸 港

方口岸區條例》。

若 要 在 位 於 香 港 境 內 的 西 九 龍 站 實 施

「一地 兩 檢 」，香 港 就 要 授權內 地 的 執

法人 員在香港 境內的聯檢 大樓為 抵港、

離港旅客 辦理出入境手 續。政 府建議 採

用「三步 走 」方 式 落 實 方 案，第 一 步 由

內地與特區 政 府達 成落實「一地兩檢 」

的合 作安排，經由第二步的全國人民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會 通 過 決 定 批 准 及 確

認是次的合 作安排，最後 走第三步由兩

地 政 府各自進行相關 程 序予以 實 施，香

港則再進行本 地立法的工作。

「C I Q 模式」

「 C I Q 模 式 」為 海 關、出 入 境、檢 疫

職 務（ C u s t o m s ,  I m m i g r a t i o n  &  

Q u a r a n t i n e）的簡 稱，是容許跨境 執

法人 員 履行有限執法權的通關模式，屬

「一地 兩 檢 」的 一種。美 國 現 時與 愛 爾

蘭、加 拿 大 等多 國，在 飛 機 航 運 上有 行

政預檢安排。預 先清關程 序由美國海關

及 邊境保護 局管 理，由美國人 員到當地

機場 辦 理出入境手 續，有權拒 絕不 符合

規 定的人 員和貨物入境。不過 美國人 員

在當地 機場有不少執法限制，以 美國與

加 拿大 的 協 定 為例，刑 事 調 查、拘 捕 權

力都 不 納 入在內。當旅客 被 要求 搜 身，

需要有加拿大 人 員在場監 察，旅客亦可

隨時拒 絕美方人 員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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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炳良在 2 0 1 6 年 3 月、2 0 1 7 年 3 月、

2 0 1 7 年 6 月 均 強 調 高 鐵 的「 一 地 兩

檢 」，原則上是在西九 站內進行「 C I Q」
7。林健 鋒 亦建 議 若「內 地口岸 區」人 員

只 履 行「 C I Q」，將 會 是 市 民 較 易 接 受

的方案 8。2 0 1 7 年 8 月，港 大 法 律 學系

首席 講師 張 達明提出新方案，建 議 於西

九 龍 總 站內地口岸區內，除了實 施內地

出入境條 例，亦額 外賦予內地 執法人 員

逮 捕、押 解 及 遣 返權 力，以 換 取不全 面

實行內地法律 9。

不 過，行 政長官 林 鄭月娥 隨 即 在 2 0 1 7

年 8 月 指 出，「一 地 兩 檢 」是 把 離 開 香

港 範 圍、進 入內地 領 域 的 程 序，提 前 於

西九龍 總 站 進行，故實際 上是 難以在 過

程中僅容許內地官員「局部執法」10。保

安局局長李家 超在同月也 表示在「 C I Q

模 式 」下，內 地 的 清 關 單位 將 缺 乏 部分

執 法權 力，雖由香 港 法 律 填 補 空 洞，但

口岸內將出現司法 重 疊問 題，會引致兩

大 保 安 漏 洞 11。一、如 有 內 地 嚴 重 罪 犯

進 入西九高鐵 站，香港 法律或 適 用於其

案件，令內地 罪 犯可在西九 站內挑 戰內

地 司 法 人 員 的 權 力；二、可能 引 致 更 多

偷 渡 者 來 港，增 加 他 們 申 請 免 遣 返 聲

請 的 可能。他 續 指「一地 兩 檢 」若 僅 以

C I Q 模 式 落 實，不 可 能 清 晰 界 定 哪 些

法律是 屬於通關程 序的法律，哪些並不

屬通關 程 序時 而應 用的法 律，在 運作上

會引致保安風險。

「車上檢」

「車上檢 」的運作是由旅客預 先 登記回

鄉 證，讓 香 港 入境 處 官員 記 錄 證 件，然

後 將 證 件 資 料 交 予 內 地 執 法 人 員。接

着，讓 內 地 執 法 人 員 進 駐 在 列 車上，當

列車進 入內地司法管 轄 區後，即以內地

官員 身 分 執 行 內 地 法 律。「 車 上檢 」的

最 大優 點，是 完全不會 增加高鐵的行車

時間，更 重 要的是 這個方法可以 完全消

弭 違 反《 基 本 法 》和 破 壞「一 國 兩 制 」

的 風 險。2 0 1 6 年 3 月，金 融 界 吳 亮 星

在 北京出席人 大 會議 期間 發言，建 議中

央考慮容許高鐵「車上檢 」12。法律界郭

榮鏗曾撰 文表 示，外國如芬 蘭與俄羅 斯

也有類 似的車上清關 經 驗，來 往兩地的

列 車 在 行 駛 時 由 兩 國 共 同 執 行 邊 防 及

海關檢查，乘客須 於座位 上接受檢查並

出示護 照及 簽證 13。

然而，中央有關部門與特區 政 府探討 過

方 案 後，認 為 並不 可行，因 為 通 關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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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 涉及 觀 察、詢 問 乘 客，有 需 要 時 亦

要 檢 查 乘 客 隨 身行 李 14。車上 環 境 相 當

局限，將不能 應付運作需要，亦有人手、

儀 器 等 各 種 限制。再 者，西九 龍 站 至第

一 個內地 車 站（即 福 田站 ）之 間 的車 程

僅 1 4 分 鐘，而 由 港 深 邊 界 至 福 田 站 的

車 程 更 短，只有約 3 分 鐘，要 在 這 麼 短

促 的 時 間 內 為 車 上 5 7 9 個 乘 客 完 成 通

關程 序，運作上並不可行。

「兩地兩檢」

有立法會議 員 提出高鐵 應先實施「兩地

兩檢 」，然後再 考慮「一地兩檢 」。特區

政 府亦曾與內地 相關部委 探討，在福田

站及 深 圳北站預留地方 設 置 通關口岸，

為 乘 客 實 行「 兩 地 兩 檢 」15。2 0 1 5 年，

時 任 行政長官梁 振 英回應，內地大多數

有 高 鐵 站 的 城 市，高 鐵 站內沒有海 關、

入境等 等的口岸設 施，所以在 這 些城 市

實 施「 兩 地 兩 檢 」是 完 全 不 可 行 16。傳

統兩地兩檢的安排的最 大 缺 點，在 於局

限 乘 客 只 可 以 在 有 設 置 口 岸 的 內 地 車

站下 車。事 實 上，不 是 所有 從 香 港 可抵

達 的 內 地 高 鐵 車 站 皆 有 條 件 或 能 夠 設

立 通 關 設 施：設 置口岸成 本 高昂，對車

站空間及 人手的需求很 大。要 在多 個內

地 高 鐵 車 站 特 意 為 北 上 離 開 / 南 下 前

赴西九龍 站的乘客設 置口岸，既不切 實

際，亦不符合效 益。

法 律依 據

在西九 總 站 實 施「一地 兩 檢 」牽 涉不少

技 術 性 問 題，屢 被 質 疑 可能 違 反《基 本

法 》，尤 其 是 第 8 條（香 港 原 有 法 律 予

以保留）、第 1 8 條（全國性法律不 在香

港 實 施 ）及 第 2 2 條（中 央 各 部 門 在 港

設 立 的 機 構 及 人 員 須 遵 守 特 區 法 律 ）

等。坊 間 對「一地 兩 檢 」方 案 的 法 律 依

據 及基 礎有熾熱討論，主要圍繞 用甚麼

形式 劃出內 地口岸 區，以 及 如 何 在《 基

本法》框架內實施內地法律。

執法範圍

按《 基 本 法 》第 2 2 條 的 原 則， 內 地

執 法 人 員 內 並不 能 在 香 港 管 轄 範 圍 內

執 法。基 本 法 研 究 中 心 主 席 胡 漢 清 在

2 0 1 7 年 5 月 1 9 日表示，國務院 頒令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區 域 界 線 包 括 陸 地 部

分及 海上部分。他 認 為此 乃平面概 念，

領 空 及地 底 不包 括在內，所以在西九 地

底 實 施 內 地 法 律 並不 牽 涉 香 港 管 轄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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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17。公民黨梁家傑則撰 文，擔心「一地

兩 檢 」將內地 的 法 律 邊界，移 動到香 港

市 中 心，相 當 於「割 地 」縮 減 香 港 範 圍
18。

不過，袁國強在 2 0 1 7 年 7 月 2 5 日糾正，

設 立「內 地口岸 區」是 將 西九 龍 站 特 定

的 範 圍 以 租 賃 方 式 交 予 內 地 相 關 單 位

使 用，並不涉及 業 權 的 轉 移 19。全 國 人

大 常 委 范 徐 麗 泰 及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副 主

任梁愛詩亦不認同「一地兩檢 」等同「割

地」的講法 20。

《基本法》附件三

「一地兩檢 」的另一 爭議 是 如何在香港

管 轄 範 圍 內 執 行 內 地 法 律。2 0 1 5 年 5

月，新 民 黨 田 北 辰 曾 建 議，運 用《 基 本

法 》第 十八條 修 改 附 件三，便 可由 中 央

授 權 香 港 執 法 人 員 代 替 內 地 人 員 在 港

執行內地法例，解決在 跨境執法的問題
21。附件三中的法律是根 據《基 本法》第

1 8 條 所 分 類 有 關 國 防、外 交 及 其 他 不

屬於香港自治範圍而列入的。其 過程 要

先 立一 條 名 義 上 是「全 國 性 法 律」，但

實 質只針對西九高鐵 站的通關安排，然

後以《基 本 法 》附件三 的 形式 直接 引入

香港。

反對 者則 認 為，納入附件三會 衝 擊 一國

兩 制，因 為此 舉 變 相 代 替 特 區 立 法，恐

惹港人反彈。葉劉淑儀 認 為在高鐵 總 站

辦 理 海關、出入境 和檢 疫手 續 並不涉及

國 防、外 交 事 宜 22。此 等 程 序 不 應 被 視

為特區自治以 外的事務，她 憂 慮其他全

國 性 法 律，如與 國家 安 全有關 的 法 律，

會 同 樣 引 入 香 港。政 府 也 表 示 難 以 清

晰 界 定 哪 些 內 地 法 律 屬 於 通 關 程 序 的

法 律，而且 通關法例是 否非香港自治範

圍，亦容易引起法律爭議 23。

《基本法》第 2 0 條

政 府 在 2 0 1 7 年 7 月的 最 新方 案 指，人

大 常 委 會 將 循《 基 本 法 》第 2 0 條 授 權

香 港 實 施「一 地 兩 檢 」，過 程 不涉及 修

改《 基 本 法 》或 人 大 常 委 會 釋 法。根 據

《 基 本 法 》第 2 0 條，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可 享 有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和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授 予 的 其他 權 力。屆 時，高 鐵 西 九 龍 總

站 入 境 層 及 出 境 層 部 分 範 圍，連 同 月

台及高鐵 車廂，將以租 賃 形式一 併 劃為

「 內 地 口 岸 區」，實 施 整 套 內 地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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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方案 獲 得通 過，乘客日後在高鐵西

九龍 總 站完成 香港出境手 續後，即會 進

入中國司法管轄區，受內地法律規管。

經 濟 效 益

政 府一直 宣傳 高鐵的經 濟 效 益，標 榜由

西 九 龍 總 站 乘 高 鐵 到 廣 州，車 程 由 約

1 0 0 分 鐘 大 幅 縮 短 至 4 8 分 鐘 24。後 來

政 府 在 2 0 1 6 年 1 月 承 認，4 8 分 鐘 只

計算 直接 行車 時間，並不包 括中途 站 的

停站時間 25。2 0 1 7 年 8 月，新民主同盟

檢 視目前高鐵內地 段，發 現由福田站 前

往 廣 州 南 站 的 高 鐵 列 車 平 均 車 程 已 需

4 7 . 2 分 鐘，連 同 西 九 龍 站 前 往 福 田 站

的 1 4 分 鐘，估 計日後 由 西 九 至 廣 州 南

平均需時 6 1 分鐘 26。

廣 深 港 高 鐵 香 港 段 為 香 港 帶 來 的 直 接

效 益，主 要計及 乘客 時間 得以 節省的 價

值、其他公共 交 通工具 運作成 本的節省

和交 通 意外減 少的 價值。在 2 0 0 9 年，

政 府 估 計 5 0 年營 運 期 內，內 部 回 報 率

為 6 %，平均 每 年 乘 客 節 省 的 行 程 時 間

約 4 2 0 0 萬 小 時。後 來 在 2 0 1 6 年，將

內 部 回 報 率 調 低 至 4 %，每 年 乘 客 節 省

時間下降至 3 9 0 0 萬小時 27。

政 府 預計高鐵出現 虧損的可能 性不大，

即 毋須 現 金 補 貼，亦足 以營 運。當 局 強

調 加 上 廣 告 及 店 鋪 等 非 票 務 收 益，再

扣 除 電 力、維 修、銷 售等日常 營 運 成 本

後，估計營運首年利潤率可達 3 4 %；五

年 則 有 5 7 %；十五年 更 高 達 6 1 % 28。基

於政 府在 2 0 1 6 年的最 新 估計，高鐵 通

車 初 期 每 日 有 1 0 9 , 2 0 0 人 次 乘 搭，逐

步 提 升 至 2 0 3 1 年 的 1 4 9 , 8 0 0 萬 人次
29。

最 新 發 展

特 區 政 府 在 2 0 1 7 年 7 月公布 高 鐵「一

地 兩 檢 」方 案 後 30，各 界 對 政 府 發 佈 的

方案反 應 迴 異。民 主 黨 林 卓 廷 表 示，對

政 府「 一 地 兩 檢 」方 案 十 分 失 望， 31不

認 為 在 香 港 實 施「深 圳 灣口岸 模 式 」可

以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1 8 條。2 0 1 7 年

8 月，民 主 派 議 員 成 立「一 地 兩 檢 關 注

組 」，並 在 9 月 投 票 選 出「 內 地 一 地 兩

檢 方案」為替 代 方案。關 注 組召集人 陳

淑 莊解 釋，高鐵 香港段有八 成屬短 途 乘

客，在福田站直接 採 用深 圳灣模式可避

免司法挑 戰 32。

在 2 0 1 7 年 8 月，經民 聯 梁 美 芬 聯 同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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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堯、吳 永 嘉 等 法 律 界人士 組 成「法 律

界關注「一地兩檢 」聯席」，支 持政 府「一

地 兩 檢 」「合 憲、合 法、合 理」。聯 席 稱

《 基 本 法 》條 文 中 絕 對 有 空 間 容 許 香

港「 因 時 制 宜 」，相 信 政 府 方 案 經 得 起

任 何考驗和無理攻擊。梁美芬亦大讚 今

次 政 府 方 案 毋須 修 改《 基 本 法 》、利 用

附件三 納 入或者 釋法，形 容是非常 好方

案。對於 泛民 提出「割地兩檢 」的說 法，

何 君 堯 反 駁，《 基 本 法 》第 7 條 清 楚 訂

明，香 港 土地 資 源 屬 國 家 所有，國 家 只

是 授 予香 港 高 度自主 權，因 此 說 法「站

不住 腳」33。

參 考三個 近 期 有 關「一地 兩 檢 」的民 意

調 查，大 多 數 人均 接 受 政 府 的「一地 兩

檢 」方 案。2 0 1 7 年 8 月 的 港 大 民 研 調

查顯示，5 2 . 7 % 受訪者支政 府的「一地

兩檢 」方案，反對的為 3 3 . 9 % 34。同月，

自由黨 進行的民意調 查顯示，支 持政 府

「一地兩檢 」方案的受訪者有 6 1 . 7 %，

反 對 的 有 3 3 . 4 % 35。2 0 1 7 年 9 月， 中

大 亞 太 所 的 民 調 指，5 5 . 0 % 受 訪 者 支

持 政 府 提 出 的 方 案，2 9 . 0 % 則 表 示 不

支 持 36。

2 0 1 7 年 1 0 月，特 首 林 鄭 月 娥 透 露 政

府將於 1 0 月 2 5 日提出無約束力議案，

尋求 立 法會 支 持 政 府以「三步 走 」程 序

推 展 高 鐵「一地 兩 檢 」，指 支 持 方 案 的

市民 較 反對的多，有信心 議 案能獲 大比

數 支 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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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中 主 要 內 容 為 建 議 政 府 應 有多 手 準

備，參 考 不 同 地 區 的 清 關 做 法，「一 地

兩 檢 」非 唯 一出路。至 於其他 報 紙 例 如

明 報，蘋 果 日 報，經 濟 日 報，東 方 日 報

則最 少有 1 5 篇。相 對而言，大公 報、文

匯報 則較 少就 相 關 議 題發文，分別只有

1 2 篇和 8 篇。

高峰二：2 0 14 年 11 月

高 鐵 建 設 期 間，仍 有零星討 論，但 直 至

「 佔 領 中 環 」過 後，「一 地 兩 檢 」的 問

題 才再度引起部分 公眾 關 注。星島日報

發 文 數 量 繼 續 領 先，為 其 他 報 紙 既 一

倍，超 過 1 0 篇，當中只 是 提 及「通車在

望，『一 地 兩 檢 』問 題 逼 在 眉 睫，卻 未

見有共識」。而明報，蘋果日報，經濟日

報，東 方日報 則 維 持 於 約 5 篇的 水平，

大公 報、文 匯 報 仍 然 相 對 較 少，分別 只

有 4 篇和 2 篇。

高峰三：2 0 1 5 年 5 月－ 7 月

港 鐵 在 2 0 1 5 年 4 月 1 5 日 公 布，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 建 造 工 程（ 高 鐵 工

程 ）的 新 修 訂 工 程 時 間 表，當中 通 車日

期 需 由 2 0 1 5 年 押 後 至 2 0 1 7 年。工 程

圖 一 顯 示，於 2 0 0 8 - 2 0 0 9 年 間，討 論

「一地 兩 檢 」的 報 導 數目不 多，每 月只

有 寥 寥 數 篇。直 至 2 0 1 0 年 1 月，文 章

數 量 出 現 第 一 個 高 峰，共 約 1 8 0 篇，

其後 又 回 落 至每月約 1 0 - 2 0 篇。2 0 1 4

年及 其 後 數 年，有 關「一 地 兩 檢 」的 討

論 漸 見 頻 繁，文 章 數 量 屢 創 高 峰，由

2 0 1 0 年 不足 2 0 0 篇，到 2 0 1 5 年 中 首

次 突 破 2 0 0 篇，並 再 於 年 尾 超 越 5 0 0

篇。2 0 1 7 年 中 再 次 爆 發 討 論，文 章 數

目 進 一 步上 升，高 達 1 2 0 0 篇，相 比 對

上一 個高峰超出足 足 1 倍。

按 報 章 劃 分

高峰一：2 0 1 0 年 1 月

當 時 高 鐵 香 港 段 已 經 通 過 撥 款，並 開

始 施 工，但 反高 鐵 運 動 仍 未 落 幕。雖 然

政 府方案中預留了空間資 金作「一地兩

檢 」的 設 置 費 用，但社 會就 清 關 方法 及

流 程 成尚未 達 成 共 識，不少 學 者、政 黨

都認 為「車上檢 」、「兩地兩檢 」等方法

更為理 想。

於 該 高 峰 期 間，星 島日報 發 表「一地 兩

檢 」相關文章的數 量 最多，超 過 2 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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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用 龐 大，再加 上 延 期 等 因 素，令 到 有

關 高 鐵 的 討 論 進 一 步 增 加，而當 中「一

地兩檢 」的可行 性仍然 是焦 點之一。

起 初，東 方 日 報 發 文 數 量 稱 冠，超 過

3 0 篇，主 要 強 調 港 鐵 應 承 擔 超 支、延

期 等 責 任。直 至 6 月，各 報 社 整 體 發 文

數 量 減 少，而左 派報 紙－文匯報的 發文

數 量，卻開始追 上，為其他報 紙的 1 倍。

同 年 7 月，文 匯 報 乘 勢 而 上，其他 報 紙

只有約 1 0 篇 相 關 文 章，文 匯 報 則 發 表

接近 2 0 篇文章。

高峰四：2 0 1 5 年 1 2 月－ 2 0 1 6 年 3 月

根 據 港 鐵 提 交 的 文 件， 截 至 2 0 1 5

年 1 0 月 底， 高 鐵 整 體 工 程 已 完 成

7 4 . 6 %，但 造 價 需 由 5 年 前 6 5 0 億 元

修 訂 為 8 4 4 . 2 億 元，共 超 支 1 9 4 . 2 億

元。政 府 需 向 立 法會 申請 額 外 撥 款，再

一 次 惹 來 社 會 極 大 迴 響。對 於 應 否 通

過 追 加撥款，社會有廣泛的討論。

整 體 而 言，所 有 報 紙 發 文 量 都 因 而 上

升，每 月 每 報 社 至 少 發 表 了 4 0 篇「 一

地 兩 檢 」相 關 文 章。明 報 以 接 近 7 0 篇

文 章 領 先，蘋 果 日 報、大 公 報、文 匯 報

旗 鼓 相 當。明 報 點出，內 地 其他 車 站已

經沒有預留清關設 施，意味「兩地兩檢 」

安排宣告終 結，同時泛民寧願工程 爛尾

亦不願 追 加撥款。

高峰五：2 0 17 年 3 月－ 8 月

2 0 1 7 年 3 月，政 府代 表到北京商討「一

地 兩 檢 」方 案。後 於 7 月公 佈「一 地 兩

檢 」的落實方式，決 定採用香港版的「深

圳 灣口岸 模 式 」，即 在 高 鐵 西九 龍 總 站

劃 出「 內 地 口 岸 區」，讓 內 地 人 員可 在

指定範圍內按內地法 規執法。此 舉 令有

關一地兩檢的討論十 分熾熱，相關文章

數 量 創下新高。

3 月至 6 月期 間，各 報 社 相 關 文 章 數目

只 是 維 持 於 2 0 - 3 0 篇 的 水平，唯 東 方

日 報 一 直 領 先，更 一 度 逼 近 5 0 篇，批

評 泛 民 政 黨 將「一地 兩 檢 」妖 魔 化。直

至 7 - 8 月，所有報 紙就 相關議 題的發文

數量突然飆升，均超 越 1 0 0 篇。大公報、

文匯報等 建制媒 體，文章數 量 更 大幅拋

離 其 他 報 紙，高 達 1 8 0 - 2 2 0 篇，強 調

「一地 兩 檢 」獲 主 流民 意 支 持，並 且合

理合法，泛民 政黨只是為反對而反對。

　



圖 2：按媒體區分的「一地兩檢」報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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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政 黨 劃 分

於 2 0 1 0 年，民 主 黨 相 比 其他 政 黨，於

「一地兩檢 」相關文章中被報 道的次 數

最 多，一 年之 間 共 累計 3 5 1 篇。民 主 黨

主 席為 劉慧 卿 認 為「一地兩 檢 」令 港人

憂 慮日 後 有 內 地 執 法 人 員 在 港 執 行 內

地 法 律，為日後 將 更 多內 地 法 律引入本

港 鋪路。持相同立場的還有當時的社民

連三子 梁 國 雄、陳 偉 業 和 黃 毓民，亦 被

超 過 2 0 篇 文 章 提 及，他 們 認 為「一 地

兩檢 」會危害香港 發展。

事 態發展 至 2 0 1 5 年，民 建 聯遂 開 始 積

極 發 言反 駁「一 地 兩 檢 」不 利 言 論，成

為被相關文章 提 及最多次 數的政黨，共

超 過 8 0 0 篇，大 幅 拋 離 只有 4 0 0 多篇

的民 主 黨。民 建 聯 當 中以李 慧 琼、陳 恒

鑌、曾 鈺 成 和 譚 耀 宗 曝 光率最 高，分 別

由數十篇到過百篇 不等。他們支 持 高鐵

「一地 兩 檢 」安 排，認 為可 讓 高 鐵 發 揮

最 高 效 益，提 升 香 港 競 爭力。立 場 相 近

的 還 有 任 職 立 法 會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田 北 辰，被 報 導 次 數 超 過 5 0 0

篇。他 建 議「 雙 軌 立 法 」，即 內 地 和 香

港 同 時 立 法，讓 內 地 租 用 香 港 地 方，讓

有 關 執 法 人 員 可 以 進 行 出 入 境 和 檢 疫

工作。與 此 同 時，持反 對 意 見 的民 主 黨

胡 志 偉 和 仍 屬 公 民 黨 的 湯 家 驊 亦 被 超

過 1 0 0 多 篇 報 導 提 及，表 達 對 需 修 改

《基 本法》附件三感到不可接受。

直 至 2 0 1 6 年，民 建 聯 曝 光率 創 新高，

被報導次 數 超 過 1 0 0 0 篇文章，並 繼 續

保 持領 先 地位。單是陳 鑑林便被 提 及 近

5 0 0 次，不過部分屬具爭 議 性的新聞。

陳 鑑林當時任職財 委會副主 席，審議高

鐵 香 港 段 工 程 的 1 9 6 億 元 追 加 撥 款 申

請，過 程中將泛民 議 員 提出的 逾千項 臨

時 動 議 裁 減 至 7 0 多項，並一 度 拒 絕 泛

民議 員 進 場。這 些行為被 指 粗暴剪布。

另外，其他 議 員 如工程界盧偉 國 與新民

黨 田 北 辰 均 被 報 導 超 過 1 0 0 篇，不 斷

強 調 通 過「一地兩 檢 」是發 揮 高鐵 效 益

的 必 要條 件。持反 對 意 見 的 議 員中，最

活 躍 的 是 楊 岳 橋，重 申「一 地 兩 檢 」在

法律層面並不可行。

2 0 1 7 年，高鐵 通車在即，有關「一地兩

檢 」的 討 論 進一步 發 酵，各政 黨 被 報導

次 數 均 大 幅 飆 升。當中以 反 對「一地 兩

檢 」的 公民 黨 和民 主 黨 曝 光率最 高，被

提 及的文 章數目均高達 約 1 8 0 0 篇。林

子健 報稱被內地人 員 擄走一事，令兩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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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曝光度 大幅拋離其他 政 黨。民主黨中

則 以林 卓 廷、何 俊 仁、涂 謹 申 和 胡 志 偉

領 先，他們憂 慮一旦實施「一地兩檢 」，

《基 本 法 》將淪為廢 紙。其後 同 樣 持反

對 意 見 的 公民 黨，由 陳 淑 莊 領 頭，梁 家

傑 和 楊 岳橋 支 持，探 討 替 代 方案，強 調

市民仍然有選 擇。而另一 公民 黨議 員郭

榮鏗，亦 被 1 0 0 篇報導 提 及，他 繼 續從

法 律 層面上去 說 明「一地 兩 檢 」等 同 開

了一 個極危險的先例。

建 制 派 方 面，民 建 聯 亦 不 甘 落 後，被

提 及 的 報 導 達 1 1 0 0 篇，而 經 民 聯 自

2 0 1 5 年 起 曝 光 率 亦 漸 增，高 達 接 近

8 0 0 篇。前 者 主 要 意 見 領 袖 為 李 慧 琼

和陳恒 鑌，均被 提 及 超 過 1 0 0 篇，而後

者則為梁美芬和林健 鋒，曝光度亦不相

伯仲。他 們 都 呼 籲 不應 妖 魔 化「一地兩

檢 」，因 為 深 圳 灣 早 有先 例。湯 家 驊 和

田北辰亦繼 續 積 極就事件發言，各 被 約

3 0 0 篇報導 提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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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1 - 2 0 13 年

由於政 府推出一 簽多行政 策，水貨客大

行其 道。每天有為 數不少的人 來 回口岸

以轉 售奶粉和其他 生 活用品 左，賺取 差

價，而當時保安局局長黎 棟 國則負責打

擊 水貨 客 問 題。因 此，「水貨 」、「 黎 棟

國」、「奶粉」等字眼出現 頻率頗高。另

一邊 廂，「 橫 琴」、「南沙」、「前海」等

亦成 為熱門字眼，因為政 府有意加強香

港與這 些地區的聯繫，發 揮 珠 三角的作

用，措 施 包 括 推 動 粵港 汽 車自駕 遊，簡

化 通 關 程 序 等 等。另外，一地 兩 檢 的 概

念 亦 借 用 了 股 票 交 易 市 場 中 滬 港 通 的

概 念。因 此「交 易 所 」亦 是 另 一 出 現 率

頗高的字眼。

2 0 14 年

港 鐵 所提 交的報告顯示，高鐵 工程出現

延 誤，令 造 價 成 本 進 一 步上 升，最 終 超

支，需立法會 追 加撥款。因此，「超 支 」、

「工 程 」、「延 誤 」、「港 鐵 」均 為 出 現

頻 率最 高 的 數個 關 鍵 詞。另外，當 時 港

鐵 主 席「馬時 亨」以 及 運 輸 及 房屋 局局

長「張 炳 良 」，均 就 超 支 事 件 發 表 不 少

意 見。因 此，兩 人 的 姓 名於 一地 兩 檢 報

按 時 期 劃 分

2 0 0 8 - 2 0 0 9 年

深 圳 灣 於 2 0 0 7 年 開 通，為一地兩 檢 模

式的試 驗版。當時中港雙方突 破了複雜

的法制 和行政問題，落實由香港向深 圳

每年 租借 深 圳灣 部分口岸區域，並在 該

區 進 行 清 關 手 續。因 此，在 該 時 期「口

岸」、「深 圳 」、「通 關 」等 字 眼 出 現 頻

率頗高。與此同時，跨境學童 人 數 上升，

深 港 於過境事件上合 作 越 來 越 頻 繁，所

以「跨境」、「學童 」、「深圳」、「深港」

等字眼出現 頻率為最高。

2 0 1 0 年

政 府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會 提 交 造 價 達

6 6 9 億 港元的廣深港高鐵 撥款申請，該

申請最 終雖獲得通 過，但在期間經 歷泛

民 長 達 4 天 共 2 4 小 時 的 拉 布。當 時 審

議高鐵 撥款的財 委會主 席為劉慧卿，而

接 受 議 員 提 問 的 官 員 為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長鄭汝樺。因此「鄭汝樺」、「劉慧卿」、

「 撥 款 」、「 拉 布」、「 財 委 會」等 字 眼

在一地兩檢報導中出現的頻率十 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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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中出現 頻率亦頗高。

2 0 1 5 年

高鐵 工程 超 支事件繼 續擾攘，「超 支 」、

「工 程 」、「港 鐵 」、「 撥 款 」繼 續 為 出

現 頻 率最 高 的 數個 關 鍵 詞。另外，社 會

各界開 始討 論一地兩檢的可行 性，以 及

是否會 違 反基 本法 一國兩制的大 原則。

因 此，「基 本 法 」、「一 國兩制 」以 及律

政 司司 長「 袁 國 強 」等以 上 關 鍵 字，均

多次出現 於一地兩檢 相關報導中。

2 0 1 6 年

財 委會審議高鐵 追 加撥款時，泛民再 次

進 行拉 布。最 終，由主 持會 議 的 財 委 會

副主 席陳 鑑林剪布，通 過高鐵兩項 涉款

共 1 9 6 億元的追 加撥款申請。因此，「撥

款 」、「財 委會」、「追 加」、「泛民」、「拉

布」、「 陳 鑑 林 」等 關 鍵 詞 出 現 頻 率 相

當 高。另外，銅 鑼 灣 書店股 東 李 波 懷 疑

被內地 執 法 人 員帶 走的事件，進一步加

劇中 港 矛盾，令不少人 擔 心一地 兩 檢 會

變相開放跨境執法。「李波 」、「股 東 」、

「一國兩制」等關鍵詞出現率亦頗高。

2 0 17 年

高鐵 通車在即，更 多人 談 及高鐵 所 帶 來

的 潛 在 經 濟 效 益，並 配 合 中 國 國 務 院

總 理李克強 所提出的大 灣區發展，因此

「大 灣 區」成 另一 熱 門 關 鍵 字。與 此 同

時，偏建制的報 紙開始更積極報導一地

兩檢 相關事宜，並反駁 泛民 各種 反對的

理 據。因此「反對 派 」、「基 本法 」等字

眼出 現 頻 率 為 最 高。另外，林子 健 報 稱

被內地部門 擄走事件，亦 再 次引起 跨境

執法的討論，所以「口岸」、「內地」、「林

子健 」等關鍵詞被 提 及的次 數亦頗高。

按 報 章 劃 分

於一地兩檢 相關報導中，法 律仍然 是核

心問題，各大 報張均 提 及 如何在基 本法

框架下實施一地兩檢。因此，「法律」、

「基 本法」等字眼在 所有報 紙中都有相

當 高 的出 現 頻 率，當 中以明 報、信 報 最

為關注法律議 題。

高鐵 工程共 經 歷兩次撥款，每次討論撥

款 時 候，各 界 都 催 逼 政 府 儘 快 釐 清 一

地兩檢安排，但由於通關安排 一直 未明

朗，撥 款 一直 受 到 阻 濟。「港 鐵 」、「工



圖 4：按年份出現的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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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撥 款 」等 字 眼 頻 頻 出 現 於 各大

報 張 當 中，當 中 蘋 果 日 報，經 濟日 報，

明 報，東 方日報，星 島 提 及 上 述 字 眼 的

次 數較為多。

林子 健 報稱 被內地人 員 擄走事件，亦多

次與跨境執法、一地兩檢 等議 題扣上關

聯，不 少 報 紙 都 有 提 及「 林子 健 」此 關

鍵 字，當中星島日報以 及 經 濟日報 所提

及的篇幅 最為多。後來 該事件 被 揭 發，

疑 似 林子 健 本人自編自導自演。因 此，

大 公 報、文 匯 報 藉 此 批 評 泛 民，一地 兩

檢 報導中出現「 林子 健 」的 頻 率 亦 變 得

相當高。

就一地 兩 檢 的 討 論 當 中，大 公 報、文 匯

報等 建 制 的 媒 體，以 抗 衡 泛民 為目的，

因 此「反 對 派 」這個字眼出現 的 頻 率 為

最 高。東 方日 報 亦 有 參 與 其 中，「 反 對

派 」出現 的 頻 率 與「港 鐵 」、「港府」等

字 眼 相 若。反 之，蘋 果日報 則 普 遍 針 對

中國共產黨、建制派，強調泛民的觀 點，

因 此「中 共 」字 眼出 現 的 篇幅 相 當 大，

其次 則為「中國」、「民主派 」等等。

另外，各 報 紙 因 應自己 的 立 場，報 導 一

地兩檢時所突出的議 題亦有所不同。大

公 報、文 匯 報 強 調 經 濟成 效，積 極 提 及

與高鐵 配 套的國家發展計劃，例如大 灣

區發展。因此，「大灣區」、「經濟」、「合

作」、「 發 展 」、「 粵港 澳 」等 正 面 的 關

鍵 詞 出 現 頻 率十 分 高。反 之，蘋 果日報

繼 續 旗幟 鮮明地反對一地兩檢，經常扣

聯 其他中 港 議 題 一 起 討 論。例 如，就 李

波事件中跨境 執 法問 題，引申至 對於一

地 兩 檢 的 憂 慮。又例 如，以 第 三條 跑 道

工程的討論，引申至高鐵 工程 超 支的問

題。因此，「李波 」、「三跑」、「工程 」、

「超 支 」等字眼亦經常出現。



圖 5：按媒體出現的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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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民 聯、新民 黨、自由黨 和 公民 黨 有 更

多管 治與 法 律 制 度 上 的 討 論。近 期，公

民 黨採 取 拖 延 戰 術，主力要求 政 府再作

公眾諮 詢，另外三黨 則 呼籲 社會不 要 再

花 時 間 在公 眾 諮 詢 上。它們 共 同 就「割

地 」有另一 番 辯 論，公民 黨 認 為 劃出內

地口岸區相當於 減 少香港管 轄 範圍，而

另外三 黨 則 指 出「 割 地 」講 法 離 譜，是

「自己 嚇 自己 」，要 將 歪 理 撥 亂 反 正。

經民 聯、新民 黨、公民 黨也 就 法 律 問 題

積 極 發 聲，就《 基 本 法 》附 件三 及 內 地

人 員跨境執法問題辯論。

在輿 論 領 域 上，以 上數 黨的公眾形象稍

有 不 同。說 到 經民 聯，更 多市民會 聯 想

到口岸 區 的 法 律 安 排，如 管 轄 權、租 賃

形 式 和 檢 疫 程 序。新 民 黨 更 關 注 工 程

超 支的問題，牽涉到承建商與為工程 封

頂 的 討 論。而公民 黨 則受民 主黨 拖 累，

在記者會聲稱 林子健 被 擄走，被指是誤

導公眾，令誠信受質疑。

至 於 第 四 個 群 組，工 聯 會、工 黨、社 民

連 和 人 民 力 量 四 黨 在 追 加 撥 款 議 案 的

曝光率最高。不斷重 複了高鐵 建 設項目

所涉及的追 加撥款「 1 9 6 億元」，工黨、

社 民 連 和 人 民 力 量 亦 就 港 珠 澳 大 橋 的

政 界 對「一地 兩 檢 」爭 論 得 沸 沸 揚 揚，

各派 別 在 這 個 過 程 樹 立 了 不 同 公 眾 形

象。圖 6 利 用 關 聯 詞 將 政 黨 區分，可以

分 辨出四個群組。一、民建聯；二、民主

黨；三、經民 聯、新民黨、自由黨及公民

黨；四、工聯會、工黨、社民 連 及 人民力

量。

民 建聯與國家緊密聯 繫，在各大 報章 提

及「一 地 兩 檢 」時，只 有 民 建 聯 會 與 國

家領 導人 及 其他 單位 共同出現，關 聯字

包括：領 導人、張 德 江、發改 委、港 澳 辦

和 訪 京。民 建 聯 亦 將「一地 兩 檢 」提 昇

至實現「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層次。

至於議 事事務，民建聯 也運 用議 事規 則

進行裁 決，處理拉布。

民 主黨 受到林子 健事件牽制，主 要關 聯

字 均 由 事件 而 來，例 如 召開 記 者 會、公

開閉路電視片段、聲稱 林子健 被警 務人

員 擄走。明 顯 林子 健 事件已成 為醜 聞，

民 主黨 被 指 是「抹黑 」、「炒 作」和「 攻

擊」，也被 質疑 其「誠信」，甚至被 斥為

「 鬧 劇 」需 要「道 歉 」。事 件 不 但 影 響

民 主黨的 形 象，也削弱了與有關當局談

判的公 信力。



圖 6：「一地兩檢」報導與政黨的關聯詞（2 0 0 8 - 2 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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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支事件借題發 揮。當新民 黨使 用較容

觀的「延誤 」與「超 支 」，這三黨便突出

「浪 費 」與「 爛 尾 」。第 四 群 組 的 四 個

政黨議會 混亂扯 上關係，例如透 過 重 複

發言拉布和衝上主 席台示威。



6 輿情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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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開始出現突 破。由於政 府有意於蓮 塘

實 施 一地 兩 檢，為市民 帶 來 新 的 憧 憬。

另外，「 橫 琴」、「南沙」、「前海」的 發

展 規 劃 亦 為 一 地 兩 檢 的 效 益 打 下 強 心

針。因 此，兩 大 陣 營 出 現 在 正 面「一 地

兩 檢 」報 導 的比例 開 始 逐 步 回 升，當中

建制派 所佔比例更 突 破百分之二十五。

至 2 0 1 5 年，雖 然高鐵 工程 超 支事件 持

續 擾 攘，但 因 正 式 通 車日子漸 近，社 會

更多焦 點關注 於一地兩檢的可行 性。由

於正反 雙 方就 此的意見分歧甚大，反而

淡 化了超 支事件的負面影 響。同年 5 - 7

月份，建 制 派 開 始 反守為 攻，主 動 反 駁

「一地 兩 檢 」不 利 言 論，令 經民 聯 與新

民 黨 一 躍 成 為 擁 有 最 高 正 面 報 導 比 例

的建制政黨。

其 後 稍 有 回 落，但 至 2 0 1 7 年，通 車 在

即，兩 大 陣 營 均 就「一地 兩 檢 」積 極 發

表 新一波 言 論。當中建 制 派 繼 續 領 先，

出 現 在 正 面「一地 兩 檢 」報 導 的比例 一

度 攀 升至 接 近百分之 五十，而民 建 聯、

經 民 聯 與 新 民 黨 所 佔 比 例 均 超 越 主 要

泛民 政黨。

政 黨 表 現

2 0 0 8 - 2 0 1 2 年：由高開轉趨懷疑

深圳灣的成 功例子，為落實「一地兩檢 」

帶 來 正 面 積 極 的 作 用。因 此，於 2 0 0 8

年高鐵 討論初期，兩大陣營出現在 正面

「一地 兩 檢 」報 導 的比例 都偏高。從 圖

7 可見，當 中 泛 民 所 佔 比 例 超 過 一 半，

建 制 亦 接 近 兩 成。然 而，隨 著 社 會上有

關「一地 兩 檢 」的 討 論 越 漸 頻 繁，不 少

人 就 其 提 出 法 律 問 題，並 質 疑 其 可 行

性。與此同時，政 府未能提 交實質方案，

亦未 能有 效 回 應 各 界 疑 慮。因 此，兩 大

陣營在 正面報導中出現的比例於 2 0 0 9

年均呈現下降趨勢。

其後，受 累 於 一 簽 多 行與水貨 客 問 題，

兩 大 陣 營出 現 在 正 面「一地 兩 檢 」報 導

的比例 於 2 0 1 0 年 1 月降 至 零。所有 政

黨都 均以 負面 新聞 佔大多數，出現在 正

面 報 導 當 中 比 例 最 高 的 政 黨 亦 不 超 過

百分之二十。

2 0 13 - 2 0 17 年：近年轉趨正面

直 至 2 0 1 3 年，有 關「一 地 兩 檢 」的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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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政治人物的輿情得分（2 0 0 8 - 2 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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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員表 現

圖 9 顯 示 由「一 地 兩 檢 」提 出 至 今，議

員得到正面和負面報 道的比 率。梁美芬

議 員一直都 就 相 關法 律問題、口岸區管

轄 權，積 極 發 表 意 見，並 多次 回 應 一地

兩 檢 等 同割 地 的 說 法。因 此，梁 美 芬 議

員在「一地 兩 檢 」報 導 的正 面 報 導 所 佔

比例大幅領 先於其他人。

涂 謹 申 議 員 以 及 郭 榮 鏗 議 員 同 樣 積 極

就一地兩檢 相 關的基 本法與法 律問題、

執法人 員安排、附件三解讀等議 題發表

言 論，當中涂謹申議 員 更多次 批評或反

對袁國強對事件的看 法。至 於陳恒 鑌 身

為立法會 鐵 路 事宜小 組委 員會主 席，則

主 要就 就 港 鐵 超 支發言。上 述三人出現

在 正 面「一地 兩 檢 」報 導 的比例 均 超 過

一半。

另外，陳 淑 莊議 員極力主張 並積極推 動

就一地兩檢 相關的公眾諮 詢。而田北辰

議 員 則圍繞港 鐵 工程 超 支發表言 論，但

其佔正面報導比例不及 陳恒 鑌。至 於梁

家 傑 議 員 多 次 指 出 一 地 兩 檢 所 涉 及 的

法律風險，但言 論主 要針對前特首 梁 振

英。林健 鋒 則 強 調 大 灣 區 效 益。上 述 四

位 議 員出 現 在 正 面「一地 兩 檢 」報 導 的

比例較高，均接 近一半。



7 討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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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日報、明 報、蘋 果日報 在 各 時 期 均 引

導 一 定 輿 論。直 至 2 0 1 7 年 7 至 8 月，

大公報和文匯報才急 起 直 追，用較 大 力

度 討 論「一 地 兩 檢 」，為 時 已 失 去 議 題

設 定優 勢。

泛 民 政 黨 由 社 民 連 為首 在 早 期 搶 佔 輿

論 空間，建 制 派在 2 0 1 5 年始 奪 回 話 語

權，當中以 民 建 聯 曝 光率最 高。按 個 別

政 治 人物 而 言，田 北 辰 與 湯 家 驊 在「一

地 兩 檢 」中最 具 標 誌 性。林子 健 事件消

耗市民 對 泛民 政 黨的信任，建制派亦 把

握時 機 迎 頭 趕 上。其 時，郭 榮 鏗 的 法 律

觀 點 和「 車 上檢 」方 案 回 嚮 不 算大，即

使 陳 淑 莊以「一地兩 檢 關 注 組 」在 後 期

參與 輿論戰 場，已難有影 響力。

建制陣營中，梁美芬議 員、田北辰議 員、

陳恒 鑌 議 員、湯家 驊、林健 鋒議 員在「一

地兩檢 」報導的正面報導所 佔比例領 先

於其他 人。親 建 制 陣營需要 繼 續 增加意

見領袖，提高正面報 道的比 率。

三、  「一 地 兩 檢」既 是法 律

問 題，又 是 政 治 問 題

市民難 以理 解技術 性的法律問題，不過

一、  工 程 問 題 激 化「一 地 兩

檢」爭 議

高鐵計劃在設計初期已得到充分討論，

當年路軌 走 線與總 站布局的爭議，已經

令多 數 市民 明白只有「一地 兩 檢 」才 能

發 揮高鐵 效 益。無論 法律或 經 濟論 述，

都 無 明 顯 改 變 市 民 對 一 地 兩 檢 的 支 持

度。在 2 0 1 6 年 與 2 0 1 7 年，分 別 支 持

通 過 高 鐵 超 支 撥 款，以 及 支 持 政 府「一

地 兩 檢 」方 案 的人 數 均 為五 成多，印 證

支 持興 建高鐵的市民 幾 乎等同接受「一

地兩檢 」。

高鐵 延 誤 與 超 支 雖 然 與「一地兩檢 」無

直 接 關 係，卻 是「一地 兩 檢 」主 要 失 分

點。由 於行 政 部門 失 誤 及商 業 糾紛，中

間派 對高鐵 工程 感 到失 望，令不少不 著

邊 際的方案，如停止 工程 興 建商場等 建

議 被 提 倡。逐 步累 積 的反高 鐵 情 緒，最

終轉化成反對「一地兩檢 」。

二、  建 制 派 未 能 搶 先 設 定

議 題， 後 期 始 奪 回 話

語 權

整個「一地兩檢 」討論中，星島日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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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性的法 律問題仍然 是核心問題，例

如「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得 到 所 有 媒

體 長 期 跟 進。在《 基 本 法 》問 題 面 前，

深 圳 灣 的 示 範 作用 被 覆 蓋。而 且，當 高

鐵 追 加 撥 款 時，催 生了市民 對「一地 兩

檢 」更 具 體 化的 期 望，惟治港 者當時 未

能 釐 清 安 排。結 果，由 於「一 地 兩 檢 」

未明朗，撥 款爭 議 加深了市民 對 相 關安

排的懷疑。

建 制與泛民的對壘中，也有互相 借鏡的

地方。建制媒 體著重在 經 濟發展與反拉

布，大公 報 和 文 匯 報 就 常常 提 及「一 帶

一 路 」、「大 灣 區」、「 珠 三 角 」與「 港

深 合 作」，然 而，國 家 發 展 策 略 在 不 同

場 合已有鋪天 蓋地宣傳，建制 媒 體套諸

在「一 地 兩 檢 」，感 染 力 有 限。親 民 主

媒 體 則集中在司法制度 與法治事件，善

於 有 效 地 聯 繫 不 同 內 地 與 香 港 矛 盾 事

件，例如以李波事件渲 染 跨境執法的恐

慌，以 及以機場三 跑的空域問題 突 顯 與

內地 城市的治權爭議。

四、  強 化 法 律 理 據 合 理 性

的 宣傳

十 年 來 媒 體 的 報 導 中，各 大 報 章 均 提

及 如 何 在《 基 本 法 》框 架 下 實 施「一地

兩 檢 」，「法 律」、「 基 本 法 」等 字 眼 在

所有報 紙中都 有相當高的出現 頻率，顯

然可行 性討論仍然 是問題中心。香港市

民 普 遍 務 實，對「一 地 兩 檢 」所 牽 涉 的

兩地法 律差異存 有懷 疑 也正常不過，所

以，在 說 服香港 市民 支 持 一地兩檢 方案

不能只靠 以 經 濟誘因作為論據，有關法

理學解說 會有相當有效。

議 員作為民意的 代 表，應 運 用其 知名度

及影 響力去 爭取民意，尤 其 是 擁有法律

背景的最 能 以專 業 資格說 服公眾，梁美

芬 與 郭 榮 鏗 更 是 一 地 兩 檢 議 題 上 發 表

意見的表表者，在牽涉基 本法與 相關法

律問題 上各 持不同的觀 點，嘗試 在 這政

治 化議 題 上爭取市民的認同，相 信惟有

積 極的回 應才能有助 消除市民的疑 慮。

中 聯 辦 相 關 官 員 亦 可 在 香 港 媒 體 接 受

訪問及 撰 寫文章，用學 術 性語言解 釋 一

地兩檢背後法理基 礎 和合 理性，以 統 一

口 徑作出法 律 解 說。因 此，認 為市民 大

眾 不 懂 艱 澀 法 律 語 言 而 放 棄 理 論 性 政

策 解說是缺乏說服 力之觀 點，單純 以強

調 權 威 及 其 經 濟 效 益 不 能 有 效 爭 取 輿

論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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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 黨公眾 形 象 鮮 明，宜

清 晰 分 工 營 造 意 見 領

袖

不 同 政 黨 在 傳 媒 中已 與 特 定 議 題 建 立

關 聯，因 而 在 公 眾 心 目 中 也 有 既 定 形

象。各 政 黨 應 善 用 此 形 象，合 理 分工，

發 揮最 大 效果。民健聯可以 繼 續擔當國

家涉 港 事務的推 銷員，但可避 免高舉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等「硬 效 益 」，反 而 可以 藉

著 高 鐵 便 捷 的 論 調「 軟 推 銷 」，主 張 市

民 在回 鄉 探 親、工幹旅 遊等方面的 切身

得益。

面 對「一 地 兩 檢 關 注 組 」的 訴 求，經 民

聯、新民 黨與自由黨 宜強調 在香港管 轄

範圍內內地人 員 跨境執法的合法 性，指

出公眾諮詢的不必要，以 及反駁「割地」

所 營 造 恐 懼。把 握 泛 民「工 字 派 」在 新

一屆 立 法會息微 的 機 會，工 聯 會更 要 堅

持 與 該 等 政 黨 角 力，在 撥 款 爭 議 過 去

後，展 望 未 來 高鐵 所製 造的就 業 機會。

總的而言，各政 黨需要 共同協力在不同

方面 掌 握 發 言 權，從 而 在「一地 兩 檢 」

內的個別話題 塑 造權 威形象。

六、  宜 設 立 社 交 媒 體 專 頁，

加 強 與 年 輕 人 互 動

把 握 建 制 派 著 力 搶 攻 輿 論 控 制 權 的 時

機，政 府應該儘 快開設社 交 媒體 統籌 專

員，負 責 一地 兩 檢 的 公 關 工作，以 加 強

在 社 交 媒 體 戰 場 這 個 建 制 陣 營 的 相 對

弱勢的輿論版塊。有了社 交 媒體 統籌 專

員，相 關官員可以 透 過 分析工具 找 出 從

傍 晚 到 凌 晨 過 去 十二 小 時 的 網 絡 熱 話

及 與政 策 局相 關的 議 題，加以 分析及準

備 網民意見 摘要。亦可以尋找 相 關的意

見領 袖 及 適合 的平台，如政 府 新 聞 網，

局 方 的 專 頁 或 是 親 自 在 討 論 區 回 應 或

進 行 游 說。新 聞官配 合設計 師、攝 影 師

和 剪 片員 更 可 以 在 兩 個 小 時 內 完 成 相

關製圖、解說 和短片就特定熱 點 議 題 進

行 解說。

活 躍 於 社 交 媒 體 的 群 眾 多 數 是 較 年 輕

的 一 輩，F a c e b o o k 的 輿 論 更 多 數 由

「 8 0 後 」及「 9 0 後 」主 導，而 親 泛 民

網 媒 更 是 強 勁的訊 息傳 播 平台，人 數 最

多的更坐擁 超 過一百萬名追 蹤 者。它們

的帖子經 網民 廣泛分享後，覆蓋 超 過一

半 的 F a c e b o o k 用 家。所 以，設 立 社

交 媒 體 統 籌 專 員可 以 準 確 發 放 政 府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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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及訊 息，務求 及時 在社 交 媒 體平台上

讓 網民知道政 府最新的立場，掌握輿論

控制權。



8 附錄



4 1

研 究 方 法

是 次 研 究 分為 政 策 簡 報 與 大 數 據 分 析

兩 部 分。透 過 質 性 分 析，「一 地 兩 檢 」

事件 將會 編寫成 政 策簡報，勾勒支 持與

反 對「一地 兩 檢 」與 其他 替 代 方案 的 核

心 觀 點。基於 大 數 據 的實 證 支 援，配 合

時序的推進 提 供 脈 絡化的分析，突出輿

論 轉 向 及 政 治 人物 與 團 體 的 得 分 與 失

分點。

大 數 據 分析 部分按「一地 兩 檢 」概 念出

現 的 時 期，搜 集 全 港 所有紙 媒 關 於「一

地兩檢 」的報導 與評 論，組 成 大 數 據 庫

進行定 量研究。大 數 據 庫包含 2 0 0 8 年

1 月 1 日至 2 0 1 7 年 8 月 3 1 日，共 6 , 0 5 4

篇 報 導。隨 事 態發展，透 過 數學 模 型 分

析 當中的 熱 詞、關 聯 詞 及 情 緒 變 化。大

數 據分析分為四章 節：

1 .  媒體統計

按 月份及 媒 體 統 計 報 導 數目，呈現「一

地兩 檢 」在十 年間 的 報導分 佈。政 黨 及

其黨 員的出現 頻 數亦會 按 月統計，以 量

度各個政黨的曝光度。

2 .  新聞熱詞

基於 報導中詞 彙出現 的頻率，按年份及

媒 體 進行文本分析，衡 量一 個詞彙的重

要 性。分析 結 果 以 詞 雲方 式 展現，愈 重

要的詞彙字體愈大。

3 .  政黨關聯詞

從 報 導 裡 擷 取 詞 彙，以 T F - I D F 演 算

法（ t e r m  f r e q u e n c y  –  i n v e r s e  

d o c u m e n t  f r e q u e n c y）進 行 篩 選

與 加 權，評 估 詞 語 對 於 政 黨 的 關 聯 程

度。分析 結 果 以 網 絡 圖 表 示，以每 個 政

黨及 其黨 員為中心，關聯程 度愈高的詞

彙，將會聚集在距離 愈 近的字群。

4 .  輿情得分

由真 實分析員 閱 讀 1 5 0 0 篇 報 導，就 每

篇 對「一 地 兩 檢 」的 情 緒 評 分，1 分 為

正 面、 0 分 為 中 立、 - 1 分 為 負 面。所 有

被 閱 讀 的報導，由第二位分析員再 次 評

分並 核 對。陣 營、政 黨或 議 員 的輿情 得

分，為所有與 之出現 的 相 關 正面與 負面

報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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