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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條不平等條約看香港問題的由來1 
劉智鵬教授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 
 

從三條不平等條約看香港問題的由來，這裏有兩個關鍵詞組，一個是三條不

平等條約，另一個就是香港問題。三條不平等條約，簡單說就是中國割讓了兩塊

土地及借出了一大片土地及水域給英國，形成了統稱為香港地區的範圍，在過去

的一百多年內經歷了一段由英國管治的時期。而從這三條不平等條約所引發的歷

史後果，就是第二個關鍵詞組，即是香港問題，它的由來是和這三條不平等條約

密切相關。 
 
香港的中華文化根源 
 

在討論這三條不平等條約前，我們先看看到底香港是一處甚麼狀況的地方，

否則很難將香港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內處理。 
 

我們先看看香港跟我們的國家，或者中華文化有甚麼關係。從考古學來看，

大概 7,000 年前，即是新石器時代中期，香港的先民已在這片土地上勞動生息，

而且香港這個地區跟廣東大陸的古文化有着相當密切的聯繫，它們之間同屬於一

個文化系統。香港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所發現的彩陶、石器，都跟廣東大陸的遺址

和墓葬的出土文物如出一轍。到了青銅器時代，香港跟廣東大陸的青銅器具有相

同的特點，所以大家都是同一個地域的文化。 
 

再從歷史建築來看，香港保留的大量中式建築，與華南的歷史建築風格和結

構並無差異。新界的圍村內的祠堂或者是廟宇，它們的建築特色或用料，普遍跟

華南其他地區相同，一般都是以磚或木頭作建材，建築風格可以說是相同的。我

們再看看廣東地區，特別是在廣府地區所看到的宗祠、牌樓、廟宇，和香港其實

沒有分別，由此可見，我們的文化根源是一致的。 
 
香港的中國歷史淵源 
 

談到歷史淵源，我們常說在歷史上香港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或者說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我認為不用過於斟酌「自古以來」究竟

即是何時，我們主要看香港是從甚麼時候由中央政府行政管理。具體來說，就是

在秦始皇 33 年（公元前 214 年）。當時秦平定了南越，設置了南海、桂林、象三

                                                       
1 本文為劉智鵬教授於 2021 年 6 月 1 日為教育局通識教育 / 公民與社會發展組主持知識增益講

座的演講內容撮要，同時參考劉智鵬教授及劉蜀永教授合編的《香港：從遠古到九七》（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5 年）的相關部分而成，全文並經過劉智鵬教授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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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郡。其中南海郡領番禺、龍川等縣，而香港所在的地區與番禺治地相接；因此，

從公元前 214 年開始，香港地區就是在中國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成為南海郡番

禺縣其中一片管轄的土地。 
 

那麼在公元前 214 年之前，香港是否就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呢？上文已指出從

考古學發現，香港與中國大陸多處地域，尤其是廣東地域的文化源頭相同。而根

據成書於東漢的《漢書・地理志》對於長江以南地域的記載，當地自遠古以來「百

粵雜處，各有種姓」。「百粵」即是「百越」，表示有數以百計的越族人住在這裏，

他們的分布範圍北至長江三角洲，南至今日的廣東及廣西，最遠甚至到達今日的

越南。可以說整個長江以南的大部分土地，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都是居住了

被稱為百越或是越族住民。我們看不到當時有一個中國以外的政治力量管轄這個

地域。因此，我認為無須執拗在公元前 214 年之前，香港到底是一處甚麼地方。

概括而言，從公元前 214 年以來的二千多年以來，香港地域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

中國的統一的中央政府，又或者是地方的分裂政府所管轄的。 
 

說回秦之後的情況。秦朝末年，陳勝、吳廣起義之後，很多地方的勢力抬頭，

南海尉（即是南海地方的一個主管）趙佗亦起而叛變，並據地建立南越國，以番

禺為首都，而實際中心點就是今日的廣州。在南越國 93 年的管治期內，香港地

區屬南越國管轄。南越國雖然不是一個中央政府，但是香港仍然是被一個有中央

政府管治時期內的一個地方政治勢力所管治。直至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伏波將軍路博德平定南越國，於其地先後置南海、蒼梧、交趾等九郡，香

港地區回歸番禺縣管轄。 
 

從漢代平定了南越國之後，一直至明神宗萬曆元年，香港地區大致上都是由

中央政府管治下，先後隸屬番禺縣、寶安縣、東莞縣管轄。番禺縣今日就是珠江

西面的地方，寶安縣就是今日深圳一帶的地方，東莞縣就是深圳以北的地方。可

想而知，從漢代至明代這一千多年間，甚至直到今天，這些地名都沒有甚麼變化。 
 

至於最大的變動，亦是最影響香港的變動，是發生在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
年）。當時明朝政府將東莞縣的南部分拆成一個新縣，命名為新安縣。自此之後，

即是由 1573 年起，香港地區改為隸屬於新安縣管轄。如是者又過了數百年，直

至另一巨變徹底地改變了香港近代超過 100 年的歷史，那就是晚清時期，在西方

列強武力威脅下，英國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三條不平等條約，分別是道光廿二

年（1842 年）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咸豐十年（1860 年）簽訂《北京

條約》割讓九龍半島，以及光緒廿四年（1898 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租借新界 99 年。可以說由 1842 年開始，香港地區就改為屬於英國政府轄下的香

港政府管治，變成一個由外國管治的地區，不再隸屬於中國某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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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問題的由來，重點就是香港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而由 1842 年

之後的大半個世紀，英國用武力及外交手段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割佔了

港島及九龍、租借了新界，將香港地區置英國殖民政府管治之下，這就是破壞中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有問題當然要解決，解決問題的目的就是維護國家主

權、維護國家統一，以及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至於解決的方法，就是由中國政

府收回給英國佔領的香港地區，並且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體現中國的統一及

國土的完整。 
 

解決香港問題的同時，亦要有解決方案，這主要考慮兩個方面：第一是何時

可以解決問題；第二是用甚麼方法、甚麼方式去解決問題。可能有人會問香港問

題是否可讓它維持在一個狀態而不需要解決呢？這是不可能的，香港問題是必須

解決，亦是必須在某一個時間內解決，這已是被限定而沒有其他的選擇。這方面

我將在下文說明。 
 
香港問題的根源：三條不平等條約 
 

香港問題的根源是三條不平等條約。第一條的《南京條約》（1842 年）及第

二條的《北京條約》（1860 年），是清政府在戰敗後被英國以武力脅迫而簽訂的。

第三條不平等條約是 1898 年 6 月 9 日，英國以外交手段和清政府簽訂《展拓香

港界址專條》。要留意的是，所謂的外交手段，其實相當程度上都是屬於威迫性

的。這是由於當時不是只有英國威迫中國簽訂條約及取得土地，而是一批西方國

家的共同行動，英國只是其中一國。清政府和英國同意 1898 年 7 月 1 日起，租

借深圳河以南至今日的界限街以北的中國領土，並包括附近 230 個島嶼，以及大

鵬灣和深水灣的水域，租期是 99 年。那些被租借的中國領土及領海，英國是用

外交手段脅迫清政府簽訂租借條約，因此仍然是中國的領土和領海。這些被租借

的地方，後來英國政府稱為「新界」，因為在新安縣的範圍裏面是沒有所謂「新

界」這地域的。在 1898 年之前，亦不會找到一個標示為「新界」的地方。整個

「新界」的出現，是英國政府在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之後，才在地圖上

以「新界」來面展示這一大片土地。 
 

香港問題何時解決、以麼方式解決，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第三條不平等條

約所引起的，這就是新界的租借條約。新界的 99 年租期，就是香港九七問題的

原因。為何我們回歸的日子要選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原因就是當日簽的條約所

簽訂的日子就是 1898 年 7 月 1 日，再過 99 年，就是 1997 年 7 月 1 日，大致上

就是那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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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條約，它的背景需要交代一下。我們從英國方面

來看，英國在 19 世紀處於極盛時期，在工業革命之後參與了大航海的競逐，在

過程中打敗了西班牙，成功地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繼而在非洲、印度及東南亞

等地建立殖民地，在那裏經銷自己的產品，以及將國民移居當地等。當時大英帝

國的屬土眾多，由日出至日落都會見到英帝國的屬土，故此號稱「日不落帝國」。

英國四出開拓世界市場，中國人口眾多，所以就成為英國的貿易對象。在 19 世

紀時所謂國際的社會，奪取和征服一個市場，在當時被認為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所以英國毫無保留，亦毫不顧忌地及有計劃地奪取中國的土地，令中國成為英國

的龐大市場。 
 

再往前看英國的對外開拓歷史，作為一個要在海外追尋市場的國家來說，英

國其實很早已有計劃。明代崇禎年間，英國已經有在中國的外洋海島上面建立殖

民地的行動。1635 年（明朝崇禎年間）已經首次有英國人來中國貿易，英國君主

查理一世指示率領武裝商船（當時的商船都會帶備武裝，原因之一是應付海盜）

的海軍上校約翰．威德爾（John Weddell）東來，隨時以武力佔領土地。威德爾

來華後硬闖入珠江口，還炮轟中國的炮台，然後直上廣州強行貿易後離去。大家

都知道香港其後在《南京條約》割讓了給英國，因為西方來中國最方便到達及進

行貿易的地方就是珠江，而香港位於珠江出口的東面，位置非常有利，可以成為

廣州的外港，或是一個協作的港口。遠在唐代時期，香港已經是西方來中國的商

船進入珠江的必經之路，由此可見，在漫長的中外海上貿易的歷史裏面，香港是

不斷地出現在外商的視野之內，所以到了 17 世紀中期，英國首次派遣由威德爾

率領的商船來中國的時候，他們仍是選擇從珠江口進入中國這條舊路。威德爾回

國後，還建議佔領海南島作為英國的貿易基地。當時海南島離開中國主要貿易的

地區相當遠，所以根本不會成為英國可能攻佔的中國領土。 
 

接着是在 18 世紀和 19 世紀初期，分別有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與阿

美士德（Lord Amherst）來到中國，提出割讓中國島嶼給英國的要求。即是說英

國人一開始就有兩個想法，第一個是做生意，第二個是奪取土地。但這個做生意

和奪取土地的想法，其實不是英國人首先在中國領土範圍內做的，最早的是葡萄

牙人。葡萄牙人在 1514 年時（明朝武宗年間）就已經來了中國，還曾經佔據了

屯門好幾年，直至 1521 年廣東水師出手，打了一場持續了 40 多天非常轟烈的屯

門海戰，令葡萄牙人傷亡慘重，撤出屯門。屯門海戰可說是西方國家對中國領土

產生野心的開端，亦是中國首仗與西方國家正面交鋒的戰爭。經此一役，葡萄牙

人轉往閩浙一帶活動，最後在明朝政府同意下入駐澳門做生意。葡萄牙的經驗給

了英國一個參考，希望可像葡萄牙那樣，在中國找一個地方停泊船隻，然後通過

這個地方去廣州做生意。當時廣州是中國的第一商貿港，這形成了西方列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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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英國最初聚焦點都是在南中國這邊，希望重複澳門的模式，取一塊地作為與

中國貿易的基地或跳板，因此在 1792 年和 1816 年兩次派遣使者來華，都提出割

讓中國島嶼的要求，結果都被清廷拒絕。我們由此亦可以看到，中國不是那麼輕

易就將國家的領土移交給外國。 
 

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無功而還，但不會遏止英國在遠東開發市場的想法。在

19 世紀初期，無論是東印度公司或是後來的英國政府，都一直在華南沿海一帶

勘察，結果發現香港水域是一個良好的避風港和安全的錨地，進可攻，退可守。

英國這些勘察紀錄，今日仍然可以找到，甚至在香港海事處的檔案裹，都有一些

稱為海港測量紀錄的早期歷史資料。可以說是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已經相當掌

握香港這片水域的形勢。從 1820 年代開始，東印度公司來中國做生意的商船，

就經常停泊在香港水域，等於是在佔有這地方之前，已經在使用這處地方了。有

些說法指英國最早是打算奪取舟山群島，當然這亦是英國的另一個目標，但如上

文所言，英國亦發現香港的水域非常理想，因此在鴉片戰爭開打之後，香港這水

域和香港島就成為了英國的佔領目標。 
 

1833 年，英國派了律勞卑（Napier）以「駐華商務總監督」的銜頭來華。單

看這個銜頭，或會以為他是來華做生意的，但實際上他並不是只做生意，而是來

取代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這表示英國在當時已經不想再通過一個中間代理

人，即是東印度公司去和中國貿易，而是想直接參與其中。當時英國的外交大臣

巴麥尊（Palmerston）給予律勞卑一個訓令，要求他調查英國的船隻在戰爭發生

時可以得到保護的地方，並預計若在貿易期間跟中國發生衝突時的應付方案，這

顯示英國到了 1833 年，已經很明顯要在中國尋求一個可以落腳貿易的地方，同

時不惜以武力達到目的。此外，律勞卑這名「駐華商務總監」，同時代表英國政

府，故亦有外交代表的職能，但當時中英兩國並未有外交關係，因為英國並不在

清朝朝貢貿易的名單當中。英國亦未有知會中國有關律勞卑的任命，所以律勞卑

於 1834 年到達廣州時，兩廣總督拒絕接見，原因是不合規矩。律勞卑見不到兩

廣總督，就直接將船駛入虎門，對着虎門的炮台開炮，結果廣州的行商出面斡旋，

律勞卑離開廣州。整件律勞卑事件就是鴉片戰爭的熱身，亦可看到當時在整個形

勢發展底下，中英雙方遲早會發生事端。 
 

1834 年 7 月，律勞卑正式向外交部建議佔領香港，他認為佔領及宣布香港

為自由港之後，十年之內將會成為好望角以東的最大商業中心。這說法當然是有

誇大的成份，但最終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發生了，只是時間不是如律勞卑預計

的十年，而是接近二十年，香港真的取代了廣州成為遠東最大的商業中心。 
 

說到這裏，我們必須告訴學生為何英國人那麼渴望來中國佔領地方做生意。

簡單而言，就是在 19 世紀前期，英國對華貿易已經長年處於入超的劣勢，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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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入口中國的貨物遠超過英國出口去中國的貨物，令英國大量地向中國輸出白

銀。當時貿易量最大的商品就是茶葉、瓷器、絲織品，尤其是茶葉。英國人喝過

中國茶葉後就熱愛了喝茶，需求量甚大。英國為了改善這情況，就想到向中國輸

出鴉片。這種行為在今天來說就是販毒，即使以當時的來說，也是非法行為，所

以英國商人要用走私的方式向中國輸入鴉片。從 1835 年起，英國每年走私到中

國的鴉片數目超過三萬箱，佔了英國對華出口商品總值的三分之二，令中英貿易

關係改變，中國由出超變成了入超，白銀源源流出中國。 
 

另一方面，吸食鴉片損害身體健康。1835 年全國吸食鴉片的人數在 200 萬

以上，再加上白銀大量外流，令清政府出現財政危機，影響政權的穩定，所以決

定禁煙。1838 年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當時在廣東主要是英

商賣鴉片，同時亦有美國商人，所以林則徐除了要求英商繳納鴉片，還要美商一

同將鴉片集中在虎門海灘，用石灰在海上銷毀，這就直接引起了鴉片戰爭。 
 

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督義律（C. Elliot）心中不忿，一來是因為錢，另外就是

眼看鴉片被銷毀，輸了面子，於是不計後果，在尖沙咀海面將英國船，主要是鴉

片船，集中起來繼續走私，同時催促英國派軍隊對中國發動戰爭，這是直接促成

鴉片戰爭的行為。1840 年 2 月，當時的外交大臣巴麥尊正式發出指令，啟動侵

華戰爭。幾個月後，英國「遠征軍」，包括近 50 艘艦船和約 4,000 名士兵抵達中

國，首先封了珠江口，然後北上攻擊舟山群島等，並投遞《致中國宰相書》，提

出賠償煙價、割讓島嶼等要求，史稱第一次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未完全解決前，還有一個重要日子需要留意，就是 1841 年 1 月 25
日，英軍以勘察的名義，由今天的上環水坑口（即是現時的荷李活道的公園）登

岸，在那裏插下旗幟，以示佔領香港島；然而，當時中英兩國仍未在割讓香港島

上有任何協議。其後英軍攻佔廈門，再攻陷寧波，一路進迫。到了 1842 年 6 月，

英軍再派出後援軍隊，進犯長江，然後攻陷上海，直逼南京下關江面。至此，中

國已沒法挽回形勢，委派欽差大臣耆英趕到南京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簽約

的地方就是停泊在南京江面一艘名為「漢華麗號」（Cornwallis）的船上。整條南

京條約的重點，最重要是香港島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這亦是香港問題的起點。 
 
《北京條約》 
 

關於北京條約，我不談太多細節了，只是談談它跟香港問題之間的關係。英

國取得香港島之後，就是宣布香港是自由港，而且很快就真的打造了一個可以在

對華貿易方面達到既有目的和效益的商港。大家可看看早期香港的憲報和年報所

記錄的船隻進出香港的情況，由最初很少數量而慢慢增多起來。此外，亦可以從

早期的繪圖和後期的照片，看到海面是頗為繁忙的。但海的對面，即是今日尖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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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的地方，仍然屬於清朝的領土，即是等於維多利亞港要與中國對分，所以英國

覺得那不是很安全，始終越過了港口的某個既定的界線，就進入了中國的水域範

圍，所以不久之後，英國就密謀將海域對面的九龍半島納入控制範圍。 
 

1856 年發生了亞羅號事件，這個事件的細節我不詳談了，而此次事件很快

演變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英國藉着這次事件出兵攻佔珠江沿江砲台，

並攻入廣州城，扣押兩廣總督。1857 年 4 月 20 日，英軍襲擊九龍寨城，將大鵬

協副將張玉堂挾持到香港島，要求引渡抗英人士，奪取九龍一事亦隨之提上了英

國的議事日程，認真地去部署奪取九龍。到了 1860 年，法國藉口傳教士被殺，

於是與英國組成聯軍侵華。英法軍隊進攻天津，接着進入北京西郊的海淀和圓明

園。英法軍隊火燒圓明園和大肆搶掠，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在英法兩國的軍事和

外交雙重壓力之下，恭親王奕訢接受了投降條件，英方趁機在中英《北京條約》

中加了三條條款，其中第一條就是「廣東九龍司地方併歸英屬香港界內」。奕訢

毫無議價的餘地，只好一概應允。1860 年 10 月 24 日，奕訢同額爾金（Elgin）
在北京簽署了中英《北京條約》。按照條約第六款的規定，中國新安縣九龍司的

一部分領土，即今日九龍界限街以南的部分（包括昂船洲在內）割讓予英國。 
 

很明顯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都是英國主動以武力發動戰爭，然後在戰爭中

取得勝利，再威脅中國政府而簽訂的條約。條約內分別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割讓

給英國。這割讓是沒有年期的，即是大家看到的南京條約和中英北京條約內都沒

有年期的，等於是給英國永久佔有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有些朋友說如果當日沒有

英國租借新界那段歷史，會不會今日的香港問題。這些我不懂得答，亦不會答，

因為這是假設性問題。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無論是之前簽訂的南京條約及之後

簽訂的北京條約，實際上都是不平等條約，亦都是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令清朝政

府倒台後，以後的中國政府，特別是我們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不承認的。

即是說這兩條條約被英國佔領的中國領土，都是必須要處理的，亦都不應該長久

地維持下去的。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1898 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是第三條不平等條約。英國強佔九龍之後，

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英國在遠東的商貿重鎮。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後，

清政府節節敗退，當時整個歐洲，包括日本都認為這是進一步蠶食中國領土的最

好時機。香港總督威廉．羅便臣寫信給英國殖民地大臣里彭侯爵（The Marquess 
of Ripon），建議將香港界址拓展至大鵬灣到深圳灣，並將加普礁、橫瀾島、南丫

島以及距香港 3 海里以內的所有島嶼割讓給英國。香港總督認為應該在中國受到

打擊和遭遇失敗當中恢復過來之前，及時提出這些要求，即是乘機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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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列強瓜分中國的事件，英國是稍為落後於其他國家的。當時清朝政府先

後與德、俄兩國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及《旅大租地條約》；為了避免在爭奪中

落後，英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參與在華租借地的爭奪。英國亦都是落後於法國

的。法國 1898 年 3 月 7 日就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廣州灣（即今日的湛江）要求。

3 月 28 日，英國政府指示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 W. MacDonald），要求他從清

朝政府取得保證，如果法國租借廣州灣，英國隨時可以要求展拓香港界址。1898
年 4 月 2 日，租借新界的中英談判在北京展開。這是一次外交行為，英國沒有出

動刀槍，但在國際大形勢之下，英方代表竇納樂趁機會用外交手段，對代表中方

的總理衙門大臣奕劻明確表示，希望展拓界址以為保衛香港，故要求中方租借今

日新界這地方，並同時在山東租借了威海衛。1898 年 6 月 9 日，《展拓香港界址

專條》在北京簽字作實。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英國所租借的面積佔當時的新安縣面積的三

分之二，較香港原來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領土大了十一倍。由於這原來是新安縣

內的土地，內有各鄉各村，但沒有一個統一名稱，於是英國就稱之為「New 
Territories」新的疆界，簡稱新界。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是第三條不平等條約。大家必須注意在起草的時候，

契約雙方不是處於平等的談判地位，即使沒有武力的脅迫，但簽約雙方只有一方

從中得到好處，就是英國得到土地，而且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至於中國，就喪失

了土地而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不平等條約的含義及解決方法 
 

我們再看這三條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何在。顧名思義，不平等條約就是大家不

是以平等的方式來商討。首先，是指在簽約談判過程中的一方或多方，採取武力

或武力威脅的方式施壓，強迫對方簽署。第二就是締約國沒有對等的談判地位，

因為用刀架在頸上，如何談判呢？你不同意我就繼續打下去，例如若英法聯軍燒

了圓明園後，中方都不同意，那就可能再燒故宮；所以這些基本上不是談判，而

是脅迫、威迫。第三，條約內容反映不平等的權利義務關係。這三條條約其實都

是單方面的，就是締約國的一方（即英方）向締約國的另外一方（即中方），索

取各種各樣的利益和領土。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為例，英國租借了中國的土

地，卻沒有任何付出代價。第四，就是條約明顯侵害某締約國的主權或利益。這

三條不平等條約都是對於締約國的中方，構成了主權或者利益上的損害。 
 

如何解決這三條不平等條約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呢？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之後，中國政府對香港立場是十分明確的：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

英國強加的三條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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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維持現狀。換句話說，中國在 1949 年時認為「適當時機」可以稍後再說，

並同時決定了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沒有想過採用武力，或是其他非談判方式來

解決。特別是在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廣東地域仍未完全解

放，中國解放軍一路南下，當時已經得到中央政府的指令，解放軍不能超越廣東

的樟木頭，即是不能去到深圳，顯示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不主張使用武力。 
 
另一方面，亦有些國際公約是用來處理和不平等條約有關的問題。1969 年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表明以威脅或強迫而取得的條約無法律效果（第 51 條）；

違反聯合國憲章所含國際法原則、以威脅或使用武力而獲締結的條約無效（第 52
條）。1974 年第九屆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侵略定義的決議》規定：「因侵略行

為而取得的任何領土或特殊利益，均不得亦不應承認為合法。」 
 

再從歷史發展的情況來說，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本來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

事情。事實上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之後，有個很短暫的時期出現了中國

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時機。按照當時盟軍的部署，日本應該向當時香港所

在的軍區統帥總司令蔣介石投降，國民政府亦準備來香港接受日本投降，而實際

上國軍亦曾經一度開入香港，最遠到達香港島的修頓球場。而從 8 月 15 日至 8
月 30 日的兩個星期，英國用盡所有可能的辦法，通過外交途徑而聯同美國總統

杜魯門向蔣介石施壓，要求他將香港重新交給英國。由此可見，英國是採用了和

簽訂三條不平等條約時性質大致相同的手法，以外交手段脅迫中國政府交出香港

給英國管治。所以這件事情，某程度上可說是第四條不平等條約，只是當時沒有

簽署任何條約而已。最後是英軍以實際行動，駕駛開兩艘戰艦在 8 月 30 日抵達

香港，然後接受日本投降，重新管治香港。 
 

從上述提及的各項事件，請大家留意中國本來是可以用武力，或者以其他方

式收回香港，但考慮到中英兩國之間的關係，同時亦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中

國政府決定和英國政府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所以香港問題何時解決，即

是在適當時候解決；如何解決，即是談判解決。如果時候未到，時機未到，那就

維持現狀，暫不解決。中國政府的立場是很明確的。 
 

到了 1982 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應邀訪問中國，揭開了中英會談的序幕。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考慮，這裏有個非常重大的關係，就是為甚麼中英要在 1982
年進行談判，原因正是 1970 年代麥理浩來香港做總督，他是帶着任務來的，就

是要啟動這個談判，因為《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所規定的租借期限是 99 年。到

了 1970 年代中期，餘下時間不足 25 年，香港政府要迫切處理新界土地的續約問

題，而英國政府是沒有能力，亦沒有權力去延續香港土地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

後的租約，因為這個延續是不合法的、無效的，所以一定要和中國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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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事情，香港市民到今天都不太明白，仍然很懷念麥理浩時代那種好

日子，認為那時真的太好了，啟動十年建屋計劃而有大量公共房屋；還有基建、

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甚至大幅提升公務員的工資等，整個社會欣欣向榮，大

家都過上好日子。其實翻查檔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英國政府給麥理浩的其

中一個指示，就是在他任內盡量拉開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距離，以便將來有一天中

英雙方在談判桌上處理香港在 1997 年之後的管治問題時，可以令到中方受驚，

不敢答應在 1997 年之後收回香港，因為當時英國估計中國沒有能力去管治一個

已高度發展的香港。整件事情就是如此，所以 1982 年戴卓爾夫人來到中國，帶

來了一個續約方案，提出在 1997 年之後再續 50 年；如果中國不願意，那就主權

歸還給中國，但委派英國做代理人管治香港。鄧小平當然一概反對，原因就是中

國政府在 1949 年之後，明確地不承認英國強加於中國的三條不平等條約。如果

鄧小平或中國的領導人在談判桌上同意戴卓爾夫人任何一個延續英國在香港管

治的方案，都等於承認了三條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性，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不公

義、不合法的佔領，始終要有一個合理的方式處理，英國只好交還香港整個地區，

包括永久割讓的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以及租借了 99 年的新界。與

此相關的三條不平等條約，雙方亦一併在會談中確認不再生效。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簽訂了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在同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

國。三條不平等條約所引起的香港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