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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上海福喜被揭製「黑心肉」 麥當勞曾隱瞞進口 

    內地傳媒 7 月揭發上海福喜食品公司以過期原料生產肉類，供應給多間知名餐

飲品牌。內地當局查封福喜，香港麥當勞起初否認採用有問題食材，並拒絕進

一步交代食品來源地。食環署經調查後，證實麥當勞曾進口有問題肉類，並已

悉數出售。香港麥當勞其後發表聲明，承認曾進口福喜食材，已終止與對方合

作，但只就發放訊息混亂一事向公眾致歉。 

02 普選框架惹爭議 學界發動「罷課不罷學」 

 學聯於 9 月 22 日發動全港大專院校罷課一周，抗議人大常委會 8 月 31 日的政

改決定，並提出「罷課不罷學」，邀請學者作公開教學。24 間大專院校響應罷

課，首日有逾萬名學生到中文大學集會，其後「民主講堂」移師添馬公園及立

法會露天廣場舉行。學民思潮發起中學生於 9 月 26 日罷課一天，稱有 1,200

名中學生參與。由周融擔任發言人的「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設立熱線，呼籲

市民提供罷課中學生資料，翌日熱線因不勝負荷而暫停。 

03 香港電視啟播再受阻 改用網絡傳送開台 

 香港電視於 2013 年年底公布推出流動電視服務，計劃在 7 月啟播。但港視於 3

月獲通訊局通知，由於建議的傳送制式，可供本港超過五千個住戶即時接收其

訊號，故在開展營運業務前，需取得本地免費或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否則

可能牴觸《廣播條例》。其後港視改以互聯網絡傳送訊號，並推出網購服務，啟

播日期延至 11 月中旬。 

04 「冰桶挑戰」網上瘋傳 全球關注漸凍人症 

 「冰桶挑戰」希望引起公眾對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漸凍人症）患者的關

注，活動要求參加者將一桶冰水從頭上淋下，體會患者感受，並可向相關機構

捐款，其後可最多點名 3 人接受挑戰。過程影片上傳至社交網絡，7 月起風靡

全球，多位名人紛紛響應。活動在本港為香港肌健協會籌得超過 2,600 萬港

元，加強對漸凍人的服務支援。 
  

05 伊波拉病毒蔓延 各國加緊防疫 

 西非國家幾內亞於 3 月爆發伊波拉病毒疫情，患者死亡率超過五成。由於未

有藥物根治，加上當地缺乏防疫意識，疫情迅速蔓延至利比里亞、塞拉利昂、

馬里等西非國家。截至 10 月下旬，世界衛生組織確診超過 10,000 宗個案，

近 5,000 人死亡。西班牙及美國亦相繼出現確診個案。世衛要求各國加強疾病

預防、監控、治療、匯報等工作。 

06 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 內容惹爭議  

 國務院於 6 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指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的管治權，

香港在高度自治下享有多少權力，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內容同時申明，治

港者必須愛國愛港，司法系統亦為管治者之一。普選制度須符合國家安全及利

益。白皮書發表後，惹來香港各界爭議。香港大律師公會批評白皮書影響香港

司法獨立，法律界發起「黑衣遊行」以示不滿。律政司發表聲明，強調政府重

視司法獨立。 

07 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涉貪腐 中央立案調查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涉嫌嚴重違紀，7 月被中紀委立案

調查。案件牽涉範圍甚廣，包括中石油、政法委、公安部、國資委等部委有大

批高官捲入，涉貪金額超過數千億元。周永康自 2007 年起，成為九名政治局

常委之一，掌控全國司法及檢察等系統。周永康自 2013 年年底盛傳被查，但

中央直至 7 月才正式公布，此案打破中共「刑不上常委」的官場慣例。 

08 台灣大學生捷運斬人 行兇者未感悔意 

 台灣大學生鄭捷於 5 月 21 日在台北捷運板南線車廂內，持水果刀隨意刺向乘

客。他離開列車後，亦試圖襲擊月台乘客，但不成功，最後被多名乘客及鐵路

職員合力制服。事件釀成 4 死 24 傷。鄭捷被捕後向警方表示，從小就有殺人

的想法，對於自己的行為未感悔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9%81%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5%AE%89%E5%85%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8%A9%E7%9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8%A9%E7%9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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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馬航 MH370 航班下落不明 各國搜救仍無音訊 

 載有 239 人的馬航 MH370 航班，於 3 月 8 日從吉隆坡起飛前往北京途中失去

聯絡。航班於起飛後不足一小時，在馬來西亞與越南的海域交界處失蹤，後來

調查顯示，肇事飛機失蹤後更改航道偏離原定路線，飛往印度洋方向。中國、

馬來西亞、澳洲等 12 個國家在印度洋海域進行聯合搜救，航班至今音訊全無。 

10 流浪狗粉嶺站內被輾斃 市民要求港鐵道歉  

 一隻流浪狗於 8 月 20 日誤闖港鐵上水站，港鐵職員未有將流浪狗帶到安全範圍

的情況下，容許列車繼續行駛，結果流浪狗於粉嶺站遭直通車輾斃。有市民帶

同鮮花，自發到粉嶺站月台悼念小狗。近百名市民前往港鐵總部外示威，要求

交代事件。其後港鐵道歉，以平息事件。 

11 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獲批 財委會審議手法惹爭議 

 政府於 2013 年就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諮詢公眾，社會爭議不斷。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 6 月審議計劃前期工程撥款申請，不少市民強烈反對，連續多日在立法會

外示威。財委會主席吳亮星限制議員發言時間，指責部分議員違反議事規則，

並要求對方離場。泛民議員隨即走向主席台前抗議。吳亮星不理會反對，短時

間內通過計劃撥款。場外示威者不滿吳亮星的審議手法，衝擊立法會。 

12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遇襲 逾萬人遊行捍衛新聞自由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於 2 月 26 日在西灣河被兩名持刀者襲擊，身中六刀倒

地，送院後情況一度危殆。劉進圖懷疑遇襲與其工作有關。多個新聞團體於 3

月初遊行，反對任何打擊新聞及言論自由的暴力行為，逾萬名市民參與。《明

報》懸紅 300 萬元追緝兇徒，兩名涉案人士於 3 月在東莞落網。 

 

13 佔領行動持續逾月 政府及佔領者互不讓步 

 人大常委會於 8 月底定下的政改框架引起社會爭議。學聯及學民思潮發起罷課，

要求公民提名。9 月 26 日學生衝入公民廣場，警方拘捕 61 人。巿民湧到金鐘聲

援學生，佔中三子決定提前於 28 日啟動佔領行動，要求人大撤回方案及重啟政改

諮詢。警方以胡椒噴霧和 87 枚催淚彈驅散群眾，激起民憤。有市民自發佔領金

鐘、中環、旺角、銅鑼灣及尖沙咀。衝突中，示威者以雨傘防衛，有外國傳媒將

運動稱為「雨傘革命」。政府和反佔中團體支持警方執法，呼籲佔領者撤離，指佔

領行動嚴重影響經濟民生。學聯於 10 月 21 日與政府對話，政府提出會考慮向港

澳辦提交民情報告，但佔領者不滿對話結果，佔領行動繼續。 

14 南韓客輪「世越號」沉沒 船長棄船逃生多人罹難 

 一艘載有 476 人的南韓郵輪「世越號」，4 月中由仁川港出發往濟州島途中沉沒。

事故中至少造成 295 人罹難、172 人受傷、9 人失蹤，大部分死者為學生。事發

後不久，船長及部分船員未有盡力協助乘客逃生，更率先登上救援船，不顧而

去。南韓當局控告船長及部分船員殺人罪。 

15 人大定下普選框架 公民提名不獲接納 

 人大常委會於 8 月 31 日就香港政改作出決定。2016 年立法會選舉安排將不作修

改，2017 年行政長官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候選人數限為 2 至 3 人，並需得到提

名委員會成員過半數支持，當中提委會要按照現屆選委會四大界別組成。其他提

名方法，包括公民提名均不符合人大決定。這引起社會爭議，「和平佔中」宣布發

動一連串政治抗爭運動。 

16 台灣強冠地溝油風波 牽連港台逾千間食肆 

 台灣當局於 9 月揭發知名豬油品牌強冠企業，為節省數百萬元成本，向地下油廠

和香港金寶運貿易公司購入餿水油，再混入豬油，製成「全統香豬油」出售。事

件重創台灣食品形象。由於涉事香豬油曾進口到香港，多間食肆及食品供應商需

把受影響食品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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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疆獨組織昆明火車站斬人 釀 31 死 141 傷 

 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數名疆獨組織成員於 3 月 1 日持械闖進雲南省昆明

火車站，襲擊民眾，導致 31 死 141 傷。特警當場擊斃四名兇徒。其餘四名策劃

者分別被法院判處死刑及無期徒刑。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均高度關注是次恐怖襲

擊。 

18 鐵路服務年內多番失誤 市民不滿港鐵表現 

 港鐵年內接連發生多宗延誤事故。首兩個月內共出現 3 次失誤；7 月下旬一星期

更有 6 宗事故，當中 5 宗為訊號故障；鑽石山站服務於 9 月內更兩度分別因訊號

不穩及路軌出現裂縫而受影響。港鐵故障頻繁，列車延誤令多個車站湧現人潮，

引起市民不滿。港鐵多次向市民致歉，表示會跟進事件及承諾檢討服務質素。 

19 啟晴邨槍擊案 警方荷槍實彈搜捕 

 一名男子於 5 月 31 日於啟晴邨樂晴樓中層電梯大堂槍殺一名等待電梯的居民，

警方荷槍實彈到場大舉搜捕。翌日早上警方鎖定大廈內一個單位，雙方對峙期

間，兇徒一度跟警方駁火至少三槍，又曾爬出單位窗外，用槍指向自己的太陽穴

位置，其後返回屋內。兇徒最終在警方破門入屋前，於單位內吞槍自盡。  

20 首位最高級問責官員涉貪 許仕仁貪賄案聆訊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地管理層涉貪案 6 月於高等法院開審。許仕仁、郭氏兄

弟等五名被告涉八項控罪，包括串謀藉公職作不當行為、提供虛假資料及串謀向

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等。案情指許仕仁歷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政務司司長及行會非

官守成員等公職期間，收受利益超過 2,800 萬元。許仕仁是回歸後首位捲入刑事

審訊的最高級問責官員，案件牽涉龐大涉貪金額，聆訊超過一百天。 

 

21 房祖名柯震東北京吸毒被捕 大麻測試呈陽性反應 

 藝人房祖名及柯震東於 8 月在北京因涉嫌吸食大麻被捕，二人的尿液樣本均對

大麻測試呈陽性反應。公安在房祖名寓所搜獲逾百克大麻，將其刑事拘留。房

祖名涉嫌觸犯容留他人吸毒罪，或會被判處 3 年或以下有期徒刑。柯震東被行

政拘留十四天後獲釋，其後向公眾致歉。 

22 高鐵香港段工程延誤 項目預算再度超支 

 港鐵 4 月中宣布，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因地質問題及暴雨令隧道水浸，以致

鑽挖機故障，通車日期將會延後至 2017 年。港鐵及政府被指刻意隱瞞工程延

誤，其後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宣布提早離任。10 月下旬，港鐵發表高鐵工程延

誤第二份調查報告，項目最新造價超過 715 億，超支一成，獨立專家一方更認

為，造價有三分二機會再度超支。 

23 蘇格蘭公投否決獨立 英國首相允更多自治權 

 蘇格蘭於 9 月 18 日由合資格選民公投決定是否從英國獨立。官方翌日公布結

果，五成半選民反對獨立，蘇格蘭仍屬英國一員。獨派領袖薩蒙德承認公投失

敗，並隨即宣布辭去政府首席部長、蘇格蘭民族黨黨魁等職務。英國首相卡梅

倫表示，蘇格蘭獨立問題已解決，並承諾會向英倫三島下放更多政治權力。 

24 伊斯蘭國令中東局勢緊張 美國發動空襲 

 伊斯蘭遜尼派聖戰分子乘伊拉克政局不穩及敘利亞內戰，攻佔兩國大片領土，

並於 6 月下旬宣布建立「伊斯蘭國」。「伊斯蘭國」聲稱會於五年內佔領歐洲、

亞洲及非洲多國領土。他們以殘暴手段斬殺平民及敵軍，並公開多段斬殺人質

片段。他們影響中東局勢，美國聯同多個國家於 9 月開始對「伊斯蘭國」發動

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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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馬航半年兩空難 MH17 遭飛彈擊落 

 馬航 MH17 航班 7 月 17 日由阿姆斯特丹飛往吉隆坡途中，於烏克蘭上空遭飛彈

擊落，機上 283 名乘客及 15 名機組人員全部罹難。外界懷疑事件與烏克蘭東部

親俄武裝分子有關。這次空難是馬航繼 MH370 失蹤事件後，半年內第二宗空

難，亦是馬航有史以來罹難人數最多的意外。 

26 智能手機 iPhone 6 系列開售 炒賣熱潮短暫出現 

 蘋果公司 9 月發售最新型號智能手機 iPhone 6 系列，香港為首批發售地區之

一。香港首輪網上預訂，短時間內被搶購一空，零售店更出現排隊買機人潮。由

於內地並非首批發售地區，有人取貨後即場在店外炒賣，或北上轉售圖利。炒賣

價格一度飆升至過萬元。然而，炒賣熱潮冷卻，收購價隨即下跌。 

27 七一遊行人數近年新高 預演佔中者被捕 

 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七一」遊行，以「捍衛香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

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為主題。主辦單位表示不少於五十萬人參與遊行，

警方估算大約十萬人參加。按港大民調的估算數字，今年參加遊行的人數為近九

年新高。學聯與學民思潮於當晚遊行完結後，在遮打道預演佔領中環；警方指逗

留人士參與非法集會，最終拘捕 511 人。 

28 台立院草率通過服貿協議審查 引發太陽花學運 

 台灣立法院於 3 月 17 日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一群大

學及研究院的學生批評立法院黑箱作業，草率完成審議，擔心中國大陸以經濟影

響台灣政治。翌日，學生在立法院門外發起集會時，突破封鎖線，佔領立法院議

場抗議。運動領導者林飛帆及陳為廷提出五點訴求，包括將協議退回行政院重新

審議。運動最後以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承諾暫停討論服貿協議結束，歷時 23 天。 

 

29 高雄氣爆多人傷亡 化工廠涉延誤通報 

 台灣高雄發生嚴重燃氣爆炸事故，前鎮區多條地下氣體管道，7 月 31 日晚上至 8

月 1 日凌晨期間洩漏丙烯，引致連環爆炸，街道下陷、車輛翻側及地面冒火。當

地供電設備、通訊線路嚴重受損，多戶斷水斷電。意外導致 32 人死亡，超過

250 人受傷，當中包括消防人員。初步調查相信，有化工廠早已發現管道異常，

卻未有報警，令政府未能及時處理。多名高雄市官員請辭，為事件負責。 

30 6.22 民間公投 近 80 萬港人參與 

 「和平佔中」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起 6.22 民間公投，投票選出理想的普

選方案。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亦呼籲市民投票。公投參與人數逾

78 萬，真普聯的「三軌方案」獲得最多票數，得票率達四成二，另有超過九成投

票者拒絕接受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表示，市民短時間

內熱烈投票，反映大眾對真普選的強烈渴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此次公投

並無法律基礎及效力。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A7%E5%AD%B8%E6%B0%91%E6%84%8F%E7%A0%94%E7%A9%B6%E8%A8%88%E5%8A%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9E%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6%99%AE%E9%81%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