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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府派發 5000 元消費券 望有助帶動經濟 

 

新冠疫情持續，多個行業停工停業，市民及中小企生活及經營困難。香港政府於 7 月起讓合資格人士登記電子消費券，
以帶動本地消費，登記人數逾六百萬。消費券 9 月起分階段於四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發放，多間商戶亦配合推出優惠，
刺激消費。 
 

2 

軍方奪權緬甸政變 全緬爆發反政變示威 

 
緬甸軍方稱去年大選可能存在舞弊，其後於 2 月發動政變，推翻全國民主聯盟政權，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拘捕國務
資政昂山素姬及總統溫敏。全國爆發反軍事政變示威，軍方血腥鎮壓備受爭議，聯合國指超過千名平民喪命，數千人被
捕。 
 

3 

MIRROR 人氣急升 追星熱潮席捲香港 

 
出道三年的男團 MIRROR 人氣急升，5 月演唱會掀搶飛熱潮。成員亦成廣告商新寵，上半年已接拍逾百廣告。當有成
員生日，粉絲會集資應援，在各處設置打卡位等。有指受日韓及內地娛樂產業興起，香港歌手在亞洲影響力漸減，男團
崛起或能重振昔日光輝。 
 

4 

青少年只需接種一劑復必泰 減心肌炎風險 
 
本地及海外數據發現，接種復必泰疫苗後出現心肌炎心包炎比率，八成個案集中在第二針後。衛生防護中心建議 12 至
17 歲青少年接種復必泰由兩劑改成一劑，表示一劑已有足夠抗疫力。衛生署於 9 月發出消息指如青少年已預約打第二
劑，可取消預約。 
 

5 

美國撤出阿富汗 塔利班政權捲土重來 
 
美國八月撤出阿富汗，結束美國史上最持久軍事行動。塔利班藉美軍撤出迅速佔領首都喀布爾等地，原政府垮台，大量
平民湧往機場逃離。各界除批評美國背棄阿富汗外，亦指責塔利班上台後侵犯人權。地區局勢添不明朗因素，各國憂慮

成恐怖主義溫床。 
 

6 

港隊創歷屆奧運最佳成績 張家朗奪香港第二金 
 
港隊以 1 金 2 銀 3 銅歷來最佳成績完成東京奧運。張家朗於花劍個人賽奪香港史上第二面金牌；何詩蓓於 100 米、200
米自由泳奪兩銀；銅牌分別由劉慕裳於空手道個人形，杜凱琹、蘇慧音、李皓晴於乒乓球女團，及李慧詩於場地單車個
人爭先賽奪得。 
 

7 

福島核廢水將排入海 周遭國家表不滿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引發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東京電力公司發出警告指核廢水水缸將於 2022 年灌滿，日本政府
通過把受放射性物質污染廢水排放入海，引發中韓等國關注，日本民間至各國環保團體均表抗議和提出譴責。當地漁業
亦擔心將受重創。 
 

8 

內地加強措施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 8 月發出進一步嚴格管理網絡遊戲的通知，明確規定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星期五、六、日和法定節
假日晚上八時至九時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務，防止沉迷網絡遊戲。騰訊和網易等內地遊戲巨頭都表示會遵守和落實新要求。 
 

9 

大埔發生奪命車禍 釀成 2 死 8 傷 
 
8 月大埔廣福道發生致命車禍。一輛的士失控撞向安全島，撞毁交通燈柱及撞向過路人群，多人被困車底。大批市民合
力抬起的士，嘗試救出被困傷者。車禍釀成 2 死 8 傷，年齡介乎 4 歲至 70 歲。涉事 63 歲司機被控危險駕駛導致他人
死亡罪。 
 

10 

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商界推出抽獎活動 
 
政府於年初推行疫苗接種計劃，截至 10 月底，接種第一劑及第二劑市民分別為六成九及六成六，未達七成接種率的目

標。有商界響應政府疫苗接種計劃，鼓勵市民接種疫苗，推出各項抽獎活動，獎品包括樓盤單位、購物禮券、機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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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熱帶氣旋連環襲港 天文台被批公布安排 
 

熱帶氣旋「獅子山」及「圓規」10 月接連襲港。「獅子山」持續 23 小時成懸掛最長時間八號風球，而風球除下僅兩天
半再因「圓規」發出風球，創下最短時間連掛兩波紀錄。天文台期間被批公布安排。風暴期間，跑馬地有大廈外牆棚架
倒塌，一死一傷。 
 

12 

教育局終止合作 半世紀教協劃上句號 
 
成立 48 年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9 月大比數通過解散議案，會長馮偉華形容決定艱難。教協 7 月底遭內地官媒抨擊
為必須剷除的毒瘤，香港教育局翌日宣布終止合作關係，並批評其近年言行與教育專業不符，本質與政治團體無異。 
 

13 

師生疫苗接種率達七成 可申請全面復課 
 

教育局 8 月宣布全校師生完成接種兩劑疫苗比率達七成，可申請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午膳及參與課外活動，個別級別接
種率達標亦可申請，而已接種一劑的 12 至 17 歲學生亦屬符合條件。截至 10 月初，191 間中學申請全日復課，當中
32 間申請全校全日面授。 
 

14 

台灣嚴重火車出軌 太魯閣號二百人傷亡 
 
4 月載有近 500 名乘客的台鐵太魯閣號列車行經花蓮縣清水隧道時，高速撞向一輛由上方山坡跌落路軌的工程車，列車
出軌，造成 49 人死 245 人傷，為台灣歷來最多人傷亡列車出軌事故。7 名施工人員涉嫌疏忽、肇事逃逸及與鐵路管理
局貪污被當局扣查。 
 

15 

2020 東京殘奧 港隊勇奪 2 銀 3 銅 
 
2020 東京殘奧香港隊勇奪 2 銀 3 銅。梁育榮於硬地滾球 BC4 級個人賽奪銅，再於雙人賽夥拍劉慧茵及黃君恒摘銀。朱
文佳及陳浩源亦分別於羽毛球項目 SH6 及 WH2 級別中奪 1 銀 1 銅。而另一面銅牌則由年僅 17 歲乒乓小將王婷莛於女
子 TT11 級單打中取得。 

 

16 

華為孟晚舟與美達成協議 獲釋離加回國 
 
2018 年底，美國指控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及其副董事長孟晚舟涉違反對伊朗制裁及銀行欺詐等罪名，當孟過境加拿大
時被捕，展開近三年引渡聆訊。本年 9 月，美國與孟達成延後起訴協議，加拿大隨即終止聆訊，孟獲釋返國。兩名被中
國扣押的加拿大公民亦告獲釋。 
 

17 

海洋公園再獲政府注資 水上樂園延期 4 年終開幕 
 
海洋公園近年虧蝕，去年至今年初獲政府注資約 120 億元，並改革營運模式。新方案下，「越礦飛車」、「滑浪飛船」及
「極速之旅」三款機動遊戲「退役」，公園亦會轉型作度假勝地和休閒區。而延期 4 年、斥資 40 億興建的水上樂園，
於中秋開幕，門票採「動態定價」。 
 

18 

五歲女童被虐致死 生父繼母被裁謀殺罪成 
 
兩兄妹隨親父、後母及繼外婆同住，疑遭長期虐待，2018 年 1 月五歲妹妹在家昏迷死亡，其生父及繼母被控謀殺罪。
案件於本年 4 月高等法院終審，最後兩人除先前承認的殘酷對待兒童罪外，亦被裁定謀殺罪成，女童的繼外婆亦被控虐
兒罪。 
 

19 

26 年蘋果日報停刊 告別號出紙百萬份 
 
創刊 26 年的蘋果日報，遭政府引用港區國安法拘捕編採人員及凍結資金下，難以繼續經營，於 6 月 24 日出版最後一
份報紙，而網上版亦停止更新。告別號發行 100 萬份，為創報以來單日最高，部分市民通宵購買報紙。壹週刊及飲食
男女亦宣布停運。 
 

20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 特朗普仍影響美國政局 
 
特朗普支持者於年初示威，持械衝入美國國會，試圖阻止確認去年底總統選舉結果，衝突造成四人死亡。兩黨多位議員

譴責示威者。拜登於 1 月 20 日宣誓就職後急需處理疫情、經濟、種族歧視等問題。而特朗普在美右派仍具影響力，有
力影響美國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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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國航天新里程 宇航員出艙 探測器登火星 
 

中國於 6 月及 10 月分別發射「神舟十二號」及「神舟十三號」飛船，宇航員被送往「天宮號」空間站進行出艙任務及
長期駐留，而「天問一號」探測器亦於 5 月成功登陸火星，是中國第一次成功火星登陸任務，向世界宣告中國邁向航天
事業新里程碑。 
 

22 

河南暴雨成災 逾三百人遇難半百人失踪 
 
7 月中旬，河南省遭逢被喻為「千年一遇」的暴雨，引發大規模嚴重水災。7 月 20 日的特大暴雨使鄭州地鐵 5 號線及
京廣北路隧道分別發生 14 人及 6 人遇難的淹水事故。據統計，全省約 1400 萬人受災，302 人遇難，50 人失蹤，損失
約千多億人民幣。 
 

23 

內地知名藝人吳亦凡涉嫌強姦被捕 
 
內地藝人吳亦凡於 7 月以「涉嫌強姦罪」被北京朝陽警局刑事拘留。吳亦凡被指於去年 5 月起，以挑選 MV 女主角為
由，於網上聯絡多名年輕女性，借此誘騙發生性行為，當中涉及未成年少女。事件被受害人揭發，經調查後吳於８月中
旬被捕。 
 

24 

多國現新冠變種病毒 疫苗保護力成憂 
 
多國相繼發現 Alpha、Delta 等變異新冠病毒，傳播力更高，更易造成未接種者死亡，變種病毒導致感染數字再次攀升。
有市民憂心疫苗保護力不足，科學家相信疫苗仍有一定效用，能讓患者免於重症。本港亦在 6 月出現首宗不明源頭變種
病毒個案，幸未爆發社區傳播。 
 

25 

國安法實施 47 人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 
 
港區國安法去年實施，列明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憲制責任，防止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或組織出現。警方今年
1 月拘捕逾 50 名參與 2020 年立法會初選「35+」的民主派人士，47 人被落案起訴違反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人士 3

月提堂，15 人獲准保釋。 
 

26 

最長鐵路線屯馬線通車 貫穿九龍新界 
 
港鐵屯馬線全段於 6 月底通車，貫穿新界西、九龍至新界東，共 27 個車站，為全港最多車站的鐵路線。通車當日大批
市民乘坐頭班車，鐵路迷創作「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歌詞更成為城中熱話。亦有市民擔心屯馬線承載力，無法負荷多
區居民通勤。 
 

27 

H&M 拒用新疆棉 中國民眾抵制罷買 
 
3月，瑞典成衣品牌H&M發聲明指不與新疆服裝製造工廠合作，不再使用新疆棉花。其所屬組織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
去年指控新疆存在強迫勞動，暫停發放良好棉花許可證。事發後，該品牌與 BCI 其他組織成員被中國民眾號召抵制。 
 

28 

高中課程改革 通識科改名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發展議會 6 月通過 2021/22 學年起，中四級通識教育科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時將縮減一半，內容改成三
個範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並設內地考察。公開試只設一卷，成
績匯報分「達標」與「不達標」。 

29 

東京奧運延期一年 疫情下順利舉行 

新冠疫情下，「東京 2020」成史上首屆延期舉行的奧運，最終在名稱不變的情況下，延至本年 7 月 23 日開幕。奧委會
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閉門作賽、禁止運動員與公眾接觸、要求參賽者、隨團人員和記者等每天接受檢測，過程大致暢
順，於８月８日閉幕。 

30 

香港人口外移情況加劇 惹移民潮是否再現關注 

積金局資料顯示因離港提取退休強積金近 66 億元，創 7 年新高。而統計處公布年中人口與去年相比，減少約 8 萬 7 千
人，連續第二年下跌，同期有約 8 萬 9 千人移離本港，較去年度升幅 3 倍。政府指人口遷移在概念上與移民並不相同，

引起移民潮是否再現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