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與香港法治的研究前沿與出版方向研討會順利舉辦 

2023 年 12月 9日/白冉冉 

 

    2023年 12月 9日，由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和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一國

兩制」與香港法治的研究前沿與出版方向研討會順利舉行。當日活動共有超過四十餘位來自中國

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的學者嘉賓出席。知名學者和法律專業人士擔任主持嘉賓，與會嘉賓充

分展開對話，共同探討「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的相關議題。會議由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承

辦。 

    會議於上午 9：15正式開始，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葉佩珠小姐和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朱國

斌教授致開幕詞。隨後，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隨後，會議進入第一個主題，即「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在此節中，梁美芬教授（香港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從親身

經歷出發，指出明白世界大局、香港發展及「一國兩制」未來需瞭解憲法，特別是“八二憲

法”。對於香港，“八二憲法”是最重要的，為「一國兩制」法治基礎。香港需保持法治，回歸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核心，以維護穩定繁榮，協助完成國家未來百年大計。饒戈平教授（北京

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從政策實施角度談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央提出全面理解貫徹「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需港澳社會遵循，中央和特區公權力機關體會。需維護國家制度，尊重香港資

本主義，保持高度自治，尊重法律體系，實施《香港國安法》，保障居民權利，貫徹「愛國者治

港」原則，保持社會多元包容。黃明濤教授（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成教授（深圳大學港澳



基本法研究中心副教授）、沈太霞教

授（暨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鄧達

奇研究員（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政法研

究所研究員）、田雷教授（華東師範

大學法學院教授）報告香港普通法制

度憲法保障、基本法語言條款、實施

25 週年法治與人權、解釋方法差異與

協調、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開

端的疊加」等深入主題。 

    

在「『一國兩制』下的

香港法治」主題中，湯家驊議

員（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資深大律師）回答了「一國兩

制」與香港法治的問題。他反

駁了有損香港法治的觀點，強

調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需列

入附件三。他也指出《香港國

安法》明確堅持法治原則，但

強調需要更多說明，特別是針

對年輕人。陳弘毅教授（香港

大學鄭陳蘭如基金憲法學講座教授）回應了孫成教授提出的香港基本法的語文問題，強調中文在

法學研究中的必要性。陳教授分享了「一國兩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與內地法制的銜與互動，從

人大釋法、香港法院的基本法判例、人大決定、兩地協議安排等方面指出這些舉措構成了「一國

兩制」成功經驗的重要環節。王磊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伍俐斌教授（中山大學粵港澳

發展研究院副教授）、盧雯雯博士（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劉夢妮博士（澳

門大學法學博士，廣東省法學會港澳基本法研究會理事）、周挺博士（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助理

教授）分別就「一國兩制」下香港法治的新發展、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法治路徑、「一國兩制」

下普通法的挑戰適應與發展、香港法院「引用實施」憲法的實踐、弱勢群體保障視角下完善香港

法律援助制度等主題做了報告發言。 

 

     第三節「香港國安法與權利保障」于下午開始。在「香港國安法與權利保障」主題中，朱國

斌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提出香港社會應考慮構建國家安全法律體系，包括憲法、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同時，堅守普通法價值，允許法院解釋適用《香港國安法》，促進

判例法發展。黃明濤教授（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補充，執行人的態度至關重要，呼籲長遠視野



看待問題。羅沛然博士（英格蘭

及香港大律師）、付婧教授（中

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

授）、章小杉博士（廣東外語外

貿大學法學院講師）、湯家驊議

員（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資

深大律師）、張炳良教授（香港

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

授）報告了香港終審法院 2023 年

判案、法院涉國安法判例理論、

隱私權分野與同性戀平權、國安法本質及發展方向、實施對社會輿論的影響等主題。 

 

    在主題「港澳政經文化與大灣區建設」中，王磊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開場指出，粵

港澳大灣區對於內地和港澳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制和平臺，它非常具有中國特色，能夠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大灣區「9+2」城市群中，珠三角的經濟基礎非常充實，再加上港澳特

殊的制度優勢，必能讓這個富有新意的大灣區理念有充分的發展空間。李浩然博士（香港特區立

法會議員，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進一步指出，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

「一國兩制三區」的現狀既是最大的挑戰，更是粵港澳大灣區獨一無二的優勢所在。大灣區的融

合發展，不僅需要高鐵、港珠澳大橋等「硬基礎設施」的興建，更需要法律制度等「軟基礎設施」

的支撐。應完善法律等基礎建設，促進三地融通，使大灣區在擇優原則下構建高品質的發展，最

終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產業集群。此外，陳欣新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

究員）、何建宗博士（「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任珺研

究員（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丁鵬博士（武漢大學人權研究院研究人員，中國

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會理事）、

朱世海教授（澳門科技大學法學

院教授）、彭君教授（北京工業

職業技術學院文法與管理學院副

教授）分別報告了香港特色高水

準普通法引領大灣區走向世界、

大灣區的「通勤式融合」、身份

認同與香港文化政策、大灣區殘

障權利保障的法治協同、從陳旭

輝案看澳門居留法制的嬗變、澳

門特區的立法轉型等豐富的主題。 

 

 

    在第五即最後主題「國際視野下的香港、臺灣及整個中國」環節，王紹光教授（香港中文大

學榮休講座教授）通過分析《QS 世界大學排名》2004-2024 年的資料，考察了兩岸三地的實力

（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在全球相對地位的變化軌跡以及可能對其政治法律產生的影響。王教授



指出，臺灣和香港社會的諸多生態，實則反映的是當事人對實力對比的判斷。閻小駿教授（香港

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提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

前，香港被認為是西方和中國中間的「前哨」，「緩衝論」和「通道」。在香港國安法立法之後，

香港的作用可能需要一些昇華：香港應該成為「文明可共融、制度可共生」的典範、探索中華文

明獨特性和普遍性的好地方、中國和外部世界「聯通、融通、共通」的橋樑。此外，林峰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教授）補充論述了香港國安法給

香港憲制帶來的影響。王江雨教

授（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

授）、蔡正元博士（孫中山紀念

圖書館基金會董事長，原中國國

民黨政策會執行長、副秘書

長）、強世功教授（中央民族大

學副校長、教授）、章永樂教授

（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

分別就當前國際格局下香港所受到的衝擊、臺灣及臺灣當局的法律地位、「我這一代人」所理解

的「香港」、「一國兩制」再出發背景下香港的重新定位、作為「全球南方」城市的香港等主題

做了精彩報告。   

    研討會結束時，林峰教授總結致辭，祝賀香港三聯書店 75 週年，感謝參與者並呼籲在中文研

究和寫作方面加強努力。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周建華博士呼籲與會學者繼續在「一國兩制」和大

灣區建設領域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