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序二

喬老爺的風采

雨林

人稱“喬老爺”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月初來澳門出

席政制發展座談會，他在會上的講話令人至今難忘。

當然，不同人對“難忘”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讀。認同他講話內容的

人會覺得他講得甚有道理，尤其是那些平常較少關心基本法和對“政制

發展”知之不多的人更感收穫豐富，弄清了很多模糊的概念和事情。而

持相反意見的人同樣“難忘”，因為他們發覺在“喬老爺”面前底氣不

足，他們的所謂理據是何等蒼白無力。

認識“喬老爺”的人都會有相同的印象，就是感覺到他知識淵博，

精通法律，睿智聰敏，頭腦靈活，反應過人，能言善辯，風趣幽默，平

易近人。總之，就是一個讓人敬佩和願意親近、願意交朋友的人。

他是一個有心人，而且記憶力特強。如你在什麼場合講過什麼話，

產生了一個什麼樣的效果，只要那是有建設性和有意義的，即使連發表

意見的人自己都忘記了，其他當時在場人士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他也可

以在數年後詳盡地將之加以描述，令當事人及見證者驚嘆不已。

他還是一個京劇的“票友”，“發燒”程度很高。一有空便欣賞各大

流派名家的演出錄像和錄音，連他的另一半也在他的熏陶和影響下愛上

了京劇，有機會他也喜歡登台露一手，有時甚至“夫唱婦隨”，真的是

其樂融融。他一開腔，便知“有沒有”，其唱功、板眼、音域、感情都

具有專業水平，最難得的是所有的曲詞他都能記住，真不知他的腦袋是

用什麼特殊材料製造的。

只要你多些接觸“喬老爺”，你便會對他的風采留下深刻和難忘的

印象。

刊登於 2012年 3月 1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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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老爺的魅力

雨林

兩年前在這塊園地裏，我發表了一篇題為《喬老爺的風采》的文

章，將我對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時任副秘書長喬曉陽的認

識、印象和感想作了介紹。事後不少朋友十分認同我的形容：他就是

一位“知識淵博，精通法律，睿智聰敏，頭腦靈活，反應過人，能言善

辯，風趣幽默，平易近人”的人。

日前他重臨濠江，在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澳門大學橫琴新校

區大禮堂作專題演講，真的是別具意義。“飲水不忘掘井人”，喬老爺就

是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的重要“掘井人”之一。就是他在二○○九年初

帶領全國人大常委會六個小組的召集人到橫琴進行考察，隨後草擬了一

份分量十足、理據充足、誠意豐足的，供常委會審議和作出決定的調研

報告，打動了全體常委會委員的心，才會那麼順利，在沒有什麼爭議和

反對意見的情況下，超高票通過有關決定，才有澳門大學的今天。

正是喬老爺的號召力非凡，一個非常專業的、單看題目《中國憲法

與澳門基本法的關係》便知異常枯燥的講座，也吸引了七百多人報名。

當天天氣十分惡劣，中小幼還要停課，交通又十分不便，但暴雨與路途

無阻已報名者出席的決心，大家準時到達會場，珍惜喬老爺難得一次專

程來澳的演講機會。

整個講座歷時兩小時，喬老爺主講了七十五分鐘，隨後回答問題

二十分鐘。其間與會者在沒有講稿在手的情況下，耐心聆聽，認真思

考，踴躍提問，沒有人打瞌睡，甚至連到洗手間的也不多見。

喬老爺的“內功”深厚，他可以將複雜問題簡單闡述，嚴肅話題風

趣表述，中心主題全面陳述，大家都覺得收穫豐富，獲益良多，即使山

長水遠、橫風橫雨，出席這個講座也是值得的。

刊登於 2014年 5月 17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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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牢牢把握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內容

（1997年 5月 26日就基本法有關問題答記者問，載《中國律師》1997年第 7期）

004 香港基本法目前不需要修改

（2000年 3月 11日，答香港記者問，根據新聞稿整理）

005 如何正確理解和處理好“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2000年 4月 1日，在香港舉辦的“香港基本法頒佈十週年研討會”上的演講）

013 “一國兩制”的“守護神” 

——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五週年

（載 2002年 9月 27日《香港文匯報》）

017 關於香港基本法的幾個主要問題

（2004年 3月 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參閱文件）

030 “一國兩制”與單一制國家體制不矛盾

（2004年 4月 6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的答問）

032 從“一國兩制”的高度看待釋法的必要性與合法性

（2004年 4月 8日在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演講）

041 在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答問

（2004年 4月 8日發表演講後的答問現場記錄稿，載 2004年 4月 9日香港《商報》）

045 以求真務實的精神探求香港政制發展正確之路

（2004年 4月 26日在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演講）

目錄
057 在祝賀蕭蔚雲教授八十華誕暨蕭蔚雲教授學術思想研討會上的致辭

（2004年 9月 29日在北京大學）

060 強調香港基本法的憲制性地位至關重要

（2004年 12月 19日，在香港禮賓府主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圖書館揭幕儀式上的

致辭）

063 就法論法、以法會友

（2005年 4月 2日，與香港法律界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

071 講出來、說清楚

（2005年 12月 2日在香港政制發展座談會上的演講）

078 我國的國體、政體和國家結構形式

（2007年 5月 14日在清華大學法學院“香港媒體人士培訓班”授課稿）

094 《基本法與香港回歸十週年》序

（2007年 6月）

097 齊心協力邁向香港民主發展新歷程

（2007年 12月 29日下午在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

109 香港政制發展問題

〔2008年 3月 29日在深圳香港民建聯“路向營”的講話（節選）〕

131 在基本法研究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

（2008年 11月 3日下午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

139 在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2008年 11月 4日上午於上海）

148 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偉大意義

（2009年 3月，為“一國兩制”叢書作序）

150 在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2009年 7月 11日）

162 就香港特區政府 2012年政改方案對香港媒體發表談話

（2010年 4月 1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165 就香港政改和未來普選問題對香港媒體發表談話

（2010年 6月 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169 深入學習研討基本法　努力提高公務員素質

（2010年 7月 13日在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第一階段結業典禮暨第二階段開班儀式

上的講話）

179 中央對香港具有的憲制權力及其實踐

（2010年 9月 13日印發“香港特區政府常任秘書長研修及訪問團”，最後的版本是

2012年 4月 23日為香港特區政府高層首長級公務員專設國家事務研修班授課稿）

203 編寫好基本法教材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基本法教材編寫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開幕時的講話

（2011年 1月 17日上午）

214 基本法教材的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和需要回答的若干重要問題 

——基本法教材編寫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總結講話

（2011年 1月 22日上午）

235 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戰略的關係以及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

（2011年 2月 17日，在香港中聯辦舉行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報告會

上的講話）

250 基本法教材撰寫工作的具體要求 

——基本法教材編寫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總結講話

（2011年 6月 2日）

259 在基本法教材編寫簽約儀式上的講話

（2011年 7月 25日上午）

267 辛亥革命與民族復興

（2011年 8月 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兩岸四地 800名青少年組成的“辛亥革命百

週年”體驗考察團時的講話）

275 “一國兩制”與祖國和平統一

（2011年 11月 22日在“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上的演講）

283 如何正確認識澳門基本法的解釋權

（2011年 12月 21日在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座談會開始時的講話）

289 做好澳門政制發展工作有待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2011年 12月 21日在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座談會結束時的講話）

292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問題的決定所遵循的原則

（2012年 3月 1日在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

302 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

（2012年 4月 22日，在澳門特區政府和中聯辦舉辦的形勢報告會上的演講）

317 《基本法與香港回歸十五週年》序

（2012年 3月 12日）

319 香港基本法教材初稿討論修改工作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 

——在基本法教材編委會第四次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

（2012年 5月 29日）

328 關於近來涉及基本法實施的兩個熱點問題 

——在基本法研究工作領導小組上的講話

（2012年 7月 6日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

337 正確認識香港普選以及落實普選需要解決的問題

（2012年 10月 11日）

358 憲法與“一國兩制”

（2012年 10月 13日，在中國法學會“憲法實施法治論壇”上的發言）

368 深入總結基本法實施經驗　不斷提高基本法研究水平 

——在基本法研究優秀成果交流研討會上的講話

（2012年 11月 4日）

379 澳門的明天會更好

（2013年 1月 10日，為《澳門歷史的巨變》作序）

383 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問題

（2013年 3月 24日，在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座談會上的講話）

395 從“請投資者放心”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2013年 11月 4日，在香港總商會高層北京訪問團午宴上的講話）



399 中國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關係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專題講座上的講話

（2014年 5月 9日在澳門大學）

415 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載 2016年 3月號香港《紫荊》雜誌（總 305期）〕

425 加強基本法理論研究　推進“一國兩制”偉大事業 

——在“王叔文、蕭蔚雲、許崇德與基本法理論的奠基與發展”學術研

討會上的講話

（2017年 6月 10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430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在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25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2018年 3月 22日在澳門）

436 學習憲法及憲法修正案 樹立憲法觀念和意識

（2018年 4月 20日在香港特區政府總部“2018年國家事務系列講座”上的演講）

457 在紀念許崇德教授九十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2019年 1月 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462 在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成立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019年 10月 11日）

466 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經驗和啟示

（2019年 11月 8日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的演講）

479 關於中央全面管治權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2019年 11月 9日上午在澳門大學法學院的演講）

493 頒授澳門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典禮上的感言

（2019年 11月 9日下午在澳門大學榮譽學位及高等學位頒授典禮上的講話）

495 附：喬曉陽：開展治亂反思　校準憲制認知

（本文是《香港文匯報》“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週年特別報道”特稿，刊登於

2021年 6月 21日）

501 後記

牢牢把握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內容

1997年 5月 26日就基本法有關問題答記者問， 

載《中國律師》1997年第 7期。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門前高掛的“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倒計

時牌”亮出了 35天的時候，本刊記者就香港基本法有關問題走訪了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喬曉陽先生。喬先生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籌委會委員，參加主持了國內 20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著作

頗豐。

記者：香港基本法歷時四年八個月出台，洋洋灑灑共 160條，請問

最核心的內容是什麼？

喬答：香港基本法最核心的內容可以簡單概括為以下幾點：

1.堅持一個國家，保障國家主權。一個國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內只有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對外只有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

的統一的國家主權。基本法序言第一句話開宗明義就是“香港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的領土”，第一條就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

務以及向香港特區派出駐軍，負責香港特區的防務等，都是國家主權的

體現。

2. 堅持兩種制度，保障高度自治。基本法規定：不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

牢牢把握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內容 001



性居民組成，即“港人治港”；特區政府自行制定經濟、財政、金融、

文化、教育等各項政策；駐軍不干預香港特區的地方事務；中央政府所

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干預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事務。

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在某些方面，如貨幣發行權、財政獨立和稅

收獨立、司法終審權，甚至超過聯邦制國家的成員邦（州）。

3. 堅持基本不變，保障穩定繁榮。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原有法律基本不

變；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終審法院產生的變化外，予以

保留；特區成立前在香港任職的公務人員、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均可留

用。基本法還規定，保持香港原有的經濟制度，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通訊中心地位和自由港地位不變；保持港幣繼續流通和穩定；保障

資金流動和進出自由；保護私有財產權；保護外來投資；等等。基本法

的這些規定為香港特區的長期穩定和繁榮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

記者：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為什麼一定要派駐軍隊？

喬答：對這個問題最明確、最具有權威性的答覆，是小平同志

1984年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的一段講話，他說，“我講過，中國

有權在香港駐軍。我說，除了在香港駐軍外，中國還有什麼能夠體現對

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

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

時解決。”1997年 7月 1日我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在香港駐軍

是我國對香港行使主權最重要的體現。屆時，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海軍、空軍部隊組

成，體現了國家從領陸、領水、領空全方位地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基

本法規定中央政府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需要派出軍隊，執行防

務任務，維護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保護香港的長期

穩定和繁榮。

記者：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否負有維護社會治

安的職責？

喬答：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

理權。駐軍的任務是負責香港的防務，駐軍法對駐軍職責有明確規定，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駐軍不得干預。維護當地治安

屬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由特區政府負責。關於維持治安和救助災

害，基本法和駐軍法規定只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認為必要時，由它向中

央人民政府請求香港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請求經中央人

民政府批准後，香港駐軍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派出部隊執行協助

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的任務，任務完成後即返回駐地。所以這樣規

定，正是考慮到維護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是特別行政區的職責，駐軍只

起協助作用，這樣規定完全是為了維護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真正落實

“一國兩制”。

記者：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近百年，從來沒有終審權，為了保證

回歸後的香港高度自治，基本法規定香港有終審權。請您就此談談看法。

喬答：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沿用英國的法律及法律制度，香港

不同類別、不同等級的法律訴訟案件分別在裁判署、地方法院及最高法

院審理。但是，香港從來沒有終審權，終審權在英國樞密院。根據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這裏所謂的獨立司法權，除了一般意義所指法院獨立審判，不受任

何干涉外，更重要的是指特區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司法制度，特區法院

自成體系，同內地的法院沒有組織上的從屬關係；這裏所謂的終審權，

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終審法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也就是說，1997年 7月 1日後，香港法院對依

照法律有管轄權的案件就有終審權，香港法院對在香港地區以內發生的

刑事犯罪案件以及在民事、經濟糾紛中依照國家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規

定應當由香港法院管轄的案件享有終審權；而對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

行為無管轄權，由於沒有管轄權，也就談不上終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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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目前不需要修改

2000年 3月 11日，答香港記者問，根據新聞稿整理。

關於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問題，香港基本法已經作了比較明確

和具體的規定。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了基本法的解釋權歸全

國人大常委會，同時規定了香港法院、終審法院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應當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還要徵詢基本法

委員會的意見；等等。基本法的修改權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中規定

得也較為明確，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修改的提案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

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還規定了特別行政區提出修改提

案要獲三個方面同意的程序：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數同意和特別行政區長官同意。至於具體的三

方如何操作的程序，還要進一步研究。

從香港回歸兩年多的實踐看，香港基本法是符合香港基本情況的，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強大保障，至少目前看不出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至於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行立法的問題，是一條很重要的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

人民政府等等行為。這些行為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立法禁止的，就是

在香港回歸前，也有類似的規定。有關這一問題的立法，首先，特區必

須進行立法，因為這是執行基本法；第二，立法有個過程，何時立法應

由特區政府決定。特區有這個義務和責任。

如何正確理解和處理好“一國兩制”下

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2000年 4月 1日，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在香港舉辦了“‘一國兩制’的歷

史意義及國際意義——基本法頒佈十週年研討會”。這是喬曉陽在該研討會上

發表的演講。

如何正確理解和處理好“一國兩制”下的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關係，是香港基本法實施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今天，我結合學習香港

基本法以及香港基本法成功實施兩年多來的實踐，就這個問題談幾點體

會，和大家研討，同時作為對香港基本法頒佈 10週年的紀念。我的體

會概括起來講，正確理解和處理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必須高

舉兩個文件，把握兩個特點，抓住一個核心。

兩個文件

兩個文件，就是憲法、香港基本法。這是正確理解和處理中央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兩個根本法律依據。依法治國，是我國的治國方

略，已經鄭重加載憲法。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組成部分，是依法治國

的必然要求，也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

本保證。依什麼法？就是依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1.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全國範圍

施行。

憲法施行於全國，是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象徵和體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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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的一個具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因此，憲法從總體上是適用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從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實踐上看，

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憲法中有關

確認和體現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規定，即體現“一國”的規

定，包括憲法關於中央國家機關的一系列規定，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它的常設機關，它們行使國家立

法權和決定國家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國家主席的對內對外的職權；國

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

政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等；憲法關於國防、外交的

規定以及憲法關於國家標誌的規定，如國旗、國徽、國都；有關公民資

格，即國籍的規定，等等，憲法的這些規定在香港施行和在內地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施行是一樣的。第二，由於國家對香港實行“一國兩

制”，憲法在香港施行同在內地施行又有所不同。憲法有關社會主義制

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規定，不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施行。而這些規定不在香港施行，也正是憲法所允許的。憲

法第 31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根

據這一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基本法第 11條規

定，根據憲法第 3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

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

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基本法的這

一規定，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表明在“兩種制度”方面，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須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

據。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憲法也是適用於香港的。

憲法的效力及於香港，正是“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得以有

效實施的最根本的法律保障。如果認為只有香港基本法在香港實施，而

作為香港基本法立法依據的憲法的效力卻不及於香港，是難以理解的，

在邏輯上是矛盾的，在實踐上是很不利於“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

法實施的。憲法的效力如果不及於香港，基本法也便成了無源之水、無

本之木。很難解釋，脫離了憲法，“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能夠

單獨獲得法律效力。

2. 香港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是一部全

國性法律，對香港而言，則是一部憲制性法律，效力僅次於憲法。

對香港基本法的這種憲制性地位，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一是，

香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架構等內容，本來應當是由

憲法規定的。憲法對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政治架構作了明確規

定，但對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架構沒有作出規定。因為 1982年修訂憲法

時，“一國兩制”方針雖已提出，但憲法還不可能對未來的特別行政區

的政治架構作出具體規定，只能留待基本法作出規定。二是，香港基本

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立法的依據和基礎，其效力高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律。全國人大關於香港基本法的決定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

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香港

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

本法相抵觸。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宣佈為同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

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所有這些

規定均表明，香港基本法在香港具有凌駕地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機關制定的法律的效力來源。香港回歸後，有了香港基本法這樣一部成

文的憲制性法律，是香港法律制度的一個重大變化。這個變化，是國家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個大變化的必然結果。憲制不作轉變，就與香港

回歸後的地位不相適應。香港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法律，根據憲法和“一

國兩制”方針，對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

權，作了明確的規定。這就奠定了香港的憲制基礎。

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實踐中，凡是涉及中央與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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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和中央與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關係一

樣，都是單一制下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2.“一國兩制”下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由於國家對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又不完全等同於單一制

下一般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即不同於中央與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

市的關係，而是“一國兩制”下的一種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作為單

一制國家，中央對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權，對地方行政區實行全面領導，

但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為了有利於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

展，中央通過香港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

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凡屬於高度自治範圍的事務

都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己管理，中央各部門、各地方均不得干預。除了

基本法規定由中央負責管理的國防、外交等事務外，中央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施管理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政府

任命，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二是全國人大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對有些權力

進行自我約束。比如，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

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基本法

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國家對香港既定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

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任何列於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

交和其他按照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等

等。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下特殊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以上兩個特點，可以說是正確理解和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基本出

發點和立足點，凡遇到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問題，只要我們始終注意把握

這兩個特點來理解和處理，就比較容易達成共識，把問題處理好。

關係的問題，無不涉及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因此，這兩個法律文件，

可以稱之為正確理解和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的綱領性文件。綱舉才能目

張，只要我們高舉這兩個文件來統一思想認識，遇到的一切有關中央與

特區關係的問題一定能夠迎刃而解。

兩個特點

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有兩個特點：一是單一制下的中央與

地方關係，二是“一國兩制”下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1. 單一制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在當今世界上，關於國家的結構

形式，即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單一制，一類是聯

邦制。單一制的特點，是全國只有一個國家主權、一個憲法和一個中央

政府。單一制國家的中央政府，統一行使對全國的管理權，地方政府是

中央政府根據國家管理的需要依法設立的下級政府。地方政府享有的權

力，不是本身固有的，是國家授予的。聯邦制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主權

國家聯合而成的。聯邦制的成員邦本是主權國，它們在組成聯邦時，通

過制定憲法各自將部分權力交給聯邦，其餘權力仍保留在各邦自己手

中。因此，在聯邦制度下，聯邦與各成員邦都享有主權，都有自己的憲

法和中央政府。聯邦與成員邦之間的權力劃分，由憲法規定，除非修改

憲法，聯邦無權單獨加以改變。可見，單一制下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

係和聯邦制下的聯邦與成員邦之間的關係，是兩類不同性質的關係。

我國憲法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

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這說明我國是單

一制國家，由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國家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根據憲法設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權力，是中央根

據憲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授予的，不是香港本身固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下，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在這一點上，中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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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核心

正確理解和處理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核心是正確理解和

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這是保證基本法順利實施的關鍵。

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我曾在《牢牢把握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內容》一

文中提出，基本法最核心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一是堅持一個國

家，保障國家主權；二是堅持兩種制度，保障高度自治；三是堅持基本

不變，保障穩定繁榮。這三句話實際上就是講“一國”與“兩制”的關

係，可以說它是貫穿基本法始終的靈魂。

“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香港從英國的殖民統治回到了

祖國的大家庭，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成為國家的一個地方行

政區，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兩制”，就是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

港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一國”是“兩制”

的前提。沒有香港的回歸，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而“兩制”

是香港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保證。“一國兩

制”是一個整體，不能割裂，“一國”與“兩制”都必須得到保障，不

能只強調一面而忽視另一面。

基本法實施中遇到的涉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問題，有時可能

會產生不同的意見，這是完全正常的。這時，就特別需要抓住“一國”

與“兩制”的關係這個核心，嚴格按照既有利於維護“一國”，又有利

於實行“兩制”的要求辦事，問題才能處理得比較好。舉一個大家比較

關心的問題作例子，關於基本法的解釋權。憲法規定，法律（指全國人

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是

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項職權。基本法作為一部全國人大制定的

全國性法律，根據憲法明確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基本法的這一規定，就是“一國”的體現，表明在涉

及國家體制、中央國家機關的權力方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對內地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是一樣的。同時，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情況，為方便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案件的審理，基本法又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基本法又進一步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有限制

條件，基本法規定的唯一限制是：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

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

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那麼在對該案

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以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基本法這種既授權又限制的規定，就

是為了使“一國”和“兩制”都能得到維護，既保證中央對香港有效行

使國家主權，保證基本法在全國範圍獲得統一的理解和執行，又保證香

港特別行政區有效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保證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行高度自治。因此，在基本法解釋問題上，應當明確：第一，解釋權屬

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是我國的憲法制度，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

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為準，這是“一國”的體現和要求。第二，授權香港法院解釋，不是分

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並不因授權而喪失解釋權，授權香港法院解釋，是

為了更好地實行“兩制”。第三，除了依法應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

的情況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案件涉及的基本法條文

都可以進行解釋。第四，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只限於明確法律

條文的界限和內容，不涉及具體案件的審理。第五，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對基本法解釋前，須徵詢其所屬的由內地和香港各 6位委員組成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以上五條基本上體現了在基本法解釋

問題上如何正確理解和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我想只要大家

都嚴格按照這幾條辦，就用不着對基本法解釋問題心存疑慮。一方面，

全國人大常委會既已授權，就相信香港法院會嚴格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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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進行解釋，保證基本法的正確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不會也沒有必要

頻繁地對基本法進行解釋；另一方面，即使今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基

本法的規定再對基本法作解釋，大家都能以一種平常心來對待，因為這

本來就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問題，是“一國兩制”實踐中

的重要問題。香港回歸兩年多來，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處理中央與

特區的關係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建立起了順暢、和諧的關係，

使我們對“一國兩制”和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更加充滿信心。當

然，基本法實施中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問題還會產生，“一國兩制”

本來就是一個新事物，無先例可循，加上法律制度、法律傳統不同，在

實施過程中有些不同的意見是十分正常的。但是，我認為，只要我們高

高舉起兩個文件、緊緊把握兩個特點、牢牢抓住一個核心，不斷探索，

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一國兩制”的“守護神”
——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五週年

載 2002年 9月 27日《香港文匯報》。

基本法是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制定的。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我

曾在《牢牢把握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內容》一文中提出，基本法最核心的內

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一是堅持一個國家，保障國家主權；二是堅持兩種

制度，保障高度自治；三是堅持基本不變，保障穩定繁榮。這三句話是

“一國”與“兩制”關係的精髓，是貫穿基本法始終的靈魂。“一國”，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香港從英國的殖民統治回到了祖國的大家庭，國

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成為國家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受中央人民政

府管轄。“兩制”就是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

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有香港的回

歸，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而“兩制”是香港順利回歸、平穩

過渡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保證。“一國兩制”是一個整體，要作

為一個完整的概念來把握，不能割裂，“一國”與“兩制”都必須得到

保障，不能只強調一面而忽視另一面。基本法全面體現了“一國兩制”

的方針。基本法的貫徹實施，對“一國兩制”起到了“守護神”的作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這五年，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切實貫徹執行的五年，是香港基本法得到認真實施

的五年。五年間，雖然經歷了不少風浪，但香港繼續保持着自由港的特

色和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中心的地位，被公認為亞洲乃至全球最具發

展活力的地區之一。香港廣大居民繼續以自己習慣的方式生活，享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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