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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很關注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成立，也注意到
了與之相伴而來的專門研究港澳問題的綜合性學術期
刊——《港澳研究》。我閱讀了第一期（創刊號）
後，感到把一些新觀點介紹給香港社會的知識界，有
利於大家思考和切磋，有利於在多元中尋求共識，在
共識中保持多元。

特首與美國州長不能並論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一些人士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中央政府是何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省、直轄
市、自治區是何關係，不是很清楚。筆者在與香港市
民交流時，有人多次給我說：「過去不知道香港特區
怎麼個特法，還以為特就特在香港可以和中央平起平
坐。今天聽你一講，才知道香港特區政府是中央人民
政府的下級，香港特區再特別，法律地位與內地的
省、直轄市、自治區相當。」2013年，梁振英在對外
講話中多次稱內地省、直轄市、自治區為「兄弟省、
市」，香港社會對此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反對的
理由之一，是認為這樣稱呼內地省、直轄市、自治
區，貶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位。《新報》12月20
日的社評《行政長官是不是中央政府的下屬？》寫
道，12月19日的梁振英赴京述職一事，表現出來「行
政長官和中央政府的從屬關係」，而美國的總統與州
長「並不是從屬關係。香港政府的行政長官則是根據
《基本法》由香港市民經過一定的程式選出來的，究
竟行政長官算不算是領導人的下屬呢？又或者不如索
性問一問：行政長官被港澳辦規範了述職的時間，也
規範了其內容，甚至要查找不足，也即是要自我檢討

了，在以上的大前提下，香港的行政長官還有多大的
獨立性呢？」《新報》的這篇社評顯然是把中國單一
制國結構下的行政長官與中央關係與美國聯邦制下的
總統與各州關係等而觀之，因而覺得行政長官述職一
事的規範化似乎是降低了行政長官的地位。
《港澳研究》第一期刊登的「四大護法使者」之一

的許崇德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一文指
出，憲法與基本法清晰表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國單一制國家中的一個地
方行政區，而非中央。它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與
省、自治區、直轄市處於同等行政層級。
許老指出，基本法的整個文本已經從各個不同角度

直接地或者間接地表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生活
中的法律地位問題，其中最顯著的要算基本法第十二
條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
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對此可以從下述三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它清楚地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中央，而是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中國採用統一
的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不可能存在兩個甚至多個
「中央」。如果認為特別行政區也是「中央」的話，那
豈不成了「兩國兩制」，還有什麼「一國兩制」呢？

港府須執行國務院的指令
第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中國的行政區劃是多層次的，截至2012年底， (1)現

在中國全境共劃分為2852個縣級行政單位(資料來源：
中國民政部網站)。它們比較接近基層群眾，雖然從總

體上說都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但不是中央直轄。 (2)
高於縣級單位的有地級市、自治州、盟等333個地級行
政單位，它們作為一級地方區域，當然應服從中央的
統一領導，但還不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
區域。（3）按照中國的憲法和法律，直轄於中央人民
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為：4個直轄市、23個省、5個民
族自治區，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這34個
區域是最高的地方行政區域，都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
從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條文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特別行政區是與省、自治區、直轄市處於
同等層次的地方行政區域。例如，(1)憲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
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2)憲法第六十二條規
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
建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
及其制度」。(3)我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
級人民政府組織法》 (以下簡稱地方組織法)明確規定，
「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
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第五十五條第二款)。地
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級人大和上一級政府負責並報告
工作(第五十五條第一款)。基本法除第二章列明應由中
央行使的權力外，還規定行政長官有「執行中央人民
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指令」的職權(第四十
八條第八項)。這一規定與我國地方組織法規定的縣級
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需要「執行……上級國家行政
機關的決定和命令」(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相類似。因
此，香港特區政府也受到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必須服

從中央人民政府。由此可見，我國憲法、基本法和相
關法律是把特別行政區確定為與省、自治區、直轄市
處於同等層次的地方行政區域看待的。

自治權力源自中央授予
第三，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一個由中央授予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極其繁多，除此

之外，基本法第二十條還有一個「兜底」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
力。」這種高度自治權不是香港本土產生出來，更不
是英國殖民主義者所恩賜，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授
予。基本法第一條和第二條開宗明義寫得很清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
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總之，許老這篇大作的觀點雖然是以前就有、內地

學者一直堅持的，但許老在這篇大作裡提供了新的論
據：將憲法、法律中關於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級的
職權與香港特區的職權作了比較，進而來論證香港特
區和省、直轄市、自治區是同一行政層級；將省級以
下的地方行政區域不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反證省、
直轄市、自治區和香港特區是同級地方行政區域，這
種論證是以前學者所未做過的。如果同意許老的這一
論點和論據，那對梁振英稱「兄弟省市」就感到合
情、合理和合法了。 （註：小題為本報編者所加）

香港特區同省、直轄市、自治區是同一行政層級
——《港澳研究》第一期若干新觀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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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熠熠
41名學者專家名人 佔會員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在京成立的全國港

澳研究會本月6日即將「滿月」，第一期《會員通訊》近日

出爐，研究理論季刊《港澳研究》創刊號亦隨之寄送至會員

手中。全國港澳研究會被外界視為「超級智囊團」，匯聚了

內地從事港澳研究的專家、學者，並特邀香港、澳門眾多知

名人士參會。據《會員通訊》顯示，創會個人會員共306

人，其中港籍會員41人，約佔會員總數的14%，可謂「粒

粒巨星」；澳籍會員14人。該會今後會從港澳兩地吸納更多

有研究能力、熱心於促進三地學術合作交流的專家、學者加

入。

全國港澳研究會於上月6日在北京成立並舉行首次會員代表大會，該會
是香港、澳門回歸後成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港澳研究學術團體。

《會員通訊》的發刊詞中稱，該會從今年5 月開始籌備，經過向內地招募
機構會員和個人會員、特邀港澳地區會員後，吸納內地機構會員29 家、
個人會員251人，香港會員41 人、澳門會員14 人，個人會員共計達306
人。

港澳各有1名副會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共有9名副會長，其中港澳各佔1名，中文大學榮休講

座教授劉兆佳、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分別任研究會副會長。
港澳會員中，既有不少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知名專家學者，亦有前政府官員
和企業研究人員，領域涉及政治、經濟、人文等多個領域（見表）。
澳門方面，除副會長吳志良外，亦有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莫世健、澳門
立法會議員蕭志偉、澳門經濟建設協會理事長楊道匡，澳門大學社會科學
及人文學院院長郝雨凡、澳門社保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李振宇、澳門大學
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等多位知名人士。
此外，《會員通訊》還披露成立大會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與研究會港
澳會員座談的內容。王光亞主任表示，如何解答好港澳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與挑戰，不僅需要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港澳市民的共同努力，也需
要港澳專家學者深入研究，並引導理性討論，凝聚共識。

研討既有共識又有火花
據悉，在年會上，來自內地及港澳共100 多位會員代表就港澳形勢、問

題及對策建議展開研討。上午，6 位專家學者就港澳形勢及發展趨勢進行
了分析與展望。下午，分為政法與行政、經濟與社會兩個分會場，就政治
與行政、香港政改、經濟、社會4個專題，進行研討。36 人次專家學者進
行主題發言，數十名與會代表提問與點評，4位主持人分別就4個專題進
行總結。
《會員通訊》稱，會場氣氛熱烈，與會專家就特區政府管治、香港特首普

選、港澳經濟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港澳社會發展與民生問題等議題展開深入
的研討，交流思想、碰撞火花、互通有無，取得了一些共識，也提出了一些
針鋒相對的觀點，為更好地認清形勢，推進問題解決提供了參考與借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全國港澳研究會剛剛出版的《會員
通訊》，首次全文刊發了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在該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
以及該會首任會長陳佐洱在第一屆會員
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王光亞希望研究會
能積極帶領專家、學者全面準確地理解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陳佐洱強
調，「一國兩制」是港澳研究工作的基
本遵循，離開了「一國」，香港和澳門
的一切都無從談起。
王光亞在致辭中稱，作為一個新生事

物，「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必定是
一個不斷面臨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和積
累經驗、探索前進的過程。當前，港澳
的發展都處於一個新的關鍵時期，機遇
和風險並存，有許多重大和緊迫問題亟
待解答。
他希望全國港澳研究會能積極帶領專

家學者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方
針和基本法，密切跟蹤港澳社會形勢，
加強對港澳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的基
礎性、綜合性研究，以及涉及「一國兩
制」事業和港澳長遠發展的戰略性、前
瞻性研究，不斷提高研究水平，成為港
澳研究學界的「領頭人」。
陳佐洱在講話中強調，「一國兩制」
是港澳研究工作的基本遵循。他說，回

歸最初幾年有關港澳問題的理論研究熱
度有所下降，隊伍出現萎縮，成果相對
減少。

陳佐洱盼理論壓倒歪論
他又說，港澳兩個特區特別是香港，

受歷史和現實兩方面因素影響，一些深
層次問題和新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在個
別時點上還相當激烈，對基本法的正確
理解和貫徹執行，對特區政府的依法管
治，對特區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的
發展都造成了掣肘。
陳佐洱指出，沒有一個強大理論體系

的支撐，後果必然是社會找不到方向
感，廣大支持者不能理直氣壯，一些完
全違背「一國兩制」的奇談怪論居然獲
得生存空間，甚至堂而皇之登上了「高
地」。
他重申，「一國」是實施「兩制」的

前提，「兩制」隸屬於「一國」之內，
離開了「一國」，香港和澳門的一切都
無從談起。中央政府對港澳的一系列方
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出發點和落腳
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在港
澳特區實踐「一國兩制」的核心要求和
基本目標，也應該成為港澳研究工作的
核心價值和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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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備受矚目的全國港澳研究會首期《會員通
訊》日前出爐，通訊中刊出研究會會員名
單，包括香港多位知名人士，香港文匯報
總編輯李曉惠亦榜上有名。
李曉惠長期關注香港問題研究，並多有

研究成果在《政治學研究》、《中國社會
科學內部文稿》、《港澳研究》等學術刊
物上發表。繼出版《困局與突破─香港難
點問題專題研究》專著之後，最近又出版
了新著《邁向普選之路─香港政制發展進
程與普選模式研究》，外界反響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全
國港澳研究理論季刊《港澳研究》的創刊
號，在上月付梓問世與讀者見面。書中精
心組編的一批水平頗高的論文，收錄逾十
位港澳問題專家研究成果，研究領域涉及
政法、經濟、社會等領域。

陳佐洱撰寫發刊詞
研究會首任會長陳佐洱為首期《港澳研
究》寫了發刊詞，稱「一國兩制」的博大精
深使得應運而生的港澳研究包羅港澳政治、
經濟、社會、法律以及港澳與內地關係等方

方面面，涉及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
學、歷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希
望它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搭建一個交流、探
討、爭鳴的平台，成為廣大港澳研究工作者
聯繫彼此的紐帶和精神家園。

許崇德特稿置首位
記者注意到，《港澳研究》創刊號第一

篇文章為原港澳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原港澳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許崇德的特稿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同時，
研究會副會長、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劉

兆佳的《思考香港政治需從香港獨特性出
發》，以及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清華
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的《論港澳回歸後
新憲法秩序的確立》等。
此外，《港澳研究》還收錄了《「愛國

愛港」是中國公民擔任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的基本法律要件》、《香港經濟未來發
展面臨的挑戰與策略選擇》、《澳門建設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院差距與發展策略》、
《香港就業市場的變化趨勢及啟示》等多
篇重量級文章。
《港澳研究》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會
刊。據了解，作為一本高水平的學術研究
期刊，《港澳研究》將為港澳研究者發表
研究成果、增進溝通交流提供重要平台。

全國港澳研究會港籍創會會員
姓 名 身 份
何志平 中華能源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鄧 飛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陳弘毅 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
程介明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座教授
黃江天 基本法研究中心執行董事、律師
張志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胡偉星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方 舟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
何漢權 風釆中學副校長
何偉誠 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研究中心副理事長
黃紹倫 前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雷鼎鳴 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教授
李國棟 智經研究中心主席
李浩然 華潤集團戰略研究中心及國際研究室主任
李明堃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李彭廣 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
李曉惠 香港文匯報總編輯
李子建 教育學院副校長(學術)兼課程與教學講座教授
康柏偉 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
凌友詩 香港公共行政學院高級研究顧問
劉兆佳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劉智鵬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遵義 中投國際(香港)董事長
盧文端 榮利集團(國際)主席
宋恩榮 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宋小莊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員
王春新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
王貴國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王于漸 香港大學講座教授
吳曉剛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
謝國樑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
楊汝萬 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系榮休講座教授
葉國華 中國教育發展投資管理公司主席
張家敏 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董事總經理
張信剛 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北京大學葉氏魯迅講座教授
鄭赤琰 前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客座教授
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教授
薛鳳璇 香港大學地理系主任、教授
陳文鴻 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劉迺強 致遠文化服務公司執行董事
張民炳 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助理

資料來源：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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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弘毅在成立大會上發言。 港澳研究會《會員通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