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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唯一根據是香港基本
法，在此憲制基礎上，香港民主政制在回歸後一直依法穩步推進，包括致力
落實循序漸進達至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目標。
在香港落實普選是中央的莊嚴承諾。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

分別明確規定，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香港回歸
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堅定不移地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的規定，推動以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為主要內
容的民主政制循序漸進向前發展。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解釋，明確了香港政制發展
的法律程序；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列明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
長官、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為香港民主發展樹立里程碑，也展示了中央推
進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
在全面落實普選前，特區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程度多年來不斷提高。第一

任行政長官人選經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
長官人選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規模亦由800人增至1,200人。選舉委員會
由四大界別人士按相同比例組成，體現了均衡參與，具有廣泛代表性。
同時，立法會選舉的直選因素不斷增加。直至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

時，立法會議員人數由60人增加至70人，其中新增加的5個功能團體選舉議
席由區議會議員提名，並經全港原來沒有功能團體選舉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
舉產生。

通過政改方案 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
目前，香港社會正處於政制發展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於2013年底及今年

初，先後就2017年特區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了兩輪諮詢，
只要香港立法會議員在今年中投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2017年香港即可以歷
史性第一次由500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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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
中國將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載入中國政府對香港方針
政策規定，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從聯合聲
明生效起，香港進入過渡時期。
■1985年4月10日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香港特
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同年6月18日，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各方面著名人士
及專家合共59人，由姬鵬飛擔任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5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同月1日至5日舉行第
一次全體會議，確定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的規劃步驟，計劃採用4年至5
年時間完成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並決定委託香港地區委員籌組具廣泛代表
性的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1985年7月15日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彭真會見全體草
委委員。
■1985年7月17日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發起人召開首次會議，成立諮詢
委員會章程草擬6人小組，章程於同年9月7日第三次發起人會議修訂獲得通
過，規定了諮委會職能包括：廣泛徵集香港各界對香港基本法各種意見和建
議；接受草委會諮詢；將意見建議進行整理分析。
■1985年12月18日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正式成立，由180名香港各界各
階層代表組成，安子介當選為主任委員。姬鵬飛應邀參加成立大會。
■1986年4月18日－22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二次全會，通過香港基本
法結構（草案）、草委會工作規則，並成立5個專題小組的決定。
■1986年11月29日－12月2日起草委員會舉行三次全會，初步擬出香港基
本法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第九章各章條文的草稿；同年4月13日至17
日，通過特區區旗、特區區徽圖案徵集和審定辦法。
■1987年8月22日－26日起草委員會決定成立總體工作小組。
■1987年12月12日－16日起草委員會對初步彙編起來的香港基本法各章
草稿進行討論。
■1988年4月24日－28日起草委員會七次全會，審議了總體工作小組提交

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經過全會的討論和修改，通過了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關於公佈〈香港特區基本法( 草案) 徵求意見稿〉的徵詢意見辦
法》，並在諮委會配合和協助下，在香港和內地開展了為期5個月的徵求意
見活動。
■1988年11月16－27日起草委員會專題小組開會，根據諮詢收集的意見對
草案徵求意見稿作出修改。
■1989年1月9日－15日起草委員會召開第八次全體會議，討論《香港特區
基本法(草案) 徵求意見稿修改稿》，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對草案徵求意見稿修
改稿、條文、附件及附錄逐條逐件地進行表決，並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多數，通過了《中國香港特區基本法( 草案) 》，《關於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全國人大代擬的《關於香港
特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 》。
■1989年2月15日 姬鵬飛向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作出了《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草案) 〉及其有關文件的報告》，
經常委會審議後，同月21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公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草案) 的決議〉》。人大常委會在
決定公布草案及其有關文件，並對草案作進一步修改。
■1989年2月15日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內地和香港廣泛開展徵求意
見活動。同年4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漢斌帶領部分內地
委員赴港，聽取香港各界意見建議。
■1990年2月13日－17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召開第九次全體會議，對
各專題小組修改提案進行深入討論，並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對專題小組提出的
24個修改提案進行表決，全部獲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起草委員
會圓滿地完成起草任務。
■1990年2月17日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萬里，會
見了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鄧小平對香港基本法草案的起草完成，給予極高
的評價。
■1990年4月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頒布了香港基本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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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法律化 為港繁榮穩定奠基
國家為香港回歸制訂「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及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在正式制
定香港基本法前，「一國兩制」純粹以中國共
產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形式出現。隨着香港基本
法的確立，為「一國兩制」構想法律化。已故
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曾經對香港基本法高度評
價，形容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
際意義的法律文件，也是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

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載列中華人
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訂明根據
「一國兩制」原則，香港不會實行社會主義制
度和政策，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保持五十年不變，並規定於香港基本法內。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1985年4月10日，第
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決定，
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由包括香港同胞
在內的各方面人士及專家，負責根據《中英聯
合聲明》第十二條的指導方針，將香港特區實
行的制度用法律規定下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用了長達五年時間，根據「一國兩制」方
針指引，順利完成草擬工作。

全國人大通過成憲制性文件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經第七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於1997年 7月1日生
效。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區憲制性文件，以法
律形式訂明「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重要
理念。
香港基本法章節包括：香港基本法正文，涵

蓋九個章節，160條條文；附件一，訂明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訂明香港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附
件三，列明在香港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在正式制定香港基本法前，「一國兩制」構

想純粹以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形式出
現，其後考慮到實現台灣和平統一後，可作為
中國特別行政區並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殊需
要。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
過憲法第三十一條，使香港基本法制定有了法
律依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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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港基本法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勾畫了發展藍圖，明確訂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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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來全面保障了港人的權利自由。去年6月10日，國務院首
度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全面總結
香港回歸17年的「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港人治港」及高
度自治的實踐，強調憲法及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
憲制基礎，並須堅決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
香港基本法明確訂明國家對香港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

包括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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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香港特區行政機關和立
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確立香港特區保持原有的
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香港基本法訂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

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與香港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
港特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香港基本法並全面保障港人的權利自由，包括香港特區

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
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香港居民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
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通訊、遷徙、信仰、宗教
和婚姻自由及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等。

須堅決維護憲法基本法權威
去年6月10日，國務院首度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實踐》白皮書，全面總結了「一國兩制」的實踐。白皮
書強調，憲法及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
礎，並須堅決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
白皮書進一步指出，全國人大決定香港特區的設立，制

定香港基本法以規定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並擁有基本
法的修改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
對香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
權、對香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監督權、對香港進入緊急
狀態的決定權，並向香港作出新授權的權力等。

憲法及基本法構成港憲制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港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
所通過的全國性法律，是在中國憲法之下的一級法律，當
中列明香港基本法本身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香港回歸近18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先後4
次對香港基本法進行釋法，其間香港社會有意見認為，全
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國家憲法所賦予的合法權力。
香港基本法第一五八條規定，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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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本法第一五九條則指出，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權屬

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修改議案，須經香
港特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香港立法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香港特
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提出。而相關任何修改，均不得同香港既定的基本方

針政策相抵觸。

4次釋法 無損港司法獨立
回顧香港回歸近18年來，香港「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本地司法制度成功經歷考驗，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進行4次
釋法，處理好法律問題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第一次釋法是在1999年發生的「吳嘉玲案」，涉及香港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有關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
女居港權的問題。
第二次釋法發生於2004年，關乎香港的政制發展，涉及
香港基本法第四條、第七條及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條文，主
要爭論是如何演繹所謂「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
則，以及香港普選問題。
第三次釋法在2005年發生，涉及基本法第五十三條及

四十六條，關於特首在出缺時其繼任者的任期問題。第四
次釋法是在2011年剛果欠債案引發「外交豁免權」的風
波。

定明全國人大擁解釋權

紀念基本法頒布紀念基本法頒布 2525周年專輯周年專輯

四年八個月起草制定 幾上幾下廣徵意見 中央與港人誠意智慧結晶
25年前的1990年4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由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並由

國家主席簽署頒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香港基本法正式實施。香港實踐「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從此有了法律依據，香港長期保持繁榮穩定有了法律保障。回顧

四年零八個月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是香港回歸祖國路上的重要里程碑。香港基本法的草擬，

從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1985年7月1日舉行首次全體會議算起，至草案初稿公布，歷時長達三

載，當中經歷了多少爭議、磋商和妥協，最終得以達至共識。

今年適逢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香港文匯報今起將持續推出系列專題，透過重溫香港基本

法的起草歷史和闡釋落實情況，專訪當年參與其中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委員，

以至見證香港基本法誕生的香港社會各界代表，重溫當年起草過程的爭議及深刻體會，讓讀者更

清楚、更全面地了解香港基本法對香港平穩發展的重要性，領會中央對實行「一國兩制」和保證

香港高度自治的最大誠意和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從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到完成香港基本法草案，歷時四年
零八個月。回顧香港基本法起草歷程，歷經不少激烈爭議，包括

剩餘權力、中央與特區關係、香港基本法解釋權，最終經過草委會反覆
討論，並透過「幾上幾下」諮詢港人意見，成功制定保障「一國兩制」
的香港基本法。可以說，香港基本法是中央與港人誠意和智慧的結晶。

草擬過程反映中央尊重
香港基本法草擬以來，起草委員會先後舉行9次全體會議、25次主任
委員會議，兩次主任委員擴大會議、3次總體工作小組會議，73次專題
小組會議，經過「幾上幾落」的公開諮詢，最終在1990年2月16日，草
委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對各個專題小組提出的24個修正提案進行表
決，結果全部獲三分二以上贊成票通過，過程充分說明中央政府對香港
基本法的尊重。
據當時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回憶錄記載，從第二次全體

會議後，草委會工作進入分組起草條文階段，各個專題小組每草擬出一
條條文，都須經過充分討論，並將不同意見並列在草案之中，或以「附
記」形式附在主流意見後面，呈交大會討論。

說明港非獨立政治實體
起草過程經歷不少爭議。當時香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香港基本法如何

規定中央與特區關係、如何劃分中央與特區職權等，雖然有草委抱怨爭
論拖慢進度，但過程亦讓港人明白香港非獨立政治實體。

在剩餘權力問題上，草委絞盡腦汁，盡可能在香港基本法列出香港特
區享有的權項，除寫明行政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及終審權外，還詳
細寫出29項行政管理權，同時在香港基本法第二章增加「香港特區可以
享有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授予的其他權力」，最終擔心
給人造成錯覺，以為中央抓着一些東西不放，因此，大家同意將上述條
文刪除。
在草擬中央與特區關係條文時，全國性法律適用香港的問題激起嚴重

爭論。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將來的國防、外交事務歸中央
政府管理，因此，有關國防、外交事務的全國性法律當然適用於香港，
中央將透過法律執行的形式管理。
至於香港基本法解釋權問題，經過反覆討論，最終順利擬出各方可接

受的條文，堅持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最終解釋權的前提，給予港人相
應的牽制權，釋除港人疑慮；而規定實際上給予香港法院極大的權力，
如有限制，就是終審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

按港人意願大幅度修改
香港基本法草稿隨後經過「幾上幾下」諮詢港人意見。在諮詢初期，

各界曾對內地與香港關係條文提出很多意見，當時草委在「凡能下放香
港的權力都下放給香港」的指導思想下，在不損害「一國兩制」的前提
下，有利於高度自治的建議，草委會幾乎全盤接受；最後階段則焦點討
論政制方案。歷時長達3年至4年諮詢，中央政府按照港人意願作大幅
度修改。

■1984年12月19日，中國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資料圖片

■1985年12月18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香港舉行。中國國務委員兼港澳辦公室主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參加會議，諮詢
委員會主任安子介在成立大會上講話。 資料圖片

■1986年4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結束。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結構。 資料圖片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香港委員包玉
剛（右一）、安子介等親切交談。 資料圖片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在
一九九零年二月舉行會議和投票。 資料圖片

■1999年6月26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了全國人大常
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解
釋。 資料圖片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香港白皮書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資料圖片

■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憲制基礎。 資料圖片
■港府重申堅決按照香港基本法及人大「8．31」決定，推動落實2017年普
選特首。 資料圖片

■■在基本法規範和保障在基本法規範和保障
下下，，香港回歸後香港回歸後「「一國兩一國兩
制制」」成功落實成功落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