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振民：港人應加深認識憲法
在法律教育基金研討會強調 憲法基本法構成特區憲制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佛

山報道）香港法律教育基金30周年

紀念慶典暨學術研討會昨日在佛山

舉行。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

民發表題為「中國憲法與『一國兩

制』」的講話。他表示，憲法是法

制的核心，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

了特區的憲制基礎，而中央對特區

享有一些直接來源於憲法的極其重

要的權力，而這些權力不一定寫入

基本法內。香港的高度自治來源於

中央授權，香港社會應該加強對憲

法的認識和研究。

A3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楊洋 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

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

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國務院港澳辦、
香港中聯辦等中央部委有關部門負責

人，香港特區律政司等政府機構官員，以及
中國政法大學、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和香港城
市大學法律學院等兩地多家高校的院校領導
出席了香港法律教育基金30周年紀念慶典並
致辭。來自香港和內地司法界、法律界的社
會知名人士以及來自近40所法學院校學者共
120餘位嘉賓參加慶典活動及研討會。

中央對港權力源自憲法
王振民在會上發表題為《中國憲法與「一
國兩制」》的講話，重點闡述國家憲法與
「一國兩制」的關係，及宣傳憲法對「一國
兩制」的重要意義。
王振民指出，要認識中國的法制，首先要
認識中國的憲法。憲法是法制的核心，不了
解一個國家的憲法，就不了解這個國家的法
制。在香港，恰好是這個方面做得不夠。
他簡要地回顧了中國憲法的制定和修訂的
過程。他指出，當出現憲法、基本法沒有規
定的事情時，不可以隨便輕易說違憲、違
法，沒有出現的事情永遠都可能出現，不可
預測未來還會出現什麼事情，憲法和法律一
定要與時俱進地發展。
他續說，在香港經常講依據基本法來辦
事，中央行使權力當然要嚴格按照基本法來
辦事，但實際上，中央對特別行政區享有一
些直接來源於憲法的極其重要的權力，而這
些權力不一定寫入了基本法。
事實上，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
行使主權，首先就恢復了中國憲法對香港的
法律效力。因此，首先不是基本法在香港實
施，而是憲法對香港生效，然後才有基本法
對香港生效。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二條
就是「一國兩制」的憲法依據。

兩地共擁一部憲法需共研
王振民指出，憲法毋須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自然對香港產生效力。憲法恢復對香港
特區的效力，最重要的體現就是對特區的立
法管治權，表現為制定基本法的權力，也就是
中央可以通過制定基本法對香港實施管治，包
括規定在特區實行什麼制度，這就是說，憲
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區的憲制基礎。
他強調，香港和內地雖然法律制度不一
樣，但共同擁有一部憲法，共同的憲法需要
大家共同研究。
國務院港澳辦法律司副司長奚俊堅在大會
上致辭（見另稿）。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基金顧問陳弘毅在論壇上
梳理講解了2016年以來香港基本法的實施
及有關爭議。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基金
顧問沈國明、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
大律師林定國和特區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專員黃繼兒分別就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配套發
展、兩地間法治發展及挑戰，以及大數據條
件下的個人隱私保護問題發表主旨演講。
下午的分組討論環節，多名由基金項目資
助的內地訪港學者圍繞「中國法與比較
法」、「香港法與香港基本法」和「反貪腐
及知識產權」進行研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佛山報
道）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在新時
代發展的「大手筆」。上海交通大學
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基金顧問沈國

明認為，灣區內基礎設施的互聯互
通、資金的融通、貿易的暢通更為關
鍵，尤其是各省市政府在政策、法律
制度上的溝通和融合，才是目前大灣
區建設首要解決的問題。在此背景
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法律制度融
合就顯得尤為關鍵。

地方應積極試點創新
沈國明在昨日的研討會上指出，環

顧全球其它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
的獨特性在於「一國兩制」，這一鮮
明的特徵也勢必讓中國在大灣區建設
方面創新模式。不過，粵港澳大灣區
由實行「一國兩制」的三個區域組
成，「兩種社會制度」、「三個關稅

區」、「四種稅制」共存，所以強有
力的協調和融合就顯得至關重要，否
則很難出現「一加一加一大於三」的
效果。
作為親自參與上海「營改增」政策
課題組的成員，沈國明表示，地方政
府有義務對現有碰到的問題進行細緻
研究和提出方案。例如，稅制是中央
事權，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戰
略，地方也可以有所作為，積極進行
試點實驗，大膽創新。
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在實際運作

中，必將面臨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問
題，但機遇也隨之而來，制度的多樣性
和互補性能夠激發各自的活力，為謀求
共同利益形成合力，推動區域發展。

2005年參加香港法律
教育基金組織的香港法
律專業學生赴北京實

習，當時為期一個半月的實習交流，令馬
天泰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香港回歸祖
國 7 年多時間，但和內地的交流並不太
多，尤其是對於法律專業的學生而言，可
以前往內地一些律師事務所或者是政府機
關實習，就特別難能可貴。」說起學生時
代這個實習的插曲，已有6年工作經驗的
馬天泰感慨良多。
參與昨日研討會的馬天泰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透露，在6年前選擇入職騰訊工作時，自
己聽到不少「異議」。「你為什麼要去一家
內地的公司，你不害怕兩地文化差異，會讓
你做得不開心？」諸如此類的聲音，層出不
窮。
談到初入社會的職業選擇，馬天泰說，自

己是騰訊的第一個香港執業律師。初入職
場，在業務上的能力非常突出，在和內地客
戶、海外客戶的對接工作中，他都能夠游刃
有餘。當年那段實習經歷，讓他近距離了解
了內地律師同行是怎麼做事，也開啟了對內
地法律鑽研的途徑。

「兩地差異變更好機會」
「其實就是這種兩地文化差異，讓我意識

到反而是一個好的機會。」馬天泰還記得，
當年內地同行對於香港的法律制度，甚至是
海外的法律制度都有非常強烈的好奇心，他
們很希望獲得更多資訊。正是在這個交流過
程中，令他明白自己所處的香港，無論在語
言優勢亦或是國際視野方面，都來得更加輕
而易舉。
作為騰訊入職的第一個香港職業律師，馬

天泰說，工作初期，針對境外業務，自己的
雙重優勢在內地的企業特別明顯，企業管理
層也意識到業務需要更多這樣雙重優勢的人
才幫助企業自身的完善和發展。據悉，過去
四五年來，馬天泰發現越來越多的香港同行
加入內地的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佛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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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入職騰訊 盡顯雙重優勢

■青年職業律師馬天泰。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香港法律教
育基金迎來 30
周年紀念慶典，

雲集了 120位來自香港和內地司法
界、法律界社會知名人士以及兩地近
40所法學院校學者。香港中聯辦法律
部部長王振民在致辭時，回憶起當年
內地學者們的「土瓜灣」情緣。
1993年到1995年，王振民在香港大

學學習交流。他憶述，當時從內地來
香港的學者都知道香港有一個地方叫
「土瓜灣」，是基金會為內地學生租
住的住所。所以，「土瓜灣」這個地
方在內地法律學者之間享有盛名。
不管是以前在清華大學工作期間，

推薦很多清華法律系學生通過這個項
目到香港來實習交流，還是通過基金
會幫助學校尋找法律相關的港版圖
書，甚至到後來舉行模擬法庭，作為
親身經歷者，王振民說，這種參與從
未間斷。尤其到港履職以後，中聯辦
法律部也一直參與香港法律教育基金
活動。
王振民說，研討會上的不少嘉賓都

有一個共同的經歷，都曾獲益於基金
的組織推動，早年曾到香港學習交
流。可以說，香港法律教育基金培養
了一大批從事與「一國兩制」事業有

關的學者和官員，為國家的法制建設作出了
貢獻。
他續說，習近平主席去年視察香港期間發表

的重要講話中提到，這幾年國家的持續快速發
展，給香港的發展也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廣闊
的空間。反觀法律教育基金，某種意義上來
說，也是香港回歸祖國發展、壯大的見證者和
參與者，作為基金發展的時代背景，國家的發
展進步和「一國兩制」事業，如今都進入全新
的時代。

在港學習找到研究方向
作為1993年的訪港學者代表，廈門大學法

學院教授曾華群告訴記者，自己在回歸前能夠
有機會去香港大學交流學習，不僅和香港的同
行學者建立了順暢的交流渠道，在後來的學術
交往上一直保持友好互動。
更讓他受益良多的是，自己在港學習期間，

找到了「國際經濟法」這個方向，開始了自己
的學術研究。也為後來在廈門大學開設相關專
業課程，為高校的學科建設鋪墊了堅實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佛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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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佛山
報道）國務院港澳辦法律司副司長奚
俊堅在昨日論壇上致辭時表示，依法
保障「一國兩制」實踐，是全面保障
依法治國的要求和重要內容，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要求我
們嚴格按照憲法辦事。他認為，內地
和香港只有不斷推動跨法律、法學教
育，資源共享，加強跨法律人才培
養，促進「一國兩制」下不同法律之
間的互聯互通，互學互鑒，才能推動
法制建設繼續穩步前進。

奚俊堅指出，香港的發展始終與國
家的發展緊密相連，國家的發展始終
需要香港，也不斷成就香港。「一國
兩制」的實踐，為國家法制建設提出
了新課題，比如憲法和基本法的關
係，特別是司法合作，比較法研究、
法律制度和衝突協調問題，「一國兩
制」與國際法的實踐等等，特別是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國家法制建設發
展提供了新機遇，也提出了新挑戰。
他強調， 當前國家正在推進全面依

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律、法制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
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是全面保障依法治國的要求和重要內
容，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要求我們嚴格按照憲法辦事。
在這個基礎上，奚俊堅認為，內地
和香港只有不斷推動跨法律、法學教
育，資源共享，加強跨法律人才培
養，促進「一國兩制」下不同法律之
間的互聯互通，互學互鑒，才能推動
法制建設繼續穩步前進。

專家籲兩地共推法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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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灣區法制融合成關鍵

■曾華群在
港交流時找
到學術研究
方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攝

■王振民發表題為「中國憲法與『一國兩
制』」講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內地和香港內地和香港120120名學者官名學者官
員齊聚一堂員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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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國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香港法律教育基金30周年紀念慶典暨學術研討會在佛山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