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法無規定 憲法自動適用
王振民籲認識國家體制 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國

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的關係密不

可分。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

昨日出席一活動時強調，任何人

試圖切割基本法與憲法的關係、

香港特區與國家憲制的關係，均

是在自欺欺人。他呼籲香港應當

旗幟鮮明地認識、了解、尊重並

接受國家憲法制度和體制，不能

藐視、敵視、對抗或顛覆國家的

憲制，而學會從憲制認識香港基

本法，才能確保「一國兩制」的

實踐不走樣，行穩致遠。

王振民在昨日舉行的第三屆「一國兩
制」與香港基本法研討會上，以「香

港新憲制帶來的變化」作主題演講。他首先
談到香港回歸前的憲制秩序：香港當年以英
國憲法為核心，惟英國國會從來沒有為香港
立法，僅以《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
及《皇室訓令》（Royal Instructions）為憲
制文件。

憲法毋須列入附件三
他續說，該兩份文件在1843年至1997年

分別經過20多次的修改、補充，甚至重新
頒佈，又形容英國當時對香港的統治「很隨
意」：「（英國）國王是非常任性的，他想
改就改，（香港）沒有任何法制的保障。」
王振民指出，當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時，必然會帶來國家憲制的恢復，即恢復憲
法對香港的效力，所以憲法毋須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亦自動對香港生效。
他明言，根據憲法的單一性原則和「一國
兩制」，除了香港基本法補充和修改的部分
外，國家的憲法完全適用於香港：「凡是基

本法沒規定的，憲法就自動適用香港。」

圖切割兩法自欺欺人
王振民強調，香港基本法不取代國家憲

法，更沒有凌駕於憲法，如果把基本法孤立
於憲法，試圖把香港基本法打造成獨立於國
家憲法的「香港憲法」，都是對「一國兩
制」的歪曲，而任何人試圖切割基本法與憲
法的關係、香港特區與國家憲制的關係，均
是自欺欺人，是政治不誠實的表現。
他指出，中央堅定地把香港納入國家憲法
秩序之中，香港的憲制以國家憲法為根基，
以香港基本法為補充。他指，香港能有獨立
法律和獨立司法，但絕不可能擁有獨立的憲
制和憲制秩序，否則就會變成「兩國兩
制」。
王振民強調，國家高度尊重兩地不同的法

律制度，包括普通法、司法獨立等，但港人
必須明白國家處理香港問題時，不是按香港
本地法律辦事，而是國家憲法，因此香港應
該旗幟鮮明地認識、了解、尊重並接受國家
憲法制度和體制，並接受香港已經永久回歸

祖國的現實，不能藐視、敵視、對抗、顛覆
國家的憲制，學會從憲制認識香港基本法，
才能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走樣，行穩
致遠。

人大決定完善基本法

他又提到，根據國家憲法體制，全國人大
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行使對重大事項的決定權，作出具法律效力
的「決定」。
全國人大在香港回歸前後，一共作出33

個「決定」，包括1985年批准《中英聯合

聲明》、1990年批准成立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第一屆香港特首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等，以及6次釋法，包括兩次關於「一地兩
檢」的決定。全部「決定」及釋法均完善香
港基本法的發展，符合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
本方針政策。

■鄒平學在研討會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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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香港社
會近年出現「港獨」歪風，令社會意
識到香港部分人過於強調「兩制」，
而輕視「一國」的情況。全國人大常
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昨日表示，香港人需要建
構國家觀，認識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的關係，並了解「一國」是「一國
兩制」的根，必須在尊重「一國」的
前提下實踐「兩制」。
梁美芬昨日在「一國兩制」與香港
基本法研討會上發言時坦言，過去有
香港法律界人士與她辯論時，聲稱中
國憲法跟自己沒有關係，是完全錯誤
的心態。
她解釋，國家憲法的地位較香港基

本法高，因為香港基本法是屬於第二
個層次的全國性法律，是其中的「特
區授權法」，憲法不用寫進附件三亦
適用於香港：「如果說中國憲法對香
港完全沒有關係，你關着門，自己不
知道便算，那麼便沒辦法進行深入的
溝通。」

特區與基本法屬國家體制
梁美芬指出，國家憲法第三十條規
定，國家的行政區域劃分為省、自治

區、直轄市，而第三十一條規定設立
特別行政區，其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
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定。因此，不應說香港基本法是「香
港的」，因為基本法由國家特別為香
港制定，可以說是國家的「基本
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及香港基本法
是國家體制中的一部分，基本法內很
多具爭議的地方均寫有「授權」二
字。
梁美芬強調，香港人需要建構國家

觀，「一國」是「一國兩制」的根，
香港市民必須了解當中的關係，特別
是公職人員或有志加入政府者，更應
該正確認識國家憲法。
她認為，國家修憲可以作為一個契

機，以更積極向社會進行解說，交代
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的關係。

須拒「港獨」「自決」者參選
她提到，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有

不相同的地方，香港雖按基本法辦
事，但亦不等於要「打倒」國家憲法
的規定，起碼要在尊重「一國」的前
提下實踐「兩制」，例如國家憲法在
序言列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香港不可能

宣傳「台獨」。
梁美芬強調，近日出現「港獨」、

「自決」、「倒插國旗」或在公開場
合「噓國歌」等，均不符合國家憲法
中提到「一國兩制」的「一國」，對
相關方面有所規定並不影響「兩制」
精神。
她認為，香港有責任填補二十三條

的空白外，亦應該明確參選立法會議
員的資格，並不讓提倡「港獨」、

「自決」的團體登記成團體，或在公
開場合宣揚其「主張」。
她認為，如果香港從法律上能充分

了解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的關係，
相信市民對一些迴避、爭議、害怕的
議題將有全新的觀點，例如二十三條
立法的問題，市民不會覺得是「重
擔」，而是國家基於對香港的信任，
把重要責任授權予特區政府自行制
定。

梁美芬：尊重「一國」實踐「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陳 永
臣）深圳大學港
澳基本法研究中
心主任鄒平學昨
日發言時，嚴詞
批評「港獨」，
並強調必須堅持
「一國兩制」，
並要將之不斷完
善，而在「一
國」的框架下，探索「兩制」的合作發展，是
「一國兩制」制度化保持生命力的必經之路。
鄒平學在研討會上以《「一國兩制」的制度化

及其實踐啟示》為題演講。他批評目前「港獨」
勢力不甘沉寂，而反對派將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妖魔化，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必須建構有利於增
強國家認同，高度重視人心回歸的良好氛圍及社
會基礎，才可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他指出，現時有許多香港人過分強調「兩

制」，忽略「一國」，港人須理解及認清憲法和
基本法所規定屬於中央的權力譜系。特區政府亦
需扭轉以往治理香港中，中央角色處於相對被動
地位，權力運用相對缺位的不足，需從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長遠戰略部署角度，來
完善體制機制。
鄒平學強調，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是「一國兩制」制度化的首要目標。「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而國家的整體發展是港澳發展
的新優勢，是港澳繁榮的新機遇，以至是新的增
長點。香港需要在「一國」之下和平共處，互相
學習，並取長補短，成就「兩制」的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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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香港
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成員雷鼎鳴認為，解決房價
問題對「一國兩制」的實踐，以及
社會和諧有很大幫助。他指，年輕
人沒有經歷殖民統治時代，想像過
去比現在好，加上香港房價問題嚴
重，他們對前途沒有希望，是現時
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雷鼎鳴在對談環節時發表自身對
「一國兩制」的看法，指很多西方
發達國家近年均出現一種強烈的
「懷舊情緒」，懷念從前的輝煌，
反之對未來想法負面，香港亦出現
同樣情況，年輕人沒有經歷英國殖
民統治時代，欠缺第一手感覺，對

當時的負面情況不了解，從而想像
「過去比現在好」，誤以為現在較
殖民地時代糟糕。他認為，這種思
想對「一國兩制」構成負面因素。
他續指，香港社會出現一些深層
次矛盾，特別是房價過高的問題，
令年輕人對前途失去希望，因此把
房價下調至合理價格是關鍵因素，
否則悲觀地看來社會不能達至和
諧，能夠解決將對「一國兩制」及
社會和諧有很大幫助。他認為，特
區政府必須盡快增加土地供應。
雷鼎鳴又提到，現時社會上出現

內地與香港的矛盾問題，特區政府
應該舉辦更多兩地交流活動，令港
人了解內地的發展情況。

雷鼎鳴：解住屋難助社會和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

臣）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積金局
主席黃友嘉在發言時指出，準確
理解「一國兩制」是至關重要
的，是香港長期穩定的基石，同
時還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香港一些核心矛盾的背後是政治
問題，源於部分香港人對「一國
兩制」缺乏認識。
黃友嘉在研討會上一開始就明

言，「一國兩制」對香港的發展
至關重要，香港需要準確貫徹落
實。中央當時提出「一國兩制」
的用意很好，其初衷是讓香港能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及保障和維
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但有部分

香港人似乎將後者忘記了。
他指出，香港一些政治問題，

例如「佔中」及「港獨」等，是
源於部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
缺乏認識。
事實上，香港的地位在21年前

已在基本法及國家憲法中寫得非
常清楚，但香港人似乎理解錯
誤。
他希望特區政府能多加教育，

以扭轉部分市民對中央政府不信
任的情況。
黃友嘉並提到，香港被納入粵

港澳大灣區戰略，有助香港推動
和貢獻國家，是香港經濟發展的
新開始。

黃友嘉倡增「一國兩制」教育

■第三屆「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討會昨於香港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梁美芬在研討會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黃友嘉、雷鼎鳴和饒戈平在對談環節上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王振民呼籲香港應當旗幟鮮明地認識、了
解、尊重並接受國家憲法制度和體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