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成立儀式暨學術研討會昨日在廣州舉行，並在香

港設立在線分會場，北京、香港等地有關人士通過網上視頻聯機方式共同參加。全國政協

委員、香港中聯辦原副主任楊健，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林如鵬，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兼秘

書長曾健等嘉賓致辭。林如鵬在致辭中表示，暨南大學有能力、有決心、有信心將「一國

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打造成為國內一流的港澳研究智庫，為黨和國家的港澳工作大局提

供高質量決策諮詢。林如鵬在會上宣讀研究院成立決定及研究院負責人聘書，並與楊健共

同為研究院執行院長、副院長頒發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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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打造一流港澳研究智庫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成立 為港澳工作提供決策諮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胡若璋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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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表示，「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的
課題有很多，其中最重要和最緊迫的課

題，包括如何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把牢「一國兩制」實踐正確方向；如何嚴
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治港治澳，不斷完善「一
國兩制」制度體系，如何落實愛國者治港治澳
原則，確保特別行政區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手
中等。

楊健：盼全面反映實際情況
楊健在致辭中指出，在中央強調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澳，香
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的背景下，暨南大學整合優
勢學科和相關單位力量，加強港澳問題研究和
港澳人才培養，正當其時、空間廣闊，必將大
有作為。希望研究院準確把握中央治港治澳方
略、全面了解反映港澳實際情況、大力組織研
究力量協同攻關，辦出特色、辦出水平，成為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的重要交流合作平
台和人才培養基地。
成立儀式之後，舉行了主題為「如何發揮粵
港澳大灣區在國家雙循環戰略中的作用」的學
術研討會。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
心主任、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王振民，國務院
港澳辦港澳研究所經濟室副研究員楊麗，全國
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
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屠海
鳴，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郭天

武，暨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暨南大學「一國兩
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朱義坤，暨南大學
「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副院長顧
乃華，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鍾韻
等嘉賓圍繞研討會的主題出謀獻策。

陳茂波：港可強化促國際循環
陳茂波表示，在國家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

新發展格局方面，香港憑借「一國兩制」獨特
優勢，可進一步強化在國際循環中的「中介
人」和「促成者」角色。同時，香港亦可以大
灣區為切入點，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
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
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鄭

建民，香港中聯辦廣東聯絡部一級巡視員管
頌時等在暨大會場出席活動。香港中聯辦研

究部副部長王珺，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香港聯合出版
集團董事長傅偉中，香港紫荊雜誌社長楊
勇，香港紫荊雜誌總編輯李海堂，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總編輯李大宏等嘉賓在香港出
席活動。
始建於1906年的暨南大學被譽為「華僑最

高學府」，長期以來堅持「面向海外，面向港
澳台」的辦學方針，在港澳研究和人才培養等
方面取得矚目佳績。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
基本法研究院是該校整合法學、經濟學、文
學、歷史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和相關單位力
量成立的校級研究機構。這是暨南大學深入貫
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協力攻關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重要課題，加強港
澳人才培養的重要舉措。

「一國兩制」是英國
人為我們香港人爭取來
的 ？ 昨 日 在 暨 南 大 學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研究院成立儀式暨學術

研討會上，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清華
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
會副會長王振民作了題為《「一國兩
制」研究的價值追求和歷史溯源》的主
題發言。他鼓勵相關研究人員要溯本追
源，重新梳理「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
想產生的歷史。

王振民指出， 「一國兩制」從提出到
現在已經40年時間。在這個過程當中，
緣於香港社會的一些「初印象」沒有及
時被修正，小部分港人就一直誤解為
「一國兩制」是英國人為香港人爭取
的。

他說，「一國兩制」的誕生可從 40
年前國家的「三件大事」說起。當時
鄧小平先生提出國家面臨的三件大
事：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實現國家統一；「四化」建設（即現
代化建設）。要完成這三件大事需要

新的思路和政策。按照當時的思路和
政策，如果要實現統一，恐怕只有使
用武力這一條路，這樣一來現代化建
設也就難以正常進行；反之，如果要
專注推進「四化」建設，可能就得推
遲統一進程。怎樣才能把二者統一起
來，同時推進？如何既能夠實現國家
統一，又能夠保留台港澳的現代化，
還能讓台港澳的現代化服務於國家整
體的現代化建設，而且還有利於促進
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辦法
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同時推

進上述三件大事齊頭並進。
王振民說，基於這樣的考慮，首先形

成了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核心的關於
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12條方針政策，之
後才有中英、中葡成功談判，才有基本
法的制定，把12條方針政策法律化、制
度化。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之後，「一國
兩制」在香港、澳門得到成功實踐。王
振民說，這就是「一國兩制」誕生的歷
史淵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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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灣區法制藩籬 爭當「雙循環」樣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帥誠廣州報

道）作為中國經濟內外循環的重要節點和對
接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必須充分重視法治
在區域治理與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疏通堵
點、破除難點，力爭成為「雙循環」發展格
局的「區域樣板」。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郭天武直
指，大灣區互聯互通最大的問題就是規則不
同，如果說法律不通，灣區就難通。

眾所周知，粵港澳三地由於歷史背景等客
觀因素的影響，在法律體系、法律技術方面
存在差異，給法律適用造成一些障礙。郭天
武在此前的諸多調研中發現，在構建大灣區
法治化環境過程中，如何強化產權保護、實
現創新驅動以及暢通糾紛化解的法治渠道，
目前都急需通過法治建設來破除諸多難點和
困境。
推動規則對接是大灣區建設世界一流灣區

的內在要求。暨南大學「一帶一路」與粵港
澳大灣區研究院副院長顧乃華表示，在硬聯
通方面，大灣區內路網密度達7.3KM/百平方
公里，核心區密度已超過紐約、東京、巴
黎、倫敦都市圈。但在軟聯通方面，制度差
異帶來物理、金融、網絡等方面的相對隔
離，使得粵港澳三地人員、貨物流動效率降
低，資金流動受阻、法律、財會、稅收制度
和標準體系等諸多方面難以有效銜接，形成
了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以及標準對
接、資格互認等方面的體制障礙，這些無疑
成為大灣區建設過程中的重大挑戰。
此外，暨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朱義坤
提出，在雙循環新格局下，為促進涉外法治
與國內法治的統籌推進，大灣區可在「協商
通」、「區域示範通」和人員互通等「三
通」方面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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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記者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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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專 家 建
言，助力「雙循環」香港可以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攜手建
設創新科技的生態系統支撐，更好地發揮「助推者」的作
用。

港科創聯繫網絡待擴闊
「科技創新產業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點產業早已經成

為共識。」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助理兼特區港澳經濟
研究所所長鍾韻表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粵港澳
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產業協同發展、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都
需要不斷更新思路。
鍾韻表示，在當前大灣區建設中，香港的小尺度創新聯

繫網絡，對未來大灣區科創中心的建設都將發揮巨大作
用。在這個過程中，港澳可以借助大灣區科創產業融入全
球科創生產網絡，同時也能夠借助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
創新聯繫網絡，打開廣闊的內地市場並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港科研國際化認同度高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屠海鳴則表

示：「科技創新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推動
『雙循環』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科技創新方面，香港
完全可以發揮『助推者』的作用。」據他分享，香港特區
政府在籌備醫療科技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平台
時，很快就收到來自全球47份申請，他們大都來自世界
各地頂尖大學和研發機構。在科技創新領域，香港與國際
一流的科研機構溝通不僅無障礙，而且香港的科研體系國
際化認同度很高，能夠迅速吸引到最優秀的合作夥伴。
「香港能夠突破制度的框架。中央已經宣布內地科研資

金可以『過河』到港。」屠海鳴指，科技部已先後開放國
家重點研發計劃下的9個重點專項，給香港的十所大學以
牽頭單位或參與單位的身份申報；廣東省方面則開放廣東
省財政科技計劃予香港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在港使用；深
圳市財政資金可直接撥付到香港申請機構。這些措施都說
明，在中央、省市不同層面都在全面支持香港進行科技創
新，而香港作為科技創新「助推者」的顯著作用也將日益
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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