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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活动】 

宪法学研究会举办“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与基本法理论的奠基和发

展——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7年 6月 10日，由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

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承

办的“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与基本法理论的奠基和发展——纪念香港基本法

实施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澳门基本法委员会

主任李飞，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会长陈冀平，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巍，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刘锦，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

王振民，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香港立

法会议员梁美芬，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

元和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出席会议。 

会议前，中国人民大

学党委书记靳诺在明德

法学楼贵宾室会见了部

分参会嘉宾，对他们的到

来表示欢迎。 

开幕式上，陈冀平书

记、乔晓阳主任、张晓明主任、李飞主任、冯巍副主任、徐泽会长、刘锦主任、

王振民教授和韩大元教授先后讲话致辞。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教授主持开幕式。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在讲话中指出，香港基本法实施二

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党和国家积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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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统一问题的创举。他高度赞扬了已故

的王叔文、肖蔚云和许崇德三位教授所体

现出的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从开展

有关“一国两制”方针、中央与特区的关

系的理论研究，起草、宣传、解释和推广香

港基本法，教育和培养基本法法学人才等

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三位教授作出的卓越贡献。陈冀平书记要求将包括港澳基本

法理论研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

在致辞中回忆了曾经与王叔文、肖蔚云、许

崇德三位教授一起参加筹备成立香港特区

的工作，并且向起草基本法、宣传基本法老

一辈专家学者致敬。乔晓阳主任认为，三位

老师当年的工作为我们今天开展基本法理

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基本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值得我

们永远纪念。乔晓阳主任从“讲政治”、“讲传承”和“讲责任”三个方面肯定了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意义。他在充分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鼓励法学家

们积极投入到基本法的理论研究中去，争取建构一套关于基本法的理论体系。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自

己从事港澳工作的机缘，以及他与在“一国

两制”实践和基本法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的三位法学家的情缘。张晓明主任从基本法

起草的日常工作、基本法中的重要理论问

题、起草基本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等角度出发，高度评价了三位老师所作

出的贡献。张晓明主任指出，我们应当传承和弘扬老一辈法学家和法律研究者们

的政治信仰、法治信念和治学传统，加强对“一国两制”实践情况和基本法实施

情况的系统研究，提高我们运用基本法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国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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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确保港澳的长治久安。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

任、澳门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致辞中

首先回忆了在香港基本法实施遇到问题时

请教三位老师的情景，被三位老师始终支

持、捍卫基本法的行为而感动。李飞主任回

顾了二十年来基本法理论研究与教学发展

的历程，并且对三位老师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影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李飞主任指

出，各位学者参与基本法的理论研究，在重大问题上积极发声，帮助中央处理港

澳问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巍在

致辞中表示，研讨会以“王叔文、肖蔚云、

许崇德基本法理论的奠基与发展”为主题，

以纪念我们老一辈宪法学家为切入点，体

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让人感到温情

与敬意。冯巍副主任希望学术界不断深入

“一国两制”的理论研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能够不断地与时俱进，从而建构

起系统性的基本法理论。冯巍副主任以肖蔚云教授为例，对三位老师在基本法研

究上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强调了传承学术思想、基本法理论的重要性。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回忆了三位

老师在1999年回应香港法院居港权案判决

一事，高度评价了他们为维护宪法和基本

法的权威作出的贡献。徐泽会长表示，在与

三位老师的共事中，自己真正学到了宪法

与基本法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学到

了他们在解决涉及国家政治体制和基本功的制度安排等重大问题时所体现的理

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徐泽会长还提出，建构基本法的理论体系要牢牢把握中国特

色，为此必须始终坚持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刘锦表达了对三位前辈坚持真理、挺身护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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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之情。刘锦主任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教

育部港澳台办将从两个方面贯彻落实宪法

和基本法的精神：一是加强基本法宣传教

育和普及工作，树立公民的国家意识与法

治意识；二是加强内地与香港高校合作，深

入开展对基本法的研究，健全基本法理论

体系。刘锦主任相信，在老一辈法学家奠定的理论基础上、在专家学者的共同努

力下，基本法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一定会取得丰硕的发展成果。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法律部部长、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

法研究会会长王振民在致辞中感谢研讨会

的举办方，感谢各界对基本法研究会的支

持。王振民教授认为，举办本次研讨会也在

是学习和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对出

席本次研讨会的领导、嘉宾表示感谢，对支持、指导和帮助基本法研究的各位学

者表示感谢。韩大元教授指出，举办本次研

讨会的目的是缅怀三位宪法学家，回顾他

们对基本法的制定、实施，特别是对基本法

的理论建构做出的贡献。韩大元教授认为，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推进基本法理论的体

系化，期待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 

本次研讨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题为“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

的基本法理”，第二部分主题为“基本法理论的体系化”。 

第一部分研讨由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

究会秘书长兼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张翔教授主持。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

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廉希圣教授

与骆伟建、王磊、李晓兵分别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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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希圣教授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成员，讲述了他在起草过程中的工

作历程。他向与会嘉宾描述了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挑战，介绍了

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三位法学家在起草过程的具体工作，并对他们所完成的

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骆伟建、王磊、李晓兵受会议委托，分别回顾和总结了三位先生的基本法理

论和老一辈宪法学家为制定和实施基本法作出的贡献。 

香港特区立法会委员梁美芬女士、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周叶中教

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林来梵教授作为本环节的与谈人发表评论。 

第二部分研讨围绕“基本法理论体系化”展开。与会专家学者就“宪法与特

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形成”、“宪法变迁视野下的香港政治发展之道”、“从特区基

本法的‘自足性’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多重身份”、“‘基本法学’及其理论建构

初探”、“一国两制原则及其在香港实践的一种法理学解释”、“强化《香港基本法》

的法律约束力思考”“略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法理港独’

的问题与批判”、“香港基本法的反思与前瞻”、“‘人大释法’的制度内涵及其法

治化实践”、“香港终审法院基本法适用模式研究”和“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监

督权若干问题研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讨论。 

在前述讨论结束后，林来梵教授主持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针对本次研讨

会中的重要内容和未尽话题进行讨论。 

在经过了一天的报告、讨论之后，研讨会接近尾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

长、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

会会长王振民教授与中国法学

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先

后总结。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

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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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声音】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同志在“王叔文、肖蔚云、许

崇德与基本法理论的奠基和发展——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二十周年”学术

研讨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来宾：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二十周年。20年前，

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盛

事。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的基本方针不动摇，保持了香港特别行

政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局面，保障了香港

同胞的切身利益。总的来说，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党和国

家积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祖国和平统一的创举，维护了国家民族的根

本利益，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香港基本法从起草到通过，一直到成功实施，法学界和法律界的贡献是有目

共睹的。已故的王叔文教授、肖蔚云教授和许崇德教授，他们是全程参与基本法

起草过程的学者专家。在基本法通过之后，又积极参与面向内地及香港社会各界

的推广、宣传工作。在基本法实施遇到各种难题与挑战时，更是挺身而出，以高

度的历史使命感、学术责任感，为理论界实务界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答疑解惑，维

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 

今天，借着纪念香港基本法成功实施二十周年的机会，我们重温三位法学家

做出的贡献，探讨基本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我代表中国法

学会、中国法学会党组，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 

在此，我想讲三点看法。 

第一，“一国两制”是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党和国

家领导人根据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根据国家发展路线的实际需要，创造性提出

的战略性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加快祖国内地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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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国两制”的提出是理论创举，用法律

方式来落实这一方针政策需要法学理论的创新。 

我国宪法第 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

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为国家主体部分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又容纳特定地区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留出了宪法上的空

间。这是宪法体制的发展，也是宪法理论的突破。根据宪法第 31 条的授权，七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 1990 年 4 月 4 日通过香港基本法。这是一部全面规定香

港特区的宪制地位、与中央关系、本地政治体制、基本经济社会政策和居民基本

权利义务的宪制性法律，也是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人大立法。香港基本法的

制定是宪法有关条款的具体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在香港基本法的

起草过程中，多位内地学者作为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起草工作，为法律顺利通

过付出大量的智慧与辛劳。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三位教授是新中国宪法学的

奠基人，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宪法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参与到香港基

本法的起草工作之中，体现了国家对于起草工作的极端重视，也确保了宪法的根

本精神能够贯彻始终，确保了宪法原理与技术的合理运用。我认为，香港基本法

处理好了国家主权统一与两制并存共融的关系，处理好了中央管辖事务与特区自

治事务的关系，处理好了特区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与对特区负责之间的关系，是

一部质量上乘的好法律，这其中包含着老一辈宪法学家的功劳与贡献。 

第二，香港基本法通过之后，法律界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介绍这部法律的

特点地位与使命，以及为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香港同胞认识并接受这部法律，不

断创造有益的舆论环境与思想环境。王叔文教授主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导论》，对香港基本法进行全面介绍，该书还被翻译成英文，在海外产生了广泛

影响。肖蔚云教授早年主编了《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在年近八旬之

时完成了《论香港基本法》，评述回归初期的基本法实施情况，已经成为权威著

作。许崇德教授在基本法通过后不久就编著了《港澳基本法教程》，是最早系统

讲述特区基本法的教材，为香港基本法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

三位教授通过各自的学术工作，解答了有关香港基本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

香港问题的由来和国家对港政策的背景、“一国两制”方针的内涵与地位、特区

高度自治的范围与形式、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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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三位老先生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意义。他们搭建了我国特

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框架，充实了“一国两制”方针及相关理论的内涵，建构了

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理论体系，并且为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特别是宪法学理

论提供了最为鲜活的论述。“一国两制”是伟大的构想，我们必须不断深化对它

的认识，不断加强理论建设，才能为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保驾护航，才能

及时化解实践当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和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法学界责无旁贷，

应该以已故的三位教授为典范，保持理论思考不懈怠，紧盯前沿问题，为基本法

实施不断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基本法成功实施和基本法理论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一支强大的法学人

才队伍。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三位教授既是著名的法学家，也是法学教育家。

老先生虽然已经故去，但是先生们培养的弟子学生，早已成长为学界的领军人物、

中坚力量。先生开创的学科点、研究方向，如今欣欣向荣。今天的会议，专家学

者济济一堂，让人由衷感慨，三位教授确实是桃李满天下。我认为这是对三位教

授最大的慰藉，也是对香港基本法实施强有力的保障。必须认识到，随着“一国

两制”事业不断向深入推进，香港基本法实施中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因此

我们需要一批理论素养深厚、专业能力出众、具备敏锐眼光、站在问题前沿的学

者，以及一批具备学术潜力、甘于深耕港澳问题的青年学者为国家贡献智识。香

港基本法理论研究工作有一些特点值得注意，要求基础研究和政策应用研究相结

合，要求国家视角与特区视角相结合，既要准确把握中央对港政策的内涵，坚持

国家主权利益的底线，又要客观评价特区政经结构的具体环境，理解特区普通民

众的多样化诉求。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具备沟通两制的话语能力，要用香港同胞

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有关原则、立场和政策。 

中国法学会始终支持各研究会积极开展工作，为涉港法学人才的培养、成长

与发声提供资源，搭建平台。我们认为，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三位教授的思

想遗产与理论成就，一定能够被继承和发扬光大。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香港基本法成功实施的二十年，也是基本法理论

体系不断丰富的二十年。以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三位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法

学家以极大的热忱和创造力奠定了基本法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框架，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能继续前行、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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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学会和所属各研究会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

与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法学会和研究会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央

群团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有关文件的出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

的重要讲话，都对法学会和研究会的准确定位和发挥独特作用作出了明确指示。

中国法学会是全国范围内本领域研究水准最高、专家学者最多、最具有权威性、

代表性的学术团队，应当充分发挥促进理论研究、整合人才队伍、服务中心工作

的功能，将包括港澳基本法理论研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研究工作推向

一个新的高度，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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