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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演進：理論與比較的視角”國際學術研討

會，2017年 10月 26-27日 

 
— 蔡廸雲 

 

 
2017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周年，同時亦是香港城市大學 (城大)法

律學院成立 30 周年。有鑒於此，城大法律學院的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及香港基本法

實施研究計劃於 2017年 10月 26日及 27日，一連兩天聯合舉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

序的演進：理論與比較的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藉此慶祝這兩項盛事。 

 
本次會議邀請了來自香港、澳門、中國內地以及海外不同地區的著名專家學者，一起討論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新憲制秩序的演進與發展，並作出認真且系統的回顧與前瞻。會議

同時分析其他國家/地區所採用的不同自治模式的實施情況，藉以探討它們在香港適用的

可行性。二十八位分別來自香港、澳門、中國內地、丹麥、法國、印度、蒙特利爾、蘇格

蘭，以及西班牙的專家學者在會議上輪流發表他們的論文。 

 

會議由我們的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教授(Prof. Geraint Howells)向各位與會者致歡迎辭，並

感謝他們對本次會議的支持揭開序幕。隨後，我院朱國斌教授以會議召集人的身份，向與

會者解釋了本次會議的目的及期望達到的成果。 

 

 

 

 
賀嘉倫教授(左)及朱國斌教授(右)向與會者致歡迎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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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儀式結束前，所有與會者獲邀拍攝集體合照以作留念。 

 

 
    
整個會議分為六個環節。第一環節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韓大元教授主持，集中從歷史

及理論角度解讀中國的中央地方關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的熊文釗教授、城大公共政策

學系的李芝蘭教授，以及我院林峰教授，就這個主題發表了他們的相關研究。而“一國兩

制青年論壇”的何建宗先生，則在本環節上發生了一篇關於香港政治任命制度的文章。 

 

 
第一環節 (左至右)：林峰教授；熊文釗教授；韓大元教授；李芝蘭教授；何建宗先生。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楊艾文教授主持第二環節，針對性地研究香港特區這個普通法法院在

中國的大陸法系之下的憲制角色，包括它與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的關係、它的司法管轄權，

以及它如何處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立法解釋和審理“佔中”後涉及公共秩序案

件的示威者。在本環節發言的專家學者包括：大連海事大學的楊曉楠博士、香港大律師公



3 

 

會憲法及人權事務特別委員會主席羅沛然博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的付婧博士，以

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的田飛龍博士。 

 

 
第二環節 (左至右)：田飛龍博士；羅沛然博士；楊艾文教授；楊曉楠博士；付婧博士。  

 
雖然會議六個環節所探討的主題都是對香港特區非常重要且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但本次會

議的亮點必定是第三及第四環節。在這兩個分別由我院 Mark Kielsgard博士及朱國斌教授

主持的環節中，除了四位講者(包括武漢大學法學院的秦前红教授及底高揚先生、澳門大

學法學院的翟小波博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的 Stephen Thomson 博士)針對探討

香港特區現行的“一國兩制”制度、中國奉行的單一國家制度，以及香港特區憲法的未來之

外，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以下六位海外學者及一位本地學者，在會議上跟我們分享了他們對

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地區就中央-地區關係的憲法安排及不同地方自治模式的研究和親身體

驗： 

 

 法國波爾多大學的 Ferdinand Mélin-Soucramanien 教授探討了關於喀里多尼亞

(Caledonia)主權問題的研究； 

 印度喀什米爾中央大學法學院的 Sheikh Showkat Hussain 博士介紹了喀什米爾的自

治制度；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法學院的 Jean-François Gaudreault-DesBiens教授分析了魁北克

在加拿大的主權之下所享有的自治權； 

 蘇格蘭鄧迪大學法學院的 Alan Page教授透過 Skype向與會者講解了與蘇格蘭分權

自治相關的問題； 

 西班牙德烏斯比大學的 Eduardo J. Ruiz Vieytez 教授探討了在西班牙這個複合國家

之下，西班牙對中央-地方關係的憲法安排；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法學院的 Helle Krunke教授介紹了格陵蘭的自治制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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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的吳凱宇博士介紹了奧蘭群島在芬蘭的憲法安排

之下所享有的自治權。 

 

 
第三環節 (左至右)：Sheikh Showkat Hussain博士；Ferdinand Mélin-Soucramanien教授； 

翟小波博士；Mark Kielsgard博士；秦前红教授；底高揚先生；Stephen Thomson博士。 

 

 
第四環 節(左至右)：吳凱宇博士；Helle Krunke教授；朱國斌教授； 

Jean-François Gaudreault-DesBiens教授；Eduardo J. Ruiz Vieytez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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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Page教授透過 Skype參與會議。 

 

會議第五及第六環節於第二天上午舉行。第五環節由武漢大學法學院秦前红教授主持，而

在該環節發言的講者包括：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韓大元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陳端洪

教授、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的曹旭東博士，以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陳弘毅教授。

四位講者就《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原則之間的關係發表了他們的論

文。 

     

 
第五環節 (左至右)：陳弘毅教授；韓大元教授；秦前红教授；陳端洪教授；曹旭東博士。  

 

本次會議的最後一個環節探討一個近年在香港社會引起激烈辯論、極具爭議性的話題，即

本土主義、民族主義與“一國兩制”。這環節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主持，講者包

括：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盧兆興教授及賈廷思先生 (Mr. Danny Gittings)、香港教育大

學香港研究學院的方志恒博士、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湯家驊資深大律師，

以及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的朱世海博士。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8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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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環節 (左至右)：朱世海博士；湯家驊資深大律師；方志恒博士；陳弘毅教授； 

盧兆興教授；賈廷思先生。 

 

整個會議的氣氛都非熱烈，不單 28 位講者發表了他們的真知灼見，台下其他參會者亦在

答問環節踴躍向講者提出尖銳問題，以及發表他們批判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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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以朱國斌教授向各位與會者致感謝辭結束。他強調，本次會議之所以能成功召開並取

得完滿成果，實在有賴各位與會者的參與和支持。 

 

總括而言，本次會議不但極具啟發性，達到了發人深思的目的，而且亦應該是香港有史以

來最“國際化”、最令參會者開寬眼界的憲法/《基本法》學術研討會。會議上的討論，特

別是關於世界上不同國家/地區所採用的不同自治模式，亳無疑問將會成為日後對中央-香

港特區關係，以至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央-地區關係及自治問題作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