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法》

　 　 在 「 一 個 國 家 ， 兩 種 制 度 」 的 基 本 原 則 下 ， 香 港 保 持 原 有 的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和 生 活 方 式 五 十 年 不 變 。 香 港 原 有 法 律 ， 即 普 通 法 、 衡 平 法 、 條 例 、 附 屬

立 法 和 習 慣 法 ， 除 同 《 基 本 法 》 相 抵 觸 或 經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立 法 機 關 作 出

修 改 者 外 ， 予 以 保 留 。 而 全 國 性 法 律 （ 列 於 《 基 本 法 》 附 件 三 的 全 國 性 法

律 ， 例 如 國 歌 、 國 旗 、 國 慶 日 、 國 徽 、 領 海 、 國 籍 法 、 外 交 特 權 除 外 ） 不 會

在 香 港 實 施 。 《 基 本 法 》 亦 訂 明 香 港 以 下 各 方 面 的 制 度 和 政 策 的 依 據 ：

▼ 中 央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關 係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是 中 國 的 一 個 享 有 高 度 自 治 權 的 地 方 行 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主要包括

以下三方面。中央人民政府： 
■ 負 責 管 理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有 關 的 外 交 事 務 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防 務 。
■ 派 駐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負 責 防 務 的 軍 隊 不 干 預 香 港 特 別 行

政區的地方事務。
■ 任 命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和 行 政 機 關 的 主 要 官 員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 （ 以 下 簡 稱 《 基 本

法 》 ） ， 是 由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 以 下 簡 稱 「 全 國 人 大 」 ） 根 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憲 法 》 （ 以 下 簡 稱 《 憲 法 》 ） 制 定 ， 在 1 9 9 0 年 4 月 4 日

第 七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三 次 會 議 正 式 通 過 ， 並 於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香 港 回 歸 當 天 正 式 實 施 。 《 基 本 法 》 規 定 了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實 行 的 制

度 ， 以 保 障 國 家 對 香 港 基 本 方 針 政 策 的 實 施 。 《 基 本 法 》 是 香 港 特 區

法 律 的 一 部 分 ， 它 的 法 律 源 頭 是 《 憲 法 》 ， 也 是 香 港 最 根 本 的 一 部 法

律 ， 故 此 屬 於 憲 制 性 文 件 。 而 《 憲 法 》 是 國 家 的 根 本 大 法 ， 具 有 最 高

的 法 律 效 力 ， 國 民 需 要 尊 重 和 遵 守 憲 法 ， 可 說 是 國 際 社 會 普 遍 認 同 的

觀 念 。



▼ 居 民 的 基 本 權 利 和 義 務 ：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享 有 居 留 權 、 選 舉 權 和 被 選 舉

權 。 香 港 居 民 在 法 律 面 前 一 律 平 等 及 享 有 言 論 、 新 聞 、 出 版 的 自 由 ， 結

社 、 集 會 、 遊 行 、 示 威 的 自 由 ， 組 織 和 參 加 工 會 、 罷 工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 《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 《 經 濟 、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利 的 國 際 公 約 》

和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有 關 規 定 繼 續 有 效 。 香 港 居 民 和 在 香 港 的 其

他 人 有 遵 守 香 港 實 行 的 法 律 的 義 務 。

▼ 政 治 體 制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亦是行政機關即特區

政府的首長。行政長官同時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

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的主要

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其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

•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其產生辦法根據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

選產生的目標。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行使審判權。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

法院。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基本法》

▼ 經 濟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保 持 自 由 港 、 單 獨 的 關 稅 地

區 和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 繼 續 開 放 外 匯 、 黃 金 、 證

券 、 期 貨 等 市 場 和 保 障 資 金 流 動 自 由 。

▼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 體 育 、 宗 教 、 勞 工 和 社 會 服

務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自 行 制 定 這 些 方 面 的 政 策 ， 而

這 些 方 面 的 民 間 團 體 和 宗 教 組 織 可 同 世 界 各 國 、 各

地 區 及 國 際 的 有 關 團 體 和 組 織 保 持 和 發 展 關 係 。

▼ 對 外 事 務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可 在 經 濟 、 貿 易 、 金

融 、 航 運 、 通 訊 、 旅 遊 、 文 化 、 體 育 等 領 域 以 「

中 國 香 港 」 的 名 義 ， 單 獨 地 同 世 界 各 國 、 各 地 區

及 有 關 國 際 組 織 保 持 和 發 展 關 係 ， 簽 訂 和 履 行 有

關 協 議 。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訂 明 《 基 本 法 》 的 解 釋 權 屬 於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 人 大 常 委 會 」 ） ， 人 大 常 委 會 授 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院 在 審 理 案 件 時 對 《 基 本 法 》 關 於 香 港 自 治 範 圍 內 的 條 款 自 行 解 釋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院 在 審 理 案 件 時 對 《 基 本 法 》 的 其 他 條 款 也 可 解 釋 。 但 如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院 在 審 理 案 件 時 需 要 對 《 基 本 法 》 關 於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管 理

的 事 務 或 中 央 和 香 港 關 係 的 條 款 進 行 解 釋 ， 而 該 條 款 的 解 釋 又 影 響 到 案 件 的

判 決 ， 在 對 該 案 件 作 出 不 可 上 訴 的 終 局 判 決 前 ， 應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提 請 人 大 常 委 會 對 有 關 條 款 作 出 解

釋 。 如 人 大 常 委 會 作 出 解 釋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院 在 引 用 該 條 款 時 ， 應 以

人 大 常 委 員 會 的 解 釋 為 準 。 但 在 此 以

前 作 出 的 判 決 不 受 影 響 。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五 十 九 條 訂 明 《 基 本 法 》 的 修 改 權 屬 於 全 國 人 大 ， 而

《 基 本 法 》 的 修 改 提 案 權 屬 於 人 大 常 委 會 、 國 務 院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修 改 議 案 ， 須 經 香 港 的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三 分 之 二 多 數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立 法 會 全 體 議 員 三 分 之 二 多 數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同 意 後 ， 交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出 席 全 國 人 大 的 代 表 團 向 全 國 人 大 提 出 。 修 改 《 基 本 法 》

的 議 案 在 列 入 全 國 人 大 的 議 程 前 ， 先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基 本 法 》 委 員 會 研

究 並 提 出 意 見 。 《 基 本 法 》 的 任 何 修 改 ， 均 不 得 與 國 家 對 香 港 既 定 的 基 本 方

針 政 策 相 抵 觸 。

　 　 從 上 述 可 見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享 有 由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通 過 《 基 本 法 》 條 文

而 具 體 授 予 香 港 的 高 度 自 治 權 ， 而 且 這 些 自 治 權 ， 既 遠 高 於 內 地 各 直 轄 市 、

省 、 自 治 區 ， 也 較 很 多 外 國 城 市 ， 例 如 東 京 、 紐 約 、 倫 敦 為 高 。 進 一 步 而

言 ， 亦 正 由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享 有 高 度 自 治 權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保 留 了 對 行 政

長 官 當 選 人 的 實 質 任 命 權 ， 而 不 是 禮 節 性 的 任 命 。 另 一 方 面 ， 香 港 回 歸 後 的

政 治 體 制 ， 基 本 上 沿 襲 英 國 統 治 時 期 的 政 治 體 制 ， 因 此 有 別 於 內 地 ， 例 如 沒

有 內 地 城 市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和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等 制 度 ， 這 也 是 「 一 國 兩 制 」 的

重 要 體 現 。 此 外 ， 行 政 長 官 和 立 法 會 議 員 分 別 從 兩 套 不 同 的 選 舉 制 度 產 生 ；

因 此 ， 政 府 擬 推 行 的 政 策 ， 需 要 事 前 游 說 各 方 議 員 支 持 ， 亦 不 可 以 倚 賴 執 政

黨 的 支 持 而 在 立 法 會 順 利 通 過 。 相 比 於 英 國 的 制 度 ， 它 由 國 會 選 舉 中 獲 大 多

數 議 席 的 政 黨 的 領 袖 擔 任 首 相 ， 故 施 政 較 為 暢 順 。



《基本法》

　 　 自 從 回 歸 以 來 ， 香 港 各 級 法 院 在 審 理 案 件 的 過 程 中 ， 曾 就 《 基 本 法 》 的

不 同 條 文 作 出 解 釋 。 另 外 ， 人 大 常 委 會 也 曾 經 五 次 對 《 基 本 法 》 條 文 進 行 解

釋 ， 包 括 1 9 9 9 年 的 居 留 權 問 題 、 2 0 0 4 年 的 普 選 問 題 、 2 0 0 5 年 的 新 任 行 政 長

官 任 期 、 2 0 1 1 年 的 國 家 豁 免 問 題 ， 以 及 2 0 1 6 年 的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所 列 的 公 職 人 員 「 就 職 時 必 須 依 法 宣 誓 」 的 含 義 及 規 定 。 人 大 常 委 會 解 釋 《

基 本 法 》 的 安 排 ， 是 根 據 《 基 本 法 》 的 規 定 而 執 行 。 按 照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的 規 定 ， 《 基 本 法 》 的 解 釋 權 屬 於 人 大 常 委 會 ， 但 是 香 港 法 院 獲 授

權 在 審 理 案 件 時 自 行 解 釋 《 基 本 法 》 關 於 香 港 自 治 範 圍 內 的 條 款 ， 亦 可 解 釋

其 他 條 款 （ 但 是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終 審 法 院 應 提 請 人 大 常 委 會 對 有 關 條 款 作 出 解

釋 ， 詳 見 上 文 ） 。 釋 法 程 序 合 憲 和 合 法 ， 不 影 響 香 港 的 法 治 和 司 法 獨 立 。

　 　 總 括 而 言 ， 《 基 本 法 》 既 是 全 國 性 法 律 ， 規 範 了 主 權 、 中 央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關 係 等 問 題 ； 同 時 也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律 ， 規 範 了 社 會 各 界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 以 及 經 濟 、 教 育 、 宗 教 、 對 外 事 務 等 問 題 ， 並 授 予 香 港 很 多 權 力 ，

例 如 發 行 貨 幣 、 簽 發 護 照 。 《 基 本 法 》 亦 回 應 了 1 9 8 0 年 代 香 港 人 對 回 歸 祖

國 的 憂 慮 。 例 如 當 時 人 民 幣 在 國 際 間 並 不 流 通 ， 香 港 人 擔 心 回 歸 後 改 用 人 民

幣 ， 不 利 於 出 外 經 商 、 留 學 和 旅 遊 ； 因 此 ，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規 定

「 港 元 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定 貨 幣 ， 繼 續 流 通 。 」 又 例 如 當 時 國 家 實 行 計 劃

生 育 政 策 ， 香 港 人 擔 心 回 歸 後 會 一 併 在 香 港 實 行 ； 因 此 ， 《 基 本 法 》 第 三 十

七 條 訂 明 「 香 港 居 民 的 婚 姻 自 由 和 自 願 生 育 的 權 利 受 法 律 保 護 。 」 由 此 可

見 ， 《 基 本 法 》 的 條 文 ， 既 體 現 了 國 家 的 主 權 ， 也 兼 顧 了 香 港 人 的 訴 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