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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法》的基本知識

參考書籍



1.《基本法》產生的背景



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之役

甲午戰爭

1.1三場戰爭



1979年，麥理浩訪華，揭開香港前
途談判的序幕

1982年，戴卓爾夫人表示英國擁有
香港主權。同年，中國確立「一國兩
制」的方案，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

1.2.香港問題



中方定出兩年談判期限

共22輪會談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



國家處理的兩個主要問題：

防止英國人改變過渡期(1984—
1997)的香港

設計1997後的香港情況

1.3.過渡期(1984—1997)的香港



2.1. 《基本法》處理的三大問題：

實現一國兩制

1997年順利銜接問題

1997年後特區的安排

2.本校通識科中的《基本法》內容



1985年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第一次開會

出現兩個重要討論問題：

- 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

- 政制設計問題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可以下放的權力都盡量下放



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它
是中央國家機關設立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

和某些聯邦國家的成員州或省的情況不同，香
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權力並不是其固有
的，而是由中央所授予的

特別行政區政權的組織形式並非只由特區居民
自己決定，而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來決定。

2.2.一國的主權原則：
中央國家機關對特區的權力



中央國家機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包括：

人事任命權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特別行政區的防務和外
交事務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別行
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決定把某項全國性法律
列入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某些情況下可發回報予
常委會備案的特別行政區立法，被發回的
法律立即失效

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解釋權。

全國人大享有《基本法》的修改權



第二部分 教學篇

參考書籍



中一：
目標：讓同學對《基本法》有基礎的認識
課程設計：
1. 認識《基本法》的由來

--歷史背景(三條不平等條約)
2. 認識《基本法》的產生與香港回歸

--中英談判、基本法制定的經過
3. 認識《基本法》的基本理念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

I.《基本法》課程



一、選擇題

4. ____________的主要職能為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
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

A.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

B.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辦）

C. 外交部

D.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考試：



左欄 右欄
1. 自我概念 A. 在特定的地理界限內生活的一群居民
1. 生活技能 A.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1. 管理情緒 A. 滿清政府於鴉片戰爭中戰敗，割讓香港島

的不平等條約

1. 社區 A. 享有行政管理權、獨立的司法和終審權
1. 一國兩制 A. 個人對於「自己是個怎樣的人」的想法
1. 《南京條約》 A. 滿清政府在英法聯軍之役中戰敗，割讓界

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的不平等條約

1. 《北京條約》 A. 人們面對壓力、困難及難以承受的問題時，
調節情緒反應所需的技巧

1. 《中英聯合聲明》 A. 個人在與不同群體的相處中，發展自我觀
念學習生活技能，建立社會角色

1. 高度自治 A. 各種有助青少年生活的技巧與能力
1. 社群化 A. 中英雙方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97年7

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聲明

二、配對題︰將左欄與右欄互相配對 (每項只能選一次) (10分)



三、填充題︰

1. 《基本法》是一份A)_____文件，包括了「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B)______」和「五十年不變」
的理念。



四、問答題︰必須用完整句子作答。(20分)

1.試指出有甚麼因素會影響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10分）

2.試解釋在堅持「一國」原則底下，「兩制」如何在香港體
現，試舉例說明。（10分）



中二：
目標：讓同學了解《基本法》與自身的關係
課程設計：
1. 認識《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的權利

--香港居民的權利、義務
2. 認識《基本法》對居民的保障

--法治精神
3. 深入理解《基本法》的基本理念

--從香港的經濟制度和運作理解基本法的原
則，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一、 填充

2. 香港居民可按不同的準則劃分為不同類別。一
般來說，香港居民可按B)______分為中國公民和非中
國公民 ; 也可按是否擁有C)______而分為永久性居民和
非永久性居民。

考試



5.《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
，並對以下何者負責？

A.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B.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

C. 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D. 以上皆非



中三：

目標：認識「一國兩制」的落實情況

課程設計：

1. 認識「一國兩制」的具體安排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體例子

2. 探討「兩制」的衝突

--人大釋法、政改、國家安全與公民權利

3. 認識香港的政制、政府的職能居民的權利

--政制：行政主導、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職能：政府回應市民訴求的方式、考慮因素(生活素質)
--居民權利：香港的選舉(社會政治參與)



一.填充

1. 行政長官的參選資格包括：必須年滿

A)_____________，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

B)_____________，以及沒有外國C)_____________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7. 特區政府擁有行政管理權，可依照《基本法》
有關規定，自行處理香港的行政事務，但不包括
___________。
A. 航空

B. 外交事務

C. 經濟政策

D. 徵稅



三、 資料回應題

(a) 試指出「一國兩制」的「一國」和「兩制」是
甚麼？ (6分)
(b)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試從政治、經濟、社會
和法律層面，指出及說明內地和香港的差異。



中四《今日香港》

目標：應用《基本法》知識

課程設計：

1.香港的生活素質：《基本法》第三章

2.香港的法治精神、權利和義務：《基本法》第一
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3.香港居民的身份和身份認同：《基本法》第三章

4.基本法問答比賽



中五《現代中國》

目標：應用《基本法》知識

課程設計：

1.改革開放(政府職能)：《基本法》第一
章、第二章

2.中國國力提升：《基本法》序言



第三部分考察篇



1.在砵典乍街、域多利皇后街學鴉片戰爭

考察的起點是中環的砵典乍街和域多利皇后街
，講述香港成為「殖民地」的過程。

英軍在砵甸乍指揮下進犯長江口，在1842年8
月29日在英艦上簽訂《南京條約》。

按條約規定，清廷須割讓香港島。

1.香港回歸的背景



香港最高的司法機關舊中區警署、前中央裁判
司署和舊域多利監獄組成的建築群。

前中央裁判司署曾建有一所較小的裁判司署(有
兩個法庭)，裁判司署於1979年關閉。

威廉·堅於1841年4月30日成為「香港」政府首
任裁判官，於3年後建立香港警察隊，並且兼辦
監獄事務，直至於1859年才離任。

2 在大館認識司法權



1.雪廠街的舊政府總部

曾是香港最高行政機關的總部（現已改為律政署）

1997前的港督及特區政府建立初期的行政長官，和
各主要的決策部門的首長及其辦公室

基本法第15條及第16條的條文：前者指出中央人民
政府依照基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後者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自行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事務。

3.特區政府的權力架構



沿花園道下行，我們到達了前終審法院─香港最
高的司法機關。

按基本法的第1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除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
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

4.前終審法院



舊立法會大樓（今已成為了終審法院）。

按基本法的第1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享有立法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
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5.舊立法會大樓



6.新政府總部

7.灣仔城區考察

8.香港歷史博物館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