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
会副主任谭惠珠发言时说，维护国家的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任何时候都
是“一国两制”的首要宗旨。

谭惠珠说，基本法的“一国”原则集
中体现在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上、香港
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的授权以及特
区不享有剩余权力等方面。 宪法和基本
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
础， 规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
这个宪制基础和宪制秩序共同指向一
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基本法的本质是授权法。 根据宪法第三
十一条，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授予香
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不存在法无
禁止即可为或剩余权力。

谭惠珠表示，“一国两制” 实践 23
年来，取得了公认的伟大成功，无论内
地还是香港，对“一国两制”的理解都在
不断深化。“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其中
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允许和而不同，允许
求大同、存大异，但是“不同”和“大异”
都要在拥护“一国”的前提下才能存在。
如果抛开“一国”谈论“不同”“大异”，则
是本末倒置，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与基本法完全背离。 这次全国人大通过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决定，正是我们深化
对“一国两制”的正确理解，充分体现

“一国”原则的重要的步骤。

是深入理解“一国
两制”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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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行为 ，中
国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 。 ”作为一名国际法
教授 ，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安东尼·卡蒂
和其他五名来自西班牙 、德国 、俄罗斯 、英国 、
印度的专家 ，以视频的方式 “隔空出席 ”国际研
讨会 ，介绍了各自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
经验。

安东尼·卡蒂表示 ， 国际法明确禁止任何
武装干涉或以任何形式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 。
“它的表述很明确 ：完全禁止通过提供军事 、金
融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来颠覆他国内部秩
序的一切尝试。 ”这种禁止是完全的、绝对的。

西班牙圣帕布洛大学法学院欧盟与国际
关系法系教授耶罗尼莫·梅洛 ， 介绍了西班牙
如何处理加泰罗尼亚试图脱离西班牙的问题 ：
自 2012 年以来 ， 有人刻意在加泰罗尼亚宣扬
“独立 ”，还在 2017 年举行了一次非法 “公投 ”，
单方面宣布“独立”。 耶罗尼莫·梅洛表示，数名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前主要官员和民族主
义运动领导人最终于 2019 年在最高法院接受
刑事审判 ，被判处 9 年至 13 年监禁 ，并剥夺担
任公职的权利。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斯瓦兰·辛格介绍了印度维护国家安全
的相关做法。 斯瓦兰·辛格说，香港不断发生的
抗议活动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打乱了正
常的生活 。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 ，这些
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疏离规范的担忧。 在过去的
23 年中，历届香港立法会均未能按照香港基本
法第 23 条的规定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
这促使中国全国人大承担这项任务。 涉港国家
安全立法旨在取缔诸如颠覆国家安全 、恐怖主
义和外国干涉香港等活动 ，这显然属于 “一国
两制”的范畴。

“确保国家安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
优先任务。 大多数国家都制定和实施关于确保
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也不例外 。 ”俄罗斯联邦政府立法和比
较法研究所研究员舍瓦涅夫·维亚切斯拉夫介
绍 ，目前俄罗斯法律体系中关于国家安全共有
250 多项联邦立法和约 1000 项联邦及政府部
门级法规条例。

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教授艾琳·麦克哈
格 ，受邀讨论了英国在维护和保卫国家统一方
面的经验以及地方自治的原则和边界 。 “在英
国 ， 权力的地域分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
而地方自治和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是当前充
满大量争议和紧张的一个问题”。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技大学公法教
授来汉瑞 ，介绍了德国基本法和德国法律体系
特别是刑法在遏制分裂联邦行为方面的规定 ：
“联邦各州没有退出权 ， 即不得自行离弃德国
基本法的适用范围 ，不得宣布独立或加入其他
国家 。 联邦宪法法律在 2017 年的一项决定中
明确否定了各个州的这种分离权 。 因此 ，在某
个联邦州就退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全民
投票是违宪的 。 单一各州不是 ‘德国基本法的
主人 ’， 也不能自主决定是否退出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 。 此外 ，联邦宪法法院也将试图分裂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行为视为违宪。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香港基本法
委员会副主任张勇表示， 全国人大作出的涉港
国家安全立法决定， 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和实践需要， 行使宪
法赋予的职权，就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是依宪治国又
一次生动实践。 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根据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具有
坚实的法律基础和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

张勇表示，全国人大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
最终采取“决定＋立法”的方式，授权全国人大
常委会专门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定相关法
律， 而不是简单地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适用于香港， 是经过仔细权衡慎重作
出的重大决策， 既充分考虑了维护国家安全的
现实需要， 也充分考虑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
体情况。 这是“一国两制”方针又一次创造性的
实践， 体现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信
任和对两种制度的尊重。

张勇表示，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相关法律过程中，将会按照宪法
和立法法的要求， 坚持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原则， 兼顾两
种法律制度的差异， 确保有关法
律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切
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邓中华表
示，香港回归后，得益于基本法的制度设计，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 民生、 政制得到稳步发
展， 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
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香港市民也享有了比回归
前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在当年制定基本法的时候，如何维护国家
安全也是各方高度关注的立法内容。 基于当时
的实际情况和中央对未来特别行政区的充分信
任，中央通过基本法第 23 条将国家安全立法的
部分责任交给香港特别行政区。 ”邓中华说，回
归 23 年来， 这份宪制责任长期没有得到落实，
由此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在去年“修例风波”期间
集中凸显。 面对严峻形势，中央经过反复、慎重
研究， 作出了从国家层面直接出手推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重大决定。

邓中华说，全国人大作出的关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要出台的有关
立法，是对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的最好纪念。

邓中华表示， 有关立法将成为香港特别行
政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不可挑战的地
位和权威， 任何香港本地法律均不得与该法相
抵触。 要使这部法律发挥实效，必须按照全国人
大有关决定建立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包括明确
国家安全的中央事权属性， 中央政府和特区政
府都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构并赋予其必要的执
法权力。 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在本地维护国家安
全负有主要责任， 香港本地绝大部分维护国家
安全工作，包括执法和司法工作，应当也必须由
特别行政区承担。 同时，中央应当保留在极其特
殊情况下对香港发生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
罪案件实行管辖的权力。 这不会影响特别行政
区依据基本法享有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副主任陈冬表示， 在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之
际，中央出手补齐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短板，
是“一国两制”实践和基本法实施中，具有重大意
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事。有关消息公布后，香港社会
迅速聚集起支持国家安全立法的主流民意。 他举
例，香港各界组织开展了“撑国安立法”签名行动，
短短 8 天就收集到超过 292 万个签名；港区全国
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纷纷提出意见建议，香港
社会各界积极递交书面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
都有一个共识：人大决定正当其时，很有必要；涉
港国安立法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陈冬说，涉港国家安全立法为“一国两制”进
行了制度加固。回归 23 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依
照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

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制度和生活
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一国两制”由科学构
想变成生动现实。 香港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
由的经济体， 法治指数全球排名由回归前的 60
多位跃升到第 16 位。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
外交国防顾问查尔斯·鲍威尔曾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回归后香港享有的自治程度，远超英方预期。

“可以说，除了中国的香港、澳门，世界上很难再
找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方行政区，享有如此之广
的自治权利和如此之高的自治程度”。

陈冬表示，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一国两制”
的制度加固，是破解香港乱局的良方。 有关立法
完成后，将有效清除影响香港发展的政治病毒，
香港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就澳门
维护国家安
全 立 法 情

况， 记者采访
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澳门基本法
委员会委员、中山大
学港澳基本法研究
中心主任王禹。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
表示，基本法作为“创造性杰作”，从法律
上解决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使“一
国两制”法律化、制度化。 在基本法中，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要始终
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
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
固才能枝荣。

韩大元说，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决定
是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而采取的必
要举措。 全国人大作出决定的根本目的
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与发展利益，维
护香港法治秩序与居民正常的生活秩
序， 切实保障香港居民的权利与自由。
国家安全立法要惩治的只是极少数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并且所有
立法内容与程序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在
宪法、基本法框架内合理平衡自由与秩

序、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把维护国家安
全与人权保障有机结合起来，为基本法
的全面准确实施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兆
佳表示，全国人大作出涉港国家安全立
法决定，为香港构筑了一系列能够实现
长治久安的有利条件。

他说，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可以大
幅压缩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活动空间 ，
削弱其干预香港事务的能力， 减少其
联同香港内部敌对势力在香港制造斗
争和动乱的机会。 在失去外部势力的
支持和保护下， 香港反对势力的政治
能量会大幅萎缩， 其在香港的社会基
础会愈趋狭隘， 而其招募和培训人员
的能力也会不复从前。 涉港国家安全
立法的实施， 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香
港作为国际金融、 贸易和服务中心的
地位，有利于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从
而实现香港的长治久安。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法
学院教授王振民说，香港回归 23 年来，
中央很少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事宜实
施立法、释法，更没有执法和司法，实际
上把维护国家安全主要责任“托”给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 然而，迄今香港没有
完成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 使得香港内
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处于“不设
防”状态，成为全国安全巨大的漏洞和
短板，严重危害全国安全和整个民族复
兴进程。

王振民说，在国家安全遭遇重大、
清晰、 现实威胁并已经造成严重损害
情况下， 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维护国家
安全立法，不仅不是“一国两制”的终
结，反而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发
展完善，是香港年轻人未来所系，是香
港的新生。 既有无可置疑的紧迫性和
必要性，也具有坚实、充分的法律和法
理依据。

羊城晚报： 涉澳国家安全立
法已实施 11 年， 目前基本没有发

现有关判刑案例。 澳门是怎样设立
相应的机构去落实国家安全立法的 ？

是否有助于打消香港部分人的顾虑？
王禹：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

“一国”是“两制”的基础和前提，这个不
能停留在思想观念上，还必须有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确保， 涉澳国家安全立法就是
从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上确保“一国两制”

的实施。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2009 年通过《维

护国家安全法》， 该法在平衡和维护澳门基本法
所规定的澳门居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情

况下，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的刑罚须反映该等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作出刑事

立法。 此后，澳门又不断推进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系列
配套措施， 比如，2018 年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2019 年澳门立法会还修改了司法组织纲要法的规定，
只允许中国籍法官及检察官处理涉违反《维护国家安全
法》的案件。

从澳门的实践看， 只有国家安全得到切实保障，澳
门社会的各项发展才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我原来长期
在澳门工作，从澳门的情况看，我觉得部分有顾虑的香
港人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羊城晚报：那么 ，香港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复
杂性在哪里？

王禹：澳门原来适用的是 1886 年葡萄牙刑法典，这
部刑法典中有一章专门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但在
1995 年，葡萄牙的刑法典实行本地化，“过户”为澳门刑
法典。 在“过户”过程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这一类罪名
被删掉了。 实际上，澳门回归后直到 2009 年前，在维护
国家安全方面也存在法律真空。

香港和澳门的社会情况确实不太一样。 个人觉得，
澳门社会的爱国爱澳基础比较雄厚，这就为澳门“一国
两制”的实施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香港有着相对复
杂的国际背景，加上外国势力的干预，另外，香港原来有
一些个别的法律规定没有很好地激活，所以涉港国家安
全立法与涉澳国家安全立法情况有些不同。

羊城晚报：这次研讨会就是为了纪念香港基本法颁
布 30 周年。 当前，香港有部分人对基本法的理解存在偏
差、误解甚至谣言 。 在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之际 ，您
觉得应该怎样去向香港这部分人正确地普及基本法？

王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光从基本法里学基
本法，而是要从宪法的角度去学习基本法，要在中国宪
法的框架下去理解基本法，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
们现在讲，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
制基础，所以，如果不从宪法的角度去理解香港基本法，
那么对基本法的理解就容易产生偏差、误解甚至谣言。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纪念香港基本法
颁布 30 周年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表
示，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是对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最好纪念，是破解香港乱局的良方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
具有不可挑战的

地位和权威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权威不可挑战

香港社会聚集起主流支持民意

“一国两制”又一次创造性实践

来自英国、西班牙、德国、
俄罗斯、印度等国专家介绍各
自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
的经验，并表示———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
是香港年轻人未来所系

涉澳国家安全立
法已实施 11 年， 有关
专家表示———

全国港澳研究会 15 日在深圳举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国际研讨会。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内地、香
港、澳门以及来自俄罗斯、英国、德国、西班牙、印度近 200 位专家学者参加。
因疫情原因，香港、澳门和外国专家学者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进行研讨。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沈婷婷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与会专家指出，中央果断出
手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十分必要

国家安全得以保障
澳门才有社会发展基础

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行为
中国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 A

B
C

D为基本 法 实 施
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为香港构筑实现
长治久安的条件

为国家安全补
上漏洞和短板

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国际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