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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認識憲法 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李慧琼   全國人大常委   立法會議員 

 

12 月 4 日是國家憲法日。深入認識國家憲法，對香港市民全面準確理解和落實

「一國兩制」有重要意義。憲法說明，創設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的制度，

權力在中央。香港社會各界須持續加強對國家憲法的認識，準確把握中央全面管

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這樣才能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方針是以憲法為依據制定的。我國憲法第 31 條規

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

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與此相適應，第 62 條第 14 項規定，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全國人大是根據這些規定制

定基本法、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如果我們否定憲法對香港的適用性，就等於

否定了「一國兩制」的全部法律基礎。 

 

憲法賦予中央擁全面管治權 

 

憲法這些規定也說明，創設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權力在中央。

選舉制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 年中央



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也是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而進行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以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決定》明確指出，有關做法的法律依據除了憲法第 31 條、第 62 條第 14

項，還包括第 62 條第 2 項和第 16 項。後兩項條文規定，全國人大的職權包括「監

督憲法的實施」、「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 

 

由此可見，在「一國兩制」的落實中，憲法的規定構成了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基礎。

香港基本法作為根據憲法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也明確列出了中央的權力，但

我們不可以簡單地理解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只是局限在這些範圍中。 

 

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立法的備案審查權為例，有關權力在香港基本法第

17 條有明確規定，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一直按此規定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

案。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未根據該條例將特區訂立的法律發回，但不等於這個

權力不存在。 

 

香港立法  中央有權審查發回 

 

這個權力的源頭也是國家憲法。憲法第 67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包括

「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解釋法律」；「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



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以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

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中共二十屆三

中全會《決定》提到，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面貫徹實施憲

法，維護憲法權威」，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完善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制度」。

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於完善和加強備案審查制度的決定》，提出

要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等下位法的備案和審查工作，做到

「有件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切實保證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保障憲

法和法律實施，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法制統一，推

進全面依法治國」，要求相關法規必須在公布之日起 30 日內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

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工作的重點內容包括相關法規是否符合憲法規定、憲法

原則和憲法精神，以及是否超越權限、違反上位法規定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

企業事業組織和公民可以依法書面提出審查要求或建議。 

 

《關於完善和加強備案審查制度的決定》第 21 條特別提出要健全特別行政區本

地法律備案審查機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據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強對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備

案審查工作，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因此，對基本法

第 17 條規定的備案和審查工作進一步規範化、制度化，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

其中一項必要工作。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必須堅持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

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同時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

維護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是統一銜接的，也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夠把特別行政區治理好。」 

 

香港社會各界須持續加強對國家憲法的認識，準確把握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

度自治權的關係，這樣才能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