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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要形成遵守和维护基本法的良好风尚 
 

——专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汉斌 
 

记者   赵博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香

港社会要进一步增强实施基本法的自觉性，形成遵守基本法、维护基本法的良好风尚。”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汉斌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立法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王汉斌参与、领导人大立法工作近 20 年，
以果敢、专业的风格备受法律界人士敬仰。谈起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90岁高龄的王汉斌坦言，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立法，“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起草过程高度开放、民主，内地和香港委员亲

密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了这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当务之急就是将‘一国两制’
设想所形成的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王汉斌回忆说，根据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和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的任命，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 1985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并开始
工作。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 59 名委员组成，其中内地委员 36 人、香港委员 23 人。香港委员占
总人数的 1/3以上，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同胞意见的充分尊重。”王汉斌说。 
  起草委员会首先拟定了工作规则，初步确定了基本法结构，然后设立了 5个专题小组，即中
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题小组，政治体制专题小组，经

济专题小组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专题小组。 
  王汉斌介绍说，这些小组负责具体研究基本法中的专门问题，并起草有关条文。在各专题小

组起草条文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由包玉刚、胡绳两位副主任委员主持的总体工作小组，对各章节

条文进行了调整和修改。1988年 4月，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历时 5个月在香港和全
国其他地区及各有关部门中广泛听取意见。征询期结束后，起草委员会先后举行了各专题小组会

议和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条文作了修改和调整。 
  “香港委员非常认真，每次开会发言都会围绕某一条文展开详细论述、提出具体意见。”王

汉斌说，“内地委员也是全心投入，很多人是‘兼职’草委，花的时间却超过本职工作。大家都

本着充分负责的态度，对待这项庄严的立法工作。” 
  他说，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委员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时会围绕某个表述、某种观点进

行交锋，但最后总能本着民主协商的精神就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取得共同看法。 
  1989年 1月，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基本法（草案）及有关
文件逐条逐件地进行了表决。“按照规定，载入基本法的所有条文、附件和相关文件，必须经过

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 2/3 多数赞成。也就是说，基本法的任何条文，如果香港委员全部不同意就
不可能获得通过。”王汉斌说。 
  他特别指出，基本法是在香港社会各阶层以及内地各有关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大力协作下完成

的，“这还要归功于咨询委员会的贡献”。 
  王汉斌回忆说，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成立一个全港性的

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很有必要，可以作为香港各界人士与起草委员会联系、沟通的

桥梁和反映对基本法意见和建议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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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香港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对起草基本法的宣传、推广工作，收集了大量

有关基本法的意见和建议。”王汉斌说，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在香港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咨询活动。

草委会对基本法草案先后作了 100多处修改，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咨委会整理的港人意见。 
  王汉斌感慨地说，重温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香港社会达成的共识，把握基本法的精神实质和立

法原意，既是当前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的长远需要。 
  “必须深刻认识到依法治港对香港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不断丰富基本法实践。”他说，“具

体而言，就是要尊重历史、维护法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共同基础，讨论、解决香港‘一国两制’

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新华社北京 6月 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