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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籲青年推動法治倫理道德規則

國家憲法確立共同富裕理念
北大法學教授張翔作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主題演講：

香港特區

政府、中央

政府駐港聯

絡辦昨日共同舉辦2023年國家憲法日座

談會，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翔在會上

以「憲法與中國式現代化」為題作主題

演講。他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

產黨提出的國家奮鬥目標，也是憲法確

立的國家方針。他強調，中國是社會主

義國家，憲法第一條規定了社會主義制

度是國家的根本制度，憲法的基本原則

是表達憲法的內在價值，構成憲法秩序

的內在統一性與評價一貫性基礎的理

念、目標、方針和價值。因此，共同富

裕的理念構成了我國憲法社會主義原則

的內涵。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國國家家憲法日憲法日

◆左起：梁美芬、范徐麗泰、張翔、陳曉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張翔在主題演講中表示，憲法是人類現代文
明的標誌和支撐。我國憲法是伴隨着我國

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的開啟，在1982年通過的。
我國現行憲法公布實行40周年。習近平主席發表
了譜寫新時代中國憲法實踐新篇章，並在文中提
到，制定和實施憲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
是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張翔指出，不同於刑法、民法等具有久遠歷史

的法律功能，憲法是現代性的產物，是人類社會
走向現代化的基本標誌。

現代化是國家根本任務
他提到，現代化是我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根本任
務。我國憲法作為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具有非
常鮮明的根本法特色。與一些外國憲法相比，我
國憲法的一大特色就是對國家任務、發展道路、
奮鬥目標、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
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國家各方面事業都有規
定，都有要求。這與國家的現代化之間是有着密
切聯繫。
他指出，社會主義加市場經濟的規定方式，
一方面要求保護競爭秩序，防止經濟強權的出
現，以保障社會財富的生產，另一方面又要求
維護社會平衡，扶助社會弱者。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意味着通過自由競爭帶來的高度繁榮，使
人民能普遍享有符合人類尊嚴的社會。社會主
義的共同富裕理念與市場經濟體制形成相互詮
釋的關係，這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就的先後體
現。

保證正確行使國家權力
張翔強調，憲法具有確立統治和限制統治的雙
重功能，憲法通過建立統治形成國家制度和國家
治理體系，保證國家的治理能力，通過憲制統治
來保證國家權力行使的正確性，實現國家治理在
良好的軌道上運行。憲法實施良好的國家，往往
也是治理能力強大的國家，在此意義上，以憲治
國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我國憲法實
施在近年來的發展也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提供
了更為有利的保障。

議員：中國式現代化是香港最大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藍松山、林熹）此次

國家憲法日座談會聚焦研討「憲法與中國式現代
化」。多名政界人士出席座談會後表示，憲法是
國家的根本，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也是香港基
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堅實基石。而中國式現代
化是香港安全與發展的最大機遇，要準確把握中
國式現代化和「一國兩制」的內在邏輯，推動全
社會樹立憲法意識，養成憲法觀念，確保「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
示，國家憲法是中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
律地位、法律權威等，而「國家憲法日」正是為
了增強全社會憲法意識，弘揚憲法精神，全面推
進依法治國意識，鞏固國安根基等。她希望香港
各界人士能夠一道努力，推動全社會樹立憲法意
識，養成憲法觀念，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香港的發展必須以

「香港所長」對接「國家所需」，透過認識憲
法，香港人要更積極探討香港在國家推進強國建
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如何貢獻力量及對接
國家戰略，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面對世
界百年大變局。

要從小培養法治知識
立法會議員郭玲麗認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

更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因此推廣國家憲法應要
多管齊下，政府應提供更多資源和渠道，讓市民
容易接觸、認識和學習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學生更要從小培養正確的法治知識，成為奉公守
法的年輕人，為貢獻國家和香港出一分力量。
立法會議員林琳表示，社會各界應把握「國家

憲法日」契機，深切認識國家憲法的精神內涵，
了解維護國家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性，在全社會形
成遵守憲法的良好氛圍，為建設美好香港、實現
民族復興積極貢獻智慧和力量。

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是香港
發展的最大機遇，展望未來，香港要「安全」、
「發展」兩手抓，社會各界亦要準確把握中國式
現代化和「一國兩制」的內在邏輯，堅定中國式
現代化發展道路，續寫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新
篇章。

培養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
立法會議員黃國表示，香港青年人應以憲法日

作為學習起點，培養自己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
同，在不同層面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及國情教育，
並充分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機遇，充分參與
和發揮香港優勢實踐，維護法治、科技興國興
港。
立法會議員陳穎欣表示，憲法作為國之根本、

法之依據，是本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堅實
基石。她指出，自己一直以不同形式說好中國故
事、說好香港故事，由亂到治，必須也要做好宣

講及宣傳國家憲法的工作，把憲法內容傳遞到學
校和社區，透過國家憲法教育和法治教育，提醒
市民守法，維護國安。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國家是「一國兩制」
的根和本，而國家的體現和對「一國兩制」的創
立正是根據國家憲法，為了更好維護國家，香港
特區在2024年內有責任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完
成本地立法，與現有國安法合力鑄起安全盾。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

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
展提供了根本依據和法治保障。香港作為國家不
可分離的部分，社會各界都應對憲法增加認識，
並堅定不移地加以維護，向世界展示「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祖國統一
事業作貢獻。
立法會議員陳祖恒表示，在憲法、基本法和香

港國安法的保駕護航下，香港必能在中國式現代
化進程中更好發揮所長，進一步發揮「一國兩
制」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堅
持香港的國際化特色和優勢，並作為中國式現代
化的超級聯繫人，為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
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藍松山）昨日在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上，多名講者在
交流時表示，成功落實「一國兩制」，需從學習國家憲法開始，因此要認
識基本法，必須先認識國家憲法，才能融會貫通。他們指出，青年若能夠
好好把握機會，認識、發展及推動有關法治倫理、道德規則，優化國際上
有關的標準，結合中外的數據池，在香港特區大力推動人工智能及有關現
代化生產的科技及模式、世界經濟，年輕人的前途會無可限量。
「國家憲法日」座談會由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范徐麗泰擔任主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
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翔在對談環節中進行交流。

認識基本法須先認識憲法
梁美芬表示，香港年輕人要把握未來百年機遇，好好掌握時代使命。成

功落實「一國兩制」，需從學習國家憲法開始。1987年至1990年基本法起
草期間，她正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向許崇德教授學習國家憲法及基本法，
充分體會到國家在起草基本法時的初心。親身經歷國家由貧窮走到今天強
大的國力，是何等艱難的，因此要認識基本法，必須先認識國家憲法，才
能融會貫通；讓「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她強調，「一國兩制」不僅是國家統一的重要戰略，也為香港等地區

帶來獨特的發展機遇。在這個框架下，香港能夠充分發揮優良資本主義
的優勢，同時與國家的社會主義主體保持一致，共同譜寫繁榮發展的新
篇章。
陳曉峰以「如何協助青年人了解憲法及現代化對香港青年的影響」為題

發言表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以憲法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實現高質量
改革開放現代化帶來的優質生活下，在香港特區生活的青年人大多數是
「數碼原住民」，可能自豪比上一代的「數碼移民」更加認識科技的應
用，但是沒有留意到，很多現代的科技都是由上一代定出的制度及基礎
下，結合天時地利人和才能夠茁壯成長。
他指出，中國的制度比其他國家的制度更為優勝，作為單一制的國家可
以做到上下一心，比起聯邦制的國家更好。國家憲法就是制度的精
髓，人民的共同意願。現在是第四次工業革命萌芽之秋，國家高度
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生產力大幅提升。
他又說，大家若能夠好好把握機會，認識、發展及推動有關
法治倫理、道德規則，優化國際上有關的標準，青年人將
會可以善用香港特區這個寳地，能夠結合中外的數據
池，在香港特區大力推動人工智能及有關現代化
生產的科技及模式下，年輕人的前途會無可限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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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
出席國家憲法日座談會後，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在中
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香港肩負二十大報告所指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的重任，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以充分發揮「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我會用『根深才能葉茂，本固才能枝榮』一句去概
括——座談會主題中的憲法與中國式現代化，正是保持
香港長治久安、葉茂枝榮的『根』和『本』。」陳國基
在帖文中指出，一方面，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最高
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和效力來源，並為香港特區落
實「一國兩制」提供堅實法理基礎和憲制依據。中央全
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兩者是「源」與「流」的
關係。
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二十大報告強調「以
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陳國基表
示，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香港肩負二十大報告
所指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的重任，全
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以充分發揮「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經歷過2019年『黑暴』，相信廣大市民都深刻了

解到，沒有安全為前提，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根本無從
談起。」他說，香港現處由治及興新階段，定當繼續堅
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守「一國兩制」
最高原則，包括做好以下兩大工作，助力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第一，是明年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落實憲制責任；第二，是明年初在「憲法和基本法
推廣督導委員會」下設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協調政府各部門和非政府機構。

鄧炳強感觸：官員任重道遠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也在社交平台發帖指出，憲法是國家
的根本，同時亦是香港特區成立之源，並授予基本法立法依據
同效力。今年「國家憲法日」中，他分外感觸，不但因為12月
10日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是完善地區治理體系後第一場區
議會選舉外，更因為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是保安局來
年的工作重點。他再次體會到身為政府官員，任重而道遠，必
須時刻以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香港前途為己任，服務
香港市民為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