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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出生的王貴國，從北京外國語
學院畢業後，首先進入中國政府外交部條
約法律司工作兩年，工作期間，經外交部
推薦，成為大陸首位獲得聯合國培訓與科
研研究所獎學金的學者，1980年起，陸續
在泰國的亞太經合理事會、海牙國際法庭
等地工作，之後，王貴國赴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法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接着又在耶魯
大學拿下博士學位。

上世紀80年代初抵香港時，王貴國剛

拿到博士不久。 「那時的想法很簡單，想
看看回歸前的香港是什麼樣子，看看香港
的法律制度如何運作。」憶及初至香港的
往事，彷彿仍歷歷在目，王貴國說，彼時
的香港，普通話完全沒有市場。

90年代回歸氛圍濃厚
「打出租車講普通話，司機都不理我

，講英文還好。後來又去高級商店，一進
去服務員就用廣東話打招呼，我如果不說
話，服務員就認為我是日本人，如果我講
英語，服務員又覺得我可能是台灣人，總
之，沒有人會認為我是從內地過去的。可
是當我說明我確實是內地人，就會發現周

圍的人覺得不可思議一樣。」
隨着香港回歸臨近，情況也慢慢有了

改善。在王貴國的記憶中，90年代的香港
社會最為和諧包容： 「90年代初期香港回
歸的氛圍很濃厚，大家都希望香港能夠順
利回歸，並積極謀劃回歸以後的生活，甚
至在單位部門的人事安排上、大學的課程
設置以及教學內容等方面，都在做這種準
備。」

如今，二十年過去，大陸人在香港再
也不稀奇，普通話也變得常見。組成了 「
一國兩制」典範家庭的王貴國說，他們一
家四口，兩文三語都能用，什麼時候用什
麼語言溝通，自然地形成了默契。

一家四口 兩文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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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內地，剛剛改革開
放不久，在香港工作一年半之後，王貴國離
開香港回到內地，先在北京大學教書，又赴
加拿大訪問。這期間他做出人生重大決定：
回歸香港。

在首次赴港之後的第五個年頭，王貴國
進入香港城市大學工作。

「香港的科研條件好，信息量大且快，
又能有各種機會和全世界的同行交流。」香
港開放包容、公平自由的社會氛圍，在當時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積極爭取加入世貿組織
的大背景下，王貴國能夠以其專業特長、中
國背景和國際經驗，迅速成為香港公認的專
家學者，並一直和內地保持着良好關係。

「港獨」之禍在不知「一國」
二十年來，王貴國陸續擔任城大法學院

院長、香港世貿組織研究中心主席、比較法
國際（海牙）科學院香港地區委員會主席、
城大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在擔任
城大中國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之時，他是香
港在該領域的少數幾個權威學者之一，亦是

香港唯一的華人法學講座教授。此外，他還
在湖南、浙江等地的高校做特聘教授。20年
來， 「行走兩地」已成為他生活和工作的一
部分。

王貴國表示，過去20年來，基本法在香
港得以成功實施， 「一國兩制」讓香港與內
地在經貿、教育等多個方面受益良多。不過
，香港的法治近年遭遇諸多挑戰，非法 「佔
中」、 「港獨」之禍等等，這在王貴國看來
，是過去香港一直強調 「兩制」，未有顧及
「一國」的內涵。

「回歸之後，大家都沒有認真地審視和
思考， 『一國』有什麼內涵？」王貴國舉例
說，要宣誓加入美國國籍之前，會先拿到一
個小冊子，讀完要回答問題，其中之一就是
效忠的問題，可是拿到香港護照，除了護照
能證明自己是中國人之外，看不到是否還有
應盡的義務或責任。

王貴國認為，香港社會當前怨氣可能較
大，兩地在文化上、習慣上的諸多差異導致
香港民眾無法適應內地人湧入香港。此外，
水貨問題持續發酵，給周圍居民帶去諸多不

便。這些問題，再由一些政治人物和媒體挑
動，就逐漸地轉化成政治問題，最後導致兩
地對立。

須說清楚「兩制」怎麼做
「要減少兩地的差異，增強港人的認同

感。」王貴國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應從大
處着眼，小處着手。大處要在政策上強調 「
一國兩制」，要尊重 「一國」，並說清楚 「
兩制」怎麼做，這個大政方針堅決不可以改
變。小處則是兩地都未有做到的一些細節，
比如，香港人也是中國人，但港人到了內地
卻不能享受相同的待遇，當下，就不可以當
兵、不可以考公務員等等，這些問題也應給
予考慮。

在香港生活多年，王貴國認定這裏是開
放且包容性很強的社會，任何人都能在此生
存下來。而他，亦在這裏娶妻生子，早已融
入其中。

王貴國說，希望香港與內地在未來30年
中越來越和諧， 「兩地應該有更多的相互了
解、相互理解，直至達到相互信任。」

Anniversaryth

大處着眼 認真思考一國兩制內涵

1986年，耶魯大學法哲學
博士生王貴國隻身前往香港，
受聘於孖士打律師行，雖然不久即
回到內地，但受包容、公平自由的社會
氛圍吸引的王貴國數年後又回到香港，先後於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世貿組織研究中心等處工
作。20年來 「行走兩地」 的王貴國表示，現時的香港遭遇到發
展中的諸多問題，需要認真地審視和思考 「一國兩制」 中 「一

國」 的內涵，要增加港人認同感，並說清楚
「兩制」 怎麼做。他說，雖然現在遇到不少
問題，但香港未來必定更加和諧美好。

兩地融通

王貴國表示，在當前國際治理成為
國際大趨勢之時，中國堅持依法治國是
大勢所趨、順勢而為，既符合國內的需
要，亦符合國際形勢的發展， 「非常必
要」。對於兩地法律交流合作，他認為
，內地企業若要在 「一帶一路」框架下
打官司，香港律師可以提供相對優質的
服務。

「依法治國和國際治理要結合起來
看。」他認為，市場經濟環境之下，經
濟紐帶則是靠法律來維繫。目前來看，

歐美、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國際社會
主要的國家都採用市場經濟體制，這本
身就要求提高法律的地位。在此背景下
，中國不推崇法律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法治社會首先要有法律
，然後執行法律，並且要有效地正確執
行法律。當前國際上有個大的趨勢， 「
國際治理」，即國際條約、國際規範、
國際組織等對主權國家的影響。這種情
況之下，中國堅持依法治國是大勢所趨
、順勢而為。在王貴國看來，中國的依
法治國既有內地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
需要，亦有融入國際社會的需要，這樣
，中國在國際治理中才能發揮一個大國
的作用。

對於內地和香港在法律方面的交流
與合作，他認為，內地企業若要在 「一
帶一路」框架下打官司，香港律師可以
提供相對優質的服務。因為香港律師的
英文水平、國際視野，特別是法庭的經
驗，整體優於內地的同行， 「兩地在法
律領域的互補，仍將持續多年。」

港律師可服務一帶一路

他們，一個來自內地，一個在香港土生
土長，王貴國和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共結
連理，被譽為香港學術界 「一國兩制」的婚
姻典範。

談及自己的婚姻被譽為學術界典範，王
貴國哈哈大笑，他說： 「兩個人覺得好，有
共同愛好和共同語言，有共同的價值觀，很
自然就在一起了，這麼多年大家相處很愉快
。」

2013年，中國提出 「一帶一路」戰略，
而法律問題則是 「一帶一路」戰略中不容忽
視的一環。 「良好的法律環境是 『一帶一路
』倡議成功的基石」，對於這項倡議當前急

需解決的問題，王貴國指出，隨着 「一帶一
路」貿易投資金額和基礎建設規模的不斷擴
大，商事領域的糾紛和爭端將不斷增多，而
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幾乎全部掌握在西方手中
，所以 「是否、何時、如何成立 『一帶一路
爭端解決機構』具有現實的緊迫性。」

王貴國和梁美芬夫婦就希望利用專業特
長為祖國做點事，早在2015年7月，夫婦倆
就已有了建立 「一帶一路」研究院的打算。
此後機緣巧合獲得好友香港全港各區工商聯
會長李鋈麟的大力支持，大家 「一拍即合」
，夢想最終得以實現，王貴國說： 「像走在
路上看見好的生果、蔬菜就買回家一樣，簡

單、自然，水到渠成。」
研究院作為民間組織，沒有任何政府資

助，運作起來並不容易，聯絡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及地區的專家、籌辦研討會、組織
考察團訪京等等大小事情，事無鉅細，全部
都要勞心勞力親自去做，但王貴國夫婦甘之
如飴。

2016年初，夢想終於變成現實，王貴國
牽頭籌建的專業智庫 「『一帶一路』國際研
究院（香港）」成立， 「這是香港首個有關
『一帶一路』的研究機構，為沿線國家和地

區的專家、學者、企業、各界有志之士搭建
了一個合作平台。」

一國兩制伉儷搭一帶一路研究平台

▲王貴國和夫人梁美芬在2015年舉辦的 「一帶一路」
國際論壇上 資料圖片

王貴國：港人要增強國家認同
▶香港市民
遊行慶祝回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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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貴國表示，希
望未來內地與香港
能更好地互相理解

▲▲香港市民舉行活動香港市民舉行活動
慶祝回歸十八周年慶祝回歸十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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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訴
調對接中心揭幕，該中心容許香港調
解員參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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