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在研討
會上表示，建設好大灣區要堅持 「一國兩制
」，依法辦事，關鍵在創新，且要充分發揮
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的獨特優勢。

陳冬說，研討會以 「『一國兩制』與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主題，緊扣新時代的
新實踐，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他表示，建
設大灣區要堅持 「一國兩制」，依法辦事，
全面貫徹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
度自治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由「聯繫人」變「參與者」
陳冬認為，建設好大灣區，關鍵在創新

。要深入研究如何在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
本法的框架內進行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各類
要素在大灣區便捷流動和優化配置，開創一
條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路子， 「對香港而言，
尤其要深入研究如何完善區域協同創新體系
，集聚國際創新資源，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
的創新發展區域。」

陳冬強調，要充分地發揮香港在大灣區
建設中的獨特優勢。他說，《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明確將香港列為大灣區四大
中心城市之首，綱要共提及四個中心城市
272次，其中香港佔了102次，凸顯了香港在
大灣區建設中的 「主場」角色和 「主角」地
位。通過參與大灣區發展，香港可以將自身
優勢與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廣闊市場、完整產
業體系和較強的科技力量集合起來，由 「聯
繫人」轉向更加積極的 「參與者」，從而進
一步鞏固提升香港地位，讓香港市民都成為
大灣區的 「受惠者」。

陳冬相信，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
、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引領下的粵港澳大灣區
，將與 「一帶一路」倡議一樣，不僅將成為
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新一輪高水平開放的
重要引擎，還將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
新貢獻， 「我們有充分理由期待，在大灣區
建設的宏大敘事中，香港故事必定是其中精
彩的一章。」

陳冬：集聚國際創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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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在紀念基本法頒布研討會致辭

推進大灣區建設
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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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研討會上致辭時稱，
回歸以來實踐的經驗讓香港市民明白， 「一
國兩制」是最適合香港，也是對國家、對香
港最有利的制度，而基本法則確保了這一套
制度有效實施。他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不但不會破壞這套制度，反而令 「一國兩制
」得以進一步昇華發展。

內地發展與香港接軌
聶德權表示，粵港澳三地要進一步協同

發展，就必須有決心創新， 「解放思想」，
「跳出框框」，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

相信任下，一同尋求創新，克服種種挑戰，
但這並不代表要削弱 「一國兩制」，而是要
把國家所需和港澳所長有機結合起來，充分
發揮市場化機制的作用，促進粵港澳優勢互
補，實現共同發展。

「國家領導人已多次重申，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必定會堅持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聶
德權強調，大灣區的發展並不會像有些人擔
憂會導致 「兩制」界限模糊，也不會導致香

港的單獨關稅地位 「弱化」，更不會令香港
被內地 「同化」，反而，內地的未來發展會
更多的在機制和規則上與香港接軌。

聶德權說，粵港澳大灣區要發展好，就
必須要把 「一國兩制」實踐好，只有全面、
準確、靈活地把 「一國兩制」實踐好，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才會成功，達至優勢互補、互
利共贏、協同發展。推進大灣區建設，將豐
富 「一國兩制」實踐的內涵，有利於港澳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有利於保持港澳的長期
繁榮穩定。

聶德權：克服挑戰 共同發展張勇、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等蒞臨主禮研討
會，與500餘名本港各界人士，共同回顧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歷程，展望大

灣區發展前景和機遇。

「一國兩制」發展新實踐
張勇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

家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必然選擇，既是新
時代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
是推動 「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點區域
發展戰略之一，旨在實現三地優勢互補
、協同發展、互利共贏、共同繁榮，以
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大灣區整體融合，
進而為全國的高質量發展起到示範和帶
動作用。」他說，要把灣區建設放在國
家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中，放到 「一國
兩制」的成功實踐中。

張勇表示，大灣區建設是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必由之路。 「珠三角擁
有廣闊的市場、完整的產業體系和較強
的科技實力，香港是高度開放的國際化
城市，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可以繼續在
國家的改革開放中發揮多方面的重要作
用。大灣區整體區域經濟實力雄厚，創
新要素活躍。」他認為，建設好大灣區
可以為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探索
新的方向注入新動能、拓展新空間，讓
三地之間制度規則有效銜接、交通網絡
優化便捷、人財物各要素順暢流動，為
港澳居民到大灣區生活學習、創業就業
提供更多機會和更大便利。

相互尊重核心是依法辦事
張勇說，大灣區建設是豐富和發展

「一國兩制」的新實踐。 「一國兩制」
是香港的最大優勢，祖國內地是香港的
最大舞台， 「建設好大灣區，既要相互

尊重、依法辦事，也要開拓創新、有機
結合。」他認為， 「相互尊重的核心就
是依法辦事」，既要共同遵守國家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也要相互尊重和遵守內
地法律和香港法律，這是大灣區建設的
根本保障。至於開拓創新的關鍵，則是
把堅持 「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
利，把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
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的作用和
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三者創造性地有
機結合，使 「一國兩制」事業昇華到更
高層次，進入到嶄新階段。

是次研討會由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
會議主辦，由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
珠主持，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原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清華大學港澳研究
中心主任王振民，公開大學教授趙雨樂
，有線電視助理財經編輯主任李燕芬等
先後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講，並與現場觀
眾互動交流。

王振民：大灣區建設只做加法不做減法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原中

聯辦法律部部長、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
心主任王振民在研討會上表示，大灣區
建設是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進行的，
令三地兩制對接合作優勢互補達至 「1+
1+1>3」，他認為，兩種制度各有各的精
彩，都值得很好地保留、發展。

兩種制度各有各精彩
王振民說，香港對市場經濟的規管

、國際化的法律專業服務等值得內地學
習借鑒，而內地市場廣闊、創新科技發
展態勢好、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
優勢等也是香港特區所沒有的。他認為
，要進一步深挖 「兩制」帶來的好處，
改變過去 「兩制」間機械切割、老死不

相往來的狀況，在三地兩制之間建立起
一座座的橋樑，實現政策、規則等的對
接和深度的合作，將兩制各自獨特優勢

進一步挖掘出來，讓三地組團發展，產
生 「1+1+1>3」的效應。

王振民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
在 「一國兩制」制度框架下進行的，並
非另起爐灶。 「任何對接、合作，甚至
聯盟，都不是把 『兩制』變 『一制』，
不是模糊乃至取消 『兩制』之間的界線
。兩種制度各有各的精彩，都值得很好
地保留、發展。」

他說，建設大灣區只做加法不做減
法，不會減損目前港澳已經擁有的一切
，更不會令三地獨立經濟體地位改變，
而是在發揮各自優勢的同時，把 「兩制
」各自的不足之處減少到最低，實現揚
長避短、優勢互補、互利共贏，讓個體
、區域、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

聚焦 「 『一國兩制』 與大灣區發展」 、以 「金甌無缺、政經細說」 為主題的 「紀念基
本法頒布二十九周年研討會」 昨日在港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任張勇在會上致辭時表示，建設好大灣區，既要共同遵守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相互尊
重和遵守內地法律和香港法律，也要把堅持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維護中央
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的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三者
創造性地有機結合。

大公報記者 周 宇（文） 蔡文豪（圖）

▲ 「紀念基本法頒布二十九周年研討會」 昨日在香港舉行，前排右六為張勇

▲王振民強調，大灣區建設是在 「一國
兩制」 框架下進行的，並非另起爐灶

▲聶德權表示， 「一國兩制」 是對國家
、對香港最有利的制度

2019年5月11日，應該成為740萬港人不能忘記的日子。
這一天，位於港島金鐘政府總部大樓旁的立法會議事廳內，上演了

一場令世人震驚的鬧劇。混亂中，暴徒們將街頭暴力施之於本應代表法
治精神的立法會，溫文爾雅的陸頌雄、陳恒鑌兩位男士倒地了，一向纖
弱文靜的麥美娟、葛珮帆兩位女士受傷了……暴徒們嘶吼謾罵，用身體
推撞衝壓，用拳頭使勁擊打建制派議員。莊嚴神聖的立法會會場，轉瞬
間便成為暴徒們用以阻擊政見不同者的戰場。

這一天，反對派的范國威、朱凱廸、區諾軒們預謀和親自出演了這
場全武行。早上8點30分，為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而通宵霸佔第
一會議室的反對派議員，在法律顧問、政府官員和建制派議員都沒有到
場的情況下自行開會；8點50分，會議主持人─建制派議員石禮謙進
入會議室，卻遭到反對派議員范國威、朱凱廸阻擋；9點，石禮謙前往
主席台主持會議，一眾建制派議員便遭到反對派拳腳相向；9點15分，
石禮謙宣布會議暫停，轉至等候室休息，區諾軒、朱凱廸圍堵門口，高
聲謾罵……

這一天，是反對派議員們為了私利而撕下面具的日子。他們反對政
府修訂《逃犯條例》不需要理由，自拉圈子僭越立法會權力不需要規則
，用暴力可以成功阻止會議如期選出修例法案委員會主席；他們阻擊對
手赤膊上陣，痛毆同類不再手軟，為結洋人之歡心，再也不用披着 「自
由民主人權」的外衣。

這一天，也應該成為喚起740萬港人警醒的日子。當議會充斥暴力
，當規則成為兒戲，當洋奴可以大行其道，當不守規則者敢為逃犯張目
，香港的未來從何談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
沒有內地市場和兩地合作的協同效應，香港的很多優勢根本沒有辦法發揮出

來，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後繼無力。

公開大學教授趙雨樂：
基本法是大家在 「一國兩制」 下信守的生活指南，為香港的法治社會奠定穩

固的基石。

有線電視助理財經編輯主任李燕芬：
假如資訊太多，判斷太難，不如像我一樣，踏遍九市二區，親身感受每個城

市。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席李宗德：
只有全民正確認識憲法和基本法，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才能確保 「一國兩

制」 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 （大公報記者整理）

與會者談大灣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