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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行政与立法关系的一般理论与制度实践，回顾了香港回归前的行政与立法关系，在此基础
上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设计中的行政与立法关系进行规范分析和立法原意阐释；对香港回归
后的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发展进行总结，归纳了行政主导原则受到严重挑战的表现形式和带来的影响，
分析了导致行政主导原则受到严重冲击原因：同时，作者从“普选行政长官，提高其认受性”、“保
留功能议席，保持均衡参与”，“正视政党存在，建立执政联盟”、“落实沟通管道，加强议行协调
”、“优化间接因素，为实现行政主导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五方面提出了有利于改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与立法关系，巩同行政主导原则的可行途径，为实现强政励治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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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建臻，1976年6月生，男，山东青岛人。
2001年、2004年、2008年分别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行政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廉政理论与实务。
代表性学术成果：参著《法律的实施与保障》（北京大学山版社2007年版）等书；在《政法沦坛》、
《行政法学研究》、《法律适用》、《党政论坛》等法律类、政治类核心期刊及其他期刊上发表论
文20余篇；在《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中国纪榆监察报》、《香港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
章50余篇；参与、独立完成近10项科研课题研究，有多篇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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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香港的政治体制  英国占领香港后，按照英国殖民地的基本模式设计香港的政治体制。
当时英国殖民地的政制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由英国的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派遣总督
为殖民地的首长，全部权力归于总督一身，不设立任何其他议局，如被英国视为军事要地的直布罗陀
建立的就是这种体制；第二类是在总督之下视情况设立一个或两个议局，行政局和立法局，其成员均
系委任产生，辅助总督对殖民地进行管治，如锡兰、毛里求斯实行的就是这种体制；第三类是在总督
之下分别设立行政局和立法局，其成员全部或部分由选举产生，如马耳他、塞浦路斯的政制属于此类
。
不管哪种类型，作为殖民地政制核心的总督都是由英王直接委任，对英王负责。
英国最初在香港建立的政制属于第二种类型。
香港的政制由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Royal Instructions）两个宪制性文件奠定。
最早对香港政制作出规定的是1843年4月5日颁布的《英王制诰》，主要内容包括：总督由英王任命，
是香港的首长，总督之下设立行政局与立法局协助其工作；总督拥有立法权，但香港制定的法律不能
违反殖民地部的训令，英王有权否决香港制定的法律，英王会同枢密院、英国议会俱可以为香港制定
法律；总督有权任免政府官员和法官，对土地进行处置。
为对香港政制作出具体安排，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在《英王制诰》颁布的第二天，英王又向港督颁布
了《王室训令》，详细规定了行政局、立法局的组成和运作，规定了总督在两局中的权力。
立法局由三人组成，成员由总督提名，英王任命；总督为立法局会议主席，只有总督有权向立法局提
出议案，同时总督拥有对立法局全体成员意见的否决权。
行政局亦由三人组成，成员亦由总督任命；总督为行政局的当然主席，总督对会议的召开（时间、讨
论内容等）有决定权，同时总督决策不受行政局会议意见的约束，可以拒绝接受行政局会议的意见。
《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经过修订后于1917年重新公布，此后又经过一些修改，比如两局议员的
数量不断增加，但大的原则没有改变，许多条款仍保留了19世纪时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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