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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晟是我指导的比较法学专业博士生，《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研究:以法理学为视角》以作者的博
士学位论文为主体。
与我指导的其他博士生选取比较民商法研究方向作为论文选题不同，作者选取了比较宪法学研究方向
的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作为论文题目。
作者选题直面中国乃至国际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法律问题，筚路蓝缕，努力探索，应予肯定。
香港基本法是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法律，是邓小平对中国和世界政治及法律制度的重大贡献。
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不仅对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学科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对法学及其
中的宪法学、比较法学等专业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比较法学而言，香港基本法本身是不同法系融合的产物，对香港基本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近距离地
了解和研究普通法法系的传统和文化；内地的法治正在加速现代化建设，普通法法系重视法律程序和
技术的优点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更为重要的是，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法制已经融入中国法制，即使从中国法制发展的角度，我们
也应加强对香港基本法的研究。
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曾对“一国两制的理论与成功实践”进行了专门讨论。
但总体而言，目前内地对香港基本法的研究现状与该问题的重要性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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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立法法》能否作为解释《基本法》的正式渊源或法律依据？
讨论《立法法》是考虑到《立法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也属于宪法性法律或宪法部门，更
重要的是《立法法》在第二章“法律”第四节“法律解释”中以专节6个条文规定了法律解释问题。
《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
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此外，《立法法》还规定了法律解释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程序：其一，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立法法》第43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研究拟定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
其三，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委会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
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
其四，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其五，法律解释由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立法法》是我国法律解释制度中除宪法外法律效力最高的渊源类别。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应该而且事实上也严格遵循了《立法法》。
香港法院（如香港终审法院）是否在解释《基本法》时也应遵循《立法法》的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基本法》第18条明确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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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研究:以法理学为视角》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