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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 30周年，在过去的 30 年中，中山大学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围绕港澳主权顺利回归及“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这两大主题，对港澳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中山大学进一步加强同港澳地区的合作交流，为中国法治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顺利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可以说，中山大学在对港澳法的研究上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并得到全国同行认可的。下面我们拟从专业队伍及学科的建设，论文发表，专著教材出版及学术交流等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山大学在港澳法的研究方面作回顾和总结，希望我们能够从中看到过去所取得的成绩，及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奠定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间久远，以及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有限性，可能还有很多有代表性成果未被提及，下面所提及成果的只是作者所搜集到资料的一小部分，囿于文章的篇幅，难免挂一漏万，如有错漏之处，敬请方家海涵。  1  1  1  1  专业队伍及学科的建设专业队伍及学科的建设专业队伍及学科的建设专业队伍及学科的建设    20 世纪 80年代左右，中山大学有关港澳法的研究刚刚起步，从事港澳专业研究的人才比较缺乏，这当然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一是当时整个法学学科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从事法学研究的人员较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内地对港澳了解比较少，加之语言及法文化背景的差异，资料匮乏，信息阻隔，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无从下手。这就造成当时中山大学研究港澳法队伍比较薄弱，这种情况在全中国也是普遍存在。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当时从事港澳法研究的人员比较突出的组织者有端木正教授、陈致中教授和李启欣教授等，研究领域主要是香港法，对澳门法很少作研究，而且研究的对象及内容较为单一，主要是集中在对“一国两制”的阐释及停留在对香港法的一般知识的简介上。对香港的部门法及与内地部门法的比较方面还没有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中山大学港澳法专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专业研究人员素质不断



提高，研究队伍的年龄也日趋合理，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主的学术队伍。其中，研究港澳法较为突出的有李启欣教授、王仲兴教授、程信和教授、陈丽君教授、刘恒教授、谢石松教授、慕亚平教授、黄建武教授、黄瑶教授、杨贤坤副教授、邓伟平副教授、丁艳雅副教授、罗剑雯副教授、郭天武副教授等，他们在内地与港澳法律冲突与协调、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及 CEPA实施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绩。2004年 7 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原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大法官廖子明先生、资深大律师廖长城先生、德辅大律师事务所主席冯华健先生、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汉清先生、海陆国际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温嘉旋先生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杨良宜先生受聘为中大法学院兼职教授，本次获聘的 7 名客座教授都来自香港法律界，经验丰富，各有专长，7 名香港法律界名流的受聘将大大推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法律交流，有助于两地法律教育合作，也大大增强了中山大学港澳法专业研究队伍的力量，对于双方的互相了解，更好地贯彻一国两制都十分有益。还值得一提的是，李启欣教授还多次选送研究生赴港澳学习法律，为港澳法的研究培养了后备的人才。 在学科建设上，“中山大学法律系自 1982 年邀请香港理工学院商业及管理学系姚栋华先生来穗讲学后，历年延聘香港中文大学教师及执业律师名家讲学络绎不绝，学生对香港法颇感兴趣。” 从 1987年开始，中山大学法律学系将香港法作为一门课程列入本科教学计划，由本系老师主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粤港两地的各界人士为加强沟通和促进经贸往来，都迫切需要加强两地法律界的合作与交流。中山大学法学院和对外汉语培训中心与香港法律界进行了多项卓有成效的合作，先后为香港律政司举办了“香港警务人员培训班”、“香港律师中文陈词班”、“中国商事法研究课程证书班”、“知识产权班”、“民商法班”等课程班，成效十分显著，学员们获益良多。可以预见，随着“一国两制”和 CEPA的进一步实施，香港和内地的合作与交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教育方面也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在培养人才和建设学科的同时，港澳法的研究内容也开始走向深入，不再仅仅局限在对港澳法知识的简介上，而是逐步地向纵深发展，这首先体现在对两岸三地部门法的比较研究工作业已展开，包括对其民事、刑事和行政基本制度的比较，粤港澳三地法律关系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协调进行研究，以期为内地与港澳之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法律合作提供路径；其次，对粤港澳法律的研究对象从港澳基本法拓展到港澳的刑事法、民商法、司法制度、律师及警察制度等各个领域，并且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最后，对于港澳法研究中的一些新近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如 CEPA 框架下内地与港澳合作的法律思考、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建立等等，始终走在港澳法研究的前沿。如果说港澳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话，那么经过 30 年的辛勤耕耘，中山大学对于港澳法的研究工作已经摆脱了稚嫩期，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   2   论文发表论文发表论文发表论文发表    在港澳法律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上，中山大学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这主要有两方面的



原因，其一是广东毗邻港澳，占尽地缘、人缘及信息的优势，其二是广东开放的现实需要及中山大学作为全国知名学府，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研究队伍。纵观改革开放这 30 年来，发表论文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简介时期（1978－1989 年）；二是发展时期（1990－1996年）；三是深入时期（1997－2008 年）。从中山大学期刊室的收藏中，能见到最早的一篇论文是黄文俊、成光海合撰的《香港法律简介》（《法学季刊》1985年第 6期），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其内容可能不够深刻，但如果放在学科历史的发展上去考察，这篇文章毕竟是反映了当时广东港澳法研究的水平，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的。随后见到的一篇是黄文俊、李启欣合写的《香港合同法概述》（《广东法学》1980 年第 2期。）这篇论文不仅能够对香港的部门法作出客观的介绍，而且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也具有借鉴价值，为内地同行理解香港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这一时期毕竟是拓荒时期，论文的数量较少，对港澳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明显地存在不足。 第二时期是从 1990 年开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作为契机，中山大学对港澳法的研究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这时的香港已经进入了后过渡时期，澳门的回归也已提到议事日程，一些有争议法律问题也都浮出水面，急需法学界进行研究和解答，因此该时期的港澳法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澳门法的研究上，给予了更大的关注，也有了重大的突破。这一时期发表的主要论文有程信和的《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刘恒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权》（《法学文集》第三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1991年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法商研究》1995年第 3期。），李启欣、刘杰的《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原则》（《政法学刊》1990 年第 4 期），程信和的《第一部体现“一国两制”法律杰作——学习香港基本法》（《港澳研究》1990 年第 4 期），以上几篇是对香港基本法进行研究的文章，通过这些论文的发表，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一国两制”的方针，对宣传推广基本法起到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对后过渡期香港的其他一些法律热点问题和部门法的相关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如杨贤坤的《当前内地与港澳司法协助的一些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1 年第 2 期），黄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国际条约中的地位》（《广东法学》1991年第 2 期），桌冬青的《完善我国涉港澳喜从夫妻财产制》（《中国法学》1993 年第 4 期），刘华的《香港银行监管制度》（《比较法研究》1994 年第 46 期），李启欣、马锋的《涉港经济合同仲裁条款有效性问题研究》（《仲裁与法律通讯》1995年第 5期），陈致中的《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广东法学》1991年第 4 期）。 这一时期，有关澳门法研究的代表作是：李启欣的《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述要》（《法学学刊》1991 年第 4 期），杨贤坤的《论内地与澳门地区法律适用问题》（《广东法学》1991年第 4 期），邓伟平的《过渡时期的澳门法院体系》（《当代港澳》1995年第 1 期）和《澳门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 3期）。 第三时期是从 1997年至今，该时期经历了香港和澳门回归，“一国两制”已从理论走向实践。内地与港澳之间的法律体系的碰撞开始增多，现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更多的新的法律问



题。针对这些新法律问题，中山大学研究港澳法的同仁们纷纷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研究向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扩展。 有关内地与港澳法律之间的冲突与司法协作问题的研究，有较多成果。主要的代表作有：李启欣《以“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和《略论粤港两地司法协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途径》（《广东法学》1997 年第 5 期），陈致中的《“九七”后香港和内地的法律冲突应如何解决》，王仲兴的《关于张子强的管辖权问题》（《南方日报》1998 年第 6 期），程信和的《粤港澳经济交往中的法律协调问题》（《广东法学》2000 年 4 期），谢石松的《港、澳、珠三角地区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协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 年 5 期）和《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协调》（《美中法律评论》2005 年 9 期）和郭天武、朱雪梅的《“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法律体系的冲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年 5期）和郭天武、黄琪的《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协议评析》（《大珠三角论坛》2007 年第 1期）。 有关香港法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邓伟平、林博的《从香港法上的分居制度引发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年 6 期），郭天武、蔡冰菲《论港澳基本法的解释权》（《当代港澳》2001 年 2期），郭天武、隐焰的《论港澳基本法对中国法制的拓展和启示》（《当代港澳》2000 年 2 期），郭天武的《港人的法治精神从那里来》（《同舟共济》2007 年第 7期）和《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法律思考》（《政法学刊》2008 年第 4 期）；而在有关 CEPA 研究上的代表人物则是慕亚平，其研究的代表作主要包括：《CEPA 框架下内地与港澳医疗卫生合作的法律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 1期），《应当健全 CEPA 协议下的机构安排》（《法学评论》2007 年 3 期），《CEPA 协议实施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 3期），《论 CEPA 的性质及其实施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 3 期），《析 CEPA 中服务提供者的准入标准》（《国际经贸探索》2004 年 6期），《应当构建 CEPA 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 4 期），《CEPA中“服务提供者”定义与资格确定》（《学术研究》2004 年 4 期），《防范“溢出效应”——探析 CEPA 中“香港公司”定义难题》（《国际贸易》2003 年 11 期），《推进 CEPA 框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旅游业合作的法律思考》（《学术研究》2008 年 4 期）。近来，其针对广东省在深化粤港澳合作方面提出要成立粤港澳特别合作区设想，撰写论文《建立粤港澳特别合作区是对中国区域合作战略的有力推动》（《广东法学》2008 年 2期），对其作出了理论上的回应。郭天武、王光的《香港廉政公署的运行机制（《港澳研究》2008 年春季号）是新时期研究香港反贪工作的又一力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丽君教授关于香港基本法与香港政治体制关系的研究。陈丽君教授从 2000 年起至今在《港澳情况通讯》上连续发表有关香港基本法文章几十篇，如《近期香港政治化趋向及原因分析》（《港澳情况通讯》2003 年第 3 期）、《七月一日以来香港政坛震荡后果与对策分析》（《港澳情况通讯》2003 年第 4 期）、《撤回二十三条立法后的香政治形势与对策分析》（《港澳情况通讯》2003 年第 5期）、《2003 年区议会选举结果对香港政治的影响与对策分析》（《港澳情况通讯》2003 年第 6 期）等。这些文章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及



省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关于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问题、香港立法会及特首的选举问题、香港政党发展与政制体制变化等问题，陈教授有着独到见解，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山大学关于香港基本法研究的水平。 针对澳门法律的专门研究，这个时期也逐步走向深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邓伟平副教授，他本人曾经在澳门法院担任过法官，对澳门法律有较为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其近十年来，对澳门法主要研究的成果包括《澳门法律特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6期）、《澳门立法会的立法程序》（《现代法学》1997 年第 6 期）、《澳门法律体系的建立和过渡》（《法学评论》2000 年 1 期）等等，除此之外，有关澳门法律的研究还有慕亚平的《澳门与中国内地在 WTO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 2 期），郭天武、朱雪梅《澳门法律本地化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期），郭天武的《后过渡期澳门社会治安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期），以上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介绍和研究了澳门法的相关制度与法律特征，使内地对于澳门法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深入的了解，是研究澳门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内地与港澳的法律由于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对其进行比较，可望对三地的法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港澳法具体制度的比较上，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熊向东、郭天武的《内地与香港刑法强奸罪比较研究》（《政法学刊》1998 年第 1 期）和邓伟平的《内地与澳门离婚制度的比较》（《中山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内地与澳门仲裁法律制度的比较(上)》（《仲裁研究》2004 年第 2期）、《内地与澳门仲裁法律制度的比较(下)》（《仲裁研究》2005 年第 1期）等等，他们研究从三地的具体制度出发，从微观层面对三地的具体制度进行比较性研究，研究并不流于表面和介绍性质，较为深刻。     3  3  3  3  出版的出版的出版的出版的专著专著专著专著、、、、教材教材教材教材及工具书及工具书及工具书及工具书    中国改革 30 年来的政策，促进了国家法制的发展，使中国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内地与香港澳门的立法与司法，都有不少值得互相学习与借鉴的地方，开展对三地法律的研究，是三地法学界的共同任务。在此期间，中山大学的教师在对港澳法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与港澳法有关的教材、专著和工具书。 1987 年 10 月出版了李泽沛主编的《香港法律概述》，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香港法的书，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年后，李泽沛主编的《香港法律大全》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比较丰富，门类比较齐全。程信和、黄建武、王仲兴、郭天武等2001 年编写的《粤港澳法律关系》为广东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粤港澳关系研究”的四个子项目之一，它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一国两制”条件下广东与香港、澳门三地交往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分别从经济交流、民事交往、跨境犯罪、民商事司法协助、刑事司法协助等五个方面，就历史与现状、成绩与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述和论证，力图探索规律性，并提出对策建议。实践显示，关注三地之间交往的法律关系，促进其良性发展和逐步完善，对于三地的稳定、发展和繁荣都是十分有益的。2006 年由谢石松教授主编的《港



澳珠江三角洲地区法律冲突与协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地分析了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法律冲突现状与原因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就如何协调三地法律体系作了设计。2008 年由王仲兴、郭天武主编的《内地与香港刑事司法合作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九七”后内地与香港跨境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分析了内地与香港刑事实体法及刑事程序法不同之处，阐释了内地与香港刑事法律体系冲突原因及解决问题之路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地与香港刑事司法合作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合作的原则。作者认为，统一实体法乃是最终解决内地与香港刑事法律冲突的根本之道，通过统一实体法，最终避免和消除区际法律冲突，不过实现这一目的的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在充分尊重各自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以及在协商与协调的基础上，各法域在某些问题上逐步地实现实体法的统一是可能的。当然，目前最首要的应当就是尽快建立起各法域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然后在双方甚至多方司法协助的基础上，平等协商，统一刑事司法互助的基本规则。 在澳门法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杨贤坤教授应算是开拓者，由其主编的《澳门法律概论》是国内最早的一本介绍澳门法律的专著，该书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该书内容全面，体系合理，资料详实，并由李启欣、陈致中两位教授作序。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研究澳门法专著的空白。澳门回归前夕，杨贤坤、慕亚平和邓伟平所著的《澳门民商法与冲突法》从对澳门民商法和冲突法的了解和研究，力争发现澳门民商法和冲突法的特点并分析内地与澳门在民商交往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这个研究能对读者了解澳门民商法和冲突法发展的轨迹，特别是现行的规则和将来的制度，对在两地今后相互进行经济贸易交往和一般民事往来时减少冲突，对完善我国民商法和冲突法提供参考。有关澳门法研究的专著还有邓伟平的《澳门基本法知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4月出版)。 在教材方面，李启欣、程信和等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将授课讲稿整理，修改补充编写成《香港法教程》一书，该书应该算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于 1991 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教材，该书已广泛地为全国同行所接受，也是当时撰写香港法论文所引用最多的书目之一。该书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香港法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香港法的渊源和现行部门法的同时，着重于阐述有关经济法律、民事法律方面的内容。同时，以《基本法》各项规定为依据，考虑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并以之为出发点，内容充实，体系合理，资料准确详实。被列为广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本科段课程的教材。该书的研究与出版，既有助于中山大学法学院香港法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促进本系老师开展对香港法律更深入的研究，更好地为《基本法》的实施服务。 在工具书方面，在 20世纪 90 年代的中后期，杨贤坤与一批中青年学者合作，连续编写出版《澳门法律概论》、《澳门法律研究》二部有关澳门法律的著作，其中涉及到了一些澳门的主要法律，是该时期一个突出的研究成果，上述两本辞书，以客观的态度介绍了有关澳门法律条目，是研究港澳法律难得的工具书，尤其是《澳门法律研究》一书，立足于澳门后过渡期的实际情况，重点讨论了后过渡时期澳门社会的三大问题，即“公务员本地化”，“法律



本地化”，“中文官方语言”。并为转型时期澳门法律体系的重建提出许多前瞻性的宝贵意见。该书的出版，使中山大学的澳门法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使中山大学的澳门法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 但是，由于在澳门回归前，澳门的法律进行了不少的修改，在澳门回归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构又制定和公布了许多新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为此，杨贤坤老师不畏年高，老当益壮，在澳门法研究领域里继续耕耘，于 2004 年，与一批中青年学者合作又再编写一本包括澳门各个部门法律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书籍，即《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通览》，该书涉及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澳门五大法典、回归前后一些重要法律及法院裁判书，对内地的司法改革尤其是裁判文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作为澳门广大居民学习自己的法律，用自己的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不可或缺的法律工具；而且，也可供澳门和内地广大法律爱好者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立法部门作研究参考之用。所以该书的出版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 由邓伟平、郭天武参著的，羊城出版公司出版的《澳门大辞典》中有关澳门法律的条目也是该时期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澳门大辞典》是国内有关澳门的首部大辞典，获国家图书奖二等奖，是了解澳门各方面知识，包括法律知识的重要工具。  4  4  4  4  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学术交流     研究港澳的法律离不开学术交流。1983 年 9月，中山大学端木正教授为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制定了《香港政制与法律》课程计划，邀请香港的学者主讲这门课程，此举为广东法学界开展香港法的研究及学术交流开刨了先河。 1998 年 l0月，中山大学法律系，广东省司法厅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在中山大学共同举办了题为“内地与香港法制建设”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 100 多名两地法学界及律师界代表。在研讨会中，两地的法律专家对内地与香港法制的互动关系、法制建设等有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并讨论香港如何应对和解决日后可能面对的挑战。加深了两地的法制交流与认识。    2000 年 5 月 27 日，中山大学法律学系、香港律政司于中山大学共同举办“内地与香港诉讼制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这是促进两地法律交流与研究的又一大学术盛会。是香港特区法律界向内地法律界展示特区诉讼程序，内地全面了解香港的诉讼制度，从而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增进两地法律界在诉讼问题上交流合作的有益的研讨活动。 
2007年，由中山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于 12月 15日—16日在广州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 FTA 法律制度暨其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以及环境法前沿问题研究。包括国务院台办法规局张万明副局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教授、台湾中研院法律学研究所主任汤德宗研究员等两岸四地近 120 位法学家、司法工作者出席，此次会议促进两岸了四地的法学学术交流和法律发展，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交流。 中山大学法学院还经常注重与港澳各高校及其学生进行交流的活动。如 2008 年 6月，



由中山大学外事处承办、中山大学法学院协办的“内地与香港法律学生交流营”活动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内地与香港法律学生广州交流营”是一场旨在促进内地与香港法律学生交流的活动，它为双方的学生交流及法律制度的互相学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同时，为了增进我院学生对香港法律教育和法治状况的了解，加强与在港法学院校友的交流合作关系，促进粤港两地青年的友谊，在中山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中山大学法律系香港同学会的共同支持下，2005、2006 年、2007 年连续三年，我院先后派出 50 多名师生赴港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对香港法治进行调研，先后访问了黄大仙民建联地区支部，深入了解香港区议员的工作情况及附近廉租房居民的生活状况；参观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屯门青少年中心，具体获悉了香港社工服务的操作制度与其开展的各种培训服务活动；旁听香港高等法院聆讯，对比认知香港法院的庭审程序与其普通法系制度的构建等知识。除了走访各种机构组织，赴港团还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等法学院，和这些大学的师生代表进行了探讨交流，进一步增进两地法律文化的交流、互动了解，达到赴港进行法治考察的目的。 为了丰富港澳教学及研究的内容，营造活跃的教学氛围，中山大学法学院每年都邀请多位港澳法的专家学者前来进行短期讲学或讲座，给教师和学生带来有关港澳法方面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信息。先后邀请了香港城市大学王贵国教授讲授“法律全球化，全球化的法制”、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杨良谊主席讲授“英美合同法”、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胡汉清大律师讲授“香港近年来的政制发展”等，这些讲座带给我们港澳法知识的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港澳法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角度。      综上，以上的交流活动拓展了三地法学界的视野，加强了内地与香港、澳门法学界的联系和学术的交流，促进三地间研究港澳法的深入，为港澳法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信息交流与学术互动的平台。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凭借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中山大学港澳法研究已经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浅显走向深入，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如何深化粤港澳的合作，建立粤港澳合作区，如何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打击内地与港澳跨境犯罪，以及两部基本法的解释与修订等等。可以预见，在良好的港澳法研究氛围和一批高素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山大学的港澳法研究必将开创其独具特色的港澳法研究局面，并为“一国两制”精神的落实和粤港澳深化合作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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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3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Hong Kong and Macau Law Studies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 which strongly focuses on the issues such as 

Hong Kong and Macao’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legal theor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and the legal problems accompany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PA. We’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domains of professional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of paper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onographs, and academic exchange. Meanwhile, we have 

developed a great platform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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