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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立法會補選已經結束，是次補選結果對香港政界而言有重要啟示。我亦受

邀到北京參加「一國兩制精英沙龍」，就補選結果以及未來香港政治形勢發表演

講。

本期開始，《融會》新增「理事專訪」的環節，讓大家增加對本會理事們的認

識。是次訪問了在香港及內地均十分活躍的田飛龍教授與林至穎先生，他們對今

年兩會通過的修憲，與「粵港澳大灣區」都有獨到的見解。

精選文章摘錄方面，我們內地和香港理事的筆鋒遍及國歌法、電競行業以至中美

貿易衝突，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召集人 何建宗

最新活動

  
一國兩制精英沙龍 － 14/03/2018 

2018年3月14日，本會召集人何建宗

獲邀參與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

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北京聯合大

學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中國政法

大學台灣法研究中心以及南開大學法

學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在北京聯合主

辦的第4期「一國兩制精英沙龍」，

就2018年立法會補選結果以及未來香

港政治形勢的發展進行了詳盡分析。

他認為，現在政府採取主動態度解決

民生議題，林鄭月娥也願意吸收包括

反對派的一些意見，大手筆的去做，

不會綁手綁腳。所以，民生議題反對

派沒有太大的著力點反對。而政治議

題很多是由政府或者中央主動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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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像政改。反對派因政改不重啟

而失去一個著力點，而民生議題基本

由政府主導，反對派也難以發力。 
講座詳細內容請看以下鏈接。

近期文章摘錄 
 
何建宗：開放港人大灣區買樓 滿足置業願望 – 29/03/2018 
 
黎沛文：國歌條例將進一步明確表達自由的界限 － 19/03/2018 
 
甘文鋒：政府應思考如何支援電競產業 － 12/03/2018 
  
林至穎﹕局部「熱衝突」 中美貿易新常態 － 05/03/2018 
  
田飛龍﹕從「反封建」到「中國夢」：中國的政治語言演變 － 15/02/2018 
  
黃淼：克服新時期三大挑戰 強國更強 － 13/03/2018 
 

理事專訪

田飛龍

 
1. 請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田飛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兼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

任，以及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作為一名內地的青年憲法學者，我的研究興趣是

憲法與政治理論、港澳基本法、公共治理等，喜歡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撰寫專欄

文章及接受訪談，將憲法與基本法的知識和判斷分享給內地公眾及港澳同胞。 
 
2. 作為內地近年嶄露頭角的內地憲法學者，為何對港澳事務特別有興趣？有甚麼

淵源嗎？  
 
我的專業是憲法學，港澳基本法承載的「一國兩制」是憲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http://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8841%20&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octsyouth.hk/hoarticle-29032018/
http://octsyouth.hk/laiarticle-19032018/
http://octsyouth.hk/kamarticle-12032018/
http://octsyouth.hk/lamarticle-05032018/
http://octsyouth.hk/tianarticle-15022018/
http://octsyouth.hk/huangarticle-13032018/


也是我國憲法實踐中最具活力及制度化程度較高的部分，自然引起我的關注和興

趣。內地憲法學者中，陳端洪教授對港澳基本法的研究對我影響頗深。如何從國

家理論和憲法學的結構性層次全面準確闡釋「一國兩制」的基本法理，既是一種

學術樂趣，也是一種學者責任。初涉香港議題時，陳弘毅教授的著作、提攜及訪

問研究的安排，引我進入這一研究領域並逐步扎下根來。 
 
我在2014-2015年的時候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做訪問學者的研究工作，期間專門

研究香港政改與基本法，待我離開時留下了一本《香港政改觀察》。當時我親身

經歷了佔中事件，對香港的印象更加深刻，在感受到香港社會法治權威、公民社

會活力及民主運動強烈訴求的同時，也深深地為香港民主的民粹化及對國家的深

度誤解而憂心忡忡。如何幫助香港走出「過度政治化陷阱」，回歸「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理性軌道，是我這些年繼續從事基本法研究的主要考慮。 
 
3. 如何評價林鄭月娥的管治新風格？對香港的政治前景有何看法？ 
  
林鄭月娥傾向於以經濟、民生發展與社會重建作為優先處理的議題，重新團結香

港和建立社會的信心，贏回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信任和期待，讓香港抓住國家發展

與國際化中的機遇和利益。林鄭月娥現在的工作做得不錯，香港將會更上一層

樓。她應該更多地利用國家提供的機會，以超出香港自身的本地視角去思考香港

問題，更加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對於解決香港一系列政治社會問題的巨大契機。 
 
她形象氣質及管治經驗俱佳，有和解之心及連接平衡中央與香港複雜關係的能

力，對青年成長思考與應對較多，相信可以逐步幫助香港走出「過度政治化陷

阱」，為香港的再次騰飛奠基。 
 
4. 內地的港澳研究領域發展如何？對香港政府或智庫有甚麼啟示嗎？  
 
內地的港澳研究領域近些年有了很大發展，湧現了一批新人和新成果。這與國家

對香港治理的新思考及新思路有關。內地港澳研究更加重視對「一國兩制」完整

法理的闡釋，以及對香港法治的縱深化研究，也更加重視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的一

系列政策調整與配置，塑造香港人的「公民同等待遇」。 
 
我熟悉的內地專門研究港澳議題的組織是全國港澳研究會，至現時為止已有眾多

研究成果。香港與內地的港澳研究項目應多加交流及合作，內地的研究成果也頗

值得香港政府及智庫參考。我覺得「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的橋樑作用很值得肯

定，集合兩地學者共同研究一些真問題，提出「接地氣」的對策。 
 
5. 隨著最近修憲獲得全國人大通過，你認為新時代「一國兩制」的主題是什麼？

發展前景如何？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延續十九大報告關於「一國兩制」的核心論述與取向，進一

步突顯「融合」的主旨，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兩岸「同等待遇」升級為基本抓

手，以國家的主體意識和主場效應積極塑造「一國兩制」新形態。總體而言，

「一國兩制」在港澳台儘管有著不同的制度進程及問題清單，但卻共同走向了有

序融合的新週期。 
 



2018年是「一國兩制」發展的新週期之實質起點，對港澳而言是憲法與基本法秩

序下的治理優化及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對臺灣而言則是主場在我的「同等待遇」

之人民融合。「一國兩制」從受制於具體歷史與制度條件的相對「隔離」走向以

國家為主體與主場的有序融合，這本身就是國家發展及其國際化的合理節拍。我

們也樂觀地看到越來越多的港澳台居民對這一節拍變奏心領神會，更加積極主動

地主張「同等待遇」及公民身份，更加從容地尋求及實際融入國家大發展的時代

脈絡之中。與國家主場下的治理現代化、新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總趨勢相比，日益

偏狹局促於一隅的港獨、台獨及泛化形式的地方「小確幸」文化也就日益顯得非

理性及不明智了。以法治為秩序抓手，以融合為政策主軸，「一國兩制」的新時

代畫卷正在展開。 
 

林至穎 
 
1. 請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是林至穎，曾經長期在跨國供應鏈管理巨頭利豐集團工作13年。我從小就喜歡

接受挑戰，後來投身內地，在最熟悉的供應鏈管理領域開始創業，現已創立了三

家公司。近期在香港啟動了幫助國際及香港青年科創項目落地粵港澳大灣區的非

牟利項目——司南創新聯盟，希望運用自己的資源和經驗，幫助香港青年開拓內

地廣闊的發展空間。 
 
2. 可簡單分享一下你以往工作及創業的經歷嗎？ 
 
供應鏈技術對你而言有何意義？ 我在利豐集團工作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的興趣所

在，並逐漸加深了對消費品供應鏈方面的認識，隨後看好內地的機遇便向公司提

出要到當地開拓市場。於2015年，我在供應鏈管理領域積累了足夠的資源和經

驗，並在內地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於是決定離開安逸舒適的打工環境，嘗試創

業。我的家鄉在中山，中山因傳統製造業林立而快速發展，而傳統產業近年因為

外部市場萎縮帶來轉型升級困難，而供應鏈服務擁有幫助中山企業實現轉型的意

義。 
 
3. 你現在由市級政協升上省級政協，你有甚麼感受？港人在內地從政又需要甚麼



條件？ 
 
感到任重道遠，自己要負起引導港澳年輕人來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工作、創業、

讀書，及解決他們可能遇到的生活問題的責任，同時也要繼續關心家鄉及香港的

發展，貢獻力量，建言獻策。作為政協，首要談政治，也要寫好提案和參與各種

調研，也要在香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進行政治表態，還要兼顧好自己的事

業，把產業做大，並不斷學習及與他人交流，博採眾長，以上也是希望在內地從

政的港人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4. 香港可以如何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香港青年

又應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香港可以善用其資訊流通、資金自由與國際法律銜接的優勢，為國家及粵港澳大

灣區服務。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都非常接近，有想法的

國外及香港青年通過該平臺可以進行科技創業實踐並落戶大灣區，以此為基地開

拓國內外兩個市場。甚至他們考慮從香港到內地去發展的話，大灣區是一個很好

的跳板。 
 
5. 你現在擁有政協及創業家等多重身份，你認為這些身份可以如何推動本智庫發

展？ 
 
本智庫未來將會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發展基金，你對此項目有何建議？ 我的

經驗及身份能幫助智庫在粵港澳大灣區議題上的研究，而且我對廣東省各地市的

政策及發展方向較為熟悉，而當地的人脈關係也能促進智庫與當地政府及社會的

交流及合作。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發展基金而言，我認為最重要是同時建構其

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研究發展基金所產生的成果除了要有高度的學術性外，也

要能在現實上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作出貢獻。 
 

本會研究項目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近月發表《港人內

地讀書就業身份待遇問題研究》報

告。報告發表後，本會約見了香港和

內地各相關部門，提出政策建議……
更多 
 
研究報告： 
《港人內地讀書就業身份待遇問題研

究》報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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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介紹

回歸 20 年，香港和內地對於「一國兩制」的實踐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兩地年青

人由於成長背景和經歷不同，對「一國兩制」理解也有差異。兩地需要一個平台

讓不同觀點互相碰撞；兩地需要一道橋樑促進青年人真誠對話，面向未來。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於 2017 年 4 月成立，這個智庫由香港和內地的年輕學

者、專業人士和跨黨派人士組成，希望結合香港和內地年輕人的觀點，就「一國

兩制」的廣泛議題進行研究、對話，並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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