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大灣區法律與

機構合作國際會議 (2024.01.27-28)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CCCL）於 2024 年 1 月 27 日成功舉辦了一

場關鍵的學術研討會，著眼於促進與研究大灣區一體化，為政策制定提供優質建議。研討會

由林峰院長致歡迎詞，王江雨教授介紹本次研討會內容。 

 

大灣區的多樣性給業務運營帶來了挑戰，特別是在法律和制度協調方面。標準化法律框架的

緊迫性凸顯出對跨境企業的複雜性，因此採用國際最佳實踐的法律程式勢在必行。 

 

CCCL 與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GIG）將在香港和廣州分別召開的研討會旨在深入研究

大灣區內法律與制度合作的複雜性。這旨在為政策制定提供學術支持，激發學術討論，並推

動大灣區實現無縫經濟一體化的目標。 

 

鄭永年教授在研討會上分享了有關香港與內地在國際形勢、地緣政治、營商環境、經濟民族

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等方面面臨的共同挑戰。他強調了香港面對的嚴峻問題，如解決香港的

孤島化、內外迴圈的困境，以及在大灣區中的離心力影響。對於解決問題，他提出了一系列

的觀點，包括開放、共用、推動內外迴圈等。 

 

林峰教授關注內地與香港在法律查明制度、大灣區法院涉及香港法律案件的現狀。他強調了

法律體系的不同，內地以法律說為主，而香港以事實說為主。他探討了粵港澳金融法院的作

用，特別是在證券跨境監管、取證和保全方面，為大灣區的法律合作提供了一定的硬法基礎。 

 

朱國斌教授著重分析了大灣區各城市在立法方面的不同特點，尤其強調了香港政府在立法中

追求自身利益的趨勢。他指出目前港澳地區在大灣區的法律立法相對滯後，與廣東省地方規

範性檔較多的情況形成對比。此外，他對多層次協調機制提出建議，強調規則與標準的協調

與統一。 

 

丁春豔教授關注美國的法律模式，並建議大灣區採用統一協調的立法方式。她提到軟法協調

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商業秘密方面。丁教授認為，採用示範法和案例判決的方法，可以降低

法律風險，同時需要注意協調和整合法律制度。 

 



林鬱馨教授與肖善允講師強調了粵港澳金融法院的角色，指出其形成了部分硬法。她特別關

注證券跨境監管、取證和保全的加強，這為跨境金融活動提供了更強有力的法律支援。 

 

沈太霞教授探討了在大灣區中運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驗，特別是在人權、人員自由流動

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方面。她提出了在制度設計上充分借鑒兩種經驗，以促進大灣區社會和

諧與穩定的發展。 

 

王書成教授關注香港的多元性、吸引力以及港澳協調問題。他提到了香港在整體維持多樣

性、自下而上推進的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大灣區與城市憲法的關係。王教授認為，在推

動大灣區建設中，需要地方有更主動性，強調協調和合作的重要性。 

 

何冬妮院長強調了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的重要性，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和資本。她提出了與歐盟

相似的合作形式，並指出在實現高水準一體化的過程中需要面對多層次的協調問題。 

 

易達與李嘉豪研究員探討了港珠澳大橋、CEPA 簽訂以及中央政府介入制度一體化的實踐。

他們關注了多層次協調機制，強調了“決策-執行-監督-評估-回饋-改進”的閉環體系，並提

到了頂層設計與實際執行之間的挑戰。 

 

嚴興研究員聚焦外貿，強調廣東在國內占首位，並探討了大灣區數字貿易領域的優勢。教授

提到了在大灣區中解決標準制定不統一和產業合作問題的挑戰，同時指出大灣區需要更好地

推動跨境電商標准國際化。 

 

賴格研究員關注了 CPTPP 在貿易容量上的需求，特別強調中國可能是下一個加入 CPTPP 的

成員。她提到了在加入 CPTPP 的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政治共識、技術難度和合規問題。 

 

劉橋教授討論了中國-東盟統一市場的設想，強調中國和東盟在雙邊貿易連接上的緊密性。

他關注了大灣區在統一市場中的角色，提出了推動共同市場發展的建議，特別強調人員和要

素的自由流動。 

 

陳志軒教授談及企業破產程式互助。相對內地法院，香港更願提供協助，但協助條件相對簡

單，而內地的要求更為複雜。香港互認判決協議即將生效，但澳門的協議尚無實際運用。 

 

杜如益教授關注大灣區不一定選擇 CISG 的問題，提到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基礎對於實體

法統一的風險。重點強調了在大灣區中需要制定模範法，並在重點領域先行統一。 

 

盧豔研究員著眼於大灣區公共服務問題，指出主管機關職能交叉、功能定位不明確，公共服

務體系遞送能力差等問題，並呼籲強化資訊系統互通和數字化共用能力。 

 

王江雨教授深入剖析了規範整合與地區經濟一體化水準之間的關係，強調了底層和頂層過程

的相互影響。他指出大灣區整合面臨的挑戰包括不同經濟體系的不對稱性，以及政治領導層

的意願對整合的決定性影響。 

 

潘炫明研究員在他的研究中聚焦了創新融資，探討了風險投資如何推動中國克服中技術陷

阱。其研究尤為關注創新融資對於新技術和新產業的影響，以及如何通過風險投資培育新的



經濟增長點。 

 

韓思睿教授通過數據評估中國風險投資監管的現狀，關注中國風險投資監管在應對新挑戰方

面的表現。研究以數據為基礎，探討了監管體系是否能夠適應創新的快速發展。 

 

陳蓁蓁講師關注於科技與工業局（ITIB）與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CAC）之間的合作，以

促進大灣區內跨境數據流動。主要研究了兩者簽署的《關於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跨境數據流

動的諒解備忘錄》的實際執行情況。 

 

Michael Tsimplis 教授通過國際海事組織（IMO）的視角，探討了全球標準的制定。他關注 IMO

如何在保護航運部門免受外部成本影響方面的作用，並提出了 IMO 在制定國際標準方面的

一些建議。 

 

方萌教授研究了大灣區的低碳過渡，特別關注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發展。教授分析了在大灣區

推動可再生能源市場的過程中面臨的挑戰，並提出了促進低碳過渡的建議。 

 

朱元冰研究員在競爭優勢領域探索了企業如何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並指出，比較優勢和差異

化優勢是兩種主要的競爭優勢類型，但在大灣區的發展中需要考慮到“9+2”的特殊環境，

尋找適合該區域的新理論。 

 

在各位政策與法律專家們積極交流意見與想法後，研討會在王江雨教授與何冬妮院長的精闢

總結下畫上圓滿的句號，他們真誠感謝所有發言者提供的思路與觀點，使得本次研討會收穫

頗豐，為大灣區法律與政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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