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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粵港澳法學研討會 (2024年 3月 7-8日) 

 

 

3 月 7 日，第八屆粵港澳法學研討會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此次研討會由中國法學會指

導，廣東省法學會、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澳門大學法學院主辦，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

院、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承辦，廣東省法學會港澳臺法學研究會、灣區法商研究院、

深圳國際仲裁院（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協辦。 

 

會議圍繞“高水準法治保障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高品質發展”展開熱烈研討。中國法學會

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張蘇軍出席會議並致辭。 

 

本次研討會的開幕式由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

主持。中國法學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張蘇軍，香港城市大學首席及常務副校長、教授

李振聲，廣東省法學會副會長黃文平，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唐曉晴，香港律師會理

事暨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徐凱怡，香港資深大律師、香港大律師公會內地事務常

委會聯席主席、高等法院原訴訟庭特委法官許偉強分別致辭。 

 

張蘇軍副會長在致辭中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

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積極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

環境，不斷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準和國際競爭力，取得階段性顯著成效，粵港澳三地

的法學交流和研究也日益深入。粵港澳大灣區承載著“一點兩地”（建設新發展格局的戰

略支點、高品質發展示範地和中國式現代化引領地）的新使命，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他

希望理論界和實務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立足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的實踐需

要，進一步深化研究探索，以高水準法治保障粵港澳大灣區高品質發展；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統籌發展和安全，以高水準安全保障粵港澳大灣區高品質發展；要加

強涉外法治理論研究，助力法律服務業發展，以高水準法治實踐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水準

對外開放。 

 

研討會的主旨演講環節由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教授丁春豔主持，中國社會科學

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教授莫紀宏，澳門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蔣朝

陽，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郭天武，香港大律師、個人資料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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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專員鐘麗玲分別作演講，圍繞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中的重大課題和熱點領域展開交流

和分享，探討如何進一步深化粵港澳三地法律服務規則“軟聯通”，為打造新時代粵港澳

大灣區提供法治保障。 

 

研討會精心設置四個專題，23位專家踴躍發言、深入交流。 

 

第一專題為“依法治港與依法治澳經驗研究”，由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教授王禹擔任主持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與人

權論壇主任朱國斌，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戴激濤，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朱世海，

廣東工業大學法學院講師盧詩謠，廣東金融學院法學院副教授、灣區法商研究院副理事長

莫然分別做了分享。廣州應用科技學院法學院院長、暨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梁玉霞，香港城

市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黃韜做了精彩點評。各位專家學者對如何正確理解和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如何堅持和完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治制度，如何保障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法治運行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指出深刻領會“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還

需健全完善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和制度保障，確保其法治運作的有效性。 

 

第二專題由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黃輝擔任主持人，由廣東盈隆律師事務所管委會

主任毛德龍，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導師、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可擔任與談人，

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教授葉桂平，廣東省法學會副會長、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張

亮，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深圳國際仲裁院

國際合作與發展處副處長、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副秘書長李雄風，中國法學會法治研

究所博士後許瀛彪，廣州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劉雲生分別圍繞“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合作

路徑研究”發言，聚焦三地法治合作、法律銜接與協調，通過制度設計和實踐應用兩種

維度，以自然資源治理、國際仲裁、不動產市場等方面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為切入點，

探索了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合作的路徑選擇和可能模式。 

 

第三專題為“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法治保障”，由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蔣悟真主持，廣東省法學會港澳基本法研究會會長、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港澳

及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鄒平學，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陳志軒，澳門大學

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級導師江華，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

究院院長、教授朱義坤，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趙景琛，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

教授嚴林雅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法治保障”，分別從大灣區的協同立法或者規

則銜接對接、法治合作、破產程式互助、智慧財產權跨境保護、民商事訴訟規則銜接，以

及以董事問責制為杠杆賦能大灣區綠色發展中的作用等問題展開對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周聯合，廣東省法學會金融法研究會秘書長、廣東金融學院法學院講師王鑫進行了

與談。大灣區的市場一體化法治保障需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充分尊重和運用港澳特

別行政區的法治優勢，以經濟運行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為保障，打造有利於市場主體活力和

競爭力的法治環境。 

 

第四專題為“粵港澳大灣區資料跨境流動法治保障”，由廣東省法學會港澳臺法學研究

會會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教授蔡鎮順擔任主持人，廣州互聯網法院庭長段莉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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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教授丁春豔對這一專題進行了精彩的點評。香港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法律部主管、律師李曉盈，廣州互聯網法院院長宋偉莉，廣東省法學會港澳

臺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南方醫科大學法學教授呂群蓉，廣東財經大學科研處處

長、法學院教授鄧世豹，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教授談蕭，香港選舉委員會委員、夢海

謝偉俊（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首席執行官陳曉鋒圍繞“粵港澳大灣區資料跨境流動法治

保障”從醫療科研資料、電子病歷、金融資料等重要資料領域，對推動區內資料跨境流通

的有效路徑展開有益探索，對如何建立和完善大灣區的資料跨境流動法律規制，如何促進

大灣區的資料共用和資料開放，如何保障大灣區的資料安全、主權和資料利益等問題進行

了深入探討，提出了有建設性的觀點和建議。 

 

研討會閉幕式由澳門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王禹主持，廣東省法

學會專職副會長兼秘書長金豔作總結發言。 

 

本屆研討會充分展現了“高站位”“強學術”“重交流”的特點。為辦好此次研討會，主辦方開

展了徵文活動，共收到投稿論文 251 篇，經專家組評審，評出獲獎論文 60 篇。其中一等

獎 5 篇，二等獎 13 篇，三等獎 19 篇，優秀獎 23 篇。研討會為部分參會獲獎論文作者頒

發了證書。大家一致表示，與會學者專家積極互動、深入交流，形成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

觀點，促進了共識。會議碩果累累、圓滿閉幕。 

 

出席研討會的還有香港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張鋒，中國法學會有關部門、廣東省港澳辦、

司法廳、廣州、深圳、珠海市法學會等單位，以及來自內地和港澳的法學、法律工作者共

70多人出席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