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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满

意地回顾了近年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一致认

为通过协商妥善地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有助于维持

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有助于两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为此，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同意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

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

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

本方针政策如下：

（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

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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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

高度的自治权。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

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

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

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政

府部门可以聘请英籍人士或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五）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

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

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

和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

法律保护。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

（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

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继续流

通，自由兑换。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

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九）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

济关系。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

（十）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

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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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协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十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

责维持。

（十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

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

明生效之日起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联合王

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

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为求本联合

声明得以有效执行，并保证一九九七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在本联

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

合声明附件二的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关于香港土

地契约和其他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三的规定处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同意，上述各项声

明和本联合声明的附件均将付诸实施。

八、本联合声明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

准书应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在北京互换。本联合声明及其

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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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代     表     联合王国政府代表

  赵 紫 阳      玛格丽特・撒切尔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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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第三款所载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具体说明如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

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一九九七年

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

简称《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的

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

不变。

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享

有高度的自治权。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

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本附件第十一节所规

定的各项涉外事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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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相当于“司”级官员）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别行

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关

负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

用英文。

香港特别行政区除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外，还可

以使用区旗和区徽。

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及衡平法、

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立

法机关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报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立法机关制定

的法律凡符合《基本法》和法定程序者，均属有效。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基本法》，以及上述香港原

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三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除因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享有终审

权而产生的变化外，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予以保留。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审判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法院独

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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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追究。法院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审判案件，其他普通

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可作参考。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法官，根据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

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的推荐，由行政长官予以任命。法

官应根据本人的司法才能选用，并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

法官只有在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情况下，才能由行政长官

根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于三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

的建议，予以免职。主要法官（即最高一级法官）的任命和免

职，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的同意并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法官以外的其他司法人员的任

免制度继续保持。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终

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检察机关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办法，作出有关

当地和外来的律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作和执业的规定。

中央人民政府将协助或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外国就司

法互助关系作出适当安排。

四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包括警察部

门）任职的公务人员和司法人员均可留用，继续工作；其薪金、

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的标准。对退休或约满离

职的人员，包括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退休的人员，不论其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8

属国籍或居住地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按不低于原来的标准

向他们或其家属支付应得的退休金、酬金、津贴及福利费。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任用原香港公务人员中的或持有香港

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担任政府部

门的各级公务人员，各主要政府部门（相当于“司”级部门，包括

警察部门）的正职和某些主要政府部门的副职除外。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还可聘请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担任政府部门的顾问；必

要时并可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聘请合格人员担任政府部门的专

业和技术职务。上述人士只能以个人身份受聘，并和其他公务人

员一样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

公务人员应根据本人的资格、经验和才能予以任命和提升。香

港原有关于公务人员的招聘、雇用、考核、纪律、培训和管理的

制度（包括负责公务人员的任用、薪金、服务条件的专门机构），除

有关给予外籍人员特权待遇的规定外，予以保留。

五

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财政事务，包括支配财政资源，编制

财政预算和决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预决算须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

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征税和公共

开支经立法机关批准、公共开支向立法机关负责和公共账目的审

计等制度，予以保留。

六

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在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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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经济和贸易政策。财产所

有权，包括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和继承的权利，以及依法征用

财产得到补偿（补偿相当于该财产的实际价值、可自由兑换、不

无故迟延支付）的权利，继续受法律保护。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地位，并继续实行自由贸易

政策，包括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单独同各

国、各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参加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安排等有关的国际组织

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排。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得的出

口配额、关税优惠和达成的其他类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权根据当时的产地规则，对在当地制造

的产品签发产地来源证。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根据需要在外国设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

和贸易机构，并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

七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原在香港实行

的货币金融制度，包括对接受存款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

制度，予以保留。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并保障金融

企业的经营自由以及资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流动和进出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外汇、黄

金、证券、期货市场继续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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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作为当地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港币发行

权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确知港币的发行基础是健全的以及

有关发行的安排符合保持港币稳定的目的的情况下，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可授权指定银行根据法定权限发行或继续发行香港货币。

凡所带标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地位不符的香港货

币，将逐步更换和退出流通。

外汇基金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于调节

港元汇价。

八

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在香港实行的航运经营和管理体制，包

括有关海员的管理体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规定在航运

方面的具体职能和责任。香港的私营航运及与航运有关的企业和

私营集装箱码头，可继续自由经营。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继续进行船舶登记，并

可根据法律以“中国香港”名义颁发有关证件。

除外国军用船只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经中央人民政府特别

许可外，其他船舶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进出其港口。

九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香港作为国际和区域航空中心的地位。

在香港注册并以香港为主要营业地的航空公司和与民用航空有关

的行业可继续经营。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沿用原在香港实行的民

用航空管理制度，并按中央人民政府关于飞机国籍标志和登记标

志的规定，设置自己的飞机登记册。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负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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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的日常业务和技术管理，包括机场管理，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飞行情报区内提供空中交通服务，以及履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的区域性航行规划程序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中央人民政府经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磋商作出安排，为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并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主要营业地的航空

公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航空公司，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往返航班。凡涉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其他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往返并经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

班，和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往返并经停中华

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航班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由中央人民政府

签订。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将考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情况和

经济利益，并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磋商。中央人民政府在同外

国政府商谈有关此类航班的安排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代表

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

经中央人民政府具体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对原

有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和协议续签或修改，这些协定和协议原则

上都可以续签或修改，原协定和协议规定的权利尽可能保留；谈

判签订新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并以香

港特别行政区为主要营业地的航空公司提供航线，以及过境和技

术停降权利；在同外国和其他地区没有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情况

下，谈判签订临时协议。凡不涉及往返、经停中国内地而只往

返、经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定期航班，均由本段所述的民用航空

运输协定或临时协议加以规定。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其他当局商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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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有关执行上述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和临时协议的各项安排；对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并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主要营业地的航空

公司签发执照；按照上述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和临时协议指定航空

公司；对外国航空公司除往返、经停中国内地的航班以外的其他

航班签发许可证。

十

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在香港实行的教育制度。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有关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包括

教育体制及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承

认学历及技术资格等政策。各类院校，包括宗教及社会团体所办

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可继续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招聘

教职员，选用教材。学生享有选择院校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

求学的自由。

十一

在外交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则下，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的代表，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由

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有关的外交谈判。香

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

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

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签订和履行有关协定。对以

国家为单位参加的、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

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代表可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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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对

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可

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

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

用于香港的国际协定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授权

或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有关的国际协

定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参加而香港目

前也以某种形式参加的国际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适当形式继续保持在这些组织中的地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而香港目前以某种形式参加的国际组织，

中央人民政府将根据需要使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适当形式继续参加

这些组织。

外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

构，须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的国家在香港设立的领事机构和其他官方机构，可予保留；尚

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国家的领事机构和其他官

方机构，可根据情况予以保留或改为半官方机构；尚未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承认的国家，只能设立民间机构。

联合王国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

十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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