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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西北面廣場，與坐落廣場

東北面的「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雕塑相互輝映。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為歷史永久的紀念，並誌回歸盛典，不但是香

港人的心願，也是全國人民的心願。1996 年 5 月 25 日，香港特別行

政區籌備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建立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建議由

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籌建。1997 年 7 月 1 日國家主席江澤民蒞臨香港主

持回歸慶典，親筆題寫了「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 的碑名。 

1998 年 9 月 28 日，行政長官董建華委任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及前

總督府新名稱工作小組，負責就紀念碑的設計及碑文內容向公眾徵求意

見。工作小組最後選定建築師鄧鏡華的紀念碑設計意念，在保留原設計

意念之時，作出少許修改，以方便施工，突出效果。紀念碑由 99 年 3

月中展開工程至 6 月底竣工，耗費港幣 960 萬。1999 年 7 月 1 日，國

家副主席胡錦濤為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揭幕。 

紀念碑總高 20 米，分為基石、柱身及柱頭三部份。基石由四塊丁方岩石嵌成，每塊岩石都

是 1841 厘米的丁方，代表 1841 年這個年份。基石東西兩面分別刻

有中文碑文及英文譯本。 

紀念碑柱身由 206 個石環重疊而成，代表著香港在 1842 年至 2047

年的年份。其中代表 1842、1860、1898、1982、1984 和 1990 年

等六個年份的石環，採用淺色的石料，反映出香港歷史中六個重要的

年份。柱身唯一嵌有光環的石環是代表 1997 的年份，突顯香港在這

一年回歸祖國的重大意義。紀念碑柱身正面刻有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親題「香港回歸祖國紀

念碑」碑名。 

柱頭用紫銅鍛製而成，表面經氧化處理，歷久不變，寓意香港回歸後，繼續繁榮昌盛。八

個三角型組成的柱頭反映了香港將來會向四方八面發展的意念。 

紀念碑臨海，四周空曠，日照時間長，因此基石和柱身採用來自南非

的「辛巴威」同一礦脈，石質堅實和色澤穩定均勻的墨綠色麻石，但經

不同表面處理，質感各異。基石採用了電腦打砂的程序，把高度概括香

港歷史的約五百字碑文刻上麻石上，雖然碑文沒有上色，但用電腦打砂

做成的凹字效果相當清晰。與仰首觀看江澤民主席題寫「香港回歸祖國

紀念碑」九個金色大字則各有不同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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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周圍設射燈照明，頂端裝置四千瓦特射燈，射程可達十多公里，象徵香港這顆東方

之珠在九七回歸後的五十年都會繼續光芒四射。代表 1997 年的光環上裝有 32 個光纖點，近

看如同繁星閃耀，遠觀則成環。柱頭底部裝有 48 個光纖點，照耀柱面。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待日後位於中區的政府總部落成後，將會遷往該處海旁永久矗立。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碑文 

 香港地處中國南疆，水清港深，居民聚族蕃衍，航通遠洋。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後，英國

割佔香港島、九龍，又挾勢租借「新界」。香港倚東西交匯之利，以自由港促進國際貿易，勵

行法治，民既勤奮，經營有成，且得祖國多方支援，蔚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百年神州，

憂患無已，有志之士，無時不圖收復國土。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勢日強，我國宣佈於一九九

七年收回香港，偉大政治家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之英明構

想，萬眾忻騰擁護。中英兩國展開外交談判，簽署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同意將香港交還中國，

中國政府根據憲法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乃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之組織，廣諮民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設立「香

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成立特別行政區之有關事宜；經推選委員會選舉，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董建華先生為第一任行政長官。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中英兩國政府在

香港舉行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由江澤民主席與查理斯皇儲主禮，舉世矚目，海內外各國嘉賓

觀禮者數千人，國旗區旗高揚，歡聲雷動，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山海重輝，誠劃時代之壯

舉也。今回歸又二周年，中央與特別行政區政府恪守基本法，居民安居樂業。籌委會決定樹

此豐碑，誌回歸盛典。所望中華兒女，港人子孫，踵前人勤奮守法之精神，愛國愛港，循序

漸進發展民主，共致繁榮，香港當以國際大都會及中國南方經貿文化重鎮之雄姿，垂制千秋，

昌熾無極。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   

 

香港歷史上的七個重要年份 

南京條約 割佔香港 1840 年，英國以保護英商進行鴉片貿易

為借口，悍然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清政府屢戰屢敗，1841

年 1 月 25 日上午英軍在香港島水坑口登陸，佔領了香港島。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

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條約第三款規定中國割讓

香港島予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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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條約 割佔九龍  1860 年 10 月 24 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北京條約》，英國又將

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的中國領土割佔。英國在奪得香港島之後不

久，又策劃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 年春，英法聯軍侵入中國。8

月 24 日，侵略軍佔領天津城；10 月 13 日，侵略軍又佔領了北京

安定門；10 月 6 日，侵略軍在將圓明園洗劫一空之後，又放火燒

毀這座舉世聞名的世界瑰寶。圓明園餘燼未息，恭親王奕訢就向

英、法侵略者屈膝投降，未經任何談判，接受了全部侵略條款，其中包括割讓九龍半島界限

街以南的領土給英國。 

租借「新界」全面侵佔 1898 年，英國完成了對整個香港地區

的侵佔。 

 1898 年，英國乘著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列強在中國

劃分「勢力範圍」之機，再次要求擴展香港界址。 

  1898 年 6 月 9 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北京簽字，英國強行租借深圳河以南、

界限街以北的「新界」，以及附近二百多個大小島嶼(約佔香港地區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一)。

租期為九十九年，直至 1997 年。至此，英國侵佔了整個香港地區。 

中英談判 收回香港 1982 年 9 月，英國首相載卓爾夫人訪華，

中英政府就解決香港問題開始進行談判。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鄧小平會見載卓爾夫人。中國領導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國政府決定

在 1997 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由香港當地中

國人管理，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鄧小平在會見

英國首相載卓爾夫人時，第一次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他說，關於收回香港問題，可以

採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 

中英簽署聯合聲明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

的聯合聲明由中英兩國政府首腦正式簽字。 

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對香

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於同日將香港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中宣布了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方針。主要內容包括在對香港恢復

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除外交國

防事務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管轄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它享有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

本不變、香港將保持自由港、獨立關稅地區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等。 

《基本法》誕生 1990 年 4 月 4 日下午，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香港特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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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基本法。 

1985 年 7 月 1 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並開始工作。在起草期

間，由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對基

本法的起草一直給予了積極有效的協助，《基本法》的起草是在全國

大力協作、香港同胞密切關注和廣泛參與下完成的。同時，基本法

的一些條文也參考了英方的建議。一個法律文件的起草，如此民主，如此開放，在世界上並

不多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為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勾劃了藍圖。「一國」與「兩

制」的緊密結合，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與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的

緊密結合，是該法的主要特徵。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中所闡明的一系列具體方針政

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香港順利回歸祖國 1997 年 6 月 30 日下午 5 時 28 分，中國國

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乘專機抵港，出席中英兩國政府

共同主辦的香港交接儀式，午夜 23 時 45 分，交接儀式在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新翼五層大會堂正式開始。在查理斯王子上台宣布，

英國結束對香港的管治，將香港歸還給中國之後，英國國旗和英

國統治下的舊香港旗除除降下。1997 年 7 月 1 日 0 時 0 分，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在香港交

接儀式上高高升起，江澤民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今天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了。隨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在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在莊

嚴的氣氛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第一屆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臨時立法會議員和司法人員一一宣誓就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