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以自己的特
殊經歷融入了中共百
年壯麗史詩， 「一國
兩制」 事業成為其中
的華彩篇章。

「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 」 主題
論壇昨日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論壇
的嘉賓對談環節由中
聯辦秘書長王松苗主
持，基本法委員會前
副主任梁愛詩、全國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
兆佳、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勇現場對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韓大元、北京大
學法學院教授饒戈
平、清華大學港澳研
究中心主任王振民，
以及清華大學法學博
士李浩然亦有作出書
面發言，解讀了中國
共產黨與香港的緊密
聯繫以及 「一國兩
制」 的光明前景。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文）
凱 楊（圖）

中共百年壯麗史詩 一國兩制華彩篇章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
指出，四十多年來，中央處理港澳問題
形成了一套十分成熟的模式，即先由黨
中央形成政策，然後再把政策法律化，
再貫徹實施法律，充分彰顯了法治思維
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鮮明特點。他強
調，中國共產黨是 「一國兩制」 的創造
者、實踐者和捍衛者。香港社會必須改
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態度，既然
接受 「一國兩制」 ，就要接受 「一國兩
制」 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

王振民說，「一國兩制」首先是中國
共產黨為解決歷史遺留的台灣、香港、
澳門問題，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而提出的
基本方針政策，並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
港問題。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把
「一國兩制」 轉化為國家憲制和法律，
為 「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提供憲法和法
律依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一國
兩制」 從一個政治、政策概念轉變為一
個憲法法律概念，成為中國憲法法律制
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現港澳長治久安
王振民表示，港澳回歸後，中國共

產黨又領導基本法的實施，並及時解決
基本法實施中產生的問題。所有這些問
題的解決，也都按照同一模式來進行：
先由黨中央形成政策，再把政策法律
化，再執行這些法律。

王振民認為，四十多年來中央處理
港澳問題的經驗充分說明， 「一國兩
制」 首先是執政黨的事業，是執政黨的
創造。中國共產黨是 「一國兩制」 的創
造者、實踐者和捍衛者。沒有中國共產
黨的堅強領導，就沒有 「一國兩制」 的
提出及其法律化，也就沒有 「一國兩
制」 的成功實踐，實踐過程中發生的問
題也不可能及時得到解決。 「必須承
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不僅
是重新納入國家的憲制體系和治理體系
當中，而且也是正式納入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體系。只有正確認識、自覺接受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 『一國兩制』 才能行
穩致遠，港澳才能保持繁榮穩定和長治
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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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認為， 「一
國兩制」 在香港、澳門的成功實施，開啟了
港澳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也為中國共產黨治
國理政的多彩實踐增添了一幅絢麗畫面，構
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亮點。他指出，
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實施的 「一國
兩制」 在香港澳門是行得通、辦得到、得民
心的，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的最佳政
策選擇，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
度安排。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新典範
饒戈平說， 「一國兩制」 的實施，開創

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新典範， 「一國兩
制」 在港澳的實踐，也開創了非殖民化運動
史上的成功典範。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
兩種原本對立、對抗的社會制度，融於一
國，確保二者和平共處，並行發展，國家和
港澳共享 「一國兩制」 的制度便利，彰顯出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自信和開創性思維，表現
出高超的政治駕馭能力，為人類政治文明演
進提供了世所罕見的成功經驗，是一個超越
制度差異、有着深遠歷史意義的傑出貢獻。

饒戈平表示， 「一國兩制」 是在一個特
殊年代、特定環境中誕生的治國理政模式，
史無前例、無從借鑒，伴隨着各種社會矛盾
的交匯博弈而成長。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這
一開創歷史的進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深化認
識，勇於擔當，以世所罕見的定力、意志和
智慧指引 「一國兩制」 這艘巨輪劈波斬浪、
行穩致遠。

中共領導新核心與時俱進
饒戈平強調，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

中共領導集體一秉初衷，與時俱進，繼承、
豐富和發展老一輩領導人確立的 「一國兩
制」 方針，將之提升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基本方略，提出了一系列治港治澳新理
念，指明了新時期堅守和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方向。人們會繼續看到，中央全面管
治權將與香港高度自治權更加緊密結合，與
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還將進一步完
善；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將成為特區政府
施政的主攻方向，日益興盛的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將為香港更緊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展現
出廣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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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
員李浩然發表題為 「學習型政
黨：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
制』 」 的書面發言。他表示，
「一國兩制」 是解決意識形態
紛爭的鎖匙，從其發展歷程可
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
習型政黨。

李浩然指出，從大歷史的
角度來看，當年經歷百多年英
國殖民佔領統治的香港問題，
並不是 「資本主義」 和 「社會
主義」 的衝突對抗，而是二者
如何共容於 「一國」 之中的問
題。 「一國兩制」 便是解決該
意識形態紛爭的鎖匙。

李浩然續指，面對西方世
界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的國際
環境，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以
「一國兩制」 來解決香港前途
問題。 「一國兩制」 從誕生到
實踐，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
能夠不斷對變化的世界、新來
的問題，做到重新認知，實事
求是。香港問題能夠和平解
決，有賴於對立雙方共存的統
一，而非壓倒性地否定和批
判，這需要有更新、更高的視
野。

兩種制度可相互學習
李浩然認為， 「一國兩

制」 的提出，源於對社會主義
本質的再認識，以及對資本主
義的重新認知。

無論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
資本主義制度，目的都應該是
為了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
民幸福生活。兩種制度既按照
社會情況發展，更可以相互交
叉學習借鑒。在中國共產黨人
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
義觀下， 「一國兩制」 的核心
理念，就是民族復興和國家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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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律政司司長、基本法委
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表示，
「一國兩制」 的偉大在於她的
成長，並且不斷豐富。 「一國
兩制」 的概念是有生命力的，
期待 「一國兩制」 能茁壯成
長，隨着人類歷史發展繼續發
揮她的作用。

梁愛詩說，在上世紀五十
年代，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
人為實現國家統一，有了 「一
國兩制」 的初步設想；在上世
紀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第二
代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
一的概念，以和平談判的方
式，實現台港澳回歸祖國，對
領土實施 「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 ，即是在一個統一的領土
境內，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個
別地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兩
制共存，五十年不變， 「一國
兩制」 由此誕生。

這個構思不僅解決了香港
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並充分
照顧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保證
了香港回歸後的繁榮穩定，穩
定了國家主權。

反映「和為貴」儒家思想
梁愛詩指， 「一國兩制」

制度頗具生命力。首先， 「一
國兩制」 充分反映了中國人自
古以來對國家一統和 「和為
貴」 的儒家思想；其次， 「一
國兩制」 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台
港澳的問題，實現國家統一，
無論對促進國內的建設和發
展，或者對於世界和平和發
展，都有好處；最後， 「一國
兩制」 不僅解決香港和澳門回
歸的問題，也引起其他經濟體
深刻反思，證明了資本主義經
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並非只有對
立而不能共存，這兩種社會制
度是可以互惠互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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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表示， 「一國兩制」 作為國家用以
治理香港的一種制度，有兩個顯著
優勢，一是在於它的預見性，能夠
預見 「一國兩制」 實踐過程中可能
會出現的問題，並預留解決問題的
辦法。第二就是自我修正能力。要
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確保 「愛國者
治港」 ，讓 「一國兩制」 行穩致
遠，中央責無旁貸，必須運用中央
的全面管治權為香港營造那兩個核
心條件。

劉兆佳表示，回歸前，鄧小平
先生曾預見性地指出： 「某種動亂
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
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
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
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
國際力量。」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發生了一
場由反中亂港勢力策動、香港特區
本身又欠缺能力去平息的大型 「反
修例」 暴亂。這場暴亂的發生充分
顯示了 「一國兩制」 的預見性和中
央介入的必要性。

維護國安 實現「愛國者治港」
他又說，在自我修正能力方

面，出現問題只需要動下 「微創手
術」 已經可以達至撥亂反正，而根
本不需要推倒重來。2019年底，中
共19屆四中全會作出有關香港問題
的重要決定，賦權中央行使全面管
治權推行制度改革、強化特區的管
治能力和廣泛動員愛國力量，使香
港得以由亂及治。這便是一個很好
的顯示 「一國兩制」 的自我修正能
力的實例。

被問到這些修正會帶來什麼啟
示，劉兆佳認為， 「一國兩制」 能
夠行穩致遠，有兩個核心條件不可
或缺，其一是香港不能成為國家安
全的威脅。其二是必須實現 「愛國
者治港」 ，香港的管治權必須牢牢
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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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
在論壇對談環節中表示，香
港需要在發展戰略和角色定
位上作出必要改變，須更進
一步聚焦和深化港深合作，
以港深創科合作的小引擎帶
動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發展的
大引擎，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陳勇表示，中央制定
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為香港提供兩劑安全
有效的抗擊政治病毒的 「疫
苗」 ，令香港實現了由亂及
治的重大轉折。他表示，各
界都非常希望香港再出發，
積極投入經濟和民生建設之
中。

應增強對祖國歸屬感
談及香港下一步該如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陳勇認
為，首先應進一步增強對祖
國的歸屬感，增強對中國共
產黨的認同感，增強身為中
國人的自豪感。他強調，只
有內心的認同，才有行動的
融入。背靠祖國是香港最得
天獨厚的優勢，長期以來，
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發展
休戚與共，融入國家發展，
一直是香港獲得發展的金鑰
匙。

陳勇指出，香港需要在
發展戰略和角色定位上作出
必要改變。當前，香港必須
更進一步聚焦和深化港深合
作，以港深創科合作的小引
擎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發
展的大引擎，推動大灣區建
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通過
創科合作與主動參與大灣區
建設，來實現各行業的深化
合作和對國家發展大局的深
度融入，為香港解決自身發
展痼疾開拓出廣闊的縱深。

▲昨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 主題
論壇，有超過650位嘉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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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以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對人類文明的偉
大貢獻」 為題做書面發言，強調 「一國兩
制」 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國家
統一的偉大創舉，更是通過制度創新構建
和平秩序的偉大實踐，理應倍加珍惜。

韓大元表示， 「一國兩制」 理論體系
形成於20世紀80年代，但其歷史起點始於
50年代，是中國共產黨基於和平理念，挖
掘中國歷史元素，以維護人類文明價值為
基礎構建的開放而多元的歷史邏輯。從新
中國成立初期到60年代，中共領導人對歷
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始終採取富有彈性的
政策，遵循歷史邏輯，確定了統一國家整
體戰略和目標。

兩種制度得以「文明對話」
韓大元指出，以國家為單位的合作與

競爭構成了現代國際秩序的基調，想要在
國際秩序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就必須從人
類文明的高度，為全人類做出制度貢獻。
「一國兩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則體現
在制度文明上，即在一個國家主權框架內
為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共
處、為兩種制度的「文明對話」提供了制度
性橋樑，拓展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新途徑。

韓大元續指， 「一國兩制」 和平秩序
的建構離不開現代法治的理念與實踐，而
基本法作為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 「創造性
傑作」 ，賦予了人類文明新的內涵，承載
着構建和平與正義的歷史使命。法治是香
港的核心價值之一，是 「一國兩制」 得以
落實的重要保障。 「一國兩制」 下，不同
法系、不同法律制度以及不同法律文化和
諧共存，體現了開放、融合與多樣性，為
世界法治文明的多樣性提供了中國的智
慧、經驗與思考。

「 『一國兩制』 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
國人民完成國家統一的偉大創舉，更是通
過制度創新構建和平秩序的偉大實踐，理
應倍加珍惜」 。韓大元表示， 「一國兩
制」 是新生事物，史無前例，在實踐中遇
到新問題與新挑戰是正常的，它也需要與
時俱進。他說，要堅定對 「一國兩制」 的
信心；要珍惜 「一國兩制」 取得的成果，
客觀對待存在的問題。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右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左二）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左一）作為嘉賓，參加了由中聯辦
秘書長王松苗（右一）主持的對談環節，並發表意見。

▲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 主題
論壇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各界名人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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