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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
筆談 常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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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
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
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
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即 「 『一國兩
制』 實踐進入了新階段」 。港澳政界和
社會各界都給予這一重要論斷足夠的高
度重視，都試圖分析闡釋這一 「新階
段」 前提下的 「一國兩制」 理論內涵、
實踐特徵、發展路徑、未來影響等等。
這裏也談談本人的一點兒粗淺學習體
會，以就教於方家。

一、要從戰略和全局高度思考認識
「一國兩制」 實踐新階段

歸根結底，中國共產黨是 「一國兩
制」 的創立者、領導者、維護者和實踐
者。由於港澳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中央處理港澳事務，從來都從戰略和全
局高度加以考量，從來都以國家和港澳
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
點。因此，全面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
和港澳工作，首先就要站準、站穩國家
立場，從國家發展戰略全局認識把握其
時代和使命，校準其發展定位、方向和
路徑。只有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洪流
中，港澳才能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才能
共享國家發展榮光。

認識 「一國兩制」 實踐新階段，要
把握好國家發展的時代特色。總體看，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的時代主
題，但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區域性
戰爭等逆時代潮流的陰霾仍揮之不去，
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
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抉擇。而中國則
是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共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堅定核心力量。黨的十八大以
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新時代國家所取得的最大理論成果就是
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 「一國兩制」 作為長期指導國家
發展的十四個基本方略之一和推動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十三個制
度優勢之一被納入這一思想體系之中。
歷史和現實也都已充分證明， 「一國兩
制」 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
好制度，是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
業的好制度，是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
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以及 「一國
兩制」 所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
享的價值理念，都不僅是中國的，也是
世界的，值得共同守護，必須長期堅
持。在新時代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推
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 「一國
兩制」 擁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發揮
不可替代重要作用。

認識「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要把
握好國家發展的戰略方位。習近平主席
在黨的二十大強調指出，從現在起，中
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
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
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因此，從二十大以來的較長一個時期，
我國都處於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當中，這是
當今中國的最大政治，所有工作都要服
從服務於此。這就是當前國家發展的戰
略方位。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在
視察澳門期間提出了 「一國兩制」 實踐
進入了新階段的重要論斷，而提出它的
前提就是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
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
興偉業的關鍵時期」 。也還是在這一意
義上，習近平主席在多個重要場合強調
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離不開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強調要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要
維護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要
發揮獨特優勢、強化內聯外通，要弘揚
核心價值、促進包容和諧。

認識 「一國兩制」 實踐新階段，還
要把握好港澳在新階段的新使命新任
務。習近平主席在澳門重要講話中有關
「一國兩制」 新階段論述的完整表述
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
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的關鍵時期， 「一國兩制」 實踐也進入
了新階段。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
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是新時代 「一國兩制」 實踐的重要使
命。新一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團結

帶領社會各界，搶抓機遇、銳意改革、
擔當作為，更好發揮 「一國兩制」 制度
優勢，不斷開創 「一國兩制」 事業高質
量發展新局面。這一完整表述包括三句
話、三個層次、三層意思，層層遞進、
環環相扣，又相互聯繫、有機統一。我
們正確認識理解 「一國兩制」 實踐新階
段重要論述，一定要將這三個層次和方
面統一起來看，除了直觀地認清當前
「一國兩制」 因國家處於中國式現代化

的關鍵期而進入新階段（第一層次）；
更要認清 「一國兩制」 實踐進入新階段
後所要肩負的重要使命，即實現港澳更
好發展，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
大貢獻（第二層次）；還要認清新階段
港澳工作的具體方向和着力點，團結各
界、搶抓機遇、改革擔當、發揮優勢、
開創新局（第三層次）。

二、中共十八大以來 「一國兩制」
實踐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在黨
的全會，香港、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
25周年慶典，以及接受香港、澳門特區
行政長官述職等的重要時間節點發表系
列重要講話，高度肯定香港、澳門 「一
國兩制」 成功實踐，深刻總結 「一國兩
制」 實踐經驗，科學擘畫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藍圖，向世界莊嚴宣示全面準
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
堅定立場，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的 「港澳篇」 ，為香
港、澳門發展領航指向，為做好港澳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在 「一
國兩制」 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深遠意
義。

習近平主席在科學回答 「一國兩
制」 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時，始終堅持
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點，根據 「一國兩
制」 港澳具體實踐問題及時分析、理性
應對、圓滿解決，不斷總結 「一國兩
制」 實踐規律性認識，進一步豐富和發
展了 「一國兩制」 理論體系，把對 「一
國兩制」 實踐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提升到
了新的歷史高度。

習近平主席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
點，始終認為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
創舉， 「一國兩制」 需要在實踐中不斷
探索。對於 「一國兩制」 實踐中出現的
一些新情況新問題，要正確看待，理性
分析，想辦法解決問題。困難克服了，
問題解決了， 「一國兩制」 實踐就前進
了。關鍵是要在 「一國兩制」 港澳實踐
不斷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不斷增強對
「一國兩制」 的制度自信和實踐自覺。

這裏也從實踐的角度，嘗試分析梳理自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關於 「一國
兩制」 實踐規律性認識的大致框架和演
變歷程。

（一）從 「宗旨」 論到 「原則」
論。

黨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 「一國兩
制」 根本宗旨的概念，成為此後 「一國
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的基本框架和基本
準繩。習近平主席也多次強調 「一國兩
制」 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根本宗旨確定下來後，習近平
主席根據 「一國兩制」 實踐發展需要，
又先後提出了事關全面準確理解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多個重要原則。

「一國兩制」 的 「一國」 原則。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視察香港
時重點提出了 「一國兩制」 的 「一國」
原則問題，強調 「一國」 是根，根深才
能葉茂， 「一國」 是本，本固才能枝
榮；強調在具體實踐中，必須牢固樹立
「一國」 意識，堅守 「一國」 原則，正

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強調
要把堅持 「一國」 原則和尊重 「兩制」
差異有機結合起來等等。

「一國兩制」 的根本原則。2021年
1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特區時
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述職時首次提出了
「一國兩制」 實踐的根本原則問題。指

出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
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保 「一國
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
「愛國者治港」 。這是事關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根本原則。只有做到 「愛國者治
港」 ，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

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
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
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
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隨後，通過修改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通過特區政府制定
完善相關法例， 「愛國者治港」 原則得
以有效落實。習近平主席在香港、澳門
回歸祖國25周年慶祝大會上也分別對
「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澳」 作了強
調和肯定。

「一國兩制」 的最高原則。2022年
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視察香港所發表
的重要講話中又提出了關於 「一國兩
制」 的最高原則問題。習近平主席總結
「一國兩制」 香港實踐規律，指出應該
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的第一點就是必須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把
「一國兩制」 方針視作一個完整的體
系。而其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最高原
則，在這個前提下，香港、澳門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享有高度
自治權。並且，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
制」 方針將為香港、澳門創造無限廣闊
的發展空間； 「一國」 原則愈鞏固，
「兩制」 優勢愈彰顯。2024年12月20
日，習近平主席在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
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又提出了 「始
終堅持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高於
一切」 的最新論述，實際是對 「一國兩
制」 「一國」 原則和最高原則的高度概
況和最新表述。

很顯然，上述有關 「一國兩制」 方
針和實踐的三項原則，都是在 「一國兩
制」 根本宗旨基礎上衍生擴展而出的，
既服從服務於根本宗旨，三者也緊密聯
繫，相互支撐，有機統一在一起。

（二）從 「自治」 論到 「結合」
論。

回歸祖國後的一個較長時期，香港
社會普遍在理解執行香港基本法時存在
片面性、選擇性和模糊性，在看待中央
對香港管治權時存在懷疑、排斥甚至否
定的態度和行為，而其本質則在於錯誤
理解 「一國兩制」 方針，錯誤理解 「港
人治港」 高度自治，以為 「港人治港就
是只有港人才能治港」 「高度自治就是
完全自治」 ，其 「高度」 就是 「無限
高」 「無王管」 。這種錯誤思想最終釀
成一系列重大政治社會問題，引起香港
社會政治動盪，危及特區政權安全和國
家安全，必須中央出手重塑特區憲制秩
序。

針對 「自治」 論這一錯誤思潮，中
央從黨的十八大開始就以中央與特區關
係 「結合」 論的視角進行了一系列理論
和政策建構，逐步破除了港人的心魔，
重塑了香港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中央與特區關係 「三結合」 論。在
黨的十八大，中央首次提出全面準確貫
徹 「一國兩制」 方針、正確處理中央與
特區關係的 「三結合」 論。指出全面準
確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澳
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
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
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
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
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
能偏廢。此後，習近平主席又多次在不
同場合強調了 「三結合」 論。

國家憲法與特區基本法 「結合」
論。2017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香港
正式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基礎的重要論斷。這一重要
論斷對於中央處理港澳事務和 「一國兩
制」 港澳實踐的行穩致遠具有轉折性的
里程碑意義，一改香港以往 「言只稱基
本法」 的積習，而強調國家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正是
回歸和反映了 「一國兩制」 方針的本
義，明確釐清了基本法和特區正是因憲
法而生、因憲法而穩，缺失了國家憲法
作為特區的憲制支撐，特區的法理基礎
和治理結構都會顯得單薄和脆弱。正是
基於這一重要論斷， 「始終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辦事」 的規律性認識及其效果才
能展現出來，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也才擁有了堅實的法理基礎。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
「結合」 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多
次提出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
治權的結合問題，但是一方面囿於中央
全面管治權這一概念尚未提出，另一方
面也存在中央對特區的權力並不僅僅是

維護的問題，還有中央對特區管治權的
直接行使以及對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監督
問題，因此隨着實踐的發展還有不少的
完善空間。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
視察香港所作重要講話中，對所總結的
25年 「一國兩制」 香港實踐規律的第二
點，就是 「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
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
強調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
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
頭，同時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別
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並着重
指出兩權相統一的重大意義，落實中央
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是統一銜接的，也只有做到這一點，
才能夠把特別行政區治理好。

另外，在 「結合」 論中，還有一點
不容忽視，就是特區政府層面要管治
好、發展好特區，也需要行政、立法、
司法三權相結合、相配合、相統一的問
題。2017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
香港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負
責人時講話指出，特別行政區政府管治
團隊是一個整體，關鍵是要全面落實和
進一步完善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
導體制，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真正
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確保政府依
法施政的順暢、高效；要自覺維護管治
團隊的團結，堅決維護行政長官的權
威，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
互補台，共同維護政府整體的威信和聲
譽。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香港
又強調，特別行政區堅持實行行政主導
體制，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依照基本
法和相關法律履行職責，行政機關和立
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機
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2024年12月20
日，習近平主席在澳門指出，健全政府
和立法會協同立法機制；嚴格公正執
法，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效率，堅
定維護法治。由此可見，特區管治團隊
內部相互協作配合的重要性。

（三）從 「特殊」 論到 「普遍」
論。

前文已指出，中央對於「一國兩制」
實踐規律性的認識是通過實踐的不斷深
入而不斷豐富完善深化的。而對於 「一
國兩制」 實踐規律性的認識，還有一個
特點，就是周期性的重要時間節點，比
如在香港、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25周
年的4個重要時間節點上，習近平主席都
會蒞臨港澳在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
話，每一次都是對香港或澳門 「一國兩
制」 5年實踐的總結及對下段工作的展望
與部署，這些講話都有可能提出一些有
關 「一國兩制」 港澳實踐的規律性認
識。

還有就是中國共產黨5年一屆的大會
和年度的全會，一般也會對當前 「一國
兩制」 港澳實踐作出重要論述和工作安
排。這些內容受具體時間和具體實踐的
約束，一般具有明顯的實踐指向性和針
對性，而全局性和普遍性略顯不足。而
這種現象，隨着 「一國兩制」 港澳實踐
都邁過了20歲的成人禮，而進入到25歲
的成熟期， 「一國兩制」 港澳實踐的普
遍性規律就呼之欲出了。

同樣是回歸祖國20周年，由於香港
早於澳門2年回歸祖國，特別是澳門回歸
祖國的5年期慶祝典禮和新中國成立慶祝
典禮處於同一年份，這些因素也都影響
到 「一國兩制」 港澳實踐規律性認識的
內容。

習近平主席在思考、謀劃、處理
「一國兩制」 港澳實踐問題上，具有鮮

明的時間意識，對於港澳回歸祖國的20
周年、25周年等重要時間節點都予以特
別關注，並以此為段限分析思考總結
「一國兩制」 實踐規律性認識問題。在
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慶典上，
習近平主席指出，依照中國的傳統，男
子二十謂之弱冠，今天就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成年禮，正所謂 「如竹苞矣，如
松茂矣」 。並回首香港特區成長歷程，
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
世公認的成功。

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還從全面準
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今後
更好在香港落實 「一國兩制」 的角度對
香港工作作了系統部署，即提出了 「四
個始終」 （始終準確把握 「一國」 和
「兩制」 的關係，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這一
內容以部署任務的形式兼具了總結概況
「一國兩制」 實踐規律性認識的性質。

只不過，無論從講話的結構形式還是字
面形式來看並沒有明確說出這一點。再
拉長時段看，這次講話也與後面的澳門
回歸祖國20周年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25周年的慶祝講話結構不同，後面三次
講話則都將規律總結和工作部署作了明
確的區分， 「一國兩制」 實踐規律性認
識的內容得以突出，其重要性也得到了
明顯加強。

但是也要看到，雖然在澳門回歸祖
國20周年和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慶祝
講話中，習近平主席都對 「一國兩制」
港澳實踐的規律性認識作了階段性總
結，但是這些總結相對而言都是具有區
域性的、特殊性的，雖然也不排除港澳
之間的相互指向性和參考借鑒意義。比
如，2019年12月20日習近平主席的澳門
重要講話，明確指出澳門地方雖小，但
在 「一國兩制」 實踐中作用獨特；而總
結具有澳門特色的 「一國兩制」 成功實
踐，可以獲得4點重要經驗，即始終堅定
「一國兩制」 制度自信、始終準確把握
「一國兩制」 正確方向、始終強化 「一
國兩制」 使命擔當、始終築牢 「一國兩
制」 社會政治基礎。

很明顯，這些 「一國兩制」 成功實
踐經驗，是具有澳門特色的，但是無疑
也是香港亟需奮起直追的。同樣道理，
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的香港重要
講話，也重點分析總結 「一國兩制」 在
香港的豐富實踐給我們留下很多寶貴經
驗，並明確告訴世人，經過 「25年的實
踐」 ，我們已經能夠深刻理解和準確把
握 「一國兩制」 的實踐規律，也能夠確
保 「一國兩制」 事業始終朝着正確的方
向行穩致遠。從這篇講話中的 「一國兩
制」 實踐規律性認識內容來看，這些
規律無疑是 「香港特色」 的，但是對
港澳共性的總結和要求卻也得到了明
顯加強，只是在字面上沒有突出出來
而已。

到了2024年12月20日，習近平主席
的澳門重要講話，正是處在香港澳門都
已經回歸祖國25周年、 「一國兩制」 港
澳實踐都已進入成熟期穩定期的重要歷
史階段，因此就直截了當、開宗明義地
將港澳並舉，無論是談 「一國兩制」 這
一 「好制度」 ，還是談 「一國兩制」 的
豐富 「價值理念」 ，都是從 「香港、澳
門」 並行入手，宏觀性的概括性的內容
沒有再單獨對應澳門或香港。對於 「一
國兩制」 實踐規律性認識更是如此，明
確指出 「香港、澳門回歸以來的實踐經
驗告訴我們，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繼續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
致遠，需要把握好以下4條」 （即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維
護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發揮
獨特優勢、強化內聯外通，弘揚核心價
值、促進包容和諧）。

很明顯，在 「一國兩制」 實踐規律
性認識形成的過程中，無論在形式和內
容方面都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豐富、由
區域到全域、由特殊到普遍的過程，這
一過程既是「一國兩制」實踐規律性認識
不斷在港澳之間相互影響作用進而從差
異化到趨同化的結果，也是習近平主席
緊扣時代脈搏、緊盯實踐動向將科學理
論與具體實踐有機結合的結果。

總之， 「一國兩制」 實踐的規律性
認識科學系統、博大精深，有根本宗
旨，有主要原則，有基本要求，共同構
成一個有機整體。概括起來，主要就是
正確處理把握好以下8對關係：

一是 「一國」 和 「兩制」 的關係，
要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
利；二是發展和安全的關係，要維護高
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三是國家
和世界的關係，要發揮獨特優勢、強化
內聯外通；四是核心和多元的關係，要
弘揚核心價值、促進包容和諧；五是守
成和創新的關係，着力推動經濟多元健
康發展，培育打造與特區相適應的新質
生產力；六是依法和作為的關係，着力
提升特區治理效能，把依法治理和擔當
作為結合起來、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結
合起來；七是對外和對內的關係，着力
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健全在國
家改革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主
動對接國家重大戰略，不斷提升國際競
爭力；八是理念和力量的關係，着力維
護社會穩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
理念，團結全社會積極建設力量，共創
更加公平美好生活。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研究基地研究員

正確理解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及其規律性認識

評
論
fb

A10 評論 2025年2月10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