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終將被廣大台胞認同

「『一國兩制』與港澳台治理」學術論壇在京舉行 楊毅周致辭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李暢

北京報道）中央民族大學第二屆

「『一國兩制』與港澳台治理」學術

論壇29日在京舉行。全國台聯副會長

楊毅周在開幕式致辭中表示，隨着

「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實踐不

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功，必將為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提供重要借鑒、發揮重要

作用。 他指出，「一國兩制」終將被

廣大台灣同胞重新認識、認同，必將

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必將引領

祖國統一事業取得更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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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毅周表示，「一國兩制」作為一項前
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從科學構想變成

生動現實，從全面付諸實施到不斷豐富完
善，歷經風雨砥礪前行，戰勝各種艱難險
阻，取得巨大的成功。「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
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中
華民族和世界和平最為有利。

堅定不移地遏制「台獨」分裂行徑
楊毅周強調，面對當前嚴峻複雜的兩岸關
係，要更加堅定的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
題的總體方略，推進祖國統一進程；要更加
堅定不移地打擊遏制賴清德的「台獨」分裂
行徑，絕不能讓「台獨」分裂勢力破壞一個
中國原則和台海的和平穩定；要堅定不移地
推動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推進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進程。
「我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
國兩制』終將被廣大台灣同胞重新認識、認
同。」楊毅周表示，「歷史潮流浩浩蕩蕩，
祖國統一勢不可擋。中國式現代化大步向
前，民族復興進程不可逆轉，『一國兩制』
必將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必將引領祖
國統一事業取得更大發展。」

「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最佳方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秘書長
楊鑫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正是以中
國式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實現民族復興
偉業的關鍵時期。在這個偉大進程中，香
港、澳門對國家的作用愈發凸顯，台灣作
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統一
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一國兩制」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
門回歸祖國以後能夠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
制度安排，也是兩岸最終實現完全統一的
最佳方式。

推動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有機銜接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王雄軍表示，「一國
兩制」是涵蓋港澳台範疇的憲法與國家治理
的特色制度安排，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性制度設計。這些年來，
港澳領域的「一國兩制」實踐發生了重要的
觀念與制度變遷，主要表現在香港國安法制
定、選舉制度完善，「愛國者治港」、「愛
國者治澳」等相關政策與社會文化的更新，
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為抓手的融合發展框
架的形成等，這些都體現了國家對港澳全面
管治權的理性運用，也標誌着港澳良政善治
體系的結構性優化，以及由治及興新篇章的
展開。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陳先才則指
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要確保統一後台
灣地區的長治久安，這是它不可迴避的歷史
使命。基於此，需要基於「一國兩制」政策
構想，參照港澳實踐的經驗啟示，推動和平
統一與「一國兩制」的有機銜接，改造台灣
地區70多年來既存的「舊秩序」，建立起
「一國兩制」下的新憲制秩序。
此次學術論壇主題為「新時代港澳台治理
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100餘位內地及
港澳台研究專家學者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建
設與「一國兩制」新進展、澳門特色「一國
兩制」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香港「一國兩
制」新篇章與國家認同、兩岸關係發展新趨
勢、兩岸命運共同體等議題進行了研討。

港澳實踐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功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支振鋒在

中央民族大學第二屆「『一國兩制』與港澳台治

理」學術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強調，港澳在追求自身長期繁榮

穩定的同時，更需積極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作為溝通中外的重要

橋樑，港澳要講好中國發展的故事，生動展現「一國兩制」在香

港和澳門的成功實踐。

找到新空間 開發新動能
支振鋒表示，「一國兩制」在新時代背景下，被賦予了更加重

要的使命和新的內涵，「既要把『一國兩制』下的港澳資本主義

建設好，同時也要把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建設好。港澳要充分利

用自身的優勢和特長，與國家的發展需求相結合，在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中實現更好的發展，找到新空間，開發新動能。」

「港澳還可以作為中國搶得國際話語權的前沿平台和陣地，成

為展現中國發展成就的靚麗窗口」，支振鋒說，港澳在國際組織

與眾多國家間保持着廣泛的經貿聯繫，這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提

供了有利條件。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而香港始終是最佳的實

驗平台和信心來源」，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田飛龍說，在二

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與高質量發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更加凸顯，香港是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及塑造新型全球化

的重要戰略與制度槓桿，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和

諧共生的實踐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李暢 北京報道

專家：港澳要講好中國發展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中國人
民大學深圳論壇2024於28日至29日在深圳舉行，
論壇以「新時代中國公共政策創新與國家發展」為
主題，邀請政界、學界、商界領軍人物和嘉賓代表
共聚一堂，深入探討新時代中國公共政策的創新理
論與實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發
表主旨演講表示，中國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中後
期，增速應在4％至5％之間。中國作為後發國家所
具有的追趕潛能和新技術革命仍可支持經濟5年至
10年的中速增長，其中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中，中國
具有若干優勢，重點是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帶來的
增長機會。

加快轉入「三支柱」經濟新格局
劉世錦建議，應加快轉入由發展型消費、人力資
本提升、創新驅動和產業轉型升級組成的「三支
柱」國民經濟運行新格局，採取有力有效措施提振
企業家和地方主要領導者這兩台中國特色市場經濟
發展的「發動機」的活力和創新精神，推動中國進

入高收入階段並持續穩定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
劉世錦還指出，為了穩定經濟增長，防止價格和

產量的短期內負向螺旋下行，有必要採取適度規模
的刺激措施，但並不是規模越大越好，要用「刺激
加改革」的方法，理清思路，理順關係，明確目
標，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集中解決制約內需特別是
消費需求擴大的深層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充分利用
增長潛能和有利條件。

超常規逆周期調節要和改革開放結合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馬建

堂在論壇上也表示，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完成2025年經濟發展目標任務，關鍵在於把超常規
逆周期調節和大力度改革開放更好地結合起來。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

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馬建堂認為，貨幣政
策的「適度寬鬆」主要體現在降低央行系列利率和
加大再貸款規模上。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要在
大力度增加地方專項債額度、支持「化債」基礎

上，適當提高赤字率，繼續較大規模發行地方專項
債和超長期特別國債，籌集的資金要較大比例地用
於提高養老金、低保水平，以及已開工尚未完工的
重大基礎設施項目。

公共政策有效刺激改革發展活力
當天，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柏瑛在論

壇期間發布報告《大國善策：新時代中國公共政策創
新與國家發展》。報告指出，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新時
代推動中國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推手，有效刺激了
改革發展的活力。中國經過40多年的發展，實有民
營經濟主體總量達18,086.48萬戶，佔經濟主體總量
的96.37%，十餘年間增長超四倍。同時，全國各類
組織近90萬家，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超過1,100萬人，
資產總規模超過了5,800億元人民幣，充分表明了中
國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巨大活力。這些跟公共政策創新
密不可分，無論是經濟領域的「放管服」和優化營商
環境改革，還是政治領域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都極大
激發了市場和社會的創新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在29日中國人民大學深圳論壇上，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共政策與國家發展
研究中心揭牌，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需
要，將對深圳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寶貴
經驗進行系統總結，對公共政策發展的
新趨勢、面臨的新挑戰進行前瞻性研
究，為完善中國公共政策體系、助力高
質量發展提供智力支撐。
據悉，中國人民大學於2023年成立社
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深圳），設立中國
式現代化深圳創新實踐研究基地和涉外
法治、知識產權、人才戰略、數據要
素、數字經濟、全球政策、政府統計七
大研究中心，着力推動中國人民大學在
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突出優勢與深圳作
為先行示範區、中國改革開放窗口的獨
特優勢有機融合。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林尚立表示，公共

政策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的重要工具，中國人民大學作為
「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領域的一面旗
幟」，是公共管理領域的學術重鎮，未
來與深圳一道探索創新、引領示範，為
以公共政策創新推動國家發展作出新貢
獻。
深圳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程步一表
示，當前，深圳正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
響力的經濟中心城市和現代化國際大都
市，需要源源不斷的智力和人才支撐，
需要加快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中
國人民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
新型正規大學，長期以來和深圳保持着
良好合作關係和深厚合作情誼。深圳願
為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及各類智庫機構
在深圳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將以此
次論壇的舉辦、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共
政策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的成立為契
機，匯聚各方智慧，增進共識合力，為
深圳、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智
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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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中國經濟未來增速應在4％至5％
中國人民大學深圳論壇2024舉行

與會專家發言要點：
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溫天鵬：
●台灣島內一部分「台獨」頑固分子企圖憑借惡意

攻擊、抹黑「一國兩制」及香港國安法，謀取政
治私利的圖謀與行徑卑劣可恥。民進黨當局的倒
行逆施只是螳臂當車，阻擋不了祖國必將統一的
歷史大勢。在兩岸同胞共同致力實現和平統一的
過程中，「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空間和內涵將
得到充分展現。決定兩岸關係走向、實現祖國完
全統一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的發展進步。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松嶺：
●未來兩岸需要更高層次和更高效率的交流。在經

濟領域，推動高端製造業、新能源產業等深度合
作，打造兩岸共同的產業鏈供應鏈。在文化領
域，深化中華文化傳播，通過影視、文學、教育
等方式增強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在社會領域，
擴大兩岸婚姻家庭、社區互動的覆蓋面，真正實
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汪曙申：
●解決台灣問題，要更大程度地掌握主動、加強創新
及推動制度建設，與台灣同胞進行交流，完善扶持
制度和政策。同時要更大程度地給予同等待遇，這
是一個重大的轉變，要立足於統一的前景，把很多
統一後要解決的問題在統一前進行設計、推進，儘
管過程中會有阻力，但方向始終不會改變。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甘
文鋒：
●今天的香港特區政府面對的形勢更加複雜，國家

所交託的任務，維持及確立「八大中心兩大樞
紐」是重中之重。要完成上述目標，香港特區政
府如果只是「有限政府」，單靠資本及社會是難
以達到的，因此香港需要改變行動邏輯，從「有
限政府」蛻變成為「有效政府」。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英津：
●順應時代需要、解決時代問題、回應現實關切，

是新時代「一國兩制」論述的一個重要特點。面
對港澳「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
題，以及「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面臨的阻力，
習近平總書記對「一國兩制」作出了一系列深
入、具體、更具針對性和時代感的新論述，進一
步豐富和發展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
系、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和治理體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李暢

●第二屆「『一國兩制』與港澳台治理」學術論壇29日在京舉行。圖為論壇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暢 攝

◀ 中國人民大學深圳論壇舉行，以「新時代中國公共政策創新與國家發展」
為主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共政策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揭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