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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 *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們對香港問題 [1] 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裏

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

一九九七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

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

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

大的波動。

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

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

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

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

香港島、九龍 [2]。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

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如果中國在

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

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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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

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

章！我們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

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

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

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

有別的選擇。所以，現在，當然不是今天，但也不遲於

一、二年的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佈收回香港這個決

策。我們可以再等一、二年宣佈，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長

的時間了。

中國宣佈這個決策，從大的方面來講，對英國也是

有利的，因為這意味著屆時英國將徹底地結束殖民統治

時代，在世界公論面前會得到好評。所以英國政府應該

贊成中國的這個決策。中英兩國應該合作，共同來處理

好香港問題。

保持香港的繁榮，我們希望取得英國的合作，但這

不是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轄之下才能

實現。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

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

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

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

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我們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廣泛

交換意見，制定我們在十五年中的方針政策以及十五年

後的方針政策。這些方針政策應該不僅是香港人民可以

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資者首先是英國也能夠接

受，因為對他們也有好處。我們希望中英兩國政府就此

進行友好的磋商，我們將非常高興地聽取英國政府對我

們提出的建議。這些都需要時間。為什麼還要等一、二

年才正式宣佈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這段時間裏同各

方面進行磋商。

現在人們議論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繼續保持繁

榮，就會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我認為，影響不能說沒

有，但說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

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

上，那末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人們還議論香港

外資撤走的問題。只要我們的政策適當，走了還會回來

的。所以，我們在宣佈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時，還

要宣佈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

至於說一旦中國宣佈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

就可能發生波動，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

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

的波動。我還要告訴夫人，中國政府在作出這個決策的

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

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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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

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佈要收回

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

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作出決策。希望從夫人這次訪問

開始，兩國政府官員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很好的磋商，討

論如何避免這種災難。我相信我們會制定出收回香港後

應該實行的、能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擔心這一

點。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

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

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

國人。製造混亂是很容易的。我們進行磋商就是要解決

這個問題。不單單是兩國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約束廠

商及各行各業，不要做妨礙香港繁榮的事。不僅在這

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不要發生大的波動，一九九七

年中國接管以後還要管理得更好。

我們建議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即雙方同意通過外交

途徑開始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國

收回香港，在這個基礎上磋商解決今後十五年怎樣過渡

得好以及十五年以後香港怎麼辦的問題。

中國大陸和台灣
和平統一的設想 *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

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

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

出貢獻。

我們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

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

“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

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承認

台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作

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

治區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

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

國家的利益。

* 這是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談話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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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

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

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

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

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

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

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現實。

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

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

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佈。但萬萬不可讓

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我們希望台灣方面仔細研究一下一九八一年九月葉

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政策 [3]的內容和一九八三年六月

鄧穎超在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 [4]，消除誤解。

你們今年三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中國統一之展

望”討論會，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我們是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統一事業。如果國共

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 [5]他們的歷史都會

寫得好一些。當然，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如果

說不急，那是假話，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

現。要多接觸，增進了解。我們隨時可以派人去台灣，

可以只看不談。也歡迎他們派人來，保證安全、保密。

我們講話算數，不搞小動作。

我們已經實現了安定團結。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

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制定的，有關政策是逐

漸完備起來的，我們將堅持不變。

中美關係最近略有好轉，但是，美國的當權人士從

未放棄搞“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美國把它的

制度吹得那麼好，可是總統競選時一個說法，剛上任一

個說法，中期選舉一個說法，臨近下一屆大選時又是一

個說法。美國還說我們的政策不穩定，同美國比起來，

我們的政策穩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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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世界局勢的新辦法 *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

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

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

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

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

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

度。香港與台灣還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

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

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

如果不要戰爭，只能採取我上面講的這類的方式。這樣

能向人民交代，局勢可以穩定，並且是長期穩定，也不

傷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請好好了解和研

究一下我們對台灣、香港問題提出的解決方式。總要從

死胡同裏找個出路。

* 摘自鄧小平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的

談話。

我還設想，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

權，先進行共同開發。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

發，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

這是隨便談談腦子裏轉的問題。有好多問題不能用

老辦法去解決，能否找個新辦法？新問題就得用新辦

法。有些話不一定準確，可能考慮不周到，但是要把世

界局勢穩定下來，總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講過，中國人

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關心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

中國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

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