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都是為了香港好

靖海侯

“歷經風雨後，香港浴火重生。”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之際，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他在高鐵西九龍站所講的一番話，對經

歷過 2019年修例風波的你我來說，必有無限的感慨。往事紛繁，

時勢更新，長期波詭雲譎的香港雲開霧散，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

興，過往太多的沉重終於可以卸去了。

這時候的香港，恰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上。

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

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曾經，

因為表面時間上的有限和政治信任上的薄弱，“五十年不變”成為

一個“魔咒”，“2047迷思”在香港彌散。在香港社會部分人心中，

1997年回歸祖國恰是“一國兩制”倒計時的開始，而隨後發生的

一個又一個風波、爆發的一次又一次危機，乃至香港淪為中國的乃

至世界的“政治風暴眼”，無不與此有關。

問題日積月累，終於在 2019 年全面暴發，“東方之珠”成為

“動亂之城”，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顏色革命”。那時候，我每

每到暴亂暴動現場，看著烏泱泱一衆黑衣暴徒的歇斯底里和暴戾猙

獰，心中常有盛不下的憤怒與哀傷，更清晰地預見了香港必要的將

至的全面徹底的撥亂反正。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一次講話中說：“保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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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保‘一國兩制’，就是保香港繁榮發展。”“國安家好”，正是

人們穿透政治迷霧、穿越歷史滄桑得到的最直接的啟示、最深刻的

教訓、最樸素真切的感悟。

習近平主席說，“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經歷這麼多，對香

港亂與不亂、變與不變，以及對她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她當該何去

何從的認識，各方都明朗開闊起來。事實是，2019 年的嚴峻局面

和動盪不安，既驚醒了香港社會，也客觀上加速了香港管治的全面

迭代。

“一國兩制”作為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一直在步步暗礁中探

索行進。香港回歸後的很多年，中央給予了最大的誠意，保持了最

大的耐心，展現了最大的定力，期望特區有自覺自發的進步，健全

她維護“一國”的制度體系，重建她回歸“一國”的社會基礎，塑

造她融入“一國”的主流價值，認識到落實“一國”原則相比於保

持慣性延續“兩制”的更為必要與緊迫。

可惜的是，香港並未把握住中央留給她自我校準的發展時間和

管治空間，單是基本法所規定的二十三條立法任務就遲遲沒有完

成。積弊未除，新疾又發，基本法為特區設定的行政主導體制，在

反中亂港勢力肆意挑釁下，也逐漸走向支離破碎。可以說，2019

年後，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權，采取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

選舉制度等一系列標本兼治的重大舉措，是非常時期的力挽狂瀾，

也是審視“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後的正本清源。這些里程碑式的舉

措，發生在“五十年不變”的中期，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寫入歷史、

奠基未來的重大意義。

有力的撥亂反正，釐清了香港的大是大非，實現了香港的大破

大立，帶來了香港的嬗變。人們都可以看到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經

跨入了一個新階段，她的政治格局與法律秩序、管治邏輯與治理模

式、公共文化與社會生態，她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機制和發展

路線，都在重新找到基準後與時俱進了。香港——中國的這一特

別行政區，正逐漸形成新的安全體系和動能系統。

這幾年，我親歷其中，亦觀察亦參與，亦記錄亦思考，陸陸

續續寫下上百萬文字、200餘篇文章，用特定視角注視著香港前進

的每一步。受很多人士鼓勵，我精選其中 57篇結集出版。這些文

章，意在呈現香港由亂到治的進程，彰顯香港管治演進的軌跡，通

透“一國兩制”實踐的情勢與趨勢。我最想在這些文章中與讀者分

享和討論的，就是如何在國家發展的大背景、“一國兩制”的大方

針下，讀懂中央的管治舉措及其背後的邏輯，看清“一國兩制”香

港實踐的現實面貌及其未來的走向，體悟到中央在香港所做的一

切，都是為了香港好、為了香港同胞好。這也正是本書的主題：聚

焦分析中央管治舉措，透視香港嬗變的真相，幫助大家把握香港規

律性的變化，預見“一國兩制”確定性的發展。 

夏寶龍主任曾說，“五十年不變”是一個“哲學概念”。“一國

兩制”香港實踐未有窮期，我們都在各自位置，以各種角色，用各

種方式守護著它。以我的理解，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二十五週年大會上表達的希望——“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

這最大的“黃鶴翅”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

歷史進程”。把握住這一浩蕩潮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管治演進後的香港將走得更穩、更好、更快，在民族復興、强

國建設中大有作為。

為了“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中央和香港社會已經付出且

還在付出著不懈的努力。塵埃落定，鉛華洗盡，確定性的方針正帶

來香港確定性的發展。保持清醒堅定，堅持相向而行，大家一定會

看到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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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二十大報告， 

看見香港確定性的未來

2022.10.19

一

看五年之變，看十年之變，可以發現國家變化之巨、國家治理

之力，更能發現香港變化之巨、特區管治之力。

從面臨的形勢到發展的態勢，從工作的方位到奮鬥的方向，從

要解決的、完善的到要落實的、提升的，時代前進了，社會發展

了，“一國兩制”的新篇章打開了。

二十大報告涉港內容，要精讀、細品、深思，關於香港未來的

一切，都已確定性地蘊含並昭示其中了。

二

更準確且深刻地理解二十大報告相關內容，需要回到五年前的

十九大報告。關於“一國兩制”和香港，關於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將

要部署的行動，十九大報告和二十大報告有諸多相同，有諸多不

同。這些相同，體現的是不變的路線和方針、管治的邏輯和規律；

這些不同，體現的是時代的課題與風貌、管治的進行時和將來時。

把握這些相同，就能把握“一國兩制”戰略層面上的確定的穩

定的發展方向，實踐就不會變形走樣，香港就不會迷茫錯失；把握

這些不同，就能把握“一國兩制”戰術層面上的具體的清晰的發展

動向，實踐就可以在豐富中發展，香港就可以在時代中前進。

學習二十大報告精神，就是要把握報告所傳遞的發展變化的確

定性，看到“一國兩制”香港事業的應然和必然，據此認識並適應

形勢、建立並鞏固預期、跟進並開始行動，駕馭並創造香港新的

變化。

三

關於香港局勢，從黨的十九大報告到二十大報告，有“三重

論述”。

1.十九大前

十九大報告指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即十九大前的階段，

香港總體上保持了繁榮穩定。

2.二十大前

二十大報告指出，“面對香港局勢動盪變化”，“香港局勢實現

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推動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

階段，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良好態勢”，即二十大前的階

段，香港局勢從不定走向穩定、從變局走向定局。

3.二十大後

二十大報告指出，“保持香港、澳門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不變，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可以看出，相比十九大的相關論述，二十大報告對香港局勢

的判斷更為果斷、更為堅定，對香港態勢的判斷更加自信、更為

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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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的未來，二十大報告提供了“兩個確定性”：一是“兩

制”及香港特殊地位和優勢的確定性；二是香港實現重大轉折後進

一步鞏固夯實社會穩定大局的確定性。在香港繁榮穩定上，二十大

報告加上了“長期”和“促進”兩個詞，其指明的，就是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的環境條件更加完備。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由此不僅是

一個總體的理想的戰略上的概念，還進化為一個實際的牢靠的可持

續的狀態，

這些所折射的，正是中央對“一國兩制”、對“一國兩制”香

港事業前所未有的戰略自信和道路自信。

四

關於管治香港，從黨的十九大報告到二十大報告，有“三層

遞進”。

1.十九大前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

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這一階

段，所凸顯的是中央履行對港全面管治權的法律層面和總體狀態。

2.二十大前

二十大報告指出：1.“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有效實施對特別行政

區的全面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2.“全面準確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這一階段，所體現的是中央履行對港全面管治權的實踐層面

和具體形態。

3.二十大後

二十大報告指出：1.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維護特區憲制秩序”；2. 推進“三個落實”——落實中央全面管治

權、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3. 堅持行政主導，支持特區提升治理能力和管治水

平，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這一階段，所昭示的是中央履

行對港全面管治權將有的不斷鞏固、全面深化和系統性增強，以及

制度化實踐的新常態。

可以看出，相比十九大的相關論述，二十大報告在中央對港履

行全面管治權上，戰略定位上更主動，機制安排上更多元，行動部

署上更周密、更頻密。

二十大報告強調“落實”，注重“效度”，著力實現“長效”，

亦致力達成中央和特區兩個層面管治香港理念、方法、行動的完全

統一。這將從根本上剷除管治香港的“模糊性地帶”，杜絕特區方

面對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權和行政主導可能的“拉扯”。由此，香港

今後的政治運作體系和特區治理模式已經無比清晰。

五

二十大報告的“四個關鍵字”，指明了“一國兩制”香港實踐

的“四大任務”。

1.“堅持”（6處）

——“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

——堅持依法治港；

——堅持“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堅持行政主導；

——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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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所體現的，是治港的總方針和基本邏輯、“一國兩制”

和香港最底層和最主要的確定性，是所有管治香港舉措的起點和

基準。

把握住這些“堅持”，就把握了“一國兩制”香港事業正確的

發展方向，就能確保“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始終在正確軌道上，也

就能把握住香港的核心課題，洞悉香港不變的未來。

2.“完善”（2處）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支持特區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完善”所體現的，是治港的戰略思考和戰略規劃，是今後一

段時期內要研究要破解的重大管治課題、要推進要完成的重大管

治動作。於此方面，二十大報告從中央和特區兩個層面分別明確

任務，體現了對治港工作體系的整體性佈局、一體化推進、全方位

提升。

2020年，在全國人大作出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時，筆者就曾分析，相關管治動作不限於制

定頒佈香港國安法，會陸續有之。此後於 2021年完成的完善特區

選舉制度，以及將來要頒佈的其他舉措等，都是這種“完善”的表

現和繼續。

在完善中發展，在實踐中進步，“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將是一種常態。

3.“落實”（3處）

——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落實”所體現的，是治港的具體實踐要求和行動部署，是要

求堅定既有決策部署意志，鞏固既有制度安排成果，保證治港工作

有信度、具力度、出效度。

“落實”還傳遞出一種信號，即治港工作將保持的穩定性、制

度安排將保持的長期性。譬如對完善後的特區選舉制度，中央就已

明確“必須長期堅持”。

4.“支持”（7處）

——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

——（支持）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

層次矛盾和問題；

——（支持）發揮香港優勢和特點；

——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支持）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支持”所體現的，是中央對治港工作香港層面的重視和關

懷，是中央秉持的管治理念和努力，也是對香港方面的期望和

要求。

二十大報告提出的這些“支持”，涵蓋香港政治、經濟、民

生、社會各方面，都有具體內容作指引和支撐。這些“支持”，足

以形成特區本地管治施政的基本理念、主要方向和工作重點。

方向要明、定位要準、基礎要實、政治要強、經濟要好、社會

要穩，從二十大報告看，中央對香港提供了既全面又精準的“支

持”，也給特區列出了目標任務和工作清單。

所應“堅持”的不動搖，所應“完善”的不止步，所應“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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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懈怠，所應“支持”的不惜力——二十大報告提出的這“四大

任務”（十八個要點），勾勒出了今後一個階段內管治香港的基本形

態和整體面貌。

六

對比十九大報告，深入學習二十大報告，中央管治香港的歷史

邏輯、生動現實和未來圖景清晰起來。

在二十大報告中，還有一個很重大的表述上的調整，體現了中

央管治香港的思路之變。在展望和論述新的使命任務部分，關於

“一國兩制”，十八大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十九大報告是

“堅持‘一國兩制’”，二十大報告則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

近十五年來，從十八大到二十大，“一國兩制”相關論述從實

踐層面回到制度層面，再從制度層面提升至制度與實踐的統一，映

照出“一國兩制”香港事業的歷史足跡、經歷的風險挑戰，也呈現

出“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在實踐中不斷成熟的進程、不斷發展的趨

勢、不斷創新的未來。

亦堅持亦完善，亦守正亦創新，二十大報告中的這每一句話、

每一個詞，都標誌著它重要的歷史意義，標註著它統籌過去、現在

和未來的深刻用意。

七

讀懂二十大報告，就看清了香港確定性的未來。

要讀懂二十大報告，除了要讀懂“一國兩制”和涉港的相關論

述，還要讀懂二十大報告的主題和主體內容，通過理解體會黨和

國家的“最大確定性”，進一步確認香港的確定性。一個“指導思

想”、兩個“確立”、一個“中心任務”、四條“必由之路”⋯⋯這

是香港最大的大局。

一直以來的事實就是，黨和國家的確定性，決定著香港的確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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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

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

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

可以說，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並以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國家的

戰略發展，始終是中央面對香港問題一以貫之的理念和追求。

到了江澤民時期，這一戰略定位進一步發展為基本國策。1990

年 3月 20日，江澤民在會見新加坡國會議員、總理政治秘書吳博

韜時說：“一九九七年後，英國在香港還有相當大的利益。我在給

撒切爾夫人的回信中說，保持香港穩定繁榮是我們的基本國策，香

港穩定繁榮對雙方都有利。“

關乎民族的根本利益，關乎國家的長遠發展，關乎社會主義建

設的戰略全局——這就是香港一直以來被確立的地位、被賦予的角

色，功能作用始終被高度重視的原因和意義。

三

1997年，香港回歸。

“一國兩制”落地實踐，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

變，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得到鞏固支持，香港的獨特地

位和優勢得以延續和發展。

地緣優勢不變，“兩制”優勢凸顯，政策優勢和發展紅利被不斷

注入，回歸後，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全局中的作用被極大地增強。

更為關鍵是的，“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

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發揮香港作用和

香港貢獻國家治理的體制機制、空間舞台、能力資源，從此更順

暢、更直接、更完備。

香港的意義 

——談 2023年全國兩會涉港論述

2023.03.14

一

3月 13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國家主席習

近平發表講話。談到“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統一大業，他說，“推

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關於香港的地位

和作用，中央有了最新論斷。

二

地位上的獨特性和作用上的特殊性，一直是香港的固有屬性。

建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即確立了“長

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1963 年 8月 9日，毛澤東同索

馬里總理阿卜迪拉希德 · 阿里 · 舍馬克談話時說：“香港人就是我們
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

對世界的貿易都不利⋯⋯”

進入鄧小平年代，香港回歸問題擺上桌面、提上日程，中央對

充分利用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的認識具體化。

1988年 6月 3日，鄧小平在會見 “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

際會議全體與會者時說：“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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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在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後，香港大

局穩定、形勢可控，中央發揮香港作用的環境條件整體優化，開始

進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階段。

四

民族復興夢提出，新時代來臨，與國家提升的戰略規劃同步，

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意義。

2022年 7月 1日，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紀念日，習近平

在慶祝大會上強調：“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發展

戰略，繼續保持高度自由開放、同國際規則順暢銜接的優勢，在構

建我國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著重

要功能。”2022年 10月 16日，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2023年 3月 13日，習近

平又作出“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

論斷。

香港工作，正是“國之大者 ”！

1.香港工作不只是香港方面的工作；2.中央謀劃香港工作始終

立足全局；3.香港工作關乎“一國兩制”事業；4.香港工作關乎中

國式現代化；5.香港工作關乎祖國完全統一；6.香港工作關乎民族

偉大復興。

角色不可或缺、地位不同尋常、作用不可替代，於國家和民族

而言，香港的意義不局限於經濟、不止步於過去、不停留在“政治

特區”和“本地發展”層面——這才是理解“一國兩制”、理解香

港、理解“香港工作”，以及理解和推動特區政府施政應有的視野

和站位、理念和格局。

五

“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是 2023年兩會的一個新提法。

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國家和民族發展三階段，目前正

在“強起來”的過程中。“強起來”的目標和標誌是民族復興，“強

起來”的方法和路徑是“強國建設”。通過“強國建設”實現“民

族復興”，就是國家的新征程。

“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其含义

就是：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既是強國建設的前提，也是強國建設的

動能，還是強國建設的任務，是必要條件也是內在要求，是方法也

是方向，是實踐內容也是實踐成果。而“離不開”的含義，就是

“不能不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將“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提升為強國建設的基準設定、安全的基本代碼、開放的基礎設施，

進一步突出了港澳發展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

這句話所體現的，正是中央對港澳前所未有的重視。

六

一域關乎全局。作為“國之大者”，香港貢獻強國建設，可以

有很多表現。

對於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國家主席習近平有過多次論述。而最

全面最系統最直接的，當屬 2018年 11月 12日他在人民大會堂會

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四十週年訪問團時的講話。講話

中，他提出 4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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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更加積

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把握這些方面，就能把握香港的地位，就能把握住香港發揮作

用的空間。

經濟建設上：①參與國家高品質發展 + ②助力國家高水平

開放；

政治建設上：①提供“一國兩制”實踐樣本 +②打造資本主義

治理樣本；

文化建設上：①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②優化全球合作

交流模式；

社會建設上：①豐富國家的社會治理經驗 +②啟示國家的社會

治理模式創新；

生態建設上：①與國家一體推進 +②幫助內地統籌生態治理的

全球資源。

很多人一度有誤區，現在還有誤區，簡單地認為香港對國家的

意義僅限於經濟層面。此想法可謂大錯特錯：香港不僅是國家對外

開放的窗口和橋樑，還是國家深化改革的載體和試驗田；不僅承擔

著實踐“一國兩制”的使命，還承擔著示範“一國兩制”的任務；

不僅參與和貢獻國家治理實踐，還昭示資本主義治理和全球治理經

驗，在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上有著重要角色。可以預見的

是，中國越是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就會越突出。

她的政治功能同經濟功能一樣顯著，甚至遠超經濟功能，對國家戰

略發展和大國定位有著特殊而遠大的意義。

七

國家賦予香港全局性的地位，香港自身當有全局性的定位。國

家有重視，香港當有覺悟，展現“強國建設”的“香港擔當”。香

港管治團隊需要認真思考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征程下的角色，提

升工作的格局，提升施政的理念。也只有如此，香港才能真正兌現

於國家的意義，把握住發展的機遇，實現自身的“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