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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國兩制」的創新特質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

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解決台灣問

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根本指導方針。「一國兩制」產生於

中國的土地上，它從一開始就凝聚著、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為

民族謀振興、為國家謀發展的強烈追求和全體中國人團結一

心、不懼艱難、開山闢路、勇敢前行的探索精神。「一國兩制」

從科學構想的提出，到轉化為國家政策、國家制度，從成功解

決香港、澳門問題，到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促進國家完全統一

進程，始終貫穿著重大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

「一國兩制」概括地講，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

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

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一國兩制」的內涵包括：

第一，「一個國家」。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祖國大陸

（內地）和台灣、香港、澳門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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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一國兩制」中堅持「一個中國」，

是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政治前提和

根本保證。

第二，「兩種制度」。即國家統一後，國家內部同時存在

兩種社會制度。正如鄧小平的指出的：「『一國兩制』也要講兩

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

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

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1「兩制」在「一國」中

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均衡對等的，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裡，

佔全國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佔全國土地面積絕大部分的祖國大

陸，是這個統一國家的主體，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

港、澳門、台灣作為這個統一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裡，大陸的社會主義

制度和香港、澳門、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共存、共同發

展，誰也不吃掉誰，共同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貢獻。這是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本途徑，是統一後國家制度的重要特色。

第三，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國家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

主權後、台灣與祖國大陸統一後，根據憲法規定，國家在這些

地區設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享有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內的高度自治權，台灣還可保留

軍隊。特別行政區可以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以及有關國際組織

保持發展經濟文化關係，簽訂協定。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

1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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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代表人士可以出任國家政權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全國事

務的管理。

第四，和平統一。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來實現祖國的統

一，是「一國兩制」的重要思想內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

立場和既定方針，也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心願。 國家主張用和

平的方式實現祖國統一，但是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一國兩制」作為一個科學構想、作為一項重大的理論創

新成果，有一個從思想形成、構想形成，到進入決策和系統

化、理論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領

導集體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堅持「實踐—認識—

再實踐—再認識」的思想方法，不斷豐富「一國兩制」的

內涵。這個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1.構想探索階段。1977年 8月，鄧小平再度復出擔任中

央重要領導職務不到一個月，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就表

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要「廢約、撤

軍、斷交」，至於大陸與台灣的統一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

事，我們準備在按照三個條件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力求通過

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排除通過武力解決。11978年 11

月，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記

者羅伯瓦克時提出：「和平統一實現以後，台灣可以保持非社

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1978年 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

公報指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台灣回歸祖國懷抱的前景

1 參見《中國共�產黨與祖國統一》，北京：人民出版社、九洲出版社，2022年版，

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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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接著，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

會《告台灣同胞書》提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

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

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

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並建議兩岸恢復通商、

通郵、通航。1979年 3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時

說：「我們始終考慮到台灣的特殊地位，不改變那裡的社會制

度，不影響那裡人民的生活水準，甚至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擁

有廣泛的自治權，擁有自衛武裝力量。當然不能有兩個中國，

也不能有一個半中國。」這一時期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一國

兩制」的概念，但「一國兩制」的思想在鄧小平幾次談話中已

經講得十分清楚。

2.構想形成和進入決策階段。1979年 10月，鄧小平在會

見日本朝日新聞社社長渡邊誠毅時說：「我們提出台灣的社會

制度可以不變，可以繼續保持著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包括他

的軍隊。我們承認，台灣作為地方政府，可以實行廣泛的自

治。」1這個談話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對台灣的「特殊地位」

進行了明確定位。1981年 9月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葉劍英

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提出了國家以和平方式解決

台灣問題的九條方針。1982年 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

主席李耀滋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

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的概

1 《中國共產�黨與祖國統一》，北京：人民出版社、九洲出版社，2022年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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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正是從這時開始正式使用的。後來鄧小平談到：「一九八一

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就台灣問題發表的九條聲明，雖然沒

有概括為『一國兩制』，但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兩年前香港

問題提出來了，我們就提出『一國兩制』。」1

3.系統化理論化階段。1982年，在「一國兩制」構想日

臻成熟的情況下，香港問題突出地擺到了中國政府面前。中央

經過反覆研究，在對台灣問題「九條方針」的基礎上，擬訂了

解決香港問題的工作方針。1982年 9月 24日，鄧小平會見英

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時，表達了一個重要思想，就是中國政府準

備用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提出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收回香港

後，香港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

持。此後，鄧小平又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和講話，進一步

豐富發展「一國兩制」構想。在這些談話中，鄧小平特別強

調「一國兩制」構想是從中國的情況出發考慮的，所強調的尊

重事實、尊重實際，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實際。他

指出，「一國兩制」構想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並非權宜之

計，同時明確指出了實行「一國兩制」的條件、依據、前景和

意義等。

1985年，在中英兩國政府結束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兩國

政府共同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後，當年 4月 10

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開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 〈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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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90年 4月 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87年 4月 13日中葡兩國政府共同簽訂《關於澳門問題的聯

合聲明》後，1988年 4月 1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開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

起草工作，1993年 3月 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

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兩部基本法的制定過程和此前與之相關的國家憲法的修改，是

一個生動的「一國兩制」制度創新過程。它將「一國兩制」的

原則精神具體化，完善了國家憲法制度，並形成了全新的特別

行政區制度，奠定了「一國兩制」實踐的法律基石，實現了「一

國兩制」從理論層面向制度層面的昇華。這一制度創新與理論

創新齊頭並進，相輔相成，並且這一制度創新一直持續着。

隨着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一

國兩制」在香港、澳門付諸實踐。「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

的實踐是以港澳地區為重點，同時涉及到整個國家各個方面的

整體性實踐。「一國兩制」實踐是一個面對新情況、新問題，

並不斷破解新問題、應對新挑戰的過程，是「一國兩制」 實踐

創新的開始。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實踐「一國兩制」的 20多年來，

開創了香港、澳門歷史發展的新局面，譜寫了「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的華彩篇章。香港、澳門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依照憲法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香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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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實行管治，特別行政區在中央授權下自行管理自治範圍內事

務，香港、澳門自身特色和優勢得以保持，各項事業取得長足

進步。香港鞏固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繼續被眾

多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

一。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

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設紮實推進，多元文化異彩紛

呈。港澳同胞同內地同胞共享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耀，「一國

兩制」實踐積累了寶貴經驗。

創新需要凝聚眾人智慧。兩部基本法的制定就是一個群策

群力、集眾人智慧，進行制度創新的生動例證。在基本法制定

過程中，中央堅持群眾路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集中各方

面的智慧和力量。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由內地委員和香港委

員共同組成，59名委員中有內地政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法

律專家和香港多界別的代表性人士，包括香港工商、文化教

育、法律、工會、宗教等界別人士，以及以個人身份參加的前

香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和香港法院的按察司。澳門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亦是大體相同的結構。在香港基本法的立法過程中，

先是在香港進行廣泛的調研，了解社會各界意見，然後由秘書

處擬出基本法結構草案，列出各個章節的大致內容，再經過認

真討論和反覆修改，確定了基本法結構草案，其後成立中央與

特區關係、政治體制、居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經濟以及教育科

學文化五個小組，分別負責相關條文的起草工作，最後形成基

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徵求意見稿發表後，起草委員會又用了



「一國兩制」 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

008

幾個月時間在全國範圍徵求意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

通過了基本法草案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基本法草案，並繼

續在香港和內地廣泛徵求意見。在近 5年的立法工作中，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先後舉行了 9次全體會議、25次主任會議、73

次專題小組會議，具體討論研究立法的各個具體環節，並經過

兩次逾一年時間的在香港和全國各地區、各部門對「『基本法』

（草案）徵求意見稿」和「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幾上幾

下，反覆推敲，最後，在 1990年 2月第九次全體會議確定了

草案的最後定稿，1990年 4月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的立法工作，運

用了香港基本法立法工作的成功經驗，在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

意見的基礎上，起草委員會先後舉行了 9次全體會議，3次主

任委員擴大會議，70次專題小組會。最後，1993年 3月 31日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在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立法過程中，為了廣泛地聽

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在港澳兩地還分別成立了由各界人士

自願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以作為港澳地區人民群眾和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之間的溝通橋樑與聯繫紐帶，這是其他基本法

律立法過程中所未曾有過的，也是此前中國立法史上未曾有

過的。僅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就收集整理了 72,632件意見

書，彙編的 5冊諮詢報告（專題報告和條文總結報告），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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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萬，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參考。1

時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港澳辦原副主任李後在

《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中回憶說，不同的意見在香港基本

法起草工作中或並列幾種方案，或將小組多數委員同意的主流

意見寫入條文，將少數委員的不同意見作為「說明」附在有關

條文後面。在討論中，不輕易採用表決的辦法，如有比較多的

香港委員不贊成某一條款或某一提法，草委會及有關專題小組

就再作考慮，絕不以內地委員的多數去壓香港委員。時任起草

委員會副秘書長的魯平也回憶說，每一條文從草擬到成形，均

經過小組會多次討論，獲得小組三分之二委員的通過，提交大

會討論後也需獲得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才寫入草案。

與此同時，草委會還通過由 180位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基本法

諮詢委員會廣泛收集香港各界的意見建議。2正如全國人大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張榮順所說：

「這些創新都是在香港居民廣泛參與討論下做出的，飽含着包

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政治智慧。」3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和付諸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與實

踐、中國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和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國

力不斷增強，為「一國兩制」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

1 楊永忠、黃來吉、李自強主編：《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

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頁 12。

2 〈千錘百煉來之不易！聽親歷者講述香港基本法的「錘煉」過程〉，見《國防時

報》，2020年 4月 4日。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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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供了良好環境和系統性的理論支撐。同時，國際形勢的複

雜變化和由此帶來的「一國兩制」實踐所面臨的新情況、新挑

戰，以及港澳社會的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在為「一國兩

制」實踐不斷提出新課題，要求「一國兩制」的創新不斷深化。

港澳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澳門取得前所

未有的成功同時，也遇到一些突出問題。比如，香港回歸後的

很長一段時間裡，一些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進分離勢

力，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肆意阻撓特別行

政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特別是 2019年香港發生

「修例風波」以來，反中亂港勢力公然鼓吹「港獨」「自決」等

主張，對抗警方執法，毀損公共設施和財物，癱瘓政府管治和

立法會運作，從事破壞國家統一、分裂國家的暴力活動。一些

境外勢力公然干預香港事務，與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勾連合流、

沆瀣一氣，為香港反中亂港勢力撐腰打氣、提供保護傘，利用

香港從事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嚴峻的形勢，要求「一國

兩制」在實踐中必須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

的制度和機制，必須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

2020 年、2021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

港國安法），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訂《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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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制層面填補了相關法律的漏洞。這是「一國兩制」實踐中的

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一國兩制」實踐創新的又一重要成

果。這次的制度完善，為有效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特別

行政區憲制秩序，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提供強大制度保障，確立了「愛國者治港」新秩序，

實現了香港由亂變治的重大轉變。這一創新實踐也進一步揭示

了「一國兩制」實踐規律。

「一國兩制」的實踐沒有停止，「一國兩制」的創新也不

會停止。「一國兩制」是從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雖然海峽

兩岸隔絕狀態已被打破，兩岸交流合作日益廣泛，相互往來日

益密切，但「台獨」分裂勢力仍在不斷挑釁，嚴重破壞台海和

平穩定，外部勢力仍阻礙兩岸關係發展，海峽兩岸關係發展

仍充滿複雜因素。習近平主席說：「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共同的

夢，民族復興、國家強盛，兩岸中國人才能過上富足美好的生

活。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

席。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國夢，共擔民族復興的責

任，共享民族復興的榮耀。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

隨着民族復興而終結！」1因此，圍繞解決台灣，從兩岸關係

發展的大局出發，從台灣島內的實際出發，探討「兩制」的台

灣方案，是一項緊迫而艱苦的任務，「一國兩制」仍面臨着繼

續創新的重大使命。

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進步的不竭動力。越是偉

1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2019年 1月 2

日 )，見《人民日報》，2019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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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事業，越充滿艱難險阻，越需要艱苦奮鬥，越需要開拓創

新。1「一國兩制」在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上，積累

了珍貴的成果，這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發展，實現中國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寶貴財富。

從創新角度開展對「一國兩制」研究，有利於加深對「一

國兩制」、憲法、基本法的理解，加深對「一國兩制」實踐方

向的理解。在眾多學者對「一國兩制」研究的基礎上，從「一

國兩制」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角度，梳理「一國

兩制」如何順應時代潮流，回應社會要求，準確識變、科學應

變的特點，將「一國兩制」的理論創新點、制度創新點和實踐

創新點，放在一個個具體背景下展示出來，並由此切入，探索

「一國兩制」的創新規律和實踐規律，對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

重要指導作用和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而深遠

的影響，是一個嘗試。筆者認為，這樣的嘗試是有意義的。

1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年 11月 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