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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创举
胡荣荣

[摘要]“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

容，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国策。它形成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于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擘画出在国家治理创新中推进统一进程的新蓝

图，在回答和解决问题的国家治理实践中趋于完善，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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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

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

创新和理论创新。”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史。中国共产

党始终致力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②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以创

新理论指导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

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

在，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党和国家实现祖国统一大

业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形成于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国理政

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革命、建设和国家统一

的规律性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不

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使之成为党团结

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锐利武器。

由于封建统治腐败，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力衰

弱、列强侵略，曾经创造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坠入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痛苦深渊，无数仁人志士前

赴后继，苦苦追寻民族救亡图存的出路。16世纪

以后澳门被葡萄牙逐步强行占领。1840 年鸦片

战争后，英国政府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

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

约，强占中国的香港岛、九龙并强租新界地区。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迫使战败的清政

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占台湾及澎湖列

岛。1901年 9月，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

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

强掠夺中国领土，勒索中国“赔款”，在中国的土地

上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被进一步瓜分豆

剖的亡国之危。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以实现

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己任，始终把国家和民族

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早在 1926年 4月，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就在领

导省港大罢工时明确提出了“一定要收回香港”。

1936年 7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

提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

① 《习近平在七大会址论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15/c_

1114372592.htm。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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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

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①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台湾得以重回祖国怀抱。1949 年，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新中国。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祖国大陆

实现统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不可磨灭的民族情感和永不动摇的共同

意志。20世纪 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多次阐述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60 年，周恩来把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概括为

“一纲四目”，构筑起“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框架

和雏形。1982 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

中，将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总结为三大历史任务，并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三步走”战略中部署推进祖国

完全统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

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

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

出了富有中国智慧的伟大贡献。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一国两制”科学构

想既体现了强调人民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色，又赋予

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以统战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体现出我们党统一战线实践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发展于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提出后，在台湾引起强

烈反响。迫于内外压力，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

众赴大陆探亲。1992 年，经过反复协商、共同努

力，两岸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

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1993 年“汪辜会

谈”成功举行，两岸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1995

年，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

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丰富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思想，提出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针对性，发

展了两岸谈判的思想等，②在新的形势下丰富了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政治内涵。2005年 3月，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分

裂国家法》，在法律上彰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强大意志。2009年，台海两岸正式实现全面直接

双向“三通”，两岸同胞往来和贸易投资空前迅捷。

胡锦涛在总结对台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

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提出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主张，进一步发展了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岸领

导人实现首次会晤，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趋于

深入，海外“反独促统”力量发展壮大。实践证明，

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及

二者的良性互动，“一国两制”构想得到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祖国统一大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国两制”构想的实施过程，使其成为中国

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制定的基本国策，正是在

“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引下，我们解决了历史遗留

的香港、澳门问题，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

“从 1997 年到 2016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 1.37

万亿港元增长到 2.49 万亿港元，年均实际增长

3.2%，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巩固了国际金

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

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

一。从 1999 年到 2016 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从

502.7 亿澳门元增加到 3582 亿澳门元，增长 6.1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②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修订版），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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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实现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①

“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一国两

制”在中央文件中的定位日益凸显、阐述更为周

全，反映出我们党对“一国两制”规律性认识的深

化。2007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增写了促

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内容。党的十六届

四中全会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

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②党的十

七大报告将“崭新课题”升级为“重大课题”。③习

近平总书记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

统一”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一

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

和平统一”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

的 13个显著优势之一。同时，将“一国两制”作为

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

并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谋划了方向与路径。“一国两制”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过程成为提升国家治理

能力的过程。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擘画出在国家治理创新

中推进统一进程的新蓝图，成为实现祖国统一大

业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维护

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

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不变形、不走样。”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阐

述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强调：“必须坚持‘一

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

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⑥我国是单

一制国家，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与特

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前者

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体现，二者是

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要坚守“一国”之本，使

“两制”和谐相处，实现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

制”差异的有机结合，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澳

门的实践行稳致远。

在回答和解决重大问题中完善“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

如何管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地

区，是治国理政实践的重大课题。“一国两制”作为

一项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事业，其实践不会一帆风

顺，总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正是通

过不断探索、总结，深化和提升对“一国两制”的认

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

“一国两制”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将“一国两制”纳

入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将香港、澳门融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满足香港、澳门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深入推进“一国两制”

制度创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我们应从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

健全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

度。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力的前提。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特别行政

① 蒋建国：《“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人民日报》2018年1月10日，第7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

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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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宪制根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创新、制度

创新，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宪

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颁布实施香

港国安法、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是香港“一

国两制”实践的重要里程碑。深入推进“一国两

制”实践，就需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①

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体制机

制。中央坚持开拓创新，推动“一国两制”的制度

创新。比如，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这一方式，

解决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实

施管辖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为港澳发展创造了战略机遇，内地不断拓展与

香港、澳门在CEPA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有序开启

“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机制，全面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加速实施港

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基建项目。粤港澳大湾

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湾区，有着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四个核心城市的多重

复合资源禀赋。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于体制机

制创新，这就需要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

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促进要素流通，全面

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不断拓宽港澳与

内地共同发展的路径和渠道，为港澳同胞到祖国

内地发展创造更多机会和广阔空间。

此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包括港澳

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心灵契合、守望相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

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

发展的政策措施”，“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

进台湾同胞福祉”。②港澳台青年是我们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力量，要加强港澳台青年的教育引导，

支持港澳青年来内地、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

和生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和衷共济、团结向

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

未来。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

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

究”〈项目编号：2020ZDGH017〉、2020 年度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

治理体系创新研究”〈批准号：20&ZD158〉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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