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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兵：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

摘要：“一国两制”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一国两制”史研究

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现状可以从理论、政治法律、经济社会、

文化教育等层面来考察。“一国两制”史研究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存在历史学基础薄弱和

研究成果需要整合等问题。新的理论与文献资料为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提供了指导和基

础。“一国两制”理论内涵的新探索、香港政制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等问题，是当前“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分散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是深化

“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内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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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史是指“一国两制”理论与

实践的历史。随着“一国两制”从理论变为实

践，“一国两制”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

的一个新兴领域。“一国两制”史与当代中国

政治史、法制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

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学术界关于“一国两

制”史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

拟对“一国两制”史研究状况进行如下梳理。

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回顾

（一）港澳回归前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姜秉正的

《香港问题始末》，杨奇主的《香港概论》，

齐鹏飞的《日出日落——香港问题一百五十六

年》，英国诺曼· 迈因纳斯的《香港的政府J·

与政治》，罗伯特的《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

的秘密谈判》，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吴

志良的《澳门政治发展史》，黄嘉树的《国民

党在台湾（ ）》，陈孔立的《台湾1945—1988

历史纲要》，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

题 》 ， 周 毅 之 、 施 汉 荣 的 《 香 港 与 一 国 两

制》，肖蔚云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

度》《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王立胜、张心立、李安增的《邓小平“一国两

制”理论研究》，王凤超的《“一国两制”的

理论与实践》，张同新、何仲山的《“一国两

制”与海峡两岸关系》等。

（二） 世纪初出现一批研究力作21

这期间研究成果的出现和中央政府的政策

调整及台湾问题的状况密切相关。代表性研究

成 果 有 ： 刘 曼 容 的 《 港 英 政 府 政 治 制 度 论

（ ）》，齐鹏飞的《邓小平与香港1841—1985

回 归 》 ， 王 振 民 的 《 中 央 与 特 别 行 政 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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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王叔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

论》，徐博东的《透析台湾民进党》，潘叔明

的《“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等。

二、“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现状

（一）“一国两制”史的理论研究层面

学界尝试性从制度创新、全球化等不同角

度对“一国两制”进行理论分析。许崇德指

出：“一国两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邓

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易宇认为，[1]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轨

道的过程是与提出并实现“一国两制”方针同

步完成的；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是中国在

全球化进程中做出的两个重要决策 。王毅提[2]

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由开创期进入巩固

深化的新阶段；要继续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

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积累更有利的条件 。骆伟[3]

建用系统论的方法解析了“一国两制”系统的

构成要素、结构层次和功能。李浩然指出：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香港问题并不是‘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对抗，而是二

者如何共容于‘一国’之中的问题。”[4]

关于台湾政治，王英津认为部分台湾学者

把“统独”议题与“宪政改革”相联系，使台

湾的政治体制设计偏离了“科学主义”的轨
[5]道，且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发展、变化状态 。朱

云汉从各个角度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的经验进行
①了总结与分析，对教训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王为就台湾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变更、政治转

型、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政治文化等内容进
②行了研究 。李晓兵提出：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

和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一国两制”对于解决

台湾问题的价值和地位，如何在坚持该原则的

同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避免刻舟求剑，是
[6]“一国两制”实践提出的新要求 。李家泉结合

新形势和已经变化的情况，提出构建一个以

“一国两制”为基础的合情合理的两岸和平发
③展框架，以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

关于两岸经贸关系，李非、蒋含明运用协

整理论对两岸贸易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进行了实证研究 。丁振辉提出：中国大陆和台④

湾服务贸易门类发展很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

展滞后，但台湾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强于大陆 。[7]

彭莉认为：基于海峡两岸目前的现状，歧视

性规范的消解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或许

是“两岸特色”在“陆资入台”问题上的一

种体现 。[8]

关于台湾文化与宗教，林秀琴指出：1980 

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文化政策的演变呈现出

清晰的脉络走向，基于“社区总体营造”政策

理念的架构，逐步把“在地”文化的“产业

化”合法化，使之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轴，直接

影响和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起和发展 。王仲、张东保从台湾文化与社会[9]

思潮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近百年来台湾文

化发展的脉络 。黄妙婉系统探讨了卫理公会在⑤

台湾的教会制度，以及所进行的教育、社会救

济与福利服务等一系列宣教事业 。⑥

（二）“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

层面

在“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层

面，法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虽然其中很

多成果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很难列入历史学

范畴，但是有些成果可以成为“一国两制”史

研究的有益组成部分。

关于一般法律，陈弘毅的著作从总论、历

① 朱云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2011

② 王为：《台湾地区政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2011

③ 李家泉：《“一国两制”与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 期，第2009 4 84-

91页。

④ 李非、蒋含明：《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 年— 年的时间序列1980 2010

数据》， 《审计与经济研究》 年第 期，第 页。2011 6 87-94

⑤ 王仲、张东保：《台湾文化与社会思潮》，九州出版社 年版。2012

⑥ 黄妙婉：《卫理公会与台湾社会变迁：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年版。1953—2008 2011

史足迹、法理探索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是港人

对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制史的集

体回忆的一部分 。伍华军提出：“通过宪法的[10]

有效实施，进而确保内地与港澳关系的稳定与

发展，实现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法制化。”[11]

关于香港政治，陈佐洱指出：“1997年7月

1日历史揭开新篇章，‘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终

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
[12]成。” 刘兆佳聚焦于特区新政权的建设，提

出：新政权的“终极”形态目前无从得知，但

大体上原来的“一国两制”构思可望能够落

实，而香港在保持其自由、法治、繁荣和稳定

的同时，会享有比现在更高但又能与“一国两
[13]制”相配合的民主政治 。李晓惠在深入探讨香

港过去和现实政制架构、政治生态的基础上，
①注重以建制的政治视野探讨香港的政制发展 。

马岳的《香港80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一

书，收录了对李植悦、冯检基、李柱铭等10个

20世纪80年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的访问。孙翠萍

强调：全国人大第二次释法为香港政改问题奠

定了法律基础，在香港政制发展历程中具有里
[14]程碑式的意义 。饶戈平强调：“香港普选是

‘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地方行政长官普选，受
[15]‘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制约。”

庄金锋把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与“一国

两制”澳门模式作为研究切入点。孙翠萍回顾

了澳门政治发展的十年历程，对澳门的政治发
②展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杨爱平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法对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成效与治

③理能力进行了评估 。《政制发展与“一国两

制”理论探索》一书汇集了来自内地和香港、
④澳门约30位专家的论文成果 。

（三）“一国两制”史的经济、社会研究

层面

关于 学界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务CEPA，

院研究室课题组对粤港澳更紧密合作进行了研

究 。封小云运用区域整合理论探讨了粤港澳三⑤

地合作利益逐步分化、合作结构从互补性走向

替代性的客观原因，以及目前产生的区域博弈

的现状 。⑥

关于港澳经济与社会，陈秀珍论述了香港

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及演进的特点，并提
⑦出了政策建言 。刘祖云对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

⑧香港模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和探讨 。李德、黄

颖提出：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构建与社会服务机

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结

构深化的内地推进公共服务改革具有一定借鉴
[16]意义 。赵宇红提出：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

的特区不光有降低碳排量的义务，还应当充分
[17]利用自身优势引导内地向低碳社会转变 。袁持

平等人通过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澳门产
⑨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的各个产业关联条件 。郭永

中指出：“澳门应充分利用开发横琴的契机，把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步棋走好，闯出一条具
[18]有澳门特色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霍慧芬提

出：回归祖国以来，澳门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

提升，各项社会福利有了明显的增长，这在本质
[19]上是由澳门特殊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

① 李晓惠：《走向普选之路——香港政治发展进程与普选模式研究》，（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有限

公司 年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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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4 70-75年第 期，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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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年版。2012

⑤ 载《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至 年第 期。2011 4 2012 1

⑥ 封小云：《粤港澳经济合作走势的现实思考》，《港澳研究》 年第 期，第 页。2014 2 45-52

⑦ 陈秀珍：《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年版。2011

⑧ 刘祖云：《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香港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2011

⑨ 袁持平：《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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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王叔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

论》，徐博东的《透析台湾民进党》，潘叔明

的《“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等。

二、“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现状

（一）“一国两制”史的理论研究层面

学界尝试性从制度创新、全球化等不同角

度对“一国两制”进行理论分析。许崇德指

出：“一国两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邓

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易宇认为，[1]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轨

道的过程是与提出并实现“一国两制”方针同

步完成的；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是中国在

全球化进程中做出的两个重要决策 。王毅提[2]

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由开创期进入巩固

深化的新阶段；要继续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

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积累更有利的条件 。骆伟[3]

建用系统论的方法解析了“一国两制”系统的

构成要素、结构层次和功能。李浩然指出：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香港问题并不是‘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对抗，而是二

者如何共容于‘一国’之中的问题。”[4]

关于台湾政治，王英津认为部分台湾学者

把“统独”议题与“宪政改革”相联系，使台

湾的政治体制设计偏离了“科学主义”的轨
[5]道，且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发展、变化状态 。朱

云汉从各个角度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的经验进行
①了总结与分析，对教训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王为就台湾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变更、政治转

型、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政治文化等内容进
②行了研究 。李晓兵提出：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

和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一国两制”对于解决

台湾问题的价值和地位，如何在坚持该原则的

同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避免刻舟求剑，是
[6]“一国两制”实践提出的新要求 。李家泉结合

新形势和已经变化的情况，提出构建一个以

“一国两制”为基础的合情合理的两岸和平发
③展框架，以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

关于两岸经贸关系，李非、蒋含明运用协

整理论对两岸贸易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进行了实证研究 。丁振辉提出：中国大陆和台④

湾服务贸易门类发展很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

展滞后，但台湾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强于大陆 。[7]

彭莉认为：基于海峡两岸目前的现状，歧视

性规范的消解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或许

是“两岸特色”在“陆资入台”问题上的一

种体现 。[8]

关于台湾文化与宗教，林秀琴指出：1980 

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文化政策的演变呈现出

清晰的脉络走向，基于“社区总体营造”政策

理念的架构，逐步把“在地”文化的“产业

化”合法化，使之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轴，直接

影响和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起和发展 。王仲、张东保从台湾文化与社会[9]

思潮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近百年来台湾文

化发展的脉络 。黄妙婉系统探讨了卫理公会在⑤

台湾的教会制度，以及所进行的教育、社会救

济与福利服务等一系列宣教事业 。⑥

（二）“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

层面

在“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层

面，法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虽然其中很

多成果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很难列入历史学

范畴，但是有些成果可以成为“一国两制”史

研究的有益组成部分。

关于一般法律，陈弘毅的著作从总论、历

① 朱云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2011

② 王为：《台湾地区政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2011

③ 李家泉：《“一国两制”与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 期，第2009 4 84-

91页。

④ 李非、蒋含明：《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 年— 年的时间序列1980 2010

数据》， 《审计与经济研究》 年第 期，第 页。2011 6 87-94

⑤ 王仲、张东保：《台湾文化与社会思潮》，九州出版社 年版。2012

⑥ 黄妙婉：《卫理公会与台湾社会变迁：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年版。1953—2008 2011

史足迹、法理探索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是港人

对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制史的集

体回忆的一部分 。伍华军提出：“通过宪法的[10]

有效实施，进而确保内地与港澳关系的稳定与

发展，实现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法制化。”[11]

关于香港政治，陈佐洱指出：“1997年7月

1日历史揭开新篇章，‘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终

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
[12]成。” 刘兆佳聚焦于特区新政权的建设，提

出：新政权的“终极”形态目前无从得知，但

大体上原来的“一国两制”构思可望能够落

实，而香港在保持其自由、法治、繁荣和稳定

的同时，会享有比现在更高但又能与“一国两
[13]制”相配合的民主政治 。李晓惠在深入探讨香

港过去和现实政制架构、政治生态的基础上，
①注重以建制的政治视野探讨香港的政制发展 。

马岳的《香港80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一

书，收录了对李植悦、冯检基、李柱铭等10个

20世纪80年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的访问。孙翠萍

强调：全国人大第二次释法为香港政改问题奠

定了法律基础，在香港政制发展历程中具有里
[14]程碑式的意义 。饶戈平强调：“香港普选是

‘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地方行政长官普选，受
[15]‘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制约。”

庄金锋把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与“一国

两制”澳门模式作为研究切入点。孙翠萍回顾

了澳门政治发展的十年历程，对澳门的政治发
②展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杨爱平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法对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成效与治

③理能力进行了评估 。《政制发展与“一国两

制”理论探索》一书汇集了来自内地和香港、
④澳门约30位专家的论文成果 。

（三）“一国两制”史的经济、社会研究

层面

关于 学界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务CEPA，

院研究室课题组对粤港澳更紧密合作进行了研

究 。封小云运用区域整合理论探讨了粤港澳三⑤

地合作利益逐步分化、合作结构从互补性走向

替代性的客观原因，以及目前产生的区域博弈

的现状 。⑥

关于港澳经济与社会，陈秀珍论述了香港

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及演进的特点，并提
⑦出了政策建言 。刘祖云对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

⑧香港模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和探讨 。李德、黄

颖提出：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构建与社会服务机

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结

构深化的内地推进公共服务改革具有一定借鉴
[16]意义 。赵宇红提出：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

的特区不光有降低碳排量的义务，还应当充分
[17]利用自身优势引导内地向低碳社会转变 。袁持

平等人通过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澳门产
⑨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的各个产业关联条件 。郭永

中指出：“澳门应充分利用开发横琴的契机，把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步棋走好，闯出一条具
[18]有澳门特色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霍慧芬提

出：回归祖国以来，澳门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

提升，各项社会福利有了明显的增长，这在本质
[19]上是由澳门特殊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

① 李晓惠：《走向普选之路——香港政治发展进程与普选模式研究》，（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有限

公司 年版。2013

② 孙翠萍：《“一国两制”下澳门特区的政治发展（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2009）

2012 4 70-75年第 期，第 页。

③ 杨爱平：《澳门特区政府治理能力的现状与发展路向》，《港澳研究》 年第 期，第 页。2014 3 43-53

④ 杨允中：《政制发展与“一国两制”理论探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

研究中心 年版。2012

⑤ 载《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至 年第 期。2011 4 2012 1

⑥ 封小云：《粤港澳经济合作走势的现实思考》，《港澳研究》 年第 期，第 页。2014 2 45-52

⑦ 陈秀珍：《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年版。2011

⑧ 刘祖云：《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香港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2011

⑨ 袁持平：《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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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国两制”史的文化、教育研究

层面

关于“一国两制”下的港澳文化，马汇莹

介绍了“一国两制”环境下大众传媒话语特点

的转变，以及大众传媒如何推动“一国两制”

的进步和发展 。冯雪松提出，未来的中国新闻①

学 将 以 我 们 的 新 闻 实 践 而 添 加 一 个 新 的 科

目——“一国两制”报道与实践 。阎立峰指[20]

出：“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

要厘清、归纳出 “一国两制”条件下信息跨地

区采集传播活动所适用的一般原则和规范 。[21]

关于教育，程介明对香港教育改革的基本

思路、设计、实施的全过程做了描述与分析 。②

方骏、熊贤君的《香港教育史》叙述了香港教

育的发展，从英国统治前写到香港回归后十

年，是涵盖面较为完整的一部香港教育史。

三、“一国两制”史研究的评价

（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纪念史学特色。在“逢

五逢十”的大年份，学界通常会组织相关专题

的研讨会，推出不少研究力作。第二，具有敏

锐的现实指向 。“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性

包括区际关系、两岸关系及中美台湾问题、中

英香港问题、中葡澳门问题等。它虽然不同于

现实性对策研究，但是其研究对象与现实性问

题密切相关。一方面，具体研究对象受到现实

性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对现实性

问题具有导向作用，会对现实问题产生一定影

响。这就决定了“一国两制”史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第三，融汇多学科、

多领域。“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具有发展

性和复杂性，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

方面的专业知识。“一国两制”史研究既需要历

史学的“论从史出”，又应汲取多学科的研究

方法和优秀成果。

（二）“一国两制”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历史学基础

依然薄弱。这既有研究对象距离现实过近、涉

及学科过多等原因，又有该领域研究力量过于

分散的原因。国内开展“一国两制”史研究的

机构不多。“一国两制”的通史性著作急需推

出。第二，“一国两制”史的研究成果分散在

多学科、多领域中，需要整合法学、政治学、

经济学、新闻学等学科，并推出法制史、政治

史、经济史、新闻史等方面的成果。这些研究

成果尚具有浓厚的本学科的特点，需要经过沉

淀、加工才能成为“一国两制”史的有益养分。

吸收、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是发挥历史学研究

长处、深入研究“一国两制”史的重要途径。

（三）“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首先，新的理论与文献资料为深化研究提

供了指导和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

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

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

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

力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能 偏 废 。

2014 6年 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

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

释了“一国两制”。 月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8 31

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年立法会2016

产生办法做出决定，明确行政长官普选的原则

和制度框架。 月 日，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和平9 26

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一国两制’

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

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

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 月 日，习[22]9 30

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政府

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坚定不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些

重要文件与讲话的精神为进一步开展“一国两

制”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国内外的有关文

献资料为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提供了基

础。国内文献资料有《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

合声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台湾事务法律文件选编》《香港基本法起草

过程概览》等。国外相关文献主要是英、美等

国的解密档案。英国的解密档案包括亚当·马

修公司出版的数据库《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的

文件（ — 》、撒切尔夫人基金会公1949 1980）

布的相关档案资料等；美国的解密档案为《美

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相关卷册。

其次，“一国两制”的理论内涵、香港政

制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等问题是当前“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热

点问题。从长期来看，政党（社团）问题及区

际关系研究可能成为“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前

沿问题。学者对香港政党问题的讨论比较多。

朱世海系统阐述了香港主要政党的历史和现

状，促进了对香港政党演进与香港政治发展之

间关系的研究。关于区际关系，朱松岭认为：

“进一步发挥澳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

作用尤为重要，有非比寻常的价值。”[23]

再次，从分散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是深化

“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内在需要。当前，“一

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具有现实性强、操作性

强、理论要求高的特点，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

化 、 分 散 性 的 特 点 。 李 晓 惠 的 《 困 局 与 突

破——香港难点问题专题研究》一书，全面探

讨解读当今香港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民

生和香港与内地、台湾关系等各方面情况，是

“一国两制”史研究从分散走向综合的有益探

索。阿尔文提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香港和大

陆的政治与经济整合方面，这种整合需要综合
[24]法律、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因素来推动 。

历史学研究具有时段性、积累性特点。要坚持

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和方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注重“对焦”，汲

取多学科的营养，增强“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系

统性。这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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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国两制”史的文化、教育研究

层面

关于“一国两制”下的港澳文化，马汇莹

介绍了“一国两制”环境下大众传媒话语特点

的转变，以及大众传媒如何推动“一国两制”

的进步和发展 。冯雪松提出，未来的中国新闻①

学 将 以 我 们 的 新 闻 实 践 而 添 加 一 个 新 的 科

目——“一国两制”报道与实践 。阎立峰指[20]

出：“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

要厘清、归纳出 “一国两制”条件下信息跨地

区采集传播活动所适用的一般原则和规范 。[21]

关于教育，程介明对香港教育改革的基本

思路、设计、实施的全过程做了描述与分析 。②

方骏、熊贤君的《香港教育史》叙述了香港教

育的发展，从英国统治前写到香港回归后十

年，是涵盖面较为完整的一部香港教育史。

三、“一国两制”史研究的评价

（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纪念史学特色。在“逢

五逢十”的大年份，学界通常会组织相关专题

的研讨会，推出不少研究力作。第二，具有敏

锐的现实指向 。“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性

包括区际关系、两岸关系及中美台湾问题、中

英香港问题、中葡澳门问题等。它虽然不同于

现实性对策研究，但是其研究对象与现实性问

题密切相关。一方面，具体研究对象受到现实

性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对现实性

问题具有导向作用，会对现实问题产生一定影

响。这就决定了“一国两制”史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第三，融汇多学科、

多领域。“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具有发展

性和复杂性，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

方面的专业知识。“一国两制”史研究既需要历

史学的“论从史出”，又应汲取多学科的研究

方法和优秀成果。

（二）“一国两制”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历史学基础

依然薄弱。这既有研究对象距离现实过近、涉

及学科过多等原因，又有该领域研究力量过于

分散的原因。国内开展“一国两制”史研究的

机构不多。“一国两制”的通史性著作急需推

出。第二，“一国两制”史的研究成果分散在

多学科、多领域中，需要整合法学、政治学、

经济学、新闻学等学科，并推出法制史、政治

史、经济史、新闻史等方面的成果。这些研究

成果尚具有浓厚的本学科的特点，需要经过沉

淀、加工才能成为“一国两制”史的有益养分。

吸收、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是发挥历史学研究

长处、深入研究“一国两制”史的重要途径。

（三）“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首先，新的理论与文献资料为深化研究提

供了指导和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

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

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

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

力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能 偏 废 。

2014 6年 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

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

释了“一国两制”。 月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8 31

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年立法会2016

产生办法做出决定，明确行政长官普选的原则

和制度框架。 月 日，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和平9 26

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一国两制’

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

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

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 月 日，习[22]9 30

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政府

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坚定不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些

重要文件与讲话的精神为进一步开展“一国两

制”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国内外的有关文

献资料为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提供了基

础。国内文献资料有《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

合声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台湾事务法律文件选编》《香港基本法起草

过程概览》等。国外相关文献主要是英、美等

国的解密档案。英国的解密档案包括亚当·马

修公司出版的数据库《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的

文件（ — 》、撒切尔夫人基金会公1949 1980）

布的相关档案资料等；美国的解密档案为《美

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相关卷册。

其次，“一国两制”的理论内涵、香港政

制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等问题是当前“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热

点问题。从长期来看，政党（社团）问题及区

际关系研究可能成为“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前

沿问题。学者对香港政党问题的讨论比较多。

朱世海系统阐述了香港主要政党的历史和现

状，促进了对香港政党演进与香港政治发展之

间关系的研究。关于区际关系，朱松岭认为：

“进一步发挥澳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

作用尤为重要，有非比寻常的价值。”[23]

再次，从分散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是深化

“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内在需要。当前，“一

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具有现实性强、操作性

强、理论要求高的特点，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

化 、 分 散 性 的 特 点 。 李 晓 惠 的 《 困 局 与 突

破——香港难点问题专题研究》一书，全面探

讨解读当今香港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民

生和香港与内地、台湾关系等各方面情况，是

“一国两制”史研究从分散走向综合的有益探

索。阿尔文提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香港和大

陆的政治与经济整合方面，这种整合需要综合
[24]法律、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因素来推动 。

历史学研究具有时段性、积累性特点。要坚持

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和方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注重“对焦”，汲

取多学科的营养，增强“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系

统性。这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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