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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一

国 两 制
”

必 须
“

保 持 耐 心
”

齐鹏飞

（ 中 国人民大学 ，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

摘 要 ：香港 回归 ２０ 周年
一

国两制
” “

五十年不变
”

的 国家治理模式试验 已走过近
一

半旅程 ，

一

些阶段性、整体

性 、规律性的主要特征 已相对 明晰地呈现出来 ，
充分反映 了在香港全面准确地理解认识和贯彻落实

“
一国两制

”

方

针政策
，
确保在香港实践

“

不会变 、不动摇
”

和
“

不走样
、
不变形

”

的重要性 以及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 。 对
“
一国两

制
”

在香港实践这项前所未有的创新性伟大事业 ，必须在
“

不忘初心
”

、

“

坚定信心
”

的基础上
“

保持耐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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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两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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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耐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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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 回归 ２０ 周年 ， 中 国共产党和 中 国政
一

、对
“
一

国两制
”

香港实践坚持
“

两点论
”

府以实现国 家统
一为 基础和 前提 、 以

“

维护 国家主为了行文的方便 ，笔者拟借用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

权 、安全和 发展利益
”

和
“

保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
”

员长张德江同志评价
“
一

国两制
”

香港实践时所使用

为根本宗 旨的
“

抛弃殖民主义
”

、

“

保 留资本主义
”

和的三个核心理念和概念——
“

不忘初 心
”

、

“

保持耐
“

求
一 国之大 同

”

、

“

存两制 之大异
”

之
“
一 国两制

”

心
”

、

“

坚定信心
” ？
之一 的

“

保持耐心
”

来展 开论述 。

“

五＋年不变
”

的全新试验 ， 已走过近一半旅程 。 如这三个核心理念和概念均是直接针对香港回归 以来

此
，

“
一

国两制
”

之国家治理模式在香港探索实践过
“
一

国两制
”

香港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 旨在
“

正

程 中的
一些 阶段性 、 整体性 、 规律性 的主要特征 已本清源 、拨乱反正

”

。

经相对明 晰地呈现 出来 。 如 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关于
“

保持耐心
”

的问题 ， 张德江同志的原话是 ：

香港 回归 ２０ 年来
“

一

国两制
”

实践的历史功 过 ，梳
“ ‘

为山九仞 ，非
一

日 之功 。

’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

理 、总结和揭 示历史经验 和现实启 示 ， 以 为继续前还不到 １９ 年 ，

‘

一 国两制
’

实践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

行之借鉴 ，
不仅是摆在 中 国共产党 和中 国政府面前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机制 尚须完善 ，

一些深层次矛盾

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 摆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 同总是要经过
一段时间才会逐渐显露出来 ，

这有其客观

胞面前亟待破解的 的重大课题 ， 同 时也是摆在从事必然性 。 今天暴露的许多问题 ，有些是多年积累而来

香港问题研究 的海 内 外学界面前亟待破解的 的重的 ，有些是新出现的 。 解决起来也绝非朝夕之功 。 我

大课题 。 由 于其 复杂 、 艰 巨 、 严 峻 ， 因 此极 富 挑们不能因此就对
‘
一

国两制
’

产生怀疑 、动摇甚至否

战性 。定 。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 山 ，我们有智 慧 、 有能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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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德江 ： 《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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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两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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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两制
’

实践 当 中遇 到的 问题 。

”

这里
， 主要是论在香港的实践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

及对
“
一

国两制
”

香港实践的长期性 、复杂性 、艰 巨性这是
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和评价

如何理解认识的问题 。香港回归 ２０ 年来
“
一

国 两制
”

实践的历史功过 ，
梳

首先要澄清
一

个概念
——何谓

“
一

国两制
”

的理 、总结和揭示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必须坚持的
“

两
“

香港模式
”

？ 这个概念是 中 国内地学界首先提出并点论
”

。 忽略或偏失 了任何一点
，
都会犯严重的政治

使用的 ，
但是对其内涵的具体指涉则始终有不同 的理错误 。

解和认识 。 而笔者始终坚持这样 的观点
——

所谓二
、香港社会内部的反常情形

“
一

国两制
”

的
“

香港模式
”

，事实上包括有两层涵义 ：


“

巨大成功
”

毋庸多言 ， 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和社

其
一

是指
“

九七
”

香港 回归前的
“

国际争端解决模式
”

会各界包括学界 已经有非常全面而透彻 的论述 ，这里

和
“

国家统
＿

模式
”

；其二是指
“

九七
”

香港回 归后的笔者想列举香港 回归 ２０ 年来香港社会内部
一些反常

“

国 家治理模式
”

和
１
中央和

，
方关系模式

” ①
。 当然 ， 情形 ，

重点谈
一下

“

新情况新问题
”

。

无论就哪层涵义而言 ，都是前所未有 、独
一无二 的全众所周知 ，香港回归 以后 ，香港社会各个阶层 、各

新试验 （

“ ‘

一

国两制
’

，
马克思没说过 ，世界历史上没界人士对于 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

“
一

国两制
”

的初
有过

”②
，

“ ‘

－

个国家 ，
两种制度

’

難想是我们根帛 心即
“
－

国两制
”

设计的初衷和
“
－

国两制
”

的根本宗

中国 自 己 的情况提出来的
” ？

，

“

这个新事物不是美 Ｓ
旨

，
从来都不是全部 、全面认同和接受 的 。 他们 中 的

提出来的 ，
不是 日本提出来的 ，

不是欧洲提出来的 ，
也

相当
一部分人对于

“
一

国两制
”

方针政策及其
“
一国

不是苏職 出来的 ，
而是中 国提出来的 ，这就叫做中

两制大法典
”
——香港

“

基本法
， ，

的认ｉ只理解和贯彻
国特色 ？

 ） ，是相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瓶
雜 ，不健本谈不上全赚确 ，祖是械识地加

■解 、加以 割裂 ，有选择地取舍 。 他们拒不承认
“
－

国两制
”

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香港
“

基本法
”

是一个统

化多样化
”

的当代世界创新性发展作出 的
一大贡献 ， ＾^

‘ ‘

是 中 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 出 的
一

力＃ 割裂并对１起来 ，
不认 同 、 不接又

一

国 是 两

贡献 ，是中华民族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历史遗留 问题
制

”

的基础
，

提 ；他们将
“

维护，权力
”

与
，
障

提供的富有传统哲学智慧 的相方案
”

。
⑤ 事实 已经

特别彳了政区高度 自
＇

冶权 割裂并对
＾

？起来 ’
不认同 、不

证明 ：

“
－

国两制
”

不仅是解决历史遗 留 的雜问题
駿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是特区行使高度 自 治权的

的最佳方Ｉ也歸翻归后雜长雛雑定的最
細和

＿＾ ；細将
“

发娜＿地麵后盾作用
’ ’

佳制度安排。 当然 ，这－前所未Ｈ无二的錢 与
“

提細澳 自 身竞争力
”

割裂并对立起来 ，
不认同 、

试验 ，其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 ，
也就不言而喻 。 香 不接受

“

祖国 内地因素
”

是
“

香港经济发展和经济繁

港 回归以后 ， 中国共产党人富有忧患意识和前瞻性地荣
”

的基础和前提 。 他们对于 中 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

提出
“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

的问题 ， 是新形势下
“
一

国两制
”

的初心之
“

两个基本点
”

， 仅仅认同 和接

“

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
”

和
“

治 国理政面临 的重受其
“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

的
一面

，
而不认可 、不

大课题
”

，
就是基于此

一大的历史背景 。接受其
“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

的另
一面 。

香港回归 ２０ 年 ，我们必须承认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上是对
“
一国两制

”

方针政策及香港
“

基本法
”

进

事实 ：

一方面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行抽象肯定 、具体否定 。 他们 以
“

民 主派
”

、

“

泛 民主

瞩 目 、举世公认的 巨大成功 ； 另
一方面

，

“
一

国两制
”

派
”

和
“

本土派
”

、

“

真本土派
”

自诩 ，实际上是
“

逢特区

① 参见笔者 的《

“
一国两制

”

之
“

澳门模式
”

、

“

香港模式
”

异同刍议》 （ 《当代中国史研究 》 １ ９９ ８ 年第 １ 期
）

、 《

“
一

国两 制
’
’

在香港 、澳 门 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

究》
（
人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等论著 。

② 《邓小平年谱 （
１ ９７ ５—１ ９９ ７

） 》 （ 下 ） ， 北京 ： 中央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９９７ 页 。

③ 邓小平 ： 《
一个国家 ，

两种制度 》 ， 《邓小平文选》 第
二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９３ 年 ， 第 ５ ９ 页 。

④ 邓小平 ：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第 ２２２ 页 。

⑤ 张晓明 ： 《不忘初心 稳 中求进——在香港中联办 ２ ０ １ ７ 年新春酒会上的致辞 》 ， 香港 《 文汇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Ａ １４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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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反
”

、

“

逢中央政府必反
”

的极端反对派 。 他们动就是其中
一

个的典型案例 ，
而且是

“

有法不依 、执

中的少数极端分子甚至幻想在香港 回归以后、在中 国法不严、违法不究
”

！ 如此 ， 香港社会内部一直 自 以

中央政府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以后 、在中 国 中央为傲 、外部世界也津津乐道的
“

法 治精神
”

自然是伤

政府直辖的香港特区行政区成立以后 ，仍然可以在某了元气 ，香港同胞知法 、 懂法、守法、护法的正面形象

种程度上 、某种范 围内使
“

资本主义的香港
”

与
“

社会被严重玷污。 极端反对派
“

逢中央政府必反 、逢特区

主义的祖 国 内地
”

有效隔离或分离 ，
使香港拥有

“

完政府必反
”

，甚至中 央政府纯粹为了推动香港和祖国

全的政治实体
”

或
“

半政治实体
”

的超然地位 。 从
“

香内地之间经济交流与合作以期两地优势互补 、 互利双

港价值至上论
”

、

“

香港利益至上论
”
一直到

“

香港城赢 、共同发展的重大施惠举措 ， 特区政府纯粹为 了香

邦论
”

、

“

香港 民族 自 决论
”

、

“

香港独立论
”

， 在这
一

港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促进和谐的重大施政举措 ，也
“

反共又反华
”

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 而且
， 在他都被政治化和污名化 ，

通过
“

议会拉布
”

和街头闹事

们的背后 ，还有西方社会在遏制和封堵中 国
“

和平崛而加以阻扰和破坏 。 先是特区政府第二届行政长官

起
”

大战略下 的全力 支持和直接干预 。 基于此
一

消董建华被迫 以
“

健康原因
”

宣布辞职
，
后是第 四届行

极因素的作祟 ，香港 回归 ２０ 年来 ，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政长官梁振英被迫 以
“

家庭原因
”

宣布不谋求连任 ，

态演变已经 日益逼近 中 国共产党和 中 国政府 国没有
一

个行政长官做满香港
“

基本法
”

规定 的上

两制
”

的初心之不可触碰的底线 。 香港 已经 由 以往限——两届十年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严肃性 、连续

的一个经济中心逐步嬗变为当下的
一

个政治中 心 ，香性 、稳定性 、效能性无从谈起 。

港的社会生活逐步政治化 、泛政治化甚至是 民粹主义为什么
“
一

国两制
”

的实践中 频频 出现
“

新情况

化 、泛民粹主义化 ，政治分化和撕裂 、 政治纷争和对立新问题
”

，
甚至是比较严重的

“

乱象乱局
”

， 原因肯定

曰益严重 ，政治暴力 、政治动荡不断。是非常复杂 、非常多面的 ，需要我们
“

沉下心
”

来进行

在这样吊诡的政治气候 、政治环境下 ，
不仅

“
一全面 、系统 、深人的反思和探究 ，但是其中有

一

个关键

国
”

原则之贯彻落实严重受阻 ， 典型者如
“

维护 国家性因素 ，则是各方面
——

尤其是中 国内地学界——已

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

的
“

二十三条立法
”

被迫无限经形成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 的 ：

“

人心 回归
”

问题 。

期地搁置 、逐步建立 国家认同 的
“

国 民教育
”

被迫无香港社会在很大程度上 、在很大范围 内还没有彻底完

限期地搁置 、

“

爱 国爱港
”

这一基本的政治伦理竟然成 自英国殖 民统治下的一个
“

海外省
”

至 中 国中 央政

不能被普遍认同 和接受为香港社会的
“

核 心价值
”

，府直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转变
；香港人在很大程

而且即使是香港社会长期以来 自 以 为傲的
“

民主
”

和度上 、在很大范围 内还没有全面完成 自
“

英国 的二等
“

法治
”

两大
“

核心价值
”

的基石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臣民
”

至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
”

的转变 。 正如 ２０ １４

冲击和挑战——中央政府主导和推动 的以香港
“

基年 ６ 月 中央政府发布的香港 回归以 来第
一

个政策 白

本法
”

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为依循 、 以
“

双普皮书《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 中所总

选
”

为 目标指 向和主要 内容的政制改革和 民 主化进结和揭示的 ：

“ ‘
一 国 两制

’

是
一

项开创性事业 ，
对中

程 ，两次被香港立法会极端反对派议员 以
“

集体捆央来说是治 国理政的重大课题 ，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

绑
”

的否决方式粗暴打断 ， 使五百万香港选民在香港说是重大历史转折 。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

回归 ２０ 周年之际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的美好愿景得全面进步的 同时 ，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的实践也遇

成为泡影 ；
香港社会 内部直接挑战 中 国宪法和香港到 了新情况新问题 ，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

“

基本法
”

作为香港宪制基础 和法治基础 、直接挑战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 ， 特别是对
‘

一

国 两制
’

方针政

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权尊严 、直接挑战特区政府施政权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 目前香港出现

威之政治性的游行示威不断 ，议会抗争和议会暴力不的
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

断 ，街头抗争和街头暴力不断 ，酝酿 、策划 时间长达近都与此有关 。

”？

两年 、发动和持续时间逾两个半月 的
“

占领 中环
”

运这是问题的
一

个方面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白皮书
（
２０１ ４年 ６ 月

）
， 《人 民 日报》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第 １ ５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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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鹏飞
：
对

“
一国两制

”

必须
“

保持耐心
”



７５
＿

三 、

“
一国两制

”

思想逐步成熟２０ １ ２ 年 、 ２０ １ ３ 年 、
２０ １４ 年 、２０ １ ５ 年 、

２０ １６ 年的 １２ 月 接

但是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将
“
一国 两制

”

在香港见前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的谈

的实践放置于
“

大历史
”

的
“

长 时段
”

中 ， 将其与 中 国话 ，
２０ １３ 年 ３ 月 会见前来北京列席十二届 全国人大

全面实现现代化 （ 包括国 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第一次会议闭幕式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 的

现代化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
“

中 国梦
”

的战略 目标谈话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会见出席亚太经合

和具体进程结合起来观察 ，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 已经组织第二十
一

次 、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香

走到尽头
”

的臆断 自然也就成为
“

伪命题
”

，不攻 自破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的谈话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会见

了 。 中央政府近年来反
＾
强调 的

“

保持耐心
”

， 也正以董建华为 团长的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的谈

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坐标系上的
二话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赴澳门 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１ ５ 周

事实上
，就中 央政府层面而言 ，

ｇ
对于

“
一

国 两 年大会暨澳 门特别行政区第 四届政府就职典礼时的
制

”

在香港实践的历史功过和现实启 示之梳 总结 一

系列重要讲话 （ 对于香港也是同样适用 的 ） ，

２０ １ ７

和揭示 ，
自香港回归以来就一直在持续地进行 ， 其思 年 ４ 月 会见新当选并获 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区第

想认识在逐步地丰富和深化、成型和成熟 。 这种思想 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时的谈话 ，等等 。 而习近平同
认识 比较集 中且公开反映在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ｆｔ

志、在今年 ６ 月 底 ７ 月 初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 回归祖
献会的

‘ ‘

政治报告
”

、 历年中 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２〇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
的

“

政府工作―
”

、巧
全国

“

两会
”

期间中 央政府
礼时发表的

－

系列重要讲话 ，将是
“

以习 近平同志为

核心 的党中央
”

在这
—思想认识上的集大成 。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时的谈话 、历次中央政府主要领导
，

正是在这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 ， 中共中央历代领
人接见 刖来北足接受任命书的香港特区打政长 目 的

ｒ，

— ＾ ＾导集体在解决香港问题的 顶层设计 和 底线思维
谈话 、历年接见刖来北足述职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时＋

ｔ中 ，充分考量到了
—

国 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 、试验之
的谈话 、历次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不疋期地会见香港Ｊｉｍ ＊＊

特区行政长官幡離会各界人士 ｆｌ描谈话 、臟巾
杂性 、艰 巨麵 ］题 ’

反 复强调 了 保持耐

的周年庆典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历次中央政府主要领
、

心明确指 出
」 ＾

一

国两制 、

５
人

导人赴麵考察和参加重要会议时发麵重要讲话 、

＆港
’

自 业 。

历次 中央細主要领导人在麵
“

基本法
”

颁布或实

施
“

逢五逢十
”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发細重要讲话等

重要文件 、重要讲话 中 。 如以 ２０ １ ２ 年党 的十八大 以
协力 ，共同探索前进 ，

不断用新的经验来丰富
‘

一

国两

来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为例 ， 除 了反映
“

集体意志
”

的 制
’

、

‘

港人治港
’

、高度 自 治的实践 。 只有这样 ，香港繁

十八大
“

政治报告
”

及其十八届三 中 、 四 中 、五中 、六荣稳定的局面才能真正得到保持 ，并不断发展 。

”① “

如

中全会决议 ， 十二届全国 人大第
一

至第五次会议的何在
‘
一

国两制
’

的大原则下把握和处理好中 央与特

“

政府工作报告
”

， 《 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 国 民经济和社区的关系 ，确保
‘

港人治港
’

、

‘

澳人治澳
’

、高度 自 治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及其 《 中华人民共和基本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 ，和发展 ，是 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共同面 临的课题 。

”②

《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 白 皮书 ，等
‘ “
一

国两制
’

是一项全新 的事业 ， 需要中 央政府 、特

等 ，仅仅就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及其治 国理政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香港同胞
一道实践和探索 。

”？

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的论述而梳理 ，
最 主要 的 即有胡锦涛同志明确指 出 ：

“

在过去的几年里 ，
我们在

① 《江泽民参加香港代表团讨论时指 出 香港发展基础稳健明天会更美好》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９９ 年 ３ 月 ８
日 ， 第 丨 版 。

② 《江泽民会见董建华一行》 ， 《 人民 日报》 ２ ０００ 年 １ ２ 月 ２ １ 日 ，第 ４ 版。

③ 江泽民 ：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５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 讲话》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第 〖 版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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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

一

国两制
’

方针 的实践中积累 了
一些重要经验 ，

“

继续推进
‘

一

国两制
’

事业 ，是中 央政府 、特别行政区

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全面 、正确地贯彻
‘

一国两制
’

方针 ，政府包括港澳 同胞在 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 ，

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
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对

‘

一国两制
’

的

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 ，切实加强香港 、澳 门各界人信心和决心都绝不会动摇 ，我们推进
‘

一

国两制
’

实践

士在爱 国爱港 、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广泛团结 ，
努力保持的信心和决心都绝不会动摇 ！

” ？ “

近年来 ，香港
‘
一国

社会稳定和谐与经济繁荣发展 。 今后 ，我们要始终不两制
’

实践出现了
一

些新情况 。 我想强调的是 ， 中央

渝地坚持这些重要经验 ，
同时要本着与时倶进的精神贯彻

‘

一国 两制
’

方针坚持两点 。

一 是坚定不移 ， 不

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经验。

” ？ “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的会变 、不动摇 。 二是全面准确 ，
确保

‘

一国两制
’

在香

实践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 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别行政港的 实践不 走样 、 不变 形 ， 始终 沿 着正确 方 向 前

区政府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不断总结经验 ，推动
‘

一进 。

”
？

“

香港 回归祖国即将步人第二十个年头 。

‘

一

国两制
’

伟大事业在香港的顺利发展。

” ？ “ ‘

一国两制
’

国两制
’

在香港的实践取得的成绩有 目共睹 。

‘

一国

是
一

项开创性事业 。 在 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制
’

是
一项全新的事业 ， 实践中 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同时 ，按照
‘

一

国两制
’

方针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是正常的 。

” “４

一国两制
’

符合国 家利益和港人福祉 ，

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管理好 、建设好 、发展好 ，保持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心愿 ， 中央政

香港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是中央政府治国理政面临的府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要坚定信心、坚守底

崭新课题
，
同样也是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面线 、坚决维护 ，确保

‘

一国两制
’

在香港的实践在基本

临的薪新课题 。 因此 ，
无论是 中央政府还是两个特别法轨道上向前推进 。

”？ “

今年是香港 回归祖国 ２０ 周

行政区政府 ， 以及广大香港同胞 、澳门同胞 ，都需要在年 。
２０ 年来 ，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 的实践取得 巨大成

贯彻
‘

一

国两制
’

的实践中积极探索 、不断前进。

‘

一

国功 。 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有效运行 ，

两制
’

作为一个親新事物 ，我们在实践中难免会遇到一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 。 与此同

些矛盾 。 要正确分析和妥善处理出 现的矛盾 ，关键是时
，
作为

一项开创性事业 ，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的实践也

要坚持全面 、准确地理解和贯彻
‘
一

国两制
’

方针 ，
坚持需要不断探索前进。 ２０ 年来 ，香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

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 依法治港 、依法治澳 ，坚雨 ，这个阶段有挑战和风险 ，也充满机遇和希望 。

”
？

持以爱 国者为主体的
‘

港人治港
’

、

‘

澳人治澳
’

，
坚持

“
一 国两制

”

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性事业 ，具

在爱国爱港、爱 国爱澳的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 ，
而有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的鲜明特点 ，绝不可能一蹴

且团结的人越多越好。 这是我们从香港 、澳 门 回归以而就 、
一帆风顺 ，在前进的道路上 ，

必然会不断遇到来

来的实践中得 出的重要结论 。 只要做到这几条 ，香港 、自方方面面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需要中 央政府和

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就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

‘

一

国两祖国 内地 、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

制
’

事业就能够取得更大成功 。

”？ “ ‘

一国两制
’

事业是逐步总结和积累经验 ， 同时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不

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 。

”
？断丰富和发展这些经验 ，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习近平 同 志明 确指 出 ：

“

我们深知 ， 作为前无古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 。 对此 ，我们必须
“

保持耐心
”

！

人的事业 ，

‘

一

国两制
’

实践不会一帆风顺 。

” “

在取得胃
巨大进步和成就的同时 ，

也还存在
一些矛盾和问题 ，

＿

仍会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 ， 需要加 以妥善应对 。

”
？

① 《胡锦涛在看望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时指 出 长期坚持
“

一国两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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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版 。

② 《胡锦涛温家宝在会见董建华时强调 坚定不移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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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两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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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１ 日

， 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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