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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國兩制」的基本概念、意義 
 

1.1 鄧小平對「一國兩制」的闡釋 
 

 「一國」、「兩制」是並列的，但是這個並列有先後：先講一國，再講兩制，

所以「一國」是前提。「一國」是前提表現在很多方面，例如 1997 年 7 月 1
日交接儀式上，升國旗所代表的意義是「一國」，因為國旗及國徽是國家的標

記。此外，也包括駐軍，它是代表國家的主權。在 1997 前曾有意見認為不要

在香港駐軍，後來還是決定要有駐軍，就是因為駐軍是代表國防，而國防是

國家行為。 
 

 「兩制」，是指資本主義制度和社會主義制度。中國大部分地區實行社會主義

制度；而在局部地區，如香港、澳門則是實行資本主義制度，這就是兩制。 
 

 中國的主體是實行社會主義制度，而社會主義也是在不斷地發展與完善。現

時談得比較多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指有中國的國情在內，並把馬

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國情互相結合。 
 

 鄧小平在講港人治港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判斷。他認為香港發展到那麼繁

榮，應該是由香港的中國人做出來的貢獻，所以他相信香港人能管理好香港。

過去的繁榮是由香港人做出來的，回歸後也要相信他們仍能繼續管理好香

港。鄧小平當時是相信香港的中國人的，認為 1997 年前香港發展得比較好，

不是英國人做出來的貢獻，而是由香港的中國人做出來的。我覺得這個評價

是非常正確的。1997 年 7 月 1 日之前，香港是實行殖民地的港督制，港督制

的管理體制是不民主的，港督是英國政府派來的英國人，港督以下的一些主

要官員也是英國人。而在 1997 年後，主權回歸中國，中國人可以自己管理自

己了。 
 

 當然在具體的法律上，港人治港有很多規定，例如行政長官必須是中國公民，

終審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也必須是中國公民。其他的法官可以是外國人，但主

要官員必須是中國公民。 
 

 1997 年前有香港代表團訪問北京，跟鄧小平會面。鄧小平說，將來香港會實

行一國兩制、高度自治、港人治港、五十年不變。那位香港同胞就問鄧小平

「五十年不變是什麼意思，是不是五十年後就變？到 2047 年是不是就要開始

變呢？」鄧小平表示「五十年以後也不變」。所以，我的體會就是一國兩制、

高度自治、港人治港，應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一國兩制」是從實際出發而提出來的和平統一祖國的方式，也是一個評價。

鄧小平在跟英國人討論香港問題時，指出解決國家的統一問題有兩種方式：

一種是和平的方式，另一種是非和平的方式。非和平方式顯然是指武力，和

平方式則應該是符合人類文明的發展方向，是最好的。怎樣用和平方式來解

決統一問題呢？就是「一國兩制」。為什麼說「一國兩制」是從「實際」出發

呢？這個「實際」是指內地及香港都感到滿意，兩地都有好處。當然，不僅

是香港、澳門，還包括解決臺灣問題，亦應該採取「一國兩制」這種和平的

方式。 
 

1.2 「一國兩制」的意義 
 

 「一國兩制」的意義，主要是豐富、發展和完善國家統一的理論。舉例來說，

在法律方面既要考慮到香港在港英統治百多年所奉行的「普通法」，又得考慮

內地所應用的「大陸法」。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在單一制體制下，為什麼

可以擁有這麼大的權力，也可以用「一國兩制」來解釋。此外，「一國兩制」

不僅在國內有重要的意義，在國際上也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國際上也有很多

類似的情況。例如英國有北愛爾蘭問題、加拿大有魁北克問題，還有其他國

家可能也有領土方面的問題。中國以一國兩制的方針來解決國家統一的問

題，在國際上樹立了解決類似問題的榜樣，而且是用和平手段解決領土及國

家統一問題的榜樣。 
 
2.「一國兩制」在憲法中的地位 
 

2.1 憲法的具體條文：憲法第 31 條 
 

 「憲法」沒有直接提及「一國兩制」，因為「一國兩制」是一個省略語。反映

一國兩制的是「憲法」第 31 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立特別行政區，在特別

行政區內實行的制度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律規定。」【投影

片１】這項條文雖然很簡單，但卻非常重要，說明一國兩制是一項政策，「國

家在必要時得設立特別行政區」。「必要時」這三個字，就是原則性的語言。 
 

 「在特別行政區內實行的制度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律規

定」，這裏有兩個很重要的詞語：一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另一個是「法

律」。前者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香港這個地方的制度，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以外的中央機關，都無權決定特別行政區的制度。特別行政區的機關是沒

有權力來制定「制度」的，而這個「制度」是指最主要的制度。至於後者所

說的「法律」，我們知道內地的法律有很多種，有憲法、有法律、國務院制定

的叫行政法規，部委制定的叫部委規章。而香港這個地方只能由法律來規定，

1997 年回歸後在香港生效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因為按

照《憲法》31 條規定，只能由全國人大來制定這項法律。 



2.2 香港特別行政區實行與社會主義有別的制度 
 

 香港是實行行政主導體制，立法與行政互相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約，而

且強調司法獨立。內地是實行人民代表大會制，它與香港的行政主導制是不

一樣的。【投影片２】人民代表大會制就是由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選舉產生人

大代表，由人大代表再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全國人大」），然後由全

國人大再產生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法院、檢察院。國務院、法院、檢

察院向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人大代表則受選民或原選舉單位監督。我

希望大家注意兩個用詞：一是「選民」，一是「原選舉單位」。內地的縣級及

縣級以下實行的是直接選舉，縣級以上則實行間接選舉。例如，廣州市某某

區或某某鄉鎮的選舉是直接選舉，但廣州市人大代表則是間接選舉。先選出

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然後人民代表大會再產生政府、

法院、檢察院。內地所有國家機關都是這樣產生的，我們簡稱為「人民代表

大會」制，這與香港有很大不同。 
 

 我們說兩制，首先在政治方面是不一樣的，這裏我們說的是中央層面。全國

人大的常設機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再下面是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負責行政、中央軍委會統率武裝力量、

最高法院行使審判權、最高檢察院行使檢察權。這是在中央層面上人民代表

大會制的組成部份。【投影片３】 
 

 再從經濟層面而言，香港是完全的市場經濟，而內地原來是計畫經濟，現在

則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地很多經濟方面的規定跟香港是不一樣的。內

地經濟制度按照《憲法》的規定，是生產資料社會主義公有制，這點顯然跟

香港是不一樣的。【投影片４】此外，香港是很典型的私有制，但是香港的私

有制與西方國家的私有制又有很大的區別，那就是土地屬政府所有。內地按

照《憲法》規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了公有制外，又規定了按勞分配

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度。舉例而言，股票這種投資方式，就

是一種有別於按勞分配的分配方式。此外，公有制裏面有國有經濟，例如中

石油，中石化這些從事石油化工、天然氣生產的大公司，它們都屬國有經濟、

國有企業。所以公有制裏面包括國有經濟和農村內的集體經濟。【投影片４】 
 

 「在法律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投影片５】個體經濟就是自己賣東西，私營經濟

就可以僱人，所以有私營企業、民營企業。好像香港有一個叫「灣仔碼頭」

的水餃品牌，據說是一位北京的老太太到了香港以後，在大街上擺了一個攤

檔，然後就賣出了「灣仔碼頭」這個品牌。現在這家「灣仔碼頭」又打回北

京去了，在北京的各大超市裏都能見到「灣仔碼頭」。這個例子說明香港很多

企業投資內地，興辦了不少港資、外資企業。此外，內地原來沒有個體經濟、

私營經濟，但現在非公有制經濟是越來越多了。 



3.「一國兩制」與香港《基本法》 
 

3.1 「一國兩制」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 
 

 「一國兩制」與香港《基本法》有什麼關係呢？「一國兩制」是香港《基本

法》的指導思想、是香港《基本法》的立法依據。當《基本法》落實之後，「一

國兩制」是執行和解釋《基本法》的依據。當執行和實施法律時遇到問題，

還是要按對「一國兩制」的理解來處理。 
 

3.2 中央和特別行政區的關係 
 

 以下數項都是中央對特別行政區行使的權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全國人大」）制定香港《基本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即「人大常委」）有權解釋香港《基本法》。 
 香港的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宣佈特別行政區進入緊急狀態。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理特別行政區的外交和國防事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體現了外交，駐港部隊反映了國防。 
 全國人大有權修改香港《基本法》。 

 
 特別行政區行使的權力 

 
簡單地說就是「高度自治」。這個高度自治主要體現在：行政管理權、立法權、

獨立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都是特別行政區行使的職權。以上各項在香港《基

本法》內有具體的說明。 
 

3.3 特別行政區的政治體制：行政主導下的政治體制 
 

 特別行政區下設四個機關：行政長官、行政機關、立法機關、司法機關。 
 

 行政長官代表特別行政區，他同時又是行政首腦。他既是特區的首長，又

是政府的首腦。 
 

 行政機關。行政機關主要指的是三司、十二局。香港的政府體制有它的特

色：簡單、高效。三司為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律政司司長。十二局

大多數由政務司司長管轄，也有一些局歸財政司司長管轄，律政司司長一

般不管轄任何一局。 
 

 立法機關，主要是立法會。行政機關跟立法機關的關係密切，它們之間有

分工、有配合、也有制約。這裏有一個很具香港特色的配合機制，叫做「行

政會議」。行政會議的成員，包括部分行政機關的主要官員、部分立法會議

員和社會人士。行政會議主要是協調行政與立法之間的關係，以避免過多

摩擦，使得行政機關提出的議案能夠在立法會順利通過。 



 司法機關。大體而言，香港的司法機關包括：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

法院及原訟法院）、區域法院及裁判法院；強調司法獨立及擁有終審權。我

們講的這套特別行政區司法體制，跟內地是不一樣的。以中央與廣東省的

情況為例，按法院的權力大小順序排列為：中央的最高人民法院、廣東省

高級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羅湖區人民法院。  
 

3.4 特別行政區與內地一般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區別 
 

 特別行政區與內地一般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是有區別的。這個「一般地方」

指的是上海、江西這些省級地區。「民族自治地方」是第二類，指新疆、西藏

等少數民族聚居的地方。一般地方的權力是最小的，而民族自治地方的權力

則較大，擁有自治權；而到了特別行政區，它的權力最大。香港屬於特別行

政區，實行港人治港，高度自治，所以它的自治權力最大。但是這種高度自

治並不等同於完全自治，它是在中央授權之下自治，而且跟民族自治區域的

自治不一樣。民族自治區的自治，主要是考慮民族的因素，由於少數民族的

語言、生活習慣、風俗等不一樣，故成立了民族自治區，例如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民族自治區與特別行政區是不一樣的，因此它們各自的許可權也不一

樣，以下用具體例子來說明： 
 

 從法律上講，一般地方，如廣東省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規稱為「地

方性法規」，廣東省政府的法律稱為「廣東省政府規章」；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稱為「自治條例」、「單行條例」。當然，自治區

下的自治州、自治縣，都有權制定自治條例和單行條例，可以變通國家的

法律，這點跟香港不一樣。香港特別行政區制定的稱為「法律」，有別於內

地省級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民族自治區制定的「條例」。內地省級

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規」不得與國家的法律法規相抵觸；民族自治區制

定的「條例」權力稍微大一點，稍稍可以變通。舉個例子，內地的結婚年

齡，男的是 22 歲，女的是 20 歲，少數民族地區可以適當降低年齡，可以

變通，這就是它的權力，這個權力比地方一級的權力要大得多。特別行政

區的權力就更大了，香港就可以制定法律，這個法律只要不抵觸基本法就

行了，不要求跟內地的其他法律保持一致。 
 

 發回與撤銷。撤銷指的是內地的情況，內地的地方立法要報國務院或全國

人大常委會備案。由於上級對下級的法律是可以撤銷，故在內地上級對於

下級的權力是剛性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立法會的權力稍微小一些，

立法會所通過的法律要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但全國人大常委會不能

直接將它撤銷，只可發回再議，所以比較柔和。 
 

 貨幣。一個國家轄下的一個地方可以發行自己的貨幣，我還沒有見到，至

少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見過。但是，香港有自己發行的港幣，澳門也有自

己發行的澳門元。從內地看來，簡直是不可思議，但是沒辦法，因為是一

國兩制，這已經突破了傳統的約束和原則理論。 
 



 稅收。作為一個國家的地方，那有可能不上稅；但在一國兩制下，香港可

以不上稅。由於一國兩制，香港和澳門不用向中央上稅，這實際上是對特

別行政區的優惠。 
 

 計畫生育。內地實行計畫生育，在內地的城市，一對夫妻只能生一名孩子；

在農村，如果第一名孩子是女孩，還可以申請生第二名，如果第二名還是

女孩，你就不能再申請生第三名了。《基本法》規定，在香港不實行計畫生

育，因為在 80 年代討論制訂《基本法》的時候，香港人就提出不在香港實

行計畫生育的意見，後來香港《基本法》裏就規定香港不實行計畫生育。 
 

 大陸法與普通法的分別。現在兩地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例如引渡問題、

兩地跨境犯罪問題等。隨著兩地交流日漸增多，香港人在內地犯罪、內地

人到香港犯案、或者是一個犯罪行為而涉及兩地的案件亦時有發生。由於

兩地的法律規定不一樣，那怎麼辦？舉個例子，香港是沒有死刑的，大陸

的刑法裏則有死刑，這就有明顯的不同。兩地在司法上如何協調，就要互

相溝通了。另外，兩地很多具體的規定都不一樣，例如內地有行政拘留而

香港沒有。 
 

 司法終審權。按常理來說，地方的法院不能享有終審權，但在一國兩制下

香港有終審權。此外，以往也曾經討論怎麼看待香港的終審權跟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解釋權，得出的結論是香港法院還是享有終審權，但是如果全國

人大常委會其後有解釋，那麼雖不影響該案件的終審，但以後的案件就要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來處理。所以說香港終審法院的終審權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兩者之間有一個協調的問題。 
 

 一個國家本應只有國家的海關、邊防及邊境管理；但是內地人到香港來，

要經過香港的海關，要經過香港的入境檢查和入境處。同一個國家的人民，

進入它的一個地方還要再過一道海關和一道邊防系統，這就是因為實行了

「兩制」。 
 
4.「一國兩制」在香港的實踐與對國家的貢獻 
 

4.1 香港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人才交流 
 

 香港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人才的交流是越來越多。2003 年爆發的「非

典」，令兩地的醫療資訊交流和合作都有加強。【投影片６】香港的檢疫系統

很嚴格，衛生情況及產品品質都訂下很高標準。前一段時間我在網上看到，

中華牌牙膏在入境時被香港檢查出來有問題，內地的質檢部門提出不同意

見，認為中華牌牙膏沒有問題，希望香港方面重新考慮。從這個例子可以看

到，香港的檢查系統及標準與內地相比，無論在程式、態度、技術方面都不

一樣。總而言之，香港的檢疫比較嚴，這樣對內地也有好處。 



 在地域交往方面，比較密切的就是「泛珠江三角區」。廣東的東莞、中山的發

展相當迅速，與香港方面的交往也比較多。【投影片７】此外，我亦知道有很

多香港富翁在北京買了房子，小孩也在北京上學。因此，隨著兩地交流的增

加，兩地的差距也將日益縮小。 
 

 在經濟方面的交流亦比較迅速，北京王府井有由李嘉誠先生投資興建的「東

方廣場」，很多在香港買到的東西，在「東方廣場」也能買到。香港號稱「購

物天堂」，以往內地人來香港一定會去購物，現在雖然也有這種購物慾望，但

已沒有以往那麼強烈了。 
 

 接下來談談「自由行」。到 2006 年，內地 49 個城市的居民可以申請自由行，

只要拿著身份證，就可以辦理通行證前往香港及澳門。根據香港旅遊發展局

歷年的統計數字，截至 2007 年 5 月，香港回歸近 10 年來，到訪香港的內地

旅客已達 7,500 萬人次。到 2007 年年底，這一數字有望超過 8,000 萬，相當

於香港人口的十倍。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 2003 年金融危機以後開通了「自

由行」，我有一次來港住在灣仔區酒店，碰到一些來自內地的旅客，他們說著

內地的方言，採購了大袋大袋的東西，在電梯裏擠不出來，那就是剛剛開始

自由行時的情景。自由行在當時是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所以說兩地之間既

有兩制，同時又有互動。 
 

 人民幣業務。現在香港很多銀行可以在內地開設分行，所以香港很多銀行為

了與國際銀行競爭，於是大賣廣告，希望在內地的金融界佔一席位，否則很

多業務就會被外國銀行挖走。這種競爭非常激烈，它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

個挑戰。【投影片８】 
 

 國家的「十一五」計畫第一次把香港和澳門寫進去。主要內容為加強和推動

內地與港澳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資源利用、環境保護等方面

的合作；支援香港金融、航運、旅遊、資訊等服務業的發展；保持香港國際

金融、貿易、物流等中心的地位。 
 
 隨著內地的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香港的發展速度已經不像內地那麼快了。

例如北京在明年（2008 年）的發展肯定是相當快的：第一，首都機場將於明

年會變成個龐大機場，是香港的機場的一倍；第二，首都機場正在興建鐵路，

出了機場就可以直接乘火車到市中心；第三，為了迎接 2008 年奧運會，北京

也在擴建地下鐵路，所以北京的交通設施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很快就會趕上甚

至超越香港。由此可見，內地城市發展的速度是非常驚人的。 



 香港現時面對很多內地城市的競爭，比如說來自上海的競爭，因為上海定位

為金融中心，而且上海人也是很敬業的，這點跟香港人相似。我對香港人的

一個體會，是他們非常敬業。香港之所以發展得這麼快，就是因為香港人做

事非常認真、不馬虎、效率高。上海人也有一個特點，做事情比較精細，加

上經濟基礎和設施比較好，這些都構成對香港的挑戰。又例如，香港的港口

運輸面對深圳港、寧波港的競爭；香港人做生意時，又面對內地極具商業頭

腦的溫州人的競爭。如果內地照現時這樣速度發展下去，香港的優勢將不復

存在，所以香港人必須思考怎樣保持這個優勢。 
 

4.2 香港在「一國兩制」下的發展空間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這是我們經常說的。這句說話充分發揮《基本法》賦

予香港作為特別行政區在制定政策的空間，也不斷研究及推出符合香港繁榮

穩定的新政策。我舉一個例子，當內地與香港之間出現競爭，例如當香港興

建迪士尼樂園時，有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上海，而最終迪士尼樂園還是在香

港興建。如果迪士尼樂園在上海興建，對香港還是有影響的。 
 

 內地和香港各具發展的優勢。內地的優勢在於廉價的勞動力，大城市人才濟

濟，這是它的優勢；香港的優勢在於語言具國際化程度，英語、粵語、普通

話通行，以及有自己的貨幣（港幣）。當然，香港也有它的劣勢，這體現在「人

才」，這是未來制約香港發展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內地有從十幾億人中挑選出

來的優秀大學生，基數大，人才數目也多。好像北京，當地有那麼多高等院

校、那麼多科研院所、那麼多科研人員，而香港畢竟只是一個地方，人口也

少內地很多。我認為香港如果能夠多吸引內地高材生來香港發展，會是一個

辦法，既要留住香港的高材生，同時也要吸引內地的高材生。只有不斷補充

新鮮的力量，香港的發展才能更有後勁，香港在未來才會走得更好。 
 
 

4.3 香港與內地大城市的比較 
 

 香港的發展與內地城市相比較，它有一個軟實力，香港在軟實力方面的優勢，

就是香港的多元文化，你能找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你也能找到寶馬、平治等

現代文化；既能找到英語的東西，也能找到粵語的東西，也能找到普通話的

東西，這是香港的優勢所在。現在有很多外國留學生到北京，到中國的大城

市來留學，原因是中國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中國是龐大的市場。對於香港來

說，你的普通話跟不上，就要失去很多在中國的商機。中國的商機可以如何

把握呢？那就要通曉普通話，通曉中國文化。此外，香港還要保留英語，它

的英語優勢、它的國際化程度，都是它的亮點。香港可以說是中西文化交融

得比較成功的一個地方，這也是香港的一個優勢，是香港應當繼續保持和發

揮的特色。例如香港的餐飲業，反映了香港的多元文化，還有香港的服裝、

藝術等也是如此。所以香港這種軟實力應當要繼續保持和發展。 



 香港除了面對國內大城市的競爭，它也面對周邊如新加坡、澳門等地的挑戰。

我相信在「一國兩制」的框架下，香港跟內地應該是一種合理的競爭。香港

人是非常聰明的，它像下圍棋一樣在內地的幾個大都市作據點，在北京、上

海、廣州、成都這幾個重要城市都建有辦事處，這種做法是非常及時而且明

智的。成都可以聯絡到西部，以成都為中心的西部大開發，正轟轟烈烈地進

行；廣州可以聯繫珠江三角洲；上海可以聯繫長江三角洲；北京可以聯繫到

整個華北、東北。所以說香港要把握機遇，內地與香港之間雖有競爭，但這

是良性的競爭，可促進彼此的發展。此外，「一國兩制」之下，香港享有很多

優惠政策，這在內地是沒有的。例如香港是自由港，有自己的海關，實行零

關稅等。所以從內地看「一國兩制」，確實非常有意義，而且我相信兩地的發

展都會越來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