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內容。新時代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必
須繼續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制
度體系，堅持依法治港，落實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
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維護憲法和基本
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維護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要把堅持 「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
異、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
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別
行政區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要毫不動搖地堅信篤
行，確保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 「一
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這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民
主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準確把握 「一國」和 「兩制」的關係，堅持
「一國兩制」實踐正確方向。堅持 「一國」是實行 「兩

制」的前提和基礎、 「兩制」從屬和派生於 「一國」並
統一在 「一國」之內的基本邏輯。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
主義制度與特別行政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行不悖，
但主次關係不能顛倒。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憲法確定的國家憲制秩序的核
心，是國家憲法制度的靈魂，在特別行政區必須得到切
實尊重和維護。必須牢固樹立 「一國」意識，堅守 「一
國」底線，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
防範和遏制外部敵對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任何危害國家
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
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
能允許的。 「一國」底線越牢， 「兩制」空間越大。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持依法治港。
必須鞏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基礎，維護憲法
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把憲法和基本法
作為處理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最高準則。鞏固基本法在特
別行政區法律體系中的憲制地位，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
關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確保基本法的各項規定得到
落實，基本法的權威得到有效維護。

──正確處理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堅持中央
全面管治權與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特
別行政區享有法定的高度自治權。
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向中央政府負
責，執行中央政府依法發出的指
令；在行使高度自治權的時候，必
須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問責。不
能以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為
由，排斥和對抗中央政府依法行使有

關權力。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各地方要切實
尊重和保障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
權，不干預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堅持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
制，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積極作為。全力支持行政長官領導特別行
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行政、立法、司法機
關依法履職，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全
社會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
堅定不移守護法治、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
共濟促進和諧。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積極回應
社會發展新要求和廣大居民新期待，着力破解
影響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深層次矛
盾和突出問題，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

平，實現良政善治。
──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香港同各國

各地區開展廣泛交流合作。支持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參與、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參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共建 「一帶一路」功能平
台，實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支持香港繼續保持單獨
關稅區和自由港地位，加強與各國各地區的交流合作，
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
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中國政府在提出 「一國兩制」方針之初，就十分重
視保護各國投資者在香港的合法利益，明確香港特別行
政區可同英國和其他國家建立互利經濟關係，英國和其
他國家在香港的合法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基本法和香
港本地法律進一步對此作出具體規定，對世界各國、各
地區投資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合法權益予以全面平等
保護。中國政府願意與各國共享香港國際金融經貿平
台，分享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守 「一國兩制」的初心使
命堅定不移，建設符合香港實際優質民主的決心也堅定
不移。

（二）堅決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
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繼續推動香港民

主發展，必須堅決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這是
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根本原則。愛國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
理。愛國者治國是世界各國的政治通例。 「港人治港」
就是由愛國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這是 「一國兩制」的應
有之義，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實踐的本質要求。在新
的形勢下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必須全面貫徹 「愛
國者治港」原則，確保所有治港者都是愛國者，確保反
中亂港分子一個也不能進入特別行政區的治理架構，堅
決防範香港管治權被反中亂港勢力及其背後的外部敵對
勢力所攫取，確保特別行政區政權安全。

愛國者的標準是客觀的、清晰的，就是尊重自己民
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
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重新納入國
家治理體系之後，就是要求愛國者必須真心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尊重和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
憲制秩序，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任何香港居民，只要
秉持愛國愛港立場，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的活動，都可以依法參與香港的選
舉和治理；只有那些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人，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的人，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的人，才沒有治港者的資格。

強調 「愛國者治港」，不意味着不允許持不同政見
或主張者存在，也不意味着壓制批評政府的聲音。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具有充分包容不同政見和不同政治派
別的空間，不存在 「清一色」的問題，而是在愛國愛港
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不斷擴大團結面，增強包容
性，建構最廣泛的 「一國兩制」統一戰線。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不斷健全選拔和
培養愛國愛港治理人才的長效機制，選賢任能，形成人
才輩出的良好局面。

（三）堅定走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道路
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主標準，也不存在

統一的民主模式。只有符合自身實際、能夠解決自身問
題的民主才是好民主。近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的社

會政治危機及種種亂象昭示人們，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
的民主制度。不顧自身實際情況，盲目照搬其他國家和
地區的民主制度，往往給本國本地區人民帶來動亂和災
難。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和實際
情況決定了其政治體制的基本屬性是一種地方政治體
制，因此其民主制度不應照搬任何其他地方的模式，必
須按照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切合香港的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條件，探索具有香港特色的
民主發展道路。

──堅持中央主導，依法循序漸進。香港特別行政
區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制度，事關國家主權安全，事關中
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事關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期繁
榮穩定，中央對此擁有主導權和決定權。只有堅持中央
主導，香港民主才能健康發展。中央依法行使憲制權
力，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作出修改完善，合憲合法、合情合理。這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民主發展的正道。任何民主的發展都要循序漸進，
不可能一蹴而就。 「循序漸進」的 「進」不應只追求民
主 「量」的增加，更應強調民主 「質」的提升。香港特
別行政區民主的發展必須在中央主導下依法有序推進，
建設優質民主。

──鞏固憲制秩序，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特別行政
區民主發展必須鞏固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體
現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
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憲制地位，以維護
國家安全為前提。國家不安全，香港難安寧，民主也就
無從談起。二十多年來香港民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主要
問題，實質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維護
「一國」原則的問題，是分裂與反分裂、顛覆與反顛

覆、干預與反干預的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發展必
須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消除可能危害
國家安全的各種隱患和風險。

──落實行政主導，致力良政善治。香港特
別行政區民主的發展，必須有利於落實行政主
導，強化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治理中的核心
地位和權威，提高施政效能。在立法會要形成
穩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強大力
量，破解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長期對立、立法
會內部長期對抗的困局，使特別行政區政府和
各界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斷
增強香港在激烈競爭中的優勢。

──體現均衡參與，保持多元開放。 「一
國兩制」下香港將長期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
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的發展必須
有利於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依法保障社會
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形成廣泛的
民意代表機制，實現均衡的政治參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民主的發展既要有利於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也要有利於香港保持高度對外
開放的特色，繼續成為所有以香港為家
的中外居民安居樂業的共同家園，成為
各國企業家投資興業的沃土。

──堅持法治原則，保障自由人
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的發展必須堅
持法治原則，在憲法和基本法的軌道上
推動民主的發展完善。任何偏離憲法、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
的主張和做法，都違反法治原則，損害法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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