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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 「一國兩制」實踐成功的意義
，張曉明概括： 「一國兩制」事業已成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成為中央政府在新時期治國理政面臨的
重要課題，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
夢這一時代樂章的重要篇章。

之前在一次訪問中，張曉明曾以 「
風采依然」形容回歸祖國後的香港。這
次訪談中有記者問，如何看這20年來的
變與不變？張曉明說： 「香港回歸後，
原來人們擔心變的都沒有變，而變了的
大都是應該變的和大家希望變的。」

第一，香港順利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之中。中央政府已經對香港實行有效管
治。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首先是
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的統一，因此，衡
量 「一國兩制」是否成功，首先也應檢
視這一目標有沒有達到。而且，正如張
德江委員長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
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強調的，我國對
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恢復行使包括管
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香港回歸祖國20
年來，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了實實在在
的有效管治，總的來說，憲法和基本法
確立的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理體
制運行順暢，國家主權得到彰顯，國家
安全得到維護。

第二，香港持續繁榮穩定。香港繼
續保持經濟繁榮和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地位，一直被有關國際機構評選
為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地區之一
，良好的營商環境舉世公認。香港的繁
榮和進步還表現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許
多方面。

第三，香港同胞真正實現了當家作
主，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變成生動
現實。政府官員也改變了過去主要負責
執行的角色，而要就自治範圍內的各種
重大事務自主決策。儘管這些年香港經
歷了許多風險和挑戰，但在中央的堅定
支持下，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總是
迎難而上，妥善應對，施政經驗日益積
累，管治能力不斷提高。香港居民享有
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選舉制度的民主程度愈來愈高。

第四，香港的制度特色和意識形態
延續不變。香港居民所珍視的法治、自
由、人權、公正、廉潔等核心價值觀仍
然廣受尊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遊
行集會的自由等較之回歸前有增無減，
香港仍然是公認的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
之一。

第五，香港與祖國內地在各領域交
流合作日益密切、互利共贏的趨勢更加
明顯。香港回歸20年來，內地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促進香港
與內地合作共贏的政策措施。香港現在
仍是內地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
仍是內地企業最大的境外融資中心，
而且已成為內地最大的境外投資目的
地，還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
中心。

第六，香港作為國際性大都市的魅
力不減當年。回歸後，香港的對外交往
更加活躍。這些年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
的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總體上不斷增
加，香港舉辦的重要國際會議也愈來愈
多。香港東西方文化交融，保持開放包
容的形象，仍然得到不同膚色的人們的
青睞，很多外國朋友在港定居，願意繼
續以香港為家。國際上曾經出現過的香
港前途 「悲觀論」 「唱衰論」如今已煙
消雲散。

張曉明說，我們充分肯定 「一國兩
制」實踐在香港取得的成功，並不意味
着實踐的過程風平浪靜、波瀾不興。作
為一項史無前例的新事物， 「一國兩制
」在實踐過程中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
題、新挑戰，出現一些矛盾和衝突，甚
至經歷一點曲折是必然的、在所難免的
。有些情況和問題是在政權交替和大的
歷史轉折時期必然要經歷的，有些是治
理新體制、新制度運行過程中必然會遇
到的，有些則是香港社會內部矛盾長期
積累和外部環境變化共同作用所造成的
。例如非法 「佔中」活動、 「旺角暴亂
」事件、 「港獨」議員宣誓風波，其出
現都是有跡可尋的，而最終都依法得到
妥善處理，恰恰說明 「一國兩制」本身
是有強大生命力的，是有制度韌性的，
是歷久彌堅的。我們常說， 「彩虹總在
風雨後」，正是因為經歷了一些風雨洗
禮， 「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內容才
更加豐富多彩，它成功的光芒也更顯得
璀璨奪目。

張曉明認為，香港有天時、地利，
本來可以發展得更快、更好，但是由於
人為的原因，特別是 「泛政治化」的影
響，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香港的發展進程
。這不僅反映在行政立法關係緊張上，
也表現在街頭運動激進上。這樣做的結
果不僅導致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這樣的維
護國家安全的重大立法一再拖延，也
使得特區政府很難集中精力解決經濟
民生問題。這一點值得香港社會各界
深思。

張曉明表示，家和萬事興。我們很
高興地看到，目前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普
遍厭倦政治爭拗，希望集中精力務實解
決經濟民生問題，這種主流民意愈強大
，香港保持良好營商環境、加快經濟社
會事業發展，就愈有保障。

第一句話是保持定力。 「一國兩制
」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在
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不斷遇到新情況新問
題，是十分正常的，我們不能因此就心
浮氣躁，甚至對 「一國兩制」方針產生
懷疑動搖。對於國家的發展及其對香港
產生的積極影響，我們充滿戰略自信，
對於 「一國兩制」，我們也要有制度自
信。

第二句話是客觀分析。香港這幾年
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的原因很複雜，
從香港的社會狀況、歷史原因和國際環
境影響等因素看，香港出現某些現象和
問題是必然的，同時也與兩個階段性因
素相關聯：一是香港社會內部矛盾已經
積累到一定程度，特別是經濟結構性矛
盾突出，利益格局固化，高房價、高租
金等政策推高了營商和創業成本，抑制
了經濟發展活力，貧富懸殊加劇，住房
困難，年輕人向上流動通道變窄等，導
致社會不滿情緒有所積聚。二是這幾年
香港又面對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等爭議性
很大的政治法律問題，而且必須作出處
理，由此必然引發不同政治力量的激烈
較量，加劇了社會政治對抗氣氛。

第三句話是妥為應對。對那些嚴重
違反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挑戰

中央的原則底線、從根本上損害香港居
民整體利益的現象和問題，必須依法規
管，及時糾偏，堅決遏止。同時，要按
照法治思維，善於立規矩，通過對一些
新情況、新問題的應對處理形成制度成
果。

張曉明表示，香港回歸以來，江澤
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等中央領導同志從
戰略和全局高度指導 「一國兩制」實踐
，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一脈相承。黨
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有
關領導同志對 「一國兩制」實踐和香港
工作作出了許多新的重要論述，體現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體現了我們黨對
「一國兩制」實踐規律性認識的進一步

深化。要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不走樣不變形，關鍵是要按照習近平
總書記所指引的那樣，全面準確地理解
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正確認識和
處理好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做到三個 「
有機結合」，即把堅持 「一國」原則和
尊重 「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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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身競爭力
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香港有一小部分人總是曲解 「一國兩制
」的含義，把 「兩制」與 「一國」相分
割，把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與中央的
管治權相對立，把香港同胞與內地人民
之間的關係隔離化，不遵守基本法，不
尊重中央的權力，誇大兩地民眾交往中
的矛盾，甚至公然宣揚 「港獨」。這些
問題關係到 「一國兩制」實踐的大方向
，關係到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大目標，是我們必須正視、糾正
和遏制的。

如何有效遏制 「港獨」？張曉明表
示，對於 「港獨」，正確的態度只能是
「零容忍」，而絕不能容許 「港獨」蔓

延成勢，養癰遺患。打擊和遏制 「港獨
」有三項工作必須切實做好：一是堅決
依法懲處。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然要
求，也是維護香港法治的必然要求。 「
港獨」活動公開化，已提醒人們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必須盡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
立法，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在這項法
律制定之前，也要依據現行有關法律對
「港獨」活動予以打擊，追究有關犯罪

分子的刑事責任。二是加強教育引導。
要使廣大民眾都能認清 「港獨」的違法
性和危害性，明辨是非，以正壓邪。三
是從源頭上治理。包括更重視民生問題
，特別是為青年的學業、就業、創業、
置業創造更好的條件，切實提高他們的
獲得感和幸福感。

如何評價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 「一國兩制」 的實踐？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日前在接受中央媒體記者集體採訪時深
情回顧道， 「一國兩制」 最初是一個構想，是鄧小平同志等中國領導人思考
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時形成的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想法，
後來變成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總方針。香港回歸祖國後， 「一國兩制」
全面付諸實施，成為一種嶄新的政治實踐，也成為中央管治地方行政區域的
一種嶄新的管治模式。這種政治實踐和管治模式已被事實證明是成功的。

《人民日報》記者 連錦添 馮學知

須糾正遏制一小部分人曲解一國兩制

港要盡快完成23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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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公認

談 成 功

他從六個方面說明 「一國
兩制」 在香港實踐所取得的巨
大成功。

這幾年，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遇到新情況新問題，對此如
何看待？張曉明用三句話概括：

彩虹總在風雨後

談 風 浪

確保不走樣不變形
談 未 來

【編者按】《人民日報》昨日刊登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專訪，題為：《 「一國兩制
」 ：成功的政治實踐和管治模式》。張曉明指出，香港有一小部分人總是曲解 「一國兩制
」 的含義，把 「兩制」 與 「一國」 相分割，把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與中央的管治權相對
立，把香港同胞與內地人民之間的關係隔離化，不遵守基本法，不尊重中央的權力，誇大
兩地民眾交往中的矛盾，甚至公然宣揚 「港獨」 。張曉明表明，打擊和遏制 「港獨」 ，有
三項工作要做好。第一是堅決依法懲處。他認為 「港獨」 活動公開化，已提醒必須在香港
盡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第二是加強教育引導，令市民認清 「
港獨」 的危害及違法性。第三是從源頭上治理，包括重視民生問題，特別是為青年在學業
、就業、創業及置業，創造更好條件，提高他們的幸福感。以下為專訪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