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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論“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施的
基本因素——紀念澳門特別行政區
成立五周年

駱偉建*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五個年頭。經過特別行政

區政府和市民五年的共同努力，澳門社會發生了許多變化，呈現出社

會穩定、市民齊心、經濟發展、前途光明的景象。在慶祝澳門特別行

政區取得成就之餘，應該好好地思考一下，澳門在落實“一國兩制”和

執行基本法過程中，有哪些成功的因素呢？當我們尋找到一些原因之

後，可以使我們今後更理性、更自覺地掌握澳門社會發展的規律，發

揮成功因素的優勢，開創更美好的未來。抱著這個目的，本文試圖作

一分析， 拋磚引玉。

“一國兩制”在澳門實施，不可避免地遇到兩個基本問題。第一，

如何理解“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內容。第二，如何解決“一國兩制”實

踐中遇到的問題。這兩者之間是互相關聯的，對“一國兩制”理解得愈

準確，愈全面，愈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實施，及解決好“一國兩制”實

踐中產生的問題。反之，妥善解決“一國兩制”實踐中產生的問題，愈

有利於樹立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愈能證明“一國兩制”的生命力。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居民在過去五年內，用行動和事實，對上述如何

理解“一國兩制”的內容，如何解決“一國兩制”產生的問題，作出了有

益的探索，有值得總結的經驗。

“一國兩制”有三個基本的核心內容，即：“一國”與“兩制”的關

係；“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按照這三個核心內容，來分析一下澳門

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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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1.“一國”的前提是以國家統一為基礎，實行“兩制”的目的也是為

了鞏固國家的統一。所以，沒有“一國”的思想，也就搞不好“兩制”。

（1）對國家認同，是澳門居民接受“一國”原則的重要的意識和文化

基礎。澳門居民普遍具有國家認同感，愛國視為理所當然。第一，在

居民中間，沒有所謂的“親中”與“民主”的對立，用“民主”的旗號去模

糊國家認同，挑戰國家認同，甚至反對國家認同，完全沒有市場。第

二，“親中”不是貶意的政治標記，不是政治毒藥，不是落伍的代名

詞，相反，居民認同親近國家，不疏離國家是一種社會美德。政府、

社團、市民打正旗號，宣傳愛國，教育愛國，並且要薪火相傳，已成

為社會的主流意識。

（2）對國家盡責，是澳門居民維護“一國”原則的政治和法律基礎。

澳門居民比較清醒認識到，“一國”與“兩制”是有機的統一體，缺一不

可，不是一種依附關係，可以隨時分離。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部分，特區居民作為國家居民的一份子，就應該有義務履行對國家

的責任，這種對國家的義務感，在居民中構築起了道義上、政治上和

法律上的約束力，視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為己任。第一，在維護“一

國”原則方面，落實基本法有關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

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的規定

上，主流民意認為，這是特區政府的法律責任，也是居民的法律義

務，支持立法，無須討論要不要立法，要討論的是如何根據基本法和

澳門的實際情況立法。第二，因為澳門居民有對國家的義務感，所

以，不把“一國”與“兩制”看作對立的兩個方面，不能相容。相反，澳

門居民明白到，只要盡到了對國家的責任，國家才會成為特區發展的

堅強後盾，居民也會從中得益，維護國家統一成為居民自覺的行為。

2.“兩制”是以“一國”作平臺，“兩制”的共存和發展，不能脫離“一

國”的範圍。所以，離開“一國”講“兩制”，只能損害共同發展。

（1）和而不同，“一國”下的“兩制”應該是和平共處，互相尊重，

不能採取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思維模式。兩種制度可以不同，求得一個

“和”字，但不能為了一個“和”字而消除一切的不同。澳門居民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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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比較正確對待和而不同，一方面，在保持澳門的社會制度、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的同時，不破壞國家的統一。另一方面，也從沒有想

用自己的社會制度去改變或影響內地的社會制度，以求合二為一，將

澳門特區的角色和作用放在一個比較恰當的位置上。

（2）共同發展，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因為有一個統一的國家，所

以，澳門居民有一個大家庭的觀念，在一個大家庭之下，特區與內地

之間，不是老死不相往來，更不採取那種所謂保持自己的獨特性，拒

絕互相合作態度，結果損害本身的發展。相反，積極採取互相合作的

態度，以謀求共同發展和繁榮。澳門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嘗試，如建立

與珠海共同合作開發的跨境工業區等，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所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比較好地處理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在“兩制”下，做到了維護“一國”的根本利益，在“一國”下，謀求共同

發展，給“兩制”帶來實惠，使“一國兩制”充滿旺盛的生命力。

二、“澳人治澳”

“澳人治澳”是“一國兩制”的重要一環，也是實踐“一國兩制”的關

鍵。“一國兩制”政策確定了，基本法制定了，能否有效，能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執行。

1. 以愛國愛澳者為主體的管治隊伍基本形成。澳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特區的政府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當然行使管理

特別行政區權力的人，必須是愛國愛澳者。愛國者就是要擁護國家的

統一，維護國家的利益。愛澳者就是要維護澳門的利益，相信澳門人

能管理好澳門。這是治澳的主體。五年來，不論是行政機關的主要官

員、各級公務人員，還是立法機關議員以及各級司法機關的司法官，

從他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和態度，執行“一國兩制”的信念和所為，

可以看到基本形成了愛國愛澳者的主體。

2. 愛國愛澳的社會團體得到鞏固和發展。“澳人治澳”除了行政、

立法、司法機關的管理人員之外，在澳門不能離開社會團體對社會管

理的參與。社會團體凝聚了社會各方面、各階層的人士，尤其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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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作為社團政治作用十分明顯的社會，其影響非常之大。社團不僅

是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也是協助政府施政的幫手。所以，社團的

宗旨，是否堅持愛國愛澳；社團的活動，是否維護國家和特區的根本

利益，直接影響特區政府的施政。五年來，不論是傳統的社團，還是

新成立的社團，就主體而言，仍然體現和保持了愛國愛澳的特點，成

為澳門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

3. 社會各界均衡參與制度基本確立。“澳人治澳”體現的是澳門居

民當家作主的精神，所以，“澳人治澳”要吸引廣大的居民參與社會公

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一方面，採取直接參與的方式，政府發佈資

訊，建立諮詢渠道，收集民意，化解民怨，讓市民發表意見，提供建

議。另一方面，在現行條件下，主要的是間接參與的方式，居民通過

自己的代表，參與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務的管理。所以，建立一套社會

各界均衡參與的制度十分重要。該制度，既能體現多數人的意見，也

能聽到少數人的意見，既能保護多數人的利益，也能照顧少數人的利

益，對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能夠平衡，建立社會的和諧。現階段，澳門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基本能滿足上述

的要求，體現均衡地參與。此外，政府設立的各類諮詢組織，採取各

種諮詢的方式，與民間共同舉辦各種活動，調動了居民參與社會公共

事務的積極性，發揮了居民參政的作用。

4. 澳門居民人心穩定，齊心協力發展經濟。五年來，隨著特區社

會穩定，經濟發展，澳門居民的人心愈趨穩定。人心的穩定，說明一

個問題，就是居民的基本訴求和願望，在政府的施政中得到了體現。

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居民的參與，得到了實現，他們對政府的政

策，表現出了信心，投下了信任票。所以，政府的政策，不是少數人

意志的體現，也不是反映少數的利益，而是澳門居民意願的體現，是

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說，特區政府的民望，正是建立

在以民為本，實現澳門居民根本利益基礎之上的。

三、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意即在中央授權下，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自治權如何行使，與“一國兩制”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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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密切。這㝯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處理好自治權內部的關

係，即行政權與立法權、司法權的關係；二是，如何運用好中央授予

特區的自治權，結合澳門的情況，制定有利於澳門發展和提高澳門居

民生活水平的政策。

1. 澳門的行政主導的體制基本確立，運作正常。正如上面所說，

自治權是由三方面的權力構成，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不僅是互相

獨立，互相制約，而且還應該互相配合。如果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

經常爭論，峰煙四起，互相扯皮，採取不合作，政治體制運作就出了

問題，結果影響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效率，受損的還是澳門居民的利

益。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按照行政主導的原則，

比較好地處理了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行政長官作為特別行政區的

最高首長，居政治權力的核心位置，既對中央負責，又對特區負責，

決定了行政主導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主導。當然，行政主導，既不

是行政長官個人集權，也不是政府集權，更不是說立法機關是行政機

關的配角，行政機關依然要向立法機關負責。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法

案，立法會在認真討論、提出修改意見後，及時通過，為政府施政提

供法律保障。政府對立法會的審議也予以充分地尊重，對立法會提出

的修改意見，從善如流地接受。對立法會就政府工作中的問題提出的

質詢，政府也給予認真的回覆，採取措施改善，形成了政府與立法會

之間良好的溝通和合作的關係。可以說，澳門今天有政通人和的局

面，離不開行政與立法的合作。

2. 運用自治權，制定適合澳門發展的政策。澳門享有高度自治

權，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前提條件，但是，不等於有了高度自治權，政

府一定有好政策，關鍵要看政府如何運用好自治權。五年來的實踐表

明，特區政府把握時機，充分運用中央給予的自治權，針對澳門的實

際情況，制定出了適合澳門發展的，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的經濟政

策，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經濟走出低谷、穩步增長。同時，政府加

強治安管理，扭轉治安不靖的亂象，建立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創造了

安居樂業的新局面。凡此種種，說明一點，政府審時度勢，抓住社會

關注的焦點，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得到民眾的支持，政策就能

取得預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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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一國兩制”的三個核心內容，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作了分

析，可以說，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做到了三個核心內容的要求。那

麼，檢驗“一國兩制”是否成功的標準又是什麼呢？按照澳門基本法的

序言規定，主要有兩條，第一，能否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第

二，能否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用這兩條標準來衡量澳

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的實踐，可以得出一個公正、客觀的結論，澳門特

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成功的。

當然，在肯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的成功因素的同

時，也不應該忽視存在和需要解決的問題。特區政府五年的努力，基

本確立了權威性，但市民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並寄予厚望，所

以，政府要以民為本，解決好公共行政的廉潔奉公，勤政效率的問

題，提升施政的水平。同時，解決好法律制度的完善問題，使法律及

其制度切實保障市民的利益，做到公平公正。當然要居安思危，進一

步搞好社會經濟的發展，採取各種措施，實現提高居民綜合生活質素

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