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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 16日上午，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研

究》編輯部共同舉辦“鄧小平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與會學者包括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

研究所所長林廣志教授、助理所長宋雅楠副教授、商學院會計與財務金融學系主任劉成昆副教

授、法學院課程主任易在成副教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教授、冷鐵勛主任，

澳門立法會施家倫議員，澳門大學《南國學術》田衛平總編輯，澳門啟元出版社楊亞基總編輯。

一、鄧小平與“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

在座談會上，學者們深切緬懷鄧小平先生對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尤其

是他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之於港澳回歸及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

林廣志表示， 2017 年 2 月 19 日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逝世的 20 週年，也是

他發表“南巡談話”的 25 週年、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澳門回歸祖國 18 週年。此時此刻，緬

懷一代偉人的豐功偉績，回顧“一國兩制”從提出到成熟、從理論到實踐的非凡歷程，尤其是總

結“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對繼續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澳門基本法》，開創澳門

更加美好的明天，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

田衛平認為，鄧小平是偉大的愛國者、實踐家，是中國領導人中經歷最豐富的人之一，他的

一生波瀾壯闊、大起大落，幾次遭遇重大挫折仍矢志不移，並領導中國成功進行改革開放的偉大

事業。他對中國國情有着深刻的理解，比許多理論家都瞭解中國獨立、富強、自由、民主的道路

該如何走，他有着自己的設計和思想，中國今天的富強，他厥功至偉。鄧小平的思想特質主要體

現為實事求是，這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20世紀 60年代初的“貓論”，第二階段是

70 年代初的“全面整頓”和第二次復出後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第三

階段是 80 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第四階段是 90 年代初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計劃經濟

與巿場經濟都是一種手段。尤其是“一國兩制”的構想和提出，充分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高超的

政治智慧。“一國兩制”不是鄧小平憑空想像出來的東西，而是他對中國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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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允中認為，過去 17 年是“五十年不變”的第一個三分之一，未來第二、第三個“五十年

不變”的時間段，澳門要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便要正確理解“一國兩制”﹕（一）“一國兩制”是

當代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國策，事關國家的和平與利益；（二）“一國兩制”是推

進國家和平統一，實行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安排；（三）“一國兩制”是與國家

主體部分實行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步構成的殊途同歸、異曲同功的制度；（四）“一國兩制”

是中國特殊區域中最具代表性、最典型、最現實的既成展示；（五）“一國兩制”是符合港澳特

別行政區居民意願、利益和要求，同時代表全國各地人民長遠利益和共同期盼的關鍵性舉措；

（六）“一國兩制”是現代社會主義認同資本主義合理存在、甚至具有某些優勢的前提下，對之進

行利用、改造、駕馭，使之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成功演練；（七）“一國兩制”是辯證唯物主

義、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重大突破；（八）“一國兩制”是科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

確且必然的選擇。

二、“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

冷鐵勛認為，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社會基礎較為厚實，澳門居民更能適應“回歸祖國”

這個重大的歷史轉折，在理解、貫徹和落實《基本法》上也比較到位，當中的關鍵在於“人心”

因素。“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理論中最具特色、最具創意的組成部分。目前，此偉大構想已變成

了現實，成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大業的里程碑。鄧小平先生逝世 20週年了，準確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和港澳《基本法》，對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有極大的意義。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

展“一國兩制”，是我們對鄧小平先生最好的紀念。

施家倫表示，澳門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目的和初衷，在《基本法》的“序言”中有明

確陳述，即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地完整”。香港回歸後持續繁榮，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

中心地位得以保持；澳門開放博彩業，迎來了極大的經濟社會發展機遇。由於地緣和歷史的緣

故，澳門居民對祖國的認同感較強，“一國兩制”在澳門落實較好。澳門要做好“一國之本、兩

制之地”這篇大文章，首先要在其理論研究上下苦功。其次，要更進一步地落實“一國兩制”，

必需在社會上發出更響亮的聲音，要以國家立場去正確看待之，進一步做好教育和推廣工作。

宋雅楠從一個教師的角度出發，表示“一國兩制”的未來就在青年人身上。她認為，目前青

年的信息更多是從新媒體和社區媒體上獲得，容易造成信息偏頗，難以形成全面性的知識。因

此，必需正確引導澳門青年認識“一國兩制”，讓他們瞭解其根本在於“一國”。澳門基礎教育

中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教育較為薄弱，高校教師應將之融會於課堂之中，在內容上應讓學生瞭

解澳門社會的方方面面、國家給予澳門的特殊政策、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和歷程、澳門回

歸的歷史，尤其是中葡談判這個彰顯中國國力的過程等等。此外，亦需讓他們懂得其個人的命運

和國家的興衰命運密不可分，引導他們把個人未來發展與國家發展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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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國兩制”的豐富與發展

劉成昆表示，20世紀80年代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深圳和珠海分別對應香港和澳門，後來

中國有 14個沿海城巿開放，至今已擴展至 294個。經過多年的發展，各個城巿的競爭力持續變

化。2002年，澳門在294個城巿中的競爭力排名第10位，而香港從2002－2013年都是第1位，

但後來卻被深圳超越了。從競爭力的構成來看，深圳超越香港是由於其在科技創新領域的發展，

而澳門在2002以來雖然都排在較前的位置，但其波動性也強，這是由於博彩業受外部經濟環境

影響甚大。然而，澳門最近四年的排名維持在第4位左右，情況較為穩定，這跟澳門與其他地區

的合作有很大的關係，而澳門未來是否能持續其競爭力優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產業多元和區

域合作的程度。而在這一方面，“一國兩制”為澳門與其他地區之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國兩制”是一個新的制度性嘗試，在實踐上必然會遇到一些挑戰，需要不斷地豐富和發

展。易在成提到，在區域合作、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等領域，有一些問題值得思考。例如“一國

兩制”下澳門、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的協議效力問題，即中國和他國（地區）簽定的協

議是否同時適用於澳門並獲得該國（地區）承認。這些適用問題不僅可能發生雙邊投資協議上，

在許多中國所簽定的雙邊或多邊協議上，都可能會出現。而從澳門的繁榮穩定來看，澳門的投資

者可能非常希望得到有關的雙邊、多邊協議的適用優勢，在此方面，特區政府需要進一步地去解

決和明晰。此外，一些區域合作的大型項目如港珠澳大橋等即將建成和通車，如果將來在橋上發

生“三地車牌”車輛與“兩地車牌”車輛的車禍，到底應適用哪一地的法律？諸如此類涉及澳門、

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法律問題，隨着區域合作的深入必然會增多，有些甚至迫在眉睫，值得有關部

門注意和思考。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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