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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
一国两制

”
构想当议

丁 俊 萍

“

一 国两制
”

构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其

特定涵义和若干个基本点
。 “
一 国两制

”

的前提是祖国统一
,

主体是社会主义
,

立足

点是和平解决台湾
、

香港
、

澳门问题
,

其实施具有长期性
、

稳定性
、

合法性
。

这一

构想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

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
、

港
、

澳问题
,

充分尊重

历史和现实
,

尽可能照顾有关方面利益
,

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祖国统一的历

史潮流
,

符合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
,

有利于早 日实现祖国统一 大业
,

也有

利于保持台
、

港
、

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和继续发展
,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现

实基础
。

这一构想从 当代国际国内实际出发
,

创造性地运用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又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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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
,

两种制度
”

( 以下简称
“

一国两制
”
) 构想

,

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
、

澳门问题
,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

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

造
。 “

一国两制
”

构想萌芽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

基本形成于 1 9 81 年 9 月至 1 9 8 3 年 6

月间
,

进一步系统化
、

理论化于 1 9 8 4 年后
。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基本内容
,

以及提出这一构

想的背景条件
、

依据
、

前景
、

意义等
,

在邓小平会见外国客人和港澳同胞的“ 系列谈话中和

其它有关历史文献中得到精辟 阐述
。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基本原则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得到具体体现
。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伟大意义
,

已

经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国际上有识之士所认识
。

本文仅就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特

定涵义和基本点
、

历史意义和现实基础
、

理论依据和理论贡献等问题
·

谈谈 自己 的粗浅看法
。

一
、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特定涵义和基本点

从一般意义上说
, “

一国两制
” ,

是指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
,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
,

实行

两种不同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制度
,

谁也不吃掉准
,

相互尊重
,

共同繁荣
。

作为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
“

一国两制
”

构想
,

则有其特定的科学涵义
, “

具体说
,

就是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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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

十亿人口 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

香港
、

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 ’ ,①大

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 台湾
、

香港
、

澳门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

.

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和平共处
,

互不伤害
,

互不吃掉对方
,

互相沟通和交流
,

共同促进祖国的繁荣富强
。

“
一国两制

”

构想有五个基本点
。

其一
, “

一国两制
”

的前提是祖国统一
, “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
’ ,② 。

国家的领土主权是

不可分割的
,

必须完全统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拥有国家主权
,

是唯一能够在国

际上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

统一后的台湾
、

香港
、

澳门地区分别作为特别行政区
,

根据宪法

和法律的规定
,

可以享有其它地区没有而为自己所特有的除国家主权以外的诸多 自治权力
,

包

括行政管理权
、

地方财政权
、

立法权
、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

以及很大的外事权
,

并可以

统一国家的一个地区的名义
,

同其它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双边经济关系
、

进行文化等方面

的交往
,

参加各种 民间及国际组织等
。

台湾特别行政区还可拥有自己的军队
,

但
“

条件是不

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 ,③ 。

统一是个大前提
。

这几个享有充分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必须是

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管辖之下的地方政府
,

不带

有任何政治实体性质
,

不能行使国家主权
,

不能实行所谓的
“

完全自治
”

或
“
一国两府

” 。

否

则
“

就是
`

两个中国
’ ,

而不是一个中国
” ④ ,

就是走向分裂
,

而不是迈 向统一
。

总之
, “

制度

可以不同
,

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
,

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 ,⑤ 。

其二
, “
一国两制

”

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

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

本主义制度并存
,

但有主体与非主体之分
。

即
: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地区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主体部分
,

行使国家权力职能
; 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湾

、

香港
、

澳门地 区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

行使地方政府的权力职能
。

也就是说
,

两制中的社会主义是主

体
,

资本主义是非主体
。

这不是任何人主观意志决定的
,

而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

一

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

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地位的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

而

是社会主义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

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陆在长期奋斗中走上

了社会主义道路
,

并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

社会主义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
“

一国

两制
”
的主体

。

台湾
、

香港
、

澳门经济比较发达
,

但人 口约占大陆人口 的 2 %
,

面积约 占大陆

面积的 3%
,

显然
,

无论它们怎样发展
,

也绝对不可能在全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

不可能改变

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

它们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成为
“

一国两制
”
的主体

。

总之
,

必

须
“

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

咐
, “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 ,

,
。

正因为中国共产

党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所以才制定
`

一国两制
’

的政策
,

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

存在
’

晦
,

才有利于保持台湾
、

香港
、

澳门地区的繁荣稳定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

其三
, “

一国两制
”

的实施具有长期性
、

稳定性
、

合法性
。

在统一主权的社会主义中国
,

“

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
,

不是搞一段时间
,

而是搞几十年
、

成百年
。 ’ ,

, 这是
“

一国两

制
”
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

具体说
,

就是允许统一后的台湾
、

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

使其在 50 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与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共处
、

互

不伤害
、

互相促进
、

共同发展
。

这种做法并非突发奇想
,

而是与大陆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

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一致的
。

在 沁 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
,

允许台湾
、

香港
、

澳门继续实行

资本主义制度
,

不仅有利于保持这些地 区的繁荣稳定
,

也将对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

有益的补充作用
。

5 。 年以至更长时间里
,

中国实现 了现代化
,

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

台湾
、

香

港
、

澳门在整个国家经济上的比重更小 了
, “

一国两制
”

就更没有变的理由
。 “

如果有什么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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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
一国两制

”

构想色议

变
,

一定是变得更好
” L ,

更有利于台湾
、

香港
、

澳门的发展
,

而不会损害这些地区人民的利

益
。

这 一原则 已载人国家宪法和有关基本法
,

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

具有长期性
、

稳定性
、

合法性
。

因此
,

即使在实行不同制度的地区之间
,

或在 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

出现了矛盾和纷争
,

也将在不损害国家和 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

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

而

不是诉诸武力
,

以保证大陆地区和特别行政区的和平
、

稳定
、

繁荣和发展
。

其四
,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立足点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
、

香港和澳门问题
。 “

世界上

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
’ ,

@
。

台湾问题同香港问

题
、

澳门问题的性质不同
,

却都同样存在一个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的问题
,

是战争手段还是和

平方式 ?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立足点正是在于通过有关方面的和平谈判
,

通过允许统一后的台

湾
、

香港
、

澳 门保持其原有政治
、

经济和社会制度
,

来求得台
、

港
、

澳问题的和平解决
, “

这

样能向人民交待
,

局势可以稳定
,

并且是长期稳定
,

也不伤害哪一方 ,,@
。

当然
,

这里强调用

和平方式解决台湾
、

香港和澳门伺题
,

与不承诺不采取非和平手段的解决方式并不相悖
。

实

际上
,

不承诺不采取非和平手段的解决方式
,

正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平谈判的解决方式
。

其

理由
:

一是涉及国家主权
,

不能对任何外国承诺不采取非和平手段的解决方式
。

二是避免自

缚手脚
,

防止一旦发生不利于祖国统一的紧急情况时出现无能为力 的被动局面
。

其五
,

以
“

一国两制
”

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国插手
。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

近几十年来同大陆的分离是人为的
。

尽快结束海峡两岸的分离状态
,

完成祖

国统一大业
,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

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
、

澳门问

题不 同
,

不是恢复行使主权问题
,

而是实现和平统一问题
,

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疡
。

用什

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

完全是中国内政
,

任何外来的干涉阴谋都是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

也

是注定不能得逞的
。

中国政府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

但不能放弃用非和平的方式统

一台湾
,

也决不 向任何外国作不对台湾行使武力的承诺
。

总之
,

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需

要两岸的执政党
、

其它党派
、

社会团体
、

各界人士和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 “

但万万不可让

外国插手
,

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
,

后患无穷
, ,L 。

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点表明
, “
一国两制

”

构想清晰地勾画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最佳蓝图
,

开辟了积极稳妥地解决台
、

港
、

澳问题
,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可行途径
。

二
、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基础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基础突出地表现为三点
:

第一
, “

一国两制
”

构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

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祖国统一

的历史潮流
。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 民族的文明古国
。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

优秀民族
。

国家的统一
,

民族的团结
,

是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
。

收回香港
、

澳门的

主权
,

结束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的不幸局面
,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 “

是包括台湾人 民在 内的中

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

不是哪个党哪个派
,

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
’ ,
@

,

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的

历史潮流
, “

一百年不统一
,

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 ,
。

。 “

一国两制
”

构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

场
,

既不要求统一后的台
、

港
、

澳地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与大陆一致
,

又不把缩小意识形态

和制度上的差距作为统一的前提
,

而是存彼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差异
,

求祖国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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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同
。

因此
, “

一国两制
”

构想完全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

顺应炎黄子孙的人心民意
,

合乎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

它必将为包括台
、

港
、

澳同胞在 内的全体中国人所拥护和接受
。

第二
, “

一国两制
”

构想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
、

港
、

澳问题
,

符合 当代国际社会和平与

发展的总的历史趋势
。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

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存

在是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历史现象
,

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正由社会化走 向国际化
,

从而使两种

社会制度一个世界市场成为当前国际生活的一大特点
,

使世界范围内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

家和平共处
、

共同发展成为客观现实
。

人民反对战争
,

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

50 年

代中国政府首倡的和平共处原则
,

既然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处理
,

也就完全

有可能适用于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制度地区之间关系的处理
。 “

一国两制
”
正体现了一种新型

的特殊的和平共处关系
,

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

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台
、

港
、

澳

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和平共处
。

这种新型的特殊的和平共处关

系
,

以热爱祖国
、

维护祖国统一为思想政治基础
,

以大陆和台
、

港
、

澳地区互助互利
、

共同

发展为经济基础
,

·

以国家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法律保证
。

这种和平共处关系
,

是合乎

当代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总的历史趋势的
,

是合乎世界各国人 民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各种

争端的意愿的
,

也是 国际公认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在处理中国内政问题上

的具体运用
。

它不仅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

而且必将对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
、

促进亚

太地区及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第三
, “

一 国两制
”

构想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
,

尽可能照顾有关方面的利益
,

有利于祖国

统一 大 目标的早 日实现
,

也有利于保持台
、

港
、

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和继续发展
。

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及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地位和分裂落后状况
,

主要是外国侵

略和国内战争造成的
, “

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
” L 。

国际社会视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因此
,

中国要统一
,

只能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

并且
,

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

已使国家改变了昔日那种民生凋敝
、

满目疮痰的面貌
,

成为一个初

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
。

因

此
,

统一后的中国
,

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
。

而由于台
、

港
、

澳地区的现行制度 已经实

行
一

了几十年
,

加上这些地区与大陆在一些方面存在的差距
,

所以
,

如果想让这些地区很快抛

弃原来的经济
、

政治
、

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
,

转而接受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
,

显然是不现实

的
。

此外
,

如何解决香港
、

澳门问题
,

虽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

中国作为主权国家
,

随

时有权以任何方式收回自己的领土
,

但考虑到中英
、

中葡之间的友好关系
,

中国政府还是愿

意取得英
、

葡两国政府合作
,

以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
。

台湾问题虽纯属中国内政
,

但解决台

湾问题亦非孤立之举
,

不能不考虑国际因素
。

因此
,

在解决台
、

港
、

澳问题时
,

最好选择一

种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 “

一国两制
”

构想正是这样一种办法
。

它的实施
,

既可满足包括

台
、

港
、

澳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早 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
,

又可保持台
、

港
、

澳地区

的繁荣稳定和继续发展
,

促进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也有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
。

这种

在广泛的现实基础上实现的真正和平统一
,

必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富强
、

兴旺和发达
。



丁俊萍
:

邓小平
“ 一国两制

”

构想当议

三
、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理论依据和理论贡献

“

一国两制
”
构想

,

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现当代国际局势出发
,

从我国目

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
,

从台湾
、

香港
、

澳门的历史和现状出发
,

创造性运用

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原理
,

而提出来的一种崭

新构想
。

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又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

(一 )
“

一国两制
”

构想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原理的运用和 发挥

大陆和台
、

港
、

澳地区实行的不同社会制度无疑是对立的
,

但在许多方面又具有同一 性
。

具体表现为
:

在民族感情上
,

大陆人民同台
、

港
、

澳同胞虽然长期分离
,

却都渴望早 日实现

祖国统一
,

振兴中华
;
在政治上

,

国共两党虽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和争论
,

却都坚持 一个中国

的立场
,

赞成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
; 在经济上

,

大陆与统一后的台
、

港
、

澳能够互助
、 一

互利
、

互补
。

正因为如此
,

国内两种本来互相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
,

将不呈现外部对抗的形

式
,

而能够和平共处于一个统一的祖国母体中
,

并且能够互助
、

互利
,

共 同发展
。

不能否认
.

共处于统一的祖国母体中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是有矛盾和斗争的
,

但这种矛盾和斗争是在祖

国统一
、

民族振兴这一共同利益之下存在的
。

这种由于存在两种制度差别而必然要产生的矛

盾和斗争
,

只要处理得好
,

就不会扩大和激化
,

就不会发展到外部剧烈 的对抗
,

以 至破坏相

国统一
。

由于
“

一国两制
”

的实施有宪法和法律作保障
,

由于国家政权在一定条件下能起着

阶段斗争
“

调停人
”

的作用
,

所以
,

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如果发生矛盾纷争
,

可以

通过和平的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
,

也可以通过国家政权予以调解缓和
。

并且
.

由于
“

一国两

制
”

是以互谅互让
、

互不吃掉对方为条件的
,

因而在客观上 已经大大减少了两种制度发生剧

烈的外部对抗形式的可能性
,

即使出现了矛盾
,

也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

(二 )
“

一国两制
”

构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原理

的运用和发挥
。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

我们既要看到大陆现行的生产

关系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 比拟的优越性
,

也要看到台
、

港
、

澳现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其相对的稳定性
,

大体上还是适应其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
,

并且还有一

定的潜力和余地
。

在这种情况下
,

在一定时期内保存台
、

港
、

澳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仍

然会对这些地 区的生产力发展起积极作用
。

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和实行

某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因素
,

但 由于客观事物是复杂的
,

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

因此
,

具体

到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实行一种或多种生产关系
、

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

则不仅取决于

生产力发展水平
,

还要取决于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条件
。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

由于历

史和现实的社会原因
,

全国各地 区之间的差别很大
,

加上处于新旧社会交替时期
,

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两种生产关系
、

两种生产方式在较长时期内交叉和并存是 一种客观事实
,

而两

种生产关系的交叉和并存必然会影响或反映到政治
、

法律制度上来
。 “

一国两制
”

在祖国统一

的前提下
,

在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
、

法律制度为主体的情况下
,

允许

国家中的个别地区保留历史上形成的资木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
,

无

疑对促进台
、

港
、

澳地区生产力发展
,

保持其繁荣稳定是有利的
。

此外
,

用
“

一国两制
”

的

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

还可以避免战争破坏
,

从而更好地保持和发展台
、

港
、

澳已有的生
.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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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
。

同时
,

对大陆更好地借鉴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

促进

大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也是有好处的
。

(三 )
“

一国两制
”

构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统一的战

略策略原则的运用和发挥
。

坚持祖国统一
,

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

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言行
,

这是绝对不容许动摇

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
。 “

一国两制
”

构想坚持了这一原则性
。

同时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

上
,

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
。

这就是赋予统一后的台
、

港
、

澳特别行政区以高度的 自治权
.

允

许它们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

使之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共存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一体之中
,

彼此和平共处
,

互相补充
,

互相促进
,

共同繁荣和发展
。

这是符合整个中华民

族根本利益的
,

是有利于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的
,

也是有利于国际局势的和平稳定的
。

( 四 )
“
一国两制

”

构想是对列宁的
“

利用资本主义
、

促进社会主义
”

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

列宁提出
,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
,

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科技

成果
、

管理经验和资金来发展本国经济
,

使社会主义国家尽快摆脱贫穷
、

落后状态
,

使经济

得到迅速发展
,

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 “

一国两制
”

构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思

想
,

允许统一后的台
、

港
、

澳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

并使这一制度同大陆的社会主义

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同时并存
,

因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对资本主义的更充分
、

更

长时期内
、

更高层次上的利用
。

这一创举
,

必将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

对于

我国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

将发挥重要作用
。

(五 )
“

一国两制
”

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

马克思
、

恩格斯曾认为
,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建立的新国家
,

其结构形式以单一制共

和 国为佳
。

而在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里
,

则不排斥联邦制
。 “

一国两制
”

构想提出了一种新 的

国家结构形式— 具有复合制某些特征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

即
:

在实行
“
一国两制

”

的

条件下
,

行使国家主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台

、

港
、

澳几个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是 中央

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

另一方面
,

中央政府又赋予特别行政区 以很大的权力
, “

可以有

自己的独立性
,

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
” , “

可以有其他省
、

市
、

自治区所没有而为 自己

所独有的某些权力
。 ’ ,L可见

, “

一国两制
”

并没有改变中国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性质
,

却

突破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模式
。

由统 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台
、

港
、

澳几个特别行政区的

权力
.

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单一制国家所给予地方的 自治权限
,

甚至超过了属于复合

制的联邦制中任何一个成员国所享有的权限
。

这种具有复合制某些特征的单 一制国家结构模

式的提出
,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

总之
,

具有丰富内涵的
“

一国两制
”

构想
,

既顺应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

又符合当代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

既有广泛的现实基础
,

又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

它的实施
,

必将带来我

们伟大祖国的和平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新的振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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