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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善 ‘ 一 国
两 制 ’ 制 度 体 系 ， 落
实 ‘ 爱 国 者 治 港 ’ 根
本原则”专题研讨会2
月22日在北京举行。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 国 务
院 港 澳 事 务 办 公 室 主
任 夏 宝 龙 出 席 开 幕 式
并讲话。

夏 宝 龙 表 示 ，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听 取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行 政 长 官
林 郑 月 娥 2 0 2 0 年 度 述
职 时 指 出 ， 香 港 由 乱
及 治 的 重 大 转 折 ， 再
次 昭 示 了 一 个 深 刻 道
理 ： 要 确 保 “ 一 国 两
制 ” 实 践 行 稳 致 远 ，
必 须 始 终 坚 持 “ 爱 国
者 治 港 ” 。 这 一 重 要
论 述 是 对 香 港 回 归 以
来 “ 一 国 两 制 ” 实 践
经 验 的 高 度 提 炼 ， 是
对 “ 一 国 两 制 ” 实 践
规 律 的 深 刻 揭 示 ， 为
推 动 “ 一 国 两 制 ” 实
践 行 稳 致 远 、 保 持 香
港 长 治 久 安 指 明 了 方
向。

夏 宝 龙 表 示 ， “

爱国者治港”是“一
国两制”方针的核心
要义。

“ 爱 国 者 治 港 ”
就 是 回 归 祖 国 后 的 香
港 要 由 爱 国 者 治 理 ，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的 政
权 要 掌 握 在 爱 国 者 手
中 。 “ 爱 国 者 治 港 ”
是 “ 一 国 两 制 ” 方 针
的 应 有 之 义 。 邓 小
平 同 志 早 就 明 确 提
出 ， “ 港 人 治 港 有 个
界 线 和 标 准 ， 就 是 必
须 由 以 爱 国 者 为 主
体 的 港 人 治 理 香 港 ”
。 “ 一 国 两 制 ” 方 针
从 形 成 之 初 就 包 含
了 “ 爱 国 者 治 港 ” 这
一 重 要 思 想 内 涵 。 要
实 行 “ 港 人 治 港 ” ，
就 必 须 坚 持 “ 爱 国 者
治 港 ” ； 坚 持 “ 爱 国
者 治 港 ” ， “ 一 国 两
制 ” 才 能 全 面 准 确 贯
彻落实。

“ 爱 国 者 治 港 ”
是 香 港 回 归 祖 国 这 一
历 史 巨 变 的 必 然 要
求 。 香 港 回 归 祖 国 ，

意 味 着 中 国 政 府 对 香
港 恢 复 行 使 主 权 ， 揭
开 了 香 港 同 胞 当 家 作
主 的 新 纪 元 ， 香 港 的
管 治 权 也 随 之 回 到 中
国 人 民 手 中 。 治 权 和
主 权 不 可 分 割 。 香 港
的 管 治 权 只 有 掌 握 在
爱 祖 国 、 爱 香 港 的 中
国 人 手 里 ， 中 国 对 香
港 恢 复 行 使 主 权 才 能
得到体现。

“ 爱 国 者 治 港 ”
是 全 面 准 确 贯 彻 “ 一
国 两 制 ” 方 针 必 须 遵
循 的 根 本 原 则 。 要 确
保 “ 一 国 两 制 ” 实 践
继 续 沿 着 正 确 方 向
行 得 稳 、 走 得 远 ，
不 变 形 、 不 走 样 ，
一 个 重 要 前 提 是 ，
治 港 者 必 须 能 够 全 面
准 确 理 解 和 贯 彻 “ 一
国 两 制 ” 方 针 。 凡 是
治 港 者 ， 必 须 深 刻 认
同 “ 一 国 ” 是 “ 两
制 ” 的 前 提 和 基 础 ，
旗 帜 鲜 明 维 护 宪 法 和
基 本 法 确 定 的 宪 制 秩
序 ， 充 分 尊 重 国 家 主
体 实 行 的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 正 确 处 理 涉 及 中
央 和 特 别 行 政 区 关 系
的 有 关 问 题 ， 坚 定 维
护 国 家 主 权 、 安 全 、
发 展 利 益 和 香 港 长 期
繁 荣 稳 定 ， 坚 守 “ 一
国 两 制 ” 原 则 底 线 ，
坚 决 反 对 外 国 势 力 干
预 香 港 事 务 。 坚 持 “
爱 国 者 治 港 ” 是 关 系
到 “ 一 国 两 制 ” 事 业
兴 衰 成 败 的 重 大 原 则
问 题 ， 容 不 得 半 点 含
糊。

作 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一 个 特 别 行
政 区 ， 香 港 的 管 治 权
必 须 掌 握 在 爱 国 者 手
中 ， 本 是 一 条 基 本 的
政 治 伦 理 ， 天 经 地

义 。 环 顾 世 界 ， 几 乎
所 有 国 家 和 地 区 竞 选
公 职 的 人 都 要 努 力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展 示 自 己
的 爱 国 之 心 ， 都 是 比
谁 更 爱 国 。 唯 独 在 香
港 ， 竟 然 有 人 把 对 自
己 祖 国 的 反 叛 作 为 政
治 资 本 来 炫 耀 ， 甚 至
以 反 对 国 家 、 抗 拒 中
央 政 府 、 妖 魔 化 自 己
的 民 族 为 竞 选 口 号 ，
在 宣 誓 就 职 时 极 尽 丑
陋 的 政 治 表 演 ， 真 是
咄 咄 怪 事 ！ 坚 持 “ 爱
国 者 治 港 ” ， 这 不 是
高 标 准 ， 而 是 在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实 行 “ 港
人 治 港 ” 的 最 低 标
准。

夏 宝 龙 表 示 ， “
爱 国 者 治 港 ” 是 推
进“一国两制”事业
的时代呼唤。

香 港 回 归 祖 国
2 0 多 年 来 的 事 实 充 分
证 明 ， “ 一 国 两 制 ”
不 仅 是 解 决 历 史 遗 留
的 香 港 问 题 的 最 佳 方
案 ， 也 是 香 港 保 持 长
期 繁 荣 稳 定 的 最 佳 制
度 安 排 ， 具 有 强 大 生
命 力 和 制 度 优 越 性 ，
我 们 将 继 续 坚 定 不 移
地 贯 彻 执 行 “ 一 国 两
制 ” 、 “ 港 人 治 港 ”
、 高 度 自 治 的 方 针 。
与 此 同 时 ， 也 要 清 醒
地 看 到 ， 作 为 一 项
前 无 古 人 的 开 创 性 事
业 ， “ 一 国 两 制 ” 的
实 践 过 程 并 不 都 是 一
帆 风 顺 ， 香 港 回 归 以
来 也 出 现 了 一 些 不 利
于 “ 一 国 两 制 ” 顺 利
实 施 甚 至 有 违 “ 一 国
两 制 ” 方 针 、 挑 战 “
一 国 两 制 ” 原 则 底 线
的 现 象 和 问 题 。 反 中
乱 港 分 子 、 “ 港 独 ”
等 激 进 分 离 势 力 通 过

各 类 选 举 进 入 特 别 行
政 区 治 理 架 构 ， 包 括
立 法 会 、 行 政 长 官 选
举 委 员 会 、 区 议 会 等
机 构 。 他 们 利 用 这 些
平 台 散 播 “ 港 独 ” 主
张 ， 抗 拒 中 央 管 治 ，
煽 动 对 内 地 的 不 满 情
绪 ， 肆 意 阻 挠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施 政 ， 损 害
香 港 市 民 福 祉 ， 不 惜
让 全 香 港 社 会 付 出 沉
重 代 价 。 他 们 与 街 头
暴 力 分 子 一 样 ， 都 是
政 治 上 彻 头 彻 尾 的 “
揽 炒 派 ” ， 是 香 港 的
乱 源 ， 也 是 国 家 的 祸
害 。 如 果 任 由 反 中 乱
港 势 力 一 步 步 夺 取 香
港 的 管 治 权 ， 为 所 欲
为 ， 肆 意 从 事 各 种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和 破 坏 香
港 繁 荣 稳 定 的 活 动 ，
如 果 任 由 外 国 势 力 干
预 香 港 选 举 等 政 治 事
务 ， 大 家 想 想 ， 香 港
的 前 景 会 怎 样 ？ 香 港
还 有 安 宁 之 日 吗 ？ 香
港 的 国 际 金 融 、 贸
易 、 航 运 中 心 地 位 还
能 保 持 吗 ？ 香 港 居 民
最 为 关 注 的 住 房 、 就
业 等 重 大 民 生 问 题 还
能 有 效 解 决 吗 ？ “ 一
国 两 制 ” 还 能 顺 利 搞
下去吗？！

反 中 乱 港 分 子
之 所 以 能 在 “ 一 国 两
制 ” 下 的 香 港 兴 风 作
浪 、 坐 大 成 势 ，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其 中 一
个 直 接 原 因 ， 就 是 “
爱 国 者 治 港 ” 的 原 则
还 没 有 得 到 全 面 落
实 。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尚 未 真 正 形 成 稳 固
的 “ 爱 国 者 治 港 ” 局
面 。 香 港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也 越 来 越 深 切 地 意
识 到 ， 在 “ 爱 国 者 治
港 ” 这 一 大 是 大 非 问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上)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中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主任夏宝龙强调，“爱国者治港”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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