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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如何融合中西智慧
开辟香港“一国两制”新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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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归
25周年。伴随香港国
安 法 与 新 选 制 的 落
实，香港社会由乱到
治 、 由 治 及 兴 ， “
一国两制”得以行稳
致远。在25周年的关
键节点，我们应对香
港的未来有进一步思
考，而这种思考不应
固步自封，而要以海
纳百川的胸怀，学习
西方政治制度中的先
进之处，并融合中国
智慧，探索解决香港
问题的独特道路，开
辟“一国两制”新篇
章。

一 、 “ 不 忘 初

心”：充分认识香港
在国家战略中的独特
性

香港的独特优势
在于地缘，即处于中
国大陆与全球海洋世
界的交汇处。因此，
中央对香港的战略定
位始终着眼于全球战
略。能否开辟“一国
两制”的新篇章，关
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如何看待香港在国家
战略中的定位。

改革开放与“一
国两制”的哲学精髓
就 是 秉 持 了 虚 怀 若
谷、有容乃大的中国
智慧，以改革开放的
精神，虚心学习西方
文明的文化知识和治
理经验，不断丰富、
发展和提升自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展开理论创新。就像
大地吸收雨水、容纳
江河乃至大海一样，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也需要从西方文明和
其他人类文明中不断
汲取营养。

唯有理解“一国
两制”背后的哲学真
谛，才能理解“一国
两制”的成功经验就
在于始终包容、并虚
心学习西方文明的有
益 要 素 。 “ 一 国 两
制”未来要开辟出新
篇章，关键在于“不
忘初心”，保持战略
定 力 ， 不 能 唱 衰 香
港，要始终坚持“一
国两制”不动摇、不
变形、不走样，以一
种谦虚开放的态度，
重新审视香港在国家
战略格局中的独特优
势。

二 、 政 治 和 文
化：香港在国家战略
中的新定位

从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央对香港的战
略定位主要着眼于经
济，充分利用香港作
为内地与全球资本主
义的通道来服务于国
家战略，改革开放后
以“一国两制”来解
决香港问题，也是这
种大战略的一部分。

随着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在经济上不断
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
系，我们逐渐掌握了
驾驭全球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的能力。香港
在 国 家 经 济 战 略 中
的“窗口”地位不断
下降，而香港又面临
自身经济问题，需要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在这种背景下，不仅
要适时调整香港在国
家 经 济 战 略 中 的 地
位，从过去的“走进
来”战略调整为“走
出去”战略，推动中
国的资本、技术、管
理、信息乃至文化理
念走出去，更重要的
是将香港在国家战略
中的定位从经济定位
转向政治定位和文化
定位。

随 着 进 一 步 发
展，中国不仅要有驾
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
体系的能力，而且必
须有驾驭全球资本主
义政治体系和文化意
识形态的能力，以此
有效展开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中国采取
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而中国之外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采取资本主义政治制
度。多党竞争选举的
议会政治、司法独立
的法治和市民社会下
的自由言论，成为这
种政治体系运作的基

本逻辑。要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展开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中
国不可能像当年的苏
联 和 今 天 的 美 国 那
样，将自己的国内制
度强行推向全球。因
此，中国在保证内地
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
前提下，需要虚心学
习如何驾驭全球自由
民主的政治体系，在
全球舆论下赢得话语
权。这无疑是当前面
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
务，就像改革开放之
初面临着如何驾驭全
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的难题一样。

总结改革开放以
来 中 国 取 得 驾 驭 全
球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体
系的成功经验，最重
要的一条就是善用香
港 的 “ 一 国 两 制 ”
，“在游泳中学习游
泳”。如果从这个角
度看，香港的竞争性
选举制度、司法独立
和司法复核的法治体
系以及开放的自由言

  香港维多利亚港。
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