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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西 问 ) 韩 大
元：香港回归25周
年，如何看待成就、
挑战与未来？

中新社北京6月
27日电 题：香港回
归25周年，如何看待
成就、挑战与未来？

作者 韩大元 中
国人民大学“一国两
制 ” 法 律 研 究 所 所
长，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
员

2022年7月1日是
香 港 回 归 祖 国 2 5 周
年。在“一国两制”
步 入 基 本 法 所 许 诺
的“五十年不变”中
期阶段的历史节点，
对这一人类政治文明
史上独一无二的制度
创新进行评价，需要
客观、理性、务实的
态度，既要看到取得
的成就，也要看到存
在的问题与挑战，更
重要的是凝聚社会共

识，面向未来，开创
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如何评价“一国
两制”实践25年的成
就？

“一国两制”从
伟 大 构 想 到 基 本 国
策，再到国家制度体
系，成就有目共睹，
对此应有共识。中国
共产党在追求与捍卫
人类文明价值的过程
中，在没有任何先例
的背景下，开创“一
国两制”，使之成为
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
的成果，其意义已超
越 中 国 ， 具 有 国 际
性。

近三百年来的民
族国家发展中，“一
国一制”是治理国家
的常态与体制，即便
是联邦制国家，仍属
于此。而中国在解决
历史遗留的香港、澳
门问题上，面临的问
题是，以主权者的意

志，延续世界各国的
常态化治理模式，实
行“一国一制”，还
是以非凡的胆略、勇
气与智慧，为世界带
来史无前例的新治理
模式？在维护国家主
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
下 ， 一 个 主 权 国 家
内，两种不同制度和
平相处是否可能？“
一国两制”的实践作
出回答，把不可能变
成了可能。

正如邓小平所强
调的，“一国两制”
下 的 “ 社 会 主 义 ”
和“资本主义”“不
是我吃掉你，也不是
你吃掉我”，不同制
度在“一国”框架内
和谐共存，既为特别
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
奠定了基础，更彰显
了 不 同 制 度 和 谐 共
生，建构和平秩序的
可能。

维护国家主权与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是“一国两制”的
初心与使命。回归以
来，尽管香港经历了
风风雨雨，但中央始
终 坚 守 基 本 法 确 定
的 “ 一 国 两 制 ” 初
心，把繁荣稳定作为
第一要务，把香港市
民 福 祉 作 为 优 先 考
量。制定实施香港国
安法、完善选举制度
根本宗旨也是保持香
港独特的优势，继续
保持繁荣稳定。特别
是，近5年来，由于
国 际 秩 序 不 确 定 与

世纪疫情叠加，全球
经济处于低迷的背景
下，香港在经济发展
方面，总体上保持平
稳发展。

“一国两制”实
践是否成功，国际社
会评价指标之一是法
治发展。法治是香港
的 核 心 价 值 与 竞 争
力。事实充分表明，
回归25年来，香港法
治 指 数 位 于 世 界 前
列。回归前香港法治
指 标 6 9 . 8 5 分 ， 回 归
后，从2003年起香港
法治指标一直维持在
90分以上，在东亚和
太 平 洋 地 区 排 名 第
五。

“ 一 国 两 制 ”
下 ， 不 同 法 系 、 不
同法律制度及不同法
律文化和谐共存，体
现了开放、融合与多
样性，为世界法治文
明的多样性以及比较
法 体 系 提 供 了 中 国
经验，也成为比较法
上独一无二的样本。

香港多元的法律体系
为 “ 一 国 ” 与 “ 两
制”间构建不同法文
化交流的平台。特别
是，回归25年来，司
法独立在香港不仅没
有受到削弱，反而在
社会期待中发挥了维
护法治、依法保障香
港市民权利和自由的
重要作用。

人们观察“一国
两制”25年来的实践
成效时，也会关注香
港居民的权利自由是
否 被 削 弱 ， 特 别 是
香港国安法出台是否
限制了基本法规定的
居民权利与自由。维
护国家安全与人权保
障、社会秩序与自由
价值之间能否有效平
衡，一直是“一国两
制”实践中受到关注
的问题。其实，从基
本法起草开始，如何
通过基本法保障居民
的权利自由是香港与
内地委员讨论最多的
问题之一。当时内地

韩大元：香港回归25周年(上)
如何看待成就、挑战与未来？

2021年6月，北京，参观者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上观看“一国两制”内容展

示。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2020年6月30日，香港市民支持香港国
安法颁布实施。 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