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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研究·
主持人語：
澳門，古稱“蓮島”，就位於南海之濱的這塊蓮花寶地上。 座落在高美士街金蓮花廣場上的大

型雕塑“盛世蓮花”，正默默地向世人訴說著這歷史的滄桑與回歸的巨變。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 澳門，終於回到母親的懷抱！
201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年，普天同慶，來之不易，歷史將聚焦在這一天。
回歸的二十年，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成功實踐的二十年，也是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取得翻天

覆地變化的二十年。
———政治上，“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是一個成功的樣榜。 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中央全面管治

權在澳門得到有效落實。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 澳門率先制定

《維護國家安全法》、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利益。
實現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愛國愛澳力量在澳門社會政治生活中居於主導地位。 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與立法機關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經濟上，澳門實現了持續快速的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地區之一。 在中央政府和

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澳門充分運用中央所給予的惠澳政策，努力發揮作為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

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

基地”的角色，一心一意發展經濟，成功躋身于世界富裕城市之列。 本地生產總值由 1999 年的 503

億澳門元激增至 2018 年的 4,403 億澳門元，人均生產總值由 1.5 萬美元增長至 8.3 萬美元，創造了

一個經濟發展的世界奇跡。
———社會上，人心穩定、族群和諧、治安良好、安居樂業。 以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為核

心內涵的“澳門精神”，成為澳門社會的主流價值。 居民月均工作收入從 1999 年的 4,920 澳門元增

長至 2018 年的 20,000 澳門元。 特區政府在民生領域也致力於建立更完善的社會保障，與廣大居

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目前，澳門已經實現了 15 年的免費教育；醫療保障體系實現免費醫療全

覆蓋，人均壽命達到 85 歲，位居世界前列；失業率連續多年下降至 2% 左右，實現了充分就業。 澳

門居民的幸福指數普遍較高。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偉大方針造就了澳門特區二十年發展的新篇章。 當前，

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正趕上一個新的時期。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佈了《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其實質是探索“一國兩制”框架下區域經濟一體

化的實踐模式，借助“一國”優勢有效發揮跨制度區域整合的最大經濟效應。 這是澳門跨越新的發

展台階的一個絕佳機遇。 要推進澳門“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協同奮進，變革創新，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實現澳門更好發展，共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時代篇章。 澳門未來之路任重而道遠，需要全體澳門人的悉力耕耘。
徜徉在這歷史的長河，訴說著“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這日新月異的變遷，無不令人感

慨萬千。 澳門是一座歷史沉厚而又生機煥發的小城。 澳門將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熱點。 “接天蓮

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值此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本刊謹致最誠摯的祝願！
五星、蓮花、大橋、海水，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陽！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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