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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研究·
主持人語:
早在 1984 年 6 月,鄧小平先生就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

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什麽叫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

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正是“一國兩

制”方針的應有之義。
香港、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
香港(澳門)基本法關於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以及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規定,
貫穿着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原則,要求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必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 2021 年 1 月

27 日,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2020 年度述職報告時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 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

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

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愛國者治港”和“愛國者治澳”,不僅是“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政

治標準的具體化,也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不變形、不走偏的重要基礎,需要通過相應的治理機

制予以保障。 澳門回歸祖國 20 多年來,在探索“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積累了若干成功的經驗。 楊

愛平教授《澳門“愛國者治澳”的治理探索及其啟示》一文,從澳門社會治理實踐入手,以政社合作

治理與全流程治理為視角,論述了“愛國者治澳”的具體實踐機制,認為澳門“一國兩制”之成功實

踐,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澳門特區政府勇於承擔主體責任,通過不斷的實踐探索,創設出一套“愛國

者治澳”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實現了愛國者倫理的制度化和政策化。 一是通過築牢“愛國愛

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實現“愛國者治澳”的政府與社會各界合作治理;二是通過構建“愛國愛澳”管
治團隊的“進入—管理—監督”無縫連接機制,實現“愛國者治澳”的全流程治理。 澳門這種內外兼

治的治理模式,提升了“愛國者治澳”的整體治理效能。 澳門在行政及社會治理層面的相關探索,
對豐富和發展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

本期專欄同步推出鍾韻教授《以科技創新為引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參與雙循環研究》,以及左

連村教授的《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思考》。 鍾韻指出,科技創新產業將是粵港澳大灣區這

一以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發展目標的城市群參與雙循環的產業抓手。 深入瞭解大灣區的基礎條

件、發展優勢,尤其是發展科創產業的獨特優勢,是提出以科創為引擎推動大灣區參與雙循環路徑

的前提;強化制度保障、增強內部聯繫、用好獨特優勢、協調官產學研作用等策略,將對增強大灣區

科創產業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增長極作用有所裨益。 左連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
出大力發展冷鏈物流,對於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定位和目標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作者分析了

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的供求現狀和發展條件,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冷鏈物流發展的思路,認為粵

港澳大灣區應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按照一體化運作方向,注重空間合理布局,完善區域內冷鏈物

流標準化體系,促進冷鏈物流智慧化、高端化、國際化發展。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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