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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利

-----习近平主席（201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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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大湾区建设,  必须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坚守
“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利

-----韩正副总理(2018年8月15日在中央粤港澳大湾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讲话）

提示我们：“一国两制”不仅适用港澳，也适用粤港澳大湾区



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 也要把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习近平主席（201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演讲）

3

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  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广东,  放在一个
湾区之内进行建设

※国际无先例：世界三大湾皆无
※国内不曾有：经济特区, 新区, 综合试验区, 自由贸易区等, 皆无

落实“两个建设好”



体现“两个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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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澳与广东同是湾区建设的主场

港澳回归前: 港澳是由外国管治的“客场”
港澳回归后: 港澳不再是国家建设的“客场”, 与广东同为主场

一, 湾区建设坚守“一国”之本, 就要落实“两个建设好”体现的理念



体现“两个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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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对湾区中的港澳, 也是主建, 不
只是“利用”, 更不是“只用不建”

香港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 谋发展上来”. 发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 也
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

----习近平主席（2017年7月1日香港演讲）



港澳也是湾区建设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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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港澳不再是外国统治的“客场”, 按照“港澳是国内境外

而非外国”的原则,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同胞在内地包括广东, 在就

业, 求学, 经商, 办厂, 交通, 投资等方面, 享受与内地同胞同样待遇.



国家主建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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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港澳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按照“两权结合”而非“一权独

行”的原则, 建立港澳与广东共同谋划, 决策, 部署湾区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优势互补而不是互相取代, 共同发展而不是“各家自扫门前雪”

【两权结合】必须把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与港澳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
会变, 不动摇,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 不变形.  

----习近平主席（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



两地分行“两制”
尊重“两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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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与广东同属一个湾区, 并没有也不会改变两地分行“两制”的现
实及其差异

 不是港澳与内地“融合”
 不是港澳与广东“一体化”
 不是深圳与香港或珠海与澳门“同城化”

二, 湾区建设善用“两制”之利, 就要恪守“两个建设好”确定的上述
制度安排

港澳
“融入”
国家



1. 善用“两制”之利, 就须确定：
港澳与广东分行的“两制”各有完整性, 在湾区建设中
须搭建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拼船出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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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两制”之利

※国家主建的是资本主义的港澳, 其制度特点有完整性, 力免“南橘北枳”

【南橘北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叶徒相似, 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注释：枳, 落叶灌木, 味苦酸, 球形, 亦名“枸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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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两制”之利

【拼船出海】找准“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的结合点, 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国际市场. 

要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 

-----韩正副总理(2018年8月15日在中央粤港澳大湾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讲话）

广东的优势也有完整性。湾区名称中的“粤”, 是广东
全省而非若干城市，就可发挥集中全省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 



尊重“两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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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 提升港澳在国家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2015年10月）

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
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李克强总理(2017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

2. 善用“两制”之利, 就须确定：
尊重“两制”差异, 广东在湾区建设中, 宜分享和助力
港澳发挥其为广东“难比难替”的独特优势



香港有内地“难比难替”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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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认为, 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许多独特优势,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独特优势, 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内地各城市难以比拟和替代的. 

---- 张德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017年5月18日在香港首届一带一路峰会主旨演讲)

国家在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的今天, 香港将发挥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家发展
始终需要香港, 必将不断成就香港. 

----张德江(2018年2月3日在北京一论坛主旨演讲)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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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习近平主席（2017年9月对香港24位国家两院院士来信所做重要指示, 引自新华社北京2018年5月14日电）

两部委文件宣布: 港澳高校, 科研机构可承担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 获得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项目的经费,  可直接支付到香港高校/科研机构; 香港在内地高校/科研
机构购买海外科研仪器设备,  可享入境关税优惠.

-----新华社北京2018年5月14日电



善用“两制”之利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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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在香港建立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机构, 支
持澳门建设中医药科技产业发展平台.

-----韩正副总理(2018年8月15日在中央粤港澳大湾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讲话）

善用“两制”之利的新思路

※ 国家或广东开放政策在港澳先行先试,  内地包括广东优于港澳的资源和力量,  
过境或落户港澳

※ 分享港澳在国际上的功能地位,  助力港澳在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发挥“难
以比拟和替代”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定位
“一带一路”与“一国两制”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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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两项战略部署】
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写入中共党章, 
将“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列为“新时代基本方略”

国家支持港澳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是中共十九大所作出的上述两项重要战略部署的结合点

※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支持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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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利

国家成就香港, 香港助力国家



恭贺香港2018 LSCM物流高峰会
圆满成功！

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