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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捍衛國家憲法秩序 

   （一）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澳門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一部基本

法律。《憲法》與《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的最高行動依據。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勝利》中指出：“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

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

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一國兩制”是國家憲法秩序的有機組成部分，進入國家憲法秩序是澳門回歸祖國

的法理象徵，維護國家憲法秩序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義務。在全面實施《澳門基本

法》過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必須全面學習、理解和掌握國家憲法秩序，擁護國家

憲法，自覺捍衛國家憲法在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根本大法地位和尊嚴。確

保“一國兩制”新實踐不變形走樣。 



  （二）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取得更大成就 

  回歸後的澳門，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祖國內地大力支持、廣大愛國愛澳力量的努力

下，取得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巨大成就。在此基礎上，國家發展規劃為澳門確定了

新時代奮鬥目標，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經貿交流平臺，不

僅是對澳門未來的發展戰略定位，更是對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成就的

充分肯定，因為正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嚴格按照《憲法》、《澳門基本法》辦事，實現了

澳門的繁榮穩定，給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理據。如果“一國兩制”既有實踐乏善可

陳，就不可能出現國家規劃中對澳門如此高的發展期待。 

  與此同時，隨著“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化，一些新問題、新矛盾逐漸爆發出來。澳

門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社會對公共資源

需要急劇膨脹與有限政府的矛盾，成為澳門社會的主要矛盾。民生的持續改善、社會競

爭力的不斷提升、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公權力架構的改革與完善等等，一系列具體

問題有待於採取合理的路徑解決。 

  依據《憲法》、《澳門基本法》，立足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用足用好各項優惠

政策，在參與國家新一輪發展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突破口，進而實現發展戰略定位，是中

央政府和祖國各地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新期待。 

  （三）積極發揮新時代國家建設中的澳門角色 

  從新中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戰略方針下將澳門作為對外經貿的視窗、到從上

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作為祖國改革開放的視窗，再到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的最新發展定

位，地域不大的澳門對於祖國全域的意義不言而喻。與此同時，新中國推出的一系列針

對澳門特殊政策，確保了澳門的繁榮穩定，從三趟列車開啟對港澳生活用品的專供，到

祖國各地對港澳生活品輸送基地建設，再到“港澳自由行”政策、《內地與澳門更緊密

經貿關係安排》、《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橫琴發展總體規劃》等一系列決策，祖國的強大支持始終是澳門經濟社會存續、發展、

繁榮的堅強後盾。  

  作為祖國的地方行政區，於法、於情、於理都應對祖國的全域發展有所擔當。首先，

必須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特別是國家安全利益。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主權獨

立之本。1840 年至解放前，中國歷屆政府同 22 個國家至少簽訂了 745 個不平等條約，

其中清朝政府從 1841 年 5 月至 1912 年 2 月共 70 年，簽 411 條；北洋軍閥政府從 1912

年 3 月至 1927 年 5 月共 15 年，簽 243 條；國民黨政府從 1927 年 9 月至 1949 年 6 月

共 22 年，簽 91 條。經過了近代民族劫難的中國人，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加珍惜得來不

易的國家安全利益。“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實施與祖國主體不一樣的社會制度，

在寬鬆的社會輿論環境中，必須重視愛國愛澳主流意識形態的弘揚。其次，在祖國區域

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在區域發展中，澳門比較優勢是明顯的，完全可以依

據豐富的對外經貿經驗、多元的旅遊休閒產業開發經驗、完善的法治經驗等等，在區域

合作發展中，特別是在珠三角地區參與“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第三，

通過實現最新的發展定位，發揮在國家全域中的角色功能。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經

貿交流平臺是國家發展規劃對澳門發展的最新定位，是祖國全域發展對澳門的新期待。 

  結語 

  站在國家憲法秩序的角度，正確、全面、深刻認識“一國兩制”新實踐，確保基本

法秩序與憲法秩序的有機統一，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邁向新時代的必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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