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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迈向良政善治  香港开启新篇 
 

——写在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王尧  冯学知 
 

    雨后，云开日出。香港会展中心旁的金紫荆广场上，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的紫荆花雕塑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 

    25年前的 7月 1日零点，全世界的目光聚焦香港。 

    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会展中

心新翼冉冉升起、高高飘扬，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一

国两制”由构想变为现实。 

    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25年来，中央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方针，创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并在实践中支持其不断发展完善。不断应对和化解新

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正是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制度韧性的过程。 

    2021年 1月 27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时指出，

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冲云破雾，正本清源。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开启良政善治新篇章。 

    回归祖国：开启香港民主新纪元 

    1997年 7月 1日零点，正在香港街头执勤的警察以最快速度除下带有殖民色彩的旧徽号徽章，

换上制服口袋里备好的带紫荆花图案和中文“香港警察”字样的新徽号徽章，迎接新的时代。 

    回归后的首个清晨，时任警务处助理处长、政权交接仪式保安任务总指挥李明逵，忙碌一整

夜后依然没有倦意，他佩戴上新警徽，站到高处，静静凝望着周围的一切。 

    “从香港皇家警察到中国香港警察，表面上看只是改了名字、换了徽章，但大家心底的感受

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是中国人在管香港。”李明逵回忆道。 

    香港回归之前，当家作主曾是香港同胞遥不可及的愿望。 

    “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性质决定了香港不可能有民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

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表示，回归以来，在新的宪制秩序下，香港社会朝着新的民主发展目标不断

迈进。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年来，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民主成分持续增加，香港

全体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充分保障。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不仅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还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

理。根据全国人大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

36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 

    ——香港现有 5600 多位人士担任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其中超过 200 位担任全国政

协委员。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徐泽表示，事实充分说明，没有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没有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众福祉的深切关怀，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初心使

命的坚守，就没有香港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就没有香港民主的实践。 

    香港国安法：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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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的香港，街头遍布庆回归的彩旗与海报，商场里人潮涌动，食肆门前又排起长

龙⋯⋯ 

    一切如常，又不寻常。 

    家住新界粉岭的青年白领姚思欣白天和丈夫各自去上班，婆婆在家中帮忙照看 4岁的女儿和

1岁半的儿子，傍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这样的日子看起来有点平淡。但是经历过 2019年

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她对这样的平淡视若珍宝。 

    安居乐业，吃餐安乐茶饭，是多数香港人朴实的心愿，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

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同时，一个时期，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

乱港”活动猖獗，香港陷入严峻的局面。 

    利剑高悬，雷霆万钧。2020年 6月 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效果立竿见影，扭转了香港社会过去严重的暴力乱局，破坏秩序和社会

安宁的行为大大减少。”香港特区政府时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21年 7月 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 24周年，在新界坑口体

育馆，上百名市民展开一面长 30 米、宽 20 米的巨型国旗，全场齐唱《歌唱祖国》，爱国热情令

人动容。 

    “像这样的场景和气氛，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是难以想象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民建联

副主席陈勇表示，以前香港市民不要说挥舞国旗参加活动，就是站出来反对违法行为，生命安全

都有可能受到威胁。“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市民不再压抑自己的爱国情感，大家终于可以意

气风发、堂堂正正地讲法治、讲爱国。”陈勇说。 

    2022年 5月 28日，恰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通过两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举办“兴邦定国”香港国安法法

律论坛。“祖国永远是香港特区最坚强的后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国安法的颁

布实施无疑是“定海神针”，有力惩治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让香港实现了由乱转治

的重大转折。 

    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在香港兴风作浪、坐大成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直接原因，

就是‘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

任夏宝龙 2021年 2月 22日在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的“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

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上指出，“一国两制”方针从形成之初就包含了“爱国者治港”

这一重要思想内涵，要实行“港人治港”，就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 

    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中成功连任的梁美芬回忆，“修例风波”期间，部分议员滥用程序和权

力，肆意“拉布”、瘫痪立法会。“这些乱象严重破坏立法会的正常运作，导致多项与民生息息相

关的立法及拨款审议被‘拖死’，损害市民福祉，民怨极大。” 

    2021年 3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采用“决定+修法”的方式，通过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

附件二的修改，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作出一次系统修订，明确规定

了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和产生办法，新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以及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的运作机制等。 

    重新构建的选举委员会由 1200人增加到 1500人，由原来的四大界别增至五大界别。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新选举制度明确了选举委员会五大界别共 40个界别分组的划分、

名额分配以及产生方式，调整优化了有关界别分组，实现选举委员会规模和界别分组数量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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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既体现选举的广泛代表性，又符合均衡参与原则”。 

    “中央实际上是把香港整个民主发展过程，拉入正确的起点和轨道上。”全国港澳研究会副

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指出，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考虑了

香港原有选举制度存在的种种漏洞，并作出了各种有针对性的调整，“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全

面贯彻落实，香港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显著改善。 

    瑞士籍商人安德龙 4 年前来到香港，便爱上了这里。“修例风波”期间，他多次站出来在社

交媒体上公开挺警、揭露谣言。“说真的，我本来都想离开香港了，是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使我留

了下来，让我对香港的法治重拾信心。”安德龙表示，他很高兴听到关于完善选举制度的消息，“爱

国者”这个概念在世界上很普遍，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让不爱国的人进入管治团队，“这是常识”。 

    政治新气象：同为香港开新篇 

    2022年 5月 8日，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这也是新选制下的首场行政长官

选举。李家超最终以 99.16%的得票率当选为行政长官人选。 

    5月 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

官李家超。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于落实“爱国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当

家作主权利、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各界别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

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

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令香港社会各界受到极大鼓舞。港区全国人大代

表颜宝铃激动地说：“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及对李家超的谆谆嘱托，体现了中央对新特首的充

分肯定及信任，对香港未来发展的关心、用心、信心。”颜宝铃表示，新选举制度的先进性、优

越性有目共睹，为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对香港

开启良政善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选制下，香港居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所有符合“爱国者治港”要求的

合资格人士都有机会参选及成功当选。 

    从选举委员会选举到立法会选举再到行政长官选举，完善选举制度后的一年内，香港先后成

功举行三场重要选举，体现了新选制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呈

现出崭新的政治气象。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 153名参选人，有约一半系首次参加公职选举，他们中既有商界、学界、

专业界的精英翘楚，又有来自社会基层的劳工、职员、中小企业经营者代表。候选人来自不同的

政治团体、政治派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光谱，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抱负，体现了新选举制度的

开放包容。 

    ——新选制下，选举重回理性建设、重回经济民生。 

    参选行政长官期间，李家超走访不同政团、组织以及基层家庭，甚至一日“连跑十场”，解

释施政理念的同时充分聆听各界意见。他开设了网上平台“超哥听你讲”，广泛听取社会不同阶

层对社会问题及未来发展的意见及建议，竞选办几乎每天都接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施政建言书。 

    “李家超参选政纲形成和宣介过程就是香港社会民主咨询、民主协商的过程。”香港新时代

发展智库主席屠海鸣表示，李家超的竞选政纲公布后引起香港社会的共鸣，得到大家广泛支持，

缘于这份政纲的智慧来自民间，如“公屋提前上楼”等其实是香港市民的贡献。 

    ——新选制下，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长期对立、立法会内长期对抗的困局得到破解。 

    2022年 1月 12日，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举行任期后的首次会议——行政长官答问会。原

定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持续了逾两个小时，17位议员提问更创下答问会质询数量新高。 

    “新选制好就好在有利于维护行政主导，提升管治效能。”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

教授阎小骏认为，在新选制下，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和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

使得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具有共同的选民基础，在立法会形成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稳

定力量，从而有效破解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长期对立、立法会内长期对抗的困局，使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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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香港竞争优势。 

    “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新一届特区政府会跟香港特区立法会加强良性互动，共同解决

社会问题。”当选当天，李家超表示，新一届特区政府会以行动争取信心，以成绩凝聚互信，齐

心协力建设一个更宜居、更开放、更和谐，同时也充满希望、机遇和活力的香港。 

    6月 19日，国务院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当天，李家超率领第六届特

区政府主要官员集体亮相。“未来 5 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我与管治团队会齐心协力，

迎难而上，带领香港全面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同为香港开新篇。”李家超语气坚定。 

    新团队，新气象，新篇章。今日之香港正开启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