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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央政府宣布，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其職責是「承擔在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

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新的組織是作

為黨中央的辦事機構，在現時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基礎上組建，只保留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的牌子，但不再保留單設的辦公室。這種安排，其實是參照了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既是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也保留一塊牌子的做法，其背後的邏輯

思路基本上是一致。 

 

對於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的組建，必須明白兩個前提：一是我們國家政治制度的獨特

性；二是現行制度的一些歷史發展和沿革。 

 

港澳工作落實執行 必更直接到位 

 

對於國家的政治制度，只能從我們自己的制度本身來分析，而不能用英美的政治制度

來做標準。英美等國家是實行政黨輪替的政治選舉制度，政黨和政府是截然二分，哪

個政黨在大選勝出，哪個政黨就上台執政，所以有不少政治學者把這套制度稱之為

「選主」，那就是以選舉結果去主導一切政治力量的制度。 

 

但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是憲法規定的執政黨，實行「共產黨領導，多黨

合作」的政治模式。而國家在所有政治綱領上都強調，中國過去的成功，堅持共產黨

領導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在共產黨領導的核心思想下，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不能切割二分。帶領國家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 

 

在共產黨領導的核心思想下，港澳工作由國務院系統內的部門，改組成為直屬於中共

黨中央的辦事機構，那就說明中央更重視港澳工作。在「直屬中央」的組織關係之下，

港澳工作的落實執行，一定比過往更為力度充足、更為直接到位。 

 

國家取得的成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政治體制適合國情，這個體制就是靠中國共產

黨的堅強領導。所以最核心關鍵的事務，都是由共產黨的黨中央直接一手抓，軍事就

是最典型的例子。此外一些重要決策範圍，尤其是涉及跨部門、多層次的決策事情，

中央都會以成立專責工作班子來處理，例如對外事務和財經事務，黨中央都分別成立

了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其後這些領導小組陸續升級正



 

名為委員會，目的是在高層次、跨範疇去統合力量和解決問題。委員會的制度設置，

在過去都證明行之有效，所以日前公布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之中，提到在金

融和科技兩個重要的政策範疇，分別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科技委員會，去增強

中共中央在這兩個重大政策範疇的領導。 

 

這些專責事務的領導小組和委員會，不是清談務虛、議論時政的設置，而是對所涉及

的重大事務問題，投入龐大資源，由把問題解構到定性，再到提出相應可行、可取的

解決方案。在這些委員會領導之下，其政策和解決方案需要得到落實，所以在這些委

員會之下，就需要設立一些負責推動執行的辦事機構，所以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之

下，再設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財政經濟方面，又設有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

而新設的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科技委員會，下面都組建專屬的中央金融辦及中央

科技辦，作為辦事機構。這種設置的目的至為明顯，就是把已經由委員會決定的事情

「辦好」。而其他一些相對比較簡單直接的政策範圍，委員會之下就可能不設獨立辦

公室，而由現行政府部門承擔工作。 

 

顯示中央視港澳為最核心關鍵事務 

 

有關港澳事務，中央過去一直是高度重視，在 2003 年中央設立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

小組，對複雜的港澳工作加強領導。當年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協助香港低迷的經濟走

出谷底。這不但需要國家多個部門的全力配合，也要打破過去一些在思想上固有的局

限和掣肘。唯有通過中共中央強力領導，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突破。而「一國兩制」

在香港和澳門的落實，也需要與時俱進，除了維持港澳地區的繁榮穩定之外，更要與

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大事業相結合。有了中央的直接堅強領導，就更加事半功倍。 

 

過去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之下，並沒有設置獨立的辦事機構，有關工作由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執行。今次的組建工作，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下直接組建辦公室，而

這個新組建的辦公室，是以原有國務院港澳辦為基礎。經此調整，有關港澳工作，由

政策領導到辦事執行，都直屬中央。此舉不但理順了在組織上和工作執行上的一些環

節，並進一步強化對港澳事務的統一歸口管理，提高對港澳工作的督促落實效能，同

時也顯示出中央視港澳工作為最核心關鍵的事務。「領導」和「辦事」連成一氣，都

是直屬中央，就可收「如臂使指」之效。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