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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本欄提到習近平主席經常引用「打鐵還需自身硬」這句話，中心思想就是政權核

心的建設和完善是重中之重。過去香港一直奉行自由主義，標榜「大市場、小政府」，

但這套思維，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證明行不通。最簡單來說，市場的範圍和政府

管治的範圍並不重疊，如果「無形的手」把投資機會都指向新加坡，那香港特區政府

是不是就遵從市場的指引？香港的政府開支是特區政府負責，不是自由市場負責的

呀！ 

 

就算在實踐上來說，新冠肺炎一役，就完全是考驗政府的管治能力。內地政府和新加

坡政府的表現，都遠較歐美政府突出，這就是政府管治能力的體現。所以國家一直強

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並重，政府無分大小，有為才是最重要。 

 

所以周前評論李家超先生的政綱時，個人是特別認同其以「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

一致為民解困」為首要任務。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搞不上去，其他一切政策和工作都

是空談。 

 

討論香港管治 應區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中央對香港最主要的基本政策方針，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

其實是一套全面整體的概念；但日子久遠，大家就把這 3 個層次，或者 3 個方面的

政策方針，簡化成為「一國兩制」，用「一國兩制」總括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 

 

如果我們認真嚴肅地去討論香港的管治問題，應該把兩者分開討論，這才可以準確把

握。個人 10 多年前在一個研討會上曾經指出：「一國兩制」超額完成，「港人治港」

有待改進。如果只講「一國兩制」，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在回歸之後運作良好，不

但沒有與母體的社會主義相互排斥，甚至成為母體的營養來源，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

可以讓內地母體的社會主義更為完善。所有在回歸前不看好「兩制」可以並存的外國

評論，近年收口的收口、認錯的認錯！ 

 

真正出現問題的，其實是在「港人治港」的層次，又或者方面之上。香港特區政府的

管治未如人意，這大概已是共識，原因當然很多，在此也不能一一討論。簡而言之，

香港本身在殖民地時代，根本是「倫敦治港」，而不是「香港治港」，更不要說是「港



 

人治港」，香港本身就從沒有自我管治的經驗；第二，世界的改變愈來愈快，也愈來

愈難管治，管治失效已經是世界各地政府的通病，非獨香港專有的問題。所以「港人

治港」其實是眾多中央對港基本政策方針最需要完善改進的事情。 

 

因為「港人治港」未盡如人意，當大家都慣用「一國兩制」來概括「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整套概念，也就讓人把「港人治港」的問題簡化為「一國兩制」

的問題。我們長期關注香港將來的政治體制，每年年中都會進行一項民意調查，分析

香港市民對香港未來政治體制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在 2047 年後，市民覺得維持

「一國兩制」仍然是主流，但卻是反覆下跌；認為要實行「一國一制」則逐年上升，

而上升幅度和維持「一國兩制」的跌幅非常接近（見表）。 

 

 

 

 

 



 

個人估計，如果在本年年中再進行第四次調查，支持實行「一國一制」的升幅，可能

比過去任何一年的升幅都要大，18%是估計中的射程範圍，去到兩成也不感意外。而

這個升幅的來源，相信就是來自維持「一國兩制」的支持度。 

 

寄望「一國一制」作出路 屬嚴重誤會 

 

這種可能的趨勢，個人猜測，最主要是來自香港一般市民認為「港人治港」未如理想、

在施政方面種種未如人意的表現，所以把出路放在「一國一制」之上，這其實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誤會。首先，中央政府已經把「一國兩制」定為國家民族復興的 14 個方

略之一，所以「一國兩制」不再是簡單用來解決歷史遺留下來問題的方法，而是未來

復興之路的方略，所以不能因為香港在管治上遇到一些困難而去否定「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不止是香港的事情，而是國家的事情、是民族復興的事情，所以對「一

國」有利，是「兩制」的成功，而不是回歸「一制」！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