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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角度看“香港与‘一国两制’”问题

王建友

香港事件自发生之后，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很多的学者、专家都是从意识心态、法律等方面对这

次事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作为人、作为自然

界的一个物种而言，从地域或者地理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

能会更加现实一点。那么这里边，涉及的有台湾的视角，

香港的视角，还有美国的视角，英国的视角以及其他地区

的视角。其实香港问题不仅仅是香港自身的问题，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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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且看待香港问题，也不能用传统的视

角去分析，而是应该跳出原有的“香港思维”，站在另一

个新的位置去分析它现在的情况。看香港风波必须要跳出

香港。而这里主要是从大陆的视角来看的。

一、从边疆治理经验中寻找处理香港问题的智慧

作为海洋大学，我觉得一定要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

边去吸收边疆治理的智慧。从边疆治理的角度来讲，其实

香港问题或者台湾问题，它是中心和边缘的一个关系。那

么从咱们海洋大学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一个大陆与海洋

的关系。那么在这里边，大陆和海洋的关系又是同属于中

心和边缘的这个关系。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角度来看“一国

两制”的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历史上，中央对边

疆的治理一直是“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

“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种战略安排。从一定意识上来

讲，为什么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要保留边疆地区异质性

的、差异性的东西？这个从生理学角度而言是有道理的。

像咱们中国人说一个人老是不生病，一旦生了病就出大问

题了。一个人经常感冒，这也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提醒健

康出现问题了。所以从这点来看，如果把香港真正推进

“一国一制”，这也未必是好事。

二、从人口地域认同的视角来看“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主要是讲政治上的一

国，即香港在政治上必须一元化，而“两制”上主要是讲



经济的。经济上多元化、多种混合的东西并存，有其合理

性。但是如果要在一个国家内部搞两种政治体制，那必定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定是会出矛盾

的。所以从一点来看，在面对香港问题时，“一国两制”

的内涵必须要明确，也必须要平衡好“一国”与“两制”

二者之间的关系。

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问题，关键就在于对

“一国”的理解。从这个方案上来讲，咱们国内实际上在

这方面也有点问题，“一国两制”的翻译是“one country

two system”。 country 是什么？ country 是介于在地域

认同上。这也就是说，“一国”真正从现代国家构建来讲，

应该是 one state 。这是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这个角度

上来理解的“一国”。那么现在“一国两制”在香港出现

的问题，关键就在此，比如说人口的构成认同这方面，就

是香港对大陆天生就有一种不认同感。这是我们必须客观

认识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从对外开放经济的发展中看香港风波

从海洋视角看，香港问题是沿海问题，也是面向海洋

国家的问题。有开放的问题，也有大陆与海洋的关系问题

香港是大陆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窗口。在 1949 年

到 1978 年期间，大陆建设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主要是通过香

港输送至内地。当时的香港恰好处在中间地带的位置，大

陆与其他西方世界的矛盾也是在此调和。可以说，香港在



大陆对外交流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自

1978 年实施全面改革开放后，香港的地位和作用都慢慢在

下降。再加上其在新科技大潮逐渐落伍，经济发展出现了

一定问题。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看待香港问题可以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从中国

的历史来看，在边疆地区保留一个异质性的东西，其实对

中央、对其他地方的发展它是有一定益处的。举个例子，

华为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华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领域，它即使有实力占到

50%，它也不要强求达到 50%。为什么呢？就是在一定程度

来讲，达到了 50%，企业发展的危机感就会缺失。但相对保

留一种异质性或者差异性，对它自己本身的生存和长远发

展是有益处的。

因此，从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出发，保留香港问题

的存在，保留一定的适当张力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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