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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於二零零七年二月七日 

在 “一國兩制三種法律秩序發展前瞻＂研討會 

閉幕式上的講話 

 

各位來賓 

女士們，先生們 

 

  此次研討會是在歐盟與澳門特別行政區法律司法合作協議的框架內召

開的，旨在鞏固澳門的法律制度，這一主題頗為鼓舞人心，一直為研究政

治體制的學者們所關注。本人受邀主持研討會的閉幕式，深感榮幸。 

 

  在為期三天的研討當中，尊敬的貴賓們宣讀了多篇高質量的論文，在

這裡主持閉幕式當然是一份榮耀，一種特權。 

 

  事實上， 在鄧小平先生在上世紀八十年代初提出一國兩制原則的時

候，對於他向其當代人和後來人提出的這一挑戰能取得實際成功，相信的

人並不多。至於從這一原則聯想到三種法律制度並存者，更是鳳毛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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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擺在理論和實際領域的開拓者們面前的又一個挑戰。 

 

  一個充滿活力的社會往往能夠推動法律工作者尋求符合新的公共利益

的方法，而將法律的作用局限於滿足新出現的社會需求，並據此作出新的

法律規範，以應對經濟、政治、社會方面新挑戰。 

 

  一國兩制的構想提出以後出現的情況並非如此。 

  這是因為，提倡原則的思想家們和從事法律的理論家們，開天下之先，

首當其衝，把鄧小平構想的藍圖應用於立法，其後應用於具體計劃之中，

這一天才的“創意”必然能實現中國人民的夢想：在同一面旗幟下實現祖

國神聖領土的完全統一。 

 

  儘管管治體制各不相同，儘管法律制度各成一家。 

 

  但是，其成果是人民的政治統一和國家的領土完整，是在原有的版圖

和意義上恢復中國人民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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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尊重我們悠久的歷史，承襲多元共存、尊重

差異和互利互惠的傳統。一句話:一切以和平和堪稱典範的方式進行。 

 

  鄧小平曾經希望，人們曾經夢想，成果正在產生。雖然尚在途中，但

已經可以看出，成功在望。   

 

  本次研討會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舉行的:人們意識到必須繼續對

這一天才的“創意”和構想進行系統的研究和辯論，這是對聰明才智的新

挑戰，激發了學者的創造力。 

 

  諸位在此所作的貢獻，表現出了一切勇於進取並最終實現夢想的人們

具有的創新能力。 

 

  儘管存在着觀念上的差異及實際中的困難，但各位的講話已經證明如

何讓看似不可能調和的東西達成和解。 

 

  而這種和解的實現基於以下兩個原因: 首先，有一個遠景作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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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一個實質的內容作為基礎。 

 

  這個目標(夢想)就是堅持祖國和平統一(一國)，同時尊重各地區由於

歷史原因一度分離而造成的政治體制上的差異(兩制)，設法通過協調解決

互相對立的問題，永不忽視各個群體幾個世紀以來所享有的權利，以及他

們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法律的傳統(三種法制)。 

 

  而其本質則是各管轄區域共同的法律基礎:尋求社會和平及對人權的

普遍尊重，以及對自由的憲法保障。而在澳門特別行政區，這些保障則通

過基本法予以實現: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確保有關人權的國際公約繼續

有效，並規定澳門特別行政區擁有行政權、立法權和獨立的司法權以及“高

度自治＂和“澳人治澳＂的原則。 

 

  正如鄧小平所說，我們應該務實，應該解放思想，使思想服務於實際。

從開始大範圍的改革以來，我們一直在落實這一方針。 

 

  在澳門特別行政區，這正是保持本地區及其人民的特質所要求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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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兩制＂原則的建立與發展密不可分。 

 

  保留«西方»的法律，正如保留葡萄牙語和資本主義經濟制度一樣，與

澳門居民的特質密不可分，將其列入基本法絕非偶然。 

 

 這種做法出於一個堅定的意志，即維持現行的«第二種制度»至少五十

年不變，保留原有法律、語言、習俗及生活方式的文化價值，繼續為其提

供特有的空間、一個自主活動的空間，使其能根據民族的利益得以保留和

發展。 

 

 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的頒布對落實一國兩

制原則有著根本意義。基本法是世界上一個開拓性的法律，因為在 1987 年

中葡聯合聲明簽署之後頒布的基本法規定，必須保持澳門本身的政治機

關、經濟制度、現行的法律，所使用的語言以及澳門居民特有的生活方式。

另外，這是兩個不同的國家透過互相尊重、互相諒解取得的成果，為世界

樹立了一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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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女士們，先生們，我們為能在澳門舉辦本次研討會感到自豪，這

是因為，只有透過對偉大構想進行系統的研究和對經驗演進的關注，我們

才能發展這些偉大構想，才有能力應對新的挑戰。 

 

 諸位，為了你們所作的貢獻，為了你們以實際行動對解放思想所作的

詮釋，澳門人感謝你們。 

 

 為鞏固澳門法律司法體系，澳門特別行政區與歐盟於 2001 年在布魯

塞爾簽訂了司法合作協議，本次研討會是協議規定的合作項目中最後一

項，因此，感謝曾經參與有關項目的各位人士，特別是歐盟委員會駐港澳

辦公室主任魯堂安（Thomas Roe）大使。 

 

 另外，本次研討會也是在這方面進行交流和合作的楷模，值得紀念。 

 

 祝各位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