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年 6 月 11 日(星期六)  
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兩岸關係新契機研討會” 
律政司司長梁愛詩致辭全文

岑 (永生 )主席、葉 (劍波 )主席、刑 (魁山 )部長、各位

主講嘉賓、女士們、先生們：

首先，我要歡迎來自兩岸四地的學者、專家

和朋友們出席這個研討會。大會邀請我擔任主禮嘉

賓，並且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和交流，我感到非常高

興。

兩岸關係今年取得了重大的突破，這是全球華

人共同感到欣慰的一件事。今天“兩岸關係新契機研

討會”在香港舉行，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來自

兩岸四地的學者和專家聚首一堂，交流和探討這個

大家都非常關注的兩岸和平統一新發展。為此，我

們要感謝主辦機構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以及各個協辦團體，包括香港崇正總會、九龍總商

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亞太台商聯合總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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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玉山科技協會、香港兩岸關係研究中心、台灣人

民推動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香港台灣同學會、香港大公報和香港商

報。  

 早一陣時候，兩岸關係緊張，令人擔憂。1942

年，我的舅舅黃中堅，是一位新聞工作者，隨軍渡

漳河時，有感於國家危難的時候國民黨進攻八路

軍，心裡難過，寫下了一首詩：「鴻溝一水隔盈

盈，楚漢相持本弟兄，白日茫茫烽火急，漳河應作

不平鳴」，他後來在太行山地區殉難。戰爭的苦

難，為人間帶來慘痛的經驗，如果海峽兩岸的同胞

要以干戈相向，那就將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因

此，新中國自成立以來，一直都努力於尋找一個和

平的方法，解決海峽兩岸統一的方式。  

 已故國家領導人鄧小平先生在 1980 年代初提

出 “一國兩制 ”這個偉大構思，為解決 “兩岸關係 ”提

供一個明確的方向，最終目標是達至祖國和平統

一。胡錦濤主席在“鄧小平同志誕辰一百周年紀念大

會 ”上再次確定這個方向，並表示我們要堅持 “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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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制”方針，不斷推進祖國統一大業，要廣泛團結所

有中華兒女，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為中華民族偉大

復興的光輝前景而努力奮鬥。  

 1997 年香港回歸後， “一國兩制 ”的構思透過

《基本法》成功在香港落實，為中國和平統一起了

示範的作用。 “一國 ”指的就是中國，而香港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整個《基本法》的理解必須

以此為大前提。 “兩制 ”是指不在香港實行社會主義

制度和政策，以及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度。  

 在一國兩制之下，香港享有高度自治，獨立的

行政、立法和司法權。香港居民的權利和自由，包

括在法律面前人人平等、集會自由、遷徙自由、宗

教信仰自由和學術研究自由等，也都得到保障。  

 香港回歸祖國八年以來，中央政府一直堅守“一

國兩制”的承諾，貫徹執行“港人治港”、“高度自治”

的方針。雖然我們曾經面對不少挑戰，但香港社會

仍能保持穩定和繁榮。在 “一國兩制 ”的框架下，香

港可保留其獨特的身分和優勢，並且以這個身分持

續發展為國際商業、金融、航運及航空中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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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中國香港 ”的名義，繼續擔任多個國際組織的會

員，在國際事務上擔當重要的角色，作出積極貢

獻。  

 “一國兩制”的構想不但確保香港得以保留原有

的法律和資本主義制度，還讓香港可以受惠於內地

的經濟發展。就中國 2001 年 12 月加入世貿組織所

作出的承諾範疇，以及在不損害其他世貿成員利益

的原則下，內地與香港在 2003 年 6 月簽署了《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

CEPA 這項安排，只可以在 “一國兩制 ”下實現。因

為只有在一個國家內，兩地才可以不分彼此，作出

優惠的待遇，共享繁榮；只有在兩制下，香港才可

享有獨立國際貿易組織成員的地位。這是 “一國兩

制”成功創造共同繁榮的好例子。  “一國兩制 ”在香港

成功實施，正好說明和平統一是解決兩岸爭議的最

佳辦法。  

 兩岸長時間的分隔造成了很多隔閡。要打開這

些隔閡，加強溝通、加深了解和信任是必要的條

件。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別具遠見，邀請國民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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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連戰先生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生訪問內地，這

套全新的交流方畧，為兩岸和平統一帶來新契機。

兩位主席的歷史性訪問，被喻為和平搭橋與破冰之

旅，不但締造了歷史，而且更令兩岸的關係邁進一

大步，對今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胡主席在接見兩位台灣政黨主席的時候表示，

歡迎所有承認 “一中原則 ”和 “九二共識 ”的人士到內

地訪問，以加強兩岸的溝通。胡主席也指出，兩岸

需要盡速恢復談判；終止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

議；促進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和協商，並且建立黨對

黨定期溝通平台。  

 國民黨主席連戰先生在北京大學發表演說時表

示，在尋找兩岸日後發展的路向上，大家一定要“堅

持和平”，務求達致“雙贏”局面。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先生也強調兩岸是一家人，我們都是炎黃子孫，必

須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推動兩岸的溝通和了解。  

 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自成立以來，一

直擔當橋樑的角色，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和台灣

四地的來往與交流。就以這次的研討會為例，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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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了兩岸多位著名的學者和專家發表演說，集思

廣益，共同探討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契機，為祖國

的團結和穩定，作出不少努力。希望貴會再接再

厲，繼續舉辦同類的活動，為國家的和平統一作出

貢獻。  

 最後，我祝願今天的研討會順利舉行，祖國的

統一大業能夠早日實現。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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