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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科学掇会主邋嬲论

工贝

赵  明  俊

“
一国两制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集党中央集体的智慧从我国国情

出发,在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基础上为解决潜、澳台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雨提出的科

学构想。这一构想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不仅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

提供了最隹模式,雨且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
·
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太的理论意义。

-、  “-蹋弼制
″

的构懑率蜜搜鼹T~UJ宽 恩塞义圈家学说秕理论

1、 “一国两制
”

构想突破了把国家仅仅看成是阶级统治工具的传统观念,体现了国家

的 “
调停入

”
和 “缓和冲突”作用。

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指出: “囝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

不可解决的自我矛雷9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

面,这些经济利益互湘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9就需要有一种

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倮持在
‘
秩序

’
的

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 日益同社 会 脱 离 的力 量,就 是 国

家。
”C这一论述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9国 家除了作为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以

外,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对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能够而且应当运用其
“表面上”

居于

社会之上的力量,起 “缓和冲突
”的作用,使 “冲突保持在

‘
秩序

’
的范囤以内

”
。然两在

过去,由于 “左”的思想的影晌,人们在对国家本质和作用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一些片面简单

化的认识和看法,仅仅把国家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认为国家的作用和职能枕 是 镇 压 和

统治,忽 视国家在组织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否认国家的 “调停 人
”

和 “缓 和 冲 突
”

作

用,这在实践中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此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痛苦的教训。党的十一属三

申全会后提出的 “
一国两制

”构想使恩胳斯上述思想重放异彩,充分体现了国家在 “特殊时

期
”的 “调停人

”
和 “缓和冲突

”
的作用。这具体表现在:首先,'“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我国对恩格斯上述思想的创造性运用。我国现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

大陆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港、澳、台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港、澳、台现在还不能

接受社会主义制度9用 资本主义方式或者象台湾当局所说的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既 为 历 史

所不允许,也违背大陆人民的意愿。要统一祖国就必须找到一条使各方都能接受 的解 决 方

法。在此特殊时期。我国充分泪用、捷挥了愿格斯关于间家的 “调停人
”和 “缓和冲突

”
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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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思想,进 而提出了使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于统一国家之内,把 两 个 阶 级、两

种制度的斗争和冲突保持在宪法和法律
‘
秩序

’
范围内,用和平方法调节和解决各方利益的

“一国两制
”

构想。这一构想是我国在上述特殊时期统一祖国,对现实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统
一管理的最佳选择,也是恩格斯上述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具体体现。其次:在 “一国两制

”

构想实施的特殊时期 ,人两民主专政国家的 “调停人
”

和 “缓和冲突
”

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

体现。实行 “一国两制”后,两种制度共处于统一的国家之内;同 时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

仍是客观存在的,在此情况下,人民民主专政的我国必然会处于 “调停人
”

的地位,起 “缓

和冲突
”

的作用,由国家来调节大陆与港、澳、台的关系。缓和两种不同制度间的矛盾,调
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还应指出的是:恩格斯当年讲的是在一 国 ——制 之

内,国家在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上,能够起到 “缓和冲突
”

的作用,充当这两

个阶级的 “调停人
”

。而 “一国两制〃构想把这种 “缓和冲突
”

和 “调停人
”的作用扩大到

一个国家内部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上,使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 (国 家 )充·
当两 种 制度 的

“
调停人

”,这无疑是个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把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  “一国两制
”
构想突破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传统观念,丰富发展了马苋思主义

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

所谓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调整鏊体与部分,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之间相互关系所采取

的形式。现代国家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主要在

于二者主权来源和国家的整体与部分间的权力关系的不同。联邦制国家联邦的权力来源于各

成员国的让予。联邦制国家在形成前各成员国基本上原为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它们在联合组

成联邦制国家时,各 自把权力交予联邦政府,但保留一部份管理该成员国内部事务的权力。联

邦政府统一行使的权力和各成员国中央政府所保留的权力都借联邦宪法予以明确界定。宪法

未明文规定以及未禁止各邦行使之权力即所谓
“剩余权力

”是成员国尚未交出的权力,囚此

仍保留于各邦。|而单一制国家则不然,它不是由原先拥有主权的成员国联合组成 ,其本身从

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是为了便于治理,才把领土划分为若干区域9并据以建立地方政

权。各地方政府行使的职权来源于中央授权 ,并不是地方所固有的,中央国家机关同地方国

家机关所行使的职权虽然通常也由宪法规定,但它同联并国家中各成员国权力的让渡有质的

不同。总之,联邦国家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成员国让予的,并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而在单一

制国家,中央政府原则上掌握了国家一切大权,不过将部分权力委托 (或授予 )地方政府行

使罢了。这种让予或授予的权力关系决定了单一制与联邦制的本质区别,同 时又通过这两种

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特征表现出来。

运用上述理论分析不难发现, “一国两制
”

卜
·
的我国仍属单一制国家。

“一国两制
”的实施虽未改变我国的单一制性质,但它却又使这种单一制发生了新的变

化。一般说来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是小于联邦成员国政府的。但在 “一国两制
”

下

除了国防、外交、基本法的颁布、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这四条直接归中央管外,港、

澳特别行政区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外事杈等方面拥有为大陆其它省、自治区、苴辖

市地方政府所不有而为自己所特有的高度 自治权。这些高度的白治权突破了一般单一制国家

地方政府传统的权力范围,带有联邦成员国权力大于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权力范围的特点,使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成为带有联邦制特征的单一制。下面让我们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立



法权为例作些分析,着看它是如何突破一般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传统权力范围的。

实施一国两制后的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立法机关虽有立法权、但由于这些地区实

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法律是上层建筑、是应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囚
此这些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从根本上讲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反映、是为维护社

会主义制度服务的。而与此同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其立法

机关在立法杈方面,可 制定与大陆上述地区不一致的法律,甚至也可制定和全国人大制定的

相应法律相抵触的法律,只要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属有效。同时,香港

现行的法律基本保留、照样使用。显然上述高度立法权限是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

政府所不有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所特有的,是对我国单一制下地方政府传统权力 范 围 的
一

种突破。

仅从上述分析足以可见: “一国两制
”

后,港、澳特别行政区的高度 白治权突破了我国

单一制下地方政府传统的杈力范围,带有联邦制中联邦成员国权力关系的特点。

带有联邦俐特征的单一制,这既是
“
一国两制

”
对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也是 “

一国两

制
”

下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这是世界上一种崭新的国家结构形式,它在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和理论中是绝对找不到现成答案的9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同中

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的新模式已成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模式,港、澳问题

的迅速、顺利、圆满解决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囝两制掏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宽思主义鳞-谶线理论,馊我图新时翱巍r战线的内

容遴-步深化釉具体化了

统一战线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战 线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之

-^,也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9我党的统一战线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了新形势,新格局,这个新最主要的 就 在 “一国 两 制
”

上。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提出给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增添了许多新内容,使我国

新时期统一战线在性质、范围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在 内容上进一步深

化和具体化了,这主要表现在 :

1、  “一国两制
”

构想使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突出,

更加鲜明了。

爱国主义具有团结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9是统一祖国,振兴屮华的强大动力。我党捉

出的 “一国两制
”

构想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是否爱国为最大的政治分野,不管生活在何种

制度下,政治信仰如何,意识形态有何区别,也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党 派、集 团 或 个

人 ,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

福,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和平演变,都要团结,都可以参加统一

战线,成为统一战线的成员,这就使中华民族海内外一切有爱江l心的人们在爱国主义旗帜
冖
F

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爱国统一战线大军。在此新 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较之以往任何时

期都更加突出、更加鲜明了。

2、  “一因两制”构想扩大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范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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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喊线的政治基础是由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统-战 线的政治基

础是不同的,统一战线的范围也是不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统一战线主要是以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随
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展开,我们的统一战线长期以来是以是否拥护

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阶级、阶层、政党和团

体总是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因此,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范围还未达到真正广泛的程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 提 出 的
“一国两制

”
构想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联合中华民族海内外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们,这就使统

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范围较之以往更加扩大了。使我党领导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成为包括

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

爱国者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必须坚持四顼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一个是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

和国外侨胞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求爱国和祖国统一之同,存在社会制度 9意识形态和生

活方式之异;不要求人们都赞成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赞成祖国统一。这两个范围的联

盟构成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整体。笫一个范围的联盟是主体,主体安定团结,坚强有力 ,

笫工个范闱的联盟才能巩固、扩大,整个统一战线才能蓬勃兴旺。联盟的核心是 中 国 共 产

党。可见 “一国两制
”

构想使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范围达到了真正最广泛的程度。

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9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上述两个范围的联盟,发展最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 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实现振兴中华的民族夙愿。

3、  “一国两制
”

构想使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法和途径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这就为

如何做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新方式。

解决港、澳、台问题 ,实现祖国统一,可以有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武力解决问题总是

不好的。和平方式比较容易接受 ,但采取和平方式,究竟用什么具体办法、具体方案才能解

决问题却大有讲究。我党提出的 “一国两制
”

构想是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 ,实现祖国统
工的最佳方案,它使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法和途径更加明确化、具体化,这就为新肘期统一战

线工作提供了新方式,这就是:以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总目标。在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 以 团结 的

人,使海内外一切有爱国心的炎黄子孙都为实现上述总目标作出贡献。

三、 “-圃两制
”

构想是对和平奥处思想和膘则的创遘性运用和发展

和平共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当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同时并存9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帝国主义颠覆、干涉的危险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不同社

会制度国家关系的政策思想。他说 “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

共处,把 自已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使 自己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把生产,运输

和社会管理纳入轨道
”②。我党和国家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思想。1953年 12月 31日 周恩

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苜次提出了我国完整的对外政策原则-—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他指出: “
新 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

杈、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玖、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刖
”③。1954年 4月 ⒛ 日,中印两国



政府签订的 《关于中国内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中正式写进了这些原则,以

后它为国际社会所公认,成为正确处理’相同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那么一国内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是否也可以和平共

处呢?这是一个前人床蒈遇见过,也未能解决的新问题。
“
一国两制

”
构想的提出恰恰回答了这

l

一重大的现实问
冫
题。邓小平同志指出 “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

内部的问题 ,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
‘
一个 国 家,两 种 制

度
’

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搞社

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

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 一̄ 个 好 办

法
”

C。

“一国两制
”

的和平共处是一种特殊的和平共处,具有不同于国家间和平共处的特点。

首先,它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具有单一主权的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以社会主义制

度为主体,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同 时实行资 本 主 义 制

度的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虽亨有高度 自治权 ,仍属地方性政府,主权握于中央 政 府 之

手。 “一国两制
”

的中国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主权统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国与国之间

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各主权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其次,它是以宪法和法律作保障的和平共处。

为确保 “一国两制
”

的实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根据宪法制定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用立法的形式保证这些地区内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湘当长时期内不变9这样 “一围两制
”

下,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下长期并存,和平共处。

由上可见,我党提出用 “一国两制
”

的构想和办法解决港、澳、台问题 ,把处理国与国

间湘互关系的和平共处思想和原则用于处理一个国家自己的内政问题 ,作为统一国家的指导

原理,这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 于和平共处的出现意味着不同制度间的和平竞赛,有人可能会问 ,

实行 “一国两制
”

的和平共处,经过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最后港、澳、台的前途将是怎样

的呢?我认为,从人类发展的总趋势看,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这是一个柑当长的发展过程。在现阶段,既然港、澳 (包括将来

回归祖国的台湾 丿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保留有不刂于发展生产力,有 SlJ于 祖国的统一和中华

的振兴,那么我们就要根据 “一国两制
”

的构想和国策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至于最后结局 ,

我们坚信:港、澳、台同胞必能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两种制度优劣的对比以及白己的

切身体会,密切结合当时的实际作出明智的抉择。

四、 “-国两+ll” 构想是对
“
fll用 资本主义,促进社会圭义”战mg。 思想的刨造性运用和

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中说: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以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

本上解决,必 然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这个根本任

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

G′ 。如何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任何一个取得社会主

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鹛。
′
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盾国家,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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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个新问题。列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指 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建设社会主义。他说 “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 薄 弱 的 时

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⑥。又说 “必须在经济上

极力利用,加 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
” “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 r更不用说

国家资本主义 )来促进社会主义”⑦。他还强调 “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

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
”⑧。

上述论述表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赶上和超过经济和科学技术占优势的资本主

义国家,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以加快自己的经济

建设。正是根据上述思想,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

制定了 “租让法案
”,用租让制的办法来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设备和先进技术,迅

速恢复和发展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50年代,我党也曾运用列宁上述思想,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改造和利用国内 的 民 族 资

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由 于一系列 “左”
的路线干扰,没有继

续贯彻 “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
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一切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允许外国资

本在内地独资或合资经营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采取多种措施,利用资本主

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 “一国两制
”

的科学 构 想。 “一 国 两

制
”

构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列宁 “
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

”
战略思想 的 灵 活 运

用,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以香港为例,就可以清楚地

看到这种作用。

香港作为世界第 三大金融贸易中心,是我国获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由 于扩

大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华侨资金以及港、澳同胞给亲友的赠款等,近年来,我国每年约从

香港吸收60亿美元 自由外汇,占我国全部外汇收入的30一40%⑨。外汇收入是一个国家进行

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并不丰富,通过香港吸收这笔巨额外汇,对

我国四化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和意义。

香港作为国际的一个贸易航运中心和自由港是我国通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转口港,是

内地进出口的传统门户。仅以1983年为例,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值为 1硅 9亿元 (人民币,下

同),占 内地对外贸易总值的17,3%。 香港吸纳内地出口商品总值达 115亿元,占 内地出口

总值的26.2%以上,是内地第一大出口市场。内地从香港进口值为33.9亿元,仅次于日本和

美国的进口,同期由香港转口到内地的产品则为 409亿港元。⑩可见,香港是我国联系世界

经济贸易市场的纽带,通过它,我们可以加强同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也可

以同那些没有直接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扩大对外经济往来的渠道。

香港作为世界十大信息中心之一,是我:们观察世界经济动向的窗口。全世界著名的大银

行几乎都在香港设有办事处,香港经济信息非常迅速而丰富,世界经济动向常常在这里的股

票市场、黄金市场反映出来,通过它,我们可以广泛而及时地收集世界市场的信息资产,灵
活地开展各种经济活动,为我们的对夕卜经济政策服务。

香港也是我们引进先进科技和设备的挢梁,它和资本主义市场联成一体,本身也聚集了

不少世界先港科技,通过它,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捡,打破一些国家



对我国进口技术的限制,购买到对我国 “禁运”
的商品,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服务。

香港还可以作为培荞经济管理人才的基地。香港以经济管理的高效率著称,近年来,内

地驻港机构不断增加,业务逐步扩大,通过向这些机构派遣,轮换人员 ,组织考察等形式 ,

我们可以造就一批谙熟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一定管理才干的入才,提高内地经济管理水平。

邓小平在视察经济特区后的一次谈话中说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 口,管 理 的 窗

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玫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

也是知识”
⊙。港、澳和将来回归祖国的台湾在实行

“
一国两制

”
后既是特别行政区、也是

很有活力的经济特区,通过这些 “窗 口”
和桥梁,我们可以更好地直接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

形势和信息,可以引进资金、技术、入才和管理科学 ,可以大规模地培养训练现代化的管理

人才,可以扩大原料、材料和产品的出田贸易,这些无疑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有入担心,一旦实行 “一国两制
”,将会使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挤垮大陆 的 社 会 主

义。这种耽心是没有必要的。在祖国大陆9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占着主导地位,适当

发展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建立一定数量的中外合营、中外合资和外资独营的企业,是作为

社会主义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港、澳、台尽管经济要比内地发达9它们长期保持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不变,这也只是作为大陆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如

邓小平同志所说 “‘
一国两制

’
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9十亿人冂

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

发展社会主义”②。
“
一国两制

”
构想不仅是列宁关于

“
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

”
思想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具体运用,雨且赋予了这一思想更新的内容。列宁当时提出对资本主义的利用仅仅局

限于在苏维埃政权下,允许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并引进资本主义的资金、

技术和管理方法,聘请一批外国专家,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在苏维埃俄国的某些国土上

倮留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
∵国两制

”
的构想超越了列宁所说的利用资本主义的范

围,它允许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地区长期地保留资本主义完整的政治,经济制度 ,

并且要充分发挥这些地区的 “窗口”、 “桥梁”作用。

总之9 “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一定历史

条件下,在不同程度上都曾实践过,但是象我国对待港、澳、台那样,通过 “一国两制
”

的

方式,把它们作为 “窗口”和 “桥粱”实现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无疑是

对列宁 “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9从 而大大丰宙和发展了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注 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166丿丁。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8页 。

④①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 订本)第 84、 41、 931t。

⑤《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

⑥⑦⑧《列宁全集》第40、 41、 3攻卷,第座2、 221、 170-△ 71页 。

⑨吞港《文汇报》1987年 4月 17日 。

⑩《
“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
文献资料谗编》(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综合资利组)第 -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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