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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四大 、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生存空間

何廣才＊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四大，經已曲終人散。中、港、台、澳乃至世界各地華人

，如何評價這次會議？眞可謂莫衷一是，但從衆說紛紜的煲水新聞中，有一點却

是肯定的，即以鄧小平構想爲主導的十四大政治路綫和新一屆中共領導層的人事

安排，不僅對本世紀的中國大陸，而且對台、港、澳未來發展前景，均具極深遠

的影响。儘管這種影响仍然潛伏着不少未知的變數，但人們却不能忽視作爲龐然

大物的中國，尤其不能忽視駕御這一龐然大物的中共。這就是擺在世人面前的、

不可廻避的歷史與現實。也許中國人可從坎坷和痛苦的往昔中，尋出一條可行的

新路，一條沒有太多主義和色彩的新路，一條和諧、富裕、充滿仁愛的新路。如

果是這樣，那是我們這個久歷滄桑的古老民族的莫大幸運。然而，問蒼茫大地，

誰是我們寄望之所在？朦朧中，不少人曾把歷史的聚焦鏡折向秋日的北京，靜候

那新思維的閃現……。

鄧小平構想的特色——兩手抓

＊ 中學敎師

新思維是有了，那是鄧公構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特色，簡言之

就是兩手抓：一手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手抓無產階級專政。中共總書記江澤

民在十四大所作的政治報吿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的基本路線。其目標是尋求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

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並聲明它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未節的修補，而是經濟

體制的根本變革，變革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共統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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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四十多年來，第一次從頑固的斯太林經濟模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窖窒中

跳將出來，這是對數十年來中共以及世界各共產國家經濟失敗的慘痛敎訓的撥亂

返正。是正視客觀經濟規律的結果。不管中共如何去闡釋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然而國人對這種改變明顯地表示了歡迎。正是這個市場經濟的無形推動，

才令十多年來本已積重難返的大陸經濟踏上了新台階。肯定地，隨着市場經濟進

一步拓展，中國大陸以致整個中華經濟圈，將會出現一線曙光。而經濟的改善又

必然對意識形態產生浸潤作用，隨着新一代的成長我們有理由相信，一種美好的

社會模式將會逐漸確立，並被人們所接受。能否產生這一連串的正面效應，恐怕

人們仍將拭目以待。雖然這個由中共最高權威鄧小平倡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刻薄者謂之爲掛羊頭賣狗肉），但以中共國情之嚴峻、左傾

思潮之濃烈，要跨出這一步，除了要有尊重客觀事實的魄力之外，還需極大勇氣

和權威。“六四”之後的鄧小平，在風燭殘年之中總算下翻一着好祺。但人們不

可忘記，在鄧小平的錦囊中還有另一手，就是必須確保社會主義政治穩定不動搖

，這在江澤民的政治報吿中更是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四個堅持”被奉爲立國之

本，聲明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在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在社會控制

上則強化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堅持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鄧小平構想的實質

。這就是經濟上防左，政治上反右的基本路綫，中共今後的內外事務對策，均會

源於這一脈絡。

一黨專政與腐化效應

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多年的政治特色是一黨專政，黨的領導高於一切，且不容

挑戰。黨的無上權威不僅體現在一個作爲集體形態的黨組織上，而且更集中地體

現在作爲個別形態的黨的領袖身上。不容挑戰的權威，設有制衡的體制，集黨、

政、軍以及經濟大權於一身的共產黨人，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史歷罕見的腐化效應

。各種防不勝防的盲目和腐敗屢見不鮮：整風、反右、三面紅旗、四清、反革、

官倒、六四……從未間斷。這些慘痛敎訓，是不可一吹了之的，人們是需要向前

看，然而歷史已在心靈中打上了烙印，除了極需時日冲洗之外，更需執政的共產

黨人，用實際行動，給人民以信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雖然放棄階級鬬爭爲綱的極左路綫，這無疑是歷史的

轉折，但直至現在，眞正的民主機制尙未建立，而所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祗是徒具虛名。人民所樂見的，不是紅頭文件的革命化口號，也不是宣傳機器的

華章艷澡，那些“花瓶黨”，橡皮圖章不僅毫無新意，而且早已令人厭倦。一個

清醒、務實、具有量度和眞正爲國家的政黨，是會受到人民擁戴的，她根本不需

要什麼強化黨的領導，更不需要無上的、不受挑戰的權威。江澤民總書記在十四

大報吿中，雖然提到積極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使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有較

大發展，但給人的感覺却是那樣抽象、空泛和毫無新意。積四十年經驗，證實這

完全沒有實質的制衡作用。人們不理解，一個擁有五千萬黨員的大黨，一個集國

家所有權力於一身的大黨，爲什麼不能以更寬宏的量度面對國民。所謂“權力導

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歷史規律，中國共產黨人也絕不能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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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一客觀規律。即使是中共最高權威，當年的毛澤東、現今的鄧小平也不能廻

避這一事實。可是，在江總書記的報吿中，人們不難地感受到，這種強化黨領導

的呼聲，躍然紙上。這使人們自然地聯想起六、七十年代所鼓吹的黨的一元化領

導以及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的影子。新中國建政數十年間，政治高調的出現往往是

災難將至的先聲，這就是爲什麼國人總有身立危牆和心有餘悸之感。如果中共掌

權者能跳出這種頑固的政治樊籠，創造一種民主、和諧的氣氛，建立一套有效的

監督機制，切實查處各種以權謀私、無視法紀、貪污舞弊的腐敗勾當，這樣社會

主義的市場經濟才能正常發展，腐敗效應方可制約。

後鄧小平時代的台 、港 、澳對策

與一國兩制的 生存空間

隨着十四大帷幕的落下，一中全會誕生了新的領導集體，雖然這是在極不民

主的中共傳統選舉方式（等額＋舉手）下產生，但多位政治老人的退出台前，標

誌着後鄧小平時代，政權結構的新轉機。這對中共政局以及台、港、澳未來政治

發展不無影响。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現象也許隱伏在這種轉機

中。不過人們心中十分明白，祗要政治老人仍坐鎭中南海，鄧小平的“兩手抓”

不僅在中國大陸成爲主流，而且必將延伸到中共構想中的台、港、澳特區，“一

國兩制”也祗能在這個空間下生存。

“一國兩制”究竟是出於鄧小平的“恩賜式”，還是“誘惑式”的設計，筆

者以爲可以不必多論。但作爲“一國兩制”未來藍圖和法典的“基本法”，明顯

地源自“兩手抓”的構思。以澳門基本法而論，全文九章，其總體精神是：“政

治上一國，經濟上兩制”。

所謂政治上一國者，即澳門特區的政治命脈操縱在社會主義的中共中央手中

。不僅特別行政區的外交、防務、長官任命均由中央直轄，而且主要行政長官、

立法議員、行政委員、法官、檢察官就職必須宣誓效忠中央。在緊急狀態時，中

央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基本法第二章第二

十三條載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

顚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爲，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些沒有訂明細則的條文對澳門居民的政治言論和政
治活動將造成極大陰影和威脅，對早已成爲國際都會的澳門的發展也極爲不利。

在政制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長官和立法會司法機關產生辦法，均體現了由中

央主導的精神。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

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負責籌組。籌備委員會由內地委員和不少於半數

的澳門委員組成，主任委員和委員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任。而第一屆行政長官由

推選委員會在當地通過協商或協商後提名選舉的方式產生，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可以說一切由中央主宰，澳門的平民百姓一槪被剝奪了選舉的權利。還有，

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修改權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所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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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

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如何體現呢？特區的整體政治均由社會主義的中央主宰，

而資本主義的政黨政治和自由選舉制度却摒於局外，即是說資本主義的政治實質

已被抽空。這就是香港彭定康的施政報吿何以受到中共如此猛烈評擊的實質所在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一國兩制”中有了充份體現，其實縱觀中

共幾十年政蹟，政治一手從來都是最硬的。

澳門基本法有關經濟、文化和生活部份的條文，基本可以體現兩制的特質。

正所謂馬照跑、舞照跳、睹照開、財照發、澳門人這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生活

方式，五十年不變，大可高枕無憂。其實內地何嘗不是朝着這個方向變化。

簡言之，“一國兩制”的生存空間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氣候息息相關。就目

前情況看，政治層面的自由生存空間是十分狹小的，彭定康爆炸效應就是先例。

而經濟層面的生存空間却大有發展餘地，但你也必須要照顧到特區政府的未來錢

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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