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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特别行政区制度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研究》是创设我国重要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成果。
本书从法学理论与港澳十多年来实施特别行政区制度实践经验的结合上，论证了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
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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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特别行政区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 理论思考与实践推进 关于我国根据“一
国两制”基本国策而实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应该如何定性定位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认
为，特别行政区制度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特别行政区制度有待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构予以明确确认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另有学者对此存有异议，更多的学者则对此未置可否。
据此，有必要对相关问题作一点理论上的思考，并力求在实践中予以推进。
 （一）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一点理论思考 特别行政区制度升华并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需
要三个条件：理论依据可靠，客观状态可行，实践需求可信。
就理论依据而言，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的理论依据；二是实践中不断总结、概括、提高和升
华的新的理论依据。
就已有的理论依据而言，似应包括国家学说、政治学说、制度学说、权力分配与运行学说、国家体制
及行政管理学说、地方自治学说，等等。
这些学说往往互相交织，可能就“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命题提出如下问题：特别行
政区制度何以定性定位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与其他基本政治制度的关系如何；如何解读现
行的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
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读也就成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基础。
 1.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定性与定位问题。
按照一般的理解，制度指的是人们制定的用于组织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规则原则及其程序的体系。
政治制度指的是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共同遵循的规则、原则及其程序的体系。
基本政治制度指的是在诸多政治制度中，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起着基础性、广函性、统摄性、决定
性和长期性的政治制度。
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内核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领域内，在它的局
部地区实行非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宪法第1条），局部地区实行非社会主义即
资本主义制度是它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产生的一个后获性特征（宪法第31条，第62条第13项）。
特别行政区制度就是在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前提下和一个统一中国的国家范围内，国家依宪依法特许特
定的局部行政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项国家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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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特别行政区制度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研究》是创设我国重要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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