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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版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

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

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

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

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

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

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

荣革命传统。

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06年7月

25日），《人民日报》2006年7月26日。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包括长征在内

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

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

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

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我们应该十分珍

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在改革

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

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

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

部和人民。

胡锦涛：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06年7月

25日），《人民日报》2006年7月26日。

本报综合整理

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

治权，是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对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享

有的宪制权力。

我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

行使主权，就是恢复行使对香

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

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

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全面管治权是授权特别行

政区高度自治的前提和基础，高

度自治权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

权的体现。

它们之间是源与流、本与末

的关系。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也

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

事务管理权。

中央授予多少权力，特别行

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所

谓“剩余权力”。

中央有权对特别行政区高

度自治权行使情况进行监督，有

权依法对违反“一国两制”和基

本法的行为予以纠正。

因此，在“一国两制”实践

中，必须始终维护中央全面管

治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

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对

立起来；在任何情况下，特别

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都不

得损害国家主权和全面管治

权，更不能以高度自治权对抗

全面管治权。

中央行使对特别行政区的

全面管治权，不仅体现了国家主

权至上的原则，也符合香港、澳

门同胞的根本利益。

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的方针，把维护中央对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

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

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新时代“一

国两制”实践在香港、澳门再谱

新篇章，再创新辉煌！





如何理解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

今天，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

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

史眼光和博大的天下情怀，深入

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

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了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

想和理论贡献，产生日益广泛

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

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

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

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

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

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

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

成现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

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

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

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

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

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

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建设这样的美好世界，反映

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汇

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

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

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

对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

过实践证明的正确选择。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

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

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

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

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

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

抉择。

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

民一起，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条人间正道上携手前行，共同

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如何理解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

知识链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要观点

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
时代潮流。

场合

2013年3月23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2015 年 9 月 28 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第
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18日，联合国日瓦总部，“共商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2019年5月15日，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开幕式

2020年9月22日，北京，第75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

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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