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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明朝中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贿赂、欺诈的方式获准在澳门居留。清朝末年，

葡人趁清廷国运衰微之机，通过《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获得了在澳门的永驻和管理权利。

民国时期，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曾有多次交涉，但始终未能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

成立之后，几代炎黄子孙的澳门回归之梦方式现实。澳门问题的最终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新中

国的强大及“一国两制”方针的巨大作用。澳门回归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雪洗了四百多年来的民

族耻辱，彻底结束了外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加快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步伐，为解决国际争端提

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并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四化建设。     

    【关键字】澳门问题；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中葡关系     随着澳门回归历史步伐的日益

逼近，中华民族又将迎来一大盛事。值此世纪之交，回顾澳门四百余年来所经历的风雨沧桑，

总结澳门问题在旧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历史教训，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新中国顺利解决这

一历史遗留问题的伟大意义，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加快祖国统一步伐，而且有

利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一      

    澳门，在中国史籍中有多种称谓，如“蚝镜”、“豪江”、“马交”、“镜湖”[1]、“妈

港”，等等。在葡萄牙语和西方语言中，称之为“Macau”。现在的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

凼仔岛和路环岛，面积约24平方公里，人口43万。在中国的版图上，澳门不过是弹丸之地，但

它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座落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南端，是上海交通运输的优良港口，地理位置十

分重要。自古以来，澳门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这里生息繁

衍。近年来在澳门出土的文物当中，有5000多年以前的彩陶、石斧等，经专家鉴定与广东珠海

出土的文物同属一个文化体系。[2]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澳门归属于南海郡番禺县。宋代，广

东人已在澳门定居。明代，澳门被我国辟为进行中外贸易的“互市”地点，成为东西方海运贸

易的主要集散地之一。[3]正当澳门日渐开发并显示它重要位置的时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来到

了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对澳门的逐步侵占。  

    葡萄牙是欧洲最早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侵占我国的西方国家。

早在1474年，葡萄牙国王就曾向意大利地理学家查询有关中国的情况。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

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了欧洲至亚洲的海上航线。1511年以后，葡萄牙海盗

商人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从事非法勾当，并企图在澳门登陆，遭到中国沿海驻

军的查禁和拦截。1535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了商船在澳门停靠的便利；1553

年，借口商船触礁，波涛入仓，贡品浸湿，请求在澳门借地晾晒，并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

获准在澳门登陆。[4]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始大兴土木，建筑房屋，长期定居，正式占据

澳门。这一年，被定为澳门正式开埠之始。此后，葡萄牙人在澳门驻炮台、设据点、建高楼、

修城池，俨然以主自居。 

    明朝政府虽然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但一直对澳门行使主权和治权，严格掌握澳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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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居澳葡人每年交纳地租500两，由香山县代征），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驻军把守，

禁止随意越界。这时期，居澳葡人获得了三种权利：一、居留权；二、贸易权；三、自治权。

[5]清朝建立之后，基本上沿袭了明朝对澳门的管理方式。总之，鸦片战争以前，澳门是在中国

政府拥有主权并进行某种管理和监督的前提下，一个由葡萄牙人经营的港口。 

    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人借《南京条约》使清政府大失权威之机，企图破坏中国对澳门的

主权，使自己由原来的居留者变为对澳门的统治者。1843年，葡萄牙人照会两广总督，企图改

变澳门的地位，使之成为葡方的殖民地，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45年，葡萄牙政府悍然宣布澳

门为“自由港”，任命海军上校亚马勒（Amaral）为澳门总督，训令他“要维护这个殖民地的

绝对主权”。1849年，澳门总督亚马勒挑起事端，率兵袭击澳门海关，砍倒飘着中国旗帜、象

征中国主权的旗杆，驱逐中国海关官兵。清政府官员在此事件中处置失当，当地愤怒的爱国青

年沈志亮等人打死了澳门总督亚马勒。葡方借口这一事件，拒绝交纳地租，并且越界扩张，185

1年占领凼仔岛，1864年占领路环岛，从而形成了现在澳门界址。 

    然而葡方此时仍未从公认的国际法角度获得在澳门的“永居权”和管理权。形势的逆转发

生在1887年。当时清政府经历中法战争之后，国库空虚，但筹办海军和洋务需要大量资金，不

惜饮鸩止渴，派员与港英当局协商征收鸦片税厘、查禁港澳鸦片走私等事宜。港英当局提出鸦

片在关并征税厘需与澳门同时办理。在谈判过程中，清政府聘英国人、中国海关总税务赫德（R

obert Hart)为中方代表、顾问。赫德派其亲信英国人、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James Du

ncan Campbell）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秘密谈判，竟以承认葡人永远占据澳门来换取葡方在征税

方面的暂时合作。[6]在赫德“连哄带骗”的撮合下，[7]清政府征收鸦片税厘心切，听任摆

布，于1887年3月27日由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在里斯本签订了《会议草约》，准许葡萄牙人永

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8]同年12月1日，中葡双方在草约的基础上

正式签订了《和好通商条约》，正式承认了葡萄牙占领澳门的现实。 

二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9]在澳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中国人民不仅

直接进行了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还利用它的特殊条件开展了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1839年，林则徐挟虎门硝烟之余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陪同下，亲

自巡视澳门，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地行使了对澳门的主权。[10]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思

想家郑观应多次返往澳门，在这里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击，形成了对外国“兵战不如商战”的思

想，完成了名作《盛世危言》。孙中山也与澳门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澳门是孙中

山迈向世界的门户和踏进社会的舞台，而他在澳门的反帝反封建活动，又为澳门书写了光辉的

篇章。[11]抗战时期，澳门各界支援祖国抗战，大批热血青年还奔赴内地抗战前线，与日寇浴

血奋战。解放战争时期，一批爱国人士告别蒋介石政权，借道澳门，北上解放区，投入新中国

的怀抱。1925年，爱国诗人闻一多曾写下了不朽的组诗《七子之歌》，其中《澳门》篇章表达

了澳门同胞渴望已久的心愿：“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姓名,/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虽然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

叫儿的乳名：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澳门回归祖国，这是历经明朝、清朝、民国三个朝代近四百年来炎黄子孙的梦想。然而，

这个梦想在旧中国是实现不了的。清朝末年，中葡双方曾经围绕着划定澳门属地及界址、修建

广澳铁路、“二辰丸事件”、路环血案、浚海交涉案等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涉。有的迄无定

义，有的谈判破裂，有的达成和解，但澳门的地位始终未能改变。民国时期，中葡双方关于澳

门问题曾有过多次交涉。在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关于澳门问题的正义

要求没有被接纳，中国政府从此谢绝第三国调停澳门界址问题[12]。1924年，孙中山发表宣

言，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1928年12月中葡双方重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虽然从国际惯

例和国际法的角度葡萄牙已经丧失了继续占据澳门的依据，但是葡人占据澳门的现实却没有什

么改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界掀起了要求收回澳门运动的新高潮，并发生了1945年11-12

月张发奎部队武装封锁澳门事件，但民国政府阻止了事态的发展。1947年4月，中葡双方就废除

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换文，但回避了澳门问题。这样，全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强烈愿望始终未能

实现[13]。 



    新中国成立之后，澳门问题的解决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将审查历届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根据条

约的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新谈判[14]。不言而喻，新中国对于清朝、民国与葡

萄牙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不予承认。1955年1月，葡人为炫耀殖民历史，积极筹备所谓“澳门开

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并进行一系列挑衅活动。对此，《人民日报》10月26日以《警告澳门葡

萄牙当局》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也从

来没有忘记他们有权利要求从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这块领土。”[15]1972年3月8日，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郑重声明：“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

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

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化’范畴。”[16]同年11月8日，根据中国政府要求，第27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中国政府这一举动的意义在于，堵

住了某些国家企图以“殖民化问题”策划港澳独立或把港澳问题国际化的险恶图谋。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收回澳门的时机逐渐成熟了。尤其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

判，更为中葡双方和平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本。邓小平于1984年10月3日和6日两次接

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也是按照“一国两制、澳人制澳”的原则。198

5年5月中葡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表示将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1986年3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在里斯本与葡国外长再次就举行谈判问题进行磋商。至此，澳门问题的

解决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1986年6月30日，中葡双方开始就澳门问题正式举行外交谈判。期间，中方表示希望1997年

收回澳门，甚至认为还可以提前一些。因为澳门问题比香港问题简单，理应比较容易解决。然

而，葡方表示澳门政权的移交最适当的时间是在2017年[17]。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澳门问

题的解决不能拖到二十一世纪。1986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在2000年前收回

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

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8]中国政府作出强硬的表示之后，葡萄

牙政府只得从其立场后退。1987年3月27日，在中葡里斯本草约签订100周年之际，中葡双方在

北京举行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草签仪式。4月13日，两国总理正式签字，发表联合声明：“澳

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

权。”[19]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至此，澳门问题

基本圆满解决，澳门同胞在经历了与祖国漫长的分离痛苦之后，踏上了回归倒计时之路。 

三  

    澳门问题历经明朝、清朝、民国三个朝代，持续400多年，一直悬而未决。新中国建立50周

年之际，澳门将回归祖国。综观澳门问题圆满顺利解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中国的强大，日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澳门问题圆满顺利解决的根

本原因。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中国近代史也一再昭示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在当

今世界，充满着无数的以强凌弱、大国操纵和欺辱小国的事例。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再三告

诫我们：“发展是硬道理”。假如中国仍然是一个“东亚病夫”的形象，那么在当今国际舞台

上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澳门问题就不可能如此圆满顺利地得以解决，葡方就有可能

将这个问题借故拖延，或使之国际化，同时某些国家也可能乘机插手干涉，使之复杂化，从中

渔利，留下无穷后患。如今，东方的睡狮已经猛醒，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这是澳门问题圆满顺利解决，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把一个高度文明、民主、繁

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全面推向21世纪的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在解决澳门问题方面采取了积极务实、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多次重申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指出解决这类历史遗留问题

应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在正式解决的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暂时维持现状。第二代领导人邓

小平制定了“一国两制，澳人制澳，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方针，这既考虑了澳门的历史，

也完成澳门政权的平稳过渡，保持繁荣与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第三代领导人继续贯彻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成功地纾解了亚洲金融危机给香港造成的不

利影响，这将为澳门的正式回归和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在解决澳门问题过程中，葡萄牙政府采取了务实与明智的态度。1974年4月25日，葡

萄牙发生政变，新政变宣布了“非殖民化政策”，放弃海外殖民地，公开承认澳门不是葡国政

府管理，这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将通过友好协商来解

决。”不过这一协议，中葡双方在建交时均没公布[20]。随后，双方开始频繁的高层次领导互

访。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时，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

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21]。应该说，葡方的姿态，不是澳门问题圆满顺利解决的根

本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某些不必要的麻烦。 

    澳门问题圆满顺利地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解决了持续四百余年的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彻底结束了外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历

史上，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曾对中国进行过殖

民统治或武装侵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动荡不已。面对外敌入侵，中国人民进行了

不屈不饶的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地推翻了帝

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澳门问题的解决，雪洗了中国历史上遭受外敌侵略、民族耻辱的最后一

个象征，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二）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步伐。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以后，尚有香

港、澳门仍在异族的殖民统治之下，台湾则与祖国大陆分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完成了和平统一大业的第一步。1999年12月20日，澳门将回归祖国，这是和平统一大业的第二

步。这样，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只剩下台湾问题。“目前，台湾局势正处于重大的变化当中，

尤其是‘台独’思潮有蔓延之势，需要严重注意和警惕。形势的发展，把结束两岸分裂局面、

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更加突出地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22]香港、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

将有利于推动台湾问题的顺利解决，最终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三）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人心

所向，然而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国与国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小规模的地区冲突从

未间断，武力威胁、兵戎相见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做法违反了人类的根本共同利益。中国人

民历来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当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海盗的方

式，采取武力恫吓、贿赂、欺诈、挑衅，以及勾结其他大国等不光彩的手段，占据了澳门；如

今，中国政府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防止第三国插手干涉，圆满顺利地解

决了澳门问题，这是对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 

    （四）体现了“一国两制”政策的巨大作用。“一国两制”政策最初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

初针对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23]，后经发展与完善，成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指

导方针。可以说，澳门的回归，是香港回归之后“一国两制”的再实践，谱写着祖国和平统一

大业的新篇章。“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我国和平统一大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这项方针政策在澳门的实施，既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愿望，也是现实的需要，时代的要求，

并将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

重意义[24]。 

    （五）将有利于推动祖国的四化建设。澳门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一页，明清之际它是华

南地区重要的商港，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个口岸之一。在鼎盛时期，澳门作为广州的外

港，是唯一的来华贸易洋商的留居地，远东贸易的中继站。但是，自从香港开埠，澳门经济逐

渐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门踏着四百余年的苍茫烟雨，再一次焕发青春活力，迅速崛

起，发展了加工业、旅游博彩业、房地产建筑业、金融业，以崭新的面貌跻身于世界都市之

林，成为亚洲正在腾飞的一条“小龙”[25]。可以肯定，澳门回归后将进一步加强与祖国内地

的密切联系，彼此促进，相得益彰，为祖国的四化宏图增光添彩。 

    目前，澳门回归正在进行。1993年3月，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澳门基本法》。19

98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99年5月，澳门同胞按照自己的意愿推举产生了



四百多年来第一任华人行政长官。其他一些与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换的有关工作也都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尽管在此过程中，中葡双方在“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

成为官方语言”、公务员退休薪金、社会治安、“土生葡人”的社会地位、澳门驻军等一些具

体问题上尚有意见分歧[26]，然而这些小小的风浪根本无法阻挡澳门回归的历史巨澜正以排山

倒海之势向我们涌来。“九九归一”，澳门在与祖国分离了四百多年之后，终于要回到祖国的

怀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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