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紀70年代起，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回歸問題，身份認同的

概念在香港人心目中逐漸浮現。在這30年之間，香港人越來越接

受自己是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亦對國家的歸屬感不斷增強。究

竟當中原因為何？下文將會逐一探討。 ■葉子 華東師範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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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國民認同感
不斷增強。 資料圖片

■ 香 港 是 一
個中西文化糅合
的獨特社會。

資料圖片

中央屢推政策 助香港渡難關
香港回歸之後，接連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SARS、全球金融海嘯等

衝擊，房價插水下跌，飲食業等服務性行業受到重創，就業率也屢見新低。
中央每次都伸出援手，推出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大大提升香港人對國家的
認同感。
1997年，在香港遭遇金融危機中，中央多次力挺香港。2003年，中央與香

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又在同年實
施內地部分城市居民赴港澳地區個人遊的政策。這些政策推動香港經濟逐漸
走出低谷。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導致香港的出口下滑和失業率上升。
2008年12月19日，溫家寶總理在會見曾蔭權時宣布，推出包括金融合作、經
濟合作、基礎設施等7個方面的共14項措施，支持香港克服金融危機，繼續鞏
固和提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國力日益強大 全球地位提升
隨㠥中國的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日益提升，加上舉辦奧運會及

世博會、「神舟」及「嫦娥」奔月，其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亦是世界最大
的外匯儲備國，並已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引擎，東南亞國家普遍認為，他們
受益於中國的經濟發展，甚至希望中國在地區事務中扮演更大的領導角色。
香港人以前主要透過香港在經濟的成就來與內地的中國人作區隔，並藉此

為成為香港人而感到自豪。而今，內地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令香港人為身
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並增加其對國家的認同。

力推公民教育 愛國意識漸濃
香港政府於回歸後致力增撥資源加強培養市民的愛國意識，例如協助社區

團體舉辦愛國活動、邀請內地有重大貢獻人士如楊利偉到訪、國民教育專責
小組推出《心繫家國》電視宣傳短片等。另外，政府亦在課程編制方面提高
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包括在小學的常識科和中學的通識科加入更多國情教
育的元素。

兩地交流加強 互增認識
香港民間機構和官方機構不斷推出香港青少年與內地的交流項目。詳情

如下：

主辦機構 活動詳情

香港教育局 定期舉辦「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

透過在祖國進行學習、體驗及與內地學生交流，提

高香港中學生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和國民身份認同。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在2009年舉辦「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國情教育培訓計

劃2009」課程，拜訪全國政協和警衛三師，同時還

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盧溝橋和奧運場館。

香港國民教育中心 2009年8月在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廣東公安邊防六支

隊「沙頭角模範中隊」建立了內地首家香港青少年

國情教育基地，通過參觀中英街歷史古跡、訪問軍

營等形式，在青少年中開展愛國主義和國情教育。

以上多項活動都加深了青少年對內地最新情況的了解和認識，從而增強了
其為中國人的認同感。
另外，曾蔭權早前表示，「自由行」開始之後，更多內地人來香港，每天

通過口岸來香港的人流已超過30萬，車流每天也有8至9萬輛。香港人與內地
人之間的頻繁互動，增進彼此之間的互相了解，加強共同認識。

天災人禍 增共同體意識
大地震、雪災、泥石流等天然災害拉近香港人與內地人的距離，令他們對自

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油然而生。8月23日，8名香港遊客在菲律賓人質事件
中遇難，兩地人民一起深切哀悼死者，並聲譴菲律賓警方救人不力。中央要求
菲律賓政府徹查此事。這些事件都增加了香港人與內地人的共同體意識。

回歸之前 國民身份認同模糊
1997年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但是，長期受英國統治、接受西

方價值觀念的香港人，對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到迷
茫。部分人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淡薄，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身
份。具體原因如下：

1.不了解共產黨 心存恐懼
兩地在1949年之後在政治發展方面存有巨大的差異，對香港人的國

民身份認同的形成有㠥關鍵性的意義。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內地
則走社會主義道路。香港人以前對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政權不了
解，存在恐懼心理。

2.香港經濟騰飛 自豪感強
港英政府時期，香港經濟騰飛；與此同時，內地經濟發展相對緩

慢。香港經濟的快速發展增強了香港人對香港的自豪感，同時對相對
落後的內地有一種迴避的心態。

3.中西文化構建 形成獨特身份
內地在改革開放前是一個內向封閉的社會，但香港卻迅速地發展為

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活躍分子，並經歷相當程度的西化。香港與內
地的文化經過重新構建，顯現出「大不同」。香港人構建了一些不同
於內地的、獨特的身份，經歷中西文化融合，而這種文化和身份一時
難以改變。

4.存難民心態 拒社會主義
部分香港人移居香港的目的，在於逃避社會不穩，或尋找經濟的發

展機會。因此，香港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難民心態」。有人認為，部
分香港人有㠥一股反對社會主義的情緒，這股情緒自然成為其國民身
份認同的重要阻礙因素。

回歸之後 國家認同感漸增強
回歸之後，歷年的民調顯示，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民建聯調查：近六成人加深祖國認識
2004年6月7日至15日期間，民建聯進行的名為「香港人對祖國的認同民意

調查」，訪問了逾980名12歲以上的香港市民。對比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佔
57%受訪者表示加深了對祖國的認識；另有47%人表示回歸之後，增加了自身
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港大調查：逾7成人自豪為中國人
2005年6月，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進行一項相關調查，面對面

訪問超過1,000名15至69歲市民。調查發現，73%受訪者表示以作為中國人而
自豪。另外，分別有6至7成人對國家在世界的政治影響力、經濟成就、科技
成就等感自豪，而對文學文藝、歷史文化、名山大川等民族成就感自豪的受
訪者更達7至9成。
調查又發現，51%受訪者慶幸自己是中國公民，而不是其他國家的公民；

另有51%人更相信自己的努力會對國家的進步有幫助。

國民教育中心調查：逾9成中小生認同中國人身份
國民教育中心於2007年9月至2009年4月以問卷訪問逾3萬名高中及初中學

生。調查結果發現，多達96%受訪者認同「我是中國人」，當中表示「絕對贊
同」者更高達69.6%。
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香港國民教育中心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中

小學生的國家認同明顯上升，有96%受訪學生認同「我是中國人」，亦有超過
9成人表示「我愛祖國」。

中大調查：認同中國人比例創新高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自2003年至今，一直就香港人對「中國人」與「香港

人」的身份認同進行調查。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認同「中國人」的
身份創新高，由2003年4月的只有31.9%，上升至2009年4月的38.2%，比例是7
年來的新高。

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香港回歸十三載

 

   國家認同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國家歸屬
(包括對國民身份、國家領土主權、國家政
權、制度等)的自覺認知。

國家認同感增強

■近年頻發的天災拉近香港人與內地人的距離。 資料圖片

■2008年舉辦的北京奧運增加了香港對國家的自豪感。 資料圖片

細析國家認同感增強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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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歸後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感為何增強？

2. 你在學校或媒體中接受了哪些國情教育或公民教育？你覺得對你有效嗎？

3. 你認為未來可從哪些方面繼續加強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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