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9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2年1月27日(星期五)

鍾庭耀的「身份認同」民調到底有什麼

錯誤？有朋友希望筆者在邏輯上作出分

析。故不揣簡陋說明一下：

鍾庭耀犯的錯誤涉及最基本的概念問

題：他採用「中國人」、「香港人」、「中

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4個不完

全相同、但有密切關係的概念，在使用上

述四個概念時卻未能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

係，犯了最簡單的形式邏輯錯誤。

一、把不同概念的主從關係當作並列關

係。所謂主從關係，就是外延較大的概念

包含 另一個（或若干個）外延較小的概

念。外延較大的概念叫主概念，外延較小

的概念叫從概念，主概念包含 從概念。

混淆香港與中國的主從關係
以鍾記民調使用的四個概念為例言之，

「中國人」是主概念，「香港人」、「中國

的香港人」和「香港的中國人」都是從概

念。「中國人」的外延顯然較大，因為

「中國人」包含了北京人、上海人、香港人

等等。「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和

「香港的中國人」的外延顯然較小。所以

「中國人」這一外延較大的主概念必然包含

了若干個外延較小的「香港人」、「香港的

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等從概念。

鍾記民調卻主從不分，把4個概念並列起

來。例如，聯合國本來包含了中、美、

俄、英、法等多國，出版物本來包含了報

紙、雜誌、書籍等多種。如把聯合國與

中、美等國並列，出版物與報紙、雜誌等

並列，中國與香港並列，都可以說犯了邏

輯學上把主從關係當作並列關係的錯誤。

二、把重合關係當作並列關係。重合關

係是指兩個或以上概念的外延是重合的或

相同的。例如鍾記民調所說的「中國的香

港人」和「香港的中國人」都有相同的

「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意思，沒有必要再作

區分。如鍾記民調真是學術研究，就必須

明確列出區分（或劃分）的標準，避免重

合或部分重合，才能並列起來，但鍾記民

調沒有作出劃分。就好比在上海搞民調，

問「上海的中國人」和「中國的上海人」，

肯定把「上海人」弄糊塗了。如對基本重

合的兩個概念，讓被訪查者只作單一性的

選擇，其誤差可以達到50％，結果自然是

荒謬的。

挑撥內地人和香港人的關係
三、把交叉關係當作並列關係。所謂交

叉關係，就是有部分重合。例如「香港人」

有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區分，這樣就與「香

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有相當

程度的交叉。如讓被訪查的對象對3個有交

叉或重合的概念作出單一性選擇，其誤差

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間，也談不上科

學概念。

四、把相容關係當作排斥關係。其實，

鍾記所列的「中國人」、「香港人」、「中

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在「一

國兩制」下並不互相排斥，是可以相容

的。即使香港人可以作「建制派」、「反對

派」的分別，可以並列起來，但也不是完

全互相排斥的。鍾記民調把「中國人」、

「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

國人」並列起來，並作互相排斥的判斷，

是別有用心的。其客觀效果或要達到的目

的，就是通過民調減少乃至否定「一國兩

制」的社會基礎。

「一國兩制」有廣闊的社會基礎。1984年

國務院就提請審議中英關於香港問題協議文

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曾說明道：

「在香港居民中，百分之九十八是我們的同

胞。他們絕大多數是愛祖國、愛香港的。」

請注意「同胞」的概念，鍾記民調說，自稱

「香港人」為38℅，「中國人」為17℅，

「中國的香港人」為25℅，「香港的中國人」

為18℅，總共加起來98%。他們之和都是國

務院報告中的「同胞」的範疇，他們的絕大

多數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而不是鍾記民

調暗示的只有17℅「中國人」支持「一國兩

制」，沒有國家認同問題，而38℅「香港人」

有國家認同問題。

當然不能否認，在中英談判開始到香港回

歸期間，香港有外流移民問題。但在香港回

歸後，上述外流移民也有相當的比率返回香

港。由於聯合聲明所附英方備忘錄的安排，

原來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的香港居民也有

不少改持英國公民(海外)護照，但他們是為

了旅行的方便，並不是顯耀大英帝國子民的

效忠。而在聯合聲明中方備忘錄中，中國政

府也強調，根據國籍法，所有香港中國同

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

照」，都是中國公民。在香港特區經授權簽

發特區護照後，隨 互免簽證協議的增加，

改持特區護照的香港居民也越來越多了。雖

然這不排除是為了旅行的便利，但也說明對

中國公民的身份並不排斥。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待提高
在1990年英國推出「居英權計劃」後，

據當時的媒體報道，有近5萬個家庭約20萬

人通過該計劃取得

「居英權」資格。但

中國政府並沒有承認該

計劃。1996年5月1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釋法也明確，任何在香港的中國公民，因

英國政府的「居英權計劃」獲得的英國公

民身份，根據國籍法不予承認，這類人仍

為中國公民。即使這些人接受鍾記民調查

訪，他們在法律上仍然是中國人。

由此可見，鍾記民調根本夠不上學術研

究的資格和標準，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腳

的。當然，這並不意味 香港居民的「身

份認同」已經到了很高的境界。從鍾庭耀

搞出這樣不學無術的民調，經郝鐵川提出

批評後，香港還有不少媒體為鍾記民調辯

護撐腰，香港特區政府還有不少人以為這

是學術研究等情況來看，香港居民的「身

份認同」還有待提高。

2011年的《施政報告》指出：「在國民

身份認同方面，有系統的國情學習可以讓

學生更全面和多角度認識祖國，有助提升

國民身份的認同，從而對國家發展有所承

擔。」在中小學進行有關國民身份認同教

育是必要的，也有助於國民身份認同的提

高，但這還是不足夠的。特區政府還應當

對整個社會進行國民身份認同的引導，糾

正社會上存在的國民身份認同的偏差，這

也是政府管治能力的體現。否則，政府的

所謂「管治危機」就永遠不能消除。

鍾記民調所列的「中國人」、「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

國人」，在「一國兩制」下並不互相排斥，是可以相容的。鍾記民調把「中

國人」、「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並列起來，並作

互相排斥的判斷，是別有用心的。其客觀效果或要達到的目的，就是通過

民調減少乃至否定「一國兩制」的社會基礎。

法學博士
鍾庭耀犯了什麼邏輯錯誤？

新界東在新一屆立法會將增加兩個議席，成為
兵家必爭之地，民主黨「流晒口水」亦在意

料當中。黃成智昨日在與傳媒團拜時，就大談民
主黨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新東的部署，聲言除保
住既有議席外，還需要培訓新人，又承認連續數
次選舉都說過會退休但仍然繼續參選的副主席劉
慧卿，為了「大局」 想仍然會留多一屆，待新
人「長大」後才會「功成身退」：「阿姐（劉慧
卿）曾經提議自己排第二，讓一名新人排頭位，
我立即叫停，因為這樣會搞死我！」

劉慧卿黃成智配新組合
該黨的最新構思，是將劉慧卿和黃成智分開兩

張名單，各掛頭牌參選，新人則排在兩人之後，
期望在拉票過程中催谷新仔的人氣。同時，他們
更計劃找兩名較具名氣及有勝算的新人自組一張
名單，向選民展示新面孔，並達到培養接班人的
目標，而初步屬意的人選是梁家裕或李永成，但

兩人是合組名單，或二選其一，暫時未有定案。
黃成智稱，現距立法會選舉只得數個月時間，作

為一名新人要突圍而出，的確存在一定的難度，除
要有一套完善樁腳協助外，亦會要求參選人找幾個
合適的議題不斷「去做去砌」，每人同時要參加8個
以上的地區組織，建立一定網絡。他同意，雖然黨
的目標希望「N加一」，但反對派陣營內還有多個
團隊參選，不排除最後只是原地踏步：「最後哪一
張名單被射落馬，就真是不得而知了。」
有反對派陣營中人指，民主黨這種「列陣」方

式，未必有太大勝算，皆因兩名前民主黨黨員鄭家
富與范國威都會參選，尤其一直在民主黨當「千年
老二」的范國威，出走後另組的「新民主同盟」，
在剛過去的區選中成績理想，頓時野心勃勃，誓要
問鼎立法會議席，勢必分薄民主黨票源。

鄭家富范國威搶票添亂
不過，另一名反對派中人卻認為，范國威出

選，影響的應是阿富，而非民主黨：「當年鄭家
富在大埔區割地為王，『新民主同盟』成員以大
埔區為主，故就算有影響都只是鄭家富。」他又
指，外界普遍以為以范國威為首的「新民主同盟」
會支持阿富參選，知情人士就說，在2008年范國
威因不滿排位名次的問題，已與鄭家富交惡，故
不會為阿富「抬轎」，又相信阿富以反對政改方案
名義退黨，主要票源將為民主黨的基本支持者，
及一批反對政改方案、又不喜歡長毛激進形象的
選民。儘管范國威勝算低，但相信他參選或會分
薄鄭家富的選票，勢令選舉形勢更為混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春伊始，立法會議員一團和
氣，不談政事，只細說夢想與生活
點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接受
《議事論事》訪問時笑談小時候夢
想當數學家，但畢業時正值學運風
起雲湧之際，他自問是熱血青年，
又豈能安靜地埋首做學問，所以投

身培僑中學，一教就20多年。談到2009
年與女友拉埋天窗，他坦言，不少朋
友都笑他春風滿面，整個人也不一
樣，「以往多年來『一支公』無興趣
外遊，如今很珍惜，生活充實了」。

曾鈺成覺悟人生更開朗
曾鈺成又形容自己近年心境開朗了，

還悟出道理，最富裕的人並非擁有最多
的人，反而是最願意給予的人，「前半
生覺得好多人對不起我，近年想法掉
轉，覺得自己對不起很多人，自己欠人
很多，於是會思想如何還債」。

陳婉嫻盼勞工不愁開工
工聯會副會長陳婉嫻則在節目中自

爆兒時很喜歡跳舞，但家境貧困，自
知難以當正規的芭蕾舞蹈家，於是加
入工會後參加了民族舞蹈班，總算圓

了心願。她笑說，正如歌曲《愛拚才
會贏》，命運並非自己掌握，但如果有
夢想就可以有目標打拚，而她近年就
積極參考外國文化經濟的發展，希望
香港能像上世紀97年前般，打工仔「不
愁無工做」。
仍然獨身的嫻姐並分享了自己的愛情

觀，指對她來說，生活和工作放於同一
平衡線上。從政至今，她結識不同種類
的朋友，豐富自己的人生。對於被問及
有否為從政而放棄愛情，嫻姐只是淡然
地說：「不可說是放棄，只是志不同道
不合，相處一段時間便分手了。」

涂謹申運動養生等仔大
去年初為人父的民主黨涂謹申就大

談「湊仔經」，自爆一看到寶貝仔整個
人也「軟晒 晒」，最希望兒子快樂成
長，自己則健康長壽，「我60歲他才12
歲，自己一定要多些運動」。公民黨去
年在外傭居港權及港珠澳大橋環評訴
訟中得罪港人，區選大敗，前黨魁余
若薇稱，公民黨在兔年遇到不少挫
折，但聲言理想一定要堅持，會繼續
想方法如何簡單易明地解釋「法治」
是好東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現時不少青年人都抱怨安居樂業難以做到，有
人更質疑本港經濟結構失衡，令青年人向上流動
機會減少。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阿Ann）及工聯
會副會長陳婉嫻（嫻姐）均有感現時房屋政策不
利年輕人的「個人空間」，希望當局將青年人工作
及興趣與住屋環境一起思考。
香港電台節目《五枝旗杆》昨日邀得5名重量級

政黨人士擔任嘉賓，包括阿Ann、嫻姐，以及自由黨
副主席周梁淑怡、民協成員廖成利及工黨成員張超
雄，就青年向上流政策進行討論。
針對年輕人「住屋難」問題，阿Ann直指，自己留意

到不同年代的青年都有置業困難，應清楚分析非現代的
年輕人才有，又借天水圍一街坊個案說明縮短公屋輪候
的重要，冀望青年人有另一條隊輪候，並建議居屋資格
應該放寬，年輕人亦可多考慮與家人同住。

周梁指租貴阻創意產業
在節目上，各嘉賓又論到政府應否有更多土地予青年

創意發展，周梁指，商業樓宇租貴，批評政府以為「
筆錢解決了問題」，但軟硬件卻不配合。嫻姐則不看好
私人發展，認為現時因租金，創意產業難以發展，更趕
盡殺絕本土特色食品，故不能單靠私人市場，政府於如
活化工廈等方面，應方便年輕人。阿Ann就認為，政府
過於重視金融及服務業，而且政府角色不清楚，未來需
要加重力度推動創意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近期丁屋僭建問題再次成
為社會討論的焦點。香港大
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調查
發現，在最多受訪市民熟悉
的「五大」行政會議非官守
議員中，4人評分上升，惟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的評

分則較3個月前的調查明顯下跌
了3分至35.6分，調查機構認為
可能與其獲續任區議員及其處理
新界村屋僭建問題有關。
是次調查於今年1月進行，共

訪問逾1,000名市民。在1月3日
至6日的第一階段的提名調查
中，選出6名最多被訪者提及的
行會成員，其中以劉皇發居首，
提名比率為12%，排名第二至第
五的依次為夏佳理、鄭耀棠、劉
江華及張炳良，提名比率分別為
11%、7%、5%及4%。同時，有
31%錯誤回答行會成員的名字，

53%則表示「唔知/難講」。

4成員評分普升
調查第二階段於1月9日至14日

進行，被訪者就所有入選的6名
議員以0分至100分進行個別評
分，0分代表絕對不支持，100分
代表絕對支持，結果發現，排名
首位的是行會召集人夏佳理，得
53.6分，較前升2分；排第二位
的是梁智鴻，評分為50.2分；鄭
耀棠及劉江華緊隨其後，評分分
別為46.7分、44.9分，評分均較
前上升了2.7分。劉皇發則有35.6
分，排第五。另外，張炳良支持
度評分雖有51.6分，但因在第二
階段調查中，其認知率僅54.5%
而被剔出「五大」之外。
受訪市民對排名首五位行政會

議非官守議員的平均分為46.2
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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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工聯會昨日繼續舉行「新年新希望」花車巡遊活動。工

聯會副會長陳婉嫻及新界地區辦事處主任、葵青區區議員麥美娟

等一齊向新界東市民拜年。下圖：嫻姐在青衣向街坊大派風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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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新東爭直選
白鴿難輕取三席

民主黨為求保住反對派的「龍頭棍」，正積極部署於今年稍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搶位」。民主黨立法會新界東議員黃成智稱，由於鄭家富退黨，現時民主黨在新界

東只佔兩席。該黨初步構思，由現任2名立法會議員，包括自己和副主席劉慧卿繼

續披甲上陣，加上一隊新人團隊，「兵分三路」，以「兩舊一新」的策略爭取新界

東3個議席。有反對派中人透露，前民主黨黨員鄭家富及范國威都會參選，再加上

工黨的張超雄亦對新東議席虎視眈眈，6隊人馬票源相近，民主黨勢會被搶票，最

終結果難以預計，恐怕民主黨的如意算盤無法打響。

▲
好
夢
難
圓
▼

Ann

■黃成智在與傳媒聚會時，透露民主黨在新界東的

選舉部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