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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2002 年，學友社首次舉辦「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邀得全港 53 間中學、近 
2,700 名中學生參與。該調查獲中外傳媒廣泛報導，可見社會大眾對本議題之關注。從該
年起，本社每年都會定期舉辦有關的調查，進一步了解本港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的情況。
從近年的調查結果所見，本港中學生對中國人身份持正面態度的同時，對香港人的身份
則更為認同。本部於 2006 年度再次舉辦有關調查，探討本港學生在國民身份認同的問
題上有何趨勢。 
 

二、研究方法 
 
本調查以問卷形式進行，訪問對象為十一至二十五歲能閱讀中文的在學中學生。抽取樣
本方法以下列步驟進行： 
 
2.1 問卷樣本問卷樣本問卷樣本問卷樣本 

本部於2006年12月邀請學校在校內抽取2班學生（初、高中班級數目相等）填寫問卷，並
於2007年2月收回已填寫的問卷。是次參與調查的學校共有 40 間。合格問卷有 3,808 
份；初、高中生人數分別為56%和44%；男生佔45.1%、女生佔54.9%。 
 
2.2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調查所用問卷由學友社設計。第一部分詢問受訪者的個人資料；第二部分評分題測試受
訪者對本港及中國的認同；第三部分評分題測試受訪者對「中國人」及「香港人」兩個
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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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調查所得數據已詳列於本報告單向統計表內。單向統計表描述了所有受訪者對該問題的
回應。報告只列出統計上有顯著關係的圖表。報告中每部分均列出平均分及該部份所得
之百分比作為分析的指標。平均分表示中學生認同該項描述的強烈程度。1 分最不認同，
6 分最認同，分數愈高，表示受訪者對該句子愈認同。百分比則表示認同或不認同該項
描述的整體人數。1 至 3 分的評分被理解為對句子不認同，4 至 6 分被理解為對句子
認同。 
 

三、調查結果 
 
3.1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3,808 名受訪者中，1,716 名（45.1%）為男性，2,092 名（54.9%）為女性；初中學生
（中一至中三）佔56%，高中學生（中四至中六）佔44%。 
 
就住屋類型方面，38.9%的受訪者在私人樓宇居住，43.4%於公共屋邨居住，居於「居者
有其屋」計劃住所的則有13.4%，其餘受訪者則居於獨立樓房、宿舍等。 
 
絕大部分的被訪者於內地或本港出生，於本港出生的佔75.3%，內地出生的佔22.5%，其
餘的受訪者則於澳門、台灣及外地出世。 
 
3.2 對香港及中國的認同對香港及中國的認同對香港及中國的認同對香港及中國的認同 

本部分受訪者要就一些句子評分，1 分最不認同，6 分最認同，分數愈高表示受訪者對
該句子愈認同，下表列出各題所得之平均分： 
 

強度排序 句子 平均分 
1 9.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5.27 
2 1.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5.04 
3 5.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91 
= 4 7.  我認為我愛香港。 4.81 
= 4 4.  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4.81 
= 6 10.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4.78 
= 6 11.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78 
8 8.  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分別。  4.30 
9 6.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4.22 
10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4.15 
11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4.01 
12 12. 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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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3 分的評分被理解為對句子不認同，4 至 6 分被理解為對句子認同，下表列出受
訪者們對各句子認同的百分比： 

強度排序強度排序強度排序強度排序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1 9.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91.2% 
2 1.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85.2% 
3 7. 我認為我愛香港。 83.3% 
4 5.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82.7% 
5 11.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76.3% 
6 10.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75.1% 
7 4. 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71.7% 
8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67.9% 
9 6.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66.4% 
10 8. 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分別。  65.8% 
11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61.6% 
12 12. 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 22.5% 

 
3.2.1 對香港的認同對香港的認同對香港的認同對香港的認同 

從以上兩表可見，本港學生對香港的認同非常強烈。從學生就各句子的評分可見，平均
分最高的三條依次分別為「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5.27）、「我認為我是香港人」（5.04）、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4.91），皆與香港認同有關。 
 
從認同百分比排序來看，最獲中學生認同的四句句子依次為「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91.2%）、「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85.2%）、「我認為我愛香港」（83.3%）、「我
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82.7%），全部皆與香港認同有關。 
 
從本部分結果可見，本港學生對香港的認同不只反映在他們自認為是香港人，亦反映在
他們對身處的城市的關心及感情，並為香港的成就而感到光榮。 
 
3.2.2 對中國的認同對中國的認同對中國的認同對中國的認同 

根據受訪者對關於中國認同的句子的評分，本港中學生對中國持正面的態度。本港中學
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4.78）。對內地的關注程度而言，「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的
平均分為4.22，六成六受訪者表示關心內地新聞。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及「我認為我愛中國」兩句，平均分分別為4.15及4.01，
均屬正面。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被訪者對中國的認同只屬一般，但他們會因中國在國際賽事的成就
而感到光榮。句子「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的4.78 分，排第六位，是
所有關於中國的句子中排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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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出生地比較出生地比較出生地比較出生地比較 

我們根據受訪者出生地分成兩組（香港及中國內地）進行分析，發覺本地出生的中學生
與內地出生、及後來港的中學生，就身份認同的態度上有明顯差別。1 分最不認同，6 分
最認同，分數愈高表示受訪者對該句子愈認同。下表列出兩組中學生就身份認同句子的
平均評分：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香港出生香港出生香港出生香港出生 內地出生內地出生內地出生內地出生 

1.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5.32 4.16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4.08 4.45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3.84 4.66 
4. 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4.73 5.12 
5.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91 4.96 
6.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4.02 4.96 
7. 我認為我愛香港。 4.84 4.74 
8. 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分別。  4.30 4.31 
9.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5.28 5.29 
10.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4.67 5.16 
11.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68 5.18 
12. 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 2.43 2.67 

 
除「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外，香港出生及內地出生的中學生整體上對各題
的評分皆屬正面，但兩組的中學生明顯就身份認同有不同的想法。香港出生的中學生對
香港認同感較內地出生的中學生較強，而內地出生的中學生則更認同中國人的身份。 
 
下表分別列出兩組學生對各題目持認同態度的平均分及百份比：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香港出生香港出生香港出生香港出生 香港出生香港出生香港出生香港出生 

1.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5.32 90.8%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4.08 66.3%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3.84 59.0% 

4. 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4.73 64.4% 

5.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91 71.6% 

6.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4.02 84.5% 

7. 我認為我愛香港。 4.84 86.0% 

8. 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分別。  4.30 68.9% 

9.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5.28 92.5% 

10.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4.67 92.5% 

11.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68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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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 2.43 21.7%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內地內地內地內地出生出生出生出生 內地出生內地出生內地出生內地出生 

1.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4.16 68.6%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4.45 75.0%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4.66 71.9% 

4. 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5.12 72.1% 

5.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96 77.6% 

6.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4.96 74.4% 

7. 我認為我愛香港。 4.74 74.5% 

8. 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分別。  4.31 54.5% 

9.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5.29 87.0% 

10.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5.16 86.0% 

11.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5.18 83.6% 

12. 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 2.67 25.6% 

 
 
內地出生的在港中學生明顯對中國有更強烈的認同感，相反對香港的認同感則較本土學
生弱。這可能和內地出生的學生在國內生活過一段時間，對中國有更強的認同有關。 
 
不論香港代表或中國代表在國際賽事勝出，內地出生的在港中學生的光榮感比本土學生
較強。這可能是內地出生的在港中學生國家主體意識更強，淡化了中港兩地學生的差異，
突顯本港學生對國家主體意識不足的現象。 
 
除了來自內地的中學生，超過六成半本地出生的中學生表示「為回歸而感到高興」。另
外，近六成本地出生的中學生認為「我愛中國」。可見在過去十年，隨著內地社會氣氛
的改善，本地出生的學生對回歸及中國的感覺亦有正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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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級際比較級際比較級際比較級際比較 

從調查結果發現，初中生與高中生在對中國的態度上略有差別。下表列出初中生及高中
生的平均評分：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初中生初中生初中生初中生 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 

1.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5.12 4.93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4.36 3.87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4.12 3.87 

4. 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4.99 4.58 

5.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88 4.94 

6.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4.23 4.20 

7. 我認為我愛香港。 4.80 4.82 

8. 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分別。  4.38 4.20 

9.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5.24 5.31 

10.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4.96 4.55 

11.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4.88 4.64 

12. 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 2.47 2.48 

 
初中生在「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及「我認為我愛中國」兩句句子的平均得分
都較高中生為高；初中生在「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平均得分亦較高中生為高。因素
可能有多方面，其中可能因為高中生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七月一日遊行
等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他們略較初中生多思考身份認同問題，因此在評分時比較審慎
及嚴謹，所給予的分數傾向保守，並不極端。數據出現的價值在讓我們深思如何就不同
年紀學生，經歷不同的歷史而出現的感覺評價作進一步的分析和理解，並就不同年齡的
學習特點和需要，作進一步的疏導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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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十周年中學生對中國的態度回歸十周年中學生對中國的態度回歸十周年中學生對中國的態度回歸十周年中學生對中國的態度 

由於今年是香港回歸中國十周年，本社以2003年至2006年初中生及高中生就以下兩項描
述的數據作一比較。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初中生初中生初中生初中生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3.82 4.07 4.46 4.36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3.79 4.00 3.99 4.12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3.46 3.67 3.84 3.87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3.59 3.81 3.81 3.87 

 
中學生對中國態度之變化中學生對中國態度之變化中學生對中國態度之變化中學生對中國態度之變化 
初中生對中國的感覺有明顯上升，高中生的亦然。2003年的初中生，到2006年應已成為
高中生。就「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一句，2003年的初中生平均評分為3.82；
2004年的平均分上升至4.07；2005年上升至4.46；而2006年的初中生平均評分為4.36，
有一定的上升幅度。同樣地，就「我認為我愛中國」一句，2003年的初中生平均評分為
3.79；而2004與2005年的分數平穩，至2006年上升至4.12，反映2006年「我因香港回歸
中國而感到高興」的初中生對回歸的認同感漸趨強烈。 
 
高中生方面，2003年「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的平均評分為3.46，其後對香港
回歸中國的認同感逐漸上升。而高中生「我認為我愛中國」一句亦見平穩上升，由2003
年3.59，到2006年上升至3.87。這反映由2003年度開始，高中生在近幾年對中國的認同
以平穩的速度上升。



  學友社學友社學友社學友社 – 通識教育部通識教育部通識教育部通識教育部 

                 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 2006 

 

第第第第 8 頁頁頁頁 

3.2.5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五五五五年年年年調查結果的調查結果的調查結果的調查結果的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是次為本社第五次舉辦同類型的調查，為了保持每年調查的連貫性，本社在設計問卷時
特意保留一些題目，從而作出比較。 
 
下表列出各題目在過去五年的平均得分：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2002年年年年 2003年年年年 2004年年年年 2005年年年年 2006年年年年 

1.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5.07 5.09 5.11 5.17 5.04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3.71 3.63 3.88 4.17 4.15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3.70 3.68 3.91 3.90 4.01 

4. 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 4.33 4.34 4.42 4.81 

5.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 4.76 4.81 4.85 4.91 

6.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3.67 3.74 3.86 4.06 4.22 

7. 我認為我愛香港。 4.60 4.56 4.63 4.70 4.81 

8. 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分別。  / 3.86 3.93 4.16 4.30 

9.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4.78 4.92 4.95 5.17 5.27 

10.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4.66 4.34 4.47 4.59 4.78 

11.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 4.39 4.71 4.71 4.78 

12. 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 / 2.22 2.29 2.43 2.47 

 
綜合五年的調查結果，十二句句子中，有十一句的平均得分都有上升的趨勢。 
 
雖然本港學生對香港的認同及關心一直維持很高的水平，但是「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的平均得分下降，受訪者對自己的香港身份認同感略有下降。然而，只看一年的數據並
未能反映學生是否對香港的認同感有下降的趨勢，因此這有待下年的報告中作進一步探
討。 
 
近年內地的新聞逐漸開放，受訪者對內地新聞的關心程度有增無減，可見他們對社會及
國家的關心程度日益增長。「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及「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兩
句句子的平均得分有明顯增加，評分更為正面。看出他們對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感略有
上升，並會比以前更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這可能是近年有關當局加強國民教育、內地
自由行、國家對外更加主動開放及傳媒報道較多中國內地的新聞所致。 
 
值得留意的是，「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的平均得分持續上升，今年的上升
幅度高，反映普遍受訪者不會主動探究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引致中學生不會主動探究
自己身份認同的原因，仍有待下年的報告中作進一步探討。 
 
今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對「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一句持認同態度的中學生數目日漸上
升。縱觀五年的數據，認同這項的分數起伏變化較大，由 2002年的 4.66到 2003年的 4.34
到 2006年的 4.78。相反地，今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對「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一句持認
同態度的中學生數目略有下降。然而，縱觀五年的數據，認同這項的分數變化不大，由
2002年的 5.07到 2003年的 5.09到 2006年的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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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2003年外，中學生給予「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及「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兩句的評分皆有上升的趨勢。2003 年評分下降的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因為中學生受到社會
氣氛的影響，如非典型肺炎、七月一日遊行等令他們的評分轉為審慎及嚴謹。 
 
3.3 對對對對「「「「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特質的理解特質的理解特質的理解特質的理解 

為了測試受訪者對「中國人」及「香港人」這兩個概念的理解，我們選取了十五個詞彙
分別用來形容「香港人」及「中國人」，要求受訪者就其適合程度評分。該十五個詞彙
可被歸為三大類別，分別為「個性」，「文化價值」及「公民素質」，接下來我們會就
各類別詞彙的得分作出分析。 
 
3.3.1 評分結果評分結果評分結果評分結果 

3.3.1.1 個性個性個性個性 

1 分最低分，6 分最高分，下表列出各個詞彙的平均得分：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 

1. 聰明 5.11 5.62 
4. 穩重 4.48 4.82 
7. 上進 5.15 5.17 
10. 開朗 4.67 5.14 
13. 勤奮 5.39 5.12 

 
1 至 3 分的評分被理解為該詞彙不適合用來形容中國人／香港人，4 至 6 分被理解為
該詞彙適合，下表列出受訪者們認為各詞彙合適的百分比：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 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 

1. 聰明 70.4% 83.0% 
4. 穩重 53.6% 68.2% 
7. 上進 72.7% 75.9% 
10. 開朗 56.2% 72.6% 
13. 勤奮 91.5% 77.4% 

 
就「個性」類別而言，「中國人」及「香港人」對中學生來說沒有實質的差別，而只是
有強度上的差別。中學生認為聰明、穩重、上進、開朗、勤奮皆適合用來形容「中國人」
及「香港人」。對他們來說，「中國人」較勤奮，而「香港人」則較聰明、穩重及開朗。 
 
3.3.1.2 文化價值文化價值文化價值文化價值 

1 分最低分， 6 分最高分，下表列出各個詞彙的平均得分：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 

2. 開放 4.01 5.59 
3. 有禮貌 3.75 5.08 
6. 有學養 4.31 5.50 
9. 著重集體 4.87 5.04 
12. 傳統 5.85 4.60 
14. 著重個人 4.61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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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受訪者們認為各詞彙合適的百分比：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 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 

2. 開放 35.0% 87.6% 
3. 有禮貌 25.6% 77.4% 
6. 有學養 43.2% 87.0% 
9. 著重集體 61.4% 67.9% 
12. 傳統 89.8% 52.4% 
14. 著重個人 56.7% 84.6% 

 
從文化價值這一組詞彙的評分可見，受訪者對「中國人」及「香港人」的評分有明顯差
別。對香港的中學生而言，「中國人」較「香港人」傳統；而「香港人」則較「中國人」
開放、有禮貌、有學養、著重集體及著重個人。 
 
就「香港人」一概念而言，中學生給予的評分頗高，除傳統一項外，其餘平均得分皆高
於 5，反映出他們十分接受「香港人」這身份。中學生亦受落「香港人」中較西化的特
質，例如八成以上的學生均認同「香港人」開放及著重個人。 
 
3.3.1.3 公民素質公民素質公民素質公民素質 

1 分最低分， 6 分最高分，下表列出各個詞彙的平均得分：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 

5. 追求民主 4.33 5.73 
8. 強調廉潔 3.81 5.65 
11. 追求自由 4.54 5.81 
15. 追求平等 4.60 5.87 

 
公民素質下表列出受訪者們認為各詞彙合適的百分比：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適合中國人 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適合香港人 

5. 追求民主 41.5% 86.4% 
8. 強調廉潔 25.4% 89.1% 
11. 追求自由 50.0% 91.4% 
15. 追求平等 50.0% 90.4% 

 
調查結果顯示，八成半以上的中學生認同追求民主、強調廉潔、追求自由、追求平等適
合用來形容香港人。而且這些詞彙的平均得分皆達 5.6 或以上，是用來形容「香港人」
的十五個詞彙中得分最高的四項，可見學生對這些公民素質強烈認同。 
 
至於「中國人」方面，追求自由、追求平等及追求民主的平均得分在 4.3 分至 4.6分之
間，表示中學生尚算贊同這三個詞彙可用來形容「中國人」。但與「香港人」在這些方
面的得分相比，用這三個詞彙來形容「中國人」的平均得分明顯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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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兩成半左右的受訪者表示以強調廉潔來形容「中國人」是合適，此項的平均得分為
3.81，亦是十五個用來形容詞彙中得分最低之一。受訪者對「香港人」及「中國人」在個
別細項的評分出現明顯差別，本社估計是由於學生在評分時對「中國人」的理解等同於
「內地人」。在強調廉潔一項，學生對「中國人」的評分只得3.81，這可以解釋為學生將
「中國人」理解為「內地人」，而學生因由不同渠道知道內地的貪污問題嚴重，以致認
為「內地人」並不強調廉潔。 
 
3.1.3.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以上評分可見香港中學生對「中國人」仍抱有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例如認為「中國
人」沒禮貌、沒學養等，這類型的刻板印象有可能導致香港中學生較為不認同「中國人」
的身份。本港學生有這些想法並非完全偏離事實，但長此下去有可能導致兩地人民誤解、
影響中學生們認識中國的動力，此情況值得深思。 
 
此外，縱觀近年的調查，我們發現本港中學生強烈認同「香港人」擁有良好公民素 
質，絕大部分認為「香港人」強調廉潔、追求自由、平等及民主等政治理念，並有以 
這些公民素質來界定「香港人」、「中國人」的分別的傾向。 
 
3.3.2 出生地比較出生地比較出生地比較出生地比較 

香港出生及內地出生的中學生，在對「香港人」特質的理解上沒有大分別。 
 
就對「中國人」特質的理解，中國內地出生的中學生則較香港學生正面。下表列出了兩
地出生學生就「中國人」特質的評分平均分： 
 

形容中國人的詞彙形容中國人的詞彙形容中國人的詞彙形容中國人的詞彙 香港出生香港出生香港出生香港出生 內地出生內地出生內地出生內地出生 

1. 聰明 5.03 5.51 

2. 開放 4.05 4.00 

3. 有禮貌 3.72 3.97 

4. 穩重 4.49 4.56 

6. 有學養 4.23 4.72 

7. 上進 5.07 5.48 

8. 強調廉潔 3.70 4.20 

10. 開朗 4.56 5.18 

11. 追求自由 4.52 4.73 

12. 傳統 5.86 5.90 

13. 勤奮 5.28 5.71 

14. 著重個人 4.51 5.05 

15. 追求平等 4.57 4.72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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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出生的中學生對「中國人」的理解較為正面，和他們個人的經歷可能有關。他們從
以往在國內生活的經驗中獲得了對「中國人」特質的看法；這亦側面反映了香港出生的
中學生，可能由於缺少機會和國內居民接觸，導致對「中國人」有較大的不信任、相對
負面的看法。 
 
當以著重個人、追求自由及追求平等這些較西化的概念，內地來港的學生較香港出生的
學生更認為是適合用來形容「中國人」，可見香港出生學生眼中的「中國人」相對保守，
而內地出生學生眼中的「中國人」則相對西化。 
 
3.3.3 級際比較級際比較級際比較級際比較 

在「個性」、「文化價值」及「公民素質」三組詞彙的結果中，我們發覺高年級在前兩
組的評分顯得較接受「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而在「公民素質」方面，高中與初中同學
有不同的表現。高中及初中同學對「中國人」特質的不同理解﹕ 

形容中國人的形容中國人的形容中國人的形容中國人的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初中生初中生初中生初中生 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 

個性個性個性個性   

1. 聰明 5.04 5.21 
7. 上進 5.00 5.33 
10. 開朗 4.75 4.58 
13. 勤奮 5.35 5.45 
文化價值文化價值文化價值文化價值   

2. 開放 4.17 3.81 
3. 有禮貌 3.67 3.85 
12. 傳統 5.96 5.71 
14. 著重個人 4.66 4.54 
公民素質公民素質公民素質公民素質   

5. 追求民主 4.51 4.11 
8. 強調廉潔 4.01 3.55 
11. 追求自由 4.70 4.33 
15. 追求平等 4.92 4.21 
(P <0.05) 

 
從「個性」的詞彙看來，初中生對「中國人」的特質較高中生的正面看法弱。高中生對
「中國人」擁有較多的正面的印象，如聰明、上進及勤奮。 
 
在「文化價值」方面，初中生對「中國人」的特質擁有較正面的看法，除了有禮貌一項
外，其餘分數皆比高中學生的評分為高，當中傳統一項更高達 5.96 分。 
 
高中生對「中國人」的公民素質則較初中生沒有信心，對追求民主、強調廉潔、追求自
由及追求平等四個詞彙的評分皆低於初中生的；相反初中生認為追求民主、追求自由、
追求平等等公民素質亦適合用來形容「中國人」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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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四四四四年年年年調查結果的比較調查結果的比較調查結果的比較調查結果的比較 

 

是次為本社第四次舉辦同類型的調查，為了保持每年調查的連貫性，本社在設計問卷時
特意保留一些題目，從而作出比較。 
 
自 2003年（第二屆中學生國民認同調查）中在問卷中新加入有關比較香港人和中國人在
「個性」、「文化價值」和「公民素質」方面之評分，因此並沒有 2002年之數據。 
 
3.3.4.1  中學生認為適合形容中國人的特徵之平均分中學生認為適合形容中國人的特徵之平均分中學生認為適合形容中國人的特徵之平均分中學生認為適合形容中國人的特徵之平均分 

 

下表列出各題目在過去四年的平均得分： 
 

 

 

總括四年來中學生認為適合形容「中國人」的詞彙中，可被分成中國人的「個性」、「文
化價值」和「公民素質」三類。在「個性」、「文化價值」和「公民素質」中，中學生
對於中國人在這三方面的特徵評分皆有上升的趨勢。這反映中學生已從中港日益交往頻
繁的社會氣氛中，漸漸對「中國人」建立一個較正面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中學生在
以上三方面的特徵中，他們認同「中國人」漸漸「開放」，亦擁有追求「民主」、「自
由」和「平等」等西方的特徵。 

 2003 2004 2005 2006 

個性個性個性個性     
形容中國人的詞彙      

1. 聰明 4.07 4.22 4.47 5.11 
4. 穩重 3.76 3.90 4.14 4.48 
7. 上進 4.44 4.60 4.94 5.15 
10. 開朗 3.70 3.86 4.29 4.67 
13. 勤奮 4.71 4.87 5.27 5.39 
文化價值文化價值文化價值文化價值     
形容中國人的詞彙     
2. 開放 2.99 3.12 3.48 4.01 
3. 有禮貌 3.00 3.08 3.44 3.75 
6. 有學養 3.41 3.48 3.88 4.31 
9. 著重集體 3.96 4.19 4.59 4.87 
12. 傳統 5.16 5.32 5.74 5.85 
14. 著重個人 3.76 3.84 4.32 4.61 
公民素質公民素質公民素質公民素質     
形容中國人的詞彙     
5. 追求民主 3.32 3.17 4.05 4.33 
8. 強調廉潔 2.69 2.74 3.72 3.81 
11. 追求自由 3.55 3.55 4.09 4.54 
15. 追求平等 3.58 3.65 4.17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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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總結是次調查的結果，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1. 中學生對中國人的認同感有上升的趨勢中學生對中國人的認同感有上升的趨勢中學生對中國人的認同感有上升的趨勢中學生對中國人的認同感有上升的趨勢 

從本社五年以來的調查發現，本港中學生對中國的認同程度有上升之趨勢。他們
會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同時也認同自己愛中國。相比起以前，他們會更關心
中國內地的新聞，而關心的程度在這五年中有上升之趨勢。回歸十年，除了來自
內地的中學生，超過六成半本地出生的中學生表示「為回歸而感到高興」。另外，
近六成本地出生的中學生認為「我愛中國」。可見在過去十年，隨著本港及內地
社會氣氛的改善，本地出生的學生對回歸及中國的感覺亦有正面的改變。 
 

2.  初中學生較高中學生對本港回歸中國感到高興初中學生較高中學生對本港回歸中國感到高興初中學生較高中學生對本港回歸中國感到高興初中學生較高中學生對本港回歸中國感到高興，，，，並更認為愛中國並更認為愛中國並更認為愛中國並更認為愛中國 

這幾年來，中學生對本港回歸中國及愛中國的認同感日漸增加。數據更顯示本港
初中學生較高中學生對本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然而，整體來說，他們對回歸
的認同感雖然漸趨強烈，但是速度緩慢。 

 
3. 本港學生對自己的香港身份認同感本港學生對自己的香港身份認同感本港學生對自己的香港身份認同感本港學生對自己的香港身份認同感略為下降略為下降略為下降略為下降 

從本社五年以來的調查顯示，中學生一直對香港有強烈的身份認同，並因自己的
身份為「香港人」感到自豪。往年的數字持續高企，今年的數字略有下降，原因
是什麼尚難判斷，但此現象值得我們關注。本社認為新一代對香港應該有強烈的
歸屬感與認同感，才能對本港未來進一步的發展作更大的貢獻。 
 

4. 學生強烈表示關心本地新聞學生強烈表示關心本地新聞學生強烈表示關心本地新聞學生強烈表示關心本地新聞，，，，高於對內地新聞的關注高於對內地新聞的關注高於對內地新聞的關注高於對內地新聞的關注 

在調查中，大部份中學生表示自己關心本地和內地的新聞。值得研究的是中學生
會關心哪些類型的新聞。從本社另外一個以中學生為主的《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
選舉》報告反映，近幾年首幾位的「十大新聞」都是以娛樂新聞為主。針對這種
現象，倘若學校師生能善用這類型的新聞，培養學生關注這些新聞背後所帶出的
道德價值判斷、公民責任及國民身份認同，並透過具前瞻性的時事情境規劃學習，
例如香港回歸十周年探究活動、北京奧運與我、活現本港東亞運動會東道主等主
題學習，都較有效培養中學生關心時事、社會、民生方面的問題。另外，既然大
部份中學生表示自己關心本地和內地的新聞，本社計劃在本年的《全港中學生十
大新聞選舉》加入內地新聞評選，嘗試探討中學生對內地新聞的關注焦點為何。 

 
5. 中學生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差別中學生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差別中學生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差別中學生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差別 

中學生普遍會根據不同的性格特徵去判別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分別。例如，他們會
認為香港人較中國人開放、著重個人、追求自由、民主等一些較為現代的觀念；
相反，他們會認為中國人一般比香港人思想守舊、傳統等。這些觀念可能是受訪
者在評分時對「中國人」的理解等同於「內地人」，他們多從回鄉探親及旅遊的
過程中接觸內地人，或從成長過程中接觸的傳媒報導、自由行旅客、各方面對傳
統中國人的描畫等過程認識「中國人」的概念，以致對中國人的性格有所定型所
致。隨著國家快速發展，各省市地域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上都有更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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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我們應對近年中國人思維的活躍與多元變化，作進一步的認識與探究，以
防定型了的「中國人」概念對中港兩地的交流和發展造成阻礙。為了促進日後日
益增加的中港交流和共融，這些觀念仍有需要改變，使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開闊自
己的眼界。 

 
6. 中學生對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不進反退中學生對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不進反退中學生對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不進反退中學生對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不進反退 

根據五年的調查結果趨勢，更多中學生表示自己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普遍受訪者不會主動探究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為了有效培育更多參與一國兩制
的治港人才，政府、學校及教育當局宜加強公民和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啟導學生
對國家及香港社會作承擔和貢獻的反思與學習。 
 

7. 內地出生的中學生對中內地出生的中學生對中內地出生的中學生對中內地出生的中學生對中國人的認同比香港出生的學生強國人的認同比香港出生的學生強國人的認同比香港出生的學生強國人的認同比香港出生的學生強 

綜觀五年的調查結果，內地出生的中學生比香港出生的學生更愛中國和認同自己
是中國人，這可能和他們曾在內地生活有關。對一個地方的認識愈多，愈容易建
立起對該地方的認同感。因此，若要提昇香港學生對中國的認同感，應該提供更
多讓香港學生接觸和認識內地的渠道和機會。 
 

8.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生生生生對對對對「「「「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的形象的形象的形象的形象漸趨正面漸趨正面漸趨正面漸趨正面 

總括四年來中學生認為適合形容「中國人」的詞彙中，中學生對於中國人在「個
性」、「文化價值」和「公民素質」這三方面的特徵評分皆有上升的趨勢。這反
映中學生已從中港日益交往頻繁的社會氣氛中，以往對「中國人」的刻板形象逐
漸得到改變，慢慢建立起一個較正面的形象。 

 

五、建議 
就著這些結論，我們有下列的建議： 
 

1. 公民的國民認同及社會參與公民的國民認同及社會參與公民的國民認同及社會參與公民的國民認同及社會參與 
香港回歸已邁向十周年。作為新一代的我們，要認識自身的價值取向和身份認同。
調查報告反映本港學生對自己的香港身份認同感略有下降，對中國人的認同感有
所上升，那是令人既喜且憂的現象。本社認為身為中國人的香港居民，應對自己
作為香港人及中國人而自豪，兩者應互為一體，沒有排斥與衝突。香港身份認同
感略有下降的原因值得大家思考探究，期望這是短暫的現象。本社建議政府當局
就如何提升中學生對本港公民的承擔與責任、國民意識及身份認同作更多的探究
與投入。 

 
2. 鼓勵推進時事性的國民教育學習鼓勵推進時事性的國民教育學習鼓勵推進時事性的國民教育學習鼓勵推進時事性的國民教育學習 

本社認為國民身份認同應從認同自己開始逐漸推進至家庭、學校、社區、城市以
及國家層面。由於本港回歸祖國才十周年，學生對國家的認識相對較弱，因此社
會宜靈活地推行國民教育，以加強本港市民尤其是新一代對國家的認識。例如透
過回歸十周年探究、北京奧運探索等時事熱門話題作深層次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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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的思考提高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的思考提高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的思考提高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的思考 

學生方面，應廣泛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主動關心社會民生、政治方面為主題的
新聞，培養個人的時事觸覺，選擇多元類型的新聞，以便從閱讀新聞中反思自己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倘若條件許可，可多到內地實地考察，以獲得更多第一手資
料。學生亦可透過參與坊間的非政府組織之活動，在學校以外的渠道中得到不同
的啟發。 

 
4. 學校在提高學生思考國民身份的角色學校在提高學生思考國民身份的角色學校在提高學生思考國民身份的角色學校在提高學生思考國民身份的角色 

學校方面，宜透過不同渠道推廣國民教育。除了公民課外，學校亦可考慮設立公
民教育組，在學生的課堂上或課堂後更有效地推廣公民教育，使學生不單止在有
限時間內短暫反思自己的國民身份問題，更能從不同的活動或工作坊中，如中港
交流、尋根之旅中，尋找及反思自己的國民身份，增強與內地出生的學生之溝通
及交流，減少兩者之間的差異，增強共融，更能凝聚社會。 

 
5. 政府在提高社會人士思考國民身份的角色政府在提高社會人士思考國民身份的角色政府在提高社會人士思考國民身份的角色政府在提高社會人士思考國民身份的角色 

政府宜有系統和長遠規劃，從教育制度和社區層面著手，引導市民對國民身份認
同事宜多加思考。政府宜從長遠發展的角度著眼，提升市民對公民責任的認知及
國民身份認同，培育既能了解國情，立根一國兩制，又能根據基本法為本港發展
作出貢獻的人才。 

 
6. 機構協作機構協作機構協作機構協作 

欲促進本港市民（包括學生）就國民身份認同問題作更深入的思考，跨領域及機
構的協作互動非常重要。加入通識教育科的新課程有利於推行國民身份認同。為
使非政府組織能更有效推行多元化的國民教育，政府可為坊間機構提供撥款資助
或提供場地使用，更有組織規劃地為學生推行有效而多元化的國民教育。學校亦
可與坊間的機構合作，集合兩者的資源，發展優勢，使國民教育更能有效地推行。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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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樣本資料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性 1716 45.1 45.1 45.1 
女性 2092 54.9 54.9 100.0 

有
效
的 
  
  

總和 
3808 100.0 100.0  

 
初中初中初中初中／／／／高中分佈高中分佈高中分佈高中分佈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初中 2133 56.0 56.0 56.0 
高中 1675 44.0 44.0 100.0 

有
效
的 
  
  

總和 
3808 100.0 100.0  

 
出生地點分佈出生地點分佈出生地點分佈出生地點分佈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香港 2868 75.3 75.3 75.3 
中國內地 857 22.5 22.5 97.8 
澳門 9 0.2 0.2 98.1 
台灣 6 0.2 0.2 98.2 
中港澳台以
外地區 

68 1.8 1.8 100.0 

有
效
的 
  
  
  
  
  

總和 
3808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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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調查問卷 
 

學友社通識教育部 
中學生國民認同調查 

非常感謝 閣下為本部填寫本問卷，完成問卷後請交回負責老師／同學。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年齡：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_                        （□文 □理 □商）（中一至中三不適用） 

 

住屋類型： 

□私人單位（需與其它住客共用設施，如洗手間） □私人單位（不需共用設施） 

□公共屋邨 □居屋 □獨立樓房 □政府／公司宿舍 

 

出生地：□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台灣 □中港澳台以外地區 

 

居港年期：________年(未滿一年當一年計)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評分題評分題評分題評分題（（（（一一一一）））） 

（請圈出你對下列句子的認同程度，１分為最不贊同，６分為最贊同） 

 最不贊同 ＜───────────────────＞ 最贊同 

1.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1 2 3 4 5 6 

2. 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感到高興。 1 2 3 4 5 6 

3. 我認為我愛中國。 1 2 3 4 5 6 

4. 我很少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1 2 3 4 5 6 

5. 我因香港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1 2 3 4 5 6 

6.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1 2 3 4 5 6 

7. 我認為我愛香港。 1 2 3 4 5 6 

8. 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明顯分別。 1 2 3 4 5 6 

9.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1 2 3 4 5 6 

10.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1 2 3 4 5 6 

11.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1 2 3 4 5 6 

12. 我曾就身份認同問題與別人爭辯。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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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評分題評分題評分題評分題（（（（二二二二）））） 

以下表所列的詞彙形容「中國人」及「香港人」，你認為為是否合適？ 

1 分最不合適，6 分最合適，請在表中填上合適分數。 

 

特徵  中國人 香港人 

1. 聰明   

2. 開放   

3. 有禮貌   

4. 穩重   

5. 追求民主   

6. 有學養   

7. 上進   

8. 強調廉潔   

9. 著重集體   

10. 開朗   

11. 追求自由   

12. 傳統   

13. 勤奮   

14. 著重個人   

15. 追求平等   

 
 

～問卷完，多謝幫忙～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協辦學校及參加學校名單協辦學校及參加學校名單協辦學校及參加學校名單協辦學校及參加學校名單 
 
 
特別鳴謝(協辦學校)：（按筆劃排序） 
香港培道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參加學校名單：（按筆劃排序）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元朗裘錦秋中學 

天主教南華中學 

可道中學 

佛教志蓮中學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拔萃女書院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金文泰中學 

長洲官立中學 

青年會書院 

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保良局百週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唐乃勤中學 

保祿六世書院 

南屯門官立中學 

英華書院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香港培道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粉嶺官立中學 

高雷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梁式芝書院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獅子會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聖馬可中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漢華中學 

廠商會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慕光英文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藍田聖保祿中學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