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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认同是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社会稳定、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力量。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于其特殊的殖民历史、特殊

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地位，当地民众形成了特殊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近年来，

香港民众与内地不断发生冲突事件，方式越来越激烈，影响越来越大，有调查显

示，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连年下降，如今已降至历史最低，香港民众正面临着

国家认同的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特殊的政治认同使然还是文化

归属的影响？本研究旨在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

2012 年的数据，通过比较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对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影响差

异，以期找出香港民众国家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实证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

上，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影响香港民众国家认同的重

要因素。其中，香港民众对香港民主的评价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都与港人的国家

认同密切相关；文化认同中作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和集体主义价值观都对香港民

众的国家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政治认同对香港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力比文化认

同的影响力小。 

关键词：国家认同；香港民众；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后殖民主义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ntegrating social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social cohesion. It’s also an important spiritual force to keep the society 

and the state stabl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national identity.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xperienced a 

colonization history as long as 150 years. It has its own special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modern culture of the west. Its 

political system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main land. Since its retur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has granted Hong Ko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under the 

assuran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recent year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happens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in a intenser and 

intenser way, which has increasing influence.Some researches show that more and 

more Hong Kong people don’t think they are Chinese but only Hong Kongers. They 

are facing a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So why don’t they regard themselves Chinese? 

This study uses Asian Barometer Survey of 2012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have on Hong Kong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We hope to explore whether political identity has more influence on Hong 

Kongers’ national identity than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mpirical data, we find that firstly, Hong Kong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is at a moderate level and it is not influencced only by one factor.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both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Hong Kongers’ 

national identity.Their assessment on democracy of Hong Kong and that whether they 

tru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much influence on Hong Kongers’national 

identity.As part of cultural identity,the pride of being a Hong Kong people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 has greater influence on Hong Kongers’ 

national identity than political identity does.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Hong Kong people;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Post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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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1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亨廷顿说“国家特性/国民身份（national identity）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

现象。”
①
从全球的大时代背景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国家之

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日益增强，人们相互

之间交融密切，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凝聚力较之前而言受到一

定程度的削弱。全球化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的全球合作，还有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

碰撞，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各种价值观念无时无刻不在

地球村的简易平台上相互交织、碰撞和相互影响。 

在国家认同成为一个全球化危机之时代，香港，中国的这个特别行政区，面

临着同样的挑战。香港在回归祖国之后，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保障和《基本法》

的法律保障下，经济保持稳定繁荣发展，自实施 CEPA 以来，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的增速幅度大大提高。从 2004 年到 2010 年间的每年增长速度都达 6%以上，比

同期的韩国和台湾等地都高。另一方面，香港自回归后的经济规模也明显扩大了，

从 1997 年到 2010 年的生产总值的增幅达到了 28%，一些主要行业的收益率也有

大幅提升。与此同时，香港的人均 GDP 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②
但是，在经济保持

良好的发展势头的同时，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在不断下降，据香港中文大学传

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对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进行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香港民

众对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在逐年下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从 1997

年的 32.5%降到 2014 年的 8.8%，降到历史最低
③
，详情参见表一： 

表一：你觉得你是什么人？ 

                                                           
①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 年版，

P12。 
②
数据来源于香港统计年刊。 

③
 数据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调查结果（新闻稿）》，2014 

年 11 月，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press Relsase_20141110_Identi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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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调查结果（新闻稿）》，2014

年 11 月，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press Relsase_20141110_Identig.pdf。 

 

事实上，香港自回归后，与政府、内地民众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总体来看，

回归后香港爆发的与中央政府及内地民众的冲突事件，其起因主要表现在一下几

个方面：一、以“民主”、“普选”、“自由”、“人权”为口号，以中央政府

和特区政府为对象的冲突事件。自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就

在 2003 年、2004 年、2005 年、2007 年、2010 年直至 2014 年多次发生规模大、

影响大的民众游行运动，提出香港全民普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号召加快民主发

展步伐，向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施压；香港回归后，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了规

模宏大的以反对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而举行的游行，他们之所以会抵制“23 条立

法”，是因为他们认为“23 条”会影响香港的自由与人权，影响传媒与言论自

由；二、以保卫香港文化独立性为目的反抗运动。香港民众非常反对政府推行的

在香港学校设立旨在建立国家自豪感和中国归属感的新课程，认为这样做会对青

少年灌输不良的政治倾向，消解他们的固有观念；三、出于对香港自身资源的焦

虑而形成的针对大陆公众的反抗运动。港人认为内地“土豪”到港购楼，抢购奶

粉等事件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如交通堵塞、大声喧哗、哄抢货物等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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