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导论院不再是野经济动物冶
的香港人钥

回归 20 年来袁中国香港在经济意义上与内地

的融合程度已经相当地高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院
野香港尧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冶袁也有学者

认为香港和内地早已形成了野经济国族冶[1]遥 但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袁经济融合并不代表社会政治融合袁
而与后者有关的更多是身份认同或国家认同问

题遥 近年来袁香港内部发生的诸多事件与政治争议

所显现出来的是香港人尤其是新一代香港人国家

认同的问题依旧复杂袁 甚至有人认为尽管已经完

成主权的回归袁但香港野人心的回归冶依然任重道

远[2]遥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袁 香港长期以来被视

为一个野去政治化冶的野经济城市冶[3]袁而在很多政治

与社会学者眼里袁香港人是属于一种野经济动物冶袁
他们不关心甚至惧怕政治[4]袁奉行个体化以及强调

小家庭而非社区的利益[5]遥 然而袁随着 80 或 90 后

逐渐在香港社会尧经济尧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袁人
们发现香港人野经济动物冶的特性已悄然褪色遥 在

对比了中国香港与台湾两个地区的认同构建之后袁
马尔特窑凯丁渊Malte Kaeding冤认为袁所谓香港的野政
治冷感的神话冶渊myth of political apathy冤 在代际更

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与展望：
基于港台海外学术成果的分析

郝诗楠

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袁上海 200083冤

摘 要院纵观港台海外学术研究中关于香港人国家认同问题的代表性著述袁学者大都认为香港人对

国家的认同具有两大特性遥一是双重性袁即香港人对于政权意义以及文化/族群意义上的野中国冶在认同上

存在差异曰二是功利性袁即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更多地受到工具主义思维的影响袁也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遥
究其原因袁学者们认为教育内容尧内地-香港的跨境经验以及政治制度与本土意识的复杂交互作用对于

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遥 在综合港台海外文献观点的基础上袁我们认为增加香港人尤其香

港青年人的跨境经验是提升国家认同的主要路径曰改进香港的国民教育以及中国历史教育是提升国家认

同的重要基础曰香港本土认同可以通过野创造性转化冶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有利资源曰最后袁为了提升香港

人的国家认同袁除了需要消弭激进本土主义的社会土壤以及加强国民教育袁更应努力在香港构建起一套

向心型的政治体制遥
关键词院香港人曰国家认同曰海外学术曰跨境经验曰本土认同

中图分类号院D 676.6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9冤01-0037-08

收稿日期：2018-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野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相互支持关系研究冶渊18CZZ040冤
作者简介：郝诗楠袁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尧硕士生导师袁兼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各国议会渊政

党冤研究中心秘书长袁主要从事港台地区政治尧比较政治学研究遥

第 36 卷 第 1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6 晕燥援1
圆园19 年 1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Jan援 圆园19



替中逐渐破灭[6]遥 香港浸会大学赵崇明博士详细总

结了香港社会逐渐显现出的代际差异渊见表 1冤遥

表 1 香港的代际差异[7]

总体而言袁 港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已经逐渐与

以往人们对野香港人冶的刻板形象愈行愈远遥 一方

面袁他们似乎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罗纳德窑英格哈特

渊Ronald Inglehart冤所言已经进入了后现代阶段袁更
加 强 调 后 物 质 主 义 价 值 观 渊Post -materialist
values冤袁比如自我表达尧特定群体的权利以及政治

参与[8]遥 陈奕廷指出袁在这些运动中袁青年一代展示

了与前辈们在社会运动组织尧 策略与表达等方面

的差异[9]遥 而在另一方面袁港人与祖国之间模糊且

复杂的情感联系使得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也呈现

出了新的样式遥
在这里袁 我们主要选取的是中国港台地区及

国外的学者以中文或英文所撰写的关于香港人国

家认同的学术文献袁 此外也间或会涉及一些内地

学者在海外发表的研究文献来进行分析和评述袁
勾勒出香港人国家认同的野图式冶和特征袁并在此

基础上袁 分析出塑造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因素及如

何提升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展望遥

二尧香港人国家认同的两大特点

国家认同一词具有多重面向袁 它既可以指代

对于国族的认同渊national identity冤袁也可以和公民

权 渊citizenship冤 或政权意义上的 野爱国主义冶
渊patriotism冤紧密相连遥 这种语义上的多重性在香

港人国家认同的现实图式中也有着显著的体现遥
比如马瑞林窑布鲁尔渊Marilynn B. Brewer冤在其论文

叶多重认同与认同转变院对香港的影响曳中指出袁香
港人在国家认同方面具有双重性渊duality冤袁他认为

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香港 -中国人身份认同 渊a
unique Hong Kong-Chinese identity冤袁 其中香港人

的身份与文化或族群意义上的中国人身份之间存

在着张力袁 同时这种身份认同也在社会中构建出

一种对于同化与保留独特性之间的野极化态度冶[10]遥
总体而言袁综合学者的各类论述袁我们可以把

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归结为以下两大特性遥

渊一冤国家认同的双重性

根据布鲁尔的研究袁在族群/文化意义上袁香港

人对于野中国冶的认同并不存在困难[10]曰但在政治或

公民权意义上港人对于 野中国冶 的态度就比较矛

盾遥 比如袁香港人常常明确区分国族渊中华民族冤与
政权渊中华人民共和国冤的身份认同遥 香港学者庄

璟珉认为袁香港人对于野文化中国冶具有野细水长

流冶的认同袁未曾间断 [11]渊P12冤袁而相比之下大多数

港人在政权或公民权意义上更愿意自称 野香港

人冶遥 卡洛林窑卡迪尔渊Carolyn Cartier冤在香港中文

大学主办的 叶中国评论曳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叶文化与城市院 香港 1997-2007曳渊Culture and the
City: Hong Kong, 1997-2007冤的文章遥在该文中袁作
者指出袁香港人包括最新的野00 后冶一代更习惯于

从本地语境中寻求身份认同[12]遥王衡在其论文中指

出院与其长辈相比袁年轻的新一代港人与中央政府

渊即政权意义上的野中国冶冤存在更深的心理隔阂[13]遥
关于这一点袁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香港中文大学

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所做的 野香港人的身份与国

家认同冶系列民意调查的结果中得到印证遥 根据该

中心 2014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袁回归以来香港人受

访者对政权意义上的野中国标记冶抗拒的程度要高

于文化意义上的野中国标记冶[14]遥
相较而言袁 香港人很难否认 渊至少是公开否

认冤自己是野中国人冶或野华人冶遥 例如袁香港著名的

社会学家刘兆佳教授曾在其叶香港人的政治心态曳
一书中指出袁即使那些认同野香港人冶身份的人也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荣袁他们不仅认为收回中国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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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是中国人的野神圣使命冶袁而且也认同中国人

的勤奋刻苦以及中国的山河壮丽[15]渊P91-93冤遥 但这

种承认多是文化意义上的袁不少香港人对于野中国

人冶的认知并未完全包容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冶
的身份袁至少对后者的态度存在暧昧遥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袁 这种在公民身份

或政权意义上野中国人冶认同的模糊性已经逐渐开

始反过来影响到许多香港人对于族群/文化意义上

野中国人冶的认同遥 换句话说袁对于中国渊中央冤政府

的疏离甚至是不信任已经影响到了部分香港人对

于野中华民族冶或野中国人冶身份的认同譹訛遥

渊二冤国家认同呈现出一定的野功利性冶
在通常情况下袁 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应当更

多是基于情感渊sentimental冤且是无条件的遥 然而袁
一些海外的研究者指出袁香港本地青年对于野公民

权冶或野爱国主义冶等概念的认知袁更多呈现出的是

工具主义 渊instrumentalism冤 [16] 甚至是自由主义

渊liberal冤[17]遥 这是因为不少香港人常常从功利的角

度出发来思考个人与国家尧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

系遥 比如香港大学教授关品方就曾在香港叶明报曳
上谈及内地香港两地关系时将其视为一种利益关

系遥 内地之所以不是香港的野敌人冶袁是因为香港未

来的野出路冶在内地袁野我们不能挖自己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墙角冶[18]遥
这种功利性思想和功利性思维影响港人稳固

的国家认同遥 香港大学的郑宏泰尧黄绍伦两位学者

在香港叶二十一世纪曳杂志刊文认为袁香港人常常

在身份认同上野左摇右摆冶袁在心理和认知上野模棱

两可冶[19]遥即是说袁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会随某些大环

境的变化尧政治社会事件的发生等不断波动遥 前述

刘兆佳教授的实证研究数据也显示袁 回归以前香

港人选择野香港人冶或野中国人冶为主要身份的相对

比例就不大稳定袁 这是因为受到中国香港与内地

发生的一些事件所影响[15]渊P87冤遥 例如袁香港大学民

意研究计划的民调显示袁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是香港人对国家认同程度最高的时段袁 当时认为

自己是野中国人冶或野香港的中国人冶的港人受访者

比例高达 51.9%袁因为奥运会在中国的举办激发出

了很多香港人的国家自豪感曰 而在经历过以非法

野占中冶为代表的系列政治事件之后的 2015 年袁认
为自己是野中国人冶或野香港的中国人冶的港人受访

者比例却下降了[20]遥 保罗窑莫里斯渊Paul Morris冤和
爱德华窑威克斯渊Edward Vickers冤的论文叶香港的学

校教育尧政治与认同构建曳渊Sch-ooling,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Hong Kong冤 在考察

2012 年野国民教育冶风波的过程中发现袁当本地港

人认为 野所有好职位和平台都给予了内地人冶袁带
有较强的功利视角时袁 他们中间便会产生强烈的

反对情绪[21]遥

三尧塑造香港人国家认同
的因素分析

在本节中袁我们主要结合相关学者的论述袁考
察教育尧 跨境经验以及本土认同与政治因素的复

杂交互作用这三方面的因素对香港人国家认同的

影响遥

渊一冤教育的重要性院内容而非程度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袁 在香港社会受教育

程度越高的人对政治上的国家认同度越低袁 这也

许更多地和香港学校的教育内容而非受教育的程

度有关遥 一方面由于港英政府时期为了防止中国

民族主义对英国统治者的威胁袁 从历史教育着手

淡化民族认同感袁 致使中国历史教育在香港大中

院校长期缺失遥 回归以前袁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的

内容止于近代史袁 基本阻滞了香港学生了解当代

中国最新发展的信息通道遥 另一方面袁在香港学校

的课程中野中国人冶的认同也是空心化的遥 已故的

香港教育学院前副院长陆鸿基教授在其一篇早期

的研究论文中指出袁 香港学生在学校里的确被教

育自己是野中国人冶渊Chinese冤袁但这仅仅是一个种

族甚至只是十分抽象的概念灌输袁 和中国当下的

现实没有任何联系[22]遥
这种状况在回归后并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遥

据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罗永华教授对回归之初全港

40 个学科共 100 份教学大纲的研究显示袁 香港各

级学校里关于野国家冶的内容强调的均是族群/文化

意义上的野中国冶[23]遥 与之相呼应袁两位来自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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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学者对于香港中小学野社会科冶教科书课文的

研究也显示袁野无论中小学之社会教科书皆深耕

耶文化中国爷的课程袁对耶政治中国爷的议题则刻意

隐没冶遥 这两位作者还举例说明道袁在香港中小学

野社会科冶教科书中袁野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

史事袁多持简约平实的基调袁似乎在与中国共产党

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适度距离冶[24]遥
上述关于教育的研究所反映出的一个更为根

本的问题要要要即所谓的野去殖民化冶过程在香港回

归后并未有实质性的启动遥 关于这点袁香港立法会

前主席范徐丽泰女士曾有一段生动的论述院
英国政府噎噎让我们香港人必须认同英

国袁所以每一个政府部门尧每一个官立学校都

会有英女皇的照片遥 我们回归以后袁这些照片

拿走了袁没有东西代替遥 回归之后的五年一直

都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遥 [25]

当然袁香港基础教育系统还存在着野人冶的问

题遥 比如保罗窑莫里斯在与同事的一份研究中就指

出院 香港中小学的许多相关课程的教师都很少有

野国家冶的概念袁他们没法用自己的实际经历来增

进学生的国家认同[26]遥 另外袁有不少教师并不认为

国家认同或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遥 一份

对香港中学野政府与公共事务冶课程任课教师的调

查研究显示袁许多教师希望以一种更为野批判性冶
或所谓野理性客观冶的方式来对待学校的国家认同

与爱国主义教育[27]遥 当然更令人震惊的是袁许多承

担中国历史或其他相关科目课程的教师本身就有

很强的野反国家冶情绪遥

渊二冤跨境经验的影响

在香港的案例中袁我们还可以发现香港-内地

之间的跨境经验渊Trans-border/Cross-border exper-
ience冤显著地影响着港人的国家认同遥

自回归以来袁内地与香港之间在野一国两制冶
的安排下依旧维持着边境管控措施遥 但是袁内地人

员前往香港的手续变得日益简便袁 而特区政府也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各类交流计划袁 这些

都促进了两地人员的交往与交流遥 庄璟珉指出袁为
了推动国家认同教育在学校扎根袁 除了增加相关

课程之外袁 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被鼓励前往内

地参与交流活动[11]渊P9-10冤遥
不过袁 这种相对短期的交流和一般意义上的

野跨境经验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袁后者指的是香港

人与内地渊人冤之间具有长期性且较为深入的交流

或交往行为遥 有研究显示袁不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

以后袁 两地之间的跨境交往的驱动力多来自民间

的自发动力渊bottom-up force冤袁当然这种动力的来

源是不平衡的袁 其主要源自经济与商业的交往需

要遥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沈建法教授在瑞典人类学

与地理学会会刊叶人文地理曳渊Geografiska Annaler冤
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袁 除了做生意的商

人之外袁香港人中最频繁往来内地的是经理尧行政

主管以及专业人士袁 当然还有不少港人在内地置

产以便在退休或假期返回居住[28]遥
应当说袁 跨境经验与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遥香港学者陈志杰渊Chan
Chi Kit冤对此进行了一系列量化的统计分析遥 陈志

杰的研究指出院 以国家认同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袁相比于其他自变量袁跨境经验

的回归系数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袁 而且它的

值也相当高遥 简言之袁长期来往于两地且有更多内

地居住尧旅行等经验的香港人对国家在政治尧文化

上的认同度更高袁对于国家的抵触情绪也越低[29]遥
该研究发现提示我们袁 在当下年轻一代香港

人缺乏与内地之间的情感性与社会性联系的背景

下袁 跨境经验对于提升国家认同方面具有相当的

重要性遥 可以说袁年长一辈的香港人中很多都是来

自内地的移民或有内地的亲属遥 正如刘兆佳教授

所言袁野尽管港人与内地人在 1997 年之前没有共

同的政治命运袁 但仍然有着浓厚的手足之情冶[15]

渊P86冤袁 他们对于内地甚至是国家的情感并不需要

频繁的跨境经验来维持遥 而新一代香港人则缺乏

这种情感与社会网络袁 因此对于国家的认识和认

同就需要诸如就学尧就业尧经商等密集尧持续的跨

境互动来构建或维持遥 在这方面袁与香港毗邻的广

东省可谓具备天然的优势遥 一方面袁来往内地的香

港人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原因袁 更愿意在广东

工作尧生活曰另一方面袁广东人也时常收看尧收听香

港的广播电视节目袁对于香港的社会文化也有诸多

了解[3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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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本土认同与政治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

本土认同与政治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同样塑

造着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遥 学者们大都认为香港存

在着一种独特的野香港人冶渊Hong Kongers冤身份认

同遥 这种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相当复杂袁这与香港

在战后尤其是 1949 年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袁也
与中国内地长期区隔的历史相联系遥

本土认同是对香港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尧 共同

记忆与集体意识的反映遥 在一些学者看来袁正是这

样的认同让许多港人认识到自己与野内地人冶或更

广泛意义上的野中国人冶的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区

别[3]遥这种认同在回归之后并未有多大的改变[31]袁甚
至如香港大学阎小骏副教授所言袁 回归后的集体

经历还在不断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里增加新的内

容和凝聚力[32]遥当然袁这种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野互
斥冶遥 正如前文所言袁长期以来香港人都持有双重

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袁 而一直存在于香港社会中对

于野本土尧主体问题冶的讨论袁目标也并不是要排斥

中国遥
不过近年来袁 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便是香

港人的国家认同与本土认同之间出现了 野此消彼

长冶的现象要要要伴随着对于野香港人冶身份认同的

上升袁人们对于野中国人冶的认同则相应下降袁甚至

两种认同之间还出现了深刻的对立[33]遥这种现象已

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现象袁 它很大程度上是由政

治因素所塑造的遥 在这里袁政治因素主要指的是香

港极化的政治格局遥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袁极化一方

面体现在香港政坛明晰的野建制-泛民冶阵营的划

分袁另一方面也表现在香港依旧存在着怀疑尧不认

同甚至试图要改变野一国两制冶原则以及叶基本法曳
体制的政党与团体上遥 在这个问题上袁刘兆佳教授

在一次专访中的思考颇有见地院
他们渊反对派要要要引者注冤视中央政府为

对手袁集中力量向其施压袁同时与建制派争夺

权力袁形成尖锐对立遥 基本立场南辕北辙袁使
香港不同的政治势力难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

框架中共存袁 香港社会各界在回归后没有形

成一个野政治命运共同体冶袁以致政治冲突连

续不断遥 [34]

香港的政治极化源自香港政党制度的碎片化

及其带来的政党策略的激进化遥 香港中文大学马

岳副教授的实证研究显示袁 香港 渊立法会议员选

举冤 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进一步激发了政党制

度的碎片化袁 甚至还造成某些政党内部的分裂[35]袁
这使得某些政党和政客的民意基础非常狭窄 渊见
表 2 的示例冤[36]遥在这样的背景下袁每个政党都缺乏

迎合中间选民的动力袁相反袁它们只瞄准自己所能

争取的野关键少数冶遥 比如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

意调查研究显示袁在 2007-2008 年野政改争议冶中袁
香港市民的民意总体上是理性温和的袁 大多数民

众都支持政府野循序渐进冶的政改方案袁不认同野泛
民冶随意否决方案的做法遥 然而袁这并未让各个野反
对派冶政党有所收敛袁一些激进的政党仍旧坚持发

动所谓野五区总辞冶遥
综上袁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袁香港形成的是

一种萨托利渊Giovanni Sartori冤所言的极化多党制

渊polarized party system冤[37]遥 它一方面表现为政党内

部(intra-party)同质性的增加袁而另一方面则是政

党之间(inter-party)异质性的大幅提升遥 在香港袁这
种政党制度不仅无法压缩反体制政党与团体的行

动空间袁 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鼓励这些团

体通过操弄本土认同等议题进而削弱基础政治共

识袁甚至出现萨托利所言的那种野政治光谱两端的

政党同时反对政党冶的荒谬情形遥

表 2 新一届渊2016 年当选冤香港立法会分区直选

最低票当选者的选民基础

* 选民基础=得票率 x 投票率

四尧提升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展望

在综合海外文献观点的基础上袁 我们发现香

港人对于国家认同的程度相较于他们上一辈来说

选区
最低票当选者

渊名单冤
最低票当选者

的得票率
本选区投票率 选民基础 *

香港岛 陈淑庄尧郑达鸿 9.4% 60.74% 5.7%
九龙西 游惠贞譺訛 7.4% 58.13% 4.3%
九龙东 谭文豪尧梁家杰 13.8% 55.98% 7.7%
新界西 何君尧 5.9% 56.43% 3.3%
新界东 梁国雄 6.1% 60.2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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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得低曰而在香港人当中袁对国家认同最低的群

体是那些受过一定教育但没有什么跨境经验甚至

没有去过内地的青年人遥 这些青年人对于国家的

认知受到香港某些政客和特定媒体的塑造袁 也缺

乏他们上一辈所特有的尧对于中国内地的野乡愁冶
想象遥 因此国家对于他们来说不论从空间尧时间还

是心理等方面来看都很遥远遥 持平而论袁对国家认

同低不一定必然等同于野港独冶曰但是袁国家认同的

真空很容易让野港独冶等思潮趁虚而入遥
因此袁结合上述的分析与评述袁我们在香港人

的国家认同提升方面可以得出四点展望遥
首先袁 增加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人的跨境

经验是提升国家认同的主要路径遥 以往中央的对

港统战工作专注于中上层人士袁 这在取得重大成

功的同时也忽视了与中下层人士尤其是普通港人

的互动袁造成了野真空冶遥 因此袁为了提升香港人的

国家认同袁应当逐步将两地的互动交往野下沉冶袁尤
其是增加普通市民与青年人的跨境工作与学习经

验遥 一言蔽之袁只有让所有民众都对祖国有实际的

野参与感冶袁祖国才会有广泛的野存在感冶遥 在这方

面袁内地的广东省可以发挥首要作用曰而建设中的

粤港澳大湾区则更是一个提升香港人跨境经验的

重要平台遥
其次袁 改进香港的国民教育以及中国历史教

育是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遥 香港本地长期以

来国民教育以及中国历史教育方面的缺失进一步

削弱了香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遥 2017 年 7 月 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中明确指出香港野对国家历史尧民族文化的教育宣

传有待加强冶遥 而在之前的野国民教育风波冶中袁不
难看出香港人也并不是反对国民教育本身袁 而是

对国民教育的内容有所要求[11]渊P20冤遥 因此袁改革香

港的国民教育尧 增加中国历史等科目还是具备必

要性与可行性的遥
第三袁香港本土认同可以通过野创造性转化冶

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有利资源遥 这里袁野创造性转

化冶的第一步便是做实野中国香港冶与野中国香港

人冶的身份遥 这一身份建构的关键在于重新在历史

与政治叙事中强调香港尧野香港人冶在中国与野中国

人冶当中的重要位置袁积极将香港人长期所拥有的

野优越感冶引导至为国家前途与民族复兴的担责上

来袁以此重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野共同性冶以对抗

野港独冶等族群主义叙事者对于两地差异的过度夸

大遥
最后袁国家认同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袁因

此最终有赖于香港本地的政治体制改革遥 当下香

港政治体制的症结不在野民主冶与否袁而是在其基

础性的制度机制上遥 因此袁为了提升香港人的国家

认同袁 除了需要消弭激进本土主义的社会土壤以

及加强国民教育袁 更应努力在香港构建起一套向

心型的政治体制遥
总而言之袁 国家认同对于新时代香港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袁 只有真

正认同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袁 方能如党的十九大报

告所言那样袁让包括香港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野共
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尧 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

大荣光冶遥

注院
譹訛 当然袁这也与部分民意调查的提问方式让受访者将两

种意义上的野中国冶混淆有关遥 例如袁很多民意调查在

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是野中国人冶时并未对野中国

人冶的内涵进行解释袁而这种混淆有的时候是刻意为

之遥
譺訛 后因野辱国宣誓冶被判定剥夺立法会议员资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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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People爷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ospects on This Issue:
Based on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Overseas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O Shi-n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overseas academia on the issues of Hong Kong people爷s national

identity, most overseas scholars believe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eople爷s national identity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One is
dualism that highlights differences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eople爷s national identity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thnic)
sense. Another is utilitarianism, which means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is more influenced by
instrumentalist thinking and there is some volatility. The reason, scholars believe, is that education, cross -border
experienc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system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hap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eople. Based on the
overseas literature, we believe that increasing the cross-border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is essential to enhanc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mproving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in Hong Kong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hancing Hong Kong people爷s national identity. Hong Kong爷s local
identity can be 野creatively transformed冶 into a favorable resource for building its national identity. Finall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people, apart from removing the breeding ground for radical localism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educ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uild a centripetal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Hong Kong people; national identity; overseas academics; cross-border experience; local identity

[36] 香港 2016 年立法会选举[EB/OL].http://www.elections.
gov.hk/legco2016/. 2016-07-29.

[37] 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 商务

印书馆, 2006.186-199.

揖责任编辑院周琍铱

窑44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9 年 第 36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