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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especially its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of a country will affect the country’s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Under the premi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ng Kong youth’s national identity,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y, reality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o as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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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现状的成因探析　
张志泉　周闪闪　

南通大学，中国·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

一个国家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的强弱将影响该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一国两制”前提下，对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
同现状进行审思，并从历史、现实及教材层面进行成因分析，探寻提升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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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在有他国语境存在下对自己出生

或世代居住的国家所产生的依恋感与身份感，也是“个人承

认和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政治身份后的归属感，是个人对

所在国家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政治主张特性（包括其合法性和

合理性）的承认和接受，并进而产生归属感”。[1] 国家认同

是个体或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一个国家凝聚的体现。当个

体或群体认同某个国家时，就会忠诚地拥护它并倾其所能为

其奋斗一生。一般而言，当个体出生并世代居住于一个国家

时，其对该国家认同感只有强弱之分而无是否之分。但当其

归属受到阻断，其归属感就会被削弱或受到异化。世代居住

于香港的居民由于曾受英国 100 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

怀抱后，其国家认同或多或少受这一历史进程的弱化与影响，

在别有用心的他国或不良媒体进一步蛊惑下，其国家认同感

就会产生摇摆甚至转向。相关调查表明，香港青少年对自己

是中国人的认同最低点时至 17.5%，而高点时也不超过 50%。

这种低国家认同也就为某些别有用心、企图扰乱与分裂中国

的国家或群体提供了可乘之机。在香港借各种理由掀起一波

又一波的乱港事件。而一次次事件被利用的主体则是香港的

青少年群体。为提升香港青少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感，从历史、

现实及教材视角分析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现状并提出应对措

施尤为必要。

2 历史视角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学者们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历次调查显示，香港青

少年的国家认同状况不容乐观。在对香港民众及青少年的国

家认同感的调查数据来看：2005 年，在问题“请问您觉得你

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还是两者都是”的问题上，自认为“中

国人”的为 31.1%，“两者都是”的有 23.8%。而在 2007 年

的调查中，认同我是中国人仅为 25.3%，认同我是中国的香港

人为 23.3%。（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2008）而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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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人身份与国家认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 18-34 

岁的香港青年中，44.5%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

人”13.1%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也是香港人。”与 1997 年

的调查结果相比，单一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与回归前大体

相近，而“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双重身份认同也未有

多大增加。[2] 究其成因，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

方面。从历史的视角看，自 1841 年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

虽然第一代受殖民的香港居民有过反抗，但是在被殖民的过

程中，香港经过当地居民的辛勤劳动、营造及英国政府基于

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大量的资金投入、

经营与建设，香港逐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渔村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繁华的世界贸易、金融及货物中转中心。身在其中的

居民逐渐淡忘了被殖民的耻辱而适应被殖民的生活，为了赢

得更多利益及迎合香港居民的呼声，英国政府逐渐给予香港

居民越来越多的自决权，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主

人翁意识逐渐地增强。殖民后出生的几代人在英国从教材内

容、公民教育、媒体宣传的刻意的殖民教育下逐渐淡忘了自

己祖先的历史。而在香港回归的 1997 年 7 月 1 日，祖国的大

陆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与香港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用

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一个被富有家庭自小长期收养且过着安

逸优越生活的青年突然被自己的相对贫穷的父母领回有些难

以适应与欣然接受。也就是说香港的回归是国家间基于历史

契约促进的，而不是香港民众、特别是大部分青少年的自愿

选择或强烈期待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众多的香港民众

眼中，内地人是穷人或乡下人，就如中国上海人把外地人都

看成乡下人相似。但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回归后的香

港仍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自决权，回归对香港政治、经济、

文化的持续沿着原有的轨道前进并没有多大影响，反而由于

香港的重要位置及在国际贸易中重要地位，内陆的快速发展

及内陆民众对香港的向往而给香港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香

港人也乐见大陆发展给香港发展带来的实惠。在内陆不干预

香港经济、政治生活及政府运作时，香港与内陆和谐相处。

但中央政府对香港政治、教育的不干预也潜在地酝酿着“一

国两制”下香港向心力的危机，因为当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

的政治与教育时，留存在香港的英国政客及在香港各行政、

教育机构工作的英国人或忠实的拥护者却在暗地里干预、经

营着香港的政治与教育。与此同时，英国相比中国而言，在

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教育、医疗、生活环境上略显优势，

英国借助这种优势通过给予香港某些精英群体一定数量的“居

英权”。而已被英国许诺给予居英权在香港各政府部门、各

领域潜藏的个体或群体也就成为英国在香港的代言人或意志

体现者，想尽办法扰乱香港，使得香港的新生代在这种经营

的潜在的影响下，在归属感上越来越远离祖国的怀抱。同时，

英美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上潜移默化地施加的长期影响，

在“去中国化”、“美化殖民”、“历史扭曲”、“文化对

立”、“制度曲解”等问题上，可以说是问题重重，暗礁潜藏。

可以想象，一个从小就接受着这种教育熏陶长大的香港年轻

人，又怎么会对祖国产生认同感呢？ [3] 又怎么对大陆同胞热

情得起来？而当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一点而试图管控香港的教

育时却受到被英国长期腐化的各种香港青年群体、社团的抵

制而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应让步，因为每

次让步都会助长这些激进极端群体的嚣张气焰，以后会越来

越难以对香港的教育与文化加以管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

通过某种方式了解挑起各种抵制及事端的发起人或发起团体，

在对香港司法及教育进行改革时将这些容易挑起事端的人控

制起来，同时以此净化香港的社会风气与政治环境。

3 现实视角下香港青少年认同现状分析

在任何社会中，青少年群体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主因。

即使在中国内陆，如果一个群体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这一

群体可能成为促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的繁

荣稳定得益于国家对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关照，对于农民群体，

国家出台农田补贴、养老、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村

的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日益提高；对于青年少群体，国家

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在教育、就业、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

方面给予了诸多的关爱与扶持，确保青少年群体不因贫困与

失业而陷入经济与生活的囧境；对于城市居民，各级政府

通过安居房、棚户区改造、积极的就业政策及对因残、因病

致贫群体的关爱使得市民得以安居乐业。这一切确保内陆持

续繁荣与长治久安。而随着内陆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

大批富有群体，这些群体凭借其富足的经济实力不断向中国

一线城市及香港、澳门甚至其他国家移居与渗透，不仅抬高

了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与居民的生活成本，同时也对香港

形成的相应的影响，使得香港在经济收入上处于中下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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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与青少年感受到来自住房、就业及生活成本的压力。在

持续涌入香港的富有内陆人面前，香港本土的居民的优越感

逐渐丧失，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在这种

背景下，香港青少年中酝酿着一股对内陆的怨气与仇视。他

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内陆富有人口众多，而香港又对这些人口

有着不可抗拒诱惑力，这些人的持续涌入对香港本地居民的

生存空间形成持续挤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对香港的

干预不宜从政治层面入手或干预手段不宜过于直接，而应该

通过改善香港居民的生存环境以消除其抵制情绪，通过对极

端青少年社团及群体的依法管制、加强香港青少年与内陆青

少年的交流互动、对非法乱港团体的取缔及投入一定资金使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香港制度改革上有所体现并惠及香港

经济弱势群体，增加香港司法、立法及政府部门委派职员的

数量等一系列措施来减少或殖民时代英国在香港遗留的不良

影响。

同时，由于受英美政治文化中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

部分香港青少年与香港市民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一时

难以消除的抵制情绪。国家应通过制度关爱让青少年感受到

祖国的关爱、温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为香港青少

年的在大陆学习、就业提供便利及一视同仁的关爱。在这次

抗击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战疫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

充分的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在社会重

大突发事件或重大自然灾害来临之时能迅速集中国家全部资

源、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在最短的时间内化解危机。这一切

都应该通过媒体的宣传与事实证明让增强香港青少年对社会

主义制度的认可与接纳。

4 教材视角下香港青少年认同现状分析

最近一段时期香港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不仅对香港经济及

社会稳定产生了极为不利影响，同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产

生了消极影响，引起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前提下中国香

港治理能力的质疑。面对此种形势，我们不得不反思香港治

理上的哪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当前的局面，毋庸置疑，香港青

少年国家认同的缺失是导致现状的重要原因，国家认同的缺

失源于国家认同教育的缺位。对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每个身

在大陆的人们反思一下自己的国家认同感是怎样形成的，我

们就不难理解国家认同教育的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的

重要性。我们爱国、认同自己的国家是因为我们一想到自己

的国家就想到我们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在阅读中、课堂中甚

至旅游中所了解的祖国的壮美山河，学到中国古诗人意蕴优

美深邃的词句，联想到自己在成长经历中国家对自己的关爱，

这一切都是我们认同国家、爱国家的本初的原因。而这一切

的获得都离不开教材这一重要的载体。“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就会有什么

样的国家和未来。”对此，多位教育专家，学者们也纷纷表

示，香港当前的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年轻人出了

问题一定是教育出了问题。而导致教育出问题的最直接的原

因就是教材出了问题，试想，儿童心智初定，在他们生活中，

谁关爱、陪伴他们最多，他们就依恋谁，在他们的认知结构

中储存的某地、某景、某物表象最多，他们也就对此注入的

情感与依恋最多。而教材就是让儿童依恋、认同自己的民族、

国家及文化的重要路径。教科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本，教

科书是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

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

很多人都觉得香港人对祖国其他省的同胞存在偏见，但

实际上这种偏见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后天的宣传和教育

所致。然而自从回归以后，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使用

来自祖国的教材，而是自行编纂教材，其间没有来自各方的

监督。目前香港的教材与内地并没有形成“对接”。全国港

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近日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香港的通识课

教材缺乏监管，通识教育自 2009 年始，各版本课本无须送审。

部分持反对派立场的老师就参与了课本编写工作。 “我们从

一个小例子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

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教授说，由香港龄记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 2：今日香港》（第二

版）第三章《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第四章《法治和社会政治

参与》中，就有这样的内容，为了更具体地解释教学内容，

教材中会出现很多“小泡泡”，这些“小泡泡”是相关人士

对所讲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其中一个“小泡泡”援引了一位“律

师”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就居留权和行政长官产生

办法等进行释法，更出现第五次释法。缺乏监督机制使执行

《基本法》过程易偏向‘一国’多于‘两制’，令我对香港

前景感到悲观！”而另一个“小泡泡”引述了一位怀抱小孩、

愁容满面的“市民”的说法：“中央政府今年常介入香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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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令我对‘一国两制’全失信心！长此下去，我会考虑移

民！”香港“通识教育”系列书中用反华政治漫画作教学材料，

用大量篇幅鼓吹“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内地形象。[4] 同

时，在社会读本中也蕴含着各种对大陆讽刺的各种话语。如 

下图：

再如，以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出版的新理念版初中国史教

材《中国历史》为例，香港初中的历史教育在国家认同和国

民身份意识方面，提供给学生的国家认同对象不够鲜明，多

样性明显不足，不利于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构建。对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成果的介绍只是蜻蜓点水。在

讲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时，很多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只

是一笔带过。[5]

总之，香港居民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变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面对新的国民身份，怎样引导他们对祖

国建立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成为香港公民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文化认同程度越大，该社会共

同体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必然越强。民族国家是公民教育的立

足点，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只有首先成为一国之民，然后才

有保障实现自身各方面的权利。而没有文化认同和自省的共

同体，即使它有足够的民主。有丰富的繁荣， 那也只会是一

个没有灵魂和自尊的躯壳。香港只有通过公民教育实现文化

认同，才能为新的繁荣奠定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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