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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國家融合指數

研究報告結果公佈

日期：十一月六日

時間：下午二時

地點：珠海學院W305室

主持：何濼生敎授

珠海學院民意及民調硏究中心總監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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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科學的方法，制定一套客觀指標「香港青年國家
融合指數」，更有效率和正確地，探討關於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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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本研究共分兩部分，以兩階段分期進行：

第一部份為街頭問卷調查，旨在通過Systematic Sampling系統抽樣方
式，獲取有代表性的數據，從而對香港青年對國家融合的態度進行整
體分析。

第二部份為焦點小組訪談，旨在通過小組互動的方式，深入了解青少
年對對國家融合的意見，以及他們自己對於國家融合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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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一) 了解香港青年對中港融合的認同度；

(二) 了解他們對國家及身份認同及對中國的評價；

(三) 探討他們對中港融合的了解與關注程度；

(四) 探討他們對現屆政府支持青年於內地發展的想法；

(五) 探討他們對香港的評價；及

(六) 了解他們對於在內地學習、工作或創業的意願。

5



研究操作：

街頭面訪問卷及焦點訪談，以兩階段分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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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訪談：

焦點訪談以本港 15-24 歲，操流利廣東話的人士為對象。

焦點訪談於2017年7月進行，共面訪29人，以小組聚會形式

探討在港青年的「香港青年國家融合指數」的態度取向。

樣本以Purposive-Snowball Sampling形式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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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面訪於2018年8月1日至8月5日，下午十二至八時進行。

於全港其中八區的交通交滙或轉乘處，及其附近的公共地區。

尖沙咀、旺角、銅鑼灣、中環、屯門、元朗及沙田進行。

並以Systematic Sampling 系統抽樣形式，成功訪問了1,0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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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首先在問卷研究方面，於1,071 名受訪者中，52.6% 表示

不認同中港融合的理念，而 47.4% 則表示認同。

結果顯示認同比不認同融合的青年少於5.2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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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國家的認同度方面，樣本中 15-24 歲青年對中國的社會社治
發展較為不滿，五成受訪者不同意中國的政治制度愈來愈好。

受訪者亦能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予以肯定。受訪者普遍認同
國家的經濟發展現狀 (3.16分 / 34.9%)，乃這範疇內得分高於中位
數 3分的唯一項目。

至於國家及社會的發展現狀，則有大約五成受訪者表示不認同
(2.53分 / 50%及 2.63分/ 46.2%)。

在身份認同方面，44.9% 受訪者不認同中國人身份，而認同的只
有 24.1%。最近提出的大灣區人身份，57.9% 被訪者表示不認同，
認同的只有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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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中港融合議題表示冷漠的態度，超過六成受訪者
(61.8%)沒有留意與中港融合相關的資訊。

表示不了解中港融合資訊的受訪者更佔總受訪人數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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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府支持方面，受訪者普遍不同意現屆特區政府應該更積
極推動青年到廣東省升學、就業或創業。

評分分別只有 2.63 分、2.62 分及 2.6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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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香港的優勢時，受訪者傾向同意香港比國內提供更好的
學習機會(3.16 分)和就業機會(3.04 分)。

對於「香港比國內有更好的創業機會」的同意度則為2.8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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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青年當中，不認同「我希望到內地發展」，以及不認為
「我希望更多內地人來港發展」的人數，比認同的多近一倍。其
平均分則分別為 2.68 和 2.79 分。

在問及青年是否願意「我認為香港應該與內地人一起生活或工
作時」，受訪者普遍表現出負面態度，兩項指標中，不願意的人
數比願意的人，總數逾三倍多，其平均分則分別只有 2.23,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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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認同中國人身份及國家各方面的發展狀況、愈關注中港融合
問題；愈明白香港優勢的青年，愈願意接受內地人來港發展，亦
更願意到內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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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中港融合的受訪者，相對於不認同中港融合的受訪者，在
國家的經濟認同度、有關中港融合的了解與關注度，以及認為香
港比國內更有創業優勢等方面，看法都較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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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對北上發展最擔憂的事項中，首三項分
別為居住環境 ( 36.3%)、法律制度 (32.5%)、及政治制度 (32.4%)
等宏觀因素。

具體的文化、公共服務、娛樂休閒及工作前景等，則較為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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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訪談結果：

參與者對國家身份的認同均表現出保留的態度，當中提及最多的
是文化和法制的差異。

文化方面，參與者均會不同程度地舉出國內人民的不文明行為，
突出中港兩地文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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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會否北上發展、或者對北上發展的憂慮時，參與者最常
提及的是食物安全、人身安全，以為商場 /職場文化的差異。

除文化外，參與者亦傾向從法制，廉潔及自由程度等，分隔香
港人身份與中國人身份。他們認爲，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於法治及
廉潔精神，以及各種公民自由和權利，而且這些自由和權利，並
不是物質可以換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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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焦點訪談的參與者，大多對國內年青人表現出高度的包容。
值得注意的：首先，教育被視為提升人民素質的重要因素；

其次，接觸機會，例如：交流團或實習，是提高香港年青人對
國內年青人包容度的重要原因。不少參與者均提及，與國內年青
人交流的經驗，改變了他們對內地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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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考慮北上發展，參與者表示，這與其本身所從事的工作或
學習的專業有關。社工、新聞等專業，國內的實踐與香港不同，
而且亦未能取得專業認證，所以北上工作的機會不大。

從事銷售、資訊科技等工作的參與者就認爲，國內市場需求龐
大，故會考慮北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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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訪者提及，資訊自由是北上問題的重要考慮因素。

經濟誘因及工作地點也是他們考慮北上工作的因素。有參與者
表示，只要待遇吸引，並在接近香港的城市工作，可以當作「工
作地點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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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訪者提及，資訊自由是北上問題的重要考慮因素。

經濟誘因及工作地點也是他們考慮北上工作的因素。有參與者
表示，只要待遇吸引，並在接近香港的城市工作，可以當作「工
作地點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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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訪談的三組參與者在對國內的評價方面，如上所述，均擔
憂政治、法律、廉潔、自由等範疇對個人的保障。

他們對中國的經纃發展及隨之而來的生活便利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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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認同和不認同中港融合的青年各佔大約一半，不認同中港融合
的青年數目稍多一點。但就身份認同方面，不論是問卷調查或焦
點小組，受訪者均顯示出強烈的本土身份意識，他們認為香港無
論在升學、就業、或創業方面比內地更有優勢。這可能受到近年
來香港連串政治事件的影響。

在對中國發展的評價方面，問卷調查和焦點訪談小組的受訪者
均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但對法律制度及社會發展方面的評
價則較低。

在考慮北上發展時，最多人感到憂慮的因素是居住環境、法律
制度和政治制度，這和他們對中國發展的評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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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身份認同度較高的被訪者，對中國融合的
認同度也較高。而在焦點訪談中，不少被訪者表示，通過與內地
青年交流的經驗，會改變他們對內地青年的看法。

總的來說，要提高香港青年對中港融合的認同度，一方面有賴
於中國內地的政治及社會發展方向，其次是香港的政治氛圍對中
港身份的建構，最後是增加香港及內地青年交流接觸的機會。

焦點小組中，不少參與者指出，對個人自由的保障才是他們最
關注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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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

請電郵tmleung@chuhai.edu.hk

或

致電6765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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