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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外交部把經濟貿易的外交手段擴至文化與身份等軟外交
方向，一方向鞏固國外盟友關係，另一方面可以鄭必堅校長提出的「和平堀起論」回應西方社會
的「中國威脅論」，從中非會議以及孔子學院等政策，讀者可見箇中端倪。中國經濟發展迅速，
在這嚴峻的外圍環境的十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更近雙位的百份比。以經濟為突破口進而尋
求政治上的認同與整合也成為了中國對內完成統一的一種戰略。

壹、用經濟換取國家認同？
  

      參考歐盟一體化的進程，經濟溢出(Spill-over)所產生的壓力使歐盟成員國一體化從技術部
門逐漸擴展到政治性部門，逐步發展和深化，並最終由一個煤鋼的聯盟而建立制度成為區域性超
國家機構--歐盟。根據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理論，成員國在經濟領域的一體化將會帶
動其它領域一體化，以實現最初經濟一體化所期望達到的目標1。 

      這個經濟一體化追而政治化的質變，一直吸引中國國內學者注意，尤其它在一些次主權(s
ub-sovereignty)的事件例如臺灣及香港問題上。藉著中國入世需要實驗場、０３年香港經濟需要
支持，兩地簽訂了類似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
通過經濟貿易上的往來增加兩地人民的交流，進而逐漸提高對中國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事實
上，ＣＥＰＡ的關稅及自遊行等措施令香港經濟復甦，為日後發展中國相關的財務及其它專業服
務打下基礎。１０年６月，臺灣及內地亦簽定類以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貳、國家認同不升反現危機
   

     
然而，回歸十
餘年後，香港人仍然很難認
同中國人的身份。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2

自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一直進行有關港人身份的民調，讓市民從「香港人」、「中國人」、「香港
的中國人」及「中國的香港人」等項中做稱呼自己，發現回歸之後自稱「香港人」的一直佔三成
，自稱「中國人」只在兩成五左右，沒有明顯地認同中國身份。與此同時，綜合分析顯示，認為
自己是廣義的香港人的比例（６４％）遠遠超過了認為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的比例（３５％）市
民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雖然一度向好，難最後也有近三成市民不相信北京當局。這個數據
與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主任M. DeGolyer教授的發現互相呼應：香港過渡期計畫的研究認為香港
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上有一個上限，基本停留在30%多，很難再上升。 

      其實，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府不遺餘力繼續推動國民教育，以改善港人對中國的想法，培
養對中國人/公民身份的認同。港府通過建立「薪火相傳」的國民教育平臺協同社會各志願團體的
力量，讓國民教育工作更有策略和系統地推行。中小學校通過開展一系列國民教育活動，如升旗
儀式和國慶展覽等，加強學童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及認同。在２００１年的課程改革中，「德
育及公民教育」已被列為四個關鍵項目之一，而香港教育局計畫於２０１３／１４年，將「德育
及國民教育」列為獨立科目，于全港中學及小學全面推行。此外，教育局及民政事務局支援成立
的「國民教育中心」及「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每年為全港學生及教師就國民教育提供支援，並
向學生提供每年500個內地交流名額。然而，根據每年「國民教育中心」進行的國民身份調查的
結果顯示，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近年雖有提升，但最近兩年的增長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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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量化的數據上不合期望之外，更孕育了反對內地移民的本土極右翼──香港本土力量。本
來香港本土力量為一個是網路組織，由十數位活躍于香港高登討論區的網民於１１年成立，其主
張為『為香港人發聲，捍
衛本土文化，保障香港權益，抵禦文化清洗』3

。除了香港本土力量網
上論壇外，該組織還設有Facebook主頁供人
們討論4

，表達自己的看法。在２０１１年財政預算案，政府向香港永久居民派發港幣六千元，並研究以
港府管現的「關愛基金」向合乎財務資格的未居住滿七年的新移民派發港幣六千元。這個舉動引
起香港本土力量不滿參與反對派的大遊行，於三月六日超過六千名市民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中
區政府總部5

。港媒及網絡更發明了以「
蝗蟲」一詞來形容香港掠奪資源的內地人6

。港人創作出網絡歌曲《蝗蟲天下》。在公開媒體幾乎完全沒有提及的情況下，短短兩個多月， 
YouTube點擊量至五月中旬為止已達三十七萬之多（七月有近四十萬點擊）。一股對內地與香港
融合的不滿慢慢浮現。 

      縱觀2011年發生的諸多事件，又無不顯示了部分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強烈排斥和抵觸，
如七一遊行中豎起的港英年代的龍獅旗，本土力量等組織領導的遊行示威，民間發起的香港自治
運動和香港獨立運動，高登論壇上對香港人／中國人的激烈討論，等等。其中，存在一部分香港
人對於其身份問題有著相對極端、激進的看法，包括：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及港人優越於中國人
。

參、香港人在歧視誰？

      根據對本土力量及其它反融合的觀察，他們的語言(Discourse)雖然共同針對國內移民，但
對國內的形象卻互相矛盾。一方面，有人批評內地人素質低下、經濟條件差以及新移民給香港公
共福利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CEPA簽訂之後，香港吸引了大量內地投資和內地遊客，諸如八十
後少婦三億港元買下香港九龍最貴樓盤等消息經常見報。於是，又有人抨擊內地人財大氣粗，來
香港炒房炒地，刺激了香港樓市價格的上升。雖然這些人所抨擊敵視的內地人處於不同的社會階
層，但是都被冠以「蝗蟲」之名，加以嘲笑、批判，其中不乏感性的、相對極端的言語和想法。
而將兩批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放在一起抨擊，將所有問題和現象一籃子處理，如簡單地以「蝗蟲」
形容，其觀點不免有時自相矛盾。無論是針對需要救助的新移民還是來港投資的內地人，該組織
討論涉及的大部分內容都不是針對香港自治或獨立後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具體構建，而更
多的是通過追憶香港人過去的身份，對比現在的地位，究其本質則是對到底什麼才是「香港人」
的疑問，對香港人身份定位的討論。以分隔他者(The Others)，重新建構香港人的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

肆、重構香港人的過程：階級分野到？？分野
   

     
香港以華人為主，占本港人口約95%7

，有過半數人口在香港出生。2006年人口普查發現，主要以廣府人為主，其次是四邑人及潮汕人

 2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11-10-11, 週二 18:20
點擊數：6096

，再其次是來自上海及江浙地區的新移民。本土力量的英文名稱Nativism（排外來移民）
在香港的環境本來就出現歧義。據Goebel，Werner 及Destexhe

8。以 Nativism反對移民，可說是舊移民反對新移民，比起傳統的理論少了種族問題這主要原因
，不足以解釋現有的社會矛盾和港人身份問題。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需要大量低技術水準低工資的勞動力。香
港經濟突飛猛進，面對各方面還相對落後、缺乏自由民主的內地，香港人逐漸形成了自豪甚至驕
傲的「大香港」心理。近年來，隨著香港經濟轉型服務業為主，勞動力及藍領勞工地位被邊緣化
，而那些處於最底層的廉價內地勞動力逐漸成為社會體系的負擔，更成為香港經濟與社會問題的
眾矢之的，遭到香港人的排斥和歧視。現實中，香港仍然存在著嚴重的針對大陸新移民的排斥和
歧視現象。根據羅金義教授的研究，新移民在收入、就業、教育、生活和社會福利等方面都處在
弱勢地位。他們就業難、生活情況十分困難，卻很少取得公共或私人的援助，如政府的綜合援助
。不僅如此，新移民不但面對社會的巨大壓力，還受到多方面的指責，如關愛基金向新移民派發
6000港幣援助時的大肆聲討，批評新移民好吃懶做，未對香港做出貢獻，卻坐享香港的社會福利
。 

      因此，新移民占了香港窮困的下層階級的大部分，他們的平均收入、受教育條件、職業和
技術、住房皆低於香港人的平均水準9

。這個現象乎合社會對階級的看法，一直以來至金融風暴之前，香港人與內地人的分野存在階級
的問題。仿佛貴賤便是內地與香港的主要分別。然而，今時今日中國沿海經濟條件充足，不光是
下層階級，處於社會中高階層的內地來港投資者、旅遊者、從業者同樣也引起了香港人的不滿，
抨擊其財大氣粗、造成樓市泡沫，素質低、侵蝕香港文化，或者搶奪香港就業機會，等等。簡單
說，就是無論社會下層、中層還是上層的內地人都遭到不同程度上的排斥和歧視。可見，單單是
社會階層的差異也不足以解釋該問題。以兩地階級的模糊，更令部份港人對自我身份出現危機(Id
entity Crisis)，以反融合為表達方式。 

      香港人正在經歷著一場身份危機。經過百年的殖民歷史，接受成為「世界公民」(Global C
itizen)的長期教育，很多香港人已經鮮有國家、國民的概念。即便有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承諾，
由資本主義扶持下聯繫東西方的自由之港轉變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對
部分香港人的神經還是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八九民運之後對共產黨深切的反感，對資本主義自
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感，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浪漫主義追憶，卻遭到了如今香港經濟下滑、經濟地位
不保，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國力上升、國際地位提高的殘酷現實。再加上回歸後，香港政府立即
開始對港進行中國、「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使部分香港人不單無法接受，反而加劇反
感。不單無法接受自己是中國人，更是對到底如何定位「香港人」產生了困惑。繼而，其中一部
分人由自身的矛盾轉為對內地人、「中國人」身份的排斥和歧視。最終導致，在經濟利益驅使和
香港政府配合之下，在香港也無法獲得更多對中國人身份認同。 

      至於到底什麼是香港人，網上的討論並沒有最終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但是卻提出了幾點
獲得普遍認同的香港人的必要元素，如：1)
反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專權統治，該傳統始於八九民運，2)世界公民，文明有禮，英語能力較高
，3) 具有殖民地的回憶及殖民時期的傳統及制度。事實上，後者慢慢成為了香港人最常提出的身
份分別。港英政府留下來法治制度，人文質素是內地難以複製。香港人的身份危機仍在進行中。
而身份問題不能解決，香港人對新移民、內地人的排斥和歧視、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問題恐怕都
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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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於臺灣來講，ECFA簽訂之後會不會出現同樣的現象呢？
   

      臺灣與香港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臺灣與大陸簽訂ECFA，吸引大陸投資，兩岸人民交流一定
越來越多。香港畢竟有一百五十年殖民歷史，以及粵語為緩衝區(Buffer
Zone)，調慢兩地文化衝突，讓港人慢慢尋找自我核心價值(Core Value)。回到ECFA的身份問題，
四小龍之一的臺灣與內地階級分野已經十分狹窄，反共意潮在新一代的根總沒有前輩的深，筆者
可以理解臺灣因ＥＣＦＡ帶來的身份危機更大。可惜筆者對臺灣沒有讀者們的體會，未能代為延
伸討論。最後，可能要讀者自己反思臺灣與國內的關係，面對ＥＣＦＡ深化，與兩岸人民的接觸
，哪裡才是大家的Comfort Zone. 

作者馮智政為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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