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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2年台灣新社會智庫彙整多年與香港學者、政治人物評論香港發展的稿件，加上新邀約
的學者，針對中國統治香港手法，從移交前的中英談判，到移交後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
媒體等各方面，完成台灣香港化專題，並舉辦新書發表會，獲得廣泛關注，也是國內首見對於香
港問題的有系統分析。 今年我們再度規劃一系列台港議題，與上次不同的是，台灣香港化，主要
是香港方面的專家學者剖析中國治理香港的手段，但這次我們嘗試規劃幾個主題，讓台港兩地年
輕世代針對相同主題，進行對話，分享談論各自的運動經驗；再者，我們並不只邀請兩地學者作
為撰稿，而是設定由兩地的年輕學子擔綱起作為主要撰稿人的角色。 雖然台港兩地各自面臨不同
的發展問題，但是如果把這些問題放在更大的脈絡之下，其實台港都面臨兩個重大因素的影響甚
至支配：一個是全球化所產生的財富分配惡化與階級對立；另一個就是中國崛起。在這兩個因素
影響下，兩地面臨的挑戰，有著許多的相同點，台港的年輕人又是如何評價自己的政府應對這些
問題？他們又有什麼樣的主張？希望透過這一系列的紙上對談，增加兩地青年對於彼此的瞭解。
（覺醒：台灣、香港的公民力量）一書的出版正是港台青年對於當前社會的呼籲。我們將陸續刊
登本書的內容，敬請期待，首先是張鐵志先生的導言。
 

      台灣和香港兩個島嶼之間的命運越來越彼此相聯繫。  

      1945年，台灣從日本被交還給「祖國」，但在這主權轉換的過程中，人們沒有機會發出自
己的聲音，只是顆被強權拋在手中的球。這個不滿與矛盾首先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爆發，而
後人民前仆後繼追求發出做為一個完整的、可以自我決定命運的政治共同體的聲音，卻始終被威
權體制無情鎮壓。直到七零年代，民眾力量日益增強，到九零年代中期，逐漸完成形式民主和政
治主體性的建構。  

      在香港，1997年同樣是被一個殖民母國交回到祖國。過去的香港，在長期殖民體制下未能
發展出一個自主於殖民體制的公民社會，一個能體現政治主體性的本土運動。雖然在八零年代，
香港就出現民主運動，但欠缺深刻的群眾基礎，人民也沒有機會被召喚成為「公民」。89年聲援
六四固然是一次集體政治意志的巨大展現，但並沒有改變香港人政治主體意識的薄弱。97年回歸
，則如學者羅永生說，只是所謂的「被動回歸」，人民沒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聲音與政治欲望。  

      直到2003年，五十萬港人上街要求撤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成為香港回歸後，第一次
人民意志與北京意志的直接碰撞。結果，港人第一次發現/展現「人民的力量」，並自此逐漸浮現
出上述所說欠缺的公民社會和政治主體。  

      此刻，台灣與香港都處於一個新的歷史時刻。  

      經過二十多年的民主化，台灣赫然發現掌握這個國家的政治權力依然傲慢，資本權力越來
越龐大，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也依然肆虐著這塊土地。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進入一個全新階段：
既必須和中國的政府與人民建立更合理的對話和互動關係，也必須阻止北京透過台灣資本家和政
治人物（及兩者的結盟）對台灣自主性和民主的不當影響。  

      在香港，過去十年的新民主運動以及新建立的政治主體性，不只是政治層次上的，而是根
植於草根的與社區的。從次年保衛灣仔利東街來抵抗政府重建計畫起，到06、07年的保衛天星、
皇后碼頭， 09年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香港出現一波波的新的社會運動，涉及文化保育、公
共空間、集體記憶、都市規劃等行動，因為他們所要爭取的是讓人民的聲音、民間的參與，來書
寫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不是政府和財團的霸權力量。另方面，他們也反思過去主導香港
的發展主義或者「中環價值」，重新面對人和土地的關係，並開展後物質主義的價值。這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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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聯繫著一個新概念：「本土」──從那時至今「本土」又產生多重歧義。  

      對政治普選的呼聲也不斷增強，尤其在反高鐵一役中，高鐵撥款獲得大量「功能組別」議
員的支持，讓反對者清楚認識，爭取普選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涉及具體經濟與社會資源的分配，
而不只是抽象的民主政治。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更成為今年關鍵的政治詞彙。  

      但是另一方面，回歸後的新矛盾以及殖民時期累積下來的舊矛盾，從政治到經濟到社會文
化，都一一爆發。中港矛盾在近幾年如幽靈般糾纏著香港每個細胞：北京對香港政治、經濟、媒
體、教育等各領域的控制與滲透日益增強，陸客自由行、雙非孕婦到搶購奶粉對港人生活造成的
種種衝擊，都讓許多香港人擔心香港正在死亡──不論是他們熟悉而珍惜的生活方式，或是他們信
仰的核心價值如自由、法治。  

      在台港兩地當前的公民運動中，從八十後到九十後青年特別展現出新的能量和想像力：不
論是台灣的環境、土地、反都更議題到反媒體壟斷，香港的反高鐵、追求土地正義、今年的聲援
碼頭工人罷工，乃至新一波普選運動，都看到青年人作為變革的先鋒。同時，主流政黨也都在新
的社會力量崛起過程中被邊緣化，被年輕人所不信任。  

      因此，台港兩地有太多值得彼此學習：同樣面臨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霸權，同樣面對日益
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青年貧窮化，同樣面對北京霸權的威脅──台灣可以更了解北京如何從過去到
現在滲透香港的政治、企業和媒體等機制在內部擴大影響力，或者認識到把陸客自由行當做經濟
的萬靈丹會造成如何嚴重的負面後果。相反的，香港可以從台灣二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以及本土
化運動的進步與不足之處，得到許多啟示，不論是社會運動與政黨的關係，或者如何建立一個開
放而能維持多元的本土認同。而在社會運動的創意、組織和動員能力上，部分台灣人和香港朋友
都以為台灣社運比香港強；但這是一個迷思：關鍵不是比較強弱，而是兩邊都有許多可以讓彼此
參考、學習。  

     
最後，這本由台港兩地年輕人共同撰寫的
書十分難得，
既可以看到新世代如何理解各自社會當下所面臨的矛盾與出路，也可以透過彼此對照，找到連結
與合作的契機。  

      畢竟，面對強大的敵人，我們只能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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