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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已二十餘年，不少港人感到非常失落。失落的包括未能落實

「雙普選」的民主夢，包括經濟發展的失速，包括香港競爭力相對下

降，包括原來各方面領先內地的優越感逐漸減少。失落的有普通市

民未能過上更好生活，創業創富，安居樂業，脫離貧困，青年向上流

動，長者安心養老的各種大小夢想。失落的還有那些對內地經濟發展

後將逐步走向民主轉型抱有美好幢憬的人。各種各樣的失落，歸結為

人心的失落，人心的疏離。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自由行，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粵港澳大灣區⋯⋯香港與國家母體「身」

的連接愈來愈緊密，「心」卻愈來愈疏離。回歸時間愈來愈長，但香

港的人心未能回歸，港人對中共和對中國的認同沒有增加反而更加疏

離，對香港的發展和「一國兩制」實踐大失信心，「港獨」思潮滋生

蔓延。

漸行漸遠的香港人心，是對「一國兩制」實踐成效的一個灰暗註腳，

也對中共管治香港的認受性和威信構成嚴重挑戰。畢竟，得民心才能

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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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香港人心回歸的核心問題是國家認同問題

人心回歸是與主權回歸、管治權回歸相對的概念。

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

即意味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已經完成。對於管治權回歸，則有兩種論述，一是

強調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把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

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二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權由誰掌

握直接關係中央能否牢牢把握香港的管治權，因此香港仍然存在管治權的爭

奪問題，圍繞香港民主發展問題即「雙普選」問題的政治鬥爭本質就是管治

權爭奪。如果與中央對抗的政治力量借普選當選行政長官或控制立法會，則

意味中央失去對香港的管治權。

人心也被冠以「回歸」二字，正常的理解，應該是指香港的人心從原

先殖民統治的宗主國英國「回歸」到已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中國。換句話

說，人心回歸主要是指港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問題或愛國問題。香港《開

放》雜誌總編金鐘曾向媒體表示，「香港的主權是回歸給中國了，英國人走

了，但是香港人心並沒有回到中國，就是所謂國家認同。香港人多數還是

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多數還是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且在年輕一代

中間，還有與中國漸行漸遠的一個趨勢。」
1 香港某位立法會議員曾指出，

「香港的這個人心回歸，的確對共產黨來說是失敗的。香港近年出現港獨、

自決等勢力，年輕人高度不認同北京，顯示香港民心還未回歸，一國兩制基

 1. 轉引自「華語世界之聲」網站2017年7月1日特別節目〈金鐘：香港回歸20年 香港
人心沒有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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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不成功的』。」
2 梁振英曾在書中引述《明報》文章民調指，52%

的香港人表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31%的香港人寧願做「九七前

的殖民地人」，「似乎香港回歸十年，人心不變也是『五十年不變』的應有

之義」；香港人對中國有人心回歸問題，紐約人對美國政府和美國則無人心

回歸問題，東京人對日本政府和日本也沒有人心回歸問題。
3 董建華於2017

年6月底接受中央電視台專訪時表示，不少年青人都在殖民地時代長大，要

做到香港青年人心回歸，當中需要過程。
4

從國家認同的角度進行定性分析，各方面都承認，港人對中國的國家

認同程度很低，香港人心未能回歸。

香港某知名時事評論員撰文指，回歸以來，北京對香港最大的期望是

人心回歸，香港人能夠對身為中國人有歸屬感、認同感，原因是若主權回歸

而人心不回歸，北京收回香港有如收回一間空殼公司，有架構而沒有靈魂；

但實際情形是，回歸日久，人心卻未能回歸，且日益惡化；「中港矛盾在於

我們在人權、民主、自由和知情權方面，所享有的權利距離實在太大，內地

的一舉一動，以及內地的政府行為，無時無刻不警惕香港人活在共產政權

下，大家今天享有的權利都有機會被削弱。兩地政治、人權、自由狀況不拉

近，內地不能加快步伐作出改善，香港人對受制於中國政權下的特區政府難

言有高度信心」，「要人心回歸，內地不能單靠向香港在經濟上支援。香港

人若相信人權、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有機會受到衝擊和破壞，抗共情緒

只會有加無減，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5

 2. 轉引自台灣《自由時報》2017年6月24日報導〈港年輕人高度不認同北京 「一國
兩制基本上不成功」〉。

 3. 梁振英(2007)。《家是香港》。香港：明報出版社。64–69頁。

 4. 轉引自《星島日報》2017年6月26日報導〈港青殖民地時代長大 董建華：人心回
歸需要過程〉。

 5. 轉引自《頭條日報》2012年9月20日黃麗君專欄文章〈人心未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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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某全國政協常委向媒體表示，主權回歸了，但是人心方面還沒有

完全回歸，香港現在有很多不穩定因素，香港的年輕人因為對前途的因素，

有一點反抗，心態是對於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不是全部擁護。
6

香港某大學一位博士生撰文指，香港與內地的文化鴻溝與實際差異，

進一步強化和複雜港人原有的身份認同；這一種人心未回歸的現象在青年中

特別顯著，年紀愈輕的港人對於成為中國國民感到自豪的比率愈低，對中央

政府香港政策的評價亦愈負面；新一代的香港人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與相

伴而來的焦慮下，害怕失去香港本土的價值和身份。
7

香港城市大學某教授在評論回歸20周年時表示，2003年50萬港人大遊

行，令中共始料未及。這反映了中共擔心的，香港回歸了、但是人心還沒有

回歸、人心還是不服的現實。
8

香港某「泛民」背景人士指，北京回歸以來的對港政策，側重在經濟

上支持香港，政治上卻不斷收緊，包括多次以人大釋法削弱香港法治、扼殺

香港落實雙普選、打壓香港言論自由，令香港愈來愈「大陸化」，無法保持

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內地愈來愈進入沒有良知的時代，權錢交易失

控，權力更加不受制衡，港人恐共情緒有增無減，比回歸前更害怕香港「大

陸化」；時光沒能沖淡「六四」記憶，CEPA和自由行等都難以收買香港人

心。回歸20年，人心向背已有定論；甚麼時候，「七一」回歸日香港人能心

悅誠服地慶祝，就是人心回歸之時，這一天，還很遠。
9

 6. 轉引自《大公報》2012年11月21日報導〈港區政協委員：有部分港人故意製造矛
盾把問題放大〉。

 7. 轉引自《蘋果日報》2012年7月6日評論〈為何香港人心未歸？〉。

 8. 轉引自「希望之聲」網站2017年7月6日報導〈香港的文化特質遭赤化〉。

 9. 轉引自《香港經濟日報》2012年6月22日評論〈十五年‧人心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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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港人身份認同民調

調查日期 香港人 中國人 中國的香港人 香港的中國人 混合身份

2017.06.13–15 37.3% 20.9% 26.0% 14.0%  40.0%

2016.12.12–15 34.6% 16.3% 29.1% 17.7%  46.8%

2015.12.03–07 40.2% 18.1% 27.4% 13.0% 40.4%

2014.12.10–16 42.3% 17.8% 24.3% 15.0% 39.3%

2013.12.09–12 34.8% 21.8% 27.6% 15.0% 42.6%

2012.12.14–17 27.2% 21.3% 33.1% 16.1% 49.2%

2012.06.13–20 45.6% 18.3% 22.8% 11.5% 34.3%

2011.12.12–20 37.7% 16.6% 25.3% 17.8% 43.1%

2010.12.13–16 35.5% 21.1% 27.6% 13.8% 41.4%

2010.06.09–13 25.3% 27.8% 31.3% 14.8% 46.1%

2009.12.08–11 37.6% 24.2% 23.9% 13.1% 37.0%

2008.12.09–12 21.8% 34.4% 29.6% 13.0% 42.6%

2008.06.11–13 18.1% 38.6% 29.2% 13.3% 42.5%

2007.12.11–14 23.5% 27.2% 31.5% 16.0% 47.5%

2006.12.06–12 22.4% 31.8% 24.3% 20.1% 44.4%

2005.12.09–14 24.8% 30.7% 26.5% 16.9% 43.4%

2004.12.06–09 25.9% 31.6% 23.1% 16.2% 39.3%

2003.12.10–14 24.9% 32.5% 23.4% 15.6% 39.0%

2003.06.13–18 36.7% 29.0% 19.2% 11.9% 31.1%

2003.03.01–04 28.5% 32.3% 22.3% 15.0% 37.3%

2002.12.13–18 31.1% 29.7% 21.3% 14.3% 35.6%

2001.12.07–09 31.9% 31.5% 20.5% 10.4% 30.9%

2000.12.04–12 35.6% 25.2% 19.1% 13.8% 32.9%

2000.02.01–02 38.3% 13.8% 23.2% 19.5%  42.7%

1999.12.13–15 39.0% 19.9% 20.9% 17.2% 38.1%

1999.04.15 43.4% 18.0% 20.0% 13.1% 33.1%

1998.12.21 40.7% 17.2% 22.3% 15.1% 37.4%

1997.12.08–09 35.8% 18.2% 22.9% 18.9% 41.8%

1997.08.26–27 34.9% 18.6% 24.8% 20.1% 44.9%

資料來源：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網站資料整理（不含「其他」和「唔知/難講」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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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評估香港人心回歸狀況的參考指標

人心回歸的核心問題是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問題，可通過港人的身份和

國家認同、「港獨」的支持率這兩個核心指標加以定量分析，還可以通過一

系列有參考價值的指標來加以定量分析。

評估人心回歸狀況的兩個核心指標

	港人的身份和國家認同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從1997年開始就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進行民調。雖

然這個民調被指有誤導成分，但用這個民調作為觀察港人「人心回歸」的核

心指標，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

從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表1.1）民調資料看，在回歸初期，香港市民

對「香港人」的認同很高，1999年4月高達43.4%；港人對「中國人」的認

同很低，2000年2月低至13.8%，這是1997年至2017年之間最低的。2001

年至2003年，港人對「香港人」和對「中國人」的認同比率大部分時間很

接近，在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對「香港人」的認同只有28.5%，對「中

國人」的認同升至32.3%；2003年6月，即「七一大遊行」前，香港市民對

「香港人」的認同達到36.7%，對「中國人」的認同回落至29.0%。2003年

底是一個轉折，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有明顯上升趨勢，從2003年12月

至2008年12月，港人對「香港人」的認同比率一直低於對「中國人」的認

同比率；2008年6月，即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和北京奧運會之前，認同自己

是「香港人」的僅18.1%，是1997年至2017年之間最低的，認同自己是「中

國人」的38.6%，是1997年至2017年之間最高的。2009年底又是一個重大

轉捩點，趨勢再次逆轉，愈來愈多港人認同「香港人」的身份，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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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認同轉低，2009年12月至2017年6月，除2010年6月對「香港人」的

認同比率略低於對「中國人」的認同比率，其他歷次民調，都是對「香港

人」的認同比率高於對「中國人」的認同比率，對「香港人」認同比率最高

的一次，是2012年6月梁振英將上任特首時的45.6%。港人認同自己是「中

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的「混合認同」比率一直較高，最高時接

近五成，但認同是「中國的香港人」遠高於認同是「香港的中國人」。

上述民調顯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隨香港局勢和內地發展態勢不斷

變化的。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也曾長期進行港人身份與國家認同

的民調（表1.2），但這項民調在2014年之後沒有再進行。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解讀2014年的民調說，回歸後自覺

是純粹「中國人」的比率，2014年是歷次調查最低，僅8.9%；自覺是「香

港人」的比率，自1996年反覆下跌至2008年最低的16.8%，2014年跳升至

表1.2　港人身份認同民調

年份 香港人（%）								

係香港人、	
但都係	

中國人（%）								

係中國人、	
但都係	

香港人（%）								 中國人（%）								 其他（%）								

1996 25.2 32.9 14.7 25.7 1.5

1997 23.2 31.8 11.6 32.1 1.3

1998 28.8 30.0 15.6 24.5 1.2

1999 22.8 35.8 17.0 23.5 0.9

2002 24.8 36.0 14.5 23.6 1.1

2006 21.5 38.1 21.2 18.6 0.5

2008 16.8 40.0 25.0 17.8 0.4

2010 17.3 44.1 21.9 16.5 0.2

2012 23.4 41.8 22.1 12.6 0.2

2014 26.8 42.0 22.3 8.9 —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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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若合併「香港人」及「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兩項，以香港人身

份為優先的比率，2014年達到接近七成（68.8%），是自1996年以來最高。

「中國人」帶歷史、文化的含義，不是嚴格的政治性、法律性概念。

比如不少台灣同胞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可能認同的是歷史、文化意義

上的「中國人」，政治、法律意義上認同的則可能是「中華民國國民」或

「中華民國公民」。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和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

心的相關民調中，如果使用政治性、法律性更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代替「中國人」，可能港人的認同程度更低。

	「港獨」的支持率、「港獨」候選人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觀察港人國家認同程度的另一核心指標是港人對「港獨」的支持率。回

歸之前和回歸之初，香港基本沒有鼓吹「港獨」的。而近年「港獨」的支持

率已接近二成。「港獨」思潮滋生蔓延，是香港人心未能回歸的典型表現。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6年、2017年進行的兩次民調

（表1.3）顯示，港人整體對「港獨」的支持率，2016年為17.4%，2017年

表1.3　港人對「港獨」取態民調

2016年7月民調 2017年5月民調

組別 支持「港獨」 反對「港獨」 支持「港獨」 反對「港獨」

整體 17.4% 57.6% 11.4% 60.2%

15–24歲 39.2% 26.0% 14.8% 43.0%

25–39歲 23.8% 45.3% 21.9% 34.2%

40–59歲 12.3% 67.0% 7.3% 71.9%

60歲或以上 8.7% 70.5% 6.1% 75.3%

資料來源：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網站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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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1.4%；其中15至24歲組別的「港獨」支持率由2016年的39.2%大降至

2017年的14.8%。但這與人們的直觀感受存在反差，因為2017年9月開學

後，香港各大學都出現了鼓吹「港獨」的高潮。

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結果（表1.4），可以更加準確地反映港人對

「港獨」的支持率。

表1.4　2016年立法會選舉「本土派」主要候選人得票

選區 候選人 		所屬團體	 得票數 選舉結果

香港島 鄭錦滿名單 「熱普城」 22,555

香港島 羅冠聰   香港眾志 50,818 當選

九龍西 黃毓民名單 「熱普城」 20,219

九龍西 劉小麗   小麗民主教室 38,183 當選

九龍西 游蕙禎   青年新政 20,643 當選

九龍東 黃洋達 「熱普城」 33,271    

九龍東 陳澤滔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12,854

新界西 鄭松泰名單 「熱普城」  54,496 當選

新界西 黃俊傑   青年新政 9,928

新界西 朱凱廸   土地正義聯盟 84,121 當選

新界東 陳雲根名單 「熱普城」 23,635 

新界東 梁頌恆名單   青年新政 37,997 當選

累計得票 408,720

全港總投票數 約220萬票

「港獨」得票率 18.58%

資料來源：根據香港特區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資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