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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本欄討論香港市民在中國人身分的認同上，在 2020 和 2022 年兩年間，有相當

大幅度上升，由 2020 年 8 月的 74% ，上升到 2022 年 5 月的 85.5%，升了足足 11

個百分點。如果要找最合理的解釋，相信是因為《港區國安法》落實，壓制了那些反

中媒體的鼓吹和煽動。 

 

如果只看整體數據，在國家身分認同上，兩年之間上升到 85.5%，可以算得上差強人

意。而如果把數據再按不同年齡段來拆細分析，那就可以見到一個相當振奮人心的改

變。 

 

國安法落實後 青年對中國人身分認同大升 

 

圖 1 把所有受訪者分拆為 18 至 30 歲、31 至 50 歲，及 51 歲或以上的 3 個年齡段。

在 2020 年 8 月的調查中，整體認同中國人身分的比率是 74%，這跟 31 至 50 歲這

個年齡段的比率相當接近。而 51 歲或以上的市民，認同是中國人則有 88%。但在 18

至 30 歲這一群，認同率就低至 44.2%，不及一半！近年在台灣討論「統獨」問題時，

都有人提出台灣年輕一代是「天然獨」，意思大概是台灣的年輕人，與生俱來就是傾

向「台獨」，命中注定，誰都改變不了！ 

 

但在港區國安法公布和落實之後，在不足兩年時間，香港市民整體對中國人身分認同

升了 11 個百分點，而 3 個年齡段的比率都是同步上升：51 歲或以上的升了 5.4 個百

分點至 93.4% ； 31 至 50 歲組別升了 10 個百分點，至 85.5%；而升幅最大的就是

最年輕的一群，大升 26 個百分點，達到 70.2%。 

 

對於中國人身分認同的研究，我們所做這個調查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據。個人對國家身

分的認同，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是無中生有，不是「自出娘胎」就成為既定事實。 

 

我們引述這個調查，固然可以否定所謂「天然獨」的說法。更直接一點，我們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也長期跟蹤香港人對「香港獨立」的調查。本欄亦曾多次引述我們自己所

做及其他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在與國民身分認同調查相近的時間，我們也曾做過贊

成「香港獨立」的調查。在 2020 年 7 月中，贊成「香港獨立」的有 18.7% ，不贊成

的則有 72% ；同樣把贊成比率分拆為 3 個年齡段，51 歲或以上的最低，只有 8%，

31 至 50 歲的則有 18.8%，而最年輕的 18 至 30 歲一群，則高達 52.1% 。這個結果，

完全與中國人身分認同的調查結果脗合。 



 

在港區國安法落實兩年之後，我們在 2022 年底再展開同樣調查，支持「香港獨立」

的比率全面下降，總體比率由 18.7% 下跌至 7.5% ；分拆開 3 個年齡段，三者都是

全面下跌，而其中又以最年輕的一群下跌得最厲害，由 52.1%大跌 36 個百分點，下

跌幅度達至七成有多（圖 2）。 

 

國家身分認同 完全受後天社會教育影響 

 

由以上兩個民意調查的結果就可說明，台灣某些人口中的「天然獨」根本就是政治宣

傳之術。以民進黨為首的台獨分子，把經精心策劃的台獨論述，簡簡單單以「天然獨」

3 個字來包裝，讓台獨看起來就是自自然然、理所當然、大勢所趨、不可逆轉。但事

實上，無論是統是獨，都是對國家身分認同的一種立場態度，完全是受到後天教育和

社會的影響。年輕一代，由認識外界的一刻開始，就接受「獨」的教化和宣傳，那就

很自然傾向「獨」。 

 

以香港的實際經驗，一旦中央政府在香港使出雷霆手段頒布港區國安法，獨媒馬上銷

聲匿迹；經過兩年工作，那就可以有相當程度的撥亂反正。我們引述國民身分認同和

贊成「香港獨立」支持度的兩個調查結果，就是最有力的說明。 

 

沒有「天然獨」，只有「人工播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