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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為瞭解澳門大學生身份認同的情況，給政府、教育機構、社會服務機構

等提供意見，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進行了一項《澳門

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 

本研究是去年《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的延伸。在該研究中，

研究人員已經指出，“身份認同感”是一個特殊地區的特別課題，在文獻搜

尋中，未發現本澳曾有較有系統的研究。研究人員希望以小規模的開發性研

究方式，逐步探討出一套符合澳門情況的研究“身份認同感”課題的系統。

本研究就是在該研究對中學生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瞭解大學生的相關情況。 

調查於 2008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5 日，在本澳五所全日制大學內以訪

問方式進行。調查員以便利抽樣方式，共成功訪問了大學生 790 人。經核實，

共收回有效問卷 727 份。研究人員將問卷資料輸入電腦，再以 SPSS 軟件作分

析。 

因為研究方面的限制，研究人員採用的是便利取樣方式，取樣對研究結

果有一定的影響，需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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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在 727 名有效受訪者中，220 名（30.3%）為男性，507 名（69.7%）為女

性。他們的年級及學校分佈情況見表 1 及表 2。 

 

表 1：受訪者年級分佈情況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預科 合計 

人  數 248 208 154 104 6 7 727 

百分比 34.1 28.6 21.2 14.3 0.8 1.0 100 

 

表 2：受訪者學校分佈情況 

 
澳門大學 

澳門理 

工學院 
旅遊學院 

澳門科

技大學 

澳門鏡湖 

護理學院 
其 他 合計 

人  數 256 146 101 51 139 33 726 

百分比 35.3 20.1 13.9 7.0 19.1 4.5 100 

註：1 人沒有回答。 

 

絕大部份的被訪者於本澳或內地出生，其中本澳出生的佔 75.9%，內地出

生的佔 21.0%，其餘 3.1%的受訪者則於香港、葡國等地出生，見圖 1。 

 

圖 1：受訪者出生地分佈 

澳門

75.9%

中國內地

21.0%
其他

0.9%
香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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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基本分析基本分析基本分析基本分析 

 

  在問卷中，受訪者需要就一些有關身份認同的提問回答他們的同意程

度，答案分別是十分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十分不同意，以及不知道

／不適用。 

  研究人員從基本身份認同及“組內”認同來分析受訪者的整體身份認同

情況。 

（（（（一一一一））））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 

在基本認同方面，研究人員主要分析了地區身份、公民身份及民族身份

的認同，並嘗試再以其他方式進一步瞭解學生們在“中國人”及“澳門人”

身份認同上的差別。 

1. 國家和地區身份國家和地區身份國家和地區身份國家和地區身份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受訪者地區身份的認同情況可見表 3。從有關調查的結果來看，學生們對

澳門及對國家的認同感基本上區別不大。 

 

表 3：地區身份的認同（百分比） 

 十分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不適用 

我是澳門人 58.3 30.0 4.8 3.6 1.9 1.4 

我是中國人 60.0 33.3 6.1 0.4 0.1 0.1 

 

2. 民族身份認同民族身份認同民族身份認同民族身份認同 

從表 4 的結果看，學生們大多數認同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和表 3 的數據

中“我是中國人”這一項目對比，其認同感明顯相對較低。這一結果和之前

研究中學生的情況相似。在上一研究中，研究人員對此結果感到意外，而本

次研究進一步證實澳門的大中學生均出現民族認同感低於中國人認同感的情

況。雖然原因仍有待分析，但研究人員也推測可能是在澳門的社會化習慣中，

比較強調大家的“中國人”身份，相對較少強調“中華民族”的身份，引至

相關的結果。 

表 4：民族身份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45.6 42.1 11.0 0.7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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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民身份認同公民身份認同公民身份認同公民身份認同 

從表 5 的結果看，學生們大部份認同自己的中國公民身份。和表 3 及 4

的數據對比，“中國公民身份”的認同感相對低於“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感，也相對低於 “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的認同感，但和後者比較接近。考慮

到澳門的特殊情況，有相當一部份的學生因歷史原因而持有其他國家的護

照，特別是葡萄牙護照，這個結果也是正常的。 

 

表 5：公民身份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45.9 35.6 15.5 1.5 0.7 0.7 

 

4. 中國和澳門身份的比較中國和澳門身份的比較中國和澳門身份的比較中國和澳門身份的比較 

（（（（1））））對外宣示對外宣示對外宣示對外宣示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 

從表 6 看，當在外國時，學生們宣示自己是中國人或澳門人傾向的區別

不大。 

和上一項研究的發現相似，研究人員認為，隨著澳門近年來的急速發展，

澳門已經成為一個較有國際知名度的地區。學生們的態度，間接反映了他們

作為澳門人的自信和自豪感已經較高。  

 

表 6：對外宣示的態度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如果在外國，我會 

介紹自己是澳門人 
41.9 35.3 12.5 4.7 3.4 2.2 

如果在外國，我會 

介紹自己是中國人 
40.0 39.6 17.5 2.1 0.7 0.1 

 

（（（（2））））感情依附感情依附感情依附感情依附 

從表 7 看，八成以上的學生表示“愛澳門”，而表示“愛中國”的則有

近七成，可見學生們對兩者的熱愛程度均比較高。在反面的表達上，可以看

到表達出“不愛澳門”的有 2.5%，“不愛中國”的較少，只有 1.5%。整體而

言，學生對澳門的感情依附明顯高於對中國的感情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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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感情依附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愛中國 32.3 36.5 28.9 1.4 0.1 0.8 

我愛澳門 41.2 41.1 14.8 1.7 0.8 0.4 

 

（（（（3））））自豪感自豪感自豪感自豪感 

從表 8 看，和中學生的情況不同，大學生們對澳門的自豪感並不明顯高

於對中國的自豪感。研究人員認為，這間接反映出大學生們對澳門社會的不

滿有可能影響他們作為澳門人的自豪感，也間接解釋為什麼表示“不愛澳

門”的學生比表示“不愛中國”的學生多。畢竟，大學生們和中學生相比，

開始有更多的獨立思考和訴求，對社會有一定的期望和要求，因而更容易產

生不滿的情緒。 

 

表 8：自豪感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會為自己是中國

人而自豪 
30.9 35.5 27.2 4.8 0.8 0.7 

我會為自己是澳門

人而自豪 
23.5 38.2 29.6 3.2 1.5 4.0 

 

（（（（4））））社會社會社會社會及及及及公民公民公民公民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從表 9 看，在社會及公民責任方面，學生們對澳門的認同感也比較強，

有近七成學生表現出責任感。 

 

表 9：社會及公民責任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在將來，我會行使澳

門市民的投票權 
28.1 40.2 22.7 2.8 1.0 5.4 

 

（（（（5））））離心傾向離心傾向離心傾向離心傾向 

最後，研究人員嘗試瞭解學生們在身份認同上的離心傾向。表 10 數據顯

示，在這一層面上對國家及對澳門的認同感區別不大，有離心傾向（表示十



 6

分同意或同意）的人低於 8%。但表示“不知道／不適用”的受訪者在兩個問

題中均有較高比例。 

 

表 10：離心傾向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在將來，我有可能會

放棄澳門身份證 
2.6 5.2 30.0 27.2 23.9 11.0 

在將來，我有可能會

放棄中國國籍 
2.1 5.2 29.0 31.2 24.2 8.3 

 

（（（（二二二二））））多方面認同多方面認同多方面認同多方面認同 

和上一個研究一樣，研究人員再從多方面瞭解學生們對國家的認同感。

研究人員主要是考慮社會學及心理學方面有關“認同”、“同群體”等概

念，以及考慮國家的特殊性，認為若對國家有認同，應會在領土及主權問題

上有明確的態度。也會在人文方面，如語言、文化、體育、地理等，以及在

社會政經方面，如時事、政治、法律、經濟、科技等等，有一定的關心、認

識、自豪感及責任心。同時也會表現為和同一國家的人盡量有相同的做法或

理念，及對其有較強的保護意識。 

1. 領土領土領土領土及主權及主權及主權及主權 

基於澳門的歷史，以及目前中國尚未完全實現統一的現狀，“領土及主

權”是分析國家認同的必然主題。 

從表 11 看，學生們大多數希望中國統一及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台灣獨立

的強烈程度不及希望中國統一的強烈程度，和中學生的情況相似。研究人員

沿用上一個研究的分析認為，基於台灣和澳門是兩個不同的地區，而澳門的

社會化系統較少進行反對台獨的教育，加上澳門仍然有不少來自台灣的人士

及有外國血統的人士，以及不少家庭和台灣有家庭、工作等等方面的聯繫，

故相關結果是正常的。 

近六成學生在澳門回歸紀念日及中國國慶日會感到很高興，表現出學生

們對國家的強烈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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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領土及主權”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希望中國統一 41.4 31.2 23.8 2.3 0.3 1.0 

我反對台灣獨立 32.3 26.1 34.7 3.2 1.5 2.2 

我在澳門回歸紀念

日會很高興 
23.3 36.4 33.1 5.2 1.0 1.1 

我在中國國慶日會

很高興 
25.4 33.7 33.3 5.9 0.8 0.8 

 

2.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在“語言”方面的國家認同層面，研究人員嘗試瞭解學生們對不同語言

的學習意願。不過，正如上一個研究所指，因為學生們現時處於一個多元學

習的社會，對多數事物有學習意向，故以此數據來分析國家認同，雖然可一

定的理據．也存在一定的限制，需特別留意。 

表 12 顯示，和中學生的數據相似，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表示出學好普通話

的意願，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相關的國家認同。而受訪者學習“英語”的意

願強於學習普通話的意願，只是一個教育系統及澳門社會國際化的表現，不

可以成為對國家認同的負面解讀。 

而即使葡萄牙語目前的應有範圍並不廣，但作為官方語言之一，仍然有

五成以上學生希望學好，比中學生的數據“四成”為高，某程度上可能是學

生們對澳門社會的認同及責任感的表現。 

 

表 12：“語言”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很想學好普通話 41.7 39.3 14.2 1.4 0.4 3.0 

我很想學好英語 64.0 29.1 5.8 0.7 0.1 0.3 

我很想學好葡萄牙語 24.4 31.3 30.9 10.3 2.5 0.7 

 

3.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表 13 顯示，超過七成學生表示想去中國內地旅行，表現出對中國內地的

一定程度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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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文化”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很想去中國內地旅行 32.0 39.0 22.2 4.7 1.2 0.8 

 

4.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表 14 顯示，對於體育方面的兩個題目，均有八成以上學生表現出對中國

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因中國於本年舉辦北京奧運會及取得好的成績，相信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學生們在這方面的認同感。 

 

表 14：“體育”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

事勝出感到光榮 
44.2 41.3 12.5 1.0 0.1 1.0 

我因中國舉辦 2008 年

奧運會感到光榮 
50.2 39.6 8.8 1.0 0.1 0.3 

 

5.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研究人員也嘗試從學生們對新聞的關心程度以及對一些社會事件的看法

瞭解學生們的認同感。當然，這也不得不考慮商業新聞媒介，特別是電視媒

介的影響。表 15 顯示，學生們普遍關心大中華地區的新聞，對國內新聞有關

心的學生超過七成，認同感也比較高。 

“毒奶粉事件”及“中國汶川大地震”是在上一個研究中沒有提及的社

會大事件，也是 2008 年的特別事件。數據顯示，七成以上受訪者對前者感到

羞恥，顯示出他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一份子及對事件願意承擔一定的群體

責任。九成以上受訪者關心中國汶川大地震的災民。雖然這已經是一個國際

人道主義的問題，但也同樣反映出他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一份子及對同胞

有所關心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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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社會”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

新聞 
24.9 48.0 23.8 2.8 0.6 0 

我會關心澳門的新聞 36.7 50.3 10.5 1.7 0.6 0.3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22.4 49.5 23.7 3.7 0.6 0.1 

我會關心台灣的新聞 17.6 36.2 36.6 8.0 1.2 0.4 

我因中國毒奶粉事件

感到羞恥 
39.5 34.1 21.7 2.9 1.5 0.3 

我會關心中國汶川大

地震的災民 
45.3 48.3 5.6 0.7 0.1 0 

 

6.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表 16 顯示，無論對中國還是澳門，學生們對法律的重視程度都不算太低，

但對中國的認同相對澳門來說是較低。另外，有四成多學生對“澳門基本法

對我來說十分重要”這一題目表示中立，則令研究人員有所擔憂。 

 

表 16：“法律”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會嘗試認識中國內

地的法律 
13.5 32.7 39.3 12 1.4 1.1 

我會嘗試認識澳門的

法律 
18.2 47.9 28.3 4.3 0.8 0.6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對我來說十分重要 
10.9 25.4 51.9 7.0 1.4 3.4 

澳門基本法對我來說

十分重要 
10.1 33.7 45.2 6.3 1.8 2.9 

 

7.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表 17 顯示，若指“對政治漠不關心”，學生們對自己、澳門人及中國人

的情況都是整體上有四成多人表示中立；對自己及中國人的“對政治漠不關

心”表述，受訪者傾向持不同意的意見，但不同意的傾向不強。從答案的分

佈情況看，學生們評價自己對政治關心度所持的意見，整體上更接近對“中

國人”的評價。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在這一議題上，學生們更傾向於認

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對澳門人的“對政治漠不關心”表述，受訪者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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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同意的意見，則出乎研究人員意料之外，似乎說明學生們認為澳門人有一

定的政治冷漠感，其原因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表 17：“政治”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對政治漠不關心 3.3 12.7 43.9 29 10 1.1 

澳門人對政治漠不關心 10.2 29.8 40.4 14.0 2.9 2.6 

中國人對政治漠不關心 4.0 12.1 44.6 26.9 7.9 4.5 

 

8. 自豪感自豪感自豪感自豪感 

表 18 顯示，隨著中國的經濟、科技等多方面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

學生們對國家發展的自豪感十分強烈，在經濟、科技兩方面發展上，均有七

成以上學生表現出自豪感。 

 

表 18：“自豪感”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為中國經濟發展

感到自豪 
24.9 46.6 25.6 1.7 0.4 0.8 

我為中國科技發展

感到自豪 
28.7 47.2 21.0 1.9 0.4 0.7 

 

9. 國家和地區國家和地區國家和地區國家和地區的的的的保護意識保護意識保護意識保護意識 

研究人員認為，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認同，必然會聯繫到他對這個國家

或地區安全的保護意識。表 19 顯示，對於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和反對恐怖主義，

均有六成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同意，持反對意見的學生比例很低，持中立意見

的是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說，在這一層面上，學生們對中國及對澳門的認同

感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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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保護意識”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認為澳門應立法

保障國家安全 
19.1 41.8 31.1 2.5 1.5 4.0 

我認為澳門應立法

反對恐怖主義 
20.8 39.3 33.4 2.1 1.5 2.9 

 

10. 國情教育國情教育國情教育國情教育 

表 20 顯示，大多數學生支持加強“國情教育”，持同意意見的超過六成

五。在一個曾有殖民地歷史及現時人口組成也有不少非中國藉人士的地區來

說，“國情教育”是一個對國家的認同感引申出來的教育課題。因此可以推

斷，在這方面學生們對國家的認同感比較高，態度比較積極和主動。 

 

表 20：“國情教育”方面的國家認同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我認為澳門應加強

國情教育 
25.4 40.0 28.1 3.3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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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總結及建議總結及建議總結及建議總結及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研究人員總結出以下幾項主要的研究發現： 

1. 澳門大學生整體來說對國家的認同感比較強。澳門過往的殖民地歷史

對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感有一些影響，但影響不大。 

2. 澳門大學生整體來說似乎對民族的認同感低於對國家的認同感，其原

因可能和澳門大學生的構成成分較為復雜有關，當然此結論還有待進一步的

研究。 

3. 七成以上學生希望中國統一，接近七成學生反對台灣獨立，接近六成

學生在回歸紀念日及中國國慶日會感到高興，反映出澳門大學生整體來說對

國家的主權及領土完整有強烈的認同。 

4. 澳門大學生整體來說對加強國情教育持正面及積極的態度。 

5. 澳門大學生整體來說對“保障國家安全”及“反對恐怖主義”立法持

正面及積極的態度。 

6. 不足五成受訪者表示“澳門基本法”對其重要，反映本澳基本法宣傳

在大學生中的工作做得不足，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 

7. 大學生們對澳門社會有較高的期望，當中引起的不滿也可能影響他們

對澳門社會的認同。 

8. 大學生們對內地的負面事件，如“毒奶粉”事件並不是單純指責，而

是有七成以上受訪者為此感到羞恥，顯示出大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一份

子及對事件願意承擔一定的群體責任。 

9. 九成以上受訪者關心中國汶川大地震的災民，反映出大學生認同自己

是中國人的一份子及對同胞有所關心和承擔。 

 

根據以上分析結論，研究人員初步建議如下： 

1. 本澳相關機構和學校應更全面地研究澳門大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情況。

本研究只是一個小規模的開發性研究，仍然有不少不足之處。要達到以上目

的，需要政府及社會開展更全面和持續性的研究。 

2. 正確認識及進一步瞭解澳門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情況，制訂本土的國情



 13 

教育政策。正如研究人員在上一研究中所指，本澳現時的國民、國情教育課

程，在教材、課程設置等方面，有不少是參考國內及香港。缺乏本土性，不

太能切合本澳的情況。國內因為沒有殖民地歷史，和本澳的基本情況不同。

而本研究也顯示，殖民地歷史對澳門學生的國家認同感雖有客觀上的影響，

但影響並不是十分大，和香港情況不大相同。而且，有一些課題，如“公民

身份”的認同中涉及的持葡萄牙護照學生的認同問題，也是本澳特有的本土

議題。因此，有必要針對澳門的現實情況，制訂適合澳門的國情教育課程，

編訂一些本土的教材，更好地開展國情教育。 

3. 通過多種方式，加強在各高等教育機構推動國情教育。推動國情教育

已經是政府的既定政策之一，本研究顯示學生們也對此持積極的支持態度，

政府及各高等教育機構應肯定自己過去努力的成果，進一步加強國情教育。 

加強國情教育應采取多種形式，如加強與內地高校學生的交流、支援災

區建設、扶貧支教、組織義工團隊、參觀內地建設成就等，都可以增加對國

情的瞭解和關注，增強認同感，理解存在的問題所在。 

4. 加強領土及主權教育。學生們多數支持國家統一，反對台獨。而在 2008

年，兩岸關係也取得了重大的發展。應通過各種渠道，讓學生們瞭解中國的

歷史，認識台灣問題的歷史、政治等等成因各現狀，讓大家增強和平統一的

意識和願望。 

5. 加強對中國發展現狀的客觀瞭解。學生們對內地的情況瞭解仍不多。

應加強介紹中國在各方面的發展，讓大家增強自豪感。但同時，也要理性地

介紹國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及不足，加強大家的客觀認識，並增強學生們為中

國和澳門發展作出自己努力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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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問卷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問卷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問卷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問卷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青年研究協會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社會文化司社會文化司社會文化司社會文化司  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基金會贊助 

本調查研究旨在瞭解澳門大學生的身份認同感，再給政府、教育機構、社會服務機構等提供意見。

調查中不會收集任何可以識別你身份的個人資料；所有資料只會用於研究用途及作適當保密處理。 

以下的題目均為單選題，且沒有對與錯的分別。你不需要詳細思考，請在閱讀題目後盡快在自己

認為最符合自己目前想法的答案所對應的□內打√，如認為不知道就直接選擇“不知道”。 

非常感謝您的配合，謝謝。 

                                                                                                   

一一一一．．．．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 性別：  □ 1. 男   □ 2. 女                                                                       

 

2. 年級：  □ 1. 大一   □ 2. 大二   □ 3. 大三                                

□ 4. 大四   □ 5. 研究生   □ 6. 預科 

 

3. 學校：  □ 1. 澳門大學   □ 2. 澳門理工學院   □ 3. 旅遊學院                         

□ 4. 科技大學   □ 5. 鏡湖護理學院   □ 6. 其他__________ 

 

4. 出生地： □ 1. 澳門              □ 2. 中國內地     □ 3. 香港                 

□ 4. 台灣    □ 5. 葡國    □ 6. 其他地區 

 

 

二二二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 

請指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在所對應的□內打√。(為方便答題，□內有對應答案的編號) 

  1 2 3 4 5 6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

適用 

5. 我是澳門人  1   2   3   4   5   6  

6. 我是中國人  1   2   3   4   5   6  

7.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1   2   3   4   5   6  

8. 我愛中國  1   2   3   4   5   6  

9. 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1   2   3   4   5   6  

10 我愛澳門  1   2   3   4   5   6  

11 如果在外國，我會介紹自己是澳門人  1   2   3   4   5   6  

12 如果在外國，我會介紹自己是中國人  1   2   3   4   5   6  

13 我希望中國統一  1   2   3   4   5   6  

14 我會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  1   2   3   4   5   6  

15 在將來，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  1   2   3   4   5   6  

16 我會為自己是澳門人而自豪  1   2   3   4   5   6  

17 在將來，我有可能會放棄澳門身份證  1   2   3   4   5   6  

答題欄答題欄答題欄答題欄 

1.____ 

 

2.____ 

 

 

3.____ 

 

 

4.____ 

 

 

 

 

 

5.____ 

6.____ 

7.____ 

8.____ 

9.____ 

10.____ 

11.____ 

12.____ 

13.____ 

14.____ 

15.____ 

16.____ 

17.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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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十分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不知道/ 不

適用 

18 在將來，我有可能會放棄中國國籍  1   2   3   4   5   6  

19 我因中國代表於國際賽事勝出感到光榮  1   2   3   4   5   6  

20 我因中國舉辦 2008 年奧運會感到光榮  1   2   3   4   5   6  

21 我因中國毒奶粉事件感到羞恥  1   2   3   4   5   6  

22 我會關心中國汶川大地震的災民  1   2   3   4   5   6  

23 我會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  1   2   3   4   5   6  

24 我會關心澳門的新聞  1   2   3   4   5   6  

25 我會關心香港的新聞  1   2   3   4   5   6  

26 我會關心台灣的新聞  1   2   3   4   5   6  

27 我反對台灣獨立  1   2   3   4   5   6  

28 澳門人對政治漠不關心  1   2   3   4   5   6  

29 中國人對政治漠不關心  1   2   3   4   5   6  

30 我會嘗試認識澳門的法律  1   2   3   4   5   6  

31 我會嘗試認識中國內地的法律  1   2   3   4   5   6  

32 我很想去中國內地旅行  1   2   3   4   5   6  

33 我很想學好普通話  1   2   3   4   5   6  

34 我很想學好葡萄牙語  1   2   3   4   5   6  

35 我很想學好英語  1   2   3   4   5   6  

36 我在中國國慶日會很高興  1   2   3   4   5   6  

37 我在澳門回歸紀念日會很高興  1   2   3   4   5   6  

38 我對政治漠不關心  1   2   3   4   5   6  

39 澳門基本法對我來說十分重要  1   2   3   4   5   6  

40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我來說十分重要  1   2   3   4   5   6  

41 我為中國經濟發展感到自豪  1   2   3   4   5   6  

42 我為中國科技發展感到自豪  1   2   3   4   5   6  

43 我認為澳門應立法保障國家安全  1   2   3   4   5   6  

44 我認為澳門應立法反對恐怖主義  1   2   3   4   5   6  

45 我認為澳門應加強國情教育  1   2   3   4   5   6  

  

 

 

18. ____ 

19. ____ 

20. ____ 

21. ____ 

22. ____ 

23. ____ 

24. ____ 

25. ____ 

26. ____ 

27. ____ 

28. ____ 

29. ____ 

30.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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