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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研究報告年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研究報告年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研究報告年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研究報告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 

一一一一、、、、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身份認同感”這一課題，某程度而言是指與在“身份認同感”方面具有特殊

情況的人群有關的課題。常見的有新移民群體、少數民族、特殊的弱勢群體等等；

以及生活於曾經出現主權問題、國家統一等問題的地方（如曾經為殖民地、曾經

出現獨立、分離、統一事件的地區）的人群。在大中華地區，這一課題便是在後

者所指的特殊的背景下產生。回歸祖國之後，港澳地區政府及社會經常提及的“國

情教育”，便是和這一課題緊密相關的社會議題。 

澳門經歷數百年的葡萄牙殖民統治，在地理上是華洋雜處的繁華都市，在文

化上是東西匯集的繽紛舞臺。因此，澳門既有其地方身份，有澳門人的故事，但

作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澳門亦有其中國身份，澳門人的故事也是中國人的故事。 

對澳門中學生的身份認同感情況的調查和研究，是一項極具社會意義和研究

價值的課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及澳門青年研究協會聯合開展的“澳門中學生

國民身份認同調查”作為一項長期的延續性課題，自 2007年開始，至今已歷時 12

年，共開展 7 次（分別為 2007 年、2009 年、2011 年、2014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掌握了一系列相關數據。研究人員希望通過十餘年來小規模的開

發型研究的積累，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澳門情況的關於“身份認同感”課題的研

究系統，從而向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教育機構、社團各界提供數據以及建議，

致力為提高及完善澳門的國民教育水平作出貢獻。 

主辦單位於 2019 年開展的第七次“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希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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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再次的調查研究，瞭解中學生們更多的想法和訴求，以提供及時更新的統計資

料。文獻搜索方面，在澳門地區除青研和學聯於之前六次的調研結果外，並未發

現有與此課題相關的較爲系統的研究。香港方面有一些類似的研究，可以提供一

些參考，但因為港澳地區的歷史、社會等情況的不同，也難以作出具體的引用和

比較。因此，是次調查研究以過去幾年的調研為藍本，同時依據現實狀況和新的

研究需要，在其基礎上進行了改進和修訂。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就讀於澳門正規的全日制中學的學生。 

三三三三、、、、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於 2019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19日進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數

據，共發出問卷 1,641份，收回問卷 1,623份。經核實，其中有效問卷為 1,605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8.9%。在澳門教青局的支持下，本次調查分別在海星中學、

慈幼中學、陳瑞祺永援中學、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聖保祿學校、粵華中學、

澳門浸信中學、勞工子弟學校、濠江中學、鏡平學校、東南學校、澳門坊眾學校、

培華中學、新華學校、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鄭觀應公立學校、中葡職業技術

學校、高美士中葡中學等 18所學校進行。 

為了更準確的掌握本澳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的真實數據，我們對這次調查作

了一些調整，使得參與學校的范圍更廣、學校類型分布更合理（第一次有政府校

參加）、受訪學生數更多（調查學生數創新高，以往調查數一般在七百至一千三百

之間）、各年級分布較為均衡。并且根據澳門中學生的族群特點第一次吸收由外國

出生（葡萄牙出生 1人，其他地區出生 26人）、非華人族裔學生（葡裔有 33人，

其他族裔有 95人）參加調查。 



3 

研究人員根據各間學校之回覆制定問卷樣本數配額，然後在各校的配合下，

於校內發放問卷給予學生作不記名的填寫。問卷回收後，研究人員將其進行審核，

再將有效問卷之數據輸入電腦，以 SPSS統計軟件進行相關分析。  

由於調查方面的限制，本次調研採取的抽樣方法是配額抽樣及便利抽樣的混

合，取樣對研究結果有一定的影響，需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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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調查數據分析調查數據分析調查數據分析調查數據分析 

一一一一、、、、背景資料統計背景資料統計背景資料統計背景資料統計 

（一）受訪者的性別 

受訪者的性別分佈，在全部 1,605名有效受訪者中，955人 (59.5% ) 為男生；

650人 (40.5%) 為女生。見圖 1： 

 

圖 1：受訪者的性別 

 

(二)受訪者的年級 

受訪者的年級分佈，初一/中一有 254人(15.8%)；初二/中二有 200人(12.5%)；

初三/中三有 417人(26.0%)；高一/中四有 381人(23.7%)；高二/中五有 140人(8.7%)；

高三/中六有 213人(13.3%)。見圖 2： 

男，59.5%

女，40.5%

受訪者性別受訪者性別受訪者性別受訪者性別



5 

 

圖 2：受訪者的年級分佈 

 

    （三）受訪者的出生地 

受訪者的出生地分佈。出生於澳門的有 1,106 人(68.9%)；出生於中國內地的

有 396人(24.7%)；出生於香港的有 50人(3.1%)；出生於台灣地區的有 25人(1.6%)；

出生於葡萄牙的有 1人(0.1%)；出生於其他地區的有 26人(1.6%)；另有 1人（0.1%）

沒有作答。見圖 3：   

 

圖 3：受訪者的出生地分佈    

 

初一/中一

15.8%

初二/中二

12.5%

初三/中三

26.0%

高一/中四

23.7%

高二/中五

8.7%

高三/中六

13.3%

受訪者學級受訪者學級受訪者學級受訪者學級

澳門

68.9%

中國內地

24.7%

香港

3.1%

台灣地區

1.6%葡萄牙

0.1%
其他地區

1.6%

未作答

0.1%

受訪者出生地受訪者出生地受訪者出生地受訪者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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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訪者的族裔 

    受訪者的族裔。華裔有 1,471人(91.7%)；葡裔有 33人(2.1%)；其他族裔有 95

人(5.9%)；另有 6人(0.4%)沒有作答。見圖 4： 

 

圖 4：受訪者的族裔 

      

（五）受訪者的居民身份。 

受訪者的居民身份。澳門永久居民有 1,345人(83.8%)；澳門非永久居民有 239

人(14.9%)；其他國家或地區居民身份的有 19人(1.2%)；另有 2人(0.1%)沒有作答。

見圖 5： 

 

圖 5：受訪者的居民身份 

華裔

91.7%

葡裔
2.1%

其他

5.9%
未作答

0.4%

受訪者族裔受訪者族裔受訪者族裔受訪者族裔

澳門永久居民
83.8%

澳門非永久居

民

14.9%

其他

1.2%未作答

0.1%

受訪者的居民身份受訪者的居民身份受訪者的居民身份受訪者的居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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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基本分析基本分析基本分析基本分析 

根據調查需要，本次問卷在設計了單項選擇題和多項選擇題的同時，受訪者

還需要就一些有關身份認同的問題進行表態，答案分別是非常同意、同意、一般、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以及不知道／不適用。分析中，研究人員分析回答不同答

案的學生所佔的百分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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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員認爲，如果沒有統一、主權、殖民地、移民社會等歷史背景，按一

般假設預計，受訪者應對自己國家的認同感最強，之後才是所在地區。但是，考

慮到澳門曾經的殖民地歷史和與内地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狀，學生們可能

會出現對澳門的認同感高於對國家的認同感的情況。 

研究人員首先從基本身份認同進行考察，然後再從公民責任、社會、時事與

國情認知等各角度瞭解學生們對國家的認同感。研究人員綜合考慮中國國情和澳

門的地區特殊性，主要結合社會學及心理學方面有關“認同”、“同群體”等概

念，認爲受訪者若對國家有認同，應會對公民責任有明確的態度、對社會有一定

的關心和認識、對時事和國情有一定的瞭解。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該項調查已經開展 7次，歷經 12年。為保持問卷數據的

延續性，便於對比分析，在以往的問卷設計上，研究人員的思路是主幹調查題基

本不變，公民責任、社會、時事與國情認知等調查題會隨社會形勢而調整。但由

於在此 12年間，時代特征和社會形勢均悄然發生著改變，所以在是次問卷設計上，

我們在保留核心題目的同時，對主幹調查題、公民責任、社會、時事與國情認知

等題目根據客觀實際均進行了適當的調整。 



8 

（（（（一一一一））））基本身份認同基本身份認同基本身份認同基本身份認同 

1、“我是澳門人”與“我是中國人” 

對“我是澳門人”這一表述，有 908人(56.6%)選擇非常同意；有 459人(28.6%) 

選擇同意；有 150人(9.3%)選擇一般；有 19人(1.2%)選擇不同意；有 11人(0.7%) 選

擇非常不同意；有 30人(1.9%)選擇不知/不適用；另有 28人（1.7%）沒有作答。

見圖 6： 

 

圖 6：受訪者對“我是澳門人”這一表述的態度 

 

對“我是中國人”這一表述，有 837人(52.1%)選擇非常同意；有 372人(23.2%)

選擇同意；有 239人(14.9%)選擇一般；有 37人(2.3%) 選擇不同意；有 38人(2.4%)

選擇非常不同意；有 50 人(3.2%)選擇不知/不適用；另有 32 人(2.0%)沒有作答。

見圖 7： 

非常同意

56.6%

同意

28.6%

一般

9.3%不同意

1.2%

非常不同意

0.7%

不知/不適用

1.9%

未作答

1.7%

我是澳門人我是澳門人我是澳門人我是澳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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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受訪者對“我是中國人”這一表述的態度 

 

2007-2019年受訪者的地區身份認同情況對比可見表 1。從有關調查的結果來

看， 2007年與 2009年的調查結果基本持平。澳門中學生對澳門及對國家的認同

程度（選擇“非常同意”或“同意”）都在九成以上，居於高位。 

澳門中學生對“我是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程度在2011年較之前調查有所下降，

但仍有近九成學生認同澳門人身份，保持高位；自 2011年始（包括 2011年、2014

年、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的數次調查中，這一數據一直維持在近九成。 

澳門中學生對“我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程度的變化值得關注。圖 8 可以直

觀反映這一數據的歷年變化。在“我是中國人”的認同問題上，澳門中學生選擇

“非常同意”和“同意”的百分比，由 2007年和 2009年的九成多減少到 2011年

的八成，而 2014年迅速跌至五成半，在 2017年和 2018年的調查中，這一數據持

續回升至七成以上，接近八成。通過對 2017年和 2018年的數據分析可發現，2017

年澳門中學生對“我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程度雖然有所回升，但仍未回復到 2011

年的水平；2018 年和 2019 年，澳門中學生對“我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程度進

非常同意
52.1%

同意

23.2%

一般
14.9%

不同意
2.3%

非常不同意
2.4%

不知/不適用
3.1%

未作答

2.0%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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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回升，選擇“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受訪者均接近八成（如果考慮到 2019

年的本次調查有128名非華裔學生參加，在此項題目中減去這部分學生做為基數，

則選擇“非常同意”或“同意”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佔 81.9%，已超過

2011年水平）。同時，2019年選擇“非常同意”的受訪者佔 52.1%，在 2011年後

首次超過半數，為自 2011年起本項數據的最高峰。就以往的調查結果來看，本項

數據的起伏情況與澳門、周邊地區乃至國際大環境的社會和政治生態有所關聯，

但是，2019年雖然香港發生了修例風波，但和以往調查數據的對比來看，非常同

意和同意的仍然保持上升態勢，持續走高。這和 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發生后數據

下滑了 25%以上，形成了鮮明對比。 

表 1：2007-2019年受訪者地區身份認同情況對比 

年份 問題 

答案（百分點%）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不同
意 

2007 
我是澳門人 66.44  25.34  6.16  0.96  1.10  

我是中國人 65.84  27.43  5.76  0.69  0.27  

2009 
我是澳門人 66.8 24.4 7.4 0.4 0.3 

我是中國人 66.2 24.4 7.4 0.8 0.7 

2011 
我是澳門人 56.0 33.6 9.0 0.6 0.5 

我是中國人 38.7 42.9 15.2 1.4 0.9 

2014 
我是澳門人 59.1 29.5 10.3 0.4 0.7 

我是中國人 22.1 33.0 33.0 5.9 6.0 

2017 
我是澳門人 53.6 34.3 9.7 0.8 0.6 

我是中國人 42.4 30.0 20.3 2.9 2.5 

2018 
我是澳門人 53.3 33.7 10.9 0.8 0.3 

我是中國人 46.0 32.8 16.8 1.2 1.9 

2019 
我是澳門人 56.6 28.6 9.3 1.2 0.7 

我是中國人 52.1 23.2 14.9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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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17-2019受訪者對“我是中國人”認同感變化折線圖 

 

2、“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與“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 

對“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表述，有 708人(44.1%)選擇非常同意；

有 504 人(31.4%)選擇同意；有 298 人(18.6%)選擇一般；有 14 人(0.9%)選擇不同

意；有 15人(0.9%)選擇非常不同意；有 34人(2.1%)選擇不知/不適用；另有 32人

(2.0%)沒有作答。見圖 9：  

 

圖 9：受訪者對“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表述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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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9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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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受訪者對受訪者對受訪者對受訪者對““““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認同感變認同感變認同感變認同感變

化折線圖化折線圖化折線圖化折線圖

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比例

非常同意

44.1%
同意

31.4%

一般

18.6%
不同意

0.9%

非常不同意

0.9%

不知/不適用

2.1%

未作答
2.0%

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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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表述，有 750人(46.7%)選擇非常同意；

有 384 人(23.9%)選擇同意；有 302 人(18.8%)選擇一般；有 46 人(2.9%)選擇不同

意；有 33人(2.1%)選擇非常不同意；有 56人(3.5%)選擇不知/不適用；另有 34人

(2.1%)沒有作答。見圖 10：  

 

圖 10：受訪者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表述的態度 

 

2011-2019 年受訪者對“澳門人/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態度對比可

見表 2。對“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判斷，2011 年持“非常同意”和

“同意”態度的受訪者比例為 67.7%；而在 2014年、2017年和 2018年三次調查

中基本持平，均在七成以上；2019年調查中這一數據上升至 75.5%，創自 2011年

起歷年調查新高。 

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判斷，2011年持“非常同意”和“同

意”態度的受訪者比例為62.3%，2014年則大幅下滑至37%，2017年又回升至61.2%，

與 2011年相當；值得關注的是，2018年，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

判斷，69.9%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不僅較 2017年數據上升了近

非常同意

46.7%
同意

23.9%

一般

18.8%不同意

2.9%
非常不同意

2.1%

不知/不適用

3.5%

未作答

2.1%

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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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百分點，且達到了自 2011 年後的最高值；同時，2018 年的這一數據也是自

2011年以來，中國人身份重要性和澳門人身份重要性的認同數據的首次旗鼓相當；

2019年，在本次調查增加了 128名非華裔受訪者的前提下，這項數據仍又再創歷

年新高，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受訪者達到 70.6%，尤其是“非常同意”

的人數大幅增加至 46.7%。這一結果表明，大多數澳門中學生認為中國人身份和

澳門人身份對其都有著重要意義。 

表 2: 2011-2019年受訪者對“澳門人/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態度對比 

年份 問題 
答案（百分點%）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11 

澳門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31.1  36.6  30.4  1.3  0.2  

中國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28.3  34.0  33.4  1.9 1.1  

2014 

澳門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37.3  36.6  23.4  1.7 1 

中國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21.9  15.1  46.2  9.5 7.2  

2017 

澳門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37.2  33.4  25.8  1.6 0.9 

中國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33.8  27.4  28.6  4.3 3.0  

2018 

澳門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36.3  34.9  25.5  1.4 0.7 

中國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37.9  32.0  23.5  2.4 2.4 

2019 

澳門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44.1 31.4 18.6 0.9 0.9 

中國人身份對
我來說很重要 

46.7 23.9 18.8 2.9 2.1 

 

3、澳門中學生對葡萄牙人身份的認同情況 

2019年，澳門中學生對“我是葡萄牙人”這一表述的態度，有 28人(1.7%) 選

擇非常同意；有 58人(3.6%)選擇同意；有 237人(14.8%)選擇一般；有 401人(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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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不同意；有 432人(26.9%) 選擇非常不同意；有 416人(25.9%)選擇不知/不適

用；另有 33人（2.1%）沒有作答。見圖 11： 

 

圖 11：受訪者對“我是葡萄牙人”這一表述的態度 

 

2019年，澳門中學生對“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表述的態度，

有 38 人(2.4%)選擇非常同意；有 67 人(4.2%)選擇同意；有 262 人(16.3%)選擇一

般；有361人(22.5%)選擇不同意；有396人(24.7%)選擇非常不同意；有447人(27.9%)

選擇不知/不適用；另有 34人(2.1%)沒有作答。見圖 12： 

 

圖 12：受訪者對“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一表述的態度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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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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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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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葡萄牙人我是葡萄牙人我是葡萄牙人我是葡萄牙人

非常同意

2.4%

同意

4.2%

一般

16.3%

不同意

22.5%

非常不同意

24.7%

不知/不適用

27.9%

未作答

2.1%

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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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澳門中學生對自己身份的界定 

澳門中學生對自己身份的界定，有 797人(49.7%)受訪者認為自己為“中國澳

門人”；有 392人(24.4%)受訪者認為自己為“澳門人”；有 328人(20.4%)受訪者認

為自己為“中國人”；有 7人(0.4%)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為“葡萄牙人”；有 33人(2.1%)

選擇“其他”；有 47人(2.9%)選擇不確定；另有 1人（0.1%）沒有作答。見圖 13： 

 

圖 13：受訪者對自己身份的界定 

 

（二）公民責任 

研究人員試圖通過詢問受訪者對“在將來，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這

一陳述的態度來考察受訪者對公民責任的態度情況。對“在將來我會行使澳門市

民的投票權”這一表述，有 502人(31.3%)選擇非常同意；有 463人(28.8%)選擇同

意；有 397人(24.7%)選擇一般；有 28人(1.7%)選擇不同意；有 22人(1.4%)選擇

非常不同意；有 163人(10.2%)選擇不知/不適用；另有 30人(1.9%)沒有作答。見

圖 14： 

中國人

20.4%

澳門人

24.4%

中國的澳門人

49.7%

葡萄牙人

0.4%

其他

2.1%

不確定

2.9%

未作答

0.1%

受訪者認為自己的身份是受訪者認為自己的身份是受訪者認為自己的身份是受訪者認為自己的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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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受訪者對未來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的態度 

 

十年來受訪者未來行使澳門市民投票權的意願對比情況可見表 3。2019 年調

查中，關於在將來行使澳門市民投票權的判斷，選擇“非常同意”和“同意”的

受訪者共計60.1%。受訪者在將來行使澳門市民投票權的意願呈逐次下降的趨勢，

須請引起學校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表 3：2007-2019年受訪者未來行使澳門市民投票權的意願對比 

問題 年份 
答案（百分點%）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在將來，我會行澳門市

民的投票權 

2007 44.34 40.42 14.55 0.28 0.42 

2009 47.3 31.8 17.3 1.1 0.4 

2011 32.5 42.3 21.7 0.8 0.6 

2014 36.3 31.9 28.3 2.1 1.4 

2017 36.1 32.2 21.8 1.5 0.7 

2018 35.4 30.6 21.6 2.2 1.5 

2019 31.3 28.8 24.7 1.7 1.4 

 

（三）社會 

研究人員還嘗試從澳門中學生對社會新聞的關心程度瞭解其認同感。 

非常同意

31.3%

同意

28.8%

一般

24.7%

不同意

1.7%

非常不同意

1.4%

不知/不適用

10.2%

未作答

1.9%

在將來在將來在將來在將來，，，，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

權權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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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訪者對在澳門發生的新聞事件的關心程度。有 591 人(36.8%)選擇“非

常關心”；有 501人(31.2%)選擇“和自己有關的關心，其他的不關心”；有 148人

113人(7.0%)選擇“基本不關心”；有 396人(24.7%)選擇“無意見”；另有 4人(0.2%)

沒有作答。見圖 15： 

 

圖 15：受訪者對在澳門發生的新聞事件的關心程度 

 

2014 年-2019 年受訪者對澳門的新聞事件的態度對比可見表 4。2019 年表示

“非常關心”澳門新聞的受訪者比例較 2018年稍有上升。 

表 4: 2014-2019年受訪者對澳門的新聞事件的態度對比 

問題 年份 

答案（百分點%） 

非常關心 
和自己有關的關心，其

他的不關心 
基本不關心 

無意見/不知道/

拒答/ 

對澳門新聞事件的態度？ 

2014 44.3  29.1 9.5  17.1 

2017 40.6 35.2 9.8  14.3 

2018 36.1 37.8 10.7 15.4 

2019 36.8 31.2 7.0 24.9 

 

非常關心

36.8%

和自己有關的

關心，其他的

不關心
31.2%

基本不關心

7.0%

無意見
24.7%

未作答

0.2%

對在澳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澳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澳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澳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您您您您

的態度是的態度是的態度是的態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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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訪者對在中國內地發生的新聞事件的關心程度。有 514人(32.0%) 選擇

非常關心；有 448 人(27.9%)選擇和自己有關的關心，其他的不關心；有 185 人

(11.5%)選擇基本不關心；有 456 人(28.4%)選擇“無意見”；另有 2 人（0.1%）沒

有作答。見圖 16： 

 

圖 16：受訪者對在中國內地發生的新聞事件的關心程度 

 

2014-2019年受訪者對中國內地的新聞事件的態度對比可見表 5。2019年的調

查顯示，32.0%的澳門中學生“非常關心”中國內地的新聞事件，較 2018 年的數

據 28.0%有較大增加。 

表 5: 2014-2019年受訪者對中國內地的新聞事件的態度對比 

問題 年份 

答案（百分點%） 

非常關心 
和自己有關的關心，其

他的不關心 
基本不關心 

無意見/不知道/

拒答 

對中國內地新聞事件的態度？ 

2014 24.0 31.2 22.1  22.7 

2017 32.2 35.4 16.4  15.9 

2018 28.0 39.4 16.3 16.3 

2019 32.0 27.9 11.5 28.5 

 

非常關心

32.0%

和自己有關的

關心，其他的

不關心
27.9%

基本不關心

11.5%

無意見

28.4%

未作答

0.1%

對在中國内地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中國内地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中國内地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中國内地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

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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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事與國情認知 

研究人員認為，受訪者對時事和國情的關注程度及所持態度，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受訪者對國家的責任感和認同感。 

1、受訪者是否認同“有國才有家”、“無國不成家”？有 601人(37.4%)表示非

常認同；有 558人(34.8%)表示較為認同；有 135人(8.4%)表示不太認同；有 51人

(3.2%)表示非常不認同；有 259 人(16.1%) 選擇“無意見”；另有 1人（0.1%）沒

有作答。見圖 17： 

 

圖 17：受訪者對“有國才有家”、“無國不成家”等表述的態度 

     

2、受訪者對於台灣地區主權問題的態度。有 734 人(45.7%)表示“臺灣應早

日統一，回歸祖國”；有 306人(19.1%)表示“臺灣應維持現狀”；有 562人(35.0%)

表示“無意見”；另有 3人(0.2%)沒有作答。見圖 18： 

非常認同

37.4%

較爲認同

34.8%

不太認同

8.4%

非常不認同

3.2%
無意見
16.1%

未作答

0.1%

您是否認同您是否認同您是否認同您是否認同「「「「有國才有家有國才有家有國才有家有國才有家」、「」、「」、「」、「無無無無

國不成家國不成家國不成家國不成家」」」」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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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受訪者對於台灣地區主權問題的態度 

 

3、受訪者看到慶祝國慶的活動，以及祖國各方面的發展時的感受如何？有 

1,004人(62.6%)表示“感覺到祖國的強大，作為中國人很自豪”；有 340人(21.2%)

表示“感覺一般般”；有 258人(16.1%)表示“無意見”；另有 3人(0.2%)沒有作答。

見圖 19： 

 

圖 19：受訪者看到慶祝國慶的活動，以及祖國各方面的發展時的感受 

 

台灣應早日統

一，回歸祖國

45.7%

台灣應維持現

狀

19.1%

無意見
35.0%

未作答

0.2%

對於台灣地區的主權問題對於台灣地區的主權問題對於台灣地區的主權問題對於台灣地區的主權問題，，，，您的態您的態您的態您的態

度是度是度是度是？？？？

感覺到祖國的

強大，作為中

國人很自豪
62.6%

感覺一般般
21.2%

無意見

16.1%

未作答

0.2%

當您看到慶祝國慶的活動當您看到慶祝國慶的活動當您看到慶祝國慶的活動當您看到慶祝國慶的活動，，，，以及祖以及祖以及祖以及祖

國各方面的發展時國各方面的發展時國各方面的發展時國各方面的發展時，，，，您的感受如您的感受如您的感受如您的感受如

何何何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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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產生，受訪者知道當選者是哪位？選擇

正確答案，回答為“賀一誠”有 1,153人(71.8%)；回答為“何厚鏵”的有 54人(3.4%)；

回答為“崔世安”的有 104 人（6.5%）；表示“不知道”的有 293 人(18.3%)；另有 1

人(0.1%)沒有作答。見圖 20： 

 

圖 20：受訪者對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當選者的知曉情況 

  

5、受訪者對澳門回歸祖國 20年來發展情況的總體評價。選擇“高速發展，社

會進步”的有 683 人(42.6%)；選擇“有序發展，略有成就”的有 511 人(31.8%)；選

擇“發展緩慢”的有 166人(10.3%)；選擇“無意見”的有 241人（15.0%）；另有 4人

（0.2%）沒有作答。見圖 21： 

何厚鏵

3.4%

崔世安

6.5%

賀一誠
71.8%

不知道

18.3%

未作答

0.1%

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

產生產生產生產生，，，，您知道當選者是您知道當選者是您知道當選者是您知道當選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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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受訪者對澳門回歸祖國 20年來發展情況的總體評價 

 

6、受訪者澳門特區依法維護社會平安穩定的態度。表示“非常認同”的有 589

人(36.7%)；表示“認同”的有 645人(40.2%)；表示“一般”的有 333人(20.7%)；表示

“不認同”的有 19人(1.2%)；表示“非常不認同”的有 17人(1.1%)；另有 2人（0.1%）

沒有作答。見圖 22： 

 

圖 22：受訪者澳門特區依法維護社會平安穩定的態度 

 

高速發展，社

會進步
42.6%

有序發展，略

有成就

31.8%

發展緩慢
10.3%

無意見
15.0%

未作答

0.2%

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周年周年周年，，，，您如您如您如您如

何評價回歸何評價回歸何評價回歸何評價回歸20年來澳門的總體發展年來澳門的總體發展年來澳門的總體發展年來澳門的總體發展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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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此的態度是你對此的態度是你對此的態度是你對此的態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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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受訪者關心/留意香港反修例事件嗎？選擇“非常關心/留意”的有 377 人

(23.5%)；選擇“關心/留意”的有 623人(38.8%)；選擇“一般”的有 387人(24.1%)；選

擇“不關心/不留意”的有 52人(3.2%)；選擇“無意見”的有 165人(10.3%)；另有 1人

(0.1%)沒有作答。見圖 23： 

 

圖 23：受訪者關心/留意香港反修例事件嗎？ 

 

8、受訪者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的態度。有 1,014人(63.2%)表示反

對；140人(8.7%)表示認同；121人(7.5%)表示無所謂；329人(20.5%)表示無意見；

另有 1人（0.1）沒有作答。見圖 24： 

 

圖 24：受訪者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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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您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您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您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

的態度是的態度是的態度是的態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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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研究人員對受訪者對“我是中國人”的認同程度與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

者使用暴力的態度進行了交叉分析。對“我是中國人”表示“非常同意”或“同

意”的受訪者，反對暴力抗爭的佔 54.4%，認同暴力抗爭的僅佔 5.9%；而對“我

是中國人”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受訪者，反對暴力抗爭的佔 29.4%，

認同暴力抗爭的佔 32.0%。顯然，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中反對反修例事

件中暴力抗爭的比例遠高於不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 

研究人員還對受訪者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認同程度與對反修例

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的態度進行了交叉分析。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

表示“非常同意”或“同意”的受訪者，反對暴力抗爭的佔 73.5%，認同暴力抗

爭的僅佔 5.9%；而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

同意”的受訪者，反對暴力抗爭的僅佔 26.6%，認同暴力抗爭的佔 35.4%。顯然，

認同“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受訪者中反對反修例事件中暴力抗爭的比

例遠高於不認同“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受訪者。 

 

9、受訪者對反修例事件中部分香港中學生參與罷課的態度。有 833人(51.9%)

表示反對；194 人(12.1%)表示認同；165 人(10.3%)表示無所謂；412 人(25.7%)表

示無意見；另有 1人（0.1）沒有作答。見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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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受訪者對反修例事件中部分香港中學生參與罷課的態度 

 

同時，研究人員對受訪者對“我是中國人”的認同程度與對反修例事件中部分

香港中學生參與罷課的態度進行了交叉分析。對“我是中國人”表示“非常同意”

或“同意”的受訪者，反對中學生罷課的佔 61.3%，認同中學生罷課的僅佔 7.9%；

而對“我是中國人”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受訪者，反對中學生罷

課的僅佔 14.7%，認同中學生罷課的佔 41.3%。顯然，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

者中反對反修例事件中學生罷課的比例遠高於不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 

研究人員還對受訪者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認同程度與對反修例

事件中部分香港中學生參與罷課的態度進行了交叉分析。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

說很重要”表示“非常同意”或“同意”的受訪者，反對中學生罷課的佔 63.4%，

認同中學生罷課的僅佔 7.5%；而對“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表示“不同意”

或“非常不同意”的受訪者，反對中學生罷課的僅佔 16.5%，認同中學生罷課的

佔 44.3%。顯然，認同“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受訪者中反對反修例事

件中學生罷課的比例遠高於不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 

 

10、受訪者認識中國內地的主要途徑。本題為多選題。有 950人(59.2%)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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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有 842 人(52.5%)選擇到內地探親、旅遊；有 596 人(37.1%)選擇課堂/書

本；有 458人(28.5%)選擇與親朋好友交流；有 447人(27.9%)選擇報章/雜誌/影視；

有 306人(19.1%)選擇參加赴內地的交流活動；有 58人(3.6%)選擇其他。見圖 26： 

 

圖 26：受訪者認識中國內地的主要途徑（多選） 

 

11、受訪者認爲自己在哪些方面對中國內地的情況較為熟識？本題為多選題。

有 770人(48.0%)選擇歷史背景；有 731人(45.5%)選擇文化/民俗；有 531人(33.1%)

選擇科技；有 416 人(25.9%)選擇到地理/行政區域劃分；有 293 人(18.3%)選擇政

治體制；有 235人(14.6%)選擇經濟體制；有 88人(5.5%)選擇司法制度；有 34人

(2.1%)選擇其他。見圖 27：  

 

圖 27：受訪者認爲自己在哪些方面對中國內地的情況較為熟識（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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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總結與建議總結與建議總結與建議總結與建議 

根據以上數據分析，研究人員總結出以下幾項主要的研究發現： 

1、總體來說，澳門中學生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持續走強，大多數澳

門中學生認為中國人身份和澳門人身份對其都有著重要意義。 

是次調查中，約八成澳門中學生對“我是中國人”的表述持“非常同意”或

“同意”的肯定態度，超過半數的澳門中學生選擇“非常同意”，為 2011 年調查

以來澳門中學生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最高峰。 

超過七成澳門中學生對“中國人身份對自己來説很重要”這一表述持“非常

同意”或“同意”的肯定態度，是項數據在 2014年僅為四成，2017年為六成多，

2018年為七成，而是次調查結果是自 2011年調查以來的最高值；並且，選擇“非

常同意”的受訪者接近半數，超過 2018年數據近 10個百分點，創歷次調查新高。

同時，是次調查數據顯示，中國人身份重要性和澳門人身份重要性的認同數據均

超過七成，表明兩者對於澳門中學生都有著重要意義。 

澳門中學生在界定自己身份時，五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澳門人”，二成

受訪者認為自己為“中國人”，二成半受訪者認為自己是“澳門人”。 

2、總體來説，澳門中學生對作為“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感依然保持在高位。  

是次調查中，八成五的澳門中學生對“我是澳門人”的表述持肯定態度，與

2011年及之後的數次調查數據基本持平；七成半澳門中學生認爲澳門人身份對自

己來說很重要，較 2018年的調查結果七成一又稍有上升。 

3、澳門中學生對作為“葡萄牙人”的身份認同感較低。 

近八成澳門中學生對“我是葡萄牙人”的表述選擇了“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或“不知/不適用”等否定選項，一成五表示“一般”，持“同意”或“非常



28 

同意”的肯定態度的僅有約 5%。 

七成半澳門中學生對“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表述選擇了“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或“不知/不適用”等否定選項，一成六表示“一般”，持“同

意”或“非常同意”的肯定態度的僅有不到 7%。 

4、六成澳門中學生表示會在將來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較往年數據有所下

降。 

是次調查中，60.1%的澳門中學生表示會在將來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在

2007年、2009年、2011年、2014年、2017年、2018年的歷次調查中，是項數據

分別為 84.7%、79.1%、74.8%、68.2%、68.3%、66.0%，可見澳門中學生的投票

意願基本呈逐次下降趨勢。 

5、澳門中學生對中國內地和澳門新聞的關心程度均有所提高，特別是對中國

內地新聞的關心程度有明顯提升。 

2019年調查顯示，36.8%的澳門中學生“非常關心”澳門新聞（2018年為 36.1%），

32.0%的澳門中學生“非常關心”中國內地新聞（2018年為 28.0%），兩者均較 2018

年調查數據有所上升；分別有 31.2%和 27.9%的澳門中學生更關心和自身有關的澳

門新聞和中國內地新聞；而對澳門新聞和中國內地表示“基本不關心”的澳門中

學生，分別僅有 7.0%和 11.5%，較往年均有所減少。 

6、互聯網和到內地探親、旅遊是澳門中學生認識中國內地的最主要途徑。 

澳門中學生認識中國內地的主要途徑，依次為“互聯網”（59.2%）、“到内地

探視、旅遊”（52.5%）、“課堂/書本”（37.1%）、“與親朋好友交流”（28.5%）、“報

章/雜誌/影視”（27.9%）、“參加赴内地的交流活動”（19.1%）。 

7、歷史背景、文化/民俗、科技是澳門中學生對中國內地情況最為熟識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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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 

是次調查中，澳門中學生對中國內地情況最為熟識的方面排序，排在前三名

的為歷史背景（48.0%）、文化/民俗(45.5%)、科技(33.1%)，其後依次為地理/行政

區域劃分(25.9%)、政治體制(18.3%)、經濟體制(14.6%)和司法制度(5.5%)。 

8、總體而言，澳門中學生具有良好的國家意識、愛國精神、國民自豪感和自

信心。 

當受訪者看到慶祝國慶的活動，以及祖國各方面的發展時，超過六成澳門中

學生表示“感覺到祖國的強大，作為中國人很自豪”；關於“有國才有家”、“無國

不成家”的道理，七成二的澳門中學生表示“非常認同”或“較為認同”，持肯定

態度；僅有約一成澳門中學生表示“不太認同”或“非常不認同”，持否定態度。 

9、總體而言，澳門中學生積極關心本澳事務，對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來的社

會發展和平安穩定持積極的肯定態度。 

超過七成澳門中學生對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來的發展情況的總體評價抱持積

極的肯定態度（四成多受訪者認為“高速發展，社會進步”，三成多受訪者認為“有

序發展，略有成就”），一成半受訪者表示“無意見”，僅有一成澳門中學生認為“發

展緩慢”。 

近八成澳門中學生對澳門特區依法維護社會平安穩定抱持“非常認同”或“認

同”的肯定態度，二成表示“一般”，表示“不認同”或“非常不認同”的僅佔 2.3%。 

調查顯示，超過七成澳門中學生能夠正確回答出今年新當選的澳門特區第五

任行政長官為賀一誠。 

10、關於台灣主權問題，更多澳門中學生認為“台灣應早日統一，回歸祖國”。 

近半數澳門中學生認為“台灣應早日統一，回歸祖國”，不到兩成澳門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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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台灣應維持現狀”，三成五的澳門中學生表示“無意見”。 

11、大多數澳門中學生較為關心和留意香港反修例事件，對反修例事件中抗

爭者使用暴力和部分中學生參與罷課的行為持反對態度；同時，認同“我是中國人”

和“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澳門中學生，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

和中學生罷課的行為，持反對態度的比例遠遠高於不認同“我是中國人”和“中國人

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澳門中學生。 

調查顯示，超過六成澳門中學生選擇“非常關心/留意”或“關心/留意”香港反

修例事件。 

關於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的行為，超過六成澳門中學生表示反對，

僅有 8.7%的澳門中學生表示認同，選擇“無所謂”、“無意見”或“沒有作答”的不到

三成。通過交叉分析來看，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反對暴力抗爭的佔54.4%，

認同暴力抗爭的僅佔 5.9%；不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反對暴力抗爭的僅

佔 29.4%，認同暴力抗爭的佔 32.0%。認同“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受訪

者，反對暴力抗爭的佔 73.5%，認同暴力抗爭的僅佔 5.9%；而不認同“中國人身

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受訪者，反對暴力抗爭的僅佔 26.6%，認同暴力抗爭的佔

35.4%。 

關於反修例事件中部分中學生參與罷課的行為，超過半數澳門中學生表示反

對，僅有約一成的澳門中學生表示認同，選擇“無所謂”、“無意見”或“沒有作答”

的約佔三成半。通過交叉分析來看，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反對中學生

罷課的佔 61.3%，認同中學生罷課的僅佔 7.9%；而不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受訪

者，反對中學生罷課的僅佔 14.7%，認同中學生罷課的佔 41.3%。認同“中國人身

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受訪者，反對中學生罷課的佔 63.4%，認同中學生罷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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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佔 7.5%；而不認同“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受訪者，反對中學生罷課

的僅佔 16.5%，認同中學生罷課的佔 44.3%。 

 

因此，研究人員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1、澳門政府應持之以恆的重視和推動愛國愛澳教育，不斷完善國民教育，加

大對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工作的相關資源投入，持續跟進政策研究。 

今年是澳門回歸 20週年，回首來路，20年來澳門以愛國愛澳為中心的國民教

育成效顯著，愛國愛澳的教育傳承深入人心。在近三次調查中，澳門中學生對中

國人身份的認同感持續走強；在澳門中學生心目中，中國人身份和澳門人身份對

其都具有重要意義。回歸 20年來，包括青少年在內的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對國家的

認同感大幅提升，成為澳門能夠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現實基礎，也成

為澳門與祖國內地和諧發展並不斷取得自身社會進步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基礎。 

值得關注的是，與 2014年香港佔中事件影響到本澳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感下

滑的現象不同，儘管 2019年香港反修例風波造成了香港的社會動蕩，但本澳中學

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感仍然持續走強。研究人員認為，近幾年來澳門中學生國民身

份認同感趨勢良好、不斷攀升的成因，首先是近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科技、

文化和軍事等諸多方面的實力不斷增強，在國內治理成就舉世矚目的同時，中國

智慧在國際治理中的影響和作用日益增強，其表現獲得了更多民眾的認可；其次，

澳門回歸以來的社會進步與民生改善與祖國的支持和發展密不可分，隨著“一帶

一路”的深入推進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台，澳門和祖國在諸多

領域進一步融合發展，溝通和聯繫愈加緊密；再次，澳門各界十分重視國民教育

工作，始終致力培養青少年愛國、愛澳、愛家的家國情懷，傳承中華民族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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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統，合力收穫了本澳青少年身份認同感不斷提升的碩果。 

安不忘虞，常備不懈。儘管澳門的國民教育卓有成效，但香港、台灣等周邊

以及一些國際上的負面影響依然存在，澳門政府和相關部門仍應一如既往的重視

對青少年家國意識和愛國精神的培養，不斷升華改善國民教育工作，加大相關資

源投入；通過政府、學校和社會各界的通力合作，對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這一課

題開展長效的跟蹤調查以及政策研究，及時把握青少年思想動態，展開全面深入

探索，為澳門政府制定和調整相關政策和措施提供有效依據。 

2、澳門政府和相關部門應有效把握良好契機，以多種形式開展各類國民教育

活動和交流活動。 

2019年，本澳把握澳門回歸 20週年、新中國成立 70週年和五四運動 100週

年等重大事件，舉辦系列活動，引起了澳門各界的高度關注和積極的社會反響。

本澳應汲取相關的成功經驗，繼續開展與國民教育相關的意義深遠又富有成效的

社會活動、交流活動，增強本澳民眾與內地的溝通和交流，增加民眾對國情的瞭

解和關注，增強認同感。通過多方位的教育，培養澳門青少年乃全體市民關心社

會、關心國家、放眼未來的優秀品質。 

3、澳門各界應共建國民教育，持之以恆的推行和普及國民教育，利用互聯網

和新媒體，引入中國內地的優秀文化，探索多元的教育形式，提供多方的社會資

源。 

推行國民身份教育要靠全社會的力量，採取多種形式，在網絡時代要特別注

重互聯網對大眾的影響，順應文化趨勢，投入優質資源，利用現時受眾廣泛的新

聞傳媒、社交媒體、新媒體等資源潛移默化的推廣國民教育。本澳應與中國內地

加強相關方面的合作和溝通，努力消弭不必要的隔閡，讓澳門青少年能廣泛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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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獲取中國內地的優秀文化和流行文化，以文化認同潤物細無聲的推進國民認

同。 

4、澳門政府和相關部門應進一步完善和建立具有澳門特色的、客觀、全面、

立體的國民教育體系，提供教學資源，開展培訓，著力培養學生符合澳門基本法

的公民意識。 

澳門現時大部分學校均設有公民教育和品德教育課程，並且近年來澳門學校

的國民教育在不斷調整和改進。例如，在課程改革方面，“品德與公民科”的課程

目標強調培養學生愛國愛澳情感，使其珍視祖國、民族和澳門優秀文化傳統，認

識自己國民身份，關心澳門及國家發展。但澳門的國民教育工作仍應不斷完善，

建立具有澳門特色的、客觀、全面、立體的國民教育體系仍任重道遠。無論在中

小學階段還是大學階段，都應著力培養學生符合澳門基本法的公民意識。在中小

學階段注重學生國民精神的培育，注重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

增強中小學生的判斷力和認知能力；在大學階段，應著重培養大學生對公共事務

辨別思考能力，加強參與社會服務，培養富有正能量的年輕人。 

5、澳門教育部門應立足澳門多元的教育環境，制定符合祖國現狀和本澳實際

的國民教育教材，培訓專業教師，完善國民教育課程。 

本澳的國民教育教材應持續把握國情教育方向，使學生更為系統的瞭解祖國

和澳門在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科技、文化和歷史等多方面的內容，同時讓

學生有足夠的自由度主動探索，學習關於中國事務的能力和技巧，結合實踐和考

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成功感和滿足感，提高他們對祖國文化的興趣，從而引發

學生從認知到情感，再由情感到認同的真實心靈感應。同時對本澳中學教師也應

開展定期的和專業的國民教育培訓，使得教師在國民教育方面能以足夠的知識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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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和正向的價值觀念引導學生。 

6、本澳政府和相關部門應致力於提升本澳青少年的領土和主權意識，從版圖

意識、歷史意識、統一意識三方面內容出發，使學生深刻認識到維護國家領土和

主權的完整和統一，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責任。 

領土和主權意識是指根據國際法準則和本國的領土主權原則，對關於本國的

領土和事務形成的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領土主權觀念。澳門的領土及主權教育

應當以國家領土主權為核心，融愛國愛澳教育、國家安全教育等于一體，在青少

年心中樹立國家領土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引導青少年認同并支持國家在處

理領土爭端問題中做持有的立場，從而自覺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在本澳

青少年的領土主權教育中，應從版圖意識、歷史意識、統一意識三方面出發，使

他們全面瞭解祖國的領土現狀，形成準確的版圖觀念，深入瞭解國家領土形成的

歷史過程，使學生深刻認識到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和統一，是每個中國人的

共同責任。 

7、本澳政府和相關部門應盡力採取措施，減輕和消弭當前香港亂局對澳門青

少年的負面影響。 

當前香港反修例事件引發的亂局，無疑會對本澳中學生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本澳政府和相關部門應當採取系列適當措施，防患於未然，減輕乃至消弭其對澳

門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首先，本澳政府和相關部門應通過國情教育，立足愛國愛澳情懷，提升中學

生的國民社會責任感，以中國國民視角增強對香港問題的認知能力和辨別能力。 

其次，本澳政府和相關部門，應通過互聯網、新媒體、傳統媒體、公眾人物

影響等多種方式，及時發佈事件真相，正確定位認知立場，減輕和消除負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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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信息對本澳青少年的誤導。 

再次，本澳政府和相關部門，應幫助本澳中學生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明確自由、人權、民主的真正內涵，避免其受到絕對化、工具化的誘導；幫助本

澳中學生正確認識國家現階段客觀存在的問題和矛盾，促進青少年在科學認知國

家和地區現行制度運行模式和發展框架的基礎上看待國家和本澳的未來發展，承

擔起一代青少年應有的社會責任。 

8、本澳政府和相關機構應採取一系列措施，對來自互聯網的影響，為青少年

進行正向引導，提供正面資訊。 

互聯網是資訊的海洋，澳門處於一個全開放的網絡環境，各類資訊都可以通

過互聯網呈現給本澳青少年。開放的資訊環境既為多元文化、多元價值提供了交

流平台，也加劇了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衝突與碰撞。在互聯網中，

孰是孰非，孰對孰錯，一時間難以讓人做出準確的價值判斷；青少年處於思想叛

逆期，識別能力較弱卻又喜歡標新立異，容易被謬論蒙蔽將之奉為圭臬。互聯網

的開放性和複雜性無疑會加劇青少年內心的價值認知衝突，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

更容易使青少年面臨異質文化的侵襲。 

因此，本澳政府和有關部門應當採取一系列措施，對來自互聯網的影響，為

青少年進行正向引導，提供正面資訊。 

首先，正向的網絡文化應成為倡導正向價值觀的重要載體；本澳政府和相關

機構應致力於正向資訊的傳播和正向媒介的建設，既要將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

在內的優秀文化和正面價值觀以巧妙和喜聞樂見的方式主動送上在本澳青少年中

熱門和受歡迎的網絡媒介，也要主動創造熱點，加強相關的網絡建設。 

其次，給予民間正能量意見領袖以更大的發聲平台。當前互聯網上常常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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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些別有用心的異見人士和異路言論，影響著青少年的思想傾向，如果官方加

入批判隊伍又可能授人以柄。中國有句古話叫“禮失求諸野”。一些民間的正能量

意見領袖，他們常常涉足於各大社交平台，以正能量評論時事，真正為國家仗義

執言，既熟悉新媒體的運作，懂得民間輿情和大眾傳播心理，又有真才實學，真

知灼見，能以青少年乃至廣大民眾感同身受的文章或言論發聲。如果給予這些正

能量領袖以更大的平台，幫助他們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也就能夠通過民間自身的

力量戰勝民間的錯誤思潮，扭轉網絡的不良風氣。 

再次，扶植民間正能量媒體發展。一些新興的民間的正能量媒體往往更有朝

氣，形式新穎，在資訊傳播上別具一格，更容易吸引年輕人的眼球。本澳政府和

相關機構應將這些正能量媒體當做中小企業進行扶植，鼓勵其發展。通過民間正

能量媒體，既能傳播青少年喜聞樂見的正面資訊，引導輿情，又能匯聚民間正能

量，剝開別有用心的異見人士和異路言論的畫皮，進行闢謠、打臉，指出常識性

錯誤的言論，令其權威盡失。如果將這些正能量媒體聚集起來，足以形成一股強

大的正能量合力滲透到各個階層，為本澳營造良好的網絡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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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2019年度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問卷年度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問卷年度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問卷年度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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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請註明）_____       6.□不確定 

Q7. 您認識您認識您認識您認識中國内地中國内地中國内地中國内地的主要途徑是的主要途徑是的主要途徑是的主要途徑是：（：（：（：（可多選可多選可多選可多選，，，，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 

    1.□互聯網             2.□課堂/書本     3.□報章/雜誌/影視   4.□與親朋好友交流    

    5.□到內地探親、旅遊   6.□參加赴內地的交流活動          7.□其他(請註明)_________ 

Q8. 您認爲自己在哪些方面對中國内地的情況較為熟識您認爲自己在哪些方面對中國内地的情況較為熟識您認爲自己在哪些方面對中國内地的情況較為熟識您認爲自己在哪些方面對中國内地的情況較為熟識？（？（？（？（可多選可多選可多選可多選，，，，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 

    1.□政治體制            2.□歷史背景     3.□經濟體制      4.□司法制度   

5.□地理/行政區域劃分   6.□文化/民俗    7.□科技          8.□其他(請註明)________ 

Q9. 對在澳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澳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澳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對在澳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 

    1.□非常關心    2.□和自己有關的關心，其他的不關心    3.□基本不關心     4.□無意見 

Q10. 對在對在對在對在中國内地中國内地中國内地中國内地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  

    1.□非常關心    2.□和自己有關的關心，其他的不關心    3.□基本不關心     4.□無意見 

Q11. 您是否認同您是否認同您是否認同您是否認同「「「「有國才有家有國才有家有國才有家有國才有家」」」」、「、「、「、「無國不成家無國不成家無國不成家無國不成家」」」」？？？？    

1.□非常認同    2.□較爲認同    3.□不太認同   4.□非常不認同   5.□無意見 

Q12. 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台台台台灣地區的主權問題灣地區的主權問題灣地區的主權問題灣地區的主權問題，，，，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您的態度是？？？？ 

1.□台灣應早日統一，回歸祖國      2.□台灣應維持現狀      3.□無意見 

Q13. 當您當您當您當您看看看看到慶祝國慶的活動到慶祝國慶的活動到慶祝國慶的活動到慶祝國慶的活動，，，，以及祖國各方面的發展時以及祖國各方面的發展時以及祖國各方面的發展時以及祖國各方面的發展時，，，，您的感受如何您的感受如何您的感受如何您的感受如何? 

1.□感覺到祖國的強大，作為中國人很自豪    2.□感覺一般般    3.□無意見 

Q14. 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產生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產生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產生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已經選舉產生，，，，您知道當選者是您知道當選者是您知道當選者是您知道當選者是：：：： 

1.□何厚鏵   2.□崔世安     3.□賀一誠     4.□不知道 

Q15. 今年是澳門今年是澳門今年是澳門今年是澳門回歸回歸回歸回歸祖國祖國祖國祖國 2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您如何評價回歸您如何評價回歸您如何評價回歸您如何評價回歸 20 年來澳門的總體發展情況年來澳門的總體發展情況年來澳門的總體發展情況年來澳門的總體發展情況：：：： 

1.□高速發展，社會進步    2.□有序發展，略有成就    3.□發展緩慢     4.□無意見 

Q16. 您關心您關心您關心您關心/留意香港反修例事件嗎留意香港反修例事件嗎留意香港反修例事件嗎留意香港反修例事件嗎？？？？ 

1.□非常關心/留意    2.□關心/留意    3.□一般    4.□不關心/不留意    5.□無意見 

Q17. 澳門特區依法維護社會平安穩定澳門特區依法維護社會平安穩定澳門特區依法維護社會平安穩定澳門特區依法維護社會平安穩定，，，，你對此的態度是你對此的態度是你對此的態度是你對此的態度是：：：： 

1.□非常認同     2.□認同     3.□一般     4.□不認同    5.□非常不認同 

Q18. 您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的態度是您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的態度是您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的態度是您對反修例事件中抗爭者使用暴力的態度是：：：：   1.□認同    2.□反對   3.□無所謂   4.□無意見 

Q19. 您對反修例事件中部分香港中學生參與罷課的態度是您對反修例事件中部分香港中學生參與罷課的態度是您對反修例事件中部分香港中學生參與罷課的態度是您對反修例事件中部分香港中學生參與罷課的態度是：：：：1.□認同   2.□反對  3.□無所謂 4.□無意見 

對以下題目對以下題目對以下題目對以下題目，，，，請指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請指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請指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請指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在所對應的空格內打在所對應的空格內打在所對應的空格內打在所對應的空格內打✓✓✓✓ 

 1 2 3 4 5 6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不知不知不知不知/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Q20.我是澳門人我是澳門人我是澳門人我是澳門人 1.□ 2.□ 3.□  4.□ 5.□  6.□ 

Q21.澳門人身份對我澳門人身份對我澳門人身份對我澳門人身份對我來説來説來説來説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1.□ 2.□ 3.□  4.□ 5.□  6.□ 

Q22.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1.□ 2.□ 3.□  4.□ 5.□  6.□ 

Q23.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説很重要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説很重要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説很重要中國人身份對我來説很重要 1.□ 2.□ 3.□  4.□ 5.□  6.□ 

Q24.我是葡萄牙我是葡萄牙我是葡萄牙我是葡萄牙人人人人 1.□ 2.□ 3.□  4.□ 5.□  6.□ 

Q25.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葡萄牙人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 1.□ 2.□ 3.□  4.□ 5.□  6.□ 

Q26.在將來在將來在將來在將來，，，，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我會行使澳門市民的投票權 1.□ 2.□ 3.□  4.□ 5.□  6.□ 

 

問卷結束問卷結束問卷結束問卷結束，，，，感謝您的配合感謝您的配合感謝您的配合感謝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