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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只憑個人認定（例如在口頭說我是世界公民）是不足夠的，而

是需要具備相關素養，在情感與價值觀、知識與能力上都有要求，並且要有

實際的參與行動以作配合。根據樂施會的意見，這些要求如下表所示：

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最早由古希臘斯多亞學派（S t o i c i sm）的哲學家提

出。該派學者指出，每個人都同時屬於兩個社群，一個是自己生長的

地方，另一個則是普遍性的人類社群。以當時希臘的情況來說，就是

每名希臘人既是所屬城邦的公民，也是世界公民。

隨着全球化於1 9 9 0年代迅速發展，世界各國的關係變得密切起

來，世界某處發生的事情，無論是關乎政治、經濟、環境的，最終都

會影響這個世界每一個人，大家實在休戚與共。身為地球村一分子，

除了要關心自己國家的發展，也要關心世界的未來，甚至可以借助通

訊科技而與身處全球不同地方，並且具有共同信念的人聯合起來，透

過各種參與行動而協助應對全球關注的問題，以承擔世界公民的責任。

素養素養
情感與價值觀

知識與能力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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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價值觀 尊重不同的文化與價值，切身處地感受貧窮與不公義

的情況，反省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並且思索個人對世

界的責任。

知識與能力 明白全球相互依存的關係、全球發展與本土發展的關

係。了解貧窮與不公義的成因，並且認識可持續發展

的重要性。具備有效討論、明辨性思考、欣賞差異、

調解分歧及紛爭，以及選取合適行動方案的能力。

行動 身體力行，為個人行為對世界的影響負責。願意在社

區以至世界層面作出行動，為建設更公平，而且可持

續發展的世界而努力。

至於世界公民的行動，大致可分為兩類：

「全球思考、本地行動」：

這是指透過本地的行動以改善全球狀況。它

的行動可簡單至關掉不使用的電器、少用多

餘包裝、將資源循環再用、減少排污、多購

買公平貿易產品等；亦可延伸至較為政治性

的行動，敦促並推動政府和本地商業機構積

極響應關乎全球的行動，例如應付氣候變化

危機、促進可持續發展、重視及保障人權。

「全球思考、全球行動」：

主要指各國的不同團體，從全球層面思考世界現存的問題及改善方案，並利

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實踐。而隨着全球化不斷擴展及深化，此類行動愈來愈普

及，並且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要行動者。它們在扶貧、醫療、文化、教育、環

境、人權等領域投入實際行動，致力改善世界現況，以盡其世界公民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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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世界公民只是個人的主觀認同，並非法律認可的身份，因為

根本沒有所謂的「世界政府」去維護這種世界公民身份。換句話說，世界公

民只是個人自願承擔對世界的責任。而為了推廣世界公民的理念，現時不少

國家都逐漸將它納入學校課程之內，教導學生認識世界，負起身為地球村成

員的公民責任，並利用不同的學習經歷而讓他們具備與此相關的知識、能力

和價值觀。以香港的情況而言，曾有調查顯示香港青少年的世界公民素養未

如理想，較少關心世界發生的事情，也不清楚自己在全球化社會中的公民責

任與關係。至於在實踐世界公民的行動方面，亦較為着重個人，缺乏推動社

會及影響他人的行動。負責調查的機構認為，香港的世界公民教育有待加

強。

　　總括而言，世界公民身份的自覺，可說是個人的道德承擔，並從盡個人

責任開始而嘗試影響世界，期望建立更加美好的地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