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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身份」是指個人在不同群體當中的角色，或所具備的資格（

例如國籍、資歷）。當一個人在尋找自己與別人、或身處不同群體

而探索其成員與自己有何異同時，往往會根據不同的情境或因素，

而決定是否將自己或別人視作某群體的一員。此外，由確認個人的

身份開始，可能進而發展出對所屬群體的認同和歸屬感。而這種感

覺的出現和形成，可視之為「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

一個人的身份有不同來源。有些是與生俱來的，例如性別、種

族，好像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華人，而其祖先及長輩亦多數來自內

地。有些身份則來自所屬團體（例如學生會幹事、工會成員）、所

獲得的學術或專業資格（例如博士、專科醫生），以至根據法律條

文（例如按《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而判斷是否屬於香港永久性居

民）等後天途徑。表達大家屬於同一身份有許多方式，好像服飾、

語言、禮儀和身份證明文件（例如會員證、護照）。隨着個人踏入

人生的不同階段，以及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其在家庭、工作機

構、社會，以至國家，往往同時處於多個位置，形成了每個人都具

有多重而且是並存的身份。



「今日香港」單元•身份和身份認同

	 至於身份認同，它的意思包含個人相信自己與所屬群體（例如母校、居

住城市、國家）內的成員有同一性，並在思想感情上與成員有所共鳴，從而

產生歸屬感。個人的「身份」可以客觀界定，但由確認身份到「身份認同」

，以表達對所屬群體的接受、肯定及認同程度，則通常是一個頗為複雜及多

元的建構過程。當中既有個人主觀感情的投入，同時會受眾多外在因素，例

如種族、血緣、制度、對居住城市的感情、個人的經歷和價值觀（例如政治

信念、宗教信仰）、群體經歷的榮辱苦樂，以至群體內成員的言行所影響。

	 身份認同包括不同層次，國民身份認同為其中之一。而這種認同感情

的產生，往往涉及國家的語言、文化傳承、歷史、民生狀況、政府管治的表

現、綜合國力、國際地位等多種因素；而且在不同時期，認同程度也會因為

外在環境或主觀感情的變化而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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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少 香 港 人 對 於 香 港 這 片

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以至習

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都懷

有深厚感情而感到自豪。另一方

面 ， 香 港 為 中 國 不 可 分 離 的 部

分，與國家緊密相連，故此重視

本地身份認同、肯定香港的特色

和優勢，同樣可以成為促進國家

發展、關心全國人民福祉，以至

提升個人國民身份認同的動力。

由此而言，本地和國家這兩種身

份認同，只是在不同層次上的認

同表現，兩者是並存和互相促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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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和互相促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