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意見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邀請香港社會各界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發表

意見，我有意出席 6 月 27 日下午 4 時 30 分的諮詢會陳述意見, 並提出意見書如

下： 
 
一、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目標應當是好公民、好國民教育，而不僅僅是好居

民、好市民教育。 
 
二、好公民、好國民教育的根本問題是國家認同和身分認同問題。所謂國家

認同，不但是對自己祖國歷史文化的認同，而且是對國家憲政體制的認同。所謂

身分認同，就是對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的認同，對自己作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 
 

三、對國家憲政體制的認同不完全是信仰的問題，而是認識和確信的問題。

務求認識到在世界上眾多不同的憲政體制中（世界上存在過一百多種憲政體

制），中國現行的憲政體制是符合國情的。 
 

四、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是在現行的憲政體制下取得的，港澳的“一國

兩制”也是如此。俄羅斯和東歐在全盤接受西方憲政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兩相

比較，有顯著區別，說明西方憲政體制未必能全盤接受，本國憲政也不可以輕言

放棄。 
 

五、印度立國比新中國成立稍早，印度完全實行西方憲政體制，但印度的經

濟和社會發展遠不如中國六十年的發展，更不用說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了，說明中

國的憲政體制有其獨到之處，並非一無是處。 
 

六、中國憲法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的规定。以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八個小黨）

合作制度而言，香港有些人以為是“一黨專政”，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改為西方

式的多黨輪流執政。換句話說，就是要讓八個小黨輪流執政。目前中國共產黨有

七千萬黨員，但八個小黨加起來還不到一百萬人，一個小黨也不過十来萬人，如

何治理 14 億人口的大國，實在難以想像有任何可行性。 
 

以上各點，請考慮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中體現。 
 
                                             宋小莊（時事評論員） 
                                               2011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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