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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狀況 

廣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巫長林先生 

摘  要：聚焦中國式現代化與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發展，研究發現內地在讀港澳

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度較高，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基礎；內地在讀港澳

大學生期待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的新機遇，四成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有信心在

家鄉香港/澳門找到理想工作的信心；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意願強烈，八成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結合內地在讀

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及參與意願情況，提出還需要重點推動的工作

建議。 

關鍵字：中國式現代化、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價值觀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青年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和價值觀念，深刻影響著青年的現代化實

踐。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將從港澳地區向海外傳播，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是重

要的傳播主體。聚焦中國式現代化與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發展，調查研究內地在

讀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期待、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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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式現代化參與意願情況等都是亟需回答的重要問題。因此，調查對象主要聚焦

目前在內地就讀的港澳大學生，包括不同在不同城市就讀和不同年級、不同專業

的學生。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設計 

（一）文獻回顧 

中國式現代化成為學術界的重要研究主題，學術界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

實踐問題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關於中國式現代化與港澳青年發展領域的研究，

已有的研究，一是聚焦中國式現代化與青年發展間的關係：譚傑深入分析了青年

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關係呈現出三重邏輯[1]，趙橙涔等調查指出，當代青年對

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等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對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有著較高期待[2]，張翼提出以青年的現代化推進中

國式現代化[3]，廉思指出青年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有力推動

者、人才強國戰略的人力資本支撐、新發展模式的產業主力軍、文化強國戰略的

積極踐行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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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聚焦中國式現代化與大灣區建設間的關係：賈善銘等指出中國式現代化

建設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出新要求[5]，孫久文等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定

位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要義具有內在一致性[6]。 

綜上所述，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親歷者、參與者、見證者，青年對中國

式現代化的認識和態度影響著目標的實現程度和進度。青年如何理解、如何看待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7]。 

（二）研究設計 

1. 問卷發放情況 

課題組於 2023 年 9 至 11 月針對在廣東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等全國 10

餘省、市就讀的港澳大學生發放問卷，覆蓋區域廣泛；覆蓋北京大學、中山大學、

暨南大學、復旦大學、華僑大學等全國 20 餘所高校大學生，調查樣本具有一定

代表性。 

2. 調查樣本基本情況 

男性為 44.2%，女性為 55.8%；香港大學生為 75.7%，澳門大學生為 24.3%；

大一（15.0%）、大二（17.4%）、大三（19.6%）、大四（27.9%）、大五（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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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13.1%）、博士（4.3%）；家庭經濟上層（2.9%）、中上層（11.9%）、

中層（42.2%）、中下層（26.7%）、下層（9.1%）、不知道/好難講（7.2%）。 

三、研究發現 

（一）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度較高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對於中國式現代化認知的自我評價較高。通過 10 分制

量表測量，將得分 1-3 選項合併為認知程度低，將得分 4-7 選項合變為認知程

度中等，將得分 8-10 選項合變為認知程度高。調查數據結果顯示，平均得分 6.5

分，中位數為 7 分，33.5%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非常瞭解，

57.6%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程度一般，9.1%的內地在

讀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不了解。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最突出的是民生問題。對於在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73.7%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

認為應優先解決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難題；其次，63.0%

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認為應優先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再次，56.8%的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認為應優先解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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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他方面包括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33.4%）、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

應鏈可靠安全（32.5%）、剷除腐敗滋生土壤（25.3%）、生態環境保護（13.8%）。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基礎。77.6%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

生表示關心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和國際傳播力；66.2%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

重視環境保護，認為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發生衝突時，環境保護應該放在

第一位；89.5%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高度希望世界和平發展，希望世界各國共

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78.8%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認

同香港/澳門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表 1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的家國情懷 

觀點或行為 同意程度（單位%） 

不同意 較不 

同意 

一般 較同意 完全 

同意 

（1）我關心中華文化的世界

影響力和國際傳播力 

1.0% 3.6% 17.9% 44.9% 32.7% 

（2）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

保護發生衝突時，環境保護應

該放在第一位 

1.9% 

 

8.1% 

 

23.9% 

 

39.9% 

 

26.3% 

 

（3）希望世界各國共同走和

平發展道路 

1.9% 0.7% 7.9% 25.5% 64.0% 

（4）香港/澳門應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1.2% 3.6% 16.5% 37.7%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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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期待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的新機遇 

作為青年群體，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如何看待中國式現代化與自身的關係，

對於如何更好地引導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內地

在讀港澳大學生高度認可中國式現代化為青年創造了成長成才的機遇，64.4%的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認為廣大青年要立足本職崗位，積極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64.2%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認為要瞄準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方向和迫切需

求，培養堪當時代重任的青年人才；55.8%的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認為當代青年

的成長期和奮鬥期與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高度重合，生逢其時、

舞臺廣闊；中國式現代化是青年寶貴機遇、重大責任、廣闊舞臺（51.8%）；廣

大青年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發揮突擊隊、先鋒隊作用（43.2%）；青年賦予中

國式現代化自強不息的青春特質（41.3%）。 

表 2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與青年群體關係的理解 

比較認同以下關於中國式現代化與青年群體關係的理解（可多

選） 

個案百分比 

（1）廣大青年要立足本職崗位，積極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64.4% 

（2）瞄準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方向和迫切需求，培養堪當時

代重任的青年人才。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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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代青年的成長期和奮鬥期與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歷史進程高度重合，生逢其時、舞臺廣闊。 

55.8% 

（4）廣大青年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發揮突擊隊、先鋒隊作用。 43.2% 

（5）中國式現代化是青年寶貴機遇、重大責任、廣闊舞臺。 51.8% 

（6）青年賦予中國式現代化自強不息的青春特質。 41.3% 

四成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畢業後選擇直接就業。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畢業後

的去向安排，打算就業（41.5%）、打算暫緩就業（6.9%），打算創業（5.3%），

打算繼續深造讀書（35.6%），還未考慮清楚（10.7%）。 

表 3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畢業後的去向情況 

畢業去向 頻率 有效百分比 

（1）就業 174 41.5% 

（2）暫緩就業（間隔年、慢就業、不就業族等） 29 6.9% 

（3）創業 22 5.3% 

（4）繼續深造讀書 149 35.6% 

（5）還未考慮清楚 45 10.7% 

總計 419 100.0% 

四成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有信心在家鄉香港/澳門找到理想工作的信心。在

香港/澳門找到理想工作的信心情況，非常有信心（10.7%）、有信心（28.2%）、

一半半（47.3%）、無信心（10.7%）、毫無信心（3.1%）。 

表 4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在香港/澳門找到理想工作的信心 

信心程度 頻率 有效百分比 

（1）非常有信心 4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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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信心 118 28.2% 

（3）一半半 198 47.3% 

（4）無信心 45 10.7% 

（5）毫無信心 13 3.1% 

總計 419 100.0% 

 

（三）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意願強烈 

八成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前景，非常看好（25.5%）、比較看好（55.6%）、一般（16.5%）、不太看好

（2.1%）、不看好（0.2%）。 

表 5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看法 

看法 頻率 有效百分比 

（1）非常看好 107 25.5% 

（2）比較看好 233 55.6% 

（3）一般 69 16.5% 

（4）不太看好 9 2.1% 

（5）不看好 1 0.2% 

總計 419 100.0% 

六成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未來有意願在內地城市實習、生活。內地在讀港澳

大學生在內地城市生活和實習的意願高，具體而言，生活意願（60.9%）、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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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59.5%）、就業意願（49.6%）、創業意願（36.9%），這說明隨著內地

經濟社會的發展，對港澳大學生的吸引力有所提升。 

表 6  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在內地城市發展意願 

內容 非常 

不強烈 

比較 

不強烈 

一般 比較強烈 非常強烈 總計 

（1）實習意願 4.1% 5.0% 31.5% 41.8% 17.7% 100.0% 

（2）就業意願 4.1% 11.5% 34.8% 34.6% 15.0% 100.0% 

（3）創業意願 9.8% 15.0% 38.2% 24.3% 12.6% 100.0% 

（4）生活意願 2.6% 6.2% 30.3% 41.1% 19.8% 100.0% 

 

四、優化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參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議 

（一）創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政策傳播，鼓勵港澳大學生做傳播者 

針對部分內地在讀港澳大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度需要提高情況，要運

用港澳大學生喜聞樂見形式解讀，實現在港澳大學生間的二次傳播互動。一是做

深港澳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社區解讀。要走進青年，傾聽社區青年對於中國

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世界意義認知情況，瞭解港澳大學生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過程中面臨哪些困惑和困難？二是探索港澳大學生話語範式表達中國式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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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用港澳大學生的話語體系講清楚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提升港澳大學生對中

國式現代化理論的認知和理解。 

（二）優化港澳大學生赴內地城市的交流，增進中國式現代化認知 

交流是讓港澳大學生認識內地，見識國家發展，增進對中國式現代化認知的

有效方式之一。一是開發設計中國式現代化主題交流路線。鼓勵各地以認識中國

式現代化為主題開發設計交流路線，推動港澳大學生赴內地廣泛交流。二是深度

挖掘粵港澳大灣區優秀傳統文化。通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交流實踐，接觸中醫藥、

銅雕、通草畫、民樂、粵劇、廣繡等形式多樣的中華傳統文化，共同塑造粵港澳

大灣區人文精神。 

（三）豐富港澳大學生就業創業服務平臺，做深做細青年發展服務 

面對越來越多第一次從港澳地區來到內地實習、就業、生活的港澳大學生，

要高度重視做好答疑解惑工作。一是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認知。圍繞社

會保障、勞資關係、資本市場等內容為港澳大學生講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

從小生活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港澳大學生，解答在實習、就業過程中遇到關於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困惑。二是做好公共服務均等化銜接。推動港企、澳企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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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學生在內地發展的“第一站”，利用企業所需的崗位，設置港澳大學生崗

位補貼，提高港澳大學生在內地薪酬的整體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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