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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太研究所成立於 1990年，肩
負協同各方專家學者、推動社會科學科際

研究的使命，研究重點為香港在亞太區的

角色，和亞太區發展與香港的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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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以來，香港中文大學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在不同

領域開拓知識的新彊界。在過去 25年，香港亞太研究所致力實踐我校使命，聚焦亞洲太
平洋地區，尤其是大中華地區，成就斐然。

香港亞太研究所自 1990年創立以來，促進社會、政治及經濟等不同領域的研究，不遺
餘力，裨益香港公共行政及政策良多。研究所亦積極舉辦學術會議、講座、研討會及工

作坊，推動學術交流及研究合作，向公眾推廣學術成果。

香港亞太研究所能夠不斷進步，由五年前的七間研究中心和四項研究計劃，增加至現

在的十間研究中心和九項研究計劃，我感到無比高興。2015年，我們賦予研究所一項嶄
新工作，讓研究所連結本校八間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共同推動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帶

來的機遇及挑戰。我期待研究所提供平台，讓香港中文大學各學術單位發揮更大協同效

應，帶來更多成果。

香港亞太研究所得以長足發展，皆因歷任所長高瞻遠矚，獨具慧眼，而研究及行政人

員的努力不懈，亦功不可沒。對此，我衷心感激，同時也盼望研究所往後再接再勵，研

究所同仁繼續上下一心，矢志貫徹一貫宗旨，服務社會。適逢香港亞太研究所成立 25周
年，我謹此祝福研究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繼往開來，再創佳績。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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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辭

香港亞太研究所 
管理委員會主席獻辭

2015年，適逢香港亞太研究所創所 25周年誌慶，非常欣喜。擔任香港亞太研究所管
理委員會主席 20多年，我見證了研究所的茁壯成長，逐漸建立今日的規模。
香港亞太研究所的研究專業範圍廣泛，包括社會、法律、經濟、政治、建築、社會工作、

心理等不同學科，研究地理領域則遍及整個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澳門、日本、

韓國和東南亞等。研究成果如專題論述、期刊論文、調查報告及報章評論等，均獲學術

界及本地社區廣泛認同。研究所轄下的中心和單位，如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會與政治

發展研究中心、電話調查研究室等，歷來都受到香港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器重，向之委託

進行各項調查研究。我為研究所能夠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鎮，並獲得各界的稱譽而深

感自豪。

同時，我也很高興地看到研究所正在拓展規模，以加強服務學術界和社會，比如統籌

最近成立的全球中國研究計劃；現在亦向校方動議成立青年研究中心。毫無疑問，在繼

續拓展規模的努力下，我們未來將更能凝聚各中心及計劃的強項，更好地發揮學術潛力。

香港亞太研究所的成功，實有賴前任所長楊汝萬教授和李少南教授，以及前任副所長

劉兆佳教授、宋恩榮教授、鄧廣良教授、王家英博士和王卓祺教授等的卓越領導。張妙

清教授於 2010年接任所長，自 2014年與趙永佳教授共同擔任聯席所長，勉力策劃研究
所的行政及研究，建樹良多；伍美琴教授和馮應謙教授則自 2013年出任副所長，為研究
所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本年度增設助理所長一職，由鄭宏泰博士出任，襄理研究所的

中央行政事務。此外，各研究中心及計劃主任亦為研究所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他們各

有所長、經驗豐富、盡心盡力，我謹此向諸位同仁致以衷心謝意。

最後，我要感謝香港亞太研究所的全體研究及行政人員，一直以來，他們都鞠躬盡瘁，

憑藉每一位同事不懈的辛勤努力，我相信研究所必定能夠面對新挑戰，再創高峰。

謹此恭賀香港亞太研究所成立 25周年！

香港亞太研究所管理委員會主席 

李沛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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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五年，香港亞太

研究所發展迅速，取得令人

驚喜的成績。創所 20周年之
時，我們共有七間研究中心、

四項研究計劃及兩個功能單

位（電話調查研究室和出版

組），當時研究所共有 26名
研究人員和 12名行政人員。
踏入 25周年，香港亞太研

究所已擴充至十間研究中心

和九項研究計劃（其中兩項

為獨立計劃，七項附屬於相

關研究中心），兩個既有的功能單位則繼續穩健發展，並聘有 34名研究人員及十名行政
人員，這反映了研究所的不斷成長，和研究實力的不斷增強。由於研究所日益壯大，我

們定期每月舉辦一次午間沙龍，讓各單位同仁有機會聚首一堂，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香港亞太研究所迅速發展，需要更有效的管理和協調，因此我們增設全職的助理所長

職位，領導研究所的行政事務，此職位現由鄭宏泰博士擔任，為聯席所長提供重要支持。

由於研究所架構龐大，我們亦簡化行政程序，以便利研究中心和計劃的工作，同時加強

研究所的管治效能。

過去數年，我們亦開始整合各中心和計劃的研究課題。新近成立的社會創新研究中心、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生活質素研究中心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自始即表現突出，為研

究所的工作增添新視野。已經在社會上和學術界建立聲望的中心如性別研究中心、城市

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及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則繼續在其專業範圍鞏固領導地位。

知識轉移是研究所另一項努力不懈的工作，通過媒體，我們的成員一直積極將研究成

果向社會大眾傳播。我們又定期參與公眾討論，如以公眾為對象發表評論、舉辦公開講

座和研討會等。同時，針對教育界，研究所的經濟教育計劃、性別研究中心、國際事務

研究中心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等，舉辦大量為中學教師和學生而設的培訓活動，並研發

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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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回顧

各類教學和學習資源。另外，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社會創新研究中心、中國城市

住宅研究中心及性別研究中心等，同樣就不同專題向政府部門、公民社會和社會服務界

提供培訓。

我們也沒有忘記香港亞太研究所另外一項重要使命 — 提供平台，讓研究所成員在學術
研究上追求卓越，令他們得以因應學術研究發展及社會的最新關注，開展相關研究。在

不久將來，除了我們現有的研究範疇，全球中國研究計劃將成為大學向我們委託的重點

新項目。此外，青年研究中心亦將成為面向社會、積極推動青年研究的項目。除了為同

仁提供一流的研究環境，我們會繼續保持開放的態度，迎接新挑戰，進一步加強研究所

與各方合作的基礎，包括讓大學內的研究人員更充分地交流和合作，以及促進大學與外

間學術團體的協作研究。我們相信，只有共同努力，香港亞太研究所才能更好地滿足大

學、本地、國家乃至全球社群的需要。

香港亞太研究所的一個力量來源，是我們全體成員的努力。本年度適逢自 2002年起出
任研究所副所長的宋恩榮教授榮休，我們謹此感謝宋教授多年以來對研究所的貢獻，而

我們亦很欣慰，宋教授將如研究所諸位前任所長一樣，會在研究所需要時繼續給予寶貴

意見和支持。

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 

張妙清教授　趙永佳教授





管理委員會 

及主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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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 (2015)

主席

李沛良教授 伍宜孫書院院長、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成員

伍美琴教授 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兼副系主任

宋恩榮教授 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至 2015年 7月 31日）、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聯席所長、經濟學系客座教授

林智中教授 課程與教學學系客座教授

科大衛教授 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偉倫歷史學研究教授

崔啟源教授 經濟學系教授（至 2015年 7月 31日）

張妙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 
卓敏心理學講座教授

陳永勤教授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馮應謙教授 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兼院長

黃德尊教授 公司治理中心主任、卓敏會計學講座教授

趙永佳教授 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趙志裕教授 社會科學院院長、卓敏心理學講座教授

利黃瑤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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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及主要職員

主要成員 (2015)

聯席所長 張妙清教授、趙永佳教授

副所長 伍美琴教授、宋恩榮教授（至2015年7月31日）、馮應謙教授

助理所長 鄭宏泰博士

研究中心及研究計劃主任、副主任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鄒經宇教授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趙永佳教授、鄭慧婷教授、黃偉豪教授

生活質素研究中心：黃洪教授

性別研究中心：黃慧貞教授、林靜雯教授、王丹凝博士

社會創新研究中心：安子杰教授、黃洪教授

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張妙清教授、鄭宏泰博士

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沈建法教授

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沈旭暉教授、吳偉明教授

華人家庭研究中心：王茜教授、同鈺瑩教授

經濟研究中心：廖柏偉教授、宋恩榮教授

中國法制研究計劃：習超教授

南中國研究計劃：沈建法教授

名譽高級研究員

北村隆則教授 宋恩榮教授（2015年11月12日起）

李南雄教授 黃紹倫教授 楊濤教授

劉兆佳教授 蕭新煌教授 Prof. Michael J. E. Palmer

Prof. Morton J. Holbrook III Prof. Alexandros C. Michalos

名譽研究員、名譽副研究員

何永謙先生 何濼生教授 吳永輝博士

倪鵬飛教授 陸觀豪教授 雷競璇博士

蕭滿章博士 羅小龍博士 Prof. Frank Rövekamp

研究主任、副研究員

尹寶珊女士 王泳博士 李鏗博士

周德威博士 紀緯紋先生 張引博士

梁懿剛先生 黃子為博士 葉天生先生

葉仲茵博士 趙明君女士





研究中心及研究計劃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在原國家建設部（現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

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住建部科技委）的支持下，1998年 12月

於北京原國家建設部 301會議室成立，並將中心設於香港中文大

學。在國家住建部及各相關機構的支持與協作下，本中心多年來就

環境模擬、可持續規劃、綠色建築等研究主題，在兩岸三地和海外

展開大量科研、學術交流和教育活動，獲學術界和業界的高度評價。

本中心旨在通過設計與技術的結合，促成高質素和可負擔的中、高

密度城市住宅，並提升未來中國城市住宅的住居舒適性與效能。主

要研究目標在於提升：

 高密度城市住宅設計的住居質量；

 城市住居環境的健康；

 建築能效與環境舒適度；

 建築結構的效能與質量；

 提供有關高密度居住環境建築與規劃的信息。

 研究方向

本中心早期即確定了涵蓋電腦輔助建築設計（CAAD）和中國城市

住宅兩大領域的研究方向。隨後在住建部科技委的指導下，於世紀

之交將本中心的研究主旨，進一步明確為以電腦科技協助提升中國

城市住宅與人居環境品質，促進中國城市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改善

居民生活質素。主要研究方向：

 綠色與環境生態規劃

 城市熱島效應緩解

 地理信息系統與遙感技術應用於城市研究

 綠色建築設計

 計算流體力學研究

 熱紅外技術應用於城市環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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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心主任鄒經宇教授支持香港政府完成香港
淘大花園非典型肺炎傳播途徑研究，及可快速組合隔離醫

院設計研究，並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報告。本中心還與香

港房屋署合作，針對香港各區大量公共房屋發展項目，進

行環境設計及評估策略夥伴計劃，開啟了香港住房人居環

境科學化考量。

未來，本中心將繼續通過超級電腦輔助分析、熱紅外

技術的應用等，深化城市住宅領域、綠色建築領域、可持

續城市化進程、人居環境優化及智慧城市等方面的研究。

中國城市住宅研討會

在住建部的支持下舉辦中國城市住宅研討會，是本中心最

重要的工作之一。本中心主要擔任研討會學術委員會，負

責研討會的宣傳推廣、論文宣講安排及研討會論文集編纂

等工作。首屆研討會於北京原國家建設部 301會議室召
開，目前已成功舉辦 11屆，得到歷任住建部領導與專家
的悉心指導與支持。

歷屆研討會均獲得海峽兩岸四地及國外學者的重視，

收到大量來自住房研究領域知名大學、研究機構和產業單

位的投稿。通過近 20年的歷史傳承與積累，研討會奠定
了較高的學術水平，獲得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及在校學生

的高度讚揚，業已成為中國城市住房領域最具代表性的重

要國際學術會議之一。

本中心之超級電腦設備

 主要研究貢獻

本中心曾主持和參與生態城市、綠色建築、土地和水資源管理、城市公共安全、規劃的

環境風險評價、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中大氣環境支持技術、城市智能交通系統發展、

城市規劃數字化標準規範及技術支持等研究和諮詢項目。對國家節能的策略性規劃、住

宅性能技術標準，及如風道、電梯等住宅設備與居住區環境設計與規範發展等，均有所

貢獻。

2003年非典型肺炎 
傳播途徑研究

熱紅外技術應用於住房研究

左：第十一屆中國城市住宅研討會合照
右：第三至十一屆中國城市住宅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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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建築

本中心密切關注與住宅相關的人居環境研究。基於本中心於住

房領域和電腦輔助建築設計領域的長期研究積累，在住建部的

支持下開展大量綠色建築相關研究，範疇涵蓋對世界各地區綠

色建築評價標識的比較，中國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在香港、台灣

及澳門地區的應用研究，並且組織多次海峽兩岸四地綠色建築

領域的學術交流工作。

生態城市規劃

本中心應用電腦輔助建築設計、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等科學方

法，對於生態城市規劃、城市環境模擬具有長期的研究經驗。

本中心於 2010年參與全國首個低碳城市方案解決中心之廣
東南海三山新城的規劃研究。

 學術交流

住建部部委領導訪問及交流參訪

促進兩岸城市規劃與建築領域的交流合作，是本中心長久以來

的工作重點之一。多位國家部委領導已多次訪問本中心及香港

中文大學，與中大師生交流，就城市發展的前沿思考及建設管

理經驗於中大進行公開演講，涉及城市環境、城市氣候、城市

經濟、城市新能源、生態城鎮建設等主題。

本中心亦多次成功組織部長於海峽兩岸的低碳生態考察參

訪活動。

建築群通風環境分析

九龍區 2000–2010年間熱島強度變化研究

基於地理信息系統的香港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
研究

廣東南海三山新城規劃研究

左上：2013年汪光燾教授參訪本中心並進行演講；右上：同年胡康生教授參訪本
中心並進行演講；左下：同年本中心組織汪光燾、胡康生教授參訪台灣高聚能光
伏發電技術；右下：同年本中心組織汪光燾、胡康生教授參訪澎湖低碳島計劃

越南河內城市化進程與熱島分布變化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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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建築領域學術交流活動

本中心多年貢獻於綠色建築的研究發展與實踐推廣。為促

進綠色建築領域內的教育、科研、專業技術發展，打造輻

射兩岸四地的國際化交流平台。鄒經宇教授通過多年努力，

領導成立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作為紐帶與平

台，促進兩岸綠色建築領域的學術交流和技術協作，為兩

岸綠色建築的發展及研究，作出積極的貢獻。

在住建部的支持下，本中心自 2012年起，每年於台北協
助舉辦海峽兩岸綠色建築評價標識相關交流參訪活動，進

行綠色建築領域最新研究經驗的推廣和宣講，促進海峽兩

岸於此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本中心亦於每年春季，協助組織台灣及香港綠色建築領

域專家學者及青年學生，赴內地進行綠色建築考察交流及

參訪活動，包括參訪綠色建築主管單位住建部、知名建築

設計院所、在能源管理和綠色建築方面有傑出成果的建設

單位，參觀考察當地成功綠色建築及生態規劃案例，以及

參加每年於北京舉行的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等，

讓兩岸專家學者及青年學子認識和了解綠色建築的發展及

未來趨勢。

國際學術交流

本中心研究人員多次受邀出席重要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

精彩演講。

2012年首屆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宣講交流會

2013年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專家委員會成立儀式

2013年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專業會員證照認證課程

2014年第三屆綠色建築評價標識台灣宣講交流會 
暨大陸綠色建築產業發展論壇

2015年春季大陸綠色建築評價標準評審及 
諮詢服務專家研習工作坊

左上：參觀上海中心大廈 119層
右上：第十一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
左下：參觀海林綠色低碳大樓
右下：參訪住建部綠色建築發展處

鄒經宇教授於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發表主題演講（左），於城市與生活的智能化— 
中國工程院院士論壇發表主題演講（中），出席瑞士駐港領事館舉辦的研討會（右）

左：本中心研究人員出席第十四屆土木與建築工程計算機應用國際會議
中：2014年本中心與奧地利格拉茨技術大學建築技術研究所簽署合作備忘錄
右：2012年本中心與高雄市政府、樹德科技大學簽訂三方綠屋頂及城市降溫技術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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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本中心已出版 11部中國城市住宅研究專著及一部研究資料目錄，作為國際上中國城市住
宅研究的重要文獻被權威機構的圖書館及資料部門收藏。中心主任鄒經宇教授及其他研

究人員在國際和國內學術刊物發表多篇研究論文，逾百篇學術論文在關於電腦輔助設計、

住宅研究、環境規劃設計等領域的知名國際和國內學術會議上宣講，並載入大會論文集。

 教學貢獻

通過以研究結合教學，培養應對城市環境惡化及住房問題的跨學科專業人才，是本中心

的使命及願景。基於多年研究成果及研究合作網絡，本中心以多學科共融為教學理念，

開設授課式碩士課程，塑造學生的跨學科、多元化知識體系，培養學生兼顧專業理論與

科學量化方法的問題解決能力，以應對日益複雜的城市及住房發展需求。

高級環境規劃技術理學碩士課程

在社會各界強調節能減碳和可持續發展的大環境下，本中心於 2010–11學年開設高級環
境規劃技術理學碩士課程，訓練學生如何在綠色城市與區域環境具體規劃問題和操作程

序中應用高端技術方法，進而為規劃設計和管理工作提供決策支持。自開辦以來，由於

其創新性、獨特性、開放包容性等特點，已引起社會相關領域的廣泛關注及好評。

住房研究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住房研究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於 2014–15學年開始教學，依託本中心豐富的產、學、研資源，
為國家培養具備跨學科知識的實用性住房領域人才，以面對和解決國內以至全球面臨的

嚴峻住房問題，並促進住宅產業的技術創新、健康平穩和可持續發展。

客座講座系列

於常規專業授課外，本中心亦邀請來自內地、台灣、日本、新加坡、美國、英國、瑞士

等城市規劃或住房研究領域知名教授、研究員，及具有豐富經驗的業界專家，組成客座

講座系列，促進與海內外院校學術交流的同時，為中大師生帶來相關專業領域的前沿知

識。

左一至三：高級環境規劃技術理學碩士課程所教授之地理信息系統（一）與遙感技術（二），基於績效的設計方法於城市更新中的應用（三）
右一至二：學生高分通過綠色建築領域專業資質 LEED GA考試（一），考察香港公屋建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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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經常組織講座，從多角度探討有關城市與住房的當下熱點問題及發展趨勢，如

低碳城市規劃、可持續城市發展、住房政策的發展與改革歷程、基礎理論、應用方法、

主要支持技術，及背後驅動因素。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舉辦的客座講座及公開講座系列

上（左起）：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黃剛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王才強教授、香港理工大學葉雷博士、台灣樹德科技大學李彥頤教授
下（左起）：華東師範大學林拓教授、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徐騰芳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Mojtaba Navvab教授、日本大阪大學福田知弘教授

國際學習交流計劃

本中心每年組織國際學術交流研習計

劃，進一步加強與國內外知名建築學院、

城市規劃學院的學術交流，同時使學生

具備國際化的視野，提升專業學習成果。

本中心自 2007年起於每年年末舉辦
的台灣海外學習交流計劃，已成為跨越

港、台地區的一項重要學術交流活動，

推動地區間更深入的學術及教育領域合

作交流；自 2012年起與英國、奧地利等
國展開聯校國際城市規劃及設計工作坊；

於 2014年起與美國展開研究交流計劃。
此外，本中心於 2014年舉辦聯校設

計工作坊@香港，作為英國、奧地利相
關合作院校師生的回訪交流活動。學生

有機會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及頂尖學

術成就的專家學者進行交流，不僅深入

理解本專業知識，學習前沿多元化知識，

更增進培養跨學科思維能力、提升視野

高度。

1. 台灣冬季學習交流工作坊，參觀高雄展覽館
2. 台灣冬季學習交流工作坊，於台北進行聯校規劃與設計工作坊
3. 參訪美國加州知名院校，包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戴維斯分校
4. 聯校設計工作坊@格拉茨
5. 聯校設計工作坊@香港，參觀活化九龍東辦事處
6. 聯校設計工作坊@香港，聯校教授指導學生設計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於 2014年舉辦的交流活動

1 2
3 4
5 6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於 2005年成立。本中心的成立宗旨，在於推動

香港中文大學校內各學術單位進行跨學科的公共政策研究，主要研

究地域包括香港、珠三角及亞太地區。

在本中心的十年工作中，前半段以舉辦「香港公共政策論壇」及

進行具體的政策顧問研究為主。近五年來，香港社會的政治及社會

形勢變化劇烈及迅速，本中心的研究重點，以三條主線為重，希望

能以基礎學術研究成果，深入揭示社會狀況，讓學術界及政界辯論

香港公共事務及政策發展時，對相關情況有較深入的認識。

 青年研究

青年近年日趨主動介入政治、社會及民生政策的辯論及公民行動。

其中一群青年較激烈地參與公民行動，往往被主流輿論評為「八、

九十後」的特有行為。進行青年研究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深

入檢視青年的價值觀及態度行為，與甚麼因素有關。

本中心先後於 2009年底及 2014年中進行兩次關於青年的社會

態度調查，首先建立基線，之後追蹤變化。兩次調查的結果發現，

所謂「八十後」以至「九十後」的標籤，無助解釋青年批判社會及

參與公民行動的傾向。兩次調查同樣發現，「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與社會態度及政治傾向有密切關係。

 教育與就業研究
教育研究、教師培訓與通識教育

教育研究其中一個主題，是如何有助學生建立社會及政治價值觀。

本中心其中一項研究得到研究資助局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撥款，研究香港歷來第一屆新高中課程畢業生、其學業成績高低，

尤其通識教育科受到甚麼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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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偉豪教授、趙永佳教授、鄭慧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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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連續多年受教育局委託，開辦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教師培訓工作。第一

系列的培訓工作於 2011年 8月至 2012年
12月進行，舉辦了 24場教師工作坊，每

場六小時，合計有 98間中學超過 400位

教師接受培訓。此外還有到校支援服務，

期間有 22間中學曾使用服務，由資深通

識教育科教學顧問到學校協助發展相關

教材及評核準則。第二系列的培訓工作於

2014年 2月展開，並於 2015年底完成。

教師培訓的另外兩大重點是校本評核

技巧及提升主題知識。校本評核技巧以舉

辦教師工作坊為主，並藉此提供橋樑，聯

繫前線教師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

局），把教學與公開試評核兩大重要元素

整合。考評局於工作坊上展示學生作業樣

本，提供模擬評核結果並解釋評核重點，

讓教師掌握適當的準則，回校評核學生作

業時有所依據。此外，考評局亦於工作坊

內向教師講解筆試的評分準則，讓教師指

導學生適當的答題技巧。

為配合教師專業發展，本中心曾舉辦

多次教師研討會，提升主題知識包括全球

化議題、香港社會、教材製作等。另多次

與考評局合辦工作坊。

網上學習平台

本中心已建立兩個網上學習平台，讓教師

重溫相關知識，提供重要的參考來源。

 「全球化」網上學習

載有六個學習單元、分析六項具體事例，

和重要概念解釋。

網址：http://globalization-cuhk.net/。

 「獨立專題探究」網上學習

讓通識教育科教師學習如何帶領學生進行

「獨立專題探究」，每課內容除了相關研

究知識外，還有一節關於教學技巧，讓教

師按需要作進一步參考。

網址：http://www.liberal-studies.net/ies。

從學業到職場研究

從畢業到職場謀生，近年各國的教育研究

開始重視生涯規劃與就業輔導。本中心的

其中一項研究是分析歷年的香港人口統計

數據，比較教育程度與就業收入回報在不

同時代間的複雜關係與變化。分析結果顯

示，學位或以上程度的年輕畢業生，就業

收入回報當然最高。對女性而言，只要能

夠取得高於中學畢業學歷，無論是否職業

導向，都將獲得不俗回報；反觀男性，取

得職訓資歷的重要性遠高於女性。箇中原

因，需要進一步研究。

「全球化」網上學習

「獨立專題探究」網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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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的一項為期三年追蹤研究，得到研究資助局的「公

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自 2014年起追蹤當時面對公

開試後升學與就業抉擇時刻的中六學生，受到怎樣的職業取

向、父母與社會因素影響；2015年中進行第二輪調查。

另一項目獲中央政策組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

款，探討「應用學習」作為一個以職業導向為主的課程，是

否能協助學生為未來的進修及工作做好準備，及幫助他們認

清個人的發展路向。此項目剛於 2015年初開始進行，預期

2016年中完成。

 香港及社區研究

香港研究

從殖民地到主權回歸，政治和社會的大形勢變化值得關注。

本中心為從不同角度勾畫香港的發展，召集一群研究香港的

學者，讓他們各自撰寫論文後整理出版，合共編輯了三本不

同主題的書刊。

第一本主要探討回歸前後，香港政府制訂政策手法的變

化。第二本揭示當代香港社會的不平等狀況。第三本則嘗試

總結在殖民地政府管治下，香港親中力量，即俗稱「左派」

組織，在香港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從學術角度全面探討「左

派」組織在殖民地政府時代的作為，至今仍絕無僅有。

其他有關香港的研究，是探討基礎社會狀況，例如得到

研究資助局的「優配研究金」以探討賭博問題對夫婦生活

的影響。另有研究分析中國電影再工業化的價值鏈，得到研

究資助局撥款資助。其他研究包括影響女性參與勞動的因素

（「人口政策研究計劃」的項目之一，由本研究所的「南中

國研究計劃」資助）、家庭研究、香港電影工業發展。

近期另一研究焦點是香港人對中醫藥的態度及使用情況。

本中心於 2015年進行新一輪調查，所得數據，將與本研究

所的香港社會指標研究於 1992及 2004年收集的數據比較，

從而分析香港社會 20多年以來對中醫藥的接受程度變化。

社區研究

本中心近年先後多次對受舊區重建影響的街坊及小商戶進行

評估研究。重建確實帶來改變殘破舊居環境的機會，但搬遷

後又面對既有關係網瓦解，居民要重新適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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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研究計劃

沈祖堯校長於 2014年 1月在校內召開會議，
集合了有相關研究經驗的同仁，討論如何向

政府提出專家學者建議。會議之後決定成立

「人口政策研究計劃」，涵蓋不同學術領域

的學者進行相關研究，由本中心負責統籌及

支援。經商討後，定出三大重點研究主題：

一、人口學、移民及社會融合；二、人才發展；

三、可持續發展及都市建築。

2014年 3月及 4月，不同主題的負責人
曾舉辦兩場講座，分別以「自由行」及國際

移民研究為主題。本中心在此研究計劃成立

前，剛完成一份有關「內地生在香港」的研

究報告，探討內地來港升讀學士課程的「港

漂生」在學業及生活上的適應問題。

同鈺瑩教授以「香港女性勞動參與」為研

究課題，分析 1991至 2011年間各次人口普
查及中期人口統計數據，以探討多項因素對

女性勞動參與情況的影響。初步分析結果，

已於 2015年 4月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

 協調申請「公共政策 
     研究資助計劃」

本中心主任趙永佳教授獲中央政策組委任為

此計劃的評審委員會委員，因此大學委託中

心主任作為校內協調人，向大學同仁詳細解

釋計劃詳情，並推動同仁申請資助。當校內

同仁擬就研究計劃書後，中心主任將檢視內

容並提供意見，以期在此具競爭性的資助計

劃中脫穎而出，取得撥款資助。

 學術聯繫與交流

本中心與校內其他單位合辦研討會或講座，

讓國際學者聚首香港作學術交流，或對校內

2012年，「香港左派正傳：歷史、 
轉變與社會影響」研討會

2012年，與公共政策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合辦之傑出公共政策講座

2014年，國際記錄電影放映及座談會： 
「學習的理由」

FRIDAY 
OCT 3 

    5:30 PM

放映後，逸帆將公開或私下與參與
者對談自己「打造理想 社會搖籃」  

的願景，邀請 一起激盪可能、  

＿＿＿＿＿＿＿＿_夢想隨行！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主辦 

HKIAPS, CUHK 
PRESENTS 

根據調 ，台灣三成左右的國中生不知道或沒有人生方向。到大學，         
近半數最痛苦不知自己要做什麼。大學四年後，許多選擇延畢或讀研究所，

主要目的是探索人生方向。為什麼，我們一天比一天成熟，                    
卻越來越不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 

從14歲開始拍攝，費時五年，少年導演楊逸帆在四位就讀體制外學校，       

卻走向傳統升學道路的朋友身上，找到蛛絲馬跡。為了替學生發聲，         

 放映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地下LT1 
(大學站B出口向右步行2分鐘) 
座位 三百、先到先得、不設預留 
          FACEBOOK.COM/REASONTO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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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演講，介紹最新學術觀點及引發討

論。

如 2012年 10月，與公共政策社會科學
碩士課程合辦傑出公共政策講座；同年 12

月，與本研究所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合辦中

日關係研討會。

2014年 10月，本中心與校外教育團體
「教育大同」合辦兩項活動，第一項是國

際記錄電影放映及座談會；第二項是題為

「教育有選擇」的研討會。

與「教育大同」的合作延續至 2015年，

於 6月 27日合辦周年論壇「我要真假期」，

探討釋放更多課外學習時間，讓父母及學

生可以安排更廣泛的課外活動。論壇講者

背景各有不同，有教育學者、立法會議員、

前線中學校長和教師，以及不同類型活動

的導師，如歷奇訓練、魔術表演和電子遊

戲導師等。論壇參加者超過三百人，包括

一些手抱嬰兒進場的父母，在大型的學術

活動中實屬罕見。

2015年教育論壇「我要真假期」
左：趙永佳教授致開幕辭    中：著名魔術師王者匡先生示範    右：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先生主講

 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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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文、社會、經濟發展之比較》（頁 56–81）。中壢：國立中央大學香港研究中心。

趙永佳。（2014）。《內地生在香港：終期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研究所公共政策研
究中心。

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編）。（2014）。《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

趙永佳、李勁華。（2012）。城市中的集體性抗爭：倫敦騷亂的三種解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第 134期，頁 59–67。

趙永佳、張歡華、劉翠珊、周冰超。（2014）。港漂大學生：求學擇業及生活感受。《港澳研究》，
第 2期，頁 77–85。

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2016）。《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香港：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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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質素研究中心成立於 2006年，為香港及華人社會中第一個以
探討生活質素為專責範疇的研究中心。本中心期望成為研究中國及

亞洲生活質素和交流研究成果的聚焦點。「生活質素」是一體多面

的概念，因此，跨學科的研究尤其重要。這研究項目旨在為大學及

社會科學院內不同科目的教學及研究人員建造一個研究及交流平

台，以便不同背景及研究領域的學者進行交流與合作。本中心希望

從這些跨界別的深入研究與交流，加強社會及學術界對生活質素的

認識、為決策者及普羅大眾提供有參考價值的數據和分析、喚起社

會對生活質素的關注，進而提升香港以至全球的生活質素。

主任： 黃　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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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質素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相繼負責 2003年

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制訂的「中大香港生活質

素指數」和 2000年開始的「市民對香港經濟情況評

價調查」。「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以建立一套客

觀的分析工具為基礎，來評估香港生活的質素，結果

會於每年年底公布。而「市民對香港經濟情況評價調

查」主要是收集民意，並按季公布結果。為進一步量

度及監察香港青年生活質素的轉變，本中心在香港鐵

路有限公司贊助下於 2013年編製了「港鐵與中大香

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港鐵公司和本中心相信，此

指標可為政策制訂者及社會有關人士在制訂和籌劃青

少年政策和項目時提供有用的參考，讓市民對影響青

年生活質素的因素加深認識。

 使命

 透過跨學科的研究、交流及機構協作，監察及促進香港以至全球的生活質素；

 藉創新、發展及加強研究計劃，推展生活質素的知識領域；

 創造生活質素知識，協助社會服務的發展及制訂社會政策；

 為決策人員及社會大眾提供跨文化的生活質素研究成果及統計數字比較；

 向社會大眾灌輸生活質素的知識和影響，及促使社會大眾關注生活質素。

 研究項目

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

「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是評核及監察廿一世紀香港生活質素的綜合社會指標，其中

包括個人、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及環境等生活範疇。本中心希望透過這一持續的研

究項目，融合不同領域學者的努力及專業知識，汲取國際知名學者的意見及研究成果，

並鼓勵跨文化生活質素的比較，促進國際合作。

指標由本校社會科學院以 2002年數據為基礎編製而成。從 2006年開始，本中心接任

指標的編製，並於每年年中發布指標數據。「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可分成健康、社會、

文化與休閒、經濟及環境五大分類指數，涵蓋 23項指標。在這些指標當中，五項由本中

心根據香港亞太研究所每年進行的電話調查結果統計而成、一項根據香港六份主要報章

的內容分析所得，其餘指標則來自政府及相關機構所發表的公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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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以 2002 年為基準年，數值定為 100。2014 年指數為
101.75，較 2013年下降 0.17，反映香港整體生活質素在過去一年輕微下降。五項分類
指數中，經濟分類指數連續第八年下跌，社會及健康分類指數亦轉差，文化與休閒以

及環境分類指數則輕微上升。23個指標中，有 11個指標比前一年差，言論自由及物業
負擔能力指數，更創下 12年來最差的記錄。

中大香港生活質素綜合指數，2002–2014

健康分類指數

社會分類指數 文化與休閒分類指數

經濟分類指數 環境分類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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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香港經濟情況評價

香港中文大學一直關注市民對香港經濟情況的評價，並於 2000年開始進行調查，徵詢市
民對本地經濟現況意見；本中心於 2008年開始負責該項調查。調查透過隨機抽樣方式，
每次訪問約五百名 18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市民對香港經濟情況評價」調查的主要範
圍包括家庭財政狀況、營商環境、未來整體經濟表現、預期就業前景，以及消費意欲。

消費者信心指數，2010–2014

消費者情緒指數，2010–2014

就業信心指數，20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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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其生活質素的好壞對香港

社會的未來發展尤其重要。自 2013年開始，本中心
得到港鐵公司捐贈 216萬港元，進行為期五年的「港
鐵與中大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研究項目，目的是

捕捉和反映香港青年生活質素的情況。該指數由八個

範疇的數據組成，包括生理、心理、社會、經濟、教

育、政治、生活環境和整體生活滿意程度，合共 28

個指標，涵蓋度廣及具代表性。

同時，為鼓勵香港青年多關注生活質素的問題，

本中心和港鐵公司舉辦了「港鐵 ×中大青年生活質素
先鋒計劃」。歡迎全港所有全日制中四及中五學生參

加。參與學生可組成青年生活質素先鋒隊，提交以優

化青年生活質素為主題的建議書。入選的十隊隊伍可

獲港幣一萬元津貼，實踐其建議書內容。本中心會根

據各隊伍的表現，選出金、銀、銅獎。2015年度的「港
鐵 ×中大青年生活質素先鋒計劃」更獲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教育局協辦，加強了計劃的籌備及宣傳工作。2014年度「港鐵 ×中大青年生活質素先鋒計劃」

青年生活質素指數：較佳指數

青年生活質素指數：較差指數

港鐵與中大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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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出版

吳啟漢。（2013年 6月 25日）。從房屋土地規劃看諮詢過程忽視的聲音。《信報》，版 A21。
李慧瑩。（2013年 6月 26日）。從房屋土地供應看鄉郊發展與規劃。《信報》，版 A22。
黃洪。（2013）。香港貧窮成因與滅貧的目標。《紫荊論壇》，總第 11期，頁 25–32。
黃洪。（2014）。對政府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意見。《紫荊論壇》，總第 15期，頁 32–37。
黃洪、張引。（2016）。香港生活質素的變化：趨勢與反思。《紫荊論壇》，總第 25期，頁 48–

53。
葉仲茵、伍世良、張妙清。（2013年 6月 27日）。港人如何看待房屋土地供應？《信報》，版

A20。
Chan, Y. K., Kwan, C. C. A., & Shek, T. L. D. (2005).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The CUHK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 259–289.
Chong, T. T. L., & Hui, P. H. (2013).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well bei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8(1), 1–14.
Crabtree, S. A., & Wong, H. (2013). ‘Ah Cha’!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of Pakistani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An analysis of multiple, intersecting oppress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3(5), 
945–963.

Huang, Y., Wong, H., & Tan, N. T. (2014). Associations among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of adversity, income 
recovery,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Wenchuan earthquake survivors. Social Work in Mental Health, 
12(4), 343–364.

Lee, P. S. N. (2014). Mass media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 C. Michalos (Ed.),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pp. 3846–3855). Dordrecht: Springer.

Lee, P. S. N. (2014). Televi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 C. Michalos (Ed.),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pp. 6600–6607). Dordrecht: Springer.

Lee, P. S. N., Leung, L., Lo, V., & Xiong, C. (2008). The perceived role of ICTs in quality of life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8(3), 457–476.

Saunders, P., Wong, H., & Wong, W. P. (2014). Deprivation and poverty in Hong Kong.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48(5), 556–575.

Shek, D. T. L., & Lee, B. M. (2007).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quality of life (QOL) research in Hong 
Kong. , 7, 1222–1229.

Tang, V. M. Y., & Wong, H. (2013). An empirical review on chil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in Hong Kong: Strategic change on school-based and community-based project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6(2), 121–137.

Wong, H. (200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Hong Kong’s poor households in the 1990s: Levels of expenditure, 
income security and povert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 411–440. 

Wong, H. (2011). Quality of life of poor peopl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0(3), 435–450. 

Yeung, N. C. Y., Lau, J. T. F., Yu, X., Chu, Y., Shing, M. M. K., Leung, T. F., Li, C. K., Fok, T. F., & Mak, W. 
W. S. (2013).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4.0 
Generic Core Scales among pediatric cancer patients. Cancer Nursing, 36(6), 463–473.



執行委員會

性別研究中心是香港首個以性別及婦女問題為研究目標的研究組

織。本中心於 1985年創立，名為「性別研究計劃」，後於 2000年
易名為「性別研究中心」。中心成員包括多位來自社會科學、人文

學、醫學、工商管理及其他跨學科範疇的學者。中心的使命是：

 提高對性別及婦女研究的知識；

 支持提倡性別平等及婦女地位的行動。

中野幸江教授 王鳳儀博士 姚松炎教授

孫耀東教授 曹文傑博士 黃怡美教授

葉漢明教授 廖珮珊女士 碧樺依教授

蔡玉萍教授 鄭詩靈教授 譚少薇教授

 目標

 通過研究、溝通及培訓，建立與性別問題有關的知識；

 通過諮詢、反映意見、社區聯繫及提倡，影響有關性別平等及 

 婦女發展的政策及措施；

 通過地區性及國際性的聯繫，加強香港中文大學在性別及婦女 

 學範疇的學術角色。

 最新研究計劃

過去 30年，本中心一直致力推動及開展有關性別議題及性別平等
的學術研究，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教育、家庭、家庭暴力、健

康、女性就業、女性領袖、歷史、法律、傳媒、宗教、少數族裔、

犯罪行為、性騷擾等。隨着社會發展及變遷，新議題不斷出現，本

中心的成員也隨之開展新的研究計劃，最新計劃包括香港婦女的地

位和挑戰、涉及性取向的歧視、性別定型和香港陽剛氣質的建構等。

性
別
研
究
中
心

G
en

d
er

R
es

ea
rc

h
 C

en
tr

e
副
主
任
：
王
丹
凝
博
士 

聯
席
主
任
：
黃
慧
貞
教
授 

 

林
靜
雯
教
授

顧
問
：
張
妙
清
教
授

左起：蔡玉萍教授、王丹凝博士、孫耀東教授、鄭詩靈教授、林靜雯教授、黃慧貞教授、 
曹文傑博士、碧樺依教授、廖綺雯女士、廖珮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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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禁止歧視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分可行性研究

本中心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進行一項「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
別認同及雙性人身分歧視的可行性研究」，有系統地識別不同性傾向、
性別認同（SOGI）及擁有雙性人身分的人士，包括香港各階層的女同
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
跨性別者（transgender people）和雙性人（intersex people），統稱
LGBTI，在香港所遇到的歧視，並就立法禁止歧視性傾向、性別認同及
雙性人身分的可行性，徵詢持份者的意見。是項研究由跨學科研究團隊
負責，成員來自本校七個不同學科，包括公共衛生、心理學、文化研究、
法律、社會工作、社會學及教育。團隊循三個方向探討立法可行性，包
括立法的需要、法律基礎，以及公眾認知程度、態度、知識和理解。

性別定型及其對男性的影響探索性研究

傳統上中國女性較男性弱勢，所以大多數性別關係研究一直專注於了解
女性的困境。男性雖是父權制度上的受益者，但也面對多種與性別規範
和期望相關的挑戰。2011年，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本中心進行了
一項男性研究，以了解男性的問題與挑戰，特別留意性別定型如何影響
男性的身心健康。研究發現，香港男性的性別認同主要靠他們負擔家庭
經濟的能力去確認。這種「霸權男性陽剛氣質」令男性以事業成就、創
業及升遷機會去界定自己成功與否。在文化觀念上，大部分男性將男性
身分界定為必須比身邊的妻子或女朋友成功。在家庭上，上漲的生活開
銷及生兒育女也是男性的重要挑戰。可惜，礙於「男性應要堅強」的觀
念，他們一般不願意亦不敢向他人表達情緒困擾，在財務問題、親密關
係、性取向和成癮行為上，遇到的困擾都比女性為高。研究團隊在報告
內討論了這些研究結果如何與政策連結，以期進一步推動性別平等。

香港女性及女童的現況與挑戰研究計劃

此研究計劃由本中心及婦女基金會（The Women’s Foundation）合作，
以宏觀角度探討香港女性的現況。研究團隊包括人口學、人類學、工商
管理、公共健康、心理學、犯罪學、法律、社會工作、社會學、政治學、
教育、新聞及傳播的專家學者。研究特別針對香港社會最迫切的性別議
題，包括教育、勞動力市場的參與、貧困、健康、家庭、受暴力侵害、
領袖、媒體、少數族裔與新移民婦女、女童發展與危機、兩性平等的政
策機制等，專家們以多個切入點去了解香港女性及女童的現況及未來的
挑戰，分析性別不平等一直存在的因素，並把香港的情況與已發展國家
比較，提出政策建議，以減少不平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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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聯繫

國際會議與研討會

雖然文化差異與性別研究息息相關，但是性別議題並非局限於地區性，從國際角度出發，

討論會更豐富立體。國際性的交流更能為不同國家及地區提供借鏡及參考模範，在學術

研究及政策討論也相當重要。在開拓及發展本地研究的同時，本中心也保持與亞洲地區

及外國的機構合作，促進地域間的聯繫。合作夥伴包括：瑞典駐香港總領事館、英國駐

香港總領事館、英國文化協會、歐盟駐香港及澳門辦事處、北京大學、南開大學、韓國

啟明大學、美國 Chinese Society for Women’s Studies，以及人權觀察等。除了學術研究上
的合作，更舉辦不同的活動讓公眾參與，近年的項目包括：

 Gender and Change: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king Together for an Inclusive Society: LGBTI Righ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der and Migratio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Family-in-Transi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s of China, Hong Kong, and South Korea (2012)

 Symposium on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in Asia and Europe (2011)

 Conference on the Exploration of Female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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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會大眾對性別平等的認識，是本中心成員的

其中一個共同目標。所以本中心非常重視性別意識

培訓，為社會及福利工作者、教師、公務員、執法

人員等前線服務人員提供培訓。最近幾年，本中心

與東華三院合作，為社工及前線同事設計培訓課

程，內容涵蓋最新的社會問題，並着力提高社會服

務提供者的性別敏感度。

 社區聯繫

性別角色工作坊

自 1991年開始，性別角色工作坊成為本中心每年
的重點活動。工作坊讓學者、社會政策決策者、社

會服務提供者及前線服務使用者，就有關性別課題

進行交流，從而希望引起大眾及政府對有關議題及

相關政策釐定的關注。正如研究計劃，工作坊的題

材非常廣泛，同時也盡量緊扣研究計劃的方向，以

達致相輔相成的效果。近年的工作坊主題包括：

 北京宣言 20年：性別自主與覺醒
 性傾向、性別認同與雙性人身分：點 •線 •面
 性別意識與教育

 香港女性領袖：現狀與挑戰

 性別與媒體暴力

 北京宣言 15年：兩性共創平等經濟地位

專題講座與訪問

除了主辦性別角色工作坊，中心成員亦應邀出席或

與本地團體合辦專題講座，合作夥伴包括：平等機

會委員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商務印書館、婦

女基金會、教育局，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性別研究

課程和法律學院等。

中心成員也對性別問題積極提出意見，並受邀出

席媒體的活動及訪問，討論香港性別平等的最新狀

況。

 性別意識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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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出版

Gender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2014)

譚少薇、黃慧貞、王丹凝編 /倫敦：Routledge出版

本書探討現代性帶來的宏觀轉變，其引發的微觀社區和家庭發生的調適，並
展示個人能動性在文化轉變中如何應對衝突及挑戰。本書分為三部分：婚姻
和母職、宗教與家庭，以及人口遷移，分別闡述政府的行動及決策怎樣觸發
在地的性別和家庭的改變、國內及跨國移民對東亞文化的影響，以及宗教如
何與政府交織而模鑄家庭的性別動力和日常生活。

《她者：香港女性的現況與挑戰》(2013) 
Women and Girls in Hong Kong: 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Challenges (2012)

蔡玉萍、張妙清編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亞太研究所出版

本書由本中心及婦女基金會攜手編製，以跨學科的宏觀視點、
最新的研究數據、她者的獨立角度，從 11個切入點檢視香港
女性面對的各種問題，包括：教育、經濟、貧困、健康、家庭、
受暴力侵害、女童危機、媒體渲染、社會參與度與權利決策、
少數族裔與新移民等弱勢女性群組的處境，以至兩性平等的
政策機制。倡導政府及社會各界多加關注，並提出積極有效
的改善措施，破除性別定型，達至兩性平等。

《性別覺醒：兩岸三地社會性別研究》(2012)

譚少薇、葉漢明、黃慧貞、盧家詠編 /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男性必須剛強？女性定要柔弱？社會文化總為男女定型設限，並建構起所謂
「性別定型」，這更引申出一套兩性關係中權力與地位的價值體系，導致個
人潛力、性格備受壓抑。性別研究藉着銳利的思辨，提出性別不單是男女的
生理特徵，也是文化產物，並就男女在社會身分認同與公民權利等意識上，
提供嶄新的思考角度。本書從歷史、社會、心理和文化等視角，探索兩岸三
地中極具爭議的性別議題，切實地反映各地性別研究的發展概況，並就性別
研究如何實踐到社會中作出深刻的反思。

《全球化與性別：全球經濟重組對中國和東南亞女性的意義》(2011)

葉漢明編 /香港：香港亞太研究所出版

本書收集專家學者對全球化現象中的資本、勞動力與女性、知識女性、女性
與生態、女性與健康、女性人口移動等課題的論述。本書特別針對全球化現
象多樣化的看法，以及全球化的地域性問題，提出對第三世界婦女組織和社
群所在地及其「在地性」不容忽視的呼籲。本書關注的地域是中國和東南
亞，亦關注諸地間的跨境關係，對全球化研究有所補充。這種對亞洲區內交
流的探討，可補學術界一直以來只顧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或中心與邊緣之
間互動的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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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凝。（2014）。中國城市中的家產代際傳承和家庭管理。載陳午晴、汪建華（編），《家庭與
性別評論（第 5輯）》（頁 66–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黃慧貞、蔡寶瓊（編）。（2015）。《性 /別政治與本土起義》。香港：商務印書館。
蔡玉萍、羅鳴。（2015）。變與不變的鴻溝：中國農村至城市移民研究的理論與視角。《學海》，
第 2期，頁 82–90。

Barrow, A. (2014). Book review: The ASE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alising human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 228–230.

Cheng, S. (2013). Making visible the invisible: Victimhood, violence, and voice in Tales of the Night Fairies. 
Cultural Dynamics, 25(2), 245–251.

Cheng, S. (2013). Private lives of public women: Photos of sex workers (minus the sex) in South Korea. 
Sexualities, 16(1/2), 30–42.

Cheung, Y. W., Choi, S. Y. P., & Cheung, A. K. L. (2014). Strain, self-control and spousal violence: A study 
of husband-to-wife violence in Hong Kong. Violence and Victims, 29(2), 280–299. 

and Hong Kong. In S. R. Quah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families in Asia (pp. 318–331). London: 
Routledge.

Choi, S. Y. P., Cheung, A. K. L., Cheung, Y. W., & David, R. (2014). Bring the subjective back in: Resource 
and husband-to-wife physical assault among Chinese couples in Hong Ko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12), 1428–1446.

Choi, S. Y. P., & Peng, Y. (2015). Humanized management? Capital and migrant labour in a time of labour 
shortage in South China. Human Relations, 68(2), 287–304.

Choi, S. Y. P., & Peng, Y. (2016). Masculine compromise: Migration, family, and gender in Chin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 M. Y., Chen, X., Cheung, F. M., Liu, H., & Worthington, E. L., Jr. (2013). A dyadic model of the work-
family interface: A study of dual-earner couples in China.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8(1), 53–63.

Lui, L., & Choi, S. Y. P. (2015). Not just mom and dad: The role of children in exacerbating gender 
inequalities in childcar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6(13), 1829–1853.

Nakano, L. (2014). Single women in marriage and employment markets in Japan. In S. Kawano, G. S. 
Roberts, & S. O. Long (Eds.), Capturing contemporary Japan: Differentiation and uncertainty (pp. 163–
182).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Ronald, R., & Nakano L. (2013). Single women and housing choices in urban Japan.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0(4), 451–469.

Suen, Y. T. (2015).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ageing. In J. Twigg and W. Marti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gerontology (pp. 226–233). London: Routledge.

Westwood, S., King, A., Almack, K., Suen, Y. T., & Bailey, L. (2015). Good practice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rovision for LGBT older people in the UK. In J. Fish & K. Karban (Eds.),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 health inequalit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social work (pp. 145–158). Bristol: Policy Press.

Wong, W. C. A. (2014). Negotiating between two patriarchies: Chinese Christian wome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J. Jia, X. Kang, & P. Yao (Eds.), 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 identity, and body 
(pp. 157–18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ong, W. C. A. (2014). Theorizing women’s agency: Women’s religious negotiation with marginal families 
in Chinese society. In S. M. Tam, W. C. A. Wong, & D. Wang (Eds.), Gender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pp. 
193–212). London: Routledge. 

Wu, Q., Tsang, B., & Ming, H. (2014). Social capital, family support, resilience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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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原名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在 2015年 8月更名為社會創新研

究中心。中心執行委員會認為，新名稱可以更好地體現中心目前的

研究工作與相關活動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反映中心的

探索方向與世界發展潮流。社會創新是一個寬廣的概念，包含公民

社會知識體系的原創性與最新變化。因此，中心執行委員會一致認

為，新名稱不僅可以加強中心的使命方向，而且有助中心持續服務

於香港本地與區域內的社會創新與公民社會發展。

 使命

 致力為大中華地區社會創新與公民社會領域內的學術與顧問研

究提供支援；

 通過教育培訓項目和學術研究，促進公共意識覺醒，傳播社會

創新與公共參與的前沿知識；

 通過構建一個包括學術機構、政府部門、企業與非政府組織在

內的社會網絡，推動跨界協作；

 通過宣傳公共參與在善治中的重要作用，提升社會創新在公共

政策制訂中的重視程度。

 學術研究

本中心致力從事大中華地區公民

社會研究，並建立學術資料庫，以

協助相關領域的從業者、研究人

員、慈善機構和公益基金會，全面

而系統地理解大中華地區公民社

會狀況。中心建立的三個資料庫，

分別為非政府組織檔案資料庫、集

體行動數據庫，和城市居民捐獻及

公民意識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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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群大講堂      中：公民社會沙龍 
下：博群大中華實習計劃

 評估研究與顧問諮詢

集體行動數據庫

本中心從媒體、網路等途徑收錄 2008至 2010年間中國內地
的集體行動抗爭事件，並對這些事件的重要資訊包括發生地

點、行動性質、爭端內容、發起過程、參與人數、運用資源

手段、官方應對方式、衝突的解決方法，以及事件的影響等

整理成數據庫，為華人社區集體行動的研究提供支持。

城市居民捐獻及公民意識調查

本資料庫在兩岸三地五個主要城市（包括北京、廣州、昆明、

香港和台北）通過電話訪談的方式進行調查，以了解城市居

民的慈善捐獻、做義工、參與社團活動、公民意識發展程度

和對公民社會的看法等。這些數據可為大中華地區公民社會

發展的比較研究提供重要基礎。

本中心致力為兩岸四地公民社會中介組織

和非政府組織提供評估研究與顧問諮詢服

務，務求以專業研究支持大中華地區公民

社會發展。

自 2008年起，中心一直為內地政府多

個部門、基金會和非營利組織提供評估研

究和顧問諮詢的工作，包括汶川地震民間

公益組織參與救災重建報告與建議、壹基

金典範工程項目評估、全球綠色資助基金

會中國項目評估、中國城巿慈善發展評估

項目顧問工作等。這些評估及諮詢研究為

大中華地區公民社會不同領域及其利益相

關方注入策略性思維，推進公民社會各領

域的協同發展。

中心在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議題上，

一直參與相關的學術研究和評估顧問工

作，亦持續探索不同社會效益評估工具的

應用。

中心關注和研究香港公民社會發展中

的多個議題，包括社會保障、慈善法立法

和社會創新。同時，中心參與擔任香港政

府民政事務局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社會

企業現況研究」的顧問團隊，協助梳理香

港社會企業發展歷程與方向。

非政府組織檔案資料庫

在中國內地，相當數量的民間組織都面臨外部制度不清晰、

籌款困難、難以獲取合法身分等問題，而這種狀況一直缺乏

系統性研究，學術領域並沒有提供足夠支持。針對上述問題，

本中心於 2008至 2012年間，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量性與質性
研究。中心與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及非政府組織發展交流網

合作，全面收集 260多家內地民間組織的相關資料，建立非
政府組織檔案資料庫，以支援相關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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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益學習團：中國公益研究院非營利機構領導人

 教育培訓

大中華地區的培訓、訪學、交流、訪問

本中心為大中華地區公民社會發展中的利益相關方提供

數天至四星期的赴港訪問學習和專題培訓機會，包括各

類工作坊和參訪團，主題涵蓋政策倡議、社區發展、社

會性別等。中心會按合作方和參與者需求，設計課程主

題和具體活動，包括講堂、沙龍、機構參訪、社區探訪

及專題經驗交流。除集體活動外，中心也根據參與者的

機構發展和個人學習需求，協助安排有針對性的學習活

動，並提供一對一的機構發展諮詢。中心為參與者安排

的學習活動，讓他們深入學習非政府組織專業化運作的

相關議題，如策略規劃、理事會治理、倡導策略、透明

化運作及內部管理。此外，中心亦挑選優秀的參與者前

往台灣，學習台灣社會發展的經驗與歷程。這些訪問學

習的機會讓參與者了解香港和台灣的社會發展歷程和經驗，為他們提供中國社會發展的

宏觀視野，同時協助他們提升自身的非政府組織行業專業化水準。

公眾教育

本中心舉辦一系列講座和公開活動，傳播公民社會知識、提升公民參與意識，以及推動

中大學生對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認識和參與，具體項目包括公民社會沙龍、博群大中華

實習計劃及香港公民社會工作坊。

公民社會沙龍邀請學者與大中華地區公民社會優秀從業者，分享學術成果及各個實務

領域的最新進展。博群大中華實習計劃為中大學生提供赴內地及台灣優秀非政府組織暑

期實習的機會，讓他們深入社區，親身體驗文化，在身分差異下整合公民社會價值與實

踐工作。香港公民社會工作坊讓中大學生深入社區觀察，與不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交流，

從親身體驗中認識香港公民社會不同的議題、理念和案例。

台灣公民社會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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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聯繫與交流
本中心保持與兩岸四地多個高等院校及學術機構的合作，同時拓展亞太地區的協作網絡，

透過學術研討、評估研究、顧問諮詢、教育培訓等形式，促進大中華地區及世界範圍內

公民社會學術研究和實踐工作成果的聯繫與交流。例如，中心與兩岸四地合共十間大學

組成華人非營利研究網，定期交流公民社會領域信息，並協同發表。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志願與捐贈行為調查課題組。（2013）。城市居民志願服務與慈善
捐贈行為研究報告：基於北京、廣州、昆明三城市的調查發現。載朱健剛（編），《中國公益發
展報告（2012）》（頁 47–6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陳健民、阮耀啟。（2011）。2010年香港慈善發展：界別協作尚待提升。載楊團（編），《中國慈
善發展報告（2011）》（頁 284–29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黃洪。（2011）。香港社會服務政策規劃及其對內地的啟示。載岳經綸、劉洪、黃錦文（編），《社
會服務：從經濟保障到服務保障》（頁 50–54）。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黃洪。（2013）。《「無窮」的盼望：香港貧窮問題探析》。香港：中華書局。
鄒崇銘、黃英琦、阮耀啟（編）。（2014）。《共享城市：從社會企業、公平貿易、良心消費到共享經濟》
（上、下）。香港：印象文字。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KCSS – HKBC Social Enterprise 
Business Centre. (2014). Research study on the social enterprise sector in Hong Kong: To capture the 
existing landscape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Research commissioned by Home Affairs 
Bureau and the Social Enterprise Advisory Committee,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an, K. M. (2010). Commentary on Hsu: Graduated control and NGO responses: Civil society as 
institutional logic.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6(3), 3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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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落實「一國兩制」的經驗，以形成具實踐性、科學性的理論與
政策，供社會各界參考，從而推動對香港社會和政治轉型的研究，
是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的宗旨。具體目標包括：分析社會各階
層、各政團的結構與特性，及其與「一國兩制」實踐的關係；提升
對社會、政治及公共政策研究的水平；通過相關研究匯聚智庫人才；
為理性探討香港社會及政治發展提供平台。本中心下設兩個重點研
究計劃。

青年研究計劃
研究計劃主任：馮應謙教授
本研究計劃於 2014年成立，旨在促進青年研究跨學科合作、增進
對青年與社會服務問題的研究和發展、建立青年研究對外平台，及
為香港青年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香港社會指標與社會發展研究計劃
研究計劃主任：尹寶珊女士
本研究計劃旨在量度和評估香港的社會發展，蒐集一套涵括主觀和
客觀數據的縱向時序資料，據之以分析社會事項和問題，並探討社
會變遷的模式。

 研究項目
本中心立足香港、着眼兩岸四地，研究議題涵蓋政治、社會和經濟
領域，主要研究項目包括：

 政制改革  選舉行為
 青年時期轉型與青年權利  青年公民與政治參與
 香港社會指標調查  港、台社會意向調查
 中國效應研究  社會階層與流動
 青年與家庭社會心理學  次文化群、文化與媒體消費
 社會排斥與犯罪  熱點社會議題
 家族企業  遺囑與繼承制度
 香港金融發展與變革  區域融合與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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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發展研究

選舉研究

選舉研究是本中心的常規研究。香港於 1982年引入
分區直選，自此，在每一屆的行政長官、立法會及
區議會選舉，中心均進行民意調查，以記錄港人對
選舉的觀感及其投票行為。研究成果除結集成書外，
亦在報章、雜誌等媒體發表，供公眾參考。1982年
至今每次選舉的候選人資料、投票情況和結果，中
心經匯集及整理後，已編印成書籍出版和發行。

 行政長官選舉

對 2012年進行的第四屆行政長官選
舉，本中心於競選進程中的七個不
同階段，分別進行電話調查，追蹤
港人對宏觀環境的觀感、挑選候選
人的考慮因素、對候選人條件及其
選舉工程的評價。

 立法會選舉

回歸後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於 2012
年舉行，對是次選舉，本中心進行
了三次電話調查，以了解港人的選
舉意識、關注重點、投票選擇，以
及新增的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
對是次選舉的影響。

 區議會選舉

回歸後的第四屆區議會選舉於 2011
年舉行。本中心在選舉期間進行了
三次電話調查，從港人對社經政治
環境和選舉相關因素的觀感、政治
取向等角度，探討影響選民的投票
意欲、選擇與轉變等主因。

 選舉資料匯編

從 1995年起，本中心先後出版了五
部《香港選舉資料匯編》，匯集了
1982至 2012年之間歷次行政長官、
立法會與區議會選舉及補選的詳盡
資料，收錄範圍包括選區議席數目、
候選人背景和投票情況等。

其他研究

除常規研究項目外，對於廣受
關注的熱點政治議題，本中心
亦進行深入研究，透過電話調
查掌握民意，如：

 「佔領中環」民意研究

2013年初，有學者及社會人士
為爭取特首普選而提出和部署
「佔領中環」行動，備受各方
關注。本中心於該年進行了兩
次對示威活動及「佔領中環」
的電話民意調查，探討港人對
香港政治環境、民主訴求、對
整個「佔領中環」行動的認知、
了解，以及對其不同層面成敗
得失的評估。

調查結果及分析在多家本港
報章、雜誌發表，這兩次調查
為社會各界提供了中立、可靠
的參考數據。

 政制改革民意研究

2013年底，特區政府發表諮詢
文件，就來屆行政長官及立法
會產生辦法展開公眾諮詢。本
中心於 2014年 3月和 9月分別
進行民意調查，以了解不同社
經背景和政治立場的市民，對
落實「雙普選」的取向，以及
對特首候選人、提名委員會組
成、政改結果和影響的觀感。

調查結果在多家本港報章發
表，亦被特區政府收錄於《二
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報
告》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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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發展研究

兩岸四地縱貫研究

本中心致力建立科學而詳盡、主客觀兼備的社會發

展指標體系，從多角度記錄兩岸民眾的基本生活及

社會態度。除本地研究外，中心亦在港、台以相同

問卷進行「社會意向調查」和「中國效應研究」，

以及七波「澳門綜合生活素質研究」。研究所得為

掌握兩岸民生和民情的動向，比較社會發展狀況、

轉變方向和步伐，監測社會是否朝既定目標發展等，

提供高質素並具可比性的縱向時序資料。

其他研究

除長期研究外，本中心亦就重
大社會議題進行不定期的專題
研究，如：

 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人的社會及政治信任
 香港人對貧富懸殊的觀感
 香港人對政商關係的觀感
 香港人的工作與家庭平衡
 澳門人對人口現況的觀感

對本地社會未來發展的評估，2000–2014（樂觀的 %）

此題取自港、台「社會意向調查」，是本
中心與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自 2000年開始
的合作研究項目。調查結果顯示，港人整
體上對本地社會的發展前景較台灣民眾樂
觀；自 2009/2010年起，抱樂觀態度的兩
地民眾均顯著減少，在 2013年，表示樂
觀的港、台受訪者各佔 38.8%和 29.7%。

港澳居民對「自由行」的觀感，2012/2014（同意的 %）

本中心於 2012及 2014年分別進行「港
澳市民對自由行的意見調查」，探討兩地
民眾對自由行的觀感和政策取向。調查發
現，港澳居民大多認同自由行政策對本地
經濟的促進作用，如帶旺消費等；但同時
感到自由行推高了本地商舖租金和物價、
引來更多治安問題。

對政府處理內地與香港關係表現的滿意度，1998–2014（均值）

此題取自「香港人對香港與大陸兩地發展
態度調查」，是本中心自 1998年起，每
年進行兩次的長期追蹤研究。據調查所
得，回歸後港人對特區政府處理內地與香
港關係的表現，在 2006年前大體表示滿
意，但之後呈下降趨勢，從 2012年起，
滿意度均值一直低於尺度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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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乃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根基，由
家庭衍生的家族企業，在不同的文化傳統
環境孕育下，有着不同的成長軌迹。香港
的家族企業在吸收西方文化、走向現代管
理，以及在利用現代資本市場以擴大企業
領域等方面，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家族企業研究從企業家精神、企業傳

承、企業的管治模式和發展軌迹等角度，
勾畫華商的商業版圖演進，描繪華人社會
價值觀、精神風貌的變遷，從而為我們進
一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把握當今華人社
會的文化路徑、思考華人社會面臨的困境

並尋求未來出路，
提供有益的參考。

家族企業 
與婦女

在父系社會，華人
家族企業的「明流」
如果是「男子的風
光」的話，那麼女
性的角色則可稱為
「暗湧」。女性在
華人社會中的地位
不穩定，屬於內心

焦慮不安的「邊緣人」，研究
家族企業中女性的角色，能幫
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家族企業的
創業動力來源。

本研究從婦女遺囑、女性
如何參與企業發展的角度，探
討她們在不同層面上的事迹。
有關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陸續
出版成書，包括《婦女遺囑藏
著的秘密：人生、家庭與社
會》、《才德之間：華人家族
企業與婦女》、《女爭》。

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

長久以來，學術界對華人家族企業的內
在動力、公司管治、企業文化，以及社
會網絡等問題，均有不少深入研究。但
對於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的關係 — 尤
其是家族企業如何運用金融資本或相關
法規以提升公司管治等層面的探索，則
未盡充分。

本研究集合了兩岸四地從事家族企
業研究的學者，以案例分析的形式，
探討了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的關係，研究論文集結成
《華人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一書，於 2012年出版。

家族企業與危機應對

這項研究着眼家族企業的危機應對之道，從宏觀角度
考察在近、現代以至走入全球化的當今社會，企業家
如何奔走斡旋、處理政商關係、改變經營策略以化解
危機。通過對包括鄭觀應家族、怡和洋行、恒生銀行、
東亞銀行、辜振甫家族、何東家族、太古洋行等的案
例研究，探討應對危險的企業家對家族企業興衰、榮
辱的影響。與研究相配合的一系列公開講座，於 2014
年 11月至 12月間舉辦。

 家族企業與社會倫理研究

家族企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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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

2013年，本中心與中央研究院合辦之 
第六屆港、台社會意向研討會 
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左上：張妙清教授於「從社經指標看香港社會變遷」論壇致歡迎詞
右上：鄭宏泰博士於第二十屆「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發表論文
下：中心成員與瑞士蘇黎世大學東亞研究院負責人分享研究心得

 學術聯繫與交流

本中心不斷保持及發展與高等院校和學術研究機構的
合作，通過研究、出版、舉辦學術研討會和公開講座
等形式，促進跨學科、跨地區的學術聯繫與交流。除
了與本港大專院校各學系合作，中心亦與澳門大學、
台灣中央研究院等院校共同進行比較研究項目。

中心亦接受政府和其他機構委託，匯集學者和業界
專家進行政策研究。多年來，中心的研究人員參與多
項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中央政策組、澳門基金會、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等機構資助的研究項目，
有關的研究結果在本港、內地及海外學術研討會和交
流活動上發布。

社會參與

中心除積極出版學術著作外，

同時亦撰寫供報章、雜誌刊

載的文章、召開新聞發布會，

以及接受傳媒訪問，以公布

研究成果和參與公眾討論，

目標在於透過溝通和交流，

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加深

公眾對各種問題的了解，為

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共繪藍圖。

2013年初，中心成員於本

港報章連載八篇關於自由行

民意調查的結果和分析，引

起社會廣泛探討；其後出版

研究專論《「自由行」十年

回顧：探討香港與內地的融

合進程與嬗變》，此專論對

於研究香港與內地的融合，

提供了客觀的數據和深入的

分析，有關作者亦多次獲邀

作主題演講。2014年，此研

究延伸至澳門，對兩地自由

行進行比較研究，有關結果

已在海外學術會議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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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面對經濟環境的急速變化和空間大幅重構，城市與區域發展逐漸成

為社會上一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政策研究的重要領域。為此，

亞太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計劃於 2013年 3月 1日正式更名為城市

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力求進一步強化並更好地連繫校內和校外的

研究力量，以推動亞太區、特別是中國的城市與區域發展的基礎與

應用研究的使命，並致力發展成為區內以至世界領先的城市與區域

發展研究中心。

伍美琴教授 何　穎教授 沈建法教授

紀緯紋先生 徐　江教授 鄭　潔教授

名譽研究員： 倪鵬飛教授 羅小龍教授

 研究項目

本中心長期研究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化、中國城市化，以及覆

蓋珠三角、泛珠三角、廣東、上海、福建、中國沿海和中國西部等

地的城市與區域發展，近年將研究焦點集中在兩大主題，分別為「香

港和珠三角城市與區域發展」及「中國人口變化和城市化發展」。

主要研究項目包括：

 文化與城市發展  交通與基建發展

 城市化與城市發展  城市與區域管治

 省際遷移  區域化與政策

 產業與城市發展  規劃與社區發展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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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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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鄭潔教授、紀緯紋先生、沈建法教授、伍美琴教授、何穎教授、徐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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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重建的映秀鎮

杭州市城市國際化程度評價與發
展研究：從城市規劃與建設角度

以杭州城市經濟跨越式發展、國際化快速

發展帶來對城市物質基礎、硬件設施和功

能內涵不斷提出新要求為大背景，針對國

內城市濫用國際化城市概念的問題，追溯

其發展演變，揭示國際化城市的內涵，把

握其發展趨勢。借鑒國內外國際化程度相

對較高城市的經驗，並結合杭州本地特

點，從城市規劃建設角度，為杭州確定具

體的國際化政策提供參考。

增長機器？可持續社區？ 
中國城市的價值與財富

中國城市的建造，是為了地方經濟的進一

步增長，還是為了培育可持續發展的社

區？本研究假設，主要持份者的價值觀，

以及城市的規劃和發展相關的架構蘊涵價

值取向，往往決定了空間的結果和一個地

方的「財富」。本研究通過對香港、深圳

和西安的比較研究，驗證這一假設。

 城市發展

汶川震後規劃： 
走向「韌性為本」的模式？

汶川地震過後，應對災害能力成為震後規

劃的重要課題。本研究引入「韌性」理論

作為研究災後規劃的依據，評估災後規劃

體系對短期和長期災害影響的應對能力。

本研究在學術層面上填補了目前學術研究

的空白，亦在實證層面探究韌性思想在現

有規劃實踐中的體現。本研究已發表兩篇

學術期刊文章。

杭州新中央商業區 — 錢江新城發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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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城際關係與區域發展

十一五規劃時期香港與深圳的城市競爭與合作

「一國兩制」下的港深關係極受關注，也十分重要。本研究評估這兩

個城市的發展策略與合作中的定位，分析出兩個城市對城際合作的需

求、得益與必須關注之處。本研究已就兩個城市在機場、邊界地區、

跨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與關係發表五份報告（http://www.grm.
cuhk.edu.hk/~jfshen/hs.html）。

河套地區的發展方向

中國區域發展

本中心多年來緊貼中國區域發展趨勢，及時展開相關研究工作，包括

進行相應考察研究、舉行學術會議等工作，如現正進行的中國沿海城

市研究，更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及香港亞太研究所出版具影響力的中英

文書籍系列及專著，如：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An Emerging Regional Economy in a 
Globalizing China (2008)；

 Developing China’s West: A Critical Path to Balanced 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

 Resource Management, Urb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and the Zhujiang Delta (2002)；

 《泛珠三角與香港：「十一五」下泛珠三角九省區和澳門與香港

的發展》（2010）；

 《網絡縱橫：泛珠三角區域基礎設施的發展》（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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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遷移研究

中國 2000–2005年區間技術移民
和非技術移民的比較研究

通過系統性比較研究，本研究力求展示技

術移民和非技術移民的不同空間格局和影

響因素。隨着人口老齡化等因素，技術移

民將更為重要。研究成果將為中國的人口

分布和區域發展帶來重要啟示。

 文化與城市

當代中國文化價值對國際政治的
影響

在中國政府主導的機構下，當代中國文化

價值如何在外國流傳？又如何影響外交政

策？通過應用多個文化、政治經濟等理性

框架和方法，本研究藉着研究五個美國、

澳洲和加拿大的案例，作出有關分析。

 學術聯繫與交流

本中心成員經常在國際權威期刊，以及本地與國際學術會議上發

表文章。中心同時出版多項書籍、專著和研究論文，包括由中文

大學出版社及香港亞太研究所出版的一系列中國城市與區域發

展的中英文書籍及專著。

本中心與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學術單位長期緊密合

作，共同進行研究、出版及組織會議。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合作研究項目「杭州推進城市國際化進程中規劃編制與管理研

究」獲得中國城市規劃協會 2013年度全國優秀城鄉規劃設計獎

（城市規劃類）。

本中心經常舉辦和合辦有關城市和區域發展會議。如在 2012

年 7月 1–2日，與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城市規劃與設計

系，以及人文地理研究中心合辦「中國城市區域管治研究十年回

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自 2006年起，以香港亞太研究所名義，與香港明天更

好基金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合辦每年一度

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香港發布會。

爭議空間與尺度政治：中國城市群城際鐵路規劃研究

本研究應用了「尺度政治」理論角度，以珠三角城際軌道交通網絡為案例，結合珠三角

行政權力分散、區域協調機制不足的現狀，探討該項目的發起、規劃、磋商到實施的過程，

並分析其對地理空間的影響。同時填補現有研究的空白。本研究已發表三篇學術期刊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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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社會參與

本中心不時受各界委託，就城市及區域重要議題進行研究。

如在 2012至 2013年，為香港工業總會完成「國家十二五規
劃下物流業中小企面對的挑戰、機遇與應對策略」研究，項

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撥款支持。除發表《香港物流業中小企業：挑戰、機遇與應

對策略》研究報告外，更為香港物流業界成員舉行了兩場主

題研討會及出版《香港物流業中小企業：最佳實踐手冊》。

中心成員經常就不同城市及區域發展議題撰寫報刊評論

文章及接受訪問，如近年的機場第三跑道發展、公共交通、

個人遊政策、人口老化與遷移政策等。

在香港工業總會舉辦「國家
十二五規劃下物流業中小企面
對的挑戰、機遇與應對策略」
研討會，2013年 11月 27日

《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2015》香港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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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出版

王磊、沈建法。（2014）。五年計劃 /規劃、城市規劃和土地規劃的關係演變。《城市規劃學刊》，
第 3期，頁 45–51。

邵亦文、徐江。（2015）。城市韌性：基於國際文獻綜述的概念解析。《國際城市規劃》，第 30卷，
第 2期，頁 48–54。

Transport Policy, 25, 210–221. 

Applied Geography, 42, 116–123.
Town Planning Review, 85(4), 533–539.

2005.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93(4), 749–771.
The 

China Review, 14(1), 1–198.

The second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SAR: Evaluating the Tsang years 2005–2012 (pp.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5(1), 77–92.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lanning research methods (pp. 18–23). 
New York: Routledge.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lanning research methods (pp. 157–168). New York: Routledge.

Maturing 
megacities: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7(4), 361–379.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5, 2261–2280.

Urban Studies, 53(5), 978–999.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36(4), 391–412.

Creativity and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sian Culture and History, 7(1), 164–170.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5(1), 9–22.



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在 2012年創立，旨在探討亞太地區和全球範圍

內重要的雙邊、地區和全球問題，加強和提高相關的學術討論，參

與政策制訂和學術圈以外的公共討論。

 研究項目

中國印度關係計劃

本計劃於 2012年成立，旨在透過集結和分析中國和印度媒體對兩

國關係的報道，促進兩國社會不同階層對當代「中印」（Chindia）

概念的理解和認知，探討兩國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互動。本計

劃的合作夥伴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及印度觀察者研究基

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學術聯繫與交流

本中心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和公開講座活動，邀請本地或海外學者

主講，目標在於發揮橋樑角色，推動本地對國際事務議題的關注。

這些活動中，較具代表性的項目包括：

學術會議

聯
席
主
任
：
沈
旭
暉
教
授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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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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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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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3月 14日

中國與太平洋關係

 中國與澳洲：外交政策分析

 中國、日本與美國：新的力量平衡？

 中國與太平洋島嶼國家：新的經濟關係？

 中國與台灣：太平洋的外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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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與香港：全球經濟中的機會與挑戰研討會活動花絮

2013年 
10月 21–22日

可持續與具問責性的財政：國家發展銀行與全球金融

 全球金融治理應如何改革？

 國家應有何種角色？

2013年 
9月 28–29日

中國與印度：相互碰撞的文明？

 朋友還是敵人？廿一世紀的中印關係

 中印的社會與經濟

 中印在發展中國家中的位置

 中印：影響亞洲秩序的新因素？

2012年 
10月 6日

緬甸發展對全球公民運動的影響

 緬甸的改革

 全球脈絡中的新緬甸

 從全球公民社會看新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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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研究中心

研討會

2014年 7月 14日 國民教育與全球身分

沈旭暉教授

梁恩榮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2014年 4月 25日 日本形象：比較中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的日本論述
Dr Sow Keat Tok,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4年 4月 23日 中美印在印度洋的三角互動

章節根博士, 復旦大學

2014年 1月 16日 歐洲與全球的可持續城市與交通
Prof. David Banister,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4年 1月 9日 亞拉伯之春：巴勒斯坦轉變中的政治
Prof. Ghada Almadbouh, Birzeit University

2013年 10月 23日 杜拜與香港：全球經濟中的機會與挑戰
Mr Mhamed Biygautane, Mohammed Bin Rashid School of 
Government, Dubai

2013年 6月 27日 俄羅斯與東亞：非正式融合
Prof. Tsuneo Akaha,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2013年 6月 13日 崛起經濟體的盜版問題
Prof. Joe Karagan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of. Jinying Li,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of. Yahong L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Laikwan P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年 12月 7日 2012年的中日關係回顧
Prof. Masaki Ienaga, University of Tokyo

Dr Toru Horiuch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沈旭暉教授

Dr Thomas Wilkins, University of 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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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出版

吳偉明（編）。（2013）。《在日本尋找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吳偉明。（2015）。《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歷史‧在地消費‧文化想像‧互動》。香港：商務印書館。
吳偉明。（2015）。《易經》在近世琉球的流傳概述。《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2卷，第 2期，
頁 1–20。

吳偉明。（2015）。從「中國」名號論看德川日本的本位主義。《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11輯，
頁 68–83。

吳偉明。（2015）。《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傳說、儒典及詞彙的在地化詮釋》。北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

沈旭暉。（2015）。《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

Blanchard, J.-M. F., & Shen, S. (Eds.). (2015). 
. New York: Routledge.

Breslin, S., Freeman, C., & Shen, S. (Eds.). (2015).  (Vol. 1–8). London: 
Sage. 

Ng, W. M. (2014).  Divination and Meiji politics: A reading of Takashima Kaemon’s
 ( ). In C. C. Huang & J. A. Tucker (Eds.), 

 (pp. 315–330). New York: Springer.
Ng, W. M. (2015). The China factor in Tokugawa culture: Beyond model and the other. 

, 22, 14–28.
Shen, S. (2011). Exploring the neglected constraints on Chindia: Analysing the online Chinese perception of 

India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China’s Indian policy. , 207, 541–560.
Shen, S. (2011). “Obamania” in China and its yielding to nationalism: Quantitative responses from elitist 

Chinese students in Beijing toward the 2008 U.S. election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 
11(2), 183–210.

Shen, S. (2012). Future comparative competitiveness under the same roof: A survey of self-evaluation from 
local and mainland students in Hong Kong. , 45(2), 38–59.

, 209, 157–177. [Also published as a chapter in J. C. Strauss & A. C. Armony (Eds.), 
(pp. 157–1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Shen, S. (2012). The hidden face of comradeship: Popular Chinese consensus on the DPRK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Beijing’s policy. , 21(75), 427–443.
Shen, S. (2014). Potential danger in domestic debate constructing a Cuban : Online Chinese 

perceptions of Cuba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 12(1), 
66–86. 

recognition of Taipei. , 24(95), 883–902.
Shen, S., & Chan, W. (Forthcoming). 

.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Shen, S., & Taylor, I. (2012). Ugandan youths’ perceptions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 36(4), 

693–723.



華人家庭研究中心旨在成為一個以研究華人家庭為核心的跨學科、

跨地區的學術組織。我們既關注生活在各個華人社會（如中國內地、

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家庭，也關注移民家庭（如從中國內地移民

到香港或從華人社會移民到美國的家庭）。

中心成員的研究從不同角度揭示華人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

探討中國傳統文化裏的孝道觀念，比較華人和西方家庭，檢視婚姻

關係、親子關係和祖孫關係，調查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狀況，或分

析影響家庭之形成及變化的社會因素）。

我們的目標，是為關心華人家庭福祉的學者提供一個開展學術交

流與合作的平台，亦通過此平台，讓公眾了解有關的科研成果。

 研究議題

本中心立足香港，着眼大中華地區華人和海外華人移民群體，研究

議題涵蓋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工作、教育等領域，主要包括：

 婚姻  夫妻關係

 親子關係  孝道

 家務分工  家庭與生命歷程

 性別  兒童與青少年健康

 家庭暴力  移民

 城鄉流動  移民的社會生活適應

 移民家庭  移民與勞動力市場

 跨境婚姻  跨文化比較

 社會資本  社會人口學

華
人
家
庭
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
：
同
鈺
瑩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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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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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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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起）：蔡玉萍教授、伍斐然教授、丁國輝教授 
下（左起）：同鈺瑩教授、王茜教授、巫俏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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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項目

家庭對童年晚期執行功能之影響的跨文化研究 伍斐然、王茜

中國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及本地城市和農村兒童的教育和 
心理健康差異：社會資本在不同情境的角色

巫俏冰

演變中的孝道觀念：成年子女與父母關係的研究 丁國輝

「性別定型及其對男性的影響」探索性研究 蔡玉萍、區永東

澳門女性性工作者：健康行為的評估、教育與預防 蔡玉萍

互相傷害：香港的婚姻不平等、社會資本和配偶侵犯行為 張越華、蔡玉萍

住在邊界：居住在深圳的香港家庭研究 蔡玉萍、同鈺瑩、 
丁國輝、彭銦旎

關於在南中國製造業、服務業、建築業的男性農民工 
性別認同建設的比較研究

蔡玉萍、彭銦旎、 
杜平

青春期早期的家長管控：當代中國三個地區的縱觀調查 王茜

入讀幼稚園前的家長學習習慣和兒童學前準備： 
香港和美國之中國內地移民與本地家庭的比較

伍斐然

愛滋年代下香港的性工作：結構、身分認同和策略 蔡玉萍

社會和文化資本在創造人力和健康資本中的作用： 
香港跨境、移民與本地學生的比較研究

巫俏冰、同鈺瑩、 
王茜

香港與內地的華人家庭研究 丁國輝

中國珠三角地區本地居民對農村移民工的態度 同鈺瑩、陳涓、 
金蕾、鍾華

香港婦女和女童的狀況 2011 蔡玉萍、張妙清 

為何中國和美國家長對孩子的學業表現有不同的回應？ 
教養目標的角色

伍斐然、 
Eva M. Pomeran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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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員與大中華地區及世界各地學者廣

泛交流並開展合作研究。交流與合作機構

包括台灣大學，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大學、西南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

東理工大學、中山大學，英國牛津大學、

劍橋大學、南安普頓大學，美國紐約大

學、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德保羅大學，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以色列本–古里安大

學等。

多年來，中心成員領導或參與多項由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中央政策組、平等

機會委員會、婦女基金會等機構資助的研

究項目。有關研究結果在海內外知名期

刊、各大學術會議，以及各類交流活動上

發布。

中心成員亦多次接受海內外媒體訪問，

包括《明報》、《南華早報》、香港電台、

中國新聞社、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國廣

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

《大西洋月刊》等。

 近期出版

丁國輝。（2013）。香港夫妻的性別觀念與感情關係。載楊文山、尹寶珊（編），《面對挑戰：台
灣與香港之比較》（頁 163–177）。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丁國輝。（2013）。香港婚姻制度的前景。《紫荊論壇》，總第 8期，頁 2–11。
丁國輝。（2014）。教育和家庭對香港女性參與勞動的影響。《紫荊論壇》，總第 14期，頁 62–

67。
丁國輝、林靜雯。（2013）。女性的經濟角色對家庭生活的影響。載蔡玉萍、張妙清（編），《她者：
香港女性的現況與挑戰》（頁 139–155）。香港：商務印書館。

蔡玉萍、張家樂。（2013）。一段婚姻，兩個故事：決定她與他對婚姻關係滿足感的因素。載魏國英、
馬憶南（編），《亞洲女性論壇報告：性別平等與女性發展》（頁 104–117）。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

Cheung, A. K. L., & Choi, S. Y. P. (2013).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husband-to-wife physical assault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husband’s power motive. In W. J. J. Yeung & M. T. Yap (Eds.), Economic stress, 
human capital, and families in Asia (pp. 105–127). Dordrecht: Springer. 

Cheung, A. K. L., & Choi, S. Y. P. (2016). Non-traditional wives with traditional husbands: Gender ideology 
and husband-to-wife physical violence in Chinese society.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10.1177/1077801216632615

Cheung, Y. W., Choi, S. Y. P., & Cheung, A. K. L. (2014). Strain, self-control, and spousal violence: A study 
of husband-to-wife violence in Hong Kong. Violence and Victims, 29(2), 280–299. 

and Hong Kong. In S. R. Quah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families in Asia (pp. 318–331). London: 
Routledge.

Choi, S. Y. P., Cheung, A. K. L., Cheung, Y. W., & David, R. (2014). Bring the subjective back in: Resources 
and husband-to-wife physical assault among Chinese couples in Hong Ko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12), 1428–1446. 

Choi, S. Y. P., & Peng, Y. (2015). Humanized management? Capital and migrant labour in a time of labour 
shortage in South China. Human Relations, 68(2), 287–304.

Choi, S. Y. P., & Peng, Y. (2016). Masculine compromise: Migration, family, and gender in Chin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ng, E., & Tong, Y. (2015). Can family financial resources buy friends? Famil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friendship pattern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9(9), 1083–1099.

Helwig, C. C., To, S., Wang, Q., Liu, C., & Yang, S. (2014). Judgments and reasoning about parental 

 學術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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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involving indu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China and Canada. Child Development, 85(3), 
1150–1167.

Lin, L., Huang, C., & Wang, Q. (2016). Paren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dynamics of inter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In G. Nicolas, A. Bejarano, & D. L. Lee (Eds.), Contemporary parent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pp. 59–80). New York: Routledge.

Liu, K., Wu, Q., & Liu, J. (2014).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nd patients’ out-of-pocket payments in China: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13, 95–103.

Lui, L., & Choi, S. Y. P. (2015). Not just mom and dad: The role of children in exacerbating gender 
inequalities in childcar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6(13), 1829–1853.

Luo, R., Tamis-LeMonda, C. S., Kuchirko, Y., Ng, F. F., & Liang, E. (2014). Mother-child book-sharing and 
children’s storytelling skills in ethnically diverse, low-income families.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3(4), 402–425.

Ng, F. F. Y., Pomerantz, E. M., & Deng, C. (2014). Why are Chinese mothers more controlling than 
American mothers? “My child is my report card.” Child Development, 85(1), 355–369.

Ng, F. F. Y., Pomerantz, E. M., & Lam, S. F. (2013). Mothers’ beliefs about children’s learning i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 mothers’ child-based wor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7(5), 387–394. 

Ng, F. F. Y., Tamis-LeMonda, C., Yoshikawa, H., & Sze, I. N. L. (2015). Inhibitory control in preschool 
predicts early math skills in first grade: Evidence from an ethnically diverse samp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9(2), 13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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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中心於 2010年 7月成立，其前身為香港亞太研究所於

1990年創始時已成立的香港及亞太區經濟研究計劃。

本中心的使命為推廣有關香港、大中華地區及亞太區經濟問題的

研究，並促進政策討論，其重點有三：

 推廣及支持區內的學術及政策研究；

 提供政策討論的平台，提高公眾對政策問題的認識；

 促進大學與社會及亞太區各研究所之間的交流及互動。

 學術活動

本中心的成員為專注於香港及亞太區經濟研究的學者，除香港中文

大學的學者外，亦包括校外知名的學者、專家。中心成員就其專長，

擔任眾多政府諮詢組織的顧問，以及多個學術機構的領導人及國際

學報編委，詳情見香港亞太研究所網頁。

本中心進行多項有關香港及亞太區經濟研究，並就各課題舉辦國

際會議、研討會及論壇。

 東亞經濟學會及《亞洲經濟學報》

本中心為東亞經濟學會的核心成員。該學會於

1987年創立，為全球首個以東亞經濟為主題的

國際學會。自 1990年起，本中心與日本學術機

構聯合出版《亞洲經濟學報》（Asian Economic 

Journal）。該學報於 2008年獲編入 ISI索引，

本中心亦為亞洲經濟學會的秘書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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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柏偉教授、宋恩榮教授、吳嘉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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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改建議
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 2017年普選特首的政改諮詢，本中心之廖柏偉、宋恩榮、羅
祥國及香港大專院校共 13位經濟及社會科學學者提出「十三學者政改方案」，並通過
記者招待會、傳媒訪問、文章及論壇予以推介。

該方案受社會廣泛注視，我們更與香港各政黨、政團及中央政府官員闡釋方案內容，

並交換對政改的意見。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曾五度與「十三學者」會面商談政改。

〈經濟 3.0〉
本中心成員梁天卓與兩位經濟學教授（徐家健及曾國

平），於 2012年 9月在《信報》創立〈經濟 3.0〉專欄，
每天就政策及時事議題發表評論，其後亦在免費報紙

《AM730》創立〈免費早餐〉專欄。
〈經 濟 3.0〉 的 臉 書

（https: / /www.facebook.
com/economics3.0）亦受廣
泛注視。三位教授於 2014

年把部分專欄文章輯印成

書，名為《本土不敗：全

球化下的香港出路》。

廖柏偉教授（右三）、宋恩榮教授（左四）共 13位經濟及社會科學學者提出「十三學者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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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研究計劃

研究計劃主任：羅祥國博士

本研究計劃的使命為：

 就香港政府重大經濟社會政策，提供有嚴謹經濟學術基礎兼實際可行的政策性意見；

 關注珠三角和亞太區的經濟發展，尤其對香港的影響；

 向社會推廣嚴謹的經濟政策分析。

本研究計劃的主要學術活動包括：

政策研究
如香港產業政策、香港航空政策、香港競爭政策、珠

三角經濟發展等經濟政策。

政策諮詢

回應政府政策諮詢，包括「資助房屋政策」（2010）、
「旅遊業監管政策」（2010）、「過海隧道收費調整
政策」（2011）、「興建第三跑道」（2011）、「競爭法」
（2012）、「興建第三跑道環評範圍」（2012）、「未
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2014，透過參加消費者委員
會的工作）等。

政策評論

於報章發表政策評論文章（主要在《信報》和《經濟

日報》），如人口政策、產業政策、航空政策、競爭

政策等。

政府顧問 參與政府顧問服務工作。

知識轉移 組織和參與研討會、出席論壇和接受傳媒訪問。

學術出版

近期出版專書及報告共四冊：《大中華地區民航市場

政策與制度》（羅祥國、唐繼宗，ZKOOB，2010）、
《香港〈競爭條例〉解讀及政策建議》（羅祥國等，
iRead，2012）、《香港的競爭條例》（羅祥國、黃覺岸，
香港政府委託顧問研究，2014），及《香港新產業政
策的理論與實踐》（羅祥國，新力量網絡，2014）。

研究計劃
本中心設立四個研究計劃：

 經濟政策研究計劃  金融市場研究計劃

 貿易與發展研究計劃  經濟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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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劃的使命是為學術界、政府和社

會提供關於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對勞

動力市場、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影響的

高品質學術論文和政策報告。

研究計劃主要研究全球化的動因，和對

經濟發展、不平等與社會福利的影響。目

前主要的側重點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興

起、香港作為亞太地區的貿易中心地位，

以及關於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其他課題

和政策研究。

盛柳剛教授長期從事國際經濟和經濟

發展的研究。他與楊濤教授緊密合作，已

有兩篇高品質的工作論文。自他加入香港

中文大學以來，已在國際知名期刊《應用

計量經濟學》發表論文，同時完成了四篇

高品質的論文。他亦收到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優配研究金，和校內直接資助計劃對

其研究的支助。過去三年，盛教授在世界

各地知名大學作學術講座，包括維吉尼亞

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

學，也多次出席國際會議參加研討，包括

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經濟波動和增長計劃

的春季會議。盛教授與國際機構如世界銀

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有關國際貿易和

金融共同項目展開緊密合作，並於 2014

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訪問了三個月。

本研究計劃的使命為加強公眾對亞太及大

中華地區金融市場發展的理解。

研究計劃重點研究大中華區一體化、

金融市場和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香港作

為世界金融中心、資產定價和風險管理、

監管和金融機構治理的現狀和人民幣的國

際化。

研究計劃成立以來，舉辦了投資策略

的公開講座，並發表了十餘篇關於股市的

回報率、亞洲公司資本結構和技術指標有

效性等學術研究文章。

研究計劃主任也經常出席國際研討會

和會議。研究計劃目前有數個關於中國金

融市場的項目正在進行。

貿易與發展研究計劃

研究計劃主任：盛柳剛教授

金融市場研究計劃

研究計劃主任：莊太量教授

青年經濟學人計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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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教育計劃

研究計劃主任：馮家耀教授

本研究計劃旨在提升經濟教育的質素，及從經濟學角度

評鑒公共政策，提高政策分析的水準。

計劃的成員是經濟和教育兩方面的學者及專家，來

自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教育學院、

經濟學系及學能提升研究中心。研究計劃的主任馮嘉耀

教授、副主任周立基博士和古紀達博士都在決策科學與

企業經濟學系任教多年，經常與教育局合辦推廣經濟教

育的講座和活動。

青年經濟學人計劃： 
大學體驗日營 2015

學術活動及交流

本研究計劃透過與不同機構及單位合作，展

開不同的學術活動及交流。例如獲教學發展

補 助 金（Teaching Development Grant） 資
助，創立網上平台（Platform for Multimedia 

Educational Resources, PMER），提供多媒體

教育資源。同時亦積極籌組及參與各個經濟

及教育研討會，分享教研經驗，如於 2015年
舉辦「港台青年創業及經濟發展：機遇與挑

戰」，就青年創業及社經環境等方面與台灣

國立嘉義大學的師生交流。

經濟學教案及出版

本研究計劃致力推廣香港經濟教育，

出版經濟學教案及其他教材。例如於
2013 年與教育局合作，出版共十個

經濟科多媒體教案：《當亞當史密遇

上史蒂芬 •喬布斯》，開展了視像經
濟科教材的運用。亦有以經濟學的角

度分析房屋、個人遊、最低工資、醫

療保健等公共政策的政策分析系列。

此外，周立基、馮嘉耀和古紀達亦於
2013出版了《宏觀經濟名詞解讀》。

知識轉移及社會服務

知識轉移及服務社會是經濟教育計劃的重要理念。本

研究計劃透過不同的講座及分享會，促進大學及中學

經濟教育的質素。如與教育局合辦多個新高中經濟課

程知識增益研討會，就各個特定經濟議題及教育策略

為中學教師提供協助。同時亦舉辦視像教材創作、經

濟辯論等比賽，讓學生以不同的方式學習經濟學。

自 2012年起，研究計劃亦舉辦「青年經濟學人計
劃」，一方面培育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經濟素養，同

時透過師友計劃，鼓勵弱勢的中學生積極學習，協助

他們面對中學經濟科文憑試的挑戰。至今受惠的中學

生近 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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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出版

宋恩榮。（2014）。內地對外經濟戰略蛻變：香港面對的挑戰與機遇。《當代港澳研究》，第 1期，
頁 65–82。

宋恩榮、高日明。（2013）。上海自貿區：落實的困難及對香港的影響。《中國經濟報告》，第 11期，
頁 42–45。

周立基、馮嘉耀、古紀達。（2013）。《宏觀經濟名詞解讀》。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2014）。《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羅祥國。（2014）。《香港新產業政策的理論與實踐：「六項優勢產業」的發展和評議》。香港：
新力量網絡。

羅祥國、唐繼宗。（2010）。《大中華地區民航市場政策與制度》。香港：ZKOOB。
羅祥國等。（2012）。《香港〈競爭條例〉解讀及政策建議》。香港：iRead。
Chong, T. T. L., & Hui, P. H. (2013).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well bei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8(1), 1–14.
Chong, T. T. L., & Lam, T. H. (2013). How to make a profitable trading strategy more profitable?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58(3). doi:10.1142/S0217590813500197
Chong, T. T. L., Law, D. T. Y., & Zou, L. (2012). Long-term adjustment of capit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57(4). doi:1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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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markets. Labuan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10, 28–35.
Chong, T. T. L., Li, J., & Ma, K. (2012). Profitability of trading rules based on three moving aver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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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Research, 116(2), 50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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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

中國法制研究計劃致力於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中國法律制度學術研

究平台。研究計劃通過組織多元多樣的學術活動，推動中國法律制

度相關學術知識和思想的交流和傳播。研究計劃秉承香港亞太研究

所跨學科研究的傳統和優勢，着重研究中國法律制度與其更為廣泛

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研究方向
研究計劃發揮跨學科研究的優勢，從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文等各

個視角，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嘗試拓展和加深對中國法律和制度的

研究和認知。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中國法律與社會

中國法律、文化與語言

中國法律與政治經濟

中國法律與刑事政策

中國法律與勞工保護

中國法律與執法

中國法律與爭端解決

中國司法系統

「一國兩制」與跨境法律問題

中國法律與全球化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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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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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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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起）：習超教授、陳文婷博士、侯儒楷教授、彭文浩教授 
下（左起）：潘炫明博士、楊雅婷博士、於興中教授、鍾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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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法律改革

肇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法制改革，是本研究計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改革過

程中，原有法律制度與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背景之間的張力凸顯，並深刻地影響

着中國法制改革的內容、方向和進程。

行政法制改革

行政法制度折射出中國的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行政法制改革的進程，

也是傳統政治意識形態與現代國家治理理念互動和相互影響的過程。有關中國

證券行政執法的研究，得到了香港特區研究資助局的資助。研究計劃還廣泛邀

請學術界和司法實務界的資深人士舉辦公開講座。

環境法與環境保護

中國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對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隨着民眾環

境權利意識的興起，環境法逐漸走向中國法律改革的前台。環境保護原則、規

則、程序和制度安排的演進，同時也伴隨着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密切互動

過程。有關對珠三角地區污染企業的行為及其深層機制的研究，得到了香港中

文大學的資助。

中國人民大學楊建順教授題為「勞教制度路向何方？中國法制路向何方？」的公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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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改革

司法改革是中國法制改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在法律制度發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司法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中國司法改革的方向、路徑和步驟

等問題，都是受到廣泛學術關注的問題。研究計劃聯合組織了「中國經濟與社

會轉型中的法律與制度：傳統與現代的反思」學術會議，並計劃就中國司法改

革問題集結出版著作。同時，研究計劃還邀請了司法實務界資深人士舉辦公開

講座。

法律改革的政治經濟分析

中國近年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深刻地轉變了其法律的政治經濟環境。為數

眾多的國家和非國家主體競相試圖對中國的法律和制度改革施加影響。這種互

動關係，使中國法律改革的進程更具複雜性。對於法律改革的政治經濟分析，

有助於更深刻地分析中國法制改革的本質、趨勢和未來。有關中國公司法律改

革的政治經濟分析，得到了香港特區研究資助局的資助。

勞動法與勞工權利保護

隨着中國崛起成為全球的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心，勞工權利保護構成了

中國法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工權利保護不僅是勞動法律的執法問題，

同時也包含複雜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勞工群體事件的增加和民眾權利意識的提

升，勞工權利保護正衍生成為具政治意義的問題。有關中國農民工被害經歷的

實證研究，得到了香港特區研究資助局的資助。

左；最高人民法院雷繼平法官題為「司法與經濟發展：中國商事審判之作用」的公開講座
右：中國法制研究計劃與吉林大學法學院共同舉辦的「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中的法律與制度：傳統與現代的反思」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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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制研究計劃、美國康奈爾法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共同舉辦的 
「法律移植：技術、語言與文化」國際學術會議

法律移植與法律文化

中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法律改革，很大

程度上是移植其他法域法律原則、規則和制度

的漸進式過程。這也同時是中國固有法律傳統

和文化，與源於西方文化法域制度和傳統激烈

交互的過程。法律移植有效性的標準、有效法

律移植的要件、法律移植背後的文化與語言考

量，均是比較法研究中的重要問題。研究計劃

為此聯合舉辦了「法律移植：技術、語言與文

化」國際學術會議，推動此領域研究。

「一國兩制」與跨境法律問題

「一國兩制」是中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

分。在「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下，涉及中國大

陸與香港的跨境法律問題，具有特殊的法律和

社會意義。其中，探索並監測香港跨境吸毒的

情況，並通過定性和定量方法評估現有跨境毒

品政策的研究，得到了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的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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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法律與國際經驗

中國法律改革從宏觀設計到具體實施的過程，從其他法域汲取了諸多有益的經驗。研究

計劃與眾多國際學者建立了廣泛和深入的學術聯繫，就中國本土法律改革與國際有效經

驗之間如何形成良性互動展開交流和探討。

集體訴訟與爭端解決

解決涉及大量訴訟當事人的爭端，是各個法域均亟待解決的重要法律問題。集

團訴訟也是中國大陸和香港法律體系中具爭議性的問題，受到學術界和政策制

訂人士的廣泛關注。研究計劃與該領域內的世界領先研究中心和學者保持密切

學術聯繫，希冀對中國大陸和香港集體訴訟法律制度的發展作出貢獻。研究計

劃組織的對話和公開講座，吸引了香港立法機關、政府和法律業界資深人士的

廣泛關注。

法律與經濟發展

法律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一直是國際學術界備受爭議的問題。中國改革開

放以來經濟的快速崛起，及其與中國法律改革之間的關係，對相關的學術和政

策討論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研究個案，也是本研究計劃致力推動的研究領域之

一。研究計劃邀請該領域的國際知名學者，就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理論，及其對

中國的借鑒意義進行了深入探討。

左：中國法制研究計劃與法律學院權利與正義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走近正義：集體訴訟與非訴訟爭端解決」圓桌論壇
右：英國牛津大學 Christopher Hodges教授題為「集體訴訟、規管與非訴訟爭端解決：歐盟模式及其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啓示」的公開講座



74

HKIAPS at 25

 學術交流與參與

研究計劃積極發展與國內和國際各類相關學術機構的學術聯繫，建立地區和國際學術網

絡，提升研究計劃的國際學術影響。研究計劃通過研究課題合作、出版、聯合舉辦學術

會議等形式，促進跨學科和跨區域的學術交流和合作。

研究計劃還積極參與相關政府部門的政策性研究，積極推動學術研究成果的政策轉化。

研究計劃成員主持參與了國家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香港特區政

府保安局禁毒基金的研究，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和政策影響。

 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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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南中國研究計劃致力推動和支持以中國為主題的學術研究，通過

資助研究項目，鼓勵藉由研究成果，促進公共政策的制訂。直至
2014年，本研究計劃共資助了 85項研究。
本研究計劃覆蓋了香港、中國內地及其與澳門、台灣和世界各

地聯繫的學術課題。個人學術研究、跨學科合作，以及亞太地區之

間內外合作，均在本研究計劃考量之內。研究計劃除資助兩項長期

研究項目外，現支持的研究範圍包括：

 中國內地與香港的聯繫；

 國家建設、文化與本土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

 制度的演變與改革；

 區域發展的成長與差距；

 比較研究等。

沈建法教授（主席） 杜巨瀾教授 陳韜文教授

詹　晶教授 趙永佳教授

 長期研究項目

香港文化指標項目（2011–2017）

項目主任：馬傑偉教授、吳俊雄教授、 
　　　　　呂大樂教授

2011年 3月，一項為期六年，致力於建設一系
列全面、多維度香港文化數據庫的長期項目啟

動。此項目有四項相應的研究，每兩年舉行研

討會介紹相關研究成果。

主
任
：
沈
建
法
教
授

南
中
國
研
究
計
劃

2014年研討會海報

左起：杜巨瀾教授、陳韜文教授、詹晶教授、趙永佳教授、沈建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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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資助研究項目（2011–2014）

中國內地與香港的聯繫

中國十二五規劃下主要內地城市的發展及對香港的影響（2012）

 負責研究員：沈建法教授

本項目研究十二五規劃對主要城市發展的有效性，以及該國家統籌的規劃系統

在香港規劃和政策制訂方面的適用性。通過研究上海、南京、廣州和深圳四個

主要城市的發展和政策措施，揭開制訂城市策略的機制和城際競爭的過程。研

究成果帶出三方面的學術討論和概念發展，包括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政府規劃於

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在資本主義主導的香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以及城際競爭

和城市競爭力。本項目已發表三篇學術期刊文章及兩篇會議文章。

國家建設、文化與本土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

禮儀志願：以廣州的超女性化和民族構建為例（2012）

 負責研究員：胡嘉明教授

本項目研究禮儀志願的現象和過去論述，並以 2010年的廣州亞運為例，了解
這個位處中國南方大都市的中國人社會，如何在中國崛起過程中，對官方的國

家主體建設作出積極的響應、爭取和協商。研究結果對現有性別、國家建設、

國家–社會關係、文化認同和表現的研究作出貢獻。

民間歷史檔案庫

主持：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自 2006年起，本研究計劃每年
撥款資助建立民間歷史檔案庫及

有關網頁（http://mjlsh.usc.cuhk.
edu.hk）。
檔案庫存放了由中國內地普

通市民所撰寫的回憶錄和非小說

作品。網頁發揮窗戶作用，讓公

眾及回憶錄作家更易接觸藏品，

並帶動民眾的興趣，寫下他們在

轉變社會中的個人經歷。

左上：「民間歷史網刊」主持人林達的著作
左下：「民間歷史」項目編輯的著作
右：「民間歷史」與內地合作舉辦的 
「歷史嘉年華」活動，201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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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演變與改革

中國國家和市場在有效的污染物排放權交易中之關係的界定（2014）

 負責研究員：徐袁教授

本項目從市場設計角度評估中國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先導計劃，

以及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在中國的實施，評定國家和市場兩者的角色，

分析如何界定兩者之間的邊界，以使市場良好運作，以及討論如何在排放權交

易中，由市場擔當「決定性」角色。本項目還評審了監測、報告和核查系統及

其有效性，評估了其對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適當邊界劃分的影響。

戰後香港的愛國文化組織：體育、文學和音樂的個案研究（2011）

 負責研究員：趙永佳教授

本項目是「中國心：香港愛國運動的歷史、演變和社會影響」研究計劃下的

組成部分，分八個主題研究戰後左派團體在香港的歷史。本項目包含其中三

個主題：體育、文學和音樂，研究對象分別為愉園體育會、愛國報章《文匯報》

的連載小說和南國粵劇團，由本研究所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統籌。研究結果揭示左派團體在香港的

活動帶來「中國聯繫」的重要影響。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於 2012年 5月舉辦了研討
會，讓參加研究計劃的學者在計劃開展之初聚

首，講述研究心得及作學術交流。其後各與會者

提交了論文，由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三位負

責編輯成書，取名《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

運動》，並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於 2014年
出版。

在香港–深圳社會工作知識轉移過程中的中國模式社會工作的建構（2011）

 負責研究員：梁芷芳教授

本項目探討深圳社工和香港社工督導在中國內地社會和政治背景下，如何辯解

中國社會工作的社會道德秩序，以及當中的理性基礎和價值原則。

本項目辨識兩地社工面對社會工作守則所經歷的兩難與掙扎，亦加深認識

在自由化宗旨下，西方社會工作模式對新一代中國社工的影響。本項目已發表

四篇學術期刊及學術會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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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的成長與差距

中國內地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農民工生活適應及 
工作經驗比較研究（2012）

 負責研究員：陶兆銘教授

本項目調查和比較中國內地東部和南部沿海地

區民工的工作經驗及生活適應。透過發掘廣東省

及浙江省民工的生活經驗和觀感，探討東部和南

部沿海地區的民工在其工作經驗及生活適應上

的異同。研究發現對政策制訂、社會服務發展和

未來研究方向有重要啟示。本項目已發表兩篇學

術期刊文章及四篇會議文章。

比較研究及其他

台灣、香港和中國內地網絡欺凌的普遍性和關聯性的
初步研究（2013）

 負責研究員：陳季康教授

本項目探討犯下網絡欺凌和受害的具體形式及其

普遍性，以及不同學生統計變量（性別和年級）

與犯下網絡欺凌和受害的關聯性。

本項目同時分析台灣、香港和中國內地學生的

個人、家庭、學校和社區經驗與網絡欺凌的相關

性，研究三地網絡欺凌的普遍性和風險因素的差

異，並探討在中國文化背景下，西方風險因素的

應用性。

“Based on a survey design 
o f  7 7 5  m i g r a n t  l a b o u r e r s 
of two generational cohort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wo toy 
facto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younger participants’ 
instrumental work values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job 
satisfaction. Moreover, of the 
younger participants, all aspects 
of perceived job reward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both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challenge the public 
perception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monetary reward is a prime 
source of positive life outcomes 
a m o n g  t h e  n e w  c o h o r t  o f 
migran t  l abourers .  On  the 
contrary, the young migrants 
who work in a metropolis in 
South China are consciou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ll the extrinsic, 
intrinsic and social job rewards 
for their well-being. There is 
thus a need for social workers 
to generate multidimensional 
service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e i r  concerns .  Bes ides 
providing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cont inu ing  educa t ion , 
practitioners can engage in social 
support interventions, cultivate 
a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orporations and put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to initiate policy 
changes.”

— Siu-ming To and Hau-lin 
Tam, “Work Values, Perceived 
Job Rewards and Life Outcomes 
o f  t he  New Genera t ion  o f 
Chinese Migrant Labourers’ in 
Guangzhou, China.”

中國的勞動成本上漲與城鄉遷移（2011）

 負責研究員：楊濤教授

本項目研究中國區域間和城鄉間勞動力流動的

決定因素，確定對一個運作良好的勞動力市場所

造成的主要障礙，從而預測未來的工資趨勢，並

就科學化決策提供見解。本項目已出版一本書、

發表書籍文章及學術期刊文章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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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藝運動：香港和日本民間製陶業的環境和能源問題下社會意識的 
歷史研究（2012）

 負責研究員：林大偉教授

本項目剖析香港和日本這兩個東亞社會在發展成為後現代和後工業先進社會的

同時，如何拒絕現代化價值觀，探討兩個社會在傳統觀念與「自然」、「環境」

和「發展」觀念細微之處的異同，為香港和日本構建出一個融合環保觀念、審

美和民間陶瓷行業的社會運動史。本項目已出版書籍一本及發表五篇學術會議

文章。

婚姻滿意度與家庭內部的社會經濟不平等：來自中國的實驗調查證據（2013）

 負責研究員：譚康榮教授

當前中國正面對嚴峻經濟不平等和國民幸福停滯不前的景況。在此背景下，研

究中國城市居民的婚姻滿意度是否以及如何被婚姻中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所影響

是適時的。

本研究將「不平等」定義為夫妻之間的收入和職業地位的相對位置。這個

開拓性研究通過準實驗的方法，檢驗解釋不平等效應的三個現有理論，包括

（一）對性別意識形態的遵從，（二）公平，及（三）家庭效用。初步的結果

顯示，在對於丈夫–妻子不平等的反應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但上述三個
理論都無法解釋該差異。

 近期出版

王磊、沈建法。（2014）。五年計劃 /規劃、城市規劃和土地規劃的關係演變。《城市規劃學刊》，
第 3期，頁 45–51。

陳曦、鍾華。（2012）。壓力、負面情緒與中國流動兒童的越軌行為。《青少年犯罪問題》，第 5期，
頁 22–33。

詹晶。（2011）。中央對省財政轉移支付的決定因素：公平、議價、還是效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第 6期，頁 73–84。

Chen, Y., & Xu, J. (2010).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China: From central monopoly to multi-level 
partnership. Asian Geographer, 27(1–2), 109–126.

Huang, Y., Fu, Y., & Wong, H. (2014). Challenges of social workers’ involvement in the recovery of the 5.12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3(2), 139–149.

Huang, Y., & Wong, H. (2013). Effects of social group work with survivor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 a 
transitional community.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1(3), 327–337.

Huang, Y., & Wong, H. (2014). Impacts of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al recovery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surviv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7(2), 421–
436.

Leung, T. T. F., & Tam, C. H. L. (2015). The “person-centred” rhetoric in socialist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5(5), 1489–1507.



80

HKIAPS at 25

Li, L. (2013). The magnitude and resilience of trust in the center: Evidence from interviews with petitioners 
in Beijing and a local survey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9(1), 3–36.

Lim, T. W. (2013). Interpretations of Japanese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Japan’s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ceramics indust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7(1), 105–118.

Lim, T. W. (2014). Fired clay in four porcelain clust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ergy use, production/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kiln development in Arita, Hong Kong, Jingdezhen, and Yingg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iotrowski, M., & Tong, Y. (2013). Straddling two geographic regions: The impact of place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on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9(3), 329–349.

Shen, J. (2014). Not quite a twin city: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i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Habitat 
International, 42, 138–146.

To, S. M., & Tam, H. L. (2014).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perceived job reward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servic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3), 1315–1332.

To, S. M., & Tam, H. L. (2014). Work values, perceived job rewards and life outcom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labourers’ in Guangzhou, China: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10.1093/bjsw/bcu070

Wu, F. (2013).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provincial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lanning, 
15(1), 89–108.

Wu, Q., Tsang, B., & Ming, H. (2012). Contributions of family and neighbourhood factors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17(2–3), 113–129.

Xu, J., & Yeh, A. G. O. (2013). Interjurisdict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bargaining: The case of the 
Guangzhou–Zhuhai railwa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3, 130–151.

Zhan, J. V. (2012). Filling the gap of formal institutions: The effects of Guanxi network on corruption in 
reform-era China.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58(2), 93–109.

Zhan, J. V. (2013). Natural resources, loc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stability: A comparison of two countie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3, 78–10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0), 18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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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單位





團隊

電話調查研究室成立於 1995年，宗旨為向有意利用電話訪問作抽
樣調查的學者及社會機構提供專業服務，本研究室亦會對公共事務

作定期的民意調查，然後發布有關結果，以此作為大學與社會大眾

的溝通橋樑。同時，本研究室亦非常重視知識轉移的工作，讓公眾

對社會調查（尤其是民意調查）有更深入的認識。

統籌： 鄭宏泰博士

項目主任： 沈國祥先生

副研究員： 李　鏗博士 周德威博士 葉天生先生

葉仲茵博士

助理： 王康霖先生 司徒美華女士 夏羽鋒先生

 設備
本研究室裝設了數碼電話系統，並配合使用綜合數字式接駁服務，

不但能提升電話線的成本效益，亦令電話線的管理更具效率，減

少失誤（包括電話線間的轉駁、對電話對話的即時監控等）。進

行電話調查時，則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簡稱 CATI）調查軟件，利用電腦連結電話系
統，負責隨機電話號碼分配、致電記錄、訪問程序監控、資料輸入

與輸出等方面的工作；在此系統協助下，訪問員可根據電腦屏幕上

顯示的問卷及指示，將受訪者的答案直接輸入電腦，既可令訪問過

程更暢順，增加效率，亦有助提升調查質量。此系統已加裝語音錄

音系統，對調查檢核和校對有極大幫助，並可有效防止作弊或爭議。

本研究室共有 60個電話訪問工作站，可於同一時間應付大樣本
調查的需要，乃香港學術界其中一家具規模的電話調查研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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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沈國祥先生、葉仲茵博士、李鏗博士、王康霖先生、葉天生先生、鄭宏泰博士、 
司徒美華女士、周德威博士、夏羽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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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年以來，本研究室已進行超過 1,150項
調查，絕大部分為電話調查。1 此外，研究室亦

提供其他調查形式的服務和支援，例如自填問

卷（郵寄及網上調查等）的資料輸入及分析、

家訪調查、焦點小組訪談，以及內容分析等。

過去五年（即 2010年 7月至 2015年 12月），
研究室共完成 346項調查。作為香港亞太研究
所內的研究支援單位，委託者主要是研究所轄

下的研究中心、校內其他部門，以及政府部門

和公共機構，至於非政府 /非牟利組織、商業機
構、傳媒機構等，亦曾委託研究室進行不同主

題的民意調查和研究。

 完成項目

以委託機構類別劃分電話調查研究室進行調查的數目，2010年 7月–2015年 12月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總計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14 32 28 26 26 37 163

中文大學：其他部門 5 5 2 2 2 4 20

政府部門、公共機構 11 24 21 16 13 17 102

非政府 /非牟利組織 2 8 2 7 6 5 30

商業機構 6 6 5 3 2 2 24

傳媒機構 0 1 2 2 1 1 7

總計 38 76 60 56 50 66 346

注： 2010年由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2015年由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香港亞太研究所包括電話調查研究室的自資項目；其他部門指校內其他學系及研究單位。

1. 1995至 2005年的統計，可參閱香港亞太研究所十五周年特刊（HKIAPS at 15: The Fifteen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Volume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990–
2005）；2005至 2010年的統計，可參閱香港亞太研究所二十周年特刊（HKIAPS at 20: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Volume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990–2010）。

研究室現設 60個電話訪問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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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參與

為加強社會參與，本研究室除了對有意利

用電話訪問作抽樣調查的學者及機構提供

專業服務外，亦自資對公共事務作定期的

民意調查，並將調查結果以新聞稿形式向

傳媒發布，以此作為大學與民眾的溝通橋

樑。為此，我們的團隊每月均會定期舉行

會議，商討研究主題，設計問卷，進行民

意調查，然後根據研究結果撰寫新聞稿，

向傳媒發布。此外，亦會因應某些社會較

關注的課題，參考民意調查所得，發表評

論文章，加強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和互動。

有關調查主要有以下兩個方向：

特區政府及特首民望調查

回歸後，本研究室即開始就特區政府及特首民望進行每月一次的電話調查，其中包括對

特首表現的評分（由 0至 100分，50分為合格）。
下圖顯示在 1997年 7月至 2015年 12月期間，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三位特首的

評分趨勢，可見三人在上任之初，評分皆達到最高點，其後則呈輾轉下跌之勢。

時事議題調查

本研究室會因應香港各種時事議題進行

調查，擷取民意民情，以把握社會脈搏，

反映社會狀況的變化。

在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間，
研究室共進行 54次各類型題目的調查，
當中涉及政治議題的有 22次，關於經
濟議題的有 14次，與社會文化議題有
關的亦有 18次。 時事議題調查數目，2011年 1月–201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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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室除積極進行科學客觀及高質素的調查，發布研究

結果，使公眾知悉最新民意動向外，同時亦關注對公眾的

教育工作，例如，我們會接受社會團體或學校的邀請，出

席有關民意調查的講座，分享經驗，並講解民意調查方法

和數據分析等。

2015年 3月，研究室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合辦了一個

「民意調查的基礎理解及其於通識教育科的應用」課程，

對象為高中通識教育科教師，有關課程的資料（例如投影

片、分析民調數據工作紙、新聞稿範例等）已上載於香港

亞太研究所的網頁上，供大眾參閱。

 公眾教育

在選取時事議題時，除了考慮熱門的時事外，我們亦留

意公眾對某些重大議題的態度，並會針對某些重要社會問

題進行追蹤性縱貫研究（longitudinal study），從而掌握

民意發展的方向，以下是一些議題的例子：內地人士赴港

「自由行」、樓市前景與置業意欲、政黨政治發展、香港

與內地的關係等。

香港亞太研究所新聞稿

民意調查的報道與專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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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贈閱

出版品於香港及澳門各大書局發售，亦定期贈予本

地決策者、公共圖書館，以及本地和外地的學術或

研究機構。

 出版
香港亞太研究所致力推廣有關香港及亞太地區社

會、經濟與政治發展的社會科學研究，貫徹出版優

秀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版系列包括：亞太廿一世紀

叢書、研究叢刊、研究專論系列，以及公共政策論

叢等，成績有目共睹。歡迎校內外學者來稿；稿件

須經專家評審及通過研究所出版委員會方可出版。

近期出版

自 1990年 9月成立以來，香港亞太研究所共出版
兩冊亞太廿一世紀叢書、102冊研究叢刊、230冊
研究專論，和 19冊公共政策論叢。最近五年出版
品的詳細資料如下：

出版委員會

 張妙清教授（主席）

 伍美琴教授  宋恩榮教授

 馮應謙教授  趙永佳教授

亞太廿一世紀叢書

AP2 Health Systems: Challenges, Visions, and Reforms from a 
Comparative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Fanny M. Cheung, 
Jean Woo and Chi-kin Law. (414 + xv頁/2013年7月)

AP1 Hong Kong Divided? Structures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Stephen W. K. Chiu and Siu-lun 
Wong. (321 + x頁/2011年12月)

培圳課程

 尹寶珊女士（培訓發展主任）

 熊景明女士（培訓課程統籌顧問）

 張　晶女士（培訓課程統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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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叢刊

RM102 《2011香港區議會選舉：民意調查與分析》，鄭宏泰、尹寶珊著。(212 + xii頁/ 
2015年8月)

RM101 《家在香港》，趙永佳、丁國輝、尹寶珊編。(263 + vi頁/2015年7月)
RM100 《香港選舉資料匯編：2005–2012年》，葉天生編。(476 + xii頁/2015年2月)
RM99 《吐露爭鳴：二零一四時事論叢》，趙永佳、張妙清編。(214 + xvi頁/2015年1月)
RM98 《一衣帶水：台港社會議題縱橫》，趙永佳、蕭新煌、尹寶珊編。(330 + xiii頁/ 

2014年8月)
RM97 《構建澳門未來》，張妙清、黃紹倫、尹寶珊、鄭宏泰編。(400 + xi頁/2014年1月)
RM96 《問鼎特首：民意調查與分析》，鄭宏泰、尹寶珊、張妙清著。(303 + xii頁/2013年

11月)
RM95 Women and Girls in Hong Kong: 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dited by 

Susanne Y. P. Choi and Fanny M. Cheung. (323 + xvii頁/2012年9月)
RM94 《華人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鄭宏泰、何彩滿編。(265 + xv頁/2012年7月)
RM93 《從社經指標看香港社會變遷》，王卓祺、尹寶珊、羅智健編。(228 + x頁/2012年4月)
RM92 《華人傳播想像》，馮應謙、黃懿慧編。(338 + xx頁/2012年1月)
RM91 《全球化與性別：全球經濟重組對中國和東南亞女性的意義》，葉漢明編。(307 + 

xx頁/2011年11月)
RM90 《澳門特區新貌：十年發展與變化》，張妙清、黃紹倫、尹寶珊、鄭宏泰編。(377 +  

xii頁/2011年9月)
RM89 《性通識：本性權利與道德爭議》，陳效能著。(165 + xvi頁/2011年4月)
RM88 《解讀臺港社會意向》，蕭新煌、尹寶珊、王家英編。(299 + viii頁/2011年2月)
RM87 《泛珠三角與香港：「十一五」下泛珠三角九省區和澳門與香港的發展》，楊汝萬、

沈建法、紀緯紋著。(440 + xiv頁/2010年12月)
RM86 《影視香港：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馬傑偉、曾仲堅著。(214 + xx頁/2010年11月)
RM85 《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許寶強著。(115 + xx頁/2010年9月)
RM84 《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葉蔭聰著。(116 + xix頁/2010年6月)
RM83 《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馬嶽著。(134 + xviii頁/2010年5月)

研究專論

OP230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wo Villages: Anti-High-Speed-Rail Campaign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by Stephen W. K. Chiu and Hang Li. (85頁/2014年9月)

OP229 , by Yun-
wing Sung. (35頁/2014年6月)

OP228 《口述史的性別維度：從工作與家庭對香港製衣業男、女工人的意義切入探討》，
葉漢明著。(26頁/2014年2月)

OP227 《從公民教育到國民教育的爭議》，莊璟珉著。(29頁/2013年12月)
OP226 《「自由行」十年回顧：探討香港與內地的融合進程與嬗變》，鄭宏泰、尹寶珊著。

(60頁/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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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會議及培訓組

OP225 The Fall of Hong Kong Movies: A Post-mortem Investigative Report, by Stephen W. K. 
Chiu and Victor K. W. Shin. (46頁/2013年2月)

OP224 《香港全職人士的工作與家庭平衡》，劉玉琼、馬麗莊、尹寶珊、賴樂嫣著。(38頁/ 
2012年12月)

OP223 Gender Violence and the Media in Hong Kong, by Anthony Y. H. Fung. (23頁/2012年10
月)

OP222 Husband’s Resources, Power Motive, and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Married Women in 
Hong Kong: A Mediational Analysis of Resource Theories in a Chinese Society, by Adam 
K. L. Cheung. (35頁/2012年8月)

OP221 From the EP-3 Incident to the USS Kitty Hawk–Song Class Submarine Encounter: The 
Evolution of a Sino–US Crisi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y Simon Shen 
and Ryan Kaminski. (29頁/2012年7月)

OP220 What Makes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Stressful? A Community-level Analysis of 
Hong Kong Employees, by Stephen W. K. Chiu and Yeuk-mui Tam. (38頁/2012年4月)

OP219 Guangzhou: The Road to Regaining Its Central City Status, by Jianfa Shen and Gordon 
Kee. (45頁/2012年2月)

OP218 《香港與上海作為全球服務樞紐：競爭或互補？》，宋恩榮著。(33頁/2012年1月)
OP217 Shenzhe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by Jianfa 

Shen and Gordon Kee. (42頁/2011年8月)
OP216 《香港市民置業態度及對政府房屋政策的評估》，王卓祺、何永謙、林潔著。(37頁/ 

2011年6月)
OP215 《當代監獄：美國與中國的跨文化比較》，鍾華、郭樺著。(24頁/2011年4月)
OP214 《不平等中的不平等：社會性別視角下的中國農民工》，蔡玉萍、杜平著。(25頁/ 

2011年2月)
OP213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rough Mega Projects, by 

Jianfa Shen and Gordon Kee. (42頁/2011年1月)
OP212 《香港、天津兩地民眾對傳統與現代社會和諧觀的論述》，施維恩、王卓祺、林潔著。

(30頁/2010年10月)
OP211 Could the Soviet–Ukrainian and Lateran Models Work in China? New Geopolitical 

Concepts of Post-Westphalian Sovereignty for the Tibetan Question, by Simon Shen. (30
頁/2010年9月)

OP210 《「十一五」下泛珠三角與香港研究系列：X. 廣西與香港》，楊汝萬、沈建法、紀
緯紋著。(50頁/2010年7月)

OP209 Mass Movement and Interactive Political Process: Labour’s Struggle for a Minimum 
Wage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1998–2006, by Chun-kit Ho. (50頁/2010年5月)

公共政策論叢

PF19 Welfare Reform and Social Enterprise: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Social 
Enterprise, by Stephen W. K. Chiu and Richard K. C. Wong. (53頁/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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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

促進中西文化的匯通與交流，是香港中文大

學的建校宗旨之一。香港回歸十多年來，中

文大學與內地的學術交流日益密切，中國研

究向屬中文大學的主要研究領域，擁有陣容

強勁的中國研究專家團隊。

自 2011年起，香港亞太研究所為內地政

府及民間機構，開辦在港短期培訓課程，期

能借鑒香港在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服務、人

力資源應用與管理等方面的經驗，為內地創

新管理機制、提升管理能力，提供高級人才

培訓。2014年，研究所開始與台灣的機構合

作，開展境外培訓項目。

培訓班由香港一流的學術界、政經界及文

化界專家學者授課，輔以討論、實地參觀與

交流，營造具啟發性的學習環境，以達到啟

迪心智、打開眼界、拓展思維的目的；培訓

班着重學員參與，學員透過接觸新的理念和

知識，並通過對不同環境與制度的對比，及

參與活動的體驗，加深對公共事務、公共管

理等領域的認識，進而提升個人整體素養。

課程特色

 中西文化兼備。授課者均有東西方的學

術背景，其中大部分熟悉內地相關領域

的研究。

 理論與實踐並重。授課者包括研究有成

的學者，以及有多年實戰經驗的政界、

工商及金融界從業員。

 知識提升與人文情懷陶冶兼顧。

 講授與研討、實地參觀交流、工作坊等

參與和體驗結合。

 配合學員的背景和需求設計不同的課

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有針對性地傳

授知識。

學員與龍應台博士交流

學員於香港中文大學留下合影

梁愛詩女士講授香港法制

學員參觀會計師事務所

學員考察旺角行人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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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域及主要課題

香港社會與制度創新

城市管治、社會保障體系、社會福利與服務、

公民社會、民意與民調、平等觀念、社會創新

與社會企業等

香港政府與行政

政府架構、公務員制度、申訴與仲裁、政府與

立法會及商界的關係、城市規劃、房屋與土地

政策等

香港法制

法制概況與發展、廉政與反貪機制、政府與法

院的關係、律師制度、「一國兩制」與法制等

香港經濟與金融

經濟轉型與政策、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整合、香

港與亞太區的經濟競爭與合作、金融制度與管

理、融資與風險投資等

傳媒與現代資訊

政府與傳媒、傳媒與危機管理、傳媒與社會運

動、新媒體、全球化與傳媒、基層傳媒與社會

網路、知識產權等

性別與社會發展

性別觀點主流化與中央機制、性別平等與法律、

婦女參政與決策、性別與領導風格、婦女與經

濟、工作與家庭平衡、家庭與婚姻、性別與健

康等

海外的中國研究

政治變遷、傳媒與體制改革、社會危機與危機

化解、經濟轉型、區域經濟、國際關係、中國

與東南亞等

文化與科技

西方科技史、中西哲學比較、政治哲學、現代

化比較、中國近代思想史、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文學與人生、藝術鑒賞等

學在香港

「香港周」以學為主，請企業家
坐回課堂，與學者交流，旨在拓
展視野，提升個人的文化素養。

— 熊景明，「文化台灣拾零」，
《炎黃春秋》，2014，第 7期。

中文大學依山傍海，風景優美，
不亞於內地任何一所以風景著稱
的大學，自然與人文完美交融，
這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實為難得。
每日徜徉其中，享受學術的盛宴
和人文美景的薰陶，我們內心的
成長一如那校園裏朝氣蓬勃的學
生。

— 袁青（2014年 5月企業家港台
雙周培訓課程學員），「香港遊
學的回顧與思考」。

遊在台灣

「溫潤」這個詞感染了我⋯⋯以
後的幾天，我每到一處，都用心
尋找這種溫潤文化的體驗。永康
街頭藏在舊樓底下的小店，人流
稀疏，氣氛靜謐，完全不同於香
港首善商業街頭的繁華喧鬧，這
是創意文化商家特有的溫馨嗎？
劉若禹老師的優人神鼓，教人放
下時間，脫去思慮，重複最簡單
的動作，是要用一棒一棒的鼓
點，喚醒人們心中的溫情嗎？吳
乃德教授⋯⋯向我們娓娓道來台
灣政治走過的歷程⋯⋯還有蔡明
亮導演的那部《行者》⋯⋯

— 李弘（2014年 11月企業家港
台雙周培訓課程學員），「龍應
台的『僥幸』：去看溫潤的台灣
（上）」，財新網，2014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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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基本安排

 研究所參照委託機構的建議與要求，設計培訓內容；培訓時間和費用，由雙方擬定並

簽訂合作協定。以下一周課程安排，僅供參考：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第五日 第六日

09:00–11:00 專題授課 專題授課 專題授課 專題授課 專題授課 參觀 

非政府組織11:15–12:30 研討 研討 研討 研討 研討

14:00–17:30 參觀 

公營機構

文化體驗 參觀 

社會企業

文化體驗 工作坊/ 

圓桌討論

自由活動

學員與石元康教授交流 學員參觀青年廣場

學員參觀沙田區議會 學員與習超教授合照

學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