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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年度公民教育委員會推廣重點  
 
目的  
 
 公民教育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轄下公民價值及管理小

組於 2021年 7月 14日的會議上，就委員會於 2021-22年年度的

推廣重點作出建議。本文件旨在邀請委員會考慮該小組的建

議，以決定2021-22年年度的推廣重點。  
 
背景  
 
2.   委員會一直致力與民政事務局合作，在學校以外和社

區以軟性手法推廣公民教育，包括國民教育。為使推廣公民

教育的工作更聚焦，以達更持久及潛移默化的效果，委員會

自  2014-15年年度起向市民重點推廣「尊重與包容」、「負責」

及「關愛」等核心公民價值，並於近年同時推廣《憲法》、《基

本法》和「一國兩制」。因應以上推廣重點，我們已設計一

個活動宣傳標誌（見附件），供委員會及獲資助的團體在適

當場合使用，例如讓委員會秘書處和受資助團體列印於合適

的宣傳物品上、向團體提供宣傳標誌的貼紙在舉辦獲資助活

動時使用等。   
 
建議於2021-22年年度採納的推廣重點  
 
3.  公民價值及管理小組於 2021年 7月 14日第一次會議認

同上文第 2段的推廣重點仍然重要，其包含的內容可十分廣

闊及豐富、同時兼顧公民教育的工作須深耕細作、具備持續

性及連貫性。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含推廣國民教育，隨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和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完善，委員

會在學校以外推廣公民教育的工作亦應因時制宜，切合國家

和本地社會的最新情況。因此組員認為於2021-22年年度應更

著重國民教育的推廣，並與核心公民價值如「尊重」及「責

任」等緊扣，讓市民進一步認識國家主權及安全的重要性、

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以及國民意識及責任等；並繼續以軟性

手法推廣國家的歷史、文化、發展及上文第 2段所列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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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價值等。經討論後，小組建議委員會於2021-22年年度的

推廣重點如下：  
 

(a) 《憲法》、《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包括國家安全及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 ) 
 
4.  在「負責」及「尊重」的前提下建議於 2021-22 年年

度在推廣《憲法》、《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基礎上，提

高公眾對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以及鼓勵市民認識粵港

澳大灣區的最新發展。  

 
5.  國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 )第 31條
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香港特區），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制定香港特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實行的

制度，表明國家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

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在香港

特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

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最有力的

保障。特區政府一直透過不同方面進行推廣和教育工作，讓

香港市民全面認識《憲法》和《基本法》。建議委員會繼續

透過不同方式推廣《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並讓市民

明白《基本法》的發展過程和憲制背景，以及「一國兩制」

的重要意義。委員會亦會繼續配合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在

社區層面推廣《基本法》，培養國民認同感及民族意識，鼓

勵市民履行國民責任，並透過認識及關心國家的發展，加強

市民對國民身份的歸屬感及自豪感。  
 

6.  與此同時，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

港特區有憲制責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全國人

大常委會於2020年6月30日通過《港區國安法》，並按《基本

法》第18條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同日在香港特區實施。

我們在推廣《基本法》時，亦應包括《基本法》附件三所列

的《港區國安法》。另行政長官於「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
開幕典禮致辭時，以香港特區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身分作

出了三點承諾，當中包括動員全社會參與，切實提高香港市

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務求做到「維護國安，人人

有責」。故我們建議在《憲法》及《基本法》所提述的憲制

秩序下，以及視乎從相關政府政策局及部門可獲得資料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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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分優次地推廣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以下訊息：  
 

(a)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的地方行政區域。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

益是香港特區的憲政責任，亦是所有香港市民的

共同義務，和每一位香港市民息息相關。  
 
(b) 增加香港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是

重要的，這關乎國家發展利益、全國人民和香港

市民的切身利益。國家安全保障市民安居樂業，

是香港社會長期穩定與繁榮的重要基礎，讓「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  
 
(c) 國家安全內容豐富，涵蓋範疇相當廣泛，包括但

不限於傳統觀念的政治安全、國土安全和軍事安

全，可考慮先推廣當中與香港及市民有較密切關

係的範疇。  
 
(d) 認識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愛國核心價

值觀和民族團結精神。  
 

7.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國家

主席習近平於 2020年 10月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周年慶祝

大會上表示，要充分運用粵港澳大合作平合，吸引更多港澳

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行政長官

在《 2020年施政報告》內亦提到自 2019年 2月中央政府公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來，各中央部委已出台多

份支持大灣區金融、法律、專業服務發展等政策文件和便利

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居住、學習的措施。因應

以上的最新發展，我們建議委員會在推行加深香港市民對

「一國兩制」的理解的工作時，亦重點推廣粵港澳大灣區最

新發展和機遇，讓香港市民（包括青年）認識有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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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核心公民價值：「尊重」、「負責」、「關愛」及「包容」  
 
8.  建議在 2021-22 年年度較著重「尊重」及「負責」這

兩個核心公民價值，適當地緊扣《憲法》、《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並同時繼續推廣「關愛」及「包容」。強調除了於

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層面的公民和國民責任外，一個積

極、盡責的公民和國民同時亦要關注、關心國家事務及發

展，了解及尊重國家的主權及歷史文化，留意國際事務；並

有一份責任感和使命感，身體力行為社會、國家，甚至世界

作出貢獻。  
 

「尊重」  
 

尊重國家主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憲法》與《基本

法》下的憲制秩序。  
 
尊重其他人的觀點和意見，理解別人的處事方法，以和

平方式解決衝突。尊重法治精神，以理性、和平、守法

的方式表達意見。  
 

「負責」  
 

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並履行國民的責任，盡力貢

獻國家。  
 
除了培養個人素質，要對家庭、社會和國家有所承擔，

有責任了解國家歷史、文化、發展及國情，以至對國際

事務亦要培養敏銳觸覺。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責任感及使命感去維護社會、國家

的穩定、發展和安全。  
 
奉公守法，生活中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對自己的行為和

人生負責；凡事三思而行，對自己及為自己對別人做出

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承擔責任；培養資訊及媒體素

養，例如辨識及思考資訊的可信性、遵守網絡法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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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  

 
愛惜自己、家庭、社會和國家，培養積極的人生觀並堅

毅地追求人生目標；愛護家人、親朋、社區和國家。  
 
從生活上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學會理解、關心，互相

扶持；學懂以待己之心待人，欣賞及讚美別人的好處，

對他人表達關懷及善意；關心社會和國家的狀況及發

展。  
 

「包容」  
 

在多元社會中認識、欣賞和傳承中華文化，並對不同文

化、背景、價值觀或意見的人士 (例如：少數族裔及新

來港人士等 )抱著包容和接納的態度。  
 

 
執行工作  
 
9.  若委員會同意上文第4段至第8段建議的推廣重點，委

員會及其轄下各小組在擬備 2021-22年年度工作方向時將依

照有關推廣重點，商討及制訂合適的宣傳策略和推展項目，

內容包括 - 
 

(i) 公民價值及管理小組  

 
委員會將於 2021-22年年度在公民教育資源中心繼

續舉辦展覽，加深市民對委員會的推廣重點及不同

課題的認識。另外，小組亦會繼續物色合適的合作

伙伴，合辦及贊助能配合委員會採納的推廣重點的

大型公民教育活動。  
 

  (ii) 宣傳小組  

 
小組會繼續透過委員會的社交平台、網站和刊物，

宣傳委員會的推廣重點，並在宣傳活動中加入相關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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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社區參與小組  

 
委員會通過的推廣重點將獲採納為 2021-22 年年度

轄下資助計劃的重點資助範疇，並會於相關的申請

章程中列明。社區參與小組會進一步討論資助計劃

的細節和具體安排。  

 

(iv) 國民教育小組  

  
小組會繼續籌辦推廣《基本法》活動，並透過委員

會的社交平台、網站、刊物及公民教育資源中心推

廣國民教育。  
 

 
意見徵詢  
 
10. 請委員就上文第 4段至第 8段建議於 2021-22年年度採

納的推廣重點提供意見。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2021年 7月  



 

 

 

 
 

活動宣傳標誌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