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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及嘉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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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及香港狀況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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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及香港狀況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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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報告
公眾推薦：46%。
政府部門推薦：54%。

海外及香港狀況

1993

引進公眾提名

2001 2005 2012

主要遴選委員會

設立八個不同範疇遴選委員會
1.藝術和媒體、2.社區和志願服務、3.經濟、4.教育、
5.健康、6.科學和技術、7. 運動、8.國家

 每個委員會成員有官方及民間代表；後者佔多數。
 接受社會人士申請出任各遴選委員會的成員。

海外概況：
重視公眾參與、持續檢討和改善

國會報告
目標：改善遴選過程透明度。

提升公眾對制度的信心。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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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概況：廣泛代表性，讓不同
領域人士獲得嘉許

加拿大 The Order of Canada 

等級 備註

Companion (同伴級)
只能有180名健在人士可以同時間擁
有這項殊榮；每年最多可頒授15枚。

Officer (官佐級) 每年最多可頒授80枚。

Member (員佐級)
每年最多可頒授171枚。

於1967 設立。2017年為設立加拿大勳章50周年，有近
7,000名加拿大國民獲得此項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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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概況：廣泛代表性，讓不同
領域人士獲得嘉許

加拿大 背景領域 百分比 (數目)*
社會及志願服務 19.4 (1278)
創意藝術 18.3 (1201)
健康服務 9.9 (648)
自然及應用科學 7.8 (511)
教育服務 6.9 (452)
公務員 6.4 (423)
商界／金融 5.4 (355)
工業／原料製造 3.9 (259)
法律 3.6 (239)
傳媒 3.2 (211)
體育運動 3.2 (209)
慈善服務 3.0 (196)
政治 2.8 (181)
社會科學 2.6 (171)
文化遺產 1.6 (102)
其他 1.2 (79) 
環保 0.3 (23)

獲頒授 The Order of Canada 人士的背景領域

資料來源：Christopher McCreery. (2018). The Order of Canada; Genesis of an Honours
System 。總結由1967年至2016年近7,000名獲頒授The Order of Canada 人士的背景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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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概況：嚴謹機制、
推動公眾認識、持續貢獻社會

法國
Order of the Legion of Honour
等級 國家榮譽軍團勳章

各級晉升所需相隔時間

1/ Grand Cross
2/ Grand Officer 至少需要3年才能晉升為

Grand Cross
3/ Commander 至少需要3年才能晉升為

Grand Officer
4/ Officer 至少需要5年才能晉升為

Commander
5/ Knight 至少需要8年才能晉升為

Officer

the Palace of the Legion of Honor; 

Society of Members of the Legion of Honor

資料來源： https://www.legiondhonneur.fr/en

資料來源：
https://www.legiondhonneur.fr/en/page/palace-
legion-honor/389;
https://www.legiondhonneur.fr/en/page/associati
ons-honorees/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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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概況：小結

維護頒授榮譽的價值；

提升制度資訊透明度；

注重提名的開放度；

擴闊遴選委員會成員的多元背景；

定期作出檢討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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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概況:
勳章及獎狀共分三大類

• 名單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7月1日)。

• 授勳典禮：10月舉行。行政部門：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禮賓處。

• 頒授數目：由1997年至2018年，特區頒授的勳章及獎狀數目超過6,000項。

9海外及香港狀況

類別 勳章 對象 備註

(一) 一
般勳章
及獎狀

大紫荊勳章 對社會有重大貢獻人士 最高榮譽

紫荊星章 長期致力服務公眾而成績斐然，或在所屬行
業有卓越成就的人士

三個等級：
金、銀、銅

榮譽勳章 長期為社區服務的人士 基本勳銜

行政長官獎狀 於某次行為或某項工作中表現出色人士、
公務員或公職人士

兩類：社區服務、
公共服務

其他
(非是項
研究的探
討範圍)

(二)英勇勳章 個別事件中的英勇人士

(三)紀律部隊和廉
政公署獎章

致力服務社會、表現卓越的部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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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概況：
以下幾項勳章頒授數目

10海外及香港狀況

一般勳章及獎狀 頒授數目
(1997年至2018年)

大紫荊勳章 96

金紫荊星章 292

銀紫荊星章 496

銅紫荊星章 997

榮譽勳章 1,373

>3,000

資料來源：禮賓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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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概況：曾獲頒大紫荊勳章、金/銀/銅紫荊
星章，以及榮譽勳章五類獎項人士嘉許語主要提及
的成就或貢獻範圍。

主要範疇 百分比

社會及地區服務 51.3%

政府服務及公共行政 22.3%
文化藝術、宗教、創意媒體及體育 9.0%

工商及經濟發展 5.3%
教育及人才培訓 3.3%
醫療及公共衛生 2.9%
慈善事業 2.6%
社群權益 2.2%

科學、科技及環保 1.1%

11

資料來源：是項研究按嘉許語內容進行分類和歸納，整合得出以上九大範疇，並以較闊的角度概述每個範圍主要涵蓋的領
域，以概括了解獲頒授上述五類勳章人士的主要成就或貢獻所在。(N=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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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

海外及香港狀況

禮賓處 各政策局／部門
(亦會擬備授勳及嘉獎的提名)

行政長官

公眾 (個人) 公眾 (非政府機構)

非主要勳銜小組委員會
(公務員)

非主要勳銜小組委員會
(一般市民)

香港概況：提名程序簡介

非主要勳銜小組
委員會

(一般市民)
目前成員：
行政署長(主席)、民
政事務總署署長、
社會福利署署長、
工業貿易署署長、
教育局副秘書長(3)
、創新科技署署長
，以及禮賓處處長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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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海外及香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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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地社會榮譽制度有那些地方值得借鏡？

2. 本港授勳及嘉獎制度給社會人士甚麼觀感？

3. 有助提升公眾參與及爭取社會支持的舉措？

研究問題

海外及香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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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實地問卷調查，522名 18歲或以上市民。

2019年2月至3月

個別專訪，共5位專家、學者、獲授勳人士。

研究方法

海外地方經驗資料參考。

海外及香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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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海外及香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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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1. 對嘉許安排的價值取態

2. 對本港授勳及嘉獎制度的評價

3. 對優化有關制度方向的看法

17海外及香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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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2

九成半視嘉許為重要舉措。

你認為一個政府透過嘉許，表揚一些願意服務社會，
並對社會有重要貢獻的人士，重唔重要？

海外及香港狀況

重要 95.2%

不重要 4.8%

最大功能：(只選一項)

表揚對社會有貢獻人士 (38.4%)

為社會樹立典範／榜樣 (23.5%)

鼓勵市民參與公共事務 (18.7%)

N=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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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2

你有沒有聽過任何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授勳及嘉獎制度」，
例如獲授勳或嘉獎的人士，以及由行政長官主持的授勳典禮等？

海外及香港狀況

有 70.7%
冇 29.3%

七成有聽過本港的授勳及嘉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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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69

(有聽過) 對於特區政府的授勳及嘉獎制度，在以下選項中，
你認為那一方面最值得你欣賞？ (只選一項)

海外及香港狀況

66.7%

11.9% 10.6% 8.4%

0%

20%

40%

60%

80%

最欣賞：不論任何背景的市民
均有機會獲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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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69

(有聽過) 在以下選項中，你認為上述制度最大的不足是甚麼？(只選一項)

海外及香港狀況

39.3%

27.1% 26.0%

6.8%

0%

10%

20%

30%

40%

最大不足：缺乏公眾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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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69

(有聽過) 以下那一項比較可以貼切形容你對獲授勳或嘉獎人士的整體印象？
(只選一項)

海外及香港狀況

57.6%

37.1%

5.4%
0%

20%

40%

60%

實至名歸 名過於實 不知／難講

對獲嘉許人士的印象：
五成八認為實至名歸；
三成七認為名過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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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54.0%

58.8%

61.5%

76.2%

50.9%

46.0%

41.2%

38.5%

23.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8-29

30-39

40-49

50-59

>=60

年
齡

(歲
)

實至名歸 名過於實

N=342

(有聽過) 以下那一項比較可以貼切形容你對獲授勳或嘉獎人士的整體印象？
(按年齡劃分)

對獲嘉許人士的印象：
(按年齡組別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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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2

特區政府的授勳及嘉獎人選，公眾人士可以作出提名。你會唔會考慮推薦你認為
合適的人選？

海外及香港狀況

會40.4%
不會 59.6%

四成會考慮推薦人選；
六成則不會考慮。

原因：(只選一項)

沒有表現突出的人選 (29.6%)

不清楚授勳準則 (28.0%)

不清楚如何作出提名 (16.1%)

擔心提名程序繁複 (10.9%)

N=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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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2

受訪者認為授勳制度有一定價值和意義。

就以下的說法，你有幾大程度同意？

海外及香港狀況

91.0%

79.5%

75.5%

9.0%

9.0%

24.2%

0% 20% 40% 60% 80% 100%

假如你得到政府的嘉獎，你會感到自豪。

一個具公信力的授勳及嘉獎制度，能提升你對

特區政府的支持。

你有興趣了解獲授勳或嘉獎人士的人生經歷。

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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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2

較多認為，倘若獲嘉許人士的社會聲望差，或
制度出現貪腐等，會對制度帶來負面影響。

在以下選項中，你認為那一項最損害一個政府嘉許制度的公信力？

海外及香港狀況

39.1%
34.9%

14.4%
10.5%

0.6% 0.6%
0%

10%

20%

3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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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海外及香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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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優化授勳及
嘉獎制度

深化獲授勳

人士影響力

海外及香港狀況

拓闊提名遴選

視角促進市民參與

提升

資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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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外地經驗，建議特區政府增設授勳及嘉獎提名表格和指引，協助和方
便普羅大眾展開提名第一步。

增設提名表格及指引。

研究建議

海外及香港狀況

英國：提名表格

加拿大：提名指引
英國：提名指引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al85hgQm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al85hgQ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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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參考外地經驗，於「非主要勳銜小組委員會（一般市民）」
成員組成部分中，加入不同領域的民間獨立代表，拓闊提名
遴選的視角。

拓闊「非主要勳銜小組委員會
（一般市民）」成員組成部分。

研究建議

海外及香港狀況



Youth I.D.E.A.S.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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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盡快就有關制度的基本資料進行搜集、整理、
備存和分析，並將所綜合得出的數據定期向公眾發
布，提升制度透明度。

3.2 善用各種媒體和平台，推動持續的公眾教育工
作，就授勳及嘉獎制度的意義、運作，以及各類勳
章的頒授準則等，向社會講解。

提升資訊透明度。

研究建議

海外及香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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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政府邀請部分授勳人士，分享其閱歷和經驗，作為香港社會
發展的部分紀錄。透過獲認同人物的故事分享，有利逐步建
立一套具備香港特色的人文價值。

深化授勳人士的影響力。

研究建議

海外及香港狀況

英國：獲授勳人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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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

yrc.hkfyg.org.hk facebook.com/HKFYGYouthResearchCentre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