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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世界各地不少政府均透過嘉許方式，表揚對社會或於不同範疇有傑

出成就和重大貢獻的人士。此舉有著肯定和認同的意義；其中頒授勳章

可說是最高級別的榮譽。而人們普遍相信，藉著授勳制度，有助建立社

會典範、推動市民參與和服務社會，以及增加歸屬感等，長遠對政府維

持有效管治帶來裨益。 

 

授勳制度是面向社會的，必須維持一定的公信度。而持續就制度進

行檢視和優化，能夠讓制度發揮高度效用，同時切合社會的發展和需要。 

 

在本地，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授勳及嘉獎制度，以大紫荊勳章為

最高榮譽；其他包括紫荊星章、榮譽勳章，以及行政長官獎狀等。特區政

府各政策局和部門、非政府機構，以及公眾人士，均可參與人選提名。提

名交由「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審議，最後由行政長官批

准。由 1997 年至 2018 年，香港特區所頒授的勳章及獎狀數目合共超過

6,000 項。 

 

從觀察所見，鑑於本港授勳及嘉獎制度與普羅大眾的生活沒有直接

關係，市民對制度的認識不多，例如遴選流程及準則等，因此市民主動

參與其中的情況極其罕見。而過去就幾項較高級別勳章的頒授名單，部

分更引起社會爭議。此等情況，令人關注有關制度能否發揮理想效果。 

 

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及嘉獎制度運作至今超過 20 年，當中累積不少

經驗。就如何善用此制度，以讓制度發揮更大效益，回應公眾期望與訴

求，同時為特區政府有效管治締造良好條件，是十分值得關注的課題。 

 

本研究嘗試了解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透過嘉許以表揚社會人士的價

值取態，以及對於個人與授勳及嘉獎制度之間關係等的看法。此外，研

究亦參考海外經驗及透過訪問本地專家和學者等，冀就優化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授勳及嘉獎制度，包括提升市民的參與空間和增進公眾信任與認

同等，提出可行建議。 

 

是項研究在 2019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透過幾方面蒐集資料，包括

文獻參考、市民實地意見調查，共訪問了 522 位 18 歲或以上市民，以及

專訪，當中包括 4 位熟悉本港授勳及嘉獎制度的專家和學者，及 1 名曾

獲授勳的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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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討論 

 

1. 各地政府透過嘉許表揚市民對社會的貢獻，對管治工作帶來裨益。

香港特區的授勳及嘉獎制度推行已超過 20 年，受訪市民均認同制

度具有一定價值和效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攜手努力，維護制

度的社會崇高聲望和效用。 

 

是項研究顯示，在接受實地意見調查的 522 名香港市民中，九成半

(95.2%)視政府嘉許為重要舉措。另有逾九成(91.0%)表示，個人如

得到政府的嘉獎會感到自豪。近八成(79.5%)亦坦言，一個具公信力

的授勳及嘉獎制度，能提升他們對特區政府的支持度。 

 

特區政府過去 20 多年所頒授的勳章及獎狀數目超過 6,000 項；有

受訪專家認為，獲獎人士對香港的貢獻，並非單靠經濟效益可作衡

量。 

 

香港特區的授勳及嘉獎制度，在受訪市民心目中有一定的價值與認

同。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攜手努力，維護制度的崇高聲望，讓制

度持續發揮更大效益，為特區政府的管治工作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2. 授勳制度面向社會，特區政府需關注普羅大眾對獲授勳人士的觀感；

關鍵是爭取社會對制度的支持，避免引起社會分歧。 

 

是項研究顯示，在 369 名表示曾聽過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及嘉

獎制度的受訪市民中，近五成八(57.6%)對過去獲授勳或嘉獎人士的

觀感為實至名歸，三成七(37.1%)則認為他們名過其實。 

 

鑑於每人對頒授勳銜給誰，往往有不同看法；有受訪專家認為，最

終名單決定必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觀性，加上市民對獲授勳人士所作

出的貢獻，一般不會有太深入認識，因此社會對某些獲授勳人士出

現有保留，亦屬無可厚非。 

 

政府設立授勳及嘉獎制度，相信最基本是希望大部分市民認同獲嘉

許人士的貢獻，而非製造矛盾。政府需關注公眾對獲授勳人士的觀

感，關鍵是建立社會對制度的認同和信任，爭取市民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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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行授勳制度中公眾參與存在兩大缺失，包括市民作出提名的動力

受阻，以及在坊間默默耕耘的貢獻者易受忽略。就如何拓展接觸及

提升公眾參與度，值得深思。 

 

各地政府重視公眾參與嘉許或表彰制度，透過多項配套安排，例如

提供提名表格及引指等，鼓勵市民積極參與提名。 

 

目前，公眾人士於提交授勳及嘉獎的提名時，無須填寫任何表格，

提名書的格式亦沒有限制。在缺乏基本表格或清晰指引下，就如何

遞交提名，或預備所需提名信函或文件等，市民可說是非常陌生。 

 

至於一些對社會有貢獻但缺乏知名度或人際網絡的人士，不排除他

們當中的成就或經歷具有相當感染力，但他們不容易為政府或地區

組織所認識，在目前機制下，他們被提名的機會相對甚低。 

 

就如何有效實踐公眾參與提名，以及提升有貢獻但欠缺知名度或人

際網絡人士獲提名的機會，相信是優化有關制度值得思考的方向。 

 

 

4. 遴選委員會就提名審議及勳銜級別考慮等方面均具影響力；委員會

成員的組成及更替等，有改善空間。 

 

海外個別政府在遴選初階過程中設立民間代表，爭取市民的信任。

在香港，前「授勳評審委員會」負責考慮有關授勳人士的提名及作

出建議，而目前的「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1，其中職

權包括考慮授勳及嘉獎的提名，並提交行政長官考慮及批准。此外，

政府分別設立「非主要勳銜小組委員會（公務員）」，以及「非主

要勳銜小組委員會（一般市民）」，協助遴選委員會的工作。 

 

是項研究資料搜集所得，不論是前「授勳評審委員會」，或目前的

「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部分成員已連續多年參與

有關工作。對於過去多年有社會賢達願意擔任此項重要崗位，他們

服務社會的精神，毋庸置疑。 

 

  

                                                 
1 2013年 12月，特區政府宣布成立新的遴選委員，負責向行政長官推薦授勳和非官守太平紳

士名單，取代當時的「授勳評審委員會」和「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該新設的委員

會，亦即一直運作至今的「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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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項研究發現，目前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八名

非官守成員中，有六位自委員會成立以來，已一直出任，至今踏入

第六年任期。在當局「六六指引」原則下2，特區政府在委任新一屆

成員時，如何確保遴選委員會成員的延續性，同時又能夠讓委員會

有效吸納新血，且在兩者取得適切平衡，是需加關注的要務。 

 

此外，「非主要勳銜小組委員會（一般市民）」成員全部由官方代

表組成；在欠缺具民間背景代表情況下，難免增添外界對來自普羅

大眾所提交的提名，能否獲得進一步考慮的擔憂。就如何擴闊這部

分成員的背景，讓小組委員會能夠以更寬廣的觀點和角度來協助遴

選委員會的工作，同樣值得注視。 

 

 

5. 社會本屬多元，各領域皆有出類拔萃人士；就如何令授勳名單在多

變複雜環境中，仍能體現香港社會多元特色，值得進一步探究。 

 

是項研究顯示，在表示有聽過香港特區授勳及嘉獎制度的受訪者中，

逾六成半(66.7%)認為該制度最令他們欣賞的，是不論任何背景人士

均有機會獲得嘉許。 

 

然而，是項研究亦發現，有不少獲頒大紫荊勳章、金紫荊星章、銀

紫荊星章、銅紫荊星章，以及榮譽勳章人士，從他們授勳嘉許中提

及的主要內容，與他們出任政府職位或官位有關。有受訪學者認為，

維繫政府良好運作及服務市民等，乃官員職責和本份，倘若按官位

而自動獲授勳變成慣例，會有損制度的公平性。 

 

此外，在部分接受意見調查的受訪市民心目中，引來政治回饋揣測

的嘉許安排，是對有關制度造成的最大損害(10.5%)。 

 

香港社會發展多元，如勳章的頒發令外界容易產生與「官本位」或

政治取向等有密切關係的聯想，對建立制度的公信力而言，並非好

事。就如何令授勳名單更能夠涵蓋社會不同領域的人士，值得作進

一步探究。 

 

 

  

                                                 
2 「六六指引」原則包括六年限制，即不應委任非官守成員出任有關組織同一職位超過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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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續和充足的資訊及公眾教育工作，有利外界對制度作出客觀評價，

以及減少猜疑；特區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對制度建立基本的認識。 

 

是項研究顯示，在表示有聽過香港特區授勳及嘉獎制度的受訪者中，

分別有近四成(39.3%)及兩成七(27.1%)認為，該制度最大不足在於

缺乏公眾認識，或資訊欠全面。另逾七成半(75.5%)表示有興趣了解

獲獎人士的人生經歷。 

 

經本研究向政府有關部門查詢後所得資料，就有關制度的統計數字，

當局只備有自 1997 年起按年頒授的勳章及獎狀數目。至於當局就

此制度進行的公眾教育和推廣項目等查詢，則截至本研究報告截稿

前，未獲有關部門的回覆。 

 

特區政府有責任加強有關制度的推廣工作，向社會大眾講解制度的

運作，此舉有助人們展開中肯和具建設性的討論，亦能減少外界對

制度一些不必要的疑慮。 

 

 

建 議 

 

基於上述結果及討論，本研究循優化授勳及嘉獎制度方向，包括提

升市民的參與空間和爭取社會支持等，提出以下建議： 

 

1. 增設提名表格及提名指引，協助和方便市民展開提名，同時增

加在社會上一些默默耕耘並作出建樹者可獲提名的機會。 

 

參考外地經驗，建議特區政府增設授勳及嘉獎提名表格，以及

提供詳細的提名指引，協助和方便普羅大眾展開提名第一步。

而對於一些在坊間默默耕耘並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士，他們可

透過公眾途徑從而獲得提名機會。 

 

 

2. 拓闊「非主要勳銜小組委員會（一般市民）」成員組成部分，

加入具多元背景的民間代表，以獨立持平的身分協助遴選。 

 

協助「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工作的「非主要勳

銜小組委員會（一般市民）」，其成員組成均相當單一。倘若

能增加來自民間的代表，相信有助加強其認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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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外地經驗，建議特區政府於「非主要勳銜小組委員會（一

般市民）」成員中，加入不同背景的民間代表，以獨立持平的

身分和更寬廣的視野，協助非主要勳銜提名的遴選。 

 

 

3. 提升資訊透明度，包括開放相關綜合數據及持續推動公眾教育

工作，一方面增加市民對授勳及嘉獎制度的認識，另方面消除

外界對制度不必要的猜疑。 

 

提供充分和準確的資訊，乃提升任何制度透明度的不二法門；

這對爭取公眾對制度的支持，更是最基本的舉措。研究建議特

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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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將綜合所得數據定期向公眾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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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深化授勳人士的影響力，邀請他們分享人生閱歷和服務經驗，

作為香港社會發展的部分歷史紀錄，同時逐步建立富有香港特

色的人文價值。 

 

本研究建議特區政府邀請部分授勳人士，分享他們的人生閱歷

和服務經驗，並製成短片，透過各種媒體平台推廣，作為香港

社會發展的部分歷史紀錄。假以時日，透過這些獲認同人物的

故事分享，相信有利逐步建立富有香港特色的人文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