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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聯會一直關注並身體力行愛國主

義教育。今年5月，政府成立愛國主義

教育工作小組，工聯會向該小組提交倡

議書，希望能夠進一步加強推動，特別

是發揮香港愛國工運歷史的作用，弘揚

愛國主義精神。工聯會也同時進行「關

於愛國主義教育推廣工作成效及意見」

問卷調查，收到超過1,400份回應。

到今年6月，工聯會向全國人大提交

《關於國家支持香港舉辦軍事裝備展覽

等建議》，爭取支持在香港舉辦國家軍

事裝備（模型）展覽，增強港人對抗戰

歷史和國家發展的認識，以及提升民族

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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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覆蓋面必須是面向全體市民，特別要聚焦

青少年，要做到深入淺出，潛移默化形成愛國氛圍，也要結合和融入

到日常生活當中。愛國主義教育不是單獨的一門學科或一項專業，而

是體現在知行合一，由愛國之情轉化為實際行動，以理性、積極、正

面、務實的方式表達愛國情感，落到實處。

	 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存在光榮的愛國主義基因，惟長期受殖民政

府打壓，未能在社會形成主流價值觀；但愛國主義基因始終在愛國團

體傳承，例如愛國工會一直堅持推動的愛國工運就是最主要的代表之

一。香港海員大罷工（1922年）、省港大罷工（1925年）、兩航起

義（1949）等重大工運事件都富含反殖、正義、團結、支援祖國的愛

國主義精神，是香港愛國歷史中不可磨滅、不應忘記，必須大力弘揚

的光榮歷史。

	 為了在香港由治及興新形勢下，更好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工聯會提

出以下倡議：

	 一、	政府支持搶救香港工運歷史，進行工運史料彙編，增強香港

歷史的認知和去殖化工作，弘揚工運前輩的愛國精神。包

括：(i)	整理檔案、報刊、影音資料；(ii)	口述歷史；(iii)	工運

相關的歷史文物；(iv)	人物傳記，等等。

	 二、	建議政府在博物館增加愛國工運展品數量和說明篇幅，在相

關歷史地點樹立紀念碑及說明牌；把相關歷史事蹟納入中、

小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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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資助工會組織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傳承及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四、支持愛國工會提升改善會址設施作為愛國主義教育或活動基地。

	 五、	與愛國工會合辦省港大罷工週年紀念活動等重大愛國工運紀念活動（按：

明年是省港大罷工100週年紀念）。

	 六、	強化課堂教學的愛國主義作用，讓愛國主義教育融入不同科目的教材編寫

和課堂內容之中。檢視中文課範文，可引入更多能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的

優秀文章，例如楊振寧先生撰寫的傳記文章《鄧稼先》；大學科目可引入

更多中國視角的內容，例如經濟學應引入政治經濟學和中國改革開放和五

年規劃有關內容；音樂科和藝術科可引入更多愛國作品，從而讓學生在作

品中感受創作者的愛國情懷。

	 七、	提高教師團隊愛國情懷和參與愛國主義事業的要求，在教師專業發展上，

引入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國際關係等科目持續進修；或者在教師核心培

訓上，包含一定時數的愛國主義課程。

	 八、	統籌全港參與國家重大地質勘測、航空航天、深海探測等有成果的大學及

研究團隊共同講好研發故事。政府應積極統籌邀請各個研究團隊舉辦簡介

活動，讓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更加了解國家科研以及大國工匠精神，萌

發對精深科研的興趣，引導培養本地創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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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在香港盛事活動中，加入更多愛國主義和中國歷史文化元素。例如在元旦

巡遊中引入更多中國各地傳統的表演團隊。

	 十、	以「搶救、保育和承傳」的原則，資助愛國團體並邀請學校就其愛國歷

史、相關人物和文物進行述錄和保存，並鼓勵以多元手法呈現，例如省港

大罷工、兩航起義或工會鼓勵抗美援朝等便值得更多宣揚。

	 十一、	設立愛國主義教育基金，資助愛國團體開發愛國教育資源，舉辦愛國教

育活動，與政府共同推進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善用文藝作品推動愛國主

義教育，資助業界創作更多愛國主義作品。

	 十二、	整理抗戰歷史文物清單，規劃、整合和運用香港本地的愛國主義教育資

源，對公眾推廣。

	 十三、	舉辦國家軍事裝備（模型）展覽，包括歷史上國家及香港經歷的主要戰

役中所使用的軍備，以及國產軍備的演進發展，以增強國民教育和愛國

主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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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不同歷史階段，在弘揚愛國主義教育方面，工聯會始終走在

最前。殖民統治時期，政治氣氛緊張，港英政府極力打壓愛國工會，

甚至不允許成立總工會，工運前輩依然堅持開展各類愛國活動，激發

市民的愛國熱情，傳承愛國信念。

	 	 回歸後，工聯會非常重視愛國教育，率先開展了一系列愛國主義

教育活動，包括組織參觀內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舉辦愛國主義講

座等。

	 	 在2019年黑暴期間，工聯會始終堅持愛國愛港立場不動搖，是

維護香港穩定和繁榮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受到反中亂港分子和黑暴勢

力的針對。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即便面臨暴徒的襲擊與破壞，工聯

會仍然堅持在反暴力、反「港獨」的最前線，呼籲會員和市民保持理

性和冷靜，堅決反對任何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的行為。社會

普遍認識到香港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情懷嚴重缺失，急待改變。

	 	 2021年，工聯會人大政協在全國兩會撰寫提案，建議中央政府

以「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理念作為凝聚，在大灣區內籌辦展覽，

弘揚家國情懷，促進中華歷史文化和人民交流，強化區內國家安全，

並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上述提案包括4項建議，除了在大灣區內籌

辦展覽外，還包括在香港開展國民教育、國情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

增強抵禦煽動與蠱惑的底氣；由中央政府擔當「文化灣區」推手，籌

辦9+2灣區中華歷史文化展覽；由內地出版社向特區政府提供教材編

寫參考，讓學生對國家歷史及發展有更準確、全面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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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愛國者治港」新階段，工聯會通過校園講座、社區活動及媒體宣傳等多

種方式，更加注重面向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

	 	 2023年10月，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走訪多間政府博物館，發覺不少展覽內文

及表述仍從英國殖民地角度出發。經疏理提出共63項修改意見，並就政府推出開展

愛國主義教育工作提出3點建議。包括促請政府全面檢視博物館展覽內容，清走港

英歷史觀，還原正確中國香港歷史；要求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及弘揚中華文化辦

公室，增撥資源予愛國愛港團體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工作；促請政府儘快公開及落實

在校愛國主義教育細節，在原有的課程框架內規定學生於小學及中學畢業前，必須

安排參觀國家成就和發展專館及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最少1次。

	 	 工聯會非常支持政府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期望工作小組在廣納建議的

同時，更發揮好統籌、監督、推動、支持的作用，充分發揮愛國工運正能量，在全

社會推廣愛國主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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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支持香港舉辦軍事裝備展覽等建議》*

事由：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鬥、

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去年10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的第

二十三條列明：「國家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育和『一國兩制』實踐教育，增強

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的愛國精神，自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

和領土完整。」在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上，國家有重大角色，香港特區也應全面配

合和對接，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問題：
	 	 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有待加強，回歸後未能及時建立廣泛的愛國共識。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有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勢力勾結，多番阻礙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

面，香港也沒有足夠的愛國主義教育資源。在港英時代，香港青年學生對我國歷

史幾近空白，特別是建國以後的歷史。此外，愛國主義教育硬體設施不足，軟體

（知識和認知）嚴重偏頗，導致幾代港人無法對國家有正確的認識和認知，建立起

應有的愛國情懷。比如現時的香港海防博物館（9月將更名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

館），展覽往往仍以英國殖民者的角度看待歷史事件，例如「紫水晶號」事件誤導

市民是中方無理炮擊英國大使館船艦，而沒有從我國捍衛自身主權的角度看。又例

如在抗日戰爭上，嚴重美化英軍，把英軍僅僅18天出於英國自身利益考慮的「抵

抗」，說成是「香港保衛戰」。

	 	 就國家軍備發展的歷史和現況，香港社會尤其認知不足，不知道我國軍隊是文

明之師，是和平之師，也不知道我國軍備武裝的發展歷程。我們需要更多的軍事展

覽，通過軍備和軍事歷史，說明軍備提升對保家衛國的重要。我們要讓青年瞭解到

在黨的領導下，人民戰爭如何補充武器力量的不足。人民英雄保家衛國、拋頭顱灑

熱血的歷史故事，必須要弘揚和廣傳。在6月中，香港工會聯合會推出「愛國主義

教育推廣工作成效及意見」問卷調查，6天內收回1,400餘份答卷，其中對於國家最

新軍事裝備模型來港展出，有49.5%受訪者表示有興趣，46.7%表示很有興趣（表

一）。對於國家軍事展覽內容的具體意見詳見表二。所以，在香港舉辦國家軍事裝

備展覽具有相當吸引力，亦有助於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表三），而依靠國家的有力

支持才能補足愛國主義教育軟、硬體的不足（表四）。

*2024年6月提交全國人大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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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表二)

(表三)

(表四)

9



建議：
（一）加強香港與內地抗戰紀念館/博物館的合作，

	 引入更多愛國主義教育硬體和軟體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7年，再不能世襲港英時代那一套。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

是重建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最佳時期。香港需要從內地引入硬體和軟體。國家可協

助協調內地各抗戰紀念館/博物館，借出抗戰期間文物，並邀請抗戰老兵來港講述正

確的抗戰歷史和史觀，說好抗戰歷史。

（二）推動香港舉辦更多國家軍備和解放軍歷史展覽
	 通過加強對軍備歷史的認識，以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指揮的各場重大戰事，讓

市民明白認識國家軍備發展對保家衛國的重要性，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

求和平則和平亡的道理。建議國家推動香港的博物館與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

合作，並安排現任或退休將領到港宣講，加強香港市民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備發展

以及和平文明之師的認知，說好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故事，建立香港市民堅決維護國

家安全的愛國主義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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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愛國主義教育推廣工作成效及意見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工聯會於6月8日至13日進行了《關於愛國主義教育推廣工作成效及意見問卷

調查》，共收到1,471份回應；收集到回覆者對工運歷史、各類展覽、抗戰歷史、

國家軍事裝備等，對弘揚愛國主義教育的作用。

	 	 問卷調查中有近六成的回覆者認為現時康文署博物館的展覽中，弘揚愛國

主義及講解國家歷史的內容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至於引起觀眾興趣的主題和類

型的展覽，首三位是歷史圖片、歷史文物（近7成半認同）；人物故事（近六成認

同）；及軍事主題（超半數認同）。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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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中，值得注意的是，超過九成的回覆者對於最新國家軍事裝備模型

來港展出，表示有興趣及非常有興趣；同時，有超過九成回覆者認為國家軍事裝備

在固定地方長期展示，對弘揚愛國主義教育有幫助。至於公眾想在國家軍事展覽中

看到的內容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最新先進裝備模型（八成認同），歷史戰役介紹

（約六成認同），及將軍、老兵、烈士等人物故事（近六成認同）。可見市民對於

國家最新的軍事裝備模型有巨大的熱情，亦能引發市民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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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抗戰歷史的歷史建築和文物的保育和展示，有近七成人士認為不足夠或

非常不足夠。對於香港抗戰歷史的展覽公眾喜聞樂見形式排名前三的為：實景展示

／場景重現（如歷史建築或紀念碑）（超六成認同）、人物/團體歷史（如東江縱隊

港九獨立大隊）（54.5%認同）、展廳陳列（如博物館）（53.8%認同）。此外，

愛國工運亦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體現形式之一，有超過五成回覆者認為需要積極舉辦

更多香港愛國工運歷史的展覽，甚至有四成回覆者認為必須加倍積極舉辦，兩者加

起來超過九成，顯示出公眾對於愛國工運展覽的需求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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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工運三大事件簡述
香港海員大罷工
	 	 1920年代，全球經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惡性通貨膨脹而受挫，香港同樣受

到影響，通脹嚴重，勞苦大眾生活困苦。華洋工人待遇懸殊，同工不同酬，華人海

員工時長、工資低，港英政府對我工人訴求置若罔聞。

	 	 同時，受五四運動影響，中國內地的罷工風潮傳到香港，喚醒了工人階層反帝

反殖反壓迫的意識，各行業工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1922年1月12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香港海員工會前身）第三次向資方

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被拒，海員們忍無可忍，發起大罷工，使五條太平洋航線和九

條近海航線癱瘓。港英政府以離間、恫嚇和武力鎮壓罷工，封閉海員工會，逮捕領

導人，激起工人更大反抗。

	 	 香港各行業的華籍工人為支援海員鬥爭，於2月底實行總同盟罷工。3月初，罷

工參與人數由起初的3萬多到後來10萬，香港完全陷入癱瘓狀態。

	 	 3月4日，數千名罷工工人徒步經沙田返回廣州，港英軍警開槍掃射，打死6

人，多人受傷，造成震驚中外的「沙田慘案」。殖民統治的暴行激起廣大工人和群

眾的憤怒和更大的團結，罷工持續擴大。最後，港英當局和資方迫於形勢，答應了

海員的基本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頭剝削、撫恤沙田慘案死者家屬、賠償傷者、

恢復工會、釋放被捕工人等。

	 	 3月8日，歷時56天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勝利結束，罷工的成功大大推動了中國工

人運動的發展，提高了工人地位，也為後來的省港大罷工奠定基礎。

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亦稱粵港大罷工，是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香港和廣州發生

的大規模罷工行動。

	 	 1925年5月，上海爆發工潮，工人領袖顧正紅被日本商人鎗殺。學生示威聲

援，遭英籍巡捕開槍射殺，造成十三人死亡，數十人受傷，史稱五卅慘案。事件引

發全國反帝運動。

	 	 香港工會在共產黨人鄧中夏和蘇兆征等人組織下，以國民黨名義召集各工會聯

席會議，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決議罷工。6月19日，海員、电車、印務等工會首

先響應，三日內即有兩萬人離崗返回廣州。廣州沙面英租界的華工6月21日加入罷

工，拒絕為英商及領事館提供服務。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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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3日，廣州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10萬餘人在東較場集會。行至沙基路時

英法軍警開槍鎮壓，造成50多人死亡，170多人重傷，史稱沙基慘案。事件激起更

大憤怒，罷工人數激增至25萬。

	 	 廣州國民政府隨後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並組織工人武裝糾察隊封鎖香港，禁

止糧食輸出香港及貨物經香港入口。至7月8日，已有十三、四萬人離開香港，前往

廣州、佛山等地。香港經濟因封鎖出現蕭條，商戶倒閉，港英政府收入大減，不得

不向倫敦政府借款渡過難關。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蔣介石派兵包圍，失去組織能

力。4月起，廣州國民政府開始北伐，罷工逐漸鬆懈，企業恢復生產。6月，國民政

府與英國政府談判，10月10日，罷工委員會解散，省港大罷工全面結束。

	 	 省港大罷工歷時16個月，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

也屬罕見。罷工期間，香港華人展現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團結精神，對後續的中國

革命產生深遠影響。

兩航起義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國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兩間航

空公司（兩航）由上海遷至香港，但遭遇港英當局和國民黨政府設置的重重困難。

	 	 1949年11月9日，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和央航總經理陳卓林帶領兩航員工在香港

宣布起義。12架飛機脫離國民黨，抵達北京和天津。11月12日，毛澤東電賀起義成

功，稱讚其愛國舉動。11月15日，周恩來宴請全體北飛人員，指出這是中國民航事

業的起點。

	 	 起義成功後，國民黨將留在香港的飛機賣給有美國軍方背景的陳納德，在香港

入稟爭產，又派特務炸毀七架飛機。工聯會組織護產隊保護飛機，拆解零件運回內

地。

	 	 兩航起義不僅給國民黨政權沉重打擊，促進西南地區解放，還帶動國民黨在港

資源委員會、招商局和中國銀行等27家中資機構相繼起義。起義北飛的12架飛機和

後來由兩航機務人員修復的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16架飛機，構成新中國民航建立初

期的主力機群。運回的器材和設備，成為民航初期維修飛機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來

源，為中國民航事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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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部分香港百年工會簡介

工會名稱 成立時間 歷史沿革

小輪業職工會 早於1921 前身為群興航道會。會員來自海上交通、運輸、遊艇、
海上工程。1921年成立香港華人船主司機總工會，
1957年重整擴大。1960年起，多次爭取工友權益勝
利。1976年改用現名。

香港洋務工會 1921 1922年支援海員大罷工，1927年因內地戰爭停頓，
1937年復會，1941年香港淪陷再停頓，1946年復會。
工會發起四大酒店工人護約鬥爭、牛奶仲裁等。1997
年起為慶祝回歸成立多個班組，支持建設內地希望學
校。2006年成立香港進出口貿易從業員協會。

香港海員工會 1921 前身為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因愛國反殖反帝，三次
被港英當局封閉。曾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
工。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越戰期間，海員
為國運輸物資。建國初期，協助招商局輪船回歸祖國。
2009年，工會支持政制發展、落實「一國兩制」。
2019年，參加「守護香港」集會。

香港沙模玻璃工程
業職工會

1921 前身為僑港機科沙模工業維新社。1940年代，工會籌
募救濟金，發放救濟米。1948-1952年，工會成功爭
取加薪。1956年，在雙十暴動中組織保衛勞工子弟學
校。1967年，參與反英抗暴。1973年，沙模業與玻璃
業合併。

港九西式女服工會 1921 前身為公誠工務社。1946年改用現名。1948年，籌備
成立工聯會，發起罷工爭取工友權益。1950年代，支
持電車工人鬥爭、中華中學護校。1986年，與多個工
會合組香港服裝業總工會。

港九搭棚同敬工會 1911或之前 前身為同敬堂。1919年，時任同敬堂總理劉星翹領導
罷市風潮，1921年為牛奶工會工人爭取加薪，都被殖
民當局逮捕。1921年改名為搭棚同敬工會。1922年罷
工成功爭取工資和待遇改善。1930年爭取工傷補償。
1941年，成功改善夜工薪金、工傷補償、學徒月薪。
1948年重新註冊為港九搭棚同敬工會。1951年退出工
團總會，1954年加入工聯會。1986年與其他工會組成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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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籐業竹器職工
總會

1921 前身為港九籖器愛群總工會。1948年加入工聯會。
1974年合併沙籖工友福利組，改用現名。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
工會

1920 因港英政府不許設立職工會，初名摩托車研究總工會。
1938年，發起募捐行動，向八路軍贈送救護車、藥品
及防毒面具。1948年，改名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參與
成立港九工會聯合會。1967年，發起抗爭行動，迫使
中央及上海的士資方向被裁員的工友發放較高的補償
金。1986年，發起靜坐行動，迫使中華巴士公司撤回
削減車廠員工待遇的方案。1987年，改用現名。

物流從業員工會 1920 原名海陸理貨員工會。參與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
工。1963年發起罷工爭取工資待遇，1978年簽訂首份
行業勞資協議。1999年更名為物流理貨職工會，2018
年改為現名。

香港電車職工會 1920 曾參與省港大罷工。40年代初，屢次跟日寇交涉，維
持市民交通和工友的生活。1948年，加入港九工會聯
合會。1950年代，電車公司資方拒絕改善工人待遇，
為爭取基本生活需求發起怠工行動。1967年，參與反
英抗暴。1998年，爭取改善電車司機工作條件。2015
年，組成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2014年，「佔中」影
響電車工友生計，工會游行抗議阻路。

港九鞋業職業工會 1920 參加省港大罷工。抗日戰爭中停辦，抗戰勝利後復會，
通過選舉驅逐了把持工會的國民黨工棍。1948年改為
現名。1956年參加工聯會，60年代領導全行業工人
加薪。80年代與香港服裝業總工會組成聯合辦公室。
2009年成立香港鞋類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剷漆油漆維修
業工會

1920 前身為僑港漆務總工會。1948年更名為港九船務剷漆
油漆工會並加入工聯會。1967年參與反英抗暴鬥爭。
1990年代，發動捐款在用地興建希望小學。2008年改
用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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