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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按

鄭宏泰、黃紹倫在雙月刊10月號發表的〈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

的轉變〉（刪節文本），會在今期的網絡版全文刊載。讀者可輔以圖表及

表格，仔細閱讀。此外，我們重載了劉兆佳五年前在本刊發表的同類研

究，探討1985-1995年間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當時，他提出了一個「頗

堪玩味」的發現：香港華人同時認同「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的比

例，一直以長期但緩慢的趨勢上升。鄭、黃的研究也肯定這一趨勢，並分

析這種取向的特徵。

上個世紀90年代，「第三條道路」成為國際間的熱門話題。「第三條道

路」並非新名詞，而是老詞語新概念。本期「人文天地」欄的馮崇義認為

中國對「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追求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當

前中國的改革陷入左右為難的局面，而能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社會民主主義

實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中國鄉村迄今未能建立起適應現代社會的鄉村組織和管理體系，董玲的社

會調查文章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農村的權力組織形式不徹底改變的

話，必然拖滯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關心農村問題的讀者，不妨再回顧

本刊早前刊登關於農村幹部角色的田野研究，作者針對村幹部兼具政府代

理人與鄉村當家人的雙重角色，指出其角色衝突的出現，正正反映出問題

始於農村權力的產生機制。

「百年中國世界」欄的〈晚清及民國華北鄉村基層組織與運作〉一文，作

者對獲鹿縣的鄉村社會基層組織及其成員的職能作了詳盡的分析，進一步

闡釋了獲鹿縣鄉村社會與國家政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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