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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粵語拼音”：一個亂中有序的系統

片岡新

香港教育學院

1. 引言

中國的人名、地名都用漢語拼音拼寫。1 香港的中文人名或地名轉譯成英文時會

用粵語拼音，2 不會用漢語拼音。很多香港人都認為，拼寫英文人名或地名的粵語拼音

是《香港政府》系統（簡稱“港拼”）。其實不管是以前的港英政府，還是現在的特

別行政區政府，都沒有明文規定人名或地名要採用這個系統。香港人在學校裡也沒有

學過這個系統，他們只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經常看到（例如：車站、名片、地圖等），

加上自己的英文名字或地址都使用的關係，所以大概知道怎樣拼讀拼寫。但是如果遇

到自己不熟悉的，香港人就很難拼讀拼寫。3 我們曾經指出，“港拼”是一個混合體

（Kataoka and Lee 2008）。林茵茵（2009）也認為“港拼”聲母不分送氣不送氣、也

不標聲調、53 個韻母有多種標音法、系統性弱…等等。上述這兩篇論文都討論“港拼”

的問題，但分析的時候所採用的主要材料都不是政府出版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因為人

名的粵語拼音同一個字有很多拼法，根本不知道哪個拼法才真正屬於“港拼”。這篇

報告分幾部份進行研究：1. 先搜集有關“港拼”的香港政府官方刊物；2. 為了更有效

構擬出“港拼”的本貌，只揀選地名去探討“港拼”系統的問題；3. 然後進行歷時研

究，追溯“港拼”的由來和演變的歷程；4. 最後我們會從粵語地名的拼寫看粵語演變。

2. 研究材料和方法

我們在這篇報告主要採用以下五種政府刊物：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八條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

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1996 年的《漢語拼

音正詞法基本規則》本著“名從主人”的原則，將非漢語人名、地名按照羅馬字母原文書寫，如 
Hohhot（呼和浩特）。在 2012 年重新規定非漢語人名、地名的漢字名稱都要用漢語拼音拼寫，

如 Wūlǔmùqí（烏魯木齊，Ürümqi）。由此可見，漢語拼音在內地越來越廣泛使用。
2 因為英語是香港的法定語言，在香港登記嬰兒的中文名字或命名地名時，他們還要用英文字母來

登記英文名字或者英文地名。
3 很多外籍人士（包括筆者）曾經經歷過坐出租車時因為出租車司機看不懂英文地址，不能到達目

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