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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中文“有”字結構在香港公務領域的考察

任  紋

陝西師範大學

提要

公務領域的語言文字具有宣傳和示範作用，港式中文“有”字結構中的特殊現象已有不少

深入研究，不過未見其在該領域的考察。由此，文章着眼考察港式中文“有”字結構現有

研究未涉及、揭示的現象。發現相較於其他領域的使用，港式中文“有見、有見於、有見

及此”與“有否”在公務領域使用頻率很高，公文色彩濃厚；而“有信心”句式則更傾向

出現在講話中，其後未見帶否定類賓語小句，語義內容多是表達對香港美好發展的願景。

關鍵詞

港式中文，“有”字結構，香港公務領域，考察

1. 引言

石定栩、蘇金智、朱志瑜（2001: 563）：“‘有’是粵語中常用的動態助詞，後
面可以跟動詞短語或動詞性短語。”

並舉例：他患有輕微糖尿病，近期雙腳有腫脹，以致行動緩慢，現實需定期往醫

院復診（《東方日報》2000年 10月 18日 /A44）。可見學界很早就注意到了港式中文
“有”作為一個完成體標記，相當於通用中文中的“了”。1

20世紀以來學者們又深入考察了“有”字結構在港式中文中的使用情況。趙春利、
石定栩（2014）考察了兩岸四地的“有信心”句式，發現港式中文“有信心”帶賓語
小句的語料相當豐富。刁晏斌（2015: 357）談到在 109萬字的香港報紙語料中，“有
+VP”平均每萬字使用 1.64次，是臺灣的三倍多。田小琳（2021: 122）認為港式中文
特有副詞“未有”後跟動詞性短語以及整體上表示否定判斷，是復活了文言中的“未

有”。我們檢索了 LIVAC（泛華語地區漢語共時語料庫）2中“有”的用例，相較於其

他地區，香港“有”的用例占比接近三成。該統計雖然涵蓋了“有”的各類用法，但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有”使用的地域色彩。

1 這裏僅指動詞後綴“了”，非語氣詞“了”。
2 LIVAC（泛華語地區漢語共時語料庫）由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於 1995年開發，
剖析來自北京、上海、香港、澳門、臺灣及新加坡等具有代表性的定量華語媒體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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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紋（2023）對近三十年研究港式中文的文獻進行過梳理，發現港式中文在公務
領域的考察較為缺乏。鑒於此，文章將着重研究其在香港公務領域的使用情況。我們

在香港政府官網搜集得到約 150萬字公文語料，其中包括 6份施政報告（2017年 –2022
年）、5份香港人口普查報告、新聞公報和速遞（2022年 9月 –11月中旬）、特首講
話等，由此分門別類加以整理。考察原則是做異不做同，就是通過現有語料的調查研

究，儘量做到發現多少就描寫多少。討論的重點是港式中文“有”字結構在公務領域

的特殊使用情況有哪些，即現有研究未涉及和揭示的現象。

2. “有”字結構在公務領域的使用情況

文章在現有公文語料的基礎上，結合“有”字結構的研究現狀，通過逐一整理和

分析，發現目前研究較少涉及連詞“有見、有見於、有見及此”、副詞“有否”的考

察，而“有信心”句式因受出現在公文語境中的影響，其使用還有特殊情況。

2.1. 特有連詞“有見、有見於、有見及此”

“鑒於”在通用中文中是一個常用虛詞。呂叔湘（1999: 297）訓釋為介詞和連
詞：“介詞表示某種情況為前提加以考慮，多用於書面語；連詞為覺察到、考慮到。

用在表因果關係的複句中偏句的句首，指出正句行為的依據、原因或理由，多用於書

面語。”並舉例如下：

鑒於你的身份，不宜過早出面。（介詞用例）

鑒於他的身體還需要恢復一段時間，我們只好請別人先代替他的工作。（連詞

用例）

“鑒於”在香港公務領域也有作介詞或連詞的用例，如：

(1) 鑒於及早介入對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的重要性，社署由 2015年 11月起推
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2018年施政報告，第 61頁）（介
詞用例）

還有以下用例：

(2) 有鑒於上述的政府架構改動，我們會落實早前法律援助服務局的建議，把法
律援助署由原屬的民政事務局撥歸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以彰顯法援制度的獨

立性。（2017年施政報告，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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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鑒於此，我已邀請科技園公司開始構思興建第二個先進製造業中心。（2021
年施政報告，第 22頁）

史文磊（2019: 14, 17）：“‘有鑒於’這個形式，現有辭書未見收錄，但其意義和
用法與‘鑒於’高度一致……現代漢語裏‘有鑒於’這個形式已經從‘有鑒於此’分化

出來，其語義和句法與‘鑒於’高度趨同。”刁晏斌（2015: 357）：“由古代漢語沿
用下來、並且收入各種工具書的‘有 +V’類詞為數不少，其中很多在香港報紙都有
用例，有的還比較常見，而同樣的形式在臺灣以及內地卻多限於某些固定組合”，且

用“有鑒於”舉例。可見這是將“有鑒於”當做是固定組合。通過分析上下文，上舉

例（2）和例（3）中的“有鑒於”與“有鑒於此”同“鑒於”的語用功能並無差別。

不過我們還有以下發現：

(4) 有見西環邨及馬頭圍邨有合適的遷置資源，以及原址重建有潛力供應更多單
位，我會邀請房委會研究在合適條件下重建這兩個樓齡約六十年的舊屋邨。

（2020年施政報告，第 29頁）
(5) 有見於未來醫療專業人手緊絀，而培訓人手需時，政府會繼續增加醫療培訓

學額。（2018年施政報告，第 55頁）
(6) 在未來日子，借助創新科技以達致此目的更形重要，有見及此，我建議把原

屬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的效率促進組撥歸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2017
年施政報告，第 5頁）

(7) 我們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創職位”措施，為不同學歷及技能
人士提供合共 30 000個有時限的就業機會。現時已在公私營機構創造約 29 000
個職位，其中超過 10 000個已入職。我留意到一些前景較好的行業計劃特別
受歡迎，例如由金融發展局獲撥款 1億 8千萬元推行的“金融服務業創職位計
劃”（FIRST），合共 1 500個由政府補貼僱主每月 10,000元的就業名額，在
計劃推出三個星期內已接近全數獲合資格的金融業務公司成功申請。

 有見及此，政府會創造更多行業為本的就業機會，給有志投身該行業的人，

特別是近年畢業的青年人。（2020年施政報告，第 45頁）

例（4–7）是我們通過考察現有語料找出的特殊用例（因篇幅的原因在數量上並未
全部展示，但是每一種使用的情況都涉及到了）。邢福義（2016: 202）：“介詞與句
間連詞，有不同的語義關係。要言之，句間連詞表示‘句’與‘句’之間的關係，而

介詞卻只是表示‘句內’關係。”據此，結合上下文分析可知：上述“有見”“有見

於”後面所連接的成分都是完整的句子，如例（4）“西環邨及馬頭圍邨有合適的遷置
資源，以及原址重建有潛力供應更多單位”（前句）和“我會邀請房委會研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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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前句在語義上多是指出後句（正句）行為的依據、原因或理由，後句也就是正

句則表達具體的行為是什麼。我們再來分析例（5）。“有見於”後面連接的“未來醫
療專業人手緊絀，而培訓人手需時”，這是指出後句（正句）行為的原因，緊接給出

具體行為措施即“政府會繼續增加醫療培訓學額。”

如此看來“有見”和“有見於”具有相當於“鑒於”的連詞用法，且為句間連詞，

表示了前後兩個分句之間的因果關係。

在承擔與“鑒於”連詞同種功能的使用上，相較於“有見”和“有見於”，“有見

及此”在香港公務領域出現的頻率極高，據統計其出現的次數約占全部用例的 65%。

“有見及此”多出現在句首，與“有見”和“有見於”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可單獨

成句，後面不連接任何成分（“有見於”“見於”後面必須要接成分）。這是由於其

中的“此”承擔了複指功能。“有見及此”的整體語用功能仍然相當於“鑒於”的連

詞用法。如例（6）中的“有見及此”是出現在句中，用以連接“在未來日子，借助創
新科技以達致此目的更形重要”（前句）和“我建議把原屬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的效率

促進組撥歸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後句）這兩個完整的句子。結構上前句

為後句也就是主句的行為決策提供了理由或依據。而“有見及此”中的“此”複指了

前句這個決策依據，與“有見於”粘黏度極高，所以可單獨成句，由此很自然地過渡

到行為主句。不過如前文所說“有見及此”出現在句首的情況居多，所以其中的“此”

多是複指前一句或者幾句甚至一大段內容。如例（7）中的“有見及此”前有一大段內
容中心圍繞就業話題陳述，為行為主句“政府會創造更多行業為本的就業機會……”

提供了切實的依據和緣由。

呂叔湘在討論因果關係時，將原因的類型分為三種：事實的原因、行事的理由、

推論的理由。“有見、有見於、有見及此”受具體公文類別的影響，多出現在施政報

告中，少見於人口普查報告、新聞用語以及各類講話。方梅（2018: 導言 ii）：“功能
語言學認為，句法現象從其形成到現狀都受到篇章話語因素的制約，句法研究過程中

若不考慮這些因素，勢必無法得到理論上富於洞察力的闡釋。”由此從“有見、有見

於、有見及此”出現在較為固定的語境來看，三者的語用功能相當於通用中文“鑒於”

的連詞用法，多用於書面語中，其語義指向是說明正句行為和決策的依據、理由和原

因即“行事的理由”，且後面的行為多為或然、未然的情況，也就是即將要實施的措

施。這很符合“施政報告”這一公文的語體特色。正如王海蘭等（2021: 278）：“政
府工作報告是政府的一種公文形式……香港和澳門稱為施政報告，由特區行政長官在

每年的特區立法會上發表。政府工作報告和施政報告通常包含對政府上一年工作的回

顧以及下一年的工作計劃、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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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語言大學 BCC語料庫 3顯示，通用中文“有見”整體使用的粘合度並不高，

而是突出“見”的實詞功能。《孔子家 ·本命解》云：“人生三月，然後有見。”指
新生兒在三個月的時候不但“能見”，而且“有見”，能“識人顏色，知人喜”了；

“見於”則指明存在的地方，如“患者多見於中老年，右腎上腺多見，而雙側少見。”

語料顯示“有見於”多與“此”粘黏使用，如“中國文人也早有見於此。”；而“有

見及此”只有 10個用例，其中 4個用例的語料來源於香港人馬榮成的著作。少數用例
有上述表示因果的情況，並不單獨使用，且前面有主語。如“樂山一帶雖並不冷，夜

來也是寒氣逼人，聶風有見及此，忙拿起床上唯一的被子，正想遞給他。”

古漢語中“見”可表示出現、被看見，這個義項後來寫作“現”。刁晏斌（2015: 
357–359）談到港澳的“有 +VP”使用特徵之一是“古舊”色彩濃厚。“另外，還有
一些已經或趨於凝固的形式，雖非文言所有，但也有比較濃重的書面語色彩。比如動

詞‘指’在香港用得比較多，義為‘指出、指責、指控’等，此詞在帶賓語時，有時

加‘有’，從而構成‘有指’的固定組合形式，用例相當多見。與‘有指’相類的還

有‘有傳’‘有見’等。”

可知“見”與“有”固定為“有見”這個組合，語義上保留了“出現”，但弱化

了實詞功能，成為句間連詞。而“有見於”“有見及此”應該是在“有見”基礎上演

化得來，結構上前一部分多連接某一種情況的出現，後一部分則給出相應的決策行為。

所以港式中文“有見”“有見於”“有見及此”多出現在香港公務領域，帶有濃

厚書面語色彩，且與“鑒於”“鑒於此”“有鑒於此”錯綜為文，這在通用中文裏比

較少見。

2.2. 特有副詞“有否”

通過 LIVAC檢索“有否”，其詞條分佈區域顯示：香港使用率高達 80.9%，澳門
使用占比為 15.5%，北京和上海使用率合為 1%。可見，“有否”在通用中文中非常少
見，但在港式中文裏是一種突出的語言現象。

刁晏斌（2015: 360）談到“有冇（有無）+VP”常見於方言色彩濃厚的句子中，
但“有否+VP”多用於方言色彩相對較淡的一般語境，而“有否+VP”的出現是以“否”
代替了“有無 +VP”中的“無”。不過未對“有否”進行詳細考察。田小琳（2021: 
128–129）列舉了港式中文裏的特有副詞“會否”且與通用中文“是否”進行比較，也

3 該段中的例句均出自北京語言大學 BCC語料庫（http://bcc.blcu.edu.cn/），為行文簡潔，不再標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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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有否”的考察。現有的公文語料中確實未見“有冇”與“有無”的使用，“有

否”的使用卻相當豐富，主要表現為其後可接動賓 /補、名詞 /名詞短語以及與“會
否”“是否”錯綜為文。

2.2.1. “有否”+ 動賓 / 補

例（8–12）中的“有否”後多接動賓、動補結構，在句法功能上充當副詞。呂叔
湘談到“是否”可用在賓語小句或主語小句，全句不是問句。下例中的“有否”可用

通用中文的“是否”替換。“有否重建或整合”就是“是否重建或整合”；“有否濫

收水費”就是“是否濫收水費”；“有否完成該課程”就是“是否完成該課程”；“有

否遵從檢測公告”就是“是否遵從檢測公告”；“有否受損”就是“是否受損”。

(8) 研究有否重建或整合區內現有“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或設施的空間，以
推動“一地多用”。（2020年施政報告，第 37頁）

(9) 差餉物業估價署和水務署於 2023-24年度完結前聯合造訪約 4000個“劏房”
戶，以加強執行“劏房”租務管制和視察有否濫收水費。（2022年施政報告，
第 60頁）

(10) 最高就讀程度（Highest level attended）：指受訪者在院校修讀達到的最高教
育水準，不論他 /她有否完成該課程。（2011年人口普查報告，第 108頁）

(11) 政府會繼續全力追蹤曾到過有關地方並可能受感染人士，並嚴肅跟進相關人
士有否遵從檢測公告。（新聞公報 2022年 9月 12日）

(12) 局長在宣告某註冊醫生所發出的指明豁免證明書失效前，須考慮所有相關因
素，包括疫苗通行證制度是否出現紕漏或其穩健性有否受損。（新聞速遞

2022年 10月 25日）

“有否”還可連接狀中結構。

(13)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抵港人士“0+3”安排運作暢順，惟因措施牽涉不少
改動，或帶來不肯定因素，政府會監察疫情有否反彈，市民也應遵守防疫規

例。（新聞速遞 2022年 9月 27日）

以上的港式中文特有副詞“有否”在句法功能上充當狀語，其後所接成分無論為

動賓 /補還是狀中結構，主要的語義功能都是判斷動作是否完成。

2.2.2. 有否 + 名詞 / 名詞短語

“有否”後還可加名詞或名詞短語，如例（14–16）的“有否空間”“有否報酬”
“有否一些特別的規定”，這種用法在通用中文中十分彆扭，可用“有無”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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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正密切監察香港迪士尼樂園現行的擴建計劃，並會探討樂園有否空間作
下一階段發展。（2018年施政報告，第 37頁）

(15) 培訓過程中有否報酬？預計完成培訓後什麼時候會開始執行任務？（新聞公
報 2022年 10月 2日）

(16) 你們職方部門有否一些特別的規定，可能由公院發出的“免針紙”，會否有
甚麼特別規定予公務員？（新聞公報 2022年 10月 22日）

2.2.3. “有否、會否、是否”錯綜為文

港式中文“有否”在公務領域還存在與“是否”“會否”錯綜為文。根據語料顯

示，其在“答記者問”這一語境中出現頻率極高，如例（17–20）：

(17) 記者：局長，想問剛才你提到香港體育館嚴重事故的調查進度，調查舞蹈員
合約的進度如何？是否涉及假自僱的情況？若是假自僱，對檢控工作有何影

響？今日有報導指大埔有特殊學校有虐兒事件，當局有否進行調查？未來會

否抽查特殊學校宿舍看看有否相關情況？（新聞公報 2022年 10月 2日）
(18) 記者：有否老師已被停職？教育局有否派代表到校董會介入？（新聞公報

2022年 10月 3日）
(19) 記者：局長，想問該 100億元的配對基金，有否初步了解大學方面的反應？

因為提出希望至少有 100支團隊可以創建出來，會否有哪麼多團隊呢？（新
聞公報 2022年 10月 23日）

(20) 有否研究如何縮短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新聞公報 2022年 10月 26日）

例（17）“是否涉及假自僱的情況？若是假自僱”。用“是否”提問，用“若是”
來假設肯定答案；同樣的句式在例（20）中為“有否研究如何縮短兒童及青少年精神
科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例（20）把“是否”
換成“有否”來發問，同樣用“若有”來假設肯定答案，“若否”來假設否定答案。

可見，“是否”與“有否”所承擔的語義和語法功能完全相同，可交替使用。

“有否”與“是否”能交替使用，與“會否”亦然。甚至還能同時出現在一個句

子中，如例（17）“未來會否抽查特殊學校宿舍看看有否相關情況？”按照通用中文
的表達可改為“未來是否要抽查特殊學校的宿舍以了解相關情況。”因為前面已經用

“會否”發問，後面繼續使用功能相當的“有否”顯得行文重複。“有否”在發問語

境下，還可置於句首，如例（18）和例（20）。

田小琳（2021: 128–129）：“港式中文常使用‘會否’一詞，與‘是否’意思相
近，不過‘會否’除了有‘是否’的意思外，大多數情況下還同時表示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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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會’的功能，相當於通用中文‘是否會’的意思。”據此，“有否”除了表達“是

否”的意思以外，還兼有“有”的功能，相當於通用中文“是否有”的意思。我們對

例（17）、例（19）用通用中文的表達進行替換，發現“有否”中的“有”更多的是
對已然情況的發問，而“會否”中的“會”含有對未然情況的一個預判發問。

港式中文：當局有否進行調查？未來會否抽查特殊學校宿舍看看有否相關情況？

通用中文：當局是否有進行調查？未來是否會抽查特殊學校宿舍看看是否有相關

情況？

港式中文：有否初步了解大學方面的反應？因為提出希望至少有 100支團隊可以
創建出來，會否有哪麼多團隊呢？

通用中文：是否有初步了解大學方面的反應？因為提出希望至少有 100支團隊可
以創建出來，是否會有哪麼多團隊呢？

從上可知，在相同的語境下，港式中文常用“有否”，通用中文書面語常用“是

否”。但通用中文的“是否”不可帶名詞性成分，而港式中文“有否”後可帶名詞成

分。所以，港式中文“有否”“是否”“會否”存在錯綜為文的情況。

2.3. “有信心”句式

趙春利、石定栩（2014: 29）：“標準中文的連謂結構表示的是主體的主觀信心，
主體認為能夠主動實現某種未然行為，因此，其後續謂語必須是表示肯定的；而港澳

臺中文的連謂結構中，儘管後續謂語以肯定性的為多，但也可以出現否定性的……有

一種防患於未然的自信力。”不過，我們考察了“有信心”句式在香港公務領域的使

用情況，其中的連謂結構並未出現“否定性”的情況。且含有連謂結構的“有信心”

句式較少，從現有語料中只找到 3例，如下：

(21) 在這方面我們很有信心可以控制猴痘的傳播。（新聞公報 2022年 9月 13日）
(22) 所以十一月的金融峰會，我們很有信心可以辦得成功。（新聞公報 2022年

10月 5日）
(23) 標題：載荷專家選拔港有信心推薦人才（新聞速遞 2022年 10月 8日）

與通用中文不同的是，港式中文“有信心”句式中的連謂結構後出現表可能情態

的“可以”，強調對未然事件的預測。例（21）強調“有信心可以控制猴痘的傳播”、
例（22）強調“有信心可以辦得很成功”。而通用中文一般不會出現這種表示客觀情
況的情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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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春利、石定栩（2014: 32）明確指出，通用中文的“有信心”不具有帶賓語小句
的能力，並且港式中文“有信心”帶的賓語小句也有一定數量的“否定形式”和數量

不多的“被動句”。我們也發現，港式中文在公務領域的“有信心”後面亦可帶賓語

小句，且頻率遠高於連謂結構，但未見“否定形式”和“被動句”的情況。其語義指

向為主語的動作主體對賓語小句所描述的事件“有信心”，而賓語小句的主語對象常

常是“香港”或“香港 XX”。這是受公文這一特殊語體的影響。如例（24–27）：

(24) 我們推動和支持文化交流活動，向全世界觀眾展示精彩及具特色的節目，以
說好香港故事。在國家全力支持下，我非常有信心香港的文化藝術生態將繼

續蓬勃發展。（新聞公報 2022年 9月 30日）
(25) 香港有這個基本條件能夠推薦合格的載荷專家給國家去進一步選拔，所以我

們有信心香港能夠推薦出合格的人才。（新聞公報 2022年 10月 8日）
(26) 我的願景是讓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抱有希望、感到幸福，有信心香港這個

家是一個富公義、有法治、享文明、安全、富足、仁愛和有良好管治，具發

展潛力的國際都會。（2017年施政報告，第 70頁）
(27) 我很有信心香港能夠成功舉行另一項精彩的國際盛事。（特首講話 2022年

11月 4日）

“有信心”句式賓語小句的主語對象還出現了人稱代詞“他、他們”還有數量名

詞，如例（28–31）：

(28) 陳茂波說：周福安先生在商界有廣泛經驗，並積極參與不同公職，我有信心
他將為證監會的工作作出寶貴貢獻。（新聞公報 2022年 10月 17日）

(29) （許正宇）我們有信心五名新委員憑藉其在金融服務範疇的背景和經驗，將
對覆檢委員會的工作作出貢獻。（新聞公報 2022年 10月 27日）

(30)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表示，相關官員具備出色領導和管理才能，有信
心他們能在新崗位為市民提供專業高效的服務，帶領有關部門面對挑戰。（新

聞速遞 2022年 9月 9日）
(31) 我有信心他們重臨香港之時，亦會有同樣，甚至更好的印象。（新聞速遞

2022年 9月 24日）

此外，賓語小句的主語對象還可以某一稱謂為主，且後常接客觀情態動詞

“會”，這可能是主體對實施方能夠出色完成任務而充滿信心，並有篤定的含義，

如例（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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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他有信心局方會儘快完成研究並實行，幫助市民接受培訓後投身職場，解決
不同行業人手短缺的問題。（其他人員講話 2022年 10月 22日）

(33) 我有信心，鄉議局和各位鄉賢會繼續與政府同心協力，為祖國、為香港、為
新界的福祉努力，盡展所長。（特首講話 2022年 9月 23日）

(34) 我有信心，浙聯會在新一屆理事會和陳仲尼會長的帶領下，一定會繼續為國
家和香港的未來發展盡心盡力，推進發展，共同為祖國和香港譜出更美好的

新篇章。（特首講話 2022年 9月 23日）

3. 兩點結論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文章創新之處在於挖掘出了港式中文“有”字結構在公務領

域的 3個特殊使用情況。從考察的結果來看，重點對“有見及此、有見於、有見”“有
否”“‘有信心’句式”與目前研究未涉及到的情況進行了詳細描寫，我們得出兩點

結論。

3.1. 港式中文“有見及此、有見於、有見”與“有否”出現在公務領域的頻率較高

相較於其他領域的使用，港式中文“有見及此、有見於、有見”與“有否”在公

務領域出現頻率較高，帶有較濃厚的“公文色彩”。語料顯示“有見、有見於、有見

及此”多出現在施政報告中，在新聞類語料中較少見甚至不見。句法功能上相當於句

間連詞，語義與通用中文的“鑒於”相當，用來說明正句行為和決策的依據、理由和

原因。可見“有見、有見於、有見及此”很符合“施政報告”的公文特色，是香港一

種比較獨特的公文用語。

“有冇（有無）+VP”是粵語典型、傳統的正反問並列式形式，經常出現在方言
或方言色彩濃厚的句子中。而代替“有冇”的“有否”則常用於香港公務領域當中，

現有的公文語料未見“有冇”“有無”的使用。“會否”是一種特有的港式中文副詞，

“有否”還存在與“是否”“會否”錯綜為文的情況。

3.2. 港式中文“有信心”句式更傾向出現在講話中

考察發現，港式中文“有信心”句式更傾向於在“講話”類的語料中使用，常見

表達是“有信心”後帶賓語小句，表示主體對賓語小句所描述的事件有信心，而賓語

小句的主語對象多為“香港”或“香港 XX”、他（他們）以及以某一稱謂。主語對
象是“香港”等的發言人為特首等表達對香港美好發展的願景。主語對象是“某一稱

謂”時，後續出現的客觀情態動詞“會”較多，這可能是對實施方能夠完成目標任務

充滿信心並有篤定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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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港式中文在公務領域的考察有待於我們繼續開墾，相信該領域的研究

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展示港式中文的前世今生，並補充早期現代漢語史的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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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ucture of You ‘have’ in Hong Kong Chinese
in the Public Service Field

Wen Re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you structure is a common feature of Hong Kong Chinese and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extensive study. However, little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on its use in the public service 
field. This paper focuses on aspects of the you structure that have not been covered by existing 
research.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phrases you jian, you jian yu, you jian ji ci and you fou are 
frequently used in the public service field, where the writing style is formal. The phrase you xinxin 
is more likely to appear in speeches and is not followed by clauses with negative objects, which is 
used to express a vision of a bright future for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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