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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4 月，解放軍攻佔南京，標誌國共內戰結束，國民黨撤出中國內

地（Hsu, 2000, p. 633）。毛澤東於 1949年 9月 12日組成新政治協商

會議，準備籌組新政府。 1949年 10月 1日，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首都定於北京（原北

平）（Spence, 2013, p. 459）。國民黨退守台灣，共產黨治理中國內

地全境（Hsu, 2000, p. 633）。 

 

1949年 9月 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採用《義

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國歌，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旗，象徵中國人民大團結。《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於 1935年，由著名

詩人田漢作詞，著名作曲家聶耳作曲。《義勇軍進行曲》氣勢磅礴，表

達了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犧牲自己的決心，表達了中國人民勇敢、堅

決、團結抗擊外來侵略的優良傳統。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決定，正式採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歌。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

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正式賦予國歌以憲法地位。國歌同國旗、

國徽一樣，是國家的象徵。 

 



 

 

 

 

 

 

 

 

 

 

 

 

 

 

 

 

 

 

2020 年 6 月 12 日，《國歌條例》在香港正式刊憲生效，標誌着特區政

府根據《基本法》，完成在本地實施《國歌法》的憲制責任。特區政府

表示，「這次立法的核心精神是希望市民大眾能尊重作為國家象徵和標

誌的國歌，並就奏唱國歌的標準、禮儀和場合提供指引。至於法例所定

的罰則只為防止和懲治一些不當使用或存心侮辱國歌的行為。只要市民

大眾沒有不當使用國歌或進行公開、故意及有意圖侮辱國歌的行為，是

毋需擔心誤墮法網的。」 

 

《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條例》）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在香港

正式刊憲生效。特區政府表示：「這次修訂法例的根本原則和精神是

『尊重』，尊重我們的國家，尊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國旗及

國徽，並就國旗及國徽的使用、禮儀、教育和推廣作出明確規定。就一

些意圖侮辱國旗或國徽、公開及故意作出侮辱國旗或國徽行為的人，

《條例》保留相關的刑責和罰則並加以清晰化，予以懲治阻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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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标志着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撤出中国

内地（Hsu, 2000, p. 633）。毛泽东于 1949年 9月 12日组成新政治协

商会议，准备筹组新政府。1949年 10月 1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宣布北京（原北平）

成为新首都（Spence, 2013, p. 459）。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治理

中国内地全境（Hsu, 2000, p. 633）。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采用

《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国歌，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 1935年，

由著名诗人田汉作词，著名作曲家聂耳作曲。《义勇军进行曲》气势磅

礴，表达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牺牲自己的决心，表达了中国人民勇

敢、坚决、团结抗击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1982年 12月 4日，第五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正式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 3月 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国歌同

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2020年 6月 12日，《国歌条例》在香港正式刊宪生效，标志着特区政

府根据《基本法》，完成在本地实施《国歌法》的宪制责任。特区政府

表示，「这次立法的核心精神是希望市民大众能尊重作为国家象征和标

志的国歌，并就奏唱国歌的标准、礼仪和场合提供指引。至于法例所定

的罚则只为防止和惩治一些不当使用或存心侮辱国歌的行为。只要市民

大众没有不当使用国歌或进行公开、故意及有意图侮辱国歌的行为，是

无需担心误堕法网的。」 

 

《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条例》）于 2021年 10月 8日在香港

正式刊宪生效。特区政府表示：「这次修订法例的根本原则和精神是

『尊重』，尊重我们的国家，尊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和标志的国旗及

国徽，并就国旗及国徽的使用、礼仪、教育和推广作出明确规定。就一

些意图侮辱国旗或国徽、公开及故意作出侮辱国旗或国徽行为的人，

《条例》保留相关的刑责和罚则并加以清晰化，予以惩治阻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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