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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民情指數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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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中期民情總結系列」

 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研）在去年六月啟動「一國兩制25周年中期

民情總結」，連同今日發表的「民情指數25年」，一共25份報告，香

港民研為一國兩制前半發展留下歷史數據的任務亦告結束。

 七月之後，香港民研會修訂「民情指數」的量化方法和發放方式，以

涵蓋現任特首的任期，和量化不同市民群組對香港社會的情緒反應，

詳情會在七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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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及基本概念

 香港民研在2012年制定「民情指數」（PSI），目的在於量化香港市民

對香港社會的情緒反應，以解釋及預視社會出現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民情指數包涵了「政通」和「人和」兩個概念，分別以「政評數值

（GA）」和「社評數值（SA）」顯示。政評數值泛指市民對整體政

府管治的表現評價，而社評數值則泛指市民對整體社會狀況的評價。

 民情指數由十項民意數字組合而成，數據來源始於1992年7月，累積數

據超過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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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及基本概念

在「政通」方面，政評數值涵蓋4條具指標作用的問題，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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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評數值（GA）

GA1：請你對港督彭定康／特首董建華／特首曾蔭權／特首梁振英／特首林鄭月娥嘅支持程度
給予評分，0分代表絕對唔支持，100分代表絕對支持，50分代表一半半，你會畀幾多分港督彭
定康／特首董建華／特首曾蔭權／特首梁振英／特首林鄭月娥？

GA2：假設明天選舉特首，而你又有權投票，你會唔會選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
做特首？

GA3：你對特區政府嘅整體表現滿唔滿意？（追問程度）

GA4：整體嚟講，你信唔信任香港政府／香港特區政府？（追問程度）



目的及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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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評數值（SA）

SA1：整體嚟講，你對香港而家嘅政治狀況有幾滿意或者不滿？（追問程度）

SA2：整體嚟講，你對香港而家嘅經濟狀況有幾滿意或者不滿？（追問程度）

SA3：整體嚟講，你對香港而家嘅社會／民生狀況有幾滿意或者不滿？（追問程度）

SA4-1：請你用0至10分評價政治狀況對你滿唔滿意香港社會整體狀況有幾重要，0分代表完全唔重要，
10分代表十分重要，5分代表一般重要。你畀幾多分政治狀況嘅重要程度？

SA4-2：請你用0至10分評價經濟狀況對你滿唔滿意香港社會整體狀況有幾重要，0分代表完全唔重要，
10分代表十分重要，5分代表一般重要。你畀幾多分經濟狀況嘅重要程度？

SA4-3：請你用0至10分評價民生狀況對你滿唔滿意香港社會整體狀況有幾重要，0分代表完全唔重要，
10分代表十分重要，5分代表一般重要。你畀幾多分民生狀況嘅重要程度？

在「人和」方面，社評數值涵蓋另外6條具指標作用的問題，分別為：



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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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10條問題所得數據各自轉化成為單一數字：

GA1： 計算樣本中有效評分的平均值

GA2： 將回答「會」的百分比，減去回答「不會」的百分比，得出支持率淨值

GA3、GA4、SA1、SA2、SA3：
將五等量尺答案按照正面程度，以1分最低、5分最高量化成為1、2、3、4、5

分，再計算樣本平均值

SA4-1、SA4-2、SA4-3：
先各自計算樣本中有效評分的平均值，再將數字除以三個平均值的總和，即最
後數字總和為1

 由於各項民意數字的數據形式不同，香港民研於是先把歷年來得出的政評數

值和社評數值初值「標準化」，然後計算政評數值和社評數值的平均值，作

為「民情指數」的初值，然後再把數值標準化，得出「民情指數」。



缺數處理和數據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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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或之前，如果社評數值的6項基礎民意數字均沒有更新，香港民研會取用

同期的政評數值，經過簡單線性迴歸分析得出社評數值。

 2013年起，此方法已經停用，改為直接採用最近一次已公佈的數字。

 至於各項數據的「標準化」過程，香港民研基本是以1992年7月為起點，然後以

特首任期為標準化數據庫的轉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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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情指數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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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情指數25年

 綜合過去25年來數字，可見民情指數於2006年6月處於最高點，2020年2月處於最
低點。此外，民情指數於1997年中剛剛回歸後、2005年中至2008年中、以及2017

年底都較經常處於高位（即110點或以上）。

 相反，民情指數在2003年中、2013年中至2017年中，以及2019年中至2021年中都
經常處於低位（即75點或以下），這些都是香港社會最不安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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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情指數25年

 1997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間剛好經歷四位特首的完整任期，包括董建華、曾蔭權、
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按歷屆特首任期分析，以下為四段時期各自的平均民情指數、
政評數值及社評數值，以及各自最高和最低的民情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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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及任期
政評數值 社評數值 民情指數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最高月份 最高數值 最低月份 最低數值

董建華
(1997-2005)

93.5 96.4 92.1 9/1997 128.1 7/2003 63.8

曾蔭權
(2005-2012)

107.0 106.6 107.0 6/2006 132.8 6/2012 74.7

梁振英
(2012-2017)

79.8 78.4 70.8 11/2012 92.2 5/2016 57.1

林鄭月娥
(2017-2022)

80.3 79.3 81.4 11/2017 115.7 2/2020 45.2



調查結果–民情指數25年

 分析結果顯示，曾蔭權任內的民情指數平均值為四位特首當中最高，為107.0點。
其次是董建華，平均得92.1點，然後是林鄭月娥81.4點，最後是梁振英，得70.8點。

 曾蔭權是唯一一位平均值獲100點以上的特首，在位期間民情指數在2006年6月最
高，2012年6月則最低。至於董建華任特首期間，民情指數在1997年9月最高，
2003年7月最低，而林鄭月娥在位期間的民情指數就在2017年11月最高，在2020年
2月最低。最後，梁振英任特首期間所錄得的民情指數全數在100點以下，最高和
最低指數分別出現在2012年11月和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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