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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會流程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最新結果
¡社會狀況評價

¡信任及信心指標

¡社會及自由指標

¡開放式問題回應分析

�「民情指數第6.23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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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資料–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 調查日期：9-16/2/2024
� 訪問對象：香港民研意見群組成員

（包括「香港市民代表組群」以及「香港市民自結組群」）

� 調查方法：網上調查

� 成功樣本數目：722 (全部被訪者均為18歲或以上)
成功率：4.6%

� 抽樣誤差：在95%置信水平下，百分比誤差不超過+/-4%，淨值誤差不超過+/-7%，
評分誤差不超過+/-0.29

� 加權方法：按照 1) 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全港人口年齡及性別分佈、教育程度（最高
就讀程度）及經濟活動身分統計數字；2) 常規電話調查中的政治狀況評價及政治
取向分佈，以「反覆多重加權法」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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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社會現況評價

�社會狀況滿意率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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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5-12/1/2024^ 9-16/2/2024 最新變化

政治狀況 -6% -6% ----

民生狀況 -19% -17% ▲3%

經濟狀況 -41% -36% ▲5%

¡網上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現時政治、民生及經濟狀況的評價，最新
滿意率分別為34%、25%及19%，滿意淨值分別為負6、負17及負36個
百分點，與一個月前的網上調查結果變化不大。

^ 只包括來自18歲或以上被訪者的成功樣本



調查結果–信任及信心指標

�市民對特區政府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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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調查結果顯示，39%被訪市民表示信任香港特區政府，不信任特
區政府的則佔42%，信任淨值為負3個百分點，比一個月前的網上調
查結果顯著下跌。平均量值為2.8分，即整體上接近「一半半」。

^ 只包括來自18歲或以上被訪者的成功樣本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5-12/1/2024^ 9-16/2/2024 最新變化

信任 46% 39% ▼7%*

不信任 38% 42% ▲4%

淨值 9% -3% ▼11%*

平均量值 2.9 2.8 ▼0.1

* 顯著變化



調查結果–信任及信心指標

�市民對香港前途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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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5-12/1/2024^ 9-16/2/2024 最新變化

有信心 50% 44% ▼6%*

沒有信心 39% 49% ▲10%*

淨值 11% -6% ▼16%*

¡網上調查結果顯示，44%市民表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沒有信心的則
佔49%，淨值為負6個百分點，比一個月前的網上調查結果錄得非常
顯著跌幅。

^ 只包括來自18歲或以上被訪者的成功樣本
* 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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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核心社會指標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9-16/2/2024

法治指標 5.24

安定指標 5.19

自由指標 4.82

繁榮指標 4.57

民主指標 4.08

¡以0至10分評價，市民對五項核心社會指標的評分由高至低分別是
「法治」、「安定」、「自由」、「繁榮」和「民主」，得分分別為
5.24、5.19、4.82、4.57和4.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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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非核心社會指標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9-16/2/2024
治安指標 5.31
效率指標 5.28
廉潔指標 5.18
文明指標 5.14
社會福利指標 5.02
平等指標 4.69
公平指標 4.57

¡至於七項非核心指標中，獲最高分的為「治安」和「效率」，其次為
「廉潔」、「文明」和「社會福利」，而「平等」和「公平」的得分
則相對較低。



調查結果–自由次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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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9-16/2/2024

出入境自由 6.61
信仰自由 6.56

學術研究自由 5.32

文藝創作自由 5.17

言論自由 4.91
新聞自由 4.70

出版自由 4.69

結社自由 4.59
罷工自由 4.28

遊行示威自由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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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法治次指標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9-16/2/2024

法庭公正程度 5.22

司法制度公平程度 4.98

¡至於兩項法治次指標，法庭公正程度得5.22分，司法制度公平程度則
為4.98分。



�設有開放式問題：

¡香港民研為每位被訪者隨機抽取民主、自由、繁榮、安定、法治五項核
心社會指標其中之一，詢問給予相關評分的原因。

�整理開放式問題回應的步驟：

¡按照每項指標評分加權後的中位數，把收集到的答案分為給予較低分和較
高分的原因兩組；

¡使用「PyCantonese」進行分詞 (word segmentation)；
¡移除意義不大或只出現一次的字詞、標點符號及中英文單字；

¡在兩組原因中分別選取50個或以上於原始樣本中最常出現的字詞；
¡使用「HTML5 Word Cloud」製成 word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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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開放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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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回應–
給予較高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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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回應–
給予較低分的原因



�使用人工智能系統 Perplexity AI 歸納所收集的開放式問題回應：

¡把市民對「繁榮」及「安定」的評分原因歸類作一組，對「民主」、

「自由」、「法治」的評分原因則為另一組；

¡按照每項指標評分加權後的中位數，把各組別中的回應分成給予較

高分和較低分的原因兩大類別（合共四個組別）；

¡把四個組合的答案分別上載至系統，並指示其將內容各自歸納成三

個類別；

¡Perplexity AI以英文回應後，我們透過Google翻譯將其回應直譯成中
文，以便參考（請以英文版本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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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
開放式問題



給予較高分的原因 給予較低分的原因

� 經濟穩定及發展

¡ 居民對香港自2000年或1997年前後從混亂走向穩定持積極態度
¡ 認同中國發展加速、基礎設施先進、國際參與增加

¡ 提到內部安全評級高，社會整體穩定

¡ 積極評價「一帶一路」等倡議以及與中國大陸的先進交通連接

¡ 對政府為解決各種問題、提供自由和便利的日常生活所做的努力

表示認可

� 社會穩定與繁榮

¡ 注意到「COVID-19」後的低失業率和謹慎行為
¡ 提到社會的整體和平、穩定和繁榮

¡ 承認社會狀況相對穩定

¡ 對公民普遍自由、日常生活便利、工作機會多給予積極評價

� 基礎設施和生活水平

¡ 提到全球先進的基礎設施項目和較高的生活水平

¡ 提到基礎設施的總體先進水平和公民的物質福利

¡ 積極評價出行便利、「一國兩制」等舉措的實施以及與中國大陸

交通聯繫的改善

¡ 香港的司法制度被認為是相對公平和獨立的，法院的判決以法律

原則和證據為基礎，法院也相對獨立

¡ 市民對香港的法律制度表示信任，相信法官公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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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回應–
對「繁榮」及「安定」 所給評分的原因

� 政治和管治問題

¡ 批評政府與中國大陸立場保持一致，缺乏對香港利益的關注

¡ 對自由、民主和法治受到侵蝕的擔憂

¡ 認為政府缺乏責任感和回應能力

¡ 批評近期的政治變化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

¡ 批評政府的政策導致經濟停滯和生活水平下降

¡ 認為政府缺乏有效管治和領導

� 經濟挑戰

¡ 經濟問題，如復甦緩慢、「COVID-19」後經濟增長乏力以
及對中國經濟的依賴

¡ 對導致貧富差距、投資不足和經濟衰退的經濟政策的批評

¡ 對失業、人才外流和香港國際金融地位下降的擔憂

� 社會不穩定和公眾不滿

¡ 認為社會動蕩、執法問題、社會穩定性下降

¡ 對缺乏言論自由、新聞壓制和限制不同聲音的批評

¡ 對犯罪率上升、結案率低以及民眾整體不滿情緒的擔憂

¡ 由於害怕受到迫害或影響，認為公眾缺乏發言權



給予較高分的原因 給予較低分的原因

� 司法系統的公正性和獨立性

¡ 香港的司法制度被認為是相對公平和獨立的，法院的判

決以法律原則和證據為基礎，法院也相對獨立

¡ 市民對香港的法律制度表示信任，相信法官公正獨立

� 言論和行動自由

¡ 在法律範圍內，香港有充分的言論和行動自由，只要合

理合法，公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 只要不危害國家安全或泄露國家機密，公民有批評的自

由

� 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保護

¡ 政府強調需要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好的法律保護，強調需

要為弱勢個人提供公平的法律保障

¡ 提及在法律框架內關愛基層和殘疾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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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回應–
對「民主」、 「自由」及「 法治 」 所給評分的原因

� 對自由和法律問題受到侵蝕的擔憂

¡ 法官在政治案件中與政府立場保持一致，限制自由

¡ 對批評政府和政治言論的限制

¡ 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受到侵蝕

¡ 不公正的法律、不明確的法律規定、有偏見的法院判決

¡ 對缺乏司法獨立和不公平法律行為的擔憂

¡ 選擇性執法和對公民自由的限制

� 《國家安全法》的影響

¡ 《國家安全法》限制自由，壓制不同聲音

¡ 實施《國家安全法》後沒有自由

¡ 害怕依法表達意見的後果

� 政治氛圍和管治問題

¡ 政府加強監控導致市民自我審查和害怕後果

¡ 民主面臨挑戰，反對聲音消失

¡ 對民主倒退和政府監控增加的擔憂



發佈會流程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最新結果
¡社會狀況評價

¡信任及信心指標

¡社會及自由指標

¡開放式問題回應分析

�「民情指數第6.23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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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18號報告：
第二代民情指數系列更新

民情指數1992-2023（按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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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2017 2022

數
值

統計日期

統計日期 政評數值 社評數值 民情指數

2022年7月 109.4 104.3 110.8

2022年8月 111.9 105.3 112.4

2022年9月 111.3 105.2 112.1

2022年10月 111.3 105.2 112.1

2022年11月 110.2 104.5 111.2

2022年12月 109.8 104.5 111.0

2023年1月 113.8 104.5 112.9

2023年2月 117.8 126.8 125.4

2023年3月 112.3 126.6 122.6

2023年4月 113.2 126.5 123.0

2023年5月 115.5 123.1 122.4

2023年6月 109.5 122.9 119.4

2023年7月 111.2 109.9 114.1

2023年8月 110.2 109.8 113.6

2023年9月 111.7 109.8 114.3

2023年10月 110.8 107.8 112.9

2023年11月 112.9 107.8 113.9

2023年12月 113.4 107.7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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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19號報告：
民情指數之按政治陣營分析

不同政治陣營之民情指數走勢（2007-2023半年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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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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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下半

2011年
下半

2013年
下半

2015年
下半

2017年
下半

2019年
下半

2021年
下半

2023年
下半

數
值

統計日期
民主派支持者 建制派支持者 中間派支持者

半年期 樣本數目 民主派支持者 中間派支持者 建制派支持者

2007年下半 13,157 109.4 121.0 134.1
2008年上半 15,361 105.8 116.2 123.1
2008年下半 13,121 95.3 104.0 113.0
2009年上半 14,138 90.9 99.3 113.3
2009年下半 14,104 88.7 100.9 107.8
2010年上半 12,150 82.9 98.0 111.3
2010年下半 14,144 78.4 99.9 123.6
2011年上半 13,291 81.0 101.5 120.6
2011年下半 15,209 79.9 100.7 120.5
2012年上半 14,259 76.3 92.1 107.8
2012年下半 12,174 71.3 91.8 115.7
2013年上半 12,229 69.8 92.8 120.4
2013年下半 12,154 66.9 91.6 122.8
2014年上半 12,255 74.9 97.1 127.5
2014年下半 12,147 66.2 98.9 133.1
2015年上半 12,349 64.1 97.7 139.6
2015年下半 11,108 65.9 96.3 130.2
2016年上半 12,088 60.5 92.2 129.2
2016年下半 12,074 65.8 94.9 130.1
2017年上半 12,128 69.2 96.9 137.0
2017年下半 12,200 77.9 114.6 154.6
2018年上半 12,092 77.5 112.8 150.0
2018年下半 12,072 72.8 110.6 153.4
2019年上半 12,151 60.9 100.8 152.1
2019年下半 12,298 43.3 75.5 117.2
2020年上半 12,062 47.9 77.7 114.3
2020年下半 12,206 52.9 89.0 128.3
2021年上半 12,086 58.6 95.5 129.8
2021年下半 12,080 66.8 105.0 138.0
2022年上半 12,059 65.8 96.1 122.4
2022年下半 6,107 78.1 114.9 148.0
2023年上半 6,056 90.0 124.0 156.1
2023年下半 11,535 79.8 114.5 154.8
樣本總數 404,644 126,761 45,970 15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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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20號報告：
民情指數之按社會階層分析

不同社會階層之民情指數走勢（2007-2024半年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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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下半

2021年
下半

2023年
下半

數
值

統計日期
自稱中產 自稱中下 自稱基層

半年期 樣本數目 自稱中產 自稱中下 自稱基層

2007年下半 13,157 119.9 117.9 115.9
2008年上半 15,361 115.8 113.2 110.8
2008年下半 14,302 102.8 101.5 97.4
2009年上半 14,138 97.7 97.3 98.1
2009年下半 14,104 98.5 96.5 96.5
2010年上半 12,150 96.5 93.5 96.5
2010年下半 14,144 96.3 93.9 92.3
2011年上半 13,291 99.5 93.0 89.7
2011年下半 15,209 97.1 92.6 89.7
2012年上半 14,259 90.3 86.4 86.7
2012年下半 12,174 89.6 86.3 88.3
2013年上半 12,229 88.9 87.7 88.5
2013年下半 12,154 87.8 84.7 87.2
2014年上半 12,255 94.4 92.1 93.3
2014年下半 12,147 92.8 88.6 93.4
2015年上半 12,349 95.2 90.4 94.1
2015年下半 11,108 94.3 88.0 93.2
2016年上半 12,088 88.1 83.6 89.2
2016年下半 12,074 91.1 87.5 92.4
2017年上半 12,128 95.8 91.2 95.7
2017年下半 12,200 113.9 107.2 110.5
2018年上半 12,092 110.3 102.1 106.4
2018年下半 12,072 109.3 102.2 103.7
2019年上半 12,151 96.8 88.6 94.1
2019年下半 12,298 64.6 61.9 66.7
2020年上半 12,062 67.8 63.0 71.3
2020年下半 12,206 78.4 72.5 82.4
2021年上半 12,086 87.1 81.0 89.4
2021年下半 12,080 97.0 91.8 100.6
2022年上半 12,059 92.2 87.5 93.9
2022年下半 6,107 108.3 107.3 115.9
2023年上半 6,056 121.9 115.1 121.8
2023年下半 6,020 115.4 107.0 113.2

2024年上半（初步數字） 669 108.8 112.1 112.7
樣本總數 400,979 115,303 122,851 13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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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21號報告：
民情指數之按公民社會活躍程度分析

不同公民社會活躍程度人士之民情指數走勢（2019-2024按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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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值

統計日期

自認活躍人士 自認非活躍人士

調查月份 自認活躍人士
自認

非活躍人士

2023年1月 113.7 111.9
2023年2月 122.5 122.9
2023年3月 119.0 120.3
2023年4月 117.9 121.2
2023年5月 129.6 119.2
2023年6月 126.5 115.9
2023年7月 110.6 111.9
2023年8月 111.9 111.3
2023年9月 110.5 112.1
2023年10月 111.2 110.6
2023年11月 115.1 110.5
2023年12月 113.3 112.2
2024年1月 124.8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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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22號報告：民情指數之按性別分析

男性和女性市民之民情指數走勢（2007-2024半年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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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下半

2021年
下半

2023年
下半

數
值

統計日期
男性 女性

半年期 樣本數目 男性 女性

2007年下半 13,157 118.2 118.2
2008年上半 15,361 112.3 115.2
2008年下半 14,302 99.3 103.2
2009年上半 14,138 96.7 99.2
2009年下半 14,104 94.2 99.3
2010年上半 12,150 90.9 99.1
2010年下半 14,144 91.8 97.2
2011年上半 13,291 92.2 97.2
2011年下半 15,209 91.4 96.5
2012年上半 14,259 86.1 90.1
2012年下半 12,174 86.7 89.9
2013年上半 12,229 87.6 89.5
2013年下半 12,154 86.4 87.6
2014年上半 12,255 93.3 94.2
2014年下半 12,147 93.6 91.4
2015年上半 12,349 92.9 94.4
2015年下半 11,108 91.3 93.5
2016年上半 12,088 88.0 87.8
2016年下半 12,074 90.9 92.3
2017年上半 12,128 93.9 96.0
2017年下半 12,200 111.3 110.8
2018年上半 12,092 106.3 108.2
2018年下半 12,072 104.9 107.1
2019年上半 12,151 93.2 95.5
2019年下半 12,297 66.3 64.4
2020年上半 12,062 68.0 68.2
2020年下半 12,206 77.9 81.0
2021年上半 12,086 86.2 89.3
2021年下半 12,080 96.0 100.2
2022年上半 12,059 90.7 94.2
2022年下半 6,107 110.1 114.2
2023年上半 6,056 120.1 121.0
2023年下半 6,020 109.2 116.2
2024年上半
（初步數字）

669 104.9 118.3

樣本總數 400,978 179,633 22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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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會階層之民情指數走勢（2007-2024半年平均數）不同政治陣營之民情指數走勢（2007-2023半年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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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四次綜合報告中的四個人口變項（即政治陣營、社會階

層、公民社會活躍程度和性別）分析來看，不同政治陣營支

持者之間的民情指數差距較大，以建制派支持者屬長期心情

最正面的一群，而政治陣營之間的距離，是在2009年開始拉
開。

�至於不同社會階層、公民社會活躍程度及性別之間的差距，

則相對較小，並且相對穩定，兼且同步上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