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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最新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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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月份電話民調數據
七月份定期電話調查的付費數據項目已全部上載
至香港民研網頁， 供市民選購；目前平台的數據
產品已超過1,100項（涵蓋15個調查系列41個調
查項目），當中893項為免費下載， 240項為收
費項目；市民加入香港民研成為會員可享半價優
惠，最低定價$100

 二）持續更新民情指數
 數字反映，香港出生者的民情指數偏低，最新數
字錄得101分，勉強高於正常水平值（100）；而
不論是租樓或自置物業者，最新民情指數都相當
接近，介乎107至111，有別於以往租住私樓市民
的民情指數相對較低的情況。

 三）發布2023年新聞自由指數調查




《2023年度新聞自由指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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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民研繼續受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委託，進行新聞自由指數調查，提
問涵蓋新聞自由程度評價、傳媒批評各方的顧忌程度、傳媒面臨的具體問
題、法律保障及監察功效等。

 2023年度報告全文已於8月20日在香港民研網頁發布

 成功樣本數目：1,007位18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251位新聞從業員

 2023年度新聞自由指數（0至100分）

o 公眾：42.2分；新聞從業員：25.0分

 摘要

o 新聞從業員的新聞自由指數於2019至2021年間接連錄得明顯跌幅，由40.9

分急挫至26.2分，至今繼續在低位徘徊。最新錄得的25.0分，更創下有紀
錄以來新低。至於公眾新聞自由指數，儘管2018、2019年度曾錄得明顯跌
幅，但2013年至今一直游走在40至50分之間，與新聞從業員的數字拉開了
明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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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相比一年前，表示最關心經濟問題比率顯著上升15個百分點，創2009年6月以來

新高，你估計是甚麼原因？

相比一年前，表示最關心民生問題比率則顯著下跌10個百分點，創2008年12月

以來新低，你估計是甚麼原因？

相比一年前，表示最關心政治問題的比率輕微下跌4個百分點，變化並未超出抽

樣誤差，你估計是甚麼原因？

共有566名12歲或以上受訪者回應以上問題

9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最關心社會問題



  整理開放式問題回應的步驟

  將三組回應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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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組回應中分別選取約50個於原始樣本中最常出現的字詞；

  使用「HTML5 Word Cloud」製成文字雲 (word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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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最關心社會問題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估計關心經濟問題比率顯著上升原因

最常出現字詞

政府 (63)

明顯 (41)

政治 (36)

疫情 (25)

結業 (25)

^ 括弧內數字代表該字詞於
此組別回應中的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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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估計關心民生問題比率顯著下跌原因

最常出現字詞

經濟 (116)

政府 (107)

改善 (36)

生活 (31)

經濟問題 (26)

^ 括弧內數字代表該字詞於
此組別回應中的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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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估計關心政治問題比率輕微下跌原因

最常出現字詞

政府 (53)

國安 (50)

國安法 (44)

改變 (34)

環境 (20)

^ 括弧內數字代表該字詞於
此組別回應中的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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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erplexity AI 歸納開放式問題回應

  將上述三個範疇的回應分別上載至系統

  指示其將內容歸納成三個組別

 Perplexity AI以英文回應後，透過DeepL翻譯器直譯成中文

請以英文版本為準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最關心社會問題



個人經濟掙扎
與日常生活的顧慮

政治不穩定及
其對經濟的影響

經濟環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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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許多零售商店倒閉，反映經濟衰退

o 失業和減薪影響了大部分勞動人口

o 經濟狀況被認為是自 2009年以來最差的

o 通貨膨脹不斷上升，使得日常生活日益困難

o 整體經濟前景仍然悲觀不明朗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估計關心經濟問題比率顯著上升原因

o 《國家安全法》導致投資者失去信心

o 緊張的政治局勢導致人才和資金紛紛逃離香港

o 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重視掩蓋了經濟復甦的努力

o 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損害經濟前景

o 許多市民認為政治問題蓋過了他們對經濟的關注

o 經濟衰退對就業和消費造成直接影響

o 生活費用的增加對家庭預算和財務穩定性造成壓力

o 由於當地的經濟狀況，許多人的消費習慣轉移到中國大陸

o 失業和財務不穩定的恐懼在居民中普遍存在

o 每日觀察到的經濟掙扎，例如商店關閉，更增加了他們的憂慮



改變中的社會動態
與文化價值觀

政治幻滅與冷漠

經濟優先於
民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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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受訪者將眼前的經濟穩定放在較廣泛的社會議題之上

o 生活費用不斷上漲，分散了對其他迫切問題的注意力

o 對失業的恐懼導致對經濟生存的關注

o 對政府效能的失望降低了對生計討論的興趣

o 移民趨勢減少當地人對社會議題的參與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估計關心民生問題比率顯著下跌原因

o 對政府的廣泛不信任減少了公眾參與

o 由於擔心發表意見會引起反響，因此不願意討論社會議題

o 許多人認為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他們的聲音是無效的

o 缺乏真正的代表性導致對公共福利的冷漠

o 威權主義的觀念使公民不願參與社會討論

o 文化變遷強調個人生存而非集體福利

o 社區參與減弱，導致孤立感

o 鬥爭的正常化降低了解決社會問題的迫切性

o 媒體報導減少，造成對社會問題的錯誤安全感

o 世代變遷導致年輕公民與當地問題的聯繫減少



影響政治優先順序與
參與的社會經濟因素

公眾對政治的絕望
和冷漠情緒

政治環境與
公民參與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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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由於害怕受到《國家安全法》的影響，政治表達受到壓制

o 政府壓迫不鼓勵公民公開討論政治議題

o 公民將穩定視為優先於個人自由，因而產生逆反心理

o 缺乏重大的政治事件，使公眾日益感到冷漠

o 普遍認為政府忽視公民，增加了無力感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市民估計關心政治問題比率輕微下跌原因

o 許多人對政治變革深感無望，導致更多人脫離政治

o 由於公民認為參與政治最終是徒勞無功的，因此政治冷漠變得正常化

o 移民趨勢使人們不再關注政治問題，因為關注政治的人都離開了

o 越來越多的玩世不恭導致許多人相信政治狀況不可能改善

o 由於擔心法律後果，人們在討論政治時更加謹慎

o 文化變遷強調個人生存而非集體福利

o 社區參與減弱，導致孤立感

o 鬥爭的正常化降低了解決社會問題的迫切性

o 媒體報導減少，造成對社會問題的錯誤安全感

o 世代變遷導致年輕公民與當地問題的聯繫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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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35號報告–民情指數之按政治陣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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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36號報告–民情指數之按社會階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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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37號報告–民情指數之按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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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38號報告–民情指數之按公民社會活躍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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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39號報告–民情指數之按出生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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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40號報告–民情指數之按房屋類型及擁有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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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41號報告–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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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41號報告–結語

 從第七次綜合報告中，撇除一次民情指數宏觀分析，五個人口變項（即政治

陣營、社會階層、公民社會活躍程度、出生地、房屋類型及擁有權）的變化

都呈同步上落，顯示各項民情因素對各個人口組別所產生的作用基本相同。

 但論及高低層次的話，就以政治陣營支持者和出生地的層次最為分明，尤其

是在最近十年，民主派支持者和建制派支持者的差距更長期達到七十分以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按社會階層、公民社會活躍程度和房屋類型及擁有權的

分析中，在最近一次調查中都出現差距明顯收窄的情況，但長遠走勢仍需觀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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