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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最新計劃：上月構思

在未來三個月逐步開展以下新發展，以配合擴展日後的公民
教育工作和提升用家體驗：

重整社交媒體平台（ 2024年10月開始）；

開展專題研究及推廣慎思活動（ 2024年10月開始）；

重新設計網頁（ 2024年12月左右）；

重組數據查冊平台（2025年1月開始） ；及

優化會員制度（包括優先閱讀部份民研最新結果、研究資訊、專家
評論和民研教材，以及獲取會員專訊和與研究團隊互動交流）

3



香港民研最新計劃：最新進度

 重組數據查冊平台：儘早發放 2024 施政報告即時調查的所有定量測試題目，供市民付費
下載，包括施政報告滿意度、施政報告評分、特首評分、特首假設性投票、政治、經濟、
及民生狀況評價，以及三項開放式問題質性數據集（包括市民對施政報告期望、市民最關
心議題、及盛事經濟

 推廣慎思活動：10月21日邀請香港民研組群篩選慎思題目，可能包括人口政策和其他在施
政報告提及的問題；10月28日，邀請香港民研組群成員參與網上慎思討論；11月初舉辦第
二次線上慎思民調

 開展專題研究：以人口政策為主軸，探討不願生育的原因、認識伴侶的渠道、以及各種環
境和性取向因素等影響

 重整社交平台和重新設計網頁：已經開始，會陸續推出

 優化會員制度：已經確定會讓會員優先閱讀專家評論和民研教材，以及把會員納入民研諮
詢機制

4



發佈會流程

香港民研最新計劃

施政報告即時調查

 對施政報告的評價

 特首在發表施政報告後的即時民望變化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質性意見分析

 施政報告期望

5



樣本資料 - 施政報告即時調查

 調查日期：16/10/2024

 訪問對象：18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

 調查方法及樣本數目：626個成功樣本，包括——

(1a) 126個隨機抽樣固網電話訪問樣本

 (1b) 133個隨機抽樣手機電話訪問樣本

 (2) 90個透過隨機抽樣電話短訊邀請市民參與網上調查

 (3) 277個透過電郵邀請「香港民研意見群組」中的「香港市民代表組群」參與網上調查

 實效回應比率：58.8% (撇除意見群組樣本)

 抽樣誤差：在95%置信水平下，百分比誤差不超過+/-5%，淨值誤差不超過+/-8%，評分誤差不超過+/-3.2

 加權方法： 首先將隨機抽樣固網和手機電話樣本以「反覆多重加權法」按政府統計處提供的統計數字作出調

整。相關變項包括：年齡及性別、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及經濟活動身分，以及兩個隨機抽樣架的比重，

比例設為1:1，並由此計算出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樣本的政治取向和政治狀況評價。然後，再將所有四個抽樣架

以「反覆多重加權法」重新作出調整。相關變項包括：年齡及性別、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及經濟活動

身分，相關數字由政府統計處提供；政治取向和政治狀況評價的相關數字由第一個步驟得出；四個抽樣架的

比重，比例設為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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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對施政報告的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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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22 25/10/2023 16/10/2024 最新變化 紀錄

滿意率 34% 34% 27% ▼ 7%* 2021年10月以來新低

不滿率 31% 40% 40% -- 2021年10月以來新高

滿意率淨值 3% - 6% - 13% ▼ 7% 2021年10月以來新低

評分 51.1 44.4 42.4 ▼ 2.0 2021年10月以來新低

撇除不清楚施政報告內容的受訪者後，27%受訪者表示滿意施政報告，40%不
滿，滿意淨值為負13個百分點，平均量值為2.7分，即整體上接近介乎「幾不
滿」和「一半半」之間。以0至100分計，平均分為42.4分。數據顯示市民對今
次施政報告的評價略較去年差，亦是特首李家超三年任期內最差。

* 顯著變化

# 已撇除未聞／不知道施政報告內容而沒有作答的被訪者



對施政報告的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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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 第二份 第三份 第四份 第五份 第六份 第七份 第八份

董建華
(1997-2005)

滿意率淨值 31% -14% 6% -6% 1% -5% -8% 18%

淨值變化 ▼44% ▲19% ▼11% ▲6% ▼6% ▼3% ▲26%

評分 57.3 55.2 56.7 51.6 49.3 56.3 

評分變化 ▼2.1 ▲1.5 ▼5.1 ▼2.3 ▲7.0 

曾蔭權
(2005-2011)

滿意率淨值 39% 8% 42% 4% 2% 22% 28%

淨值變化 ▲21% ▼31% ▲34% ▼38% ▼2% ▲20% ▲7%

評分 66.4 55.8 65.2 53.8 53.5 58.9 59.1 

評分變化 ▲10.1 ▼10.5 ▲9.4 ▼11.4 ▼0.3 ▲5.4 ▲0.3 

梁振英
(2013-2017)

滿意率淨值 11% 5% -5% -20% 5%

淨值變化 ▼17% ▼6% ▼10% ▼15% ▲25%

評分 56.4 54.1 49.5 41.1 52.3 

評分變化 ▼2.7 ▼2.3 ▼4.6 ▼8.4 ▲11.2

林鄭月娥
(2017-2021)

滿意率淨值 34% -1% -47% -46% -25%

淨值變化 ▲29% ▼34% ▼47% ▲2% ▲20%

評分 62.4 48.5 29.7 27.2 34.2

評分變化 ▲10.1 ▼13.9 ▼18.8 ▼2.6 ▲7.0

李家超
(2022-)

滿意率淨值 3% -6% -13%

淨值變化 ▲28% ▼9% ▼7%

評分 51.1 44.4 42.4

評分變化 ▲16.9 ▼6.7 ▼2.0

# 已撇除未聞／不知道施政報告內容而沒有作答的被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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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整體嚟講，你對特首李家超/林鄭月娥/梁振英/曾蔭權/董建華今日發表嘅施政報告滿唔滿意？

註 1：2003年施政報告的即時反應調查分2天進行，本圖表只列舉首天錄得的統計數字，以作直接比較分析之用。

董建華施政報告系列 曾蔭權施政報告系列 梁振英施政報告系列 林鄭月娥施政報告系列

# 「不滿意率」百分比以負向表示

* 撇除未聞施政報告數字

李家超施政報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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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年份

施政報告即時評分及認知率 

認知率 # 評分

# 不包括意見群組樣本

* 撇除未聞施政報告數字

題目：請你對特首林鄭月娥/梁振英/曾蔭權/董建華今日發表嘅施政報告嘅滿意程度進行評分，0分代表非常不滿，100分代表非常滿意，  

50分代表一半半，你會畀幾多分今年嘅施政報告？

註 1：2003年施政報告的即時反應調查分2天進行，本圖表只列舉首天錄得的統計數字，以作直接比較分析之用。

註 2：施政報告評分調查始於1999年董建華第三份施政報告

董建華施政報告系列 曾蔭權施政報告系列 梁振英施政報告系列 林鄭月娥施政報告系列 李家超施政報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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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即時評分及零分比率

0分比率 評分

* 撇除未聞施政報告數字

題目：請你對特首林鄭月娥/梁振英/曾蔭權/董建華今日發表嘅施政報告嘅滿意程度進行評分，0分代表非常不滿，100分代表非常滿意， 

50分代表一半半，你會畀幾多分今年嘅施政報告？

註 1：2003年施政報告的即時反應調查分2天進行，本圖表只列舉首天錄得的統計數字，以作直接比較分析之用。

註 2：施政報告評分調查始於1999年董建華第三份施政報告

董建華施政報告系列 曾蔭權施政報告系列 梁振英施政報告系列 林鄭月娥施政報告系列 李家超施政報告系列



發表施政報告後的即時特首民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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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著變化

第一份 第二份 第三份 第四份 第五份 第六份 第七份 第八份

董建華
(1997-2005)

評分 66.1 56.1 54.3 50.7 50.6 47.3 44.6 48.4

評分變化 ▲0.3 ▲0.3 ▲0.3 ▲2.5* ▲2.2* ▲0.7 ▲1.7* ▲1.2

曾蔭權
(2005-2011)

評分 67.4 59.8 64.4 53.9 54.2 56.2 50.6

評分變化 ▼0.6 ▼3.1* ▼1.4* ▲1.2 ▼1.0 ▲0.8 ▲2.2*

支持率淨值 65% 36% 48% 10% 8% 0% -41%

淨值變化 ▼3% ▼12%* -- ▲5% ▲1% ▲1% ▲4%

梁振英
(2013-2017)

評分 52.2 48.9 44.8 37.0 41.7

評分變化 ▲3.3* ▲3.3* ▲4.2* ▼0.5 ▲0.4

支持率淨值 -11% -24% -35% -54% -57%

淨值變化 ▲9%* ▲7%* ▲4% ▼10%* ▼13%*

林鄭月娥
(2017-2021)

評分 61.1 47.6 22.7 26.8 30.5

評分變化 ▲1.5 ▼4.7* ▲0.3 ▼4.1* ▼3.4 *

支持率淨值 23% -10% -64% -57% -48%

淨值變化 ▲13%* ▼14%* ▲1% ▼9%* ▼2%

李家超
(2022-)

評分 52.0 49.7 50.4

評分變化 ▼1.5 ▼2.9 ▼0.2

支持率淨值 9% 20% 21%

淨值變化 ▼4%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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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特首即將發表2024年施政報告，你認為首要處理的是甚麼問題？

 你認為政府應該怎樣處理上述問題？請簡單描述。

共有1,300名18歲或以上受訪者回應以上問題

14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施政報告期望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網上調查開放式問題 –施政報告期望

整理開放式問題回應的步驟

 將兩組答案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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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組答案中分別選取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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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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認為施政報告首要處理的問題

最常出現字詞

經濟 (570)

民生 (133)

政治 (81)

政府 (43)

房屋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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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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認為政府應如何處理所述問題

最常出現字詞

國安法 (82)

消費 (73)

增加 (72)

不要 (65)

減少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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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上述兩道題目的回應分別上載至系統

 指示其將內容以不同方式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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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報告期望



人才流失與人才保留人才流失與人才保留

老化人口老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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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實施零售業補貼政策，支援當地企業

o 透過財政措施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環境

o 向永久居民分發現金，刺激消費

市民提出的主要問題和建議解決方案

o 擴大獲得心理健康服務的機會，特別是針對青少年
和老年人

o 縮短心理健康治療和支援的輪候時間

o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提供心理健康問題的全面照護

o 增加老人照護資源，包括療養院和日托中心

o 為照顧者提供獎勵，並支援照顧年長成員的家庭

o 制定長期政策，滿足老齡化社會的需求。

o 改善本地就業機會，以挽留人才及防止移民

o 建立香港的正面形象，吸引外籍人士回流

o 在政府中注重用人唯才，建立公眾信心

經濟衰退經濟衰退

住房負擔能力住房負擔能力

o 增加公共住房供應，使住房更容易獲得

o 監管租賃市場，防止價格過度上漲

o 鼓勵為年輕人建造可負擔的住房選擇

心理健康支援心理健康支援

政治改革與言論自由政治改革與言論自由

o 在香港實行全面普選

o 釋放所有政治犯，恢復公眾信任

o 締造一個讓市民可以無懼地自由表達意見的環境



社會福利
和支援系統
社會福利
和支援系統

經濟穩定經濟穩定

對政府的信任對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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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許多受訪者表示對現任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缺乏信心。

o 有回應者要求政府行動要有透明度和問責性。

o 公民希望政府能聽取民意並解決他們的需求。

o 經常提到需要真正的政治改革以恢復信任。

o 對於政府干預日常生活和政治壓迫的憂慮非常普遍。

市民回答問題時的常見考量（1）

o 相當多的意見強調急需採取經濟復甦措施。

o 回應者強調降低生活成本和改善住房負擔能力的重要性。

o 高失業率和對小型企業的支援也備受關注。

o 回應者經常提到國家安全法對外商投資和當地企業的影響。

o 回應者普遍呼籲採取旨在刺激經濟成長的財政政策。

o 許多意見都集中在改善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上，特別是針對弱勢族群。

o 回應者對人口老化和需要更好的老人照護服務表示關注。

o 回應者強調要加強對低收入家庭的支援和住房援助。

o 回應者強調社區計劃和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福利的重要性。

o 受訪者經常提到需要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和設施。



長遠願景和規劃長遠願景和規劃

表達自由表達自由

21

o 一些回應者對言論和表達自由受到限制表示關注。

o 有回應者呼籲，公民應停止因害怕受到影響而進行自我審查。

o 受訪者明顯希望有一個更開放的政治環境，讓不同的聲音可以被聽到。

o 受訪者強調維護公民自由的重要性，因為這是信任的基礎。

o 受訪者普遍關心政府對待異見人士和政治活動人士的態度。

市民回答問題時的常見考量（2）

o 很多受訪者要求為香港的未來制定明確的長遠發展計劃。

o 受訪者建議應注重可持續發展，以保留香港的獨特身份。

o 受訪者表示有必要重新思考香港在大灣區及其他地區的角色。

o 教育改革對培育下一代的重要性亦經常被提及。

o 回應者強調有必要讓市民參與制訂未來的政策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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