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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會流程

⚫香港民研最新計劃

⚫網上調查質性意見分析

⚪施政報告即時調查

⚫民情指數第6.45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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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最新計劃：上次彙報

⚪ 重組數據查冊平台：即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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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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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最新計劃：最新進度

⚪ 重組數據查冊平台：即日起擱置多兩項定期調查，分別為「政治團體民望」及「紀律部隊
民望」。連同7月宣佈擱置的「行政會議成員民望」、「六四事件」和「特區成立周年」，
總共五項調查。

⚪ 推廣慎思活動：10月21日邀請香港民研組建議慎思題目，結果選擇了「支援照顧者」為慎
思主題；11月1日開始邀請香港民研組群成員參與網上慎思討論；11月6日舉辦第二次線上
慎思民調；11月28日公佈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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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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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2025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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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重新定位

⚫香港民研自 2019 年獨立運作以來經已五周年。

研究團隊反覆思考著民意研究於此時、此地的作

用。

⚫我們回溯了香港民研積累 30 多年的數據。每一

項歷史數據，都反映著社會變化，成為現在解讀

數據的關鍵比較對象。

⚫於是，我們相信數據於今天的價值，也相信唯有

繼續做，才能體現數據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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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陸續推出五個系列

1) 特別專題：不定期的網上調查。民調題目會根據大眾當前關注、政府議程、國際討論而制
訂，並務求透過民調數據深化議題討論，令到議題更立體。

2) 慎思民調：香港民研與史丹福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採用史丹福大學慎思民調的模型，進
行網上慎思民調，以分析市民對本地政策的意見。

3) 國際數據：透過比較世界各地的民調數據，可以認識國際社會，也能夠對本地的情況有更
深刻的理解。

4) 民調101：希望透過淺白語言「講數」，讓大眾更準確理解民調結果，更重要的是如何不被
民調結果誤導。

5) 客席專欄：邀請多位在學術界、傳媒界深造多年的人士，定期提供專欄分析和相關創作，
希望讓數據被看見與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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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專題」系列

⚫民研決定除定期電話民調以外，會就特定專題進行不定
期網上調查，呼應大眾關注點、政府議程、國際視野等，
務求透過民調數據深化議題討論，令到議題更立體。

⚫第一個專題，將會是關於政府近兩年力推的生育政策，
旨在以數據與讀者探討香港生育率低迷的原因，從生育
意願講及教育制度、社交文化、房屋問題等等。

⚫是次以「下一代香港人？」為題的網上調查於 2024 年
10 月 3 日至 9 日進行，以電郵邀請香港民研意見群組內
12 歲或以上長期在港的香港人參與，共有 2,496 個有效
回應。

⚫本周二已透過社交媒體發表首輪結果：「城市教育制
度」、「城市政治環境」及「城市居住空間」為港人不
欲生育的最主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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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線上慎思民調：主題篩選
8

主題 政策例子 票數

支援照顧者 提供照顧者津貼、暫託服務、24 小時支援專線等 740

推動減廢回收
增加公共回收物收集點、優化「綠在區區」、倍增
廚餘收集設施

718

振興經濟
以盛事經濟、熊貓經濟、「無處不旅遊」、開拓中
東市場、啟德體育園啟用等振興本地經濟

704

適切分配公屋資源 鼓勵舉報、收緊富戶政策、鼓勵公屋戶買居屋 658

解決劏房問題
要求劏房業主登記、推出「簡樸房」標準、實施租
金管制

631

扶貧
不再以貧窮線界定貧窮人口，而是選定了長者、劏
房戶及單親家庭為「精準扶貧」對象

601

規管網約車平台
建立發牌制度、向平台公司施加責任如為乘客購買
保險、規管司機只可透過領牌平台公司提供服務

510

鼓勵生育 以派錢、免稅額、房屋等措施鼓勵市民生育 340

推動電動車發展
資助的士及巴士購置電動車、增加充電停車位、寬
減首次登記稅

308

⚫於10月21日以網上問卷，邀請民研意見群組成

員選擇適合討論的主題（可選多項），共收集

到1,380份有效回應。以下為最多受訪者選擇的

三項主題：

⚪ 支援照顧者 (54%)

⚪ 推動減廢回收 (52%)

⚪ 振興經濟 (51%)

⚫因此，我們決定採用「支援照顧者」為是次主

討論主題。意見群組成員將於11月1日收到正

式邀請參與是次慎思民調，活動日期為：11月

6日（星期三）12:00 – 14:00

⚫史丹福大學協商民主研究中心將義務提供支援。



第二次線上慎思民調：題目初擬

⚫你認為政府現行的照顧者支援政策多大程度上有效幫助到照顧者？

⚫你認為照顧者最需要哪一個範疇的政策支援？請就以下每個範疇給予評分，0分代表最不
需要，5分代表一半半，10代表最需要。

⯍ 提供經濟援助，例如照顧者津貼

⯍ 便利的資訊獲取渠道，例如一站式資訊網站、24小時支援專線

⯍ 個人精神健康支援，例如提供輔導

⯍ 提供交通出行的便利，例如增加復康巴服務

⯍ 分擔照顧者工作，例如提供暫托服務

⯍ 建立對照顧者友善的工作環境，例如彈性工時、特別假期

⯍ 其他：____（自行填寫）

⯍ 不知道／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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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調查項目變動

⚫即日起擱置的調查由 3 項增加至 5 項：
⚪行政會議成員民望（於2024年7月初宣佈擱置）

⚪六四事件（於2024年7月初宣佈擱置）

⚪特區成立周年（於2024年7月初宣佈擱置）

⚪政治團體民望（於2024年10月底宣佈擱置）

⚪紀律部隊民望（於2024年10月底宣佈擱置）

⚫其餘繼續調查而不作公開的項目保持不變：
⚪立法會議員民望、兩岸政治人物民望、國家民族問題（合併單元）、
身分認同、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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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會流程

⚫香港民研最新計劃

⚫網上調查質性意見分析

⚪施政報告即時調查

⚫民情指數第6.45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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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即時調查開放式問題

⚪請簡單解釋〔對施政報告〕給予上述評分的原因：

⚪對施政報告的其他意見：

⚫共有976名18歲或以上受訪者回應以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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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即時調查



施政報告即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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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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施政報告所給予評分的原因 #

最常出現字詞

沒有 (256)

經濟 (146)

政策 (110)

問題 (102)

民生 (90)

^ 括弧內數字代表該字詞於
此組別回應中的出現次數

14

# 已撇除只填寫「沒有」、「沒有原因」等回應



市民對施政報告的其他意見

最常出現字詞

經濟 (17)

政府 (16)

垃圾 (15)

問題 (15)

政策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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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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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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報告即時調查



03
與公眾需求脫節

02
公共支援不足

01
缺乏有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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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許多回應者指出，目前沒有任何新政策能有效地解決香港迫切的經濟挑戰。

o 意見強調完全沒有具體措施改善市民的生活條件。

o 有幾位回應者提到，現有的政策未能為一般市民的生活帶來任何實質的好處。

o 回應者對長期以來缺乏創新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表示失望。

o 回應者強烈認為政府的提案只是口號，沒有實際應用。

市民表達「沒有」或相近意思的原因

o 許多人認為，沒有任何旨在支援弱勢群體（例如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的措施。

o 有評論指出，對於那些在當前經濟環境中掙扎的人，缺乏經濟援助措施。

o 回應者批評缺乏旨在緩解居民面臨的住房問題的政策。

o 市民明顯期望有更多實質的福利計劃，但施政報告並沒有滿足他們的期望。

o 市民對政府未能充分解決公共衛生和安全問題表示失望。

o 許多評論指出，政府並未承認或處理影響居民的主要社會問題。

o 許多回應者認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沒有真正參與公眾意見或需求。

o 普遍的看法是，政府的重點與一般民眾所面對的現實不符。

o 多份回應指出，在政策意圖和結果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溝通。

o 他們認為政府與香港居民的日常奮鬥脫節。



03
房屋負擔能力措

施

02
改善社會福利

01
經濟復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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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受訪者批評政府將重點放在減少葡萄酒稅上，認為這主要是讓較富裕的個人受惠，
而非支持經濟。

o 許多人建議直接向低收入家庭發放現金，以幫助減輕經濟衰退期間的經濟負擔。

o 有人呼籲制定有針對性的創造就業計畫，以解決青少年和邊緣社群的失業問題。

o 建議包括透過補助金或補貼來加強對當地企業的支援，以刺激經濟成長與復原能力。

o 回應者強調需要更多超越傳統措施的創新經濟方案，以真正解決當前的挑戰。

市民較常提及的政策和措施範疇

o 回應者強調有必要增加長者照顧服務的經費，以充分支持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

o 許多人批評缺乏旨在改善精神健康服務和社區支援計劃的新措施。

o 建議包括擴大社會福利，以涵蓋更多弱勢社羣，例如單親家長和低收入家庭。

o 有回應者要求制定政策，為因生活成本上升而面臨經濟困難的人士提供直接援助。

o 回應者要求提供更有效的外展計劃，以確保社會服務能惠及社區內最有需要的人士。

o 許多受訪者對基本住屋單位的概念表示懷疑，認為這只是分間單位的改頭換面，
沒有真正的改善。

o 回應者強烈要求制定旨在降低房屋價格的政策，讓年輕家庭更容易擁有自置居所。

o 回應者批評政府未能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分間單位居住環境惡劣的問題。

o 建議包括開徵空置稅，以鼓勵業主出租空置單位，增加房屋供應。

o 許多人強調，新房屋政策如何真正惠及居住環境惡劣的居民，必須具備透明度。



發佈會流程

⚫香港民研最新計劃

⚫網上調查質性意見分析

⚪施政報告即時調查

⚫民情指數第6.45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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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42號報告 –民情指數之按身份認同感分析

不同身份認同感市民之民情指數走勢（2002-2024半年平均數）

香港人 中國人 「香港人」和「中國人」混合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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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43號報告 –民情指數之按年齡或世代分析

不同年齡市民之民情指數（2002-2024半年平均數）

 18 - 29  30 - 49 50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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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43號報告 –民情指數之按年齡或世代分析

不同世代市民之民情指數（2002-2024半年平均數）

戰前一族 (1945或之前) 戰後一族 (1946 - 1954) 八十前 (1955 - 1979) 八十後 (1980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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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44號報告 –民情指數之按教育程度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市民之民情指數（2002-2024半年平均數）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民情指數第6.45號報告–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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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指數第6.45號報告–結語

⚫第八次綜合報告再次確認，世代差異和教育程度繼續是民情指數最有

力的分析，而年齡分析也是相當有用。

⚫至於身份認同方面，由於樣本變小，民情起伏可能變得不夠精準。不

過，自稱「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的分別，自從2014年起，便一

直保持很大的差距。

⚫簡而言之，「戰前一族」、自我認同為「中國人」和學歷偏低的組群，

心情最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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