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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市民對四川大地震災難態度 

意見調查結果摘要 

 

5 月 12 日，中國四川省發生大地震，死傷無數，救災工作仍然在進行中。究竟香

港市民對這次大地震有多大的關注？對中央政府處理救災的表現評價如何？四川大地

震對港人的民族感情甚至港人的身份認同又有怎樣的影響？有鑑於此，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屬下的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特別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詢問市民

的相關意見。調查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進行，共成功訪問了 1,111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回應率為 56.2%。以 1,111 個樣本數推算，將可信度（confidence 

level）設於 95%，百份比的抽樣誤差約在正或負 2.94% 以內。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對四川大地震的關注程度。絕大多數的受訪者（99.2%）表示關注這次

四川大地震的消息，當中表示「幾關注」及「非常關注」分別有 34.6% 及 64.6%（見

表一），反映香港市民對這次四川大地震造成的災難高度關注。 

 

（二）對四川大地震的捐助。除了態度上的關注外，實際的行動又如何？調查

發現，84.6% 的受訪者表示已為今次四川大地震作出捐款，未有捐款的則只有

15.3%，而且當中絕大多數（11.8%）亦表示「準備捐款」（見表二）。換言之，香港市

民不單高度關注這次四川大地震災難，亦極為樂意為此作出捐獻，扶助同胞。 

 

（三）對中央政府及解放軍在救災上的表現評價。當被問及對於中央政府在

處理這次四川大地震救災方面的表現時，有 85.1% 的受訪者滿意中央政府的表現，

表示「普通」的有 13.9%，只有 0.4% 認為「不滿意」（見表三）。與此同時，有高達

88.7% 的受訪者滿意解放軍在救災上的表現，表示「普通」的只有 9.0%，認為「不

滿意」的更低至 0.5%（見表四）。相關結果顯示，香港市民普遍滿意中央政府和解放

軍在救災上的表現。 

 

（四）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調查同時顯示，有 72.3% 的受訪者表示信任中央

政府，遠較表示不信任的受訪者（2.2%）為高（見表五）。為了比較香港市民對中央政

府信任度的變化，我們特別翻閱了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一項持續性調查，發現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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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信任中央政府的百份比較上月的 47.6% 及半年前的 49.4% 分別大幅上升了 24.7 個百

份點和 22.9 個百份點（見表六）。事實上，調查亦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88.9%）承

認這次四川大地震增加了他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當中表示「增加了少少」及「增加

了很多」的分別有 49.0% 及 39.9%（見表七）。簡言之，儘管這次四川大地震不幸地

對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傷，但中央政府在救災中的表現，也大大提高了港

人對它的信任。 

 

（五）對中國內地的民族感情。當被問及對中國內地的民族感情時，有高達九

成的受訪者（89.6%）表示「幾有感情」（61.8%）及「非常有感情」（27.8%），而回答

「沒有甚麼感情」及「完全沒有感情」的只有 8.7%（見表八）。調查結果亦顯示，絕大

多數受訪者（88.7%）表示這次四川大地震提高了他們對中國內地的民族感情，當中

表示「增加了少少」及「增加了很多」的分別有 49.5% 及 39.2%（見表九）。調查結

果說明，四川大地震造成的災難令人悲慟難抑，港人同體而悲，同舟共濟，踴躍救

災，大大增強了他們對內地的民族感情。 

 

（六）對身份的認同。調查亦詢問了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表十顯示，有

55.9%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是中國人多於香港人，表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的有

28.1%，而表示兩者都是的則有 13.2%。若與前述香港亞太研究所同一項持續性的調查

結果比較，表示自己是中國人多於香港人的百份比較上月的 37.4% 及半年前的 35.9% 

大幅上升了 18.5 個百份點和 20 個百份點；相反，表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的百份

比則較上月的 51.5% 及半年前的 51.7% 大幅下跌了 23.4 個百份點和 23.6 個百份點

（見表十一）。顯而易見，這次四川大地震災難不僅提升了港人的民族感情，也強化了

他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總括而言，相信是出於祖國同胞之情，香港市民對這次四川大地震造成的災難高

度關注，並十分樂意為此作出捐助。不僅如此，他們也普遍肯定中央政府和解放軍在

救災上的表現，並因此而顯著地提高了他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與此同時，重災當

前，憂患同心，港人對內地的民族感情以至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亦大幅飆升。但必

須強調，有關的現象究竟是屬於結構性、永久性還是暫時性、情緒性的，仍有待未來

作出持續觀察，不應輕下結論。 

 

對於上述調查結果，如有任何垂詢，請與本所副所長王家英教授聯絡（電話：

2609 8784）。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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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為了避免問題發問先後次序所產生的影響，訪問員作訪問時，問題的次序會隨機顯示。) 

 

 

表一：「你關唔關注最近四川大地震嘅消息呢？」 

 頻數 百分比 唔關注 7 0.6  幾關注 384 34.6 ） 非常關注 718 64.6 ）99.2 唔知道／好難講 2 0.2  總計 1,111 100.0  

 表二：「你有冇為咗今次四川大地震而捐款呢？」 

 頻數 百分比 冇捐 39 3.5 ） 準備捐 131 11.8 ）15.3 已捐 940 84.6  

唔知道／好難講 1 0.1  總計 1,111 100.0  

 表三：「整體嚟講，你滿唔滿意中央政府喺處理今次四川大地震救災方面嘅表現
呢？」 

 頻數 百分比 唔滿意 4 0.4  普通 154 13.9  滿意 945 85.1  唔知道／好難講 8 0.7  總計 1,1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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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整體嚟講，你滿唔滿意解放軍喺今次大地震救災方面嘅表現呢？」 
 頻數 百分比 唔滿意 6 0.5  普通 100 9.0  滿意 985 88.7  唔知道／好難講 20 1.8  總計 1,111 100.0  

 表五：「整體嚟講，你信唔信任中央政府呢？」 

 頻數 百分比 唔信任 24 2.2  普通 264 23.8  信任 802 72.3  唔知道／好難講 20 1.8  總計 1,110 100.0  

 表六：對中央政府信任度：與其他調查的比較 

 2008年5月  2008年4月  2007年 10月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唔信任 2.2  10.4  10.9  普通 23.8  38.5  35.8  信任 72.3  47.6  49.4  唔知道／好難講 1.8   3.5   4.0  總計 (1,110)  (820)  (808)  

 表七：「今次四川大地震有冇增加你對中央政府嘅信任呢？」 

 頻數 百分比 冇增加 106 9.5  增加咗少少 544 49.0 ） 增加咗好多 443 39.9 ）88.9 唔知道／好難講 17 1.5  總計 1,1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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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整體嚟講，你對中國內地嘅民族感情係點呢？」 

 頻數 百分比 完全冇感情 4 0.4 ） 冇乜感情 92 8.3 ）8.7 幾有感情 685 61.8 ） 好有感情 308 27.8 ）89.6 唔知道／好難講 20 1.8  總計 1,109 100.0  

 

表九：「今次四川大地震有冇增加你對中國內地嘅民族感情呢？」 

 頻數 百分比 冇增加 110 9.9  增加咗少少 549 49.5 ） 增加咗好多 435 39.2 ）88.7 唔知道／好難講 15 1.4  總計 1,109 100.0  

 表十「當講到你嘅身份嘅時候，你覺得你係香港人多啲，定係中國人多啲呢？」 

 頻數 百分比 香港人 312 28.1  中國人 620 55.9  兩者都是 146 13.2  兩者都不是 6 0.5  唔知道／好難講 26 2.3  總計 1,110 100.0  

 表十一：身份認同：與其他調查的比較 

 2008年5月  2008年4月  2007年 10月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香港人 28.1  51.5  51.7  中國人 55.9  37.4  35.9  兩者都是 13.2   9.8  11.1  兩者都不是 0.5   0.1   0.4  唔知道／好難講 2.3   1.2   0.9  總計 (1,110)  (820)  (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