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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市民對國際金融海嘯意見 

調查結果摘要 
 

 

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仍持續影響世界各地，香港亦不能倖免。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在這場金融海嘯爆發後不久，即開始對市民進行電話調

查，以系統地觀察市民對金融海嘯態度的變化。最新一次調查於十二月十五至十八日

晚上六時至十時三十分進行，共成功訪問了 856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成功回應率為

48.4%。以 856 個成功樣本數推算，百分比的抽樣誤差約在正或負 3.35% 以內（可信

度設於 95%）。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預期金融海嘯持續的時間。當被問及國際金融海嘯會持續多久這問題

時，最多受訪者預期是「一至兩年以下」（40.9%），其次是「兩年或以上」（28.3%）

和「半年至一年以下」（17.2%），而認為金融海嘯會持續「少於半年」的只有 6.7%。

對比十一月份的相關調查，十二月份調查中認為金融海嘯會持續「兩年或以上」的百

分比下跌 5.9 個百分點；相反，認為「一至兩年以下」的百分比上升 2.3 個百分點

（見附表一）。這顯示現時市民仍普遍預期這場金融海嘯不會是短暫的，但悲觀的程

度似乎略有紓緩。 

（二）金融海嘯對市民的影響。在個人方面，調查主要問及對個人投資及個人

生活質素方面的負面影響。首先，十二月份調查結果發現，有 27.8% 的受訪者表示

國際金融海嘯沒有對他們的個人投資造成負面影響，表示「有些」及「很大」負面影

響的百分比分別有 51.4% 及 14.5%。對比上月份的調查，回答「沒有」負面影響的

百分比上升 1.2 個百分點，表示「有些」負面影響的亦上升 9.9 個百分點，而表示

「很大」負面影響的則下跌 8.8 個百分點。至於對個人生活質素的負面影響方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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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調查中表示「沒有」負面影響的有 34.3%，回答「有些」及「很大」負面影響

的百分比分別有 55.4% 及 9.8%。對比上月份的調查，十二月份調查中認為金融海嘯

對個人生活質素沒有負面影響的百分比上升 2.1 個百分點，而認為有「很大」負面影

響的百分比則下跌 4.9 個百分點（見附表二）。換言之，這次國際金融海嘯對大多數香

港市民（包括投資或生活質素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但感覺上較上月似

乎稍有好轉。 

（三）金融海嘯對失業和減薪的影響。附表三的調查結果又顯示，有 56.7% 

的在職受訪者表示現時「不擔心」自己會失業，但表示「有些擔心」及「很擔心」的

亦分別有 32.5% 和 9.1%。與上月份同類調查相比，十二月份調查中表示「不擔心」

失業的受訪在職人士的百分比有所上升，而表示「有些擔心」及「很擔心」的百分比

則有所下降。十二月份調查中有 46.0% 的在職受訪者表示現時「不擔心」減薪或收

入下降，但表示「有些擔心」及「很擔心」的分別有 39.2% 和 13.9%，說明在職市

民擔心減薪或收入下降的百分比較憂慮失業為高。對比十一月時的調查，表示「有些

擔心」減薪或收入下降的在職市民的比率有所增加，但表示「很擔心」的比率則有所

減少。此外，當十二月份調查中有 42.2% 的受訪者表示「不擔心」家人會失業時，

表示「有些擔心」或「很擔心」的卻分別有 39.6%和 12.3%。同樣地，十二月份調查

中有 36.8% 的受訪者表示「不擔心」家人減薪或收入下降，而表示「有些擔心」或

「很擔心」的分別有 41.1%和 15.7%。對比上月份的調查，十二月份調查中表示「不

擔心」及「很擔心」家人會失業、減薪或收入下降的比率均呈下降，而表示「有些擔

心」的比率則呈上升（見附表三）。 

（四）面對金融海嘯所持的心情。十一月份的調查曾發現，面對金融海嘯，

「感到無奈」可能是香港市民當時心情的最佳寫照。十二月份的調查繼續顯示「感到

無奈」仍是最多受訪者在金融海嘯下所抱持的心情（36.4%），然而，有關比率卻較十

一月份調查下跌了 4.1 個百分點。更為可喜的是，在十二月份調查中有 34.9%表示現

在會以「積極面對」的心態應付金融海嘯，較十一月份調查上升 3.9 個百分點（見附

表四），再加上回答「感到不滿」和「感到悲觀」的百分比較上月份調查均有少許減

少的情況，可見金融海嘯對市民帶來的負面情緒並沒有進一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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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香港金融制度穩健性的信心。面對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金融制度往

往首當其衝，這次調查亦就此跟進。調查結果發現，有 33.1% 的受訪者對香港目前

金融制度的穩健性表示「信心大」，46.0% 表示信心一般，表示「信心不大」的有

17.9%。對比十一月及十月份的調查，表示「信心不大」的百分比沒有太大的變動，

但表示「信心大」的百分比卻較十一月份上升了 6.8 個百分點，基本上回升至十月份

的水平（見附表五）。結果反映出，目前市民對香港金融制度穩健性的信心已相對穩

定下來，而過去兩個月有關的信心似乎經歷了起伏迴旋的變化。 

（六）對未來經濟前景的看法。對於香港未來三年經濟前景的展望，十二月份

調查中有 31.5% 表示不樂觀，表示普通的有 42.9%，而表示樂觀的則有 23.5%。對比

十一月及十月份的調查，對香港未來三年經濟前景不樂觀的百分比分別下跌了 8.8 個

百分點和 13.3 個百分點，表示樂觀的百分比分別上升了 1.4 個百分點和 6.4 個百分點

（見附表六）。換言之，儘管現時市民對香港經濟前景「不樂觀」的百分比仍較「樂

觀」的為高，但兩者的差距正在收窄。 

（七）金融海嘯與社會矛盾。調查亦要求受訪者評估金融海嘯會否加劇香港的

社會矛盾（如貧富衝突、勞資爭拗等），十二月份調查的數據顯示，認為金融海嘯會

加劇社會矛盾的有 80.8%，較十一月調查上升 2.9 個百分點；認為不會加劇的有

13.3%，較十一月調查下跌 3.8 個百分點（見附表七）。可見，在金融海嘯下，市民普

遍相信金融海嘯會加劇社會矛盾，值得有關方面正視。 

（八）金融海嘯下政府應採取的公共理財取向。十二月份的調查仍有繼續詢

問受訪市民對面對金融海嘯下的兩種公共理財的看法：其一認為「政府應增加公共開

支，幫助紓緩市民壓力」，其二認為「政府應維持一貫審慎的公共理財原則，量入為

出」。這次調查的結果顯示，有 53.9% 的受訪者贊同政府應量入為出，較十一月份的

調查上升 3.7 個百分點；而認為政府應增加公共開支的百分比亦有四成（40.5%），較

十一月份的調查下跌 4.2 個百分點（見附表八）。結果顯示，目前市民對金融海嘯下的

公共理財看法仍未形成一面倒的共識，但贊同「政府應量入為出」的百分比正在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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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特區政府穩定經濟措施的意見。為了抵禦國際金融海嘯、穩定經濟，

特區政府除推出了連串穩定經濟措施（如動用外匯儲備對銀行存款作百分百擔保、為

中小企提供信貸保証等）外，最近再推出一千億為企業作信貸擔保及盡快提供超過六

萬個職位等措施，究竟市民認為新近推出的措施對他們幫助大不大呢？調查結果顯

示，有 64.5% 的受訪市民表示有關措施對他們「幫助不大」，認為「普通」的有

24.6%，而表示「幫助大」的只有 8.1%（見附表九）。 

 

總括而言，市民仍普遍預期這次全球金融海嘯將維時不短，但悲觀情緒已有所減

弱，而面對這次國際金融海嘯，他們的投資和生活大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但程度上亦稍見紓緩。此外，仍分別有近半數和超過半數的受訪在職人士有些擔心或

很擔心自己失業和減薪，而憂慮家人失業和減薪的受訪市民的相關比例更高。值得注

意的是，對於這場金融海嘯，雖然感到無奈仍然是當下市民的主要情緒，但表示會積

極面對的市民已有上升趨勢。事實上，市民對香港金融制度穩健性的信心正在加強，

對香港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亦有明顯改善。在抵禦國際金融海嘯和穩定經濟方面，雖

然目前市民對金融海嘯下的公共理財看法仍未形成一面倒的共識，但贊同「政府應量

入為出」已上升至五成四。至於特區政府新近推出的一千億為企業作信貸擔保及盡快

提供超過六萬個職位等穩定經濟措施，可能由於仍在規劃階段或推行之初，一般市民

仍未能感到有關措施能直接幫助他們。 

對於上述調查結果，如有任何垂詢，請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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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調查研究室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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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香港正受到國際金融海嘯衝擊，你認為呢次金融海嘯大約仲會持續幾耐呢？」(%)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2008 年 

11 月 24-26 日 

 少於半年 6.7  6.2 

 半年至一年以下 17.2 16.5  

 一至兩年以下 40.9 38.6  

 兩年或以上 28.3 34.2  

 不知道／很難說 7.0  4.6  

 (樣本數) (856) (843) 

 

 

附表二：金融海嘯對個人的影響（%）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2008 年 

11 月 14-19 日 

「現時嘅金融海嘯對你個人嘅投資帶來幾大 

  負面影響呢？」 
  

 沒有 27.8 26.6 

 有些 51.4 41.5 

 很大 14.5 23.3 

 沒有任何投資 6.3 8.4 

 不知道／很難說 0.0 0.2 

 (樣本數) (856) (1002) 

「現時嘅金融海嘯對你個人嘅生活質素帶來 

  幾大負面影響呢？」 

  

 沒有 34.3 32.2 

 有些 55.4 52.8 

 很大 9.8 14.7 

 不知道／很難說 0.5 0.3 

 (樣本數) (856)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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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金融海嘯威脅下對失業和減薪的擔憂（%）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2008 年 

11 月 14-19 日 

「你擔唔擔心自己會失業呢？」 

【只問在職受訪者】 

  

 不擔心 56.7 54.5 

 有些擔心 32.5 34.4 

 很擔心 9.1 10.0 

 不知道／很難說 1.7 1.0 

 (樣本數) (526) (607) 

「你擔唔擔心會減薪或收入下降呢？」 

【只問在職受訪者】 

  

 不擔心 46.0 45.1 

 有些擔心 39.2 35.6 

 很擔心 13.9 18.0 

 不知道／很難說 1.0 1.3 

 (樣本數) (526) (607) 

「你擔唔擔心你嘅家人失業呢？」 
 

 

 不擔心 42.2 43.7 

 有些擔心 39.6 35.6 

 很擔心 12.3 16.5 

 不知道／很難說 6.0 4.2 

 (樣本數) (856) (1000) 

「你擔唔擔心你嘅家人會減薪或收入下降呢？」 
  

 不擔心 36.8 37.9 

 有些擔心 41.1 38.8 

 很擔心 15.7 19.0 

 不知道／很難說 6.5 4.3 

 (樣本數) (85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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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面對現時嘅國際金融海嘯，你嘅心情係點呢？」(%)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2008 年 

11 月 24-26 日 

 感到不滿 2.0  2.4 

 感到無奈 36.4 40.5 

 感到悲觀 5.4  7.1 

 積極面對 34.9 31.0 

 沒所謂 19.6 18.3 

 不知道／很難說 1.6  0.8 

 (樣本數) (856) (843) 

 

 

附表五：「你對目前香港金融制度嘅穩健性信心大唔大呢？」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2008 年 11 月 

14-19 日 

2008 年 10 月 

20-22 日 

 不大 17.9 18.2 18.1 

 普通 46.0 50.6 46.4 

 大 33.1 26.3 32.5 

 不知道／很難說 3.0 4.9 3.0 

 (樣本數) (856) (1002) (825) 

 

 

附表六：「你對未來三年香港經濟前景樂唔樂觀呢？」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2008 年 11 月 

14-19 日 

2008 年 10 月 

20-22 日 

 不樂觀 31.5 40.3 44.8 

 普通 42.9 35.9 36.9 

 樂觀 23.5 22.1 17.1 

 不知道／很難說 2.1 1.7 1.2 

 (樣本數) (856) (1002) (824) 

 



 8 

附表七：「你認為呢次金融海嘯會唔會加劇香港嘅社會矛盾呢？」(%)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2008 年 

11 月 24-26 日 

 不會 13.3 17.1  

 會 80.8 77.9  

 不知道／很難說 5.8  5.0  

 (樣本數) (856) (843) 

 

 

附表八：「面對呢場國際金融海嘯，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增加公共開支，幫助紓緩市民壓

力』，但亦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維持一貫審慎嘅公共理財原則，量入為出』，咁你

又傾向贊成邊個意見呢？」(%)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2008 年 

11 月 24-26 日 

 政府應增加公共開支，幫助紓緩市民壓力 40.5 44.7 

 政府應維持一貫審慎公共理財原則，量入為出 53.9 50.2 

 不知道／很難說 5.6  5.1 

 (樣本數) (856) (842) 

 

 

附表九：「特區政府為應付呢次金融海嘯，除咗較早前嘅穩定經濟措施外，最近再推出一千億

為企業作信貸擔保，又盡快提供超過6萬個職位等措施，你覺得呢啲措施對你嘅幫

助大唔大呢？係唔大、普通，定係大呢？」(%) 

 2008 年 

12 月 15-18 日 

 

 幫助不大 64.5  

 普通 24.6  

 幫助大 8.1  

 不知道／很難說 2.8  

 (樣本數) (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