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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市民對 2012 年政改意見調查結果摘要 
 

特區政府將於今年第四季展開政制改革（即 2012 年選舉辦法）的公眾諮詢，為

了解市民對有關問題的看法，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

室，於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晚上六時至十時三十分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詢問市民

對政制改革的意見。調查共成功訪問了 834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成功回應率為

47.8%。以 834 個成功樣本數推算，百分比的抽樣誤差約在正或負 3.39% 以內（可信

度設於 95%）。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對人大常委會就香港「雙普選」決定的認知。就香港有關「雙普選」

（即特首及立法會所有議席由普選產生）的進程，人大常委會於 2007 年 12 月通過決

定，2012 年不實行「雙普選」，惟於 2017 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隨後立法會全體議

員可以由普選產生。對於這樣的決定，有 65% 的受訪者表示知道，但亦有 35%不知

道有關的決定（見表一）。 

 

（二）對人大常委會就香港「雙普選」決定的接受程度。調查亦詢問了受訪

者對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接受程度，結果顯示，有 60% 的受訪者表示「接受／完

全接受」，表示「不接受／完全不接受」的則有 30.2%（見表二）。換言之，仍有較多

市民對此決定抱持接受的態度，惟與 2008 年 1 月當人大常委會作出有關決定不久後

的調查比較，市民的接受程度明顯有所減退。 

 

（三）對於兩種政改態度的看法。現時社會對年底進行有關 2012 年的政改諮

詢主要存有兩種態度：其一為「應該繼續堅持 2012 年『雙普選』，這樣可以爭取最大

的民主發展空間」；另一為「要尊重人大的決定，放棄 2012 年『雙普選』的堅持，就

2012 年的政改方案妥協以達成共識，讓香港的民主發展向前走」。調查就此詢問受訪

者較認同那種態度，結果顯示，51.3% 的受訪者贊同後者，而認同前者的則有 38.1%

（見表三），可見有較多的市民傾向認同以妥協方法達成政改方案的共識。然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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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有近四成的市民贊同繼續堅持 2012 年「雙普選」以爭取最大的民主發展空間，

其訴求不應忽視。 

 

（四）對立法會能否就 2012 年政改方案達成共識的估計。對於立法會能否就

2012 年政改方案達成共識，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4.2%）認為「不樂觀」，表示

「一半一半」和「樂觀」的分別只有 26.4%和 14.1%（見表四），反映有較多市民對立

法會就 2012 年政改方案能夠達成共識感到悲觀。調查又對表示「不樂觀」的受訪者

進一步追問其不表樂觀的主要原因，結果顯示，最多受訪者回答「各方分歧太大」

（32.8%），其次是「北京中央已有決定，不會妥協」（16%）和「北京中央不會給

香港有真正民主」（13.5%）（見表五）。由此可見，基於各方分歧頗大，加上北京中

央的因素，所以不少市民暫時對政改方案能達成共識不表樂觀。 

 

總括而言，政府在年底便會就政制改革進行諮詢，目前有六成半市民表示知道人

大常委會有關 2012 年不會實行「雙普選」，惟於 2017 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隨後立

法會全部議員可以由普選產生的決定，但表示不知道的也有三成半。對於人大的有關

決定，現時有六成市民表示接受，但與人大常委會當初作出有關決定時比較，市民的

接受程度明顯有所減退。至於時下兩種對 2012 年政改意見的態度，有較多市民傾向

認同以妥協方法達成政改方案的共識，但繼續堅持 2012 年「雙普選」以爭取最大民

主發展空間的市民亦有相當數量。此外，現時有較多市民對立法會能否就 2012 年政

改方案達成共識不表樂觀，究其原因，主要是各方分歧太大、北京中央已有决定不會

妥協等。然而，由於 2012 年政改檢討還有數月才會正式展開，加上各方的底線仍未

明朗，市民未來對政改的態度仍有很大的變數，不必過於悲觀。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傳媒查詢：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王家英教授（電話：2609 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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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對全國人大就有關「雙普選」決定的認知度（%）  

  百分比 

不知道   35.0 

知道   65.0 

(樣本數)   (834)  

問題：「喺呢個調查之前，你知唔知道全國人大已經作出決定，香港喺 2012 年唔會實行

『雙普選』，但喺 2017 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立法會全體議席亦可以由普選

產生呢？」 

 

表二：對全國人大就有關「雙普選」決定的接受程度（%）  

 2009 年 8 月 2008 年 1 月 

完全不接受 6.1  )  5.3  )  

不接受 24.1  ) 30.2 16.1  ) 21.4 

接受 53.4  ) 58.2  ) 

完全接受 6.6  ) 60.0 14.0  ) 72.2 

不知道／很難說 9.7   6.5   

(樣本數) (833)   (909)  

問題：「對於全國人大嘅有關決定，即香港喺 2012 年唔會實行『雙普選』，但喺 2017 可

以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立法會全體議席亦可以由普選產生，你係完全唔接受、

唔接受、接受，定係完全接受呢？」 

 

表三：對兩種政改態度的認同（%）  

 百分比 

應該繼續堅持 2012 年雙普選，以爭取最大民主發展空間 38.1 

就 2012 年政改方案妥協以達成共識，讓香港民主發展向前走 51.3 

其他意見 1.7 

不知道／很難說 9.0 

(樣本數) (833)  

問題：「特區政府今年底便會推出 2012 年嘅政改諮詢，現時有意見認為，應該繼續堅持

2012 年『雙普選』，咁樣可以爭取最大嘅民主發展空間；亦有意見認為，要尊重

人大嘅決定，放棄 2012 年『雙普選』嘅堅持，就 2012 年嘅政改方案妥協以達

成共識，俾香港嘅民主發展向前走，你認同邊種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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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對立法會能否就政改方案達成共識的估計（%）  

 百分比 

不樂觀 54.2 

一半一半 26.4 

樂觀 14.1 

不知道／很難說 5.3 

(樣本數) (834)  

問題：「你對立法會就 2012 年嘅政制方案能達成共識感到樂唔樂觀呢？係唔樂觀、樂

觀，定係一半一半呢？」 

 

表五：對 2012 年政改方案能達成共識不樂觀的主要原因（%） 

【只問對政改方案能達成共識表示不樂觀的受訪者】  

 百分比 

各方分歧太大 32.8  

北京中央已有決定，不會妥協 16.0  

北京中央不會給香港有真正民主 13.5  

特區政府沒有能力 8.4  

泛民主派不會妥協 5.5  

保守派不會妥協 4.0  

立法會／立法會議員沒有能力 2.9   

香港人不團結 2.2  

政改未諮詢民意 1.6  

各方都未準備好普選／時間不足 1.1  

其他 4.4 

不知道／很難說 7.5 

(樣本數) (451)  

問題：「請問你對政制方案能達成共識覺得唔樂觀嘅最主要原因係乜呢？」 

【開放式問題，不提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