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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屆特首最需要處理的議題： 

中產的聲音 

調查報告 
2007 月 2 月 6 日 

引言 
第三屆香港特首選舉在即，各候選人紛紛推出競選政綱。但各政綱是否是想大眾市民所

想，急市民所急？為令各候選人多了解市民，特別是身為社會中流砥柱的中產人士的意

見，新論壇進行一個有關「來屆特首最需處理的議題：中產人士的意見調查｣，了解中

產市民對特首的施政期望，並向候選人反映他們最關心的議題。 
 
調查方法 
調查由 1 月 31 日至 2 月 4 日進行，以音頻電話成功訪問了 625 位家庭月入介乎 20,000
至 70,000 元的中產市民。問卷列出了十五項市民認為來屆行政長官需要處理的議題，

並要求受訪者逐一評分。在 1 至 7 分中，1 分代表最不需要；7 分代表政府最需要處理。

調查以每項議題的平均分來計算不同議題的最需要處理程度。 
 
主要調查結果 
 
1. 中產認為最急需處理首五項議題 

根據調查結果，中產人士認為首五項最急需處理的議題分別是排第 1 位的“空氣污

染＂(5.79)；第 2 位的“改善教育政策，提升人口質素＂(5.53)；第 3 位的“改善貧

富懸殊及收入兩極化問題＂(5.46)；第四位的“避免大財團壟斷的營商環境＂

(5.32)；以及第 5 位的“為低技術及低學歷人士提供職位＂(5.31)。(見表一) 
 
2. 中產認為優先次序最低的三項議題 

至於排在最尾的三項議題，分別是排第 13 位的“2012 年落實雙普選＂(4.62)；第

14 位的“落實啓德、西九等基建＂(4.30)；及最尾的“建立文物保護政策＂(4.26)。
要注意的是，最尾的三項評分均在 4 分的平均水平之上，調查只反映了這些問題需

要處理的程度較其他議題低，而不代表市民認為這些議題不需處理。(見表一) 
 
3. 近六成市民暫表示支持曾蔭權當特首 

在受訪的中產市民中，有 59%支持曾蔭權擔任新一屆的行政長官；支持梁家傑的

有 23.4%；認為兩位都不支持的有 8.3%；另有 9.3%的市民表示未決定。要注意的

是，是次調查在 1 月 31 日啟動至 2 月 4 日完結，調查數據反映曾的支持者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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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有上升的趨勢。(見表三)  
 
相關分析結果 

 
調查就曾蔭權和梁家傑的支持者進行相關分析，比較兩組受訪者對問題評分的分

別，有以下發現： 
 

1. 兩組受訪者皆關注環境及貧富懸殊等一類的民生議題 
 兩組受訪者同時將“改善空氣污染＂和“改善貧富懸殊＂列為最需要處理的

首 5 項問題。曾的支持者將空氣污染排在首位，而梁的支持者亦將此排在第

二。而曾的支持者將改善貧富懸殊排在第四，而梁的支持者亦將此排在第五。

(表二) 
 其他與民生事務相關的議題，例如改善教育政策、為低技術人士提供就業機

會、以及落實醫療改革，兩組受訪者的評分皆列在頭 8 位的位置，亦反映了兩

組受訪者對這些問題的關注。(表二) 
 
2. 兩組受訪者在政制及香港與內地關係議題差異明顯 

 在政制改革、香港與內地關係的事項上，調查發現兩組受訪者對這些議題的評

分有明顯的分別。支持梁的受訪者對“2012 年落實普選＂的評分最高(6.10)，
排在首位。而曾的支持者對此議題的評分則最低(3.89)，排在最尾，更低於 4
分的平均水平。(表二) 

 相類似的情況也出現在“落實高度自治，避免中央干預＂一項上。支持梁的受

訪者認為這是第三急需處理的事務(5.75)，但曾的支持者對此議題的評分只是

4.56 分，排在第十二位。(表二) 
 同樣地，在“加強與內地合作避免邊緣化＂的議題上，曾支持者對此評分達

5.42，排在第三，而梁支持者的評分有 4.75，排在“尾二＂。(表二) 
 
總結 
 
空氣污染成首要處理項目 
是次調查再次反映空氣污染已成為中產人士最關注的議題，結果與新論壇的其他調查結

果相若，在目前已公布參選的候選人當中，亦花了相當的篇幅關注空氣污染，但候選人

如何能將政綱落實，社會期望有更深入的討論。 
 
中產關注教育及公平競爭環境 
繼空氣污染之後，排第二的改善教育政策，及排第四的提供公平競爭環境，亦是中產人

士非常關心的議題。事實上，教育佔了政府經常性開支的 23.9%，而政府對教育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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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斷增加，但社會對教育改革的效果有相當的意見。新論壇的管治信心指數調查亦發

現，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下(a level playing-field)，靠自己的努力便可成功的信念，日漸受

到質疑。故此，來屆特首應認真關注此兩項議題，以回應中產人士的關注。 
 
制定經濟政策創造就業 
改善貧富懸殊，為低學歷人士創造就業，制定長遠經濟發展政策，此三項關係密切的議

題，均被中產人士評在第三，五，六位上，反映受訪者對基層人士和香港經濟發展的關

注。現屆政府雖然設立了扶貧委員會，但此調查發現市民認為問題未獲顯著改善，而政

府剛公布的十一五行動綱領，只是以四大支柱行業為發展目標，對為基層人士創造就業

落墨甚少。新論壇期望來屆行政長官應就經濟發展方向進行詳細討論，積極支持新興產

業的發展，為基層人士創造較優質的就業職位。 

 
建議：理性討論政綱  為香港出謀獻策 
在調查發現，曾蔭權和梁家傑的支持者除了對政制發展及與內地關係上有較大的分歧

外，在其他民生一類的議題看法均較為一致，例如大家皆期望來屆政府處理空氣污染，

貧富懸殊及教育等議題。故此，新論壇期望各候選人能以互相尊重，求同存異的精神，

在競選過程中以理性建設的態度來進行辯論，共同為香港的發展出謀獻策，解決市民認

為政府需較優先處理的問題。 

 
新論壇將約見兩名候選人，表達中產人士對來屆行政長官的期望。而曾蔭權已答允將於

本星期四下午到訪新論壇，有關詳細情況將於稍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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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數據： 

表一．各項問題的排名及評分 (1 分最不需要；4 分普普通通；7 分最需要) 
排名 社會議題 評分 

1 改善來自多方面源頭的空氣污染，減少新建樓宇密度 5.79 

2 改善教育政策，提升人口質素 5.53 

3 貧富懸殊同收入兩極化的問題 5.46 

4 提供一個公平、避免大財團壟斷的營商環境 5.32 

5 制定政策，為低技術及低學歷人士創造就業機會 5.31 

6 避免過份依賴四大支柱行業，制定長遠經濟發展政策 5.24 

6 落實醫療融資改革，避免公營醫療系統負擔過重而增加稅收 5.24 

8 加強與內地合作，避免香港自我邊緣化 5.22 

9 進行稅制改革，確保香港公共財政穩定 5.21 

10 推行穩定的房屋政策 4.95 

11 落實高度自治，避免中央干預 4.93 

12 保育新界農地，改善鄉郊環境，減少農地貨櫃及露天貨倉問題 4.75 

13 爭取係 2012 年落實一人一票普選行政長官同立法會議員 4.62

14 盡快落實啟德、西九等大型建基項目 4.30

15 建立全面的文物保護政策，保留香港的集體回憶 4.26

  N=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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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市民認為未來特首最需要處理問題排名 (以支持梁家傑和曾蔭權當特首來劃分) 
 

社會議題 支持曾蔭權 支持梁家傑 
改善來自多方面源頭的空氣污染，減少新建樓宇密

度 
5.66 (1) 6.05 (2) 

改善教育政策，提升人口質素 

 
5.50 (2) 5.63 (6) 

加強與內地合作，避免香港自我邊緣化 

 
5.42 (3) 4.75 (14)

貧富懸殊同收入兩極化的問題 

 
5.34 (4) 5.64 (5) 

進行稅制改革，確保香港公共財政穩定 

 
5.33 (5) 5.04 (10) 

制定政策，為低技術及低學歷人士創造就業機會 

 
5.26 (6) 5.38 (7) 

落實醫療融資改革，避免公營醫療系統負擔過重而

增加稅收 
5.24 (7) 5.16 (9) 

避免過份依賴四大支柱行業，制定長遠經濟發展政

策 
5.22 (8) 5.26 (8) 

提供一個公平、避免大財團壟斷的營商環境 

 
5.13 (9) 5.68 (4) 

推行穩定的房屋政策 

 
4.97 (10) 5.02 (11) 

保育新界農地，改善鄉郊環境，減少農地貨櫃及露

天貨倉問題 
4.68 (11) 4.94 (12) 

落實高度自治，避免中央干預 

 
4.56 (12) 5.75 (3) 

盡快落實啟德、西九等大型建基項目 

 
4.49 (13) 4.04 (15) 

建立全面的文物保護政策，保留香港的集體回憶 

 
4.03 (14) 4.90 (13) 

爭取係 2012 年落實一人一票普選行政長官同立法

會議員 
3.89 (15) 6.10 (1) 

 N=369 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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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係梁家傑同曾蔭權兩人當中，你會支持邊一位擔任新一屆行政長官呢 
選項 人數 百分比 

梁家傑 146 23.4% 
曾蔭權 369 59.0% 
二個都唔支持，希望有其他更好人選 52 8.3% 
未決定/無意見 58 9.3% 
 625 100%  

 

表四．教育程度 
 人數 百分比 
小學或以下 30 4.8% 
中學至預科 315 50.4% 
大專或以上 280 44.8% 
總數 625 100% 
 
表五．每月家庭總收入 
 人數 百分比 
20,000 萬至 40,00 萬 463 74.1% 
40,001 至 70,000 萬 162 25.9% 
總數 625 100% 
 
表六．性別 
 人數 百分比 
男 280 44.8% 
女 345 55.2% 
總數 6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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