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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中層力量  維護整體利益 

新論壇政改第二輪諮詢調查報告 

2015 年 2 月 15 日 

 

1. 引言 

 

新論壇在 2 月 6 日至 2 月 13 日，用音頻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

了 1120 名市民，了解他們對政改第二階段諮詢的意見，調查數據按統

計處數據，對本港人口性別及年齡比例作加權處理，有關詳細結果如下。 

 

 

2. 調查結果 

 

 

2.1 過半支持「袋住先」  反對泛民杯葛諮詢 

 

 對於去年人大常委的 8.31 決定，絕大部份受訪者皆表示對決定有一

定認識。表示“好認識”的有 37%，表示“有啲認識”有 46%，只

有 12%表示“唔認識”。(見 Q1) 

 至於是否支持泛民議員杯葛正在進行的第二輪政改諮詢，52%受訪

者表示“唔支持”，34%表示“支持”。(見 Q2) 

 對於支持“袋住先”，即先按 8.31 的決定落實一人票普選行政長

官，有 52%受訪者表示支持，有 28%選擇原地踏步。(見 Q3) 

 與 9 月初的民調比較，支持“袋住先”的受訪者由 61%跌至 52%，

而選擇原地踏步的比例則由 21%升至 28%。在相關分析中發現，

變化主要是由於泛民支持者的態度轉變所致：選擇“袋住先”的泛

民支持者由 52%跌至 12%，而選擇原地踏步的泛民支持者從 34%

升至 68%。至於中間派和建制派的受訪者對“袋住先”的意見，變

化幅度不大。(見 Q3) 

 

2.2 只有兩成多相信否決方案有用 

 

 對於否決今次政改方案後，中央政府會否在下一次提出一個門檻更

低的普選方案，有 57%受訪者認為不可能。當中有 44%認為中央下

次的決定與 8.31 差不多，另有 13%更認為中央的決定會比現時緊。

只有 25%受訪者認為，中央會在下一次提出一個門檻更低的方案。

(見 Q4) 

 對於倘若政改方案不能通過，現屆政府會否重啟政改諮詢，51%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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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認為不會，認為會的只有 17%。反映大多數受訪者均不認為政

府會在方案否決後重新啟動諮詢。(見 Q5) 

 至於是否擔心今次政改方案被否決後，2017、2022 以至 2027 年都

不會有普選，35%受訪者有此擔心，36%認為一半半，明確表示不

擔心的只有 22%。(見 Q6) 

 從民調中發現，過半數的受訪者不相信否決了今次的方案，是有利

於日後爭取到一個門檻較低的方案，而對此表示樂觀的受訪者就只

有兩成多。 

 在政治傾向的相關分析發現，就算是泛民支持者，對否決方案後可

帶來的結果也不是一面倒地樂觀。例如雖然有 58%泛民支持者認為

否決方案方可在下次迫使中央讓步，但認為“差不多”，“好難

講”和“方案會更緊”的也有 41%。至於建制派以及中間派受訪者

均有多數認為否決後中央態度不會變，以至可能更收緊。  

 

2.3 泛民支持者存不滿  抗爭行動仍有支持   

 

 對於 2 月 1 日民陣遊行人數較少的原因，31%受訪者認為是爭取更

大民主空間的熱情減退，52%認為熱情沒有減退。(見 Q11) 

 有關民主運動的領袖號召力，56%受訪者同意其號召力已降低，23%

認為一半半，13%不同意。(見 Q8) 

 至於是否接受未來出現類似佔領行動的抗爭方式，43%被訪者不接

受，17%認為一半半，34%接受。(見 Q9) 

 從民調可見，過半數受訪者認為爭取民主的熱情沒有減退，確實反

映了部份受訪者對現狀存在不滿情緒。在政治傾向的相關分析中發

現，高達 72%的泛民支持者認為類似佔領行動是可以接受，反映抗

爭行動有一定的支持。惟建制派及中間派受訪者，傾向不接受未來

出現類似佔領行動的抗爭方式。(見 Q9) 

 

2.4 只有兩成受訪者認同抗爭能促使中央讓步 

 

 至於被問到和平遊行是否已經意義不大，要使用更激烈的方式去抗

爭，只有 23%受訪者同意，不同意的有 53%。(見 Q7) 

 對於以抗爭方式迫使中央讓步基本不可行的說法，52%被訪者表示

同意， 22%表示不同意，反映了大多數受訪者不認同以抗爭方式

爭取普選可發揮到作用。(見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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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 

 

3.1 否決方案 激進行動  難爭取中間派支持 

 

在普選的問題上，民意起關鍵作用，而一群沒有明確政治傾向的中間派

是不同黨派的主要爭取對象。而在是次民調發現，多數的中間派不同意

泛民的政改論述和行動。例如有54%中間派支持「袋住先」、有55%中

間派反對泛民杯葛諮詢、高達61%中間派認為在否決政改方案後，中央

下次提出的方案都不會讓步甚至更會收緊。另外，有57%的中間派不同

意激烈的抗爭行動，也有56%中間派認同以抗爭方式爭取中央讓步並不

可行。 

 

3.2 否決方案是不能換來進步 

 

雖然泛民主派認為，否決今次的政改方案後，可即時要求政府重新啟動

政改諮詢，或是可讓中央政府提出一個門檻較低的方案。然而，在民調

中發現，多數受訪者認為這種可能性極低，僅有兩成多受訪者相信否決

方案後，可以爭取到一個較開放的方案，而認為現屆政府會重新啟動政

改諮詢的受訪者更是不足兩成。甚至要求否決方案的泛民支持者，亦不

是一面倒樂觀。故此，從是次民意調查來看，泛民議員未能說服多數市

民否決方案可有助日後落實一個較開放的普選方案。 

 

3.3. 新論壇呼籲：尊重主流民意  參與諮詢  積極落實普選 

 

經過佔領行動後，社會日益分化，但不論民意或是事實均說明，以抗爭

方式爭取普選是難以發揮正面作用的。新論壇明白有部份市民對 8.31

的決定有一定的不滿情緒，但否決今次的方案，並不可能帶來日後的進

步，只會浪費 5 年的時間，讓香港的普選進程走冤枉路。故此，新論壇

寄望社會各界和立法會議員，放下歧見，回歸理性，尊重大多數的民意，

從社會整體出發，推動社會對 2017 年政改方案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

努力凝聚共識，避免社會在政治上長期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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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人大常委會，係 8 月 31 日議決了香港普選特首既框架，即係包括候選人

需過獲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候選人數為兩至三名；提名委員會組成要

按照四大界別的分佈產生，對於 831 人大決定，你有幾認識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好認識 40% 52% 38% 26% 37% 

有啲認識 44% 40% 49% 48% 46% 

唔認識 7% 8% 9% 18% 12% 

唔清楚，無意見 8% 1% 3% 7% 6%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頻數 375 211 154 380 1120 

 

Q2. 泛民主派議員表明，係 831 人大框架下討論政改已經無意義，決定杯葛

依家嘅政改諮詢，亦有意見認為，泛民應該參與諮詢，盡量爭取改善既空間，

咁你又支唔支持泛民議員，杯葛依家既政改諮詢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支持泛民杯葛諮詢 5% 78% 61% 24% 34% 

不支持泛民杯葛諮詢 87% 13% 26% 55% 52% 

好難講 3% 8% 10% 16% 10% 

唔清楚，無意見 4% 1% 2% 5% 4%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Q3. 有人認為，係 2017 年既特首普選要袋著先，即係先按 831 人大既框架去

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等之後有進步既空間，但亦有意見認為，咁做就不

如政制原地踏步，繼續由 1200 人既選舉委員會選出特首，咁你嘅睇法係？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根據人大框架去落實一人一票選特

首 
88% 12% 29% 54% 52% 

原地踏步，由 1200 人既選舉委員

會選特首 
5% 68% 41% 20% 28% 

好難講 3% 17% 24% 19% 15% 

唔清楚，無意見 3% 2% 6% 7% 5%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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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有人認為，立法會否決左 2017 年普選特首方案，先可以迫到中央政府，

之後提出一個門檻更低既普選方案，但亦有人認為，就算否決今次既方案，

中央政府係之後有關普選特首既決定，都會同依家 831 人大決定差不多，對

於呢兩種說法，你既意見係？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否決左方案，先可以迫到中央係下

一次讓步 
7% 58% 41% 15% 25% 

就算否決方案，中央既決定同今次

都差不多 
64% 20% 32% 46% 44% 

否決左方案，未來嘅框架可能更收

緊 
18% 7% 8% 15% 13% 

好難講，要睇到時既變化 10% 14% 18% 20% 15% 

唔清楚，無意見 2% 1% 2% 4% 3%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Q5. 有人要求，係政改方案被否決後，現屆政府要重新啟動五部曲，由頭開

始再進行政改諮詢，等人大常委提出新嘅方案，咁你又認為，現屆政府係方

案被否決後，會唔會重新啟動政改諮詢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唔會再重啟政改諮詢 63% 36% 53% 47% 51% 

會再啟動政改諮詢 11% 32% 20% 13% 17% 

好難講 17% 30% 20% 30% 24% 

唔清楚，無意見 9% 2% 6% 10% 8%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Q6. 有人擔心，如果今次政改方案被否決，不單係 2017 年落實唔到普選，可

能連 2022 年、2027 年都未必有。請問你有幾認同，呢種講法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認同 53% 24% 19% 34% 35% 

一半半 32% 40% 33% 38% 36% 

唔認同 7% 34% 41% 19% 22% 

唔清楚，無意見 8% 3% 7% 9% 7%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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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有意見認為，用和平遊行既方式去表達爭取普選既訴求，已經意義不大，

要爭取就要用較激烈既抗爭方式，你同唔同意呢種講法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同意 7% 41% 45% 16% 23% 

一半半 8% 38% 23% 20% 20% 

唔同意 83% 19% 28% 57% 53% 

唔清楚，無意見 3% 1% 5% 6% 4%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Q8. 有意見認為，過去既民主運動既領袖同團體，係依家既號召力已經大大

減低，你同唔同意呢種講法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同意 68% 35% 59% 54% 56% 

一半半 16% 38% 22% 21% 23% 

唔同意 7% 26% 12% 12% 13% 

唔清楚，無意見 8% 2% 7% 13% 9%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Q9. 有意見認為，類似佔領行動既抗爭方式，喺未來既示威期間出現既話，

係可以接受既，你同唔同意呢種講法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同意 6% 72% 61% 25% 34% 

一半半 13% 20% 16% 18% 17% 

唔同意 77% 4% 17% 45% 43% 

唔清楚，無意見 4% 4% 6% 11% 7%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Q10. 有意見認為，無論用任何方式去抗爭，都無辦法改變中央喺政改方面既

態度，以抗爭方式爭取中央讓步基本唔可行，你同唔同意呢種講法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同意 75% 21% 36% 56% 52% 

一半半 12% 36% 23% 19% 21% 

唔同意 9% 41% 36% 16% 22% 

唔清楚，無意見 5% 2% 4% 9% 6%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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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民間人權陣線係 2 月 1 日發動既爭取普選大遊行，參加人數比預期少。

有人話，咁係反映爭取更大民主空間既熱情減退，但亦有人話，少左人出黎

唔代表熱情減退，支持者係有需時就會行出黎，咁你傾向邊個睇法呢？ 

 建制 泛民 其他 中間派 總體 

少左人出黎遊行，係代表爭取更大

民主空間既熱情減退 
68% 5% 10% 25% 31% 

唔代表熱情減退，支持者係有需時

就會行出黎 
12% 92% 77% 52% 52% 

唔代表熱情減退，支持者係有需時

就會行出黎 
11% 2% 8% 15% 10% 

唔清楚，無意見 9% 1% 5% 9% 7%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受訪者背景資料 

 

性別 加權 未加權 

男 45% 57% 

女 55% 43% 

 

年齡組別 加權 未加權 

20-24 7% 5% 

25-29 9% 6% 

30-34 10% 8% 

35-39 10% 6% 

40-44 10% 8% 

45-49 10% 8% 

50-54 11% 15% 

55-59 10% 9% 

60-64 8% 14% 

65-69 6% 9% 

70-74 4% 6% 

75-79 4% 5% 

80-8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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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加權 未加權 

小學或以下 10% 13% 

初中或預科 43% 46% 

大專或以上 47% 41% 

 

你認為下列哪一組「政治力量」最能代表你

的想法 
加權 

未加權 

特區政府或「親政府」既政黨或政團 30% 33% 

「泛民主派」既政黨或政團 18% 19% 

其他以上無講的政治力量 17% 13% 

以上無一個能代表我既想法 36% 34% 

 

自我階層認定 加權 未加權 

基層 45% 46% 

中產 43% 43% 

上層 3% 3% 

唔清楚，好難講 9% 8%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