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 ���� 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 

市民對市民對市民對市民對政改政改政改政改意見意見意見意見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2015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015年 3月 31日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新論壇在 3月 17日至 25日用音頻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了 1,349

名市民，了解他們對政改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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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2.1 ““““袋住先袋住先袋住先袋住先””””支持穩定支持穩定支持穩定支持穩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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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表示“有啲認識”有 47%，只

有 13%表示“唔認識”。(見 Q1) 

� 對於是否支持“袋住先”，即先按 8.31的決定落實一人票普選行政

長官，有 51%受訪者表示支持，比 2月的調查微跌 1個百份點。至

於選擇原地踏步的受訪者有 27%，也是比 2月的調查微跌 1個百份

點。調查發現“袋住先”的支持平穩，希望先落實方案的受訪者仍

是佔多數。(見 Q2) 

� 對於“袋住先會袋一世”的說法，有 47%受訪者表示不同意，但亦

有 41%表示同意，反映部份受訪者對未來政制可以繼續發展缺乏信

心。(見 Q6) 

 

2.2 只有兩成多相信否決方案有用只有兩成多相信否決方案有用只有兩成多相信否決方案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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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受訪者認為不可能，比上次調查上升 4個百

分點。當中認為“中央下次的決定與 8.31 差不多”的受訪者，由

44%上升至 51%。而認為“決定會比現時緊”的受訪者由 13%降至

10%。認為在否決方案後“中央會提出一個門檻更低方案”的受訪

者則由 25%下降至 22%。綜合數據分析，不相信和相信否決方案

有作用的受訪者差距，由上次調查的 57%對 25%，進一步拉闊至

61%對 22%。(見 Q3) 

� 對於倘若政改方案不能通過，現屆政府會否重啟政改諮詢，53%受

訪者認為不會，比上次調查微升 2個百份點，認為會的只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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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24%表示好難講。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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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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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擔心的受訪者由上次調查的 35%微升至 37%，

表示不擔心的也由上次調查的 22%微升至 24%，而表示一半半的，

有 32%，整體來說變化不大。(見 Q5) 

� 從今次民調發現，多了受訪者不相信否決方案可帶來正面作用。六

成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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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多受訪者不相信政府會在否決方案後，重啟政

改諮詢。 

 

2.3  不認同抗爭能發揮作用不認同抗爭能發揮作用不認同抗爭能發揮作用不認同抗爭能發揮作用 

 

� 對於抗爭行動能否改變中央政府決定，只有 16%受訪者表示能夠，

認為唔能夠的有 63%，另有 18%表示好難講。(見 Q7) 

� 有 38%受訪者不認同，2017 年不能落實普選香港就無法管治的說

法，而認同的有 28%，亦有 29%受訪者表示一半半。(見 Q8) 

� 只有 10%的受訪者認為政改方案“有幾大機會”獲得通過，有 37%

表示“無乜機會”，有 47%認為是“一半半”。雖然認為方案可以

通過的受訪者僅得一成，認為無機會的有近四成，但仍有近一半受

訪者對方案能否獲得通過未有無明確的看法。(見 Q9) 

 

3.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3.1 ““““袋住先袋住先袋住先袋住先””””支持平穩支持平穩支持平穩支持平穩 

 

相對於 2月的調查，受訪者對“袋住先”的支持平穩。過半數受訪者希

望按人大框架在 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而選擇原地踏地的受訪者

不足三成，支持“袋住先”的受訪者仍然是佔多數。不過，調查亦發現

有四成受訪者擔心“袋住先”後，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不會再有進步，

故此，如能令更多市民相信“袋住先”是政制循序漸進發展的第一步，

相信是有助爭取更多市民對方案的支持。 

 

3.2 主流民意主流民意主流民意主流民意：：：：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否決方案否決方案否決方案否決方案或抗爭可換來進步或抗爭可換來進步或抗爭可換來進步或抗爭可換來進步 

 

今次調查發現，有更多受訪者不相信否決方案能對促進民主發展發揮正

面作用。有六成多受訪者認為否決方案後，中央下次的決定會同8.31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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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甚至是更緊。另外有五成多受訪者認為，方案被否決後特區政府都

不會重啟政改諮詢。對於抗爭的成效，有六成多受訪者認為抗爭是不能

改變中央的政改決定。故此，主流民意都不相信否決方案或是抗爭行

動，可換來比目前更大的民主空間。 

 

3.3 尊重民意尊重民意尊重民意尊重民意  務實推動民主發展務實推動民主發展務實推動民主發展務實推動民主發展   

 

雖然社會上有部份人士對8.31框架存在一定不滿，但主流民意並不相信

否決方案或是抗爭行動是可以帶來進步，而先根據人大框架落實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亦是穩定地獲得半數市民的支持。新論壇期望，各黨派

能尊重多數市民的民意，考慮到目前的政治現實環境，在可能的發展空

間下，務實和穩健地推動香港的普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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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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調查 3月調查 

好認識 35% 36% 

有啲認識 52% 47% 

唔認識 9% 13% 

唔清楚，無意見 3% 4% 

總計 100% 100% 

 

Q2. 有人認為，係 2017年既特首普選要袋住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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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調查 3月調查 

根據人大框架去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 52% 51% 

原地踏步，由 1200人既選舉委員會選特首 28% 27% 

好難講 15% 18% 

唔清楚，無意見 5% 4% 

總計 100% 100%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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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調查 3月調查 

否決左方案，先可以迫到中央係下一次讓步 25% 23% 

就算否決方案，中央既決定同今次都差不多 44% 51% 

否決左方案，未來嘅框架可能更收緊 13% 10% 

好難講，要睇到時既變化 15% 13% 

唔清楚，無意見 3% 3% 

總計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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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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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調查 3月調查 

唔會再重啟政改諮詢 51% 53% 

會再啟動政改諮詢 17% 17% 

好難講 24% 23% 

唔清楚，無意見 8% 6% 

總計 100% 100%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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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調查 3月調查 

認同 35% 37% 

一半半 36% 32% 

唔認同 22% 24% 

唔清楚，無意見 7% 8% 

總計 100% 100% 

 

Q6. 有人認為，如果立法會今次“袋住先，就會袋一世”。即係如果立法

會通過左政府建議既政改方案，係 2017年之後既行政長官選舉，都唔會再

有進步，咁你又同唔同意，今次政改“袋住先，就會袋一世”既講法呢？ 

同意 40% 

唔同意 47% 

好難講 9% 

唔清楚，無意見 4% 

 

Q7. 你認為，用佔領等抗爭行動，能唔能夠改變中央就普選既決定呢? 

能夠 16% 

唔能夠 63% 

好難講 18% 

唔清楚，無意見 3% 

 

Q8. 有意見認為，香港 2017年行政長官落實唔到普選，香港就無辦法管

治，咁你同唔同意呢種講法呢？ 

非常同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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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5% 

一半半 30% 

唔同意 30% 

非常唔同意 8% 

唔清楚，無意見 5% 

 

 

Q9. 咁你又認為，政府提出既政改方案，有幾大機會獲得立

法會通過呢？ 
 

1 幾大機會 10% 

2 一半半 46% 

3 無乜機會 37% 

4 唔清楚，無意見 7% 

 

受訪者背景資料 

 

性別 加權 未加權 

男 45% 54% 

女 55% 46% 

 

年齡組別 加權 未加權 

20-24 7% 4% 

25-29 9% 7% 

30-34 10% 5% 

35-39 10% 7% 

40-44 10% 10% 

45-49 10% 7% 

50-54 11% 15% 

55-59 10% 10% 

60-64 8% 12% 

65-69 6% 10% 

70-7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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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2% 

初中或預科 43% 46% 

大專或以上 48% 42% 

 

自我階層認定 加權 未加權 

基層 45% 46% 

中產 43% 42% 

上層 3% 3% 

唔清楚，好難講 9% 9%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