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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成員 

調查日期 5月5日下午3時正 至 5月7日下午3時正 

調查方法 以電郵接觸群組成員，並於網上完成調查 

訪問對象 
十二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 

代表組群 自結組群 

總成功樣本 758 7,343 

回應比率 9.7% 11.1% 

抽樣誤差 95%置信水平，百分比誤差+/-4% 95%置信水平，百分比誤差+/-1% 

加權方法 

按照1) 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全港人口年齡及性別分佈統計數字、各區議
會人口數字；2) 選舉事務處提供的整體選舉結果、各區議會選區總選
民人口及其年齡和性別分佈統計數字；3) 常規調查中的特首評分分佈
數字，以「反覆多重加權法」作出調整。 



 最新調查日期：5-7/5/2020 

 問題：你認為自己在未來一個月有多大機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新
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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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社區健康調查 

71% 

4% 

2% 

<1% 

21% 

一定不會 

一成機會 

兩成機會 

三成機會 

四成機會 

五成機會 

六成機會 

七成機會 

八成機會 

九成機會 

十成機會 

其他 

不知道／難講 

代表組群 自結組群 

^ 答案選項為 0-10分量尺及「其他／不知道/難講」選項。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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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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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期 

[公布日期] 

市民對預計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的機會率評估 

代表組群 - 不知道／難講 自結組群 - 不知道／難講 代表組群 - 平均值 自結組群 - 平均值 

調查結果–社區健康調查 

* 答案選項為 0-10分量尺及「其他／不知道/難講」選項。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 

▼* 

* 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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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社區健康調查 

意見題目* 

「香港市民代表組群」(N=758) 「香港市民自結組群」(N=7,334) 

滿意 一半半 不滿 平均量值 滿意 一半半 不滿 平均量值 

Q2 你有多滿意或
不滿香港政府應付
新冠肺炎的表現？ 

上次 38% 12% 50% 2.6 27% 13% 60% 2.3 

最新 38% 8%▼* 54% 2.5 30%▲* 11%▼* 60% 2.4▲* 

 最新調查日期：5-7/5/2020 

 上次調查日期：24/4-5/5/2020 (代表組群 N=828 自結組群 N=8,285) 

 

* 答案選項為「好滿意／幾滿意／一半半／幾不滿／好不滿／不知道/難講」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 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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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社區健康調查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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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評價香港政府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 

代表組群 - 滿意港府 代表組群 - 不滿港府 自結組群 - 滿意港府 自結組群 - 不滿港府 

▲* 

* 顯著變化 



7 

調查結果–社區健康調查 

 最新調查日期：5-7/5/2020  

^ 政府於5月5日下午宣布的新規管 

* Q3答案選項為「好支持／幾支持／一半半／幾反對／好反對／不知道/難講」; Q4答案選項為「過早／適中／過遲／不知道/難講」; Q5答案選項為「過嚴
／適中／過鬆／不知道/難講」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意見題目* 
「香港市民代表組群」(N=755-758) 「香港市民自結組群」(N=7,313-7,340) 

答案選項 答案選項 答案選項 平均量值 答案選項 答案選項 答案選項 平均量值 

Q3 整體而言，
你有多支持或反
對這些措施^？ 

選項* 支持 一半半 反對 平均量值 支持 一半半 反對 平均量值 

最新 61% 27% 9% 3.8 56% 28% 13% 3.7 

Q4 你認為這些
措施^是過早還

是過遲？ 

選項 過早 適中 過遲 
不知道/ 
難講 

過早 適中 過遲 
不知道/ 
難講 

最新 9% 62% 19% 10% 11% 55% 25% 9% 

Q5 你認為這些
措施^是過嚴還

是過鬆？ 

選項 過嚴 適中 過鬆 
不知道/ 
難講 

過嚴 適中 過鬆 
不知道/ 
難講 

最新 19% 66% 7% 9% 22% 58% 10% 11% 



 「香港市民代表組群」(N=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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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整體而言，你有多支持或反對這些措施^？ 

支持 

(n=299) 

一半半 

(n=323) 

反對 

(n=117) 

合計 

(n=758) 

Q2 你有多滿意
或不滿香港政府
應付新冠肺炎的

表現？ 

滿意 61% 3% 3% 38% 

一半半 11% 3% <1% 8% 

不滿 28% 93% 97% 54% 

合計 100% 100% 100% 100% 

調查結果–社區健康調查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 政府於5月5日下午宣布的新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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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社區健康調查 

 題目：你對於政府實施這些措施有沒有其他意見？ 

(N=2,492) 受訪者意見 相關關鍵詞 (出現的次數) 

(1) 限聚令恐淪為政治工具： 
有相當多意見認為限聚令的目的旨在「政治打壓」，例如藉此限制市民的集會自
由；同時亦擔心有執法不公之問題。 

打壓(333); 政治(259); 警察(168);  

濫用(100) ; 執法不公(99); 集會(99);  

選擇性執法(66) 

(2) 新措施推行不及時： 
有頗多意見反映新措施推行「太遲」，形容政府是「後知後覺」，作用不大。 

遲(92); 慢(74); 後知後覺(36); 太耐(2) 

(3) 新措施缺乏科學理據 及 不合理： 
有部分意見表示新措施(例如限聚令將四人增加到八人及餐桌與餐桌之間最少有1.5 

米距離等) 缺乏科學理據去支持。另外亦有意見認為限聚令的措施不合理，例如市
民乘搭交通工具時也有傳播風險，但卻不受此限。 

科學根據(114); 理據(13); 不合理(13);  

不切實際(5) 

(4) 封關為重： 
有頗多意見認為實施封關對控制疫情最為重要，比推行限聚令等措施有效。 

封關(194); 入境(56); 關口(39) 

(5) 特定條件下放寬限制或作彈性處理： 
有不少意見提及到在某些前題下，例如全民戴口罩或嚴格執行檢疫措施，應再放
寬或解除限聚令的安排；此外亦有意見認為對某些場所的關閉或限制，應按實際
情況來彈性處理，例如可放寬對餐廳的限制，但美容院/ 健身中心/麻雀館/遊戲機
中心則要審慎處理。 

限聚令(603); 取消(182); 放寬(127);  

解除(25); 彈性(3); 撤回(4); 餐廳(32);  

酒吧(30); 美容院(17); 麻雀館(41);  

健身中心(19); 遊戲機中心(13) 

(6) 對經濟造成打擊： 
有少部分意見認為有關措施已對本土經濟造成打擊，希望政府能提供財政支援予
商戶或受影響的僱員。 

經濟(40); 生計(4); 打擊生意(1) 

質性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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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疫後復常指數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公佈日期 22/4 23/4 24/4 25/4 26/4 27/4 28/4 29/4 30/4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輸入個案(昨日) 4 4 2 0 2 0 0 0 0 0 2 0 0 1 0 0 4 

本地個案(昨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EWRI 疫後復工指數 31.6 29.9 29.4 35.4 28.3 33.5 32.6 50.6 53.0 53.4 42.9 52.7 53.7 43.7 53.8 60.5 48.5 

PESRI 疫後復課指數 16.1 16.3 18.0 22.3 18.6 21.1 20.1 44.3 46.5 46.7 31.2 46.6 46.6 31.1 46.3 -  -  

PEGRI 疫後復聚指數 27.6 27.2 28.9 40.9 32.4 40.2 37.4 58.6 62.0 62.4 47.0 63.0 62.9 45.4 62.5 71.5 54.5 

PEPRI 疫後公共設施重開指數 21.6 21.6 21.2 29.6 25.8 30.1 29.3 57.3 59.8 60.8 45.1 60.7 61.2 45.0 60.8 -  -  

PEBRI(beauty) 

疫後復業指數(美容業) 
-  -   -  - -   - -  58.5 58.6 59.7 37.8 61.3 61.6 39.2 61.3 -  -  

PEBRI(bar & club) 

疫後復業指數(酒吧業) 
-  -   -  - -   - -  56.0 55.7 57.0 33.5 57.0 57.6 34.3 57.2 -  -  

PEBRI(catering) 

疫後復業指數(飲食業) 
-  -   -  - -   - -  66.4 65.1 67.1 48.4 64.8 64.9 50.5 65.8 -  -  

PEBRI(film) 

疫後復業指數(電影業) 
-  -   -  - -   - -  64.1 62.9 65.0 40.6 62.7 63.3 41.8 6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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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疫後復常指數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最新調查項目 

最新題目(由5月7日下午開始收集數據)： 

 政府最近宣布特定商務客入境可獲豁免強制檢疫，即無須接受
14天隔離，但於留港期間必須接受衞生署的醫學監測，包括配
戴口罩和每天量度體溫，但無須進行病毒測試。你有多支持或
反對此項措施？ 

 有意見認為可獲豁免檢疫的特定商務客，於留港期間必須定期
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你有多支持或反對這個意見？ 

 你有沒有調查題目建議給我們進行民意調查？ 

 疫情民情調查: http://bit.ly/poricd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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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poricd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