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民意調查 

結果發佈會 

2020年6月2日 



樣本資料 

 調查日期：19-21/5/2020 

 調查方法：由真實訪問員進行隨機抽樣電話訪問 

 訪問對象：18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 

 成功樣本數目：1,001 (包括 500 個固網及 501 個手機樣本) 

 實效回應比率：55.6% 

 抽樣誤差：在95%置信水平下，百分比誤差不超過+/-3%，評分誤差
不超過+/-2.3 

 加權方法：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統計數字以「反覆多重加權法」
作出調整。全港人口年齡及性別分佈統計數字來自《二零一九年年
中人口數字》，而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及經濟活動身分統計
數字則來自《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19年版）。 

2 



調查項目 

六四事件週年調查 
 市民對六四事件的評價 

 中國人權狀況回顧及展望 

 中國民主及經濟發展 

 市民對支聯會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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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六四事件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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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2019 19-21/5/2020 最新變化 記錄 

認為北京學生做法正確比率 52% 52% ▲<1% 2013年5月以來新高 

認為北京學生做法錯誤比率 21% 20% ▼1% 2018年5月以來新低 

認為中國政府處理正確比率 13% 15% ▲2% 2008年5月以來新高 

認為中國政府處理錯誤比率 68% 66% ▼1% 2016年5月以來新低 

支持平反六四比率 59% 59% ▲1% 2016年5月以來新高 

不支持平反六四比率 23% 23% ▼<1% 2016年5月以來新低 

調查結果–六四事件週年調查 

 全部數字與一年前分別不大。香港巿民的主流意見繼續
認為中國政府當年處理不當、同情北京學生及支持平反
六四。 



中國人權狀況回顧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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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2019 19-21/5/2020 最新變化 記錄 

認為中國現時人權狀況 
較1989年有改善比率 

44% 38% ▼6% * 1993年5月有記錄新低 

認為中國現時人權狀況 
較1989年惡劣比率 

33% 43% ▲10% * 1993年5月有記錄新高 

估計三年後中國的人權狀況將 
較現時有改善比率 

32% 29% ▼3% 1993年5月有記錄新低 

估計三年後中國的人權狀況將 
較現時惡劣比率 

37% 44% ▲7% * 1993年5月有記錄新高 

調查結果–六四事件週年調查 

 認為中國現時人權狀況較1989年惡劣及估計三年後中國
人權狀況會比現時惡劣的比率均較一年前顯著上升，並
再創調查自1993年開始以來新高。 

* 顯著變化 



7 

66% 

-4% 

57% 

-15%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5
/1

9
9

3

5
/1

9
9

4

5
/1

9
9

5

5
/1

9
9

6

5
/1

9
9

7

5
/1

9
9

8

5
/1

9
9

9

5
/2

0
0

0

5
/2

0
0

1

5
/2

0
0

2

5
/2

0
0

3

5
/2

0
0

4

5
/2

0
0

5

5
/2

0
0

6

5
/2

0
0

7

5
/2

0
0

8

5
/2

0
0

9

5
/2

0
1

0

5
/2

0
1

1

5
/2

0
1

2

5
/2

0
1

3

5
/2

0
1

4

5
/2

0
1

5

5
/2

0
1

6

5
/2

0
1

7

5
/2

0
1

8

5
/2

0
1

9

5
/2

0
2

0

百
分
比

 P
er

ce
n

ta
g

e
 

調查日期 Date of Survey 

市民對中國人權狀況回顧及展望 (按次計算) 

People's Appraisal and Expectation of China's human right condition (Per Poll) 

(1993 – 2020) 

「比八九年好」淨值 Net Value of "Better than 1989" 「三年後會更好」淨值 Net Value of "Better in three years' time" 

調查結果–六四事件週年調查 



中國民主及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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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2019 19-21/5/2020 最新變化 記錄 

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 
中國民主發展比率 

62% 51% ▼10% * 1993年5月有記錄新低 

認為香港人沒有責任推動 
中國民主發展比率 

28% 36% ▲8% * 1993年5月有記錄新高 

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 
中國經濟發展比率 

59% 45% ▼14% * 1996年5月有記錄新低 

認為香港人沒有責任推動 
中國經濟發展比率 

35% 45% ▲10% * 1996年5月有記錄新高 

調查結果–六四事件週年調查 

* 顯著變化 

 較多巿民繼續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對推動經濟
發展則意見各半。兩方面認為有責任者均較去年大幅下跌，認為
沒有責任者則大幅上升，創1993和1996年開展以來新低/新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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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期 Date of Survey 

香港人推動中國民主/經濟發展的責任 (按次計算) 

Responsibility of Hong Kong people to instigate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Per Poll) (1993 – 2020) 

「民主發展責任」淨值 Net Value of "responsibility in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經濟發展責任」淨值 Net Value of "responsibi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調查結果–六四事件週年調查 



中國民主及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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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2019 19-21/5/2020 最新變化 記錄 

認為香港人應該偏向推動 
中國經濟發展多於民主發展比率 

31% 28% ▼3% 2013年5月以來新低 

認為香港人應該偏向推動 
中國民主發展多於經濟發展比率 

44% 44% ▼<1% 2018年5月以來新低 

認為中國現時應該較著重 
發展經濟比率 

31% 29% ▼2% 2015年5月以來新低 

認為中國現時應該較著重 
發展民主比率 

50% 49% ▼1% 2018年5月以來新低 

調查結果–六四事件週年調查 

 民主與經濟相比，較多市民認為香港人應該偏向推動中
國的民主發展多於經濟發展，亦認為中國現時應該較著
重發展民主。 



市民對支聯會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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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2019 19-21/5/2020 最新變化 記錄 

支聯會的評分 50.3 47.5 ▼2.7 2018年5月以來新低 

認為應該解散支聯會 
的被訪者比率 

20% 24% ▲4% 2017年5月以來新高 

認為不應該解散支聯會 
的被訪者比率 

53% 43% ▼10% * 2015年5月以來新低 

調查結果–六四事件週年調查 

 支聯會方面，24%被訪市民認為應該解散，43%則表示
不應該，而支聯會的最新評分為47.5分。 

* 顯著變化 



「民主社區互助共融」 

社區健康計劃 

結果發佈會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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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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18/5 19/5 20/5 21/5 22/5 23/5 24/5 25/5 26/5 27/5 28/5 29/5 30/5 31/5 1/6 2/6 

輸入個案(昨日) 0 3 0 0 0 8 2 0 0 0 0 1 0 13 3 0 0 

本地個案(昨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3 

PEWRI 疫後復工指數 49.3 41.5 51.4 50.6 51.2 44.6 44.2 48.9 49.1 50.1 56.2 44.6 69.8 50.3 - - - 

PEGRI 疫後復聚指數 57.3 45.8 59.0 59.3 60.2 48.6 49.4 60.1 59.9 59.3 61.1 50.8 76.6 57.4 64.7 27.3 27.0 



15 

調查結果–疫後復常指數 

意見題目經加權後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