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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氣候變化的態度研究 

主要調查結果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 

 

1. 2019 年 7 月，思匯政策研究所和香港民意研究所轄下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香港民

研）合作，就公衆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和態度進行意見調查。電話調查於 8 月 16 至

28 日進行，成功訪問 1,011 名市民。另外，香港民研舉辦了 4 場焦點小組，更深入

了解 38 名參加者對氣候變化的看法，以補充初步研究結果。 

2. 電話調查的主要結果包括： 

• 在多種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中，71%被訪者最關注全球氣溫上升，66%被訪者最

關注極端天氣。 

• 84%人認爲氣候變化對下一代的衝擊很大。 

• 為減低碳排放，84%被訪者認爲自己在過去一年經常有節約能源；79%人稱自己

乘搭更多公共交通工具。最少被訪者（28%）選擇減少外遊次數。 

• 超過 2/3 被訪者因希望擁有一個更可持續、健康的生活/減少疾病，而實踐低碳

生活。 

• 79%市民認為政府應肩負最大責任應對氣候變化，而69%人認爲市民應共同承擔

責任。 

• 55%被訪者不同意政府已採取足夠的政策減低碳排放。 

• 71%人認為政府應動用財政儲備，資助緩解氣候變化和適應措施。69%被訪者認

為政府應該根據「污者自付」稅收收入資助這些措施。 

• 74%被訪者願意多付平均 19%的電費，以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 

• 60%市民在電話調查前聽過《巴黎協定》。 

• 62%人會透過傳統媒體尋找有關氣候變化的資訊，57%被訪者則利用網上渠道搜

索資料。 

3. 焦點小組與電話調查的結果相若，為電話調查結果提供良好參考。 

• 氣溫上升、沒有明顯的季節、極端天氣、更強的颱風、降雨量增加，是氣候變

化的明顯跡象。 

• 被訪者主要擔憂自己會更容易染上疾病及下一代的健康狀況。另外，他們也擔

心海平面上升影響生態系統/食物供應，威脅動物和人類的生存空間。 

• 被訪者承諾自己會嘗試實踐低碳生活，但大部分人因覺得個人力量有限而感到

無助及無力。 

• 為了達到減碳目標，節約能源是最常見的做法，繼而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

時還會節約用水、盡量堂食而避免外賣，以及多菜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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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氣候變化是每個人的責任，但政府應肩負最大責任去領導、教育、制定和

審視政策，為市民和企業提供誘因，並監督商界。 

• 被訪者全力支持及接受「污者自付」的徵稅方式，也願意支付更高電費來增加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但需要政府保證，所收款項全用於發展可再生能源。 

• 大部分市民認為政府未有採取足夠的減碳政策，並指出現時部份政策已經不合

時宜，例如三色廢物分類回收桶。 

• 展望未來，被訪者建議政府 1）加強法規並定期審視政策； 2）宣傳其長遠計劃

和目標，更透明地公布工作進度；3）持續提高公眾意識，將氣候變化和相關主

題納入學校的常規課程；4）資助綠色企業，引入綠色稅收和綠色債券；5）率

先實踐低碳生活。 

• 將來充分和有效利用社交媒體，例如 Facebook 和 Instagram；採用「氣候危機」

一詞來反映問題逼切性，引起公眾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