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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2日 新聞公報  

民研計劃發放特首及問責司局長民望數字 

特別宣佈 

香港民意研究計劃（香港民研）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公報內的「民研

計劃」指的可以是香港民研或其前身港大民研。 

公報簡要 

民研計劃於一月初由真實訪問員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方式成功訪問了 1,000名香港居民。調查

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最新評分為 29.0分，民望淨值為負 54個百分點，兩項民望數字與半個

月前分別不大。司長方面，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支持度評分為 30.7分，民望淨值為負 29個百

分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支持度評分為 33.6分，民望淨值為負 14個百分點。至於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其支持度評分為 23.1分，民望淨值為負 52個百分點。以上民望與一個月前分別不

大。局長方面，十三位局長的民望淨值繼續全部錄得負值。對比兩個月前，只有陳肇始的支持

率淨值變化超過抽樣誤差，下跌 18個百分點。調查的實效回應比率為 58.5%。在 95%置信水

平下，調查的百分比誤差不超過+/-4%，淨值誤差不超過+/-7%，評分誤差不超過+/-2.4。 

樣本資料 

調查日期 ： 4-8/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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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 (包括 492個固網及 508個手機樣本) 

實效回應比率 ： 58.5% 

抽樣誤差[2] ： 在 95%置信水平下，百分比誤差不超過+/-4%，淨值誤差不超過+/-7%，評分

誤差不超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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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數字為調查的總樣本數目，個別題目則可能只涉及次樣本。有關數字請參閱下列數表內列出的樣本數目。 

[2] 此公報中所有誤差數字均以 95%置信水平計算。95%置信水平，是指倘若以不同隨機樣本重複進行有關調查

100次，則 95次各自計算出的誤差範圍會包含人口真實數字。由於調查數字涉及抽樣誤差，傳媒引用百分比

數字時，應避免使用小數點，在引用評分數字時，則可以使用一個小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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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數據 

以下是特首林鄭月娥的最新民望數字： 

調查日期 19-22/10/20 9-13/11/20 23-26/11/20[3] 7-10/12/20 18-22/12/20 4-8/1/21 最新變化 

樣本數目 1,020 1,005 1,085 1,009 1,014 1,000 -- 

回應比率 62.2% 63.9% 74.6% 70.0% 68.7% 58.5% -- 

最新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及 

誤差 
-- 

特首林鄭月娥評分 27.2 30.8[4] 33.5 30.6 29.7 29.0+/-2.1 -0.7 

林鄭月娥出任特首支持率 18% 21% 21% 20% 18% 19+/-2% -- 

林鄭月娥出任特首反對率 74% 69%[4] 66% 69% 69% 72+/-3% +3% 

支持率淨值 -56% -48%[4] -45% -50% -51% -54+/-5% -3% 

[3] 香港民研在兩次定期評分之間，在 25/11/2020進行了施政報告即時調查，結果是特首評分 26.8分，特首支持率

淨值負 57 個百分點。由於定期評分調查不設網上調查部分，而調查亦在施政報告前兩天開始，因此數字適宜

與上次於 9-13/11/2020進行的定期調查比較。 

[4] 該數字與上次調查結果的差異超過在 95%置信水平的抽樣誤差，表示有關變化在統計學上表面成立。不過，變

化在統計學上成立與否，並不等同有關變化是否有實際用途或意義，而不同調查的加權方法亦可能有所不同。 

以下是各問責司長的最新民望數字： 

調查日期 3-6/8/20 31/8-4/9/20 5-8/10/20 9-13/11/20 7-10/12/20 4-8/1/21 最新變化 

樣本數目 503-655 649-689 593-642 608-636 574-657 600-664 -- 

回應比率 64.4% 58.4% 62.8% 63.9% 70.0% 58.5% -- 

最新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及誤差 --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評分 29.0 28.5 28.7 30.7 29.2 30.7+/-2.4 +1.4 

張建宗出任政務司司長支持率 16% 16% 18% 18% 17% 18+/-3% +1% 

張建宗出任政務司司長反對率 55% 54% 50% 50% 51% 48+/-4% -3% 

支持率淨值 -39% -39% -32% -32% -34% -29+/-6% +4%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評分 37.0 35.5 36.9 39.5 35.4[5] 33.6+/-2.4 -1.7 

陳茂波出任財政司司長支持率 26% 28% 28% 29% 24% 27+/-3% +3% 

陳茂波出任財政司司長反對率 46% 46% 44% 38%[5] 44%[5] 42+/-4% -2% 

支持率淨值 -20% -18% -16% -9% -20%[5] -14+/-6% +5%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評分 22.2 20.8 19.3 21.7 23.3 23.1+/-2.4 -0.1 

鄭若驊出任律政司司長支持率 15%[5] 13% 12% 13% 14% 14+/-3% -- 

鄭若驊出任律政司司長反對率 67% 69% 68% 64% 63% 66+/-4% +2% 

支持率淨值 -53% -56% -57% -51% -49% -52+/-6% -2% 

[5] 該數字與上次調查結果的差異超過在 95%置信水平的抽樣誤差，表示有關變化在統計學上表面成立。不過，變

化在統計學上成立與否，並不等同有關變化是否有實際用途或意義，而不同調查的加權方法亦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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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各問責局長的最新民望數字，按支持率淨值排列[6]： 

調查日期 6-9/7/20 31/8-4/9/20 9-13/11/20 4-8/1/21 最新變化 

樣本數目 584-634 580-645 588-642 603-628 -- 

回應比率 52.4% 58.4% 63.9% 58.5% -- 

最新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及誤差 -- 

黃錦星出任環境局局長支持率 24% 22% 28%[7] 25+/-4% -3% 

黃錦星出任環境局局長反對率 29% 31% 28% 28+/-4% -- 

支持率淨值 -4% -9% -<1%[7] -3+/-6% -3% 

黃偉綸出任發展局局長支持率 19% 15%[7] 21%[7] 21+/-3% -- 

黃偉綸出任發展局局長反對率 29% 32% 27% 26+/-4% -1% 

支持率淨值 -9% -17%[7] -6%[7] -5+/-6% +1% 

羅致光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支持率 29% 24% 28% 31+/-4% +3% 

羅致光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反對率 39% 44% 36%[7] 37+/-4% -- 

支持率淨值 -10% -20%[7] -9%[7] -6+/-7% +3% 

許正宇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支持率 20% 16% 20%[7] 20+/-3% -1% 

許正宇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反對率 25% 27% 21%[7] 26+/-4% +5% 

支持率淨值 -5% -11% -1%[7] -7+/-6% -6% 

薛永恒出任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支持率 23%[7] 19% 23% 23+/-3% -- 

薛永恒出任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反對率 30% 35% 26%[7] 33+/-4% +7%[7] 

支持率淨值 -7% -16%[7] -3%[7] -10+/-6% -7% 

徐英偉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支持率 19% 17% 20% 19+/-3% -1% 

徐英偉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反對率 32% 36% 29%[7] 31+/-4% +2% 

支持率淨值 -13% -19% -9%[7] -13+/-6% -4% 

邱騰華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支持率 24% 21% 28%[7] 25+/-4% -4% 

邱騰華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反對率 43% 48%[7] 38%[7] 39+/-4% -- 

支持率淨值 -18%[7] -27%[7] -10%[7] -14+/-6% -4% 

陳帆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支持率 19% 20% 25%[7] 24+/-3% -1% 

陳帆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反對率 43% 45% 38%[7] 39+/-4% +1% 

支持率淨值 -24% -26% -13%[7] -15+/-6% -2% 

曾國衞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支持率 23% 19% 23% 21+/-3% -2% 

曾國衞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反對率 41% 50%[7] 43%[7] 40+/-4% -3% 

支持率淨值 -18% -31%[7] -20%[7] -19+/-6% +1% 

陳肇始出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支持率 30% 27% 36%[7] 25+/-4% -10%[7] 

陳肇始出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反對率 34% 49%[7] 38%[7] 46+/-4% +8%[7] 

支持率淨值 -4% -21%[7] -2%[7] -20+/-7% -18%[7] 

聶德權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支持率 21% 23% 23% 23+/-3% -- 

聶德權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反對率 45%[7] 49% 42%[7] 44+/-4% +2% 

支持率淨值 -24% -26% -19% -2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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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期 6-9/7/20 31/8-4/9/20 9-13/11/20 4-8/1/21 最新變化 

樣本數目 584-634 580-645 588-642 603-628 -- 

回應比率 52.4% 58.4% 63.9% 58.5% -- 

最新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及誤差 -- 

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支持率 26% 21% 24% 25+/-3% +1% 

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反對率 59% 63% 55%[7] 55+/-4% -- 

支持率淨值 -33% -42% -31%[7] -30+/-7% -- 

楊潤雄出任教育局局長支持率 15% 17% 20% 17+/-3% -3% 

楊潤雄出任教育局局長反對率 62% 60% 59% 60+/-4% -- 

支持率淨值 -47% -43% -39% -42+/-6% -3% 

[6] 如四捨五入後的數字相同，則會再考慮小數點後的數字。 

[7] 該數字與上次調查結果的差異超過在 95%置信水平的抽樣誤差，表示有關變化在統計學上表面成立。不過，變

化在統計學上成立與否，並不等同有關變化是否有實際用途或意義，而不同調查的加權方法亦可能有所不同。 

最新調查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為 29.0 分，其支持率為 19%，反對率為 72%，民望淨值

為負 54個百分點，全部數字與半個月前分別不大。 

司長方面，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支持度評分為 30.7 分，支持率為 18%，反對率為 48%，民望

淨值為負 29個百分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支持度評分為 33.6分，支持率為 27%，反對率為

42%，民望淨值為負 14個百分點。至於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其支持度評分為 23.1分，支持率

為 14%，反對率為 66%，民望淨值為負 52個百分點。以上民望與一個月前分別不大。 

局長方面，十三位局長的民望淨值全部錄得負值，排名首位的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然後是發

展局局長黃偉綸、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薛永恒、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對比兩個月前，三位局長的淨支持率上升，九人下跌，一人

不變，當中只有陳肇始的支持率淨值變化超過抽樣誤差，下跌 18個百分點。 

根據民研計劃的標準，沒有官員屬於「表現理想」或「表現成功」，羅致光、陳茂波、陳肇始、

黃錦星、邱騰華、陳帆、聶德權、薛永恒、曾國衞、徐英偉及張建宗屬於「表現一般」，黃偉

綸及許正宇屬於「表現不彰」，鄭若驊、楊潤雄及李家超屬於「表現失敗」，林鄭月娥屬於「表

現拙劣」。 

以下是特首林鄭月娥及各問責官員民望級別總表： 

「表現理想」：支持率超過 66%者，以支持率排名[8]，即括弧內數字 

沒有官員 

 

「表現成功」：支持率超過 50%者，以支持率排名[8]，即括弧內數字 

沒有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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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一般」：非其他五類者，以支持率排名[8]，即括弧內數字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3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7%）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25%）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25%）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25%）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24%）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23%）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2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21%）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19%）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18%） 

 

「表現不彰」：認知率不足 50%者，以支持率排名[8]，括弧內第一數字為支持率，第二數字為認知率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21%，47%）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20%，46%） 

 

「表現失敗」：反對率超過 50%者，以反對率排名[8]，即括弧內數字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66%）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60%）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55%） 

 

「表現拙劣」：反對率超過 66%者，以反對率排名[8]，即括弧內數字 

特首林鄭月娥（72%） 

[8] 如四捨五入後的數字相同，則會再考慮小數點後的數字。 

民意日誌 

民研計劃於 2007 年開始與慧科訊業有限公司合作，由慧科訊業按照民研計劃設計的分析方

法，將每日大事記錄傳送至民研計劃，經民研計劃核實後成為「民意日誌」。 

由於本新聞公報所涉及的部分調查項目，上次調查日期為 9-13/11/2020，而今次調查日期則為

4-8/1/2021，因此是次公報中的「民意日誌」項目便以上述日期為依歸，讓讀者作出比較。以

涵蓋率不下 25%本地報章每日頭條新聞和報社評論計，在上述期間發生的相關大事包括以下事

件，讀者可以自行判斷有關事件有否影響各項民調數字： 

6/1/21 警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拘捕 53名民主派初選相關人士 

5/1/21 馬道立指倡議司法機構改革須有細節及理據 

4/1/21 政府宣布延長防疫措施，中小學及幼稚園暫停面授課至農曆年假 

2/1/21 政府不排除強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2/1/21 政府預料最快可於 2月為市民接種疫苗 

31/12/20 終審法院受理律政司上訴，黎智英還押候訊 

30/12/20 12港人案中十人被判囚七個月至三年，兩名未成年者移交香港 

28/12/20 大廈污水驗出新冠病毒，政府實施強制檢測 

25/12/20 黎智英獲准保釋，禁離家受訪發文 

23/12/20 政府宣布設立疫苗保障基金，並讓市民選擇接種哪款疫苗 

21/12/20 英國出現變種新冠病毒，港府禁止英國客機來港 

17/12/20 政府推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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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0 黎智英被加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8/12/20 政府再收緊防疫措施，新增禁足及強制檢測權力 

5/12/20 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惠德收到死亡恐嚇 

3/12/20 黎智英被拒保釋，須還押候訊 

2/12/20 前香港眾志成員黃之鋒、林朗彥及周庭被判囚 7至 13.5個月 

30/11/20 政府宣布收緊防疫措施，設立熱線舉報違規行為 

26/11/20 教育局宣布改革通識教育科 

25/11/20 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 

24/11/20 政府宣布收緊防疫措施，強制公眾場所展示安心出行二維碼 

21/11/20 警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資助分裂國家罪拘捕網台主持等 3人 

19/11/20 高等法院裁定警察不展示個人編號違反人權法 

14/11/20 政府宣布收緊防疫措施，推行強制檢測 

11/11/20 人大常委取消 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 

數據分析 

調查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最新評分為 29.0分，民望淨值為負 54個百分點，兩項民望數字與

半個月前分別不大。 

司長方面，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支持度評分為 30.7分，民望淨值為負 29個百分點。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的支持度評分為 33.6分，民望淨值為負 14個百分點。至於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其支

持度評分為 23.1分，民望淨值為負 52個百分點。以上民望與一個月前分別不大。 

局長方面，十三位局長的民望淨值繼續全部錄得負值。對比兩個月前，只有陳肇始的支持率淨

值變化超過抽樣誤差，下跌 18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