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末來@香港民調報告第三號 

旺角事件問題 

二 O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過去幾年，社會各界就不同社會現像如不同的示威、警民衝突等，出現不同的理解和解釋。

對這些不同的現象和理解，反映了社會裡不同團體之間對香港發展的嚴重分岐。 

 

一群關心社會事務的人士走在一起，組成「末來@香港」。末來@香港不屬於任何派別，亦

不會組織政團。對於個別社會政策，成員之間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都願意以個人名

義集資，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進行民意調查，務求提供獨立的數據，促進政府和

社會各界對相關問題的更深入討論。一系列的民調，在於瞭解和分析市民就各重要社會問

題中不同的兩難之處如何取捨，從而促進和倡議社會作出理性的討論和決策。我們亦樂意

與政府和社會各界就各相關課題交流和討論。 

 

這是我們的第三份民調報告，主題為「旺角事件」，目的是調查涵蓋了市民對(1) 近年發

生的衝突事件；以及 (2) 旺角事件的看法。這次電話民意調查由未來@香港委託嶺南大學

公共管治研究部進行。是次民意調查在二零一六年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晚上進行，並

以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為訪問對象。本次民調所使用的電話號碼是以隨機抽樣方

式於電話簿中抽出，然後再把電話號碼的最後兩位數字以隨機數字代替；在接通電話後，

我們在住戶內再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一名合資格的被訪者。我們最後完成共 1,003 份問

卷，回應率是 34.3%，在 95% 信心水平下，抽樣誤差約為 ± 3.0 個百分點。 
 

整體情況 

我們首先瞭解被訪者對近年發生的各種衝突事件先作整體評論，然後再詢問他們對「旺角

事件」的觀感。關於使用「旺角事件」一詞，我們需要先作一點聲明。 

我們明白社會上對旺角事件性質的不同描述，會影響被訪者的答案。因此在向被訪者提

問之前，會首先讀出一段對旺角事件性質有不同描述的引言。基於描述的排列次序可能會

影響被訪者的答案，因此我們準備了兩個不同版本的引言，並以電腦隨機方式決定要向被

訪者讀出哪一個版本： 

 

(1)「以下的問題，是有關農曆年初一至年初二凌晨在旺角發生的事件。這次事件，有人

認為是暴亂，有人認為是騷亂，有人認為是警民衝突，亦有人認為是『魚蛋革命』。我們

就簡單稱之為『旺角事件』。」 

 

(2)「以下的問題，是有關農曆年初一至年初二凌晨在旺角發生的事件。這次事件，有人

認為是『魚蛋革命』，有人認為是警民衝突，有人認為是騷亂，亦有人認為是暴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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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簡單稱之為『旺角事件』。」 

 

問卷反映，被訪者對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是否過分的、適當的，還是不足，看

法分佈平均。認為適當的，佔被訪者的 35.2%，過分的和不足的，分別佔 31.1% 21.1%(表

1)。但反過來問，被訪者對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認為過份的，為 60.3%，大幅

度超過認為不足的 6.7%。不過，20.2%的被訪者，認為適當，反映被訪者在若干情形下，

並不完全排斥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武力。(表 2) 

 

 

 

我們再詢問被訪者關於武力抗爭和特區政府推行政策的關係。雖然 45.1%的被訪者，認同

武力抗爭只會令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時更強硬；但 28.8%的被訪者，認同武力抗爭有時可以

阻止特區政府推行某些政策 (表 5) 。另外，57.8%的被訪者，認同政治訴求，只可以用和

平手段來爭取，不能訴諸武力；但同時間，35.6% 的被訪者，卻選擇認同政治訴求，可以

使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但不排除武力抗爭(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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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的下半部，我們再詢問被訪者對「旺角事件」中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武力的接受

程度。有 22.2%的被訪者表示十分接受，但仍然有 13.7%的被訪者表示非常不接受(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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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來說，被訪者對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較為不接受，有 42.9%的人，給于 0 分，表示

非常不接受；有 4.5%的人，表示接受(表 9) 。以整體分數而言，被訪者對「旺角事件」中警

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的接受程度，為 5.51 分；比對「旺角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

警察使用的武力的 2.67 分為高。 

因此，雖然在理念上和一般情形下，有 35.6%的被訪者，支持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

段來爭取，但不排除武力抗爭，28.8%的被訪者，認同武力抗爭有時可以阻止特區政府推

行某些政策；但在「旺角事件」這件具體社會事件上，只有 12.7%的被訪者，在是否認同

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的問題上，給與 6 至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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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有相對較少被訪者，認同在「旺角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所使用的武力；但

卻有較多的被訪者，認同「旺角事件」的發生，與政府施政有關。 

 

年青人和本土派的觀點 

調查報告亦顯示，18-29 歲年齡組別較傾向接受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武力、不接受警察

對在場參與者使用武力、肯定武力抗爭、希望特區政府更寬鬆地處理衝突事件，以及希望

中央政府放寬對香港的政策；而 50 歲或以上年齡組別則較傾向持相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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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兩表顯示，年齡在十八至二十九歲的被訪者中，有 49.7%認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

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過份；三十歲至四十九歲和五十歲被訪者中，分別有 33.4%

和 25.3%認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過份。 

相反，三十歲至四十九歲和五十歲被訪者中，分別有 68.2%和 67.5%認為在近年的衝突事

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過份的武力，而十八至二十九歲的被訪者中只有 46.5%，認

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過份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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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的十八至二十九歲的被訪者，贊成武力抗爭有時可以阻止特區政府推行某些政策這

項意見，而在三十至四十九歲和五十歲或以上的被訪者，贊成上述意見的，分別只有

31.8%和 25.7%。 

 

 

 

同時，59.1%的十八至二十九歲的被訪者，贊成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但不排

除武力抗爭。而在三十至四十九歲和五十歲或以上的被訪者，贊成上述意見的，分別只有

35.7%和 28%。明顯地，十八至二十九歲這個年齡群組的市民，對政治訴求中不排除武力

抗爭這項命題，並不十分排斥。 

不過，十八至二十九歲的被訪者，仍然只佔整體的 17.5%，而在三十至四十九歲和五十歲

或以上的被訪者，則佔 27.4%和 55.3%。如果單以十八至二十九歲這個年齡組別看，這批

年輕的被訪者中，較多人(59.1%)認同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但不排除武

力抗爭；較少人(38.3%)認同政治訴求，只可以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不能訴諸武力。但其

他年齡組別的受訪者，較多人(分別為 60%和 66.9%)認同政治訴求，只可以用和平手段來

爭取，不能訴諸武力；較少人(分別為 35.7%和 28%)認同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段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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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但不排除武力抗爭。事實上，如單看整體數字，得出香港社會整體上認同政治訴

求，只可以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不能訴諸武力；是忽略了十八至二十九歲這年齡群組這

點截然不同的看法。 

 

 

 

類似的世代之間，對與「旺角事件」有關的關鍵問題，有所不同，在報告書中出現不少。

以下是另一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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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至二十九歲的被訪者，有 47.1%的人認同當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過分武力，在場參

與者便可以武力反抗，相比之下，只有 38.1%的人認同無論任何情況之下，在場參與者對

警察都不應該使用武力。而在另外兩個年齡群組，情況剛好相反。較多人(51.6%和 52.6%)

的人認同無論任何情況之下，在場參與者對警察都不應該使用武力，而較少人(28.3%和

28.5%)的人認同當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過分武力，在場參與者便可以武力反抗。 

 

在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的手法這問題上，十八至二十九歲的被訪者中，有 39.1%希

望特區政府採取更寬鬆的手法，只有 37.1%希望特區政府採取更嚴厲的手法；而在三十至

四十九歲和五十歲或以上的被訪者，分別只有 29.2%和 23.7%希望特區政府採取更寬鬆的

手法；而分別有 44.3%和 47%希望特區政府採取更嚴厲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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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齡組別的共識 

雖然不同年齡組別的被訪者，對不同事情有不同觀點，但有兩項問題，三個年齡組別的被

訪者，都抱相同看法，值得北京和特區政府注視。 

第一點是雖然有較多的三十至四十九歲和五十歲或以上的被訪者，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

事件的手法這問題上，希望特區政府採取更嚴厲的手法。但是所有年齡組別的被訪者，都

最不願意中央政府收緊對香港政策。十八至二十九歲和三十至四十九歲的被訪者中，分別

有 64.5%和 44%，希望中央政府放寬對香港政策；而五十歲或以上的被訪者，有 36.7%希

望中央政府放寬對香港政策；比 45.8%願見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保持不變。 

 

換言之，三十至四十九歲和五十歲或以上的被訪者，在贊同特區政府在處理衝突事件的手

法這問題上，採取更嚴厲的手法；但同時卻贊同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採取更放寬的政策。 

這是第一點不同年齡組別被訪者的共識。 

第二點是關於特區政府應否成並獨立委員會，針對「旺角事件」作出全面的調查。三個年

齡組別，都以大比數(74.1%, 72.1%和 69.1%)贊成有關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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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過去幾年，社會各界就不同問題有不少激烈的討論。要在這激烈的爭論中，尋求各方比較

容易接受的政策方案，並不容易。 

本份香港前景的意見調查社會不同界別人士，就「旺角事件」之後種種情況，才出調查。

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組別人士，對「旺角事件」和種種衡突事件，有不同的理解和希望。

我們認為政府和社會人士，應仔細考慮下列提議： 

 

第一，特區政府應和各界攜手，與年青人就不同問題進行不同層面多方面的世代對話。我

們雖然不會期望這種對話，在短時間帶來和諧的局面；但我們相信，持續和恒久的對話，

能夠給與年青對香港的寄望和期盼。 

 

第二，特區政府重新考慮就「旺角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就事件的各方面因由，作全方

位的審視。 

第三，特區政府應聯同各界，在不同層面上，向北京中央政府表達寬鬆處理香港政策的意

願。 

我們呼籲手握政治資源的政府，在推動各項政策時，儘量協調不同界別人士的利益和意見；

讓政治紛爭，透過正面的政治能量，變成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