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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機構「香港青少年公民參與」研究

 研究目的：了解本港青少年公民參與的情況

 2007年7月3日至13日進行

 對象：本地中四及中六學生

 隨機抽樣90間中學，14間中學參與研究

 自填問卷方式

 收回問卷：1800份；有效問卷：1300份

 樣本標準誤差＜2.7%



受訪對象資料

性別
男（37.1%）

女（62.9%）

年齡 15-19歲（97.5%）

出生地
香港（77.8%）

內地（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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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的形式

行使公民權利

參與社會事務

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

尊重和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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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青少年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意識

社會責任意識 表示同意的受訪者百分比(%)

你作為公民，好應該尊重和遵守法律
93.0%

你應該盡公民責任，包括投票和參與
社會事務

87.9%

你願意為香港社會作出貢獻 86.8%

你除了保障個人利益，亦有責任維護
社會大眾利益

85.9%

你其中一項公民責任，就是關心社會
的弱勢社群

85.0%

你有責任共同承擔社會問題，而非只
是政府、社會福利機構或參政人士的
責任

80.2%

參與社會事務是你的責任 76.4%

作為公民，你有責任為社會付出你的
時間和金錢

73.4%



對香港和中國有強烈歸屬感

對香港的歸屬感
*百分比

(%)
國民身份認同

*百分比
(%)

你是香港的一份子
92.0%

不論中國的發展如何，
你都會承認自己是中國
人

72.9%

你會視香港為你的家
84.4%

你為你中國人的身份感
到自豪

64.0%

你覺得香港是一個安居
樂業的城市

83.6%
當你看到升國旗時，你
會肅然起敬

56.3%

你對香港有歸屬感 82.3%

你為香港過去的成就感
到自豪 76.4%

你喜歡在香港生活 75.9%

*為表示同意之受訪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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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在「與歷史文化的結連」上的百分比

你珍惜代表香港
集體回憶的東西

身為香港人，
你想知香港人過去的歷史

你很喜歡香港的獨有文化

香港發展到今天的歷史，
和你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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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有能力影響政府的決定 同意

不同意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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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務看似十分複雜，你沒能力參與其中

即使你向社區領袖或議員投訴，社區都不能有什麼

改善

同意

不同意

青少年政治及社群參與無力感偏高



無力感

對個人利益的態度 .286** 

**即表示受訪者無力感愈強，亦會愈看重個人利益。

社會及政治參與的無力感




看重個人利益


社會無力感與對個人利益的態度之間的關係



青少年公民參與的具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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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幾經常違反法律？(例如：網上侵權、亂拋垃圾等)

在過去一年，你有幾經常捐錢給一些慈善團體呢？

在過去一年，你有幾經常關注或協助社會的弱勢社群呢？

在過去一年，你有幾經常參與義工服務，或者參加某些服務團體？

直接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意見

加入學會或其他社會團體以影響政府的施政

監察政府的施政

瞭解政府的施政(包括：瀏覽政府網頁、閱讀政府諮詢文件、留意有關報導等)

成為學生會幹事、參與國是學會或其他社會關注小組

成為任何形式的選舉的參選人或助選(學生會、或其他學會和關注小組等)

向有關組織、學生會或其他權威人士等表達你對社會事務的意見

曾參加任何簽名運動、遊行、示威、街頭抗爭等活動

嘗試關注社會發生的事(包括：睇報紙或留意有關報導等)

就某些社會事務或議題投稿至報館、雜誌，或致電phone  in節目

跟家人、老師或同學討論，或者在newsgroup討論社會事務

沒有/間中 頗多/經常



建議：

 為青少年提供空間，建立更多溝通的渠
道

 成立地區青年議會，可提升青少件公民
參與意識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