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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機構 

社會信任與社會參與研究 

主要研究數據及圖表 

 

是次研究對象為本地 10-29歲青少年，以街頭問卷形式於不同地區訪問 10-29歲的年輕人，成功收回

758 份問卷。受訪男性為 40.9%、女性則為 59.1%，平均年齡 18.7 歲。六成半（66.5%）受訪者是學

生。 

 

I. 研究方法、抽取樣本、成功率、樣本誤差 

 研究以街頭訪問形式進行，訪問對象為本地 10-29歲青少年。 

 突破事工研究及發展部於於香港市區（香港島、九龍、新界）人流聚集地點進行街頭訪問。 

 突破機構之訪問員於 2015年 10月 13日至 2015年 12月 15日期間進行街頭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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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受訪者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 

 

性別 

 受訪者 

男 40.9% 

女 59.1% 

總計 100% (N=758) 

 

年齡 

 受訪者  

10-14歲 17.2% 

15-19歲 46.9% 

20-24歲 19.3% 

25-29歲 16.6% 

總計 100% (N=757) 

平均年齡（歲） 18.8 

標準誤差（SD） 4.66 

 

 

教育程度 

 受訪者 

小學 1.8% 

初中 16.5% 

高中∕預科（包括毅進） 40.8% 

專上非學位（如：AD、HD、

IVE） 
12.8% 

學位（Degree） 25.3% 

學位以上（碩士、博士） 2.8% 

總計 100% (N=758) 

 

 

就業情況 

 受訪者  

讀書【全職】 66.5% 

半工讀【有工作，兼讀】 8.2% 

工作【全職∕Freelancer】 22.3% 

工作【兼職，無讀書】 1.8% 

家庭主婦∕主夫 0.1% 

待業∕失業 1.1% 

總計 100% (N=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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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點  

 受訪者 

香港 82.8% 

中國內地 14.5% 

海外 2.0% 

其他 0.7% 

總計 100% (N=758) 

 

 

居住地區 

中西區 2.1% 

灣仔 2.1% 

東區 6.1% 

南區 2.6% 

九龍城 2.4% 

黃大仙 3.7% 

觀塘 16.1% 

油尖旺 4.1% 

深水埗 2.6% 

荃灣 11.2% 

葵青 5.7% 

西貢 4.4% 

沙田 19.8% 

大埔 3.8% 

北區 3.8% 

屯門 5.4% 

元朗 2.9% 

離島 1.1% 

內地 0.1% 

總計 100% (N=758) 

 

 

宗教信仰 

無 69.3% 

基督教 23.7% 

天主教 3.3% 

佛教／道教 3.4% 

其他宗教 0.3% 

總計 100% (N=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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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研究數據 

 

第二部份 資料描述 (Descriptive Data) 

 

1. 獨立因素  

1.1.1社會信任感 (一般信任感) 

 

在今日的香港社會 ...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Q2_1我認為一般人基本上是可信的。 
1.6% 19.3% 78.1% 0.9% 100%(N=755) 

Q3_1我認為公營機構基本上是可信的。 2.8% 23.4% 70.9% 2.9% 100%(N=756) 

Q4_1我認為政府基本上是可信的。 13.5% 42.8% 42.2% 1.5% 100%(N=747) 

 

1.1.2社會信任感 (對比以往，信任感會否越來越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Q8_1我認為現時香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愈來愈差。 0.9% 29.7% 60.2% 9.2% 100%(N=758) 

Q12_1我覺得現在公、私營機構在回應公眾疑問時，多以官腔或

公關技巧回應，而非正視問題，令市民愈來愈質疑其誠信。 
0.5% 5.4% 61.9% 32.2% 100%(N=755) 

 

1.2 參與社會事務能力感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Q9_1社會事務看似十分複雜，我沒能力參與其中。 5.1% 57.1% 34.5% 3.3% 100%(N=750) 

 

1.3 公民意識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Q6_1 作為公民，我有責任為社會付出時間和金錢。 0.9% 9.5% 78.5% 11.1% 100%(N=757) 

Q15_1 參與社會事務是我的責任。 0.3% 12.7% 79.2% 7.8% 100%(N=756) 

Q18_1.能夠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我才會參與政治或社會事務。 4.5% 66.8% 24.9% 3.8% 100%(N=756) 

Q21_1只有切身利益被威脅的情況下，我才會參與社會行動。 10.2% 67.8% 19.1% 2.9% 100%(N=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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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利他精神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Q11_1 看見別人受不公平對待，我覺得氣憤難平。 0.3% 4.5% 74.5% 20.8% 100%(N=756) 

Q14_1 若能幫助別人，我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 0.5% 11.6% 81.8% 6.1% 100%(N=753) 

Q17_1 別人遭遇不幸，我會感到難受。 0.4% 3.4% 80.8% 15.3% 100%(N=756) 

Q22_1 為了社會變得更好，我願意先顧及別人的利益。 0.4% 19.0% 76.8% 3.7% 100%(N=751) 

 

2. 影響因素 

2.1 社會參與行為 

2.1.1 一般性 

 

有多經常在非學業、工作要求，及不為個人利益下參與

以下行為 

完全

沒有 
很少 間中 頗多 經常 總計 

Q1_1由志願∕公營機構舉辦的義務服務 
13.1% 35.6% 42.0% 6.7% 2.6% 100%(N=758) 

Q1_2由個人或個別組織舉辦的義務服務 23.1% 39.7% 31.3% 4.5% 1.5% 100%(N=758) 

Q1_3爭取、平衡權益 42.5% 32.2% 19.4% 4.2% 1.7% 100%(N=758) 

 

2.1.2 處境性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Q5_1由於愈來愈多人利用同情心作行騙，如街上暈倒、被搶

劫，我會對幫助陌生人感到猶疑。 
3.0% 45.3% 45.8% 5.8% 100%(N=757) 

Q10_1 若該機構未能讓大部份捐款用在受助者身上，我便不會

向他們捐款。 
2.0% 17.9% 55.2% 24.9% 100%(N=755) 

Q13_1 當公營機構（如：港鐵）缺乏誠信，我傾向不參與他們

推動的慈善∕義工活動。 
1.1% 34.3% 53.4% 11.2% 100%(N=757) 

Q16_1 我會因街上募捐的手法感到可疑而拒絕捐款。 2.3% 25.4% 60.1% 12.2% 100%(N=755) 

Q19_1考慮到政府舉辦的慈善∕義工活動或會有其他目的，我未

必會參與。 
0.9% 25.3% 65.6% 8.1% 100%(N=754) 

Q23_1考慮到有官方∕建制背景的組織，其慈善∕義工活動或會有

其他目的，我未必會參與。 
0.7% 22.0% 65.2% 12.1% 100%(N=758) 

Q25_1行乞或在街上借錢的多是騙徒，我會傾向拒絕要求。 2.8% 33.1% 51.5% 12.6% 100%(N=755) 

 

2.2 社會共融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計 

Q20_1我對香港有歸屬感。 2.0% 16.3% 69.8% 11.9% 100%(N=756) 

Q24_1我喜歡在香港生活。 2.0% 20.4% 63.4% 14.2% 100%(N=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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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項目平均分 

 平均分 N 

社會信任感 2.61 (SD=0.44) 745 

參與社會事務能力感 2.36 (SD=0.63) 750 

公民意識 2.88 (SD=0.35) 754 

利他精神 3.01 (SD=0.29) 744 

社會參與*   

i) 志願／公營機構 2.5 (SD=0.90) 758 

  ii) 個人或個別組織 2.2 (SD=0.90) 758 

  iii) 爭取、平權 1.9 (SD=0.97) 758 

社會共融 2.91 (SD=0.53) 751 

註：社會參與的評分為 1-5分，其餘各項的評分為 1-4分。 

 

 

第三部份  進階分析 

 

4. 各項目與往年研究數據比較 

4.1 公民意識 

 2015 (N=754) 2013 A (N=975) 2007 (N=1273) 

平均分 2.88 (SD=0.35) 3.17 (SD=0.36) 2.96 (SD=0.36) 

註：2015所涉題目有所刪減； 

「2013 A」為「利他精神與公民參與研究」，「2013 B」為「實踐利他精神因素研究」。 

 

4.2 參與社會事務能力感 

 2015 (N=750) 2013 A (N=996)  2007 (N=1261) 

平均分 2.36 (SD=0.63) 2.70 (SD=0.71) 2.65 (SD=0.40) 

註： 2013 A 的問法是「你覺得自己有能力參與社會事務？」；2007年與 2015年研究的問法與

2013A相反，即得分愈高，能力感愈低。 

「2013 A」為「利他精神與公民參與研究」，「2007」為「青少年公民參與研究」。 

 

4.3 利他精神 

 2015 (N=744) 2013 B (N=497) 2013 A (N=975) 

平均分 3.01 (SD=0.29) 2.88 (SD=0.34) 2.92 (SD=0.33) 

註：2015所涉題目有所刪減； 

「2013 A」為「利他精神與公民參與研究」，「2013 B」為「實踐利他精神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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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項相關度（Correlations） 

 

5.1 公民意識、利他精神、參與社會事務能力感與社會信任感、社會參與的關係 

 

利他

精神 

參與社會事

務能力感 

信任 

（一般

人） 

信任 

（公

営） 

信任 

（政

府） 

信任 

（信任下

降） 

信任 

（官腔致失

信） 

社會參與 

（志願/公

營） 

社會參與 

（個人/個別

組織） 

社會參與 

（爭取、

平權） 

公民意識 .316
**

 -.327
**

 .122
**

 .020 -.035 -.132
**

 .042 .170
**

 .215
**

 .278
**

 

利他精神 -- -.058 .030 -.092
*
 -.125

**
 .063 .136

**
 .201

**
 .239

**
 .176

**
 

參與社會事務能力感  -- -.017 .042 .101
**

 .083
*
 -.021 -.087

*
 -.073

*
 -.239

**
 

信任（一般人）   -- .278
**

 .246
**

 -.195
**

 -.084
*
 .039 .028 .044 

信任（公營）    -- .526
**

 -.156
**

 -.238
**

 .057 -.033 -.173
**

 

信任（政府）     -- -.178
**

 -.381
**

 .008 -.058 -.312
**

 

信任 

（信任下降） 
     -- .211

**
 -.007 .006 -.005 

信任 

（官腔致失信） 
      -- -.022 -.025 .207

**
 

社會參與 

（志願/公營） 
       -- .493

**
 .160

**
 

社會參與 

（個人/個別組織） 
        -- .226

**
 

 



突破機構    社會信任與社會參與研究   數據及圖表  頁 8 

 

 

5.2 公民意識、利他精神、參與社會事務能力感與社會參與（處境性）、社會共融的關係 

 利他

精神 

參與社會事

務能力感 

社會參與： 

處境 1 

社會參與： 

處境 2 

社會參與： 

處境 3 

社會參與： 

處境 4 

社會參與： 

處境 5 

社會參與： 

處境 6 

社會參與： 

處境 7 

社會共

融 

公民意識 .316
**

 -.327
**

 -.094
*
 .011 -.064 -.007 -.056 -.041 -.112

**
 .276

**
 

利他精神 -- -.058 -.049 .079
*
 .083

*
 .007 .036 .034 -.116

**
 .101

**
 

參與社會事務能力感  -- .091
*
 .002 .039 -.025 .064 .010 -.019 -.142

**
 

社會參與：處境 1   -- .104
**

 .090
*
 .179

**
 .090

*
 .137

**
 .226

**
 -.028 

社會參與：處境 2    -- .299
**

 .331
**

 .320
**

 .323
**

 .180
**

 -.055 

社會參與：處境 3     -- .212
**

 .345
**

 .345
**

 .139
**

 -.030 

社會參與：處境 4      -- .334
**

 .347
**

 .304
**

 -.030 

社會參與：處境 5       -- .549
**

 .144
**

 -.072
*
 

社會參與：處境 6        -- .206
**

 -.077
*
 

社會參與：處境 7         --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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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社會信任感與社會參與、社會共融的關係 

 

信任 

（公

営） 

信任 

（政府） 

信任 

（信任

下降） 

信任 

（官腔

致失

信） 

社會參與 

（志願/

公營） 

社會參與 

（個人/

個別組

織） 

社會參與 

（爭取、

平權） 

社會

參與： 

處境 1 

社會

參與： 

處境 2 

社會

參與： 

處境 3 

社會

參與： 

處境 4 

社會

參與： 

處境 5 

社會

參與： 

處境 6 

社會

參與： 

處境 7 

社會

共融 

信任（一般人） .278
**

 .246
**

 -.195
**

 -.084
*
 .039 .028 .044 -.088

*
 -.064 -.124

**
 -.132

**
 -.048 -.087

*
 -.138

**
 .114

**
 

信任（公營） -- .526
**

 -.156
**

 -.238
**

 .057 -.033 -.173
**

 -.102
**

 -.151
**

 -.202
**

 -.214
**

 -.110
**

 -.217
**

 -.109
**

 .178
**

 

信任（政府）  -- -.178
**

 -.381
**

 .008 -.058 -.312
**

 -.009 -.260
**

 -.279
**

 -.192
**

 -.208
**

 -.315
**

 -.093
*
 .206

**
 

信任（信任下降）   -- .211
**

 -.007 .006 -.005 .129
**

 .134
**

 .112
**

 .134
**

 .149
**

 .199
**

 .028 -.087
*
 

信任（官腔致失信）    -- -.022 -.025 .207
**

 .026 .265
**

 .268
**

 .204
**

 .282
**

 .311
**

 .181
**

 -.014 

社會參與（志願/公

營） 
    -- .493

**
 .160

**
 -.074

*
 -.028 -.117

**
 -.067 -.077

*
 -.045 -.070 .031 

社會參與（個人/個

別組織） 
     -- .226

**
 -.095

**
 -.004 -.037 .018 -.099

**
 -.073

*
 -.022 .066 

社會參與（爭取、

平權） 
      -- -.059 .160

**
 .124

**
 .162

**
 .181

**
 .245

**
 .003 .042 

社會參與：處境 1        -- .104
**

 .090
*
 .179

**
 .090

*
 .137

**
 .226

**
 -.028 

社會參與：處境 2         -- .299
**

 .331
**

 .320
**

 .323
**

 .180
**

 -.055 

社會參與：處境 3          -- .212
**

 .345
**

 .345
**

 .139
**

 -.030 

社會參與：處境 4           -- .334
**

 .347
**

 .304
**

 -.030 

社會參與：處境 5            -- .549
**

 .144
**

 -.072
*
 

社會參與：處境 6             -- .206
**

 -.077
*
 

社會參與：處境 7              -- -.006 

註：社會參與處境 1-7項詳參「2.1.2處境性」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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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淨相關（Partial Correlation） 

 

6.1 控制社會信任感 (social trust v2) 

 

利他

精神 

參與社

會事務

能力感 

社會

參與 

（志

願/公

營） 

社會

參與 

（個

人/個

別組

織） 

社會

參與 

（爭

取、平

權） 

社會參

與： 

處境 1 

社會參

與： 

處境 2 

社會參

與： 

處境 3 

社會參

與： 

處境 4 

社會參

與： 

處境 5 

社會參

與： 

處境 6 

社會參

與： 

處境 7 

社會

共融 

公民意識 .327 -.330 .184 .217 .304 -.086 .022 -.071 -.001 -.047 -.019 -.105 .265 

利他精神 -- -.061 .212 .239 .162 -.066 .042 .044 -.037 -.005 -.024 -.141 .124 

參與社會事務能力感   -.093 -.067 -.242 .091 -.001 .065 -.020 .070 .013 -.017 -.152 

社會參與（志願/公營）    .524 .186 -.077 -.020 -.113 -.054 -.070 -.040 -.070 .032 

社會參與（個人/個別

組織） 
    .245 -.104 -.002 -.065 .016 -.111 -.082 -.020 .065 

社會參與（爭取、平

權） 
     -.086 .098 .050 .104 .141 .192 -.033 .087 

社會參與：處境 1       .088 .073 .164 .059 .093 .206 -.003 

社會參與：處境 2        .235 .263 .263 .244 .135 -.006 

社會參與：處境 3         .138 .302 .287 .102 .024 

社會參與：處境 4          .273 .275 .275 .023 

社會參與：處境 5           .507 .112 -.029 

社會參與：處境 6            .158 -.003 

社會參與：處境 7             .035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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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事工研究及發展部 2017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