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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調查摘要 

意見調查目標 

民政事務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就市民對「心繫家國」系列電視宣傳

短片的意見進行一項調查，其目的如下： 

1. 評估市民對宣傳短片的認知程度； 

2. 評估市民對宣傳短片內容的看法； 

3. 了解市民對宣傳短片播放模式的意見； 

4. 探討市民對新一輯宣傳短片主題的期望；及 

5. 與二零零六年所進行的意見調查結果作出適當比較。 

意見調查方法和樣本數目 

意見調查採用了聚焦小組討論和電話意見調查兩種方式收集市民意見。 在二零

零七年一至三月期間，一共進行了十組聚焦小組討論，所有參與聚焦討論的人士

均為15歲或以上，操廣東話的居港人士。 而電話意見調查則在同年三月進行，

以隨機抽樣的方法成功訪問了 2 609 位 15 歲或以上，操廣東話或普通話的居

港人士，整體回應率為 43.0%。 

意見調查結果 

聚焦小組討論 

大部分參與聚焦小組討論的人士均表示不覺得看完第三輯 - 「承我薪火」電視

宣傳短片後，會更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更加覺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或對

國歌、國旗的感覺有所不同。但經深入討論後，發現不少參與者在過去數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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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輯的短片後，對國歌認識增加了，對國歌或國家的感覺是抗拒少了，接受多

了。有關對第三輯短片的意見，不少參與者表示喜歡有升旗的畫面，但認為畫面

與國歌旋律及歌詞不配合。參與者對新一輯的短片亦提供不少意見，他們建議內

容應具中港元素。主題可環繞“國家成就及未來發展” 、“內地市民大眾的日常生

活”及“國家和香港的連繫”等。至於國歌的演奏，大部分參與者較喜歡雄壯的演

奏，部分參與者提議採用中樂演奏，以加強中國感，並建議演奏者穿著中國服飾

演出。更有參與者認為有和唱的國歌可使觀眾更投入，而且具教育作用。但另一

方面，有一些參與者表示純音樂的國歌可以令觀眾有多些想像空間。至於是否顯

示歌詞，有參與者認為顯示歌詞會較清晰，而且可以讓人知道歌詞內容及學懂唱

國歌。不過，亦有人表示不顯示歌詞較好，因國歌歌詞不配合現代社會，而且會

分散觀眾的注意力。 

電話意見調查 

在 2 609 位受訪者中，有 62.3% 表示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一輯貫以國歌並名為

「承我薪火」的電視宣傳短片，曾看過該宣傳短片的則有 60.6%。 而在 1 582 位

曾看過該宣傳短片的受訪者中，有 7.0% 表示“非常喜歡”該宣傳短片，較2006

年的百分比 (4.8%) 為高； 33.5% 表示“喜歡”(去年為30.5%)。46.3% 對短片的

感覺是“一半半”﹝去年為 50.9%﹞，而 7.1% 則表示“非常不喜歡 / 不喜歡”

﹝去年為 8.7%﹞。 另外，分別有 72.9% 及 74.1% 的受訪者認為該宣傳短片

對認識中華文化及認同國民身份有幫助，而只有 38.0%認為宣傳短片有增加他們

對國家的了解。  

此外，在 1 625 位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該輯貫以國歌的宣傳短片的受訪者當

中，有 61.3% 表示“非常贊成 / 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與去

年的數字 (61.9%) 相若。表示“一半半 / 無所謂”的有 24.5%，較去年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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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為高。而 11.4% 則表示“非常不贊成 / 不贊成”，與去年比較 (12.2%)

大致相若。 

在 1 363 位曾看過該宣傳短片而贊成 (非常贊成 / 贊成 / 一半半) 繼續播放貫

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中，大部分具內地經驗或與內地人士有接觸。當中，逾半

表示“非常喜歡 / 喜歡”該電視宣傳短片，較沒有內地經驗的受訪者為高。同時，

這些內地經驗較為豐富的受訪者，多認為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國民身份認同以

及了解國家有幫助。結果皆反映對內地有認識 / 有接觸的人士，較沒有內地經

驗的受訪者，更為接受宣傳短片。 

有關新一輯短片的意見，在 1 363 位曾看過該宣傳短片而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

放貫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中，較多喜歡新一輯短片的國歌是“有人唱” 

(59.8%)、“給人的感覺是雄壯” (71.6%) 及以“中樂演奏” (54.1%)。至於短片中應

否顯示國歌歌詞，有 82.8% 認為應該顯示。 而內容方面，大部分受訪者喜歡新

一輯短片的內容是“一半中國一半香港” (65.7%)。主題應環繞“國家的成就和未來

發展” (83.5%)、“香港人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 (80.9%)

及“內地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 (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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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民政事務局﹝以下簡稱「民政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研究中心」﹞進行一項有關「心繫家國」系列電視宣傳短片的意見調查，其目

的為： 

1. 評估市民對宣傳短片的認知程度； 

2. 評估市民對宣傳短片內容的看法； 

3. 了解市民對宣傳短片播放模式的意見； 

4. 探討市民對新一輯宣傳短片主題的期望；及 

5. 與二零零六年所進行的意見調查結果作出適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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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意見調查方法 

意見調查採用了聚焦小組討論和電話意見調查兩種方式收集市民意見。聚焦小組

討論的目的是希望能深入了解市民對「心繫家國」系列電視宣傳短片的意見，以

及了解意見背後的因由。另透過電話意見調查以收集廣泛而有代表性的意見。  

2.1 聚焦小組討論 

2.1.1 目標人士 

參與聚焦小組的人士均為 15 歲或以上，操廣東話的居港人士。 

2.1.2 聚焦小組的組成 

研究中心首先以 『電話隨機抽樣』及『滾雪球』兩種方式收集有興趣參與人士

的個人資料﹝如職業、教育程度等﹞，然後根據這些資料進行篩選，目的是希望

能夠涵蓋不同背景的人士參與小組討論，以收集較全面的意見。 

聚焦小組共分十組進行討論。各小組皆以年齡組別劃分：分別有四組為 15-29 

歲、三組為 30-45 歲 及 三組為 46 歲或以上的人士。每小組人數均為 7-8人，

男女約各半，學歷由小學至大學不等，分別來自不同的職業背景，包括僱主 / 商

人、高級行政人員、專業人員 (如醫生、律師、工程師、傳道人、社工、教師、

編導、記者、畫家等)、文職人員 (如秘書、文員等)、服務從業員 (如營業代表、

售貨員、接待員、侍應、導遊等)、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如司機、技工、維修員、

倉務員、救生員、管理員、家務助理等)、紀律部隊人員，同時也包括退休人士、

待業人士、家庭主婦及學生等。 

在正式進行各小組討論前，研究中心作了一次模擬討論，以測試擬定的討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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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流程。經測試後，討論議題作出了輕微的修改﹝聚焦小組討論的議題及流

程見附件I﹞。 

2.1.3 進行日期 

聚焦小組討論於二零零七年一月廿一日至三月十九日期間進行。 

2.1.4 品質控制 

各小組討論均設有兩位主持，而其中一位是由研究中心的顧問教授擔任，以確保

所有重要議題得到充分的討論。此外，各小組亦設有一至兩位記錄員，負責把整

個討論的過程收錄存案，並筆記議論的重點，以便撰寫報告及作覆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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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話意見調查 

2.2.1 意見調查範圍 

意見調查涵蓋所有年齡在 15 歲或以上通曉廣東話或普通話的居港人士。 

2.2.2 抽樣設計 

以電訊盈科公司最新一期住宅電話簿為抽樣框，隨機抽出電話號碼作為種籽號

碼。種籽號碼經加減程序1後，所得出的號碼連同種籽號碼，一共 11 400 成為此

次電話調查的樣本號碼。樣本號碼交由訪問員以「即將生日」的方法揀選目標受

訪者 (即從住戶中揀選年齡在15歲或以上通曉廣東話 / 普通話而又即將生日的

家庭成員)進行電話訪問。 

2.2.3 數據收集方法 

意見調查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

的形式，由訪問員進行訪問，並把資料直接輸入電腦作數據分析。 

2.2.4 問卷 

問卷設有 15 條有關電視宣傳短片第三輯及新一輯的封閉式問題。在進行正式電

話訪問工作前，研究中心進行了一次試查，以測試問卷及工作流程。 經試查後，

問卷作了輕微的修改﹝問卷見附件II﹞。 

2.2.5 意見調查日期 

電話訪問在二零零七年三月六、八至十一日、十五至十七日及十九至廿日﹝星期

                                                 
1 此方法可令沒有紀錄在電話簿內的住宅號碼，也有機會被抽出作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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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六︰由晚上六時半至十時半；星期日︰由下午二時半至晚上十時半﹞進行。 

2.2.6 樣本數目及回應率 

意見調查成功訪問了 2 609 位人士，回應率為 43.0%。 

A. 選取電話號碼總數 11 400

B. 無效個案 5 335

 ﹝1﹞ 傳真 / 無效號碼 4 082  

 ﹝2﹞ 密碼阻隔 47  

 ﹝3﹞ 非住宅 955  

 ﹝4﹞ 沒有合適受訪者 251  

C. 成功訪問個案 2 609

D. 未能成功訪問個案 3 456

 ﹝1﹞ 無人接聽﹝嘗試 6 次或以上﹞ 720 

 ﹝2﹞ 適合的受訪者未能在調查期間完成訪問 56 

 ﹝3﹞ 語言障礙 63  

 ﹝4﹞ 接聽後即掛線﹝嘗試 2 次或以上﹞ 1 888 

 ﹝5﹞ 拒絕受訪 ﹝嘗試 2 次或以上﹞ 729  

 回應率 [ C / (C+D) × 100%] 43.0%

2.2.7 抽樣誤差 

完成訪問的樣本數目為 2 609。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抽樣誤差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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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品質控制 

研究中心的訪問員皆為就讀大學的學生。在進行訪問前，訪問員均接受過適當的

培訓。研究中心職員亦會在訪問工作進行時加以監督，以確保訪問員正確地進行

訪問工作。同時，研究中心會抽取部分完成的問卷，進行多項質素檢查。收集的

資料經審核後，便作數據分析。 

2.2.9 加權處理 

收集的數據會加權處理，藉以矯正因成功訪問樣本的性別和年齡分佈偏離全港真

實情況所引致的偏差。權數是以統計處所發表的二零零六年年底全港總體人口按

性別和年齡的分佈情況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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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意見調查結果 

3.1 聚焦小組討論 

3.1.1 市民對第三輯 -「承我薪火」電視宣傳短片的觀後感 

1. 大部分參與者均表示不覺得看完宣傳短片後會更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

更加覺得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或對國歌、國旗的感覺有所不同。 

2. 但經深入討論後，發現不少參與者在過去數年，觀看了三輯的短片後，對

國歌認識增加了，對國歌或國家的感覺是抗拒少了，接受多了。 

3. 大部分參與者表示短片沒有加深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識，主要原因是

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均太顯淺或早已知曉，短片只具提醒作用。 

4. 頗多參與者認為短片拍得不太好，認為短片的畫面與國歌的旋律及歌詞不

配合，畫面會淡化國歌的感覺，因為國歌的旋律比較雄壯，但畫面卻是柔

和的，並且只是一些生活化而非國家性的事情，未能突顯國家的特色或成

就，甚至有人表示短片像普通的廣告或音樂錄像。 

5. 部分參與者表示聽國歌比看畫面更感動，因為國歌較激昂及振奮，懾動人

心。 

6. 不少參與者表示在奧運時聽到國歌會感動得多，因為奪魁是國家的驕傲，

故感受較深。 

7. 此外，部分參與者認為國歌歌詞不合時宜，及感覺「肉麻恐怖」，雖然有參

與者因短片的緣故認識多了國歌歌詞，但亦有人表示知道歌詞後，對國歌

的感覺更差了﹝原因是國歌歌詞不配合現代社會﹞。更有參與者提議採用

其他有代表性的歌曲取替國歌。 

8. 有 15-29 歲組別的參與者表示已有很多機會聽到國歌，因聽慣了，沒有甚麼

感覺，甚至有人感到厭煩，提議播放國歌的次數不要太頻密，以免太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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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其他組別的參與者認為國歌是莊嚴的，只可在某些場合才奏播，不應

天天在電視播放，並認為在集會才播放國歌，氣氛會較嚴肅，感覺亦會較

強烈。 

9. 部分參與者認為短片的畫面節奏太快﹝每個鏡頭只佔很短時間﹞，令人看

得辛苦，難以理解要傳遞的信息。 

10. 部分參與者認為短片主題不清晰及分題太多，而且分題之間沒有連繫，形

成沒有一個重點主題。 

11. 部分參與者表示沒有留意到有國旗在短片出現，而有參與者認為不應於結

尾才展示國旗，寓意不好，即國旗一出場便完場，故認為在開始播放國歌

時，便要有國旗飄揚。 

12. 雖然有參與者認為短片不需刻意標榜國旗，但有不少參與者喜歡有升旗的

畫面，而且有參與者表示將國旗揚出來的時候很漂亮，但遠攝的手法，感

覺像「到此一遊」，沒有一種代入的情緒。應用廣角方式﹝wide angle﹞ 去

拍攝﹝如第一輯﹞，令人感覺到是可觸摸的，如加插有人揮舞國旗，感覺

會更佳。 

3.1.2 市民對電視宣傳短片的整體意見 

1. 大部分參與者都較喜歡第一輯或第二輯，尤其特別多參與者喜歡第一輯，

而認為第三輯最差。他們喜歡第一或第二輯主要是因為感覺較直接及鮮

明，有動感，有代表國家性的事情，如國家成就、風景、建築物、軍事等

的畫面，令人感到驕傲及震撼，而且第一輯還有國歌由來的介紹。有參與

者表示喜歡第一輯是因為有和唱，而部分參與者喜歡第二輯是因為喜歡純

音樂。至於頗多參與者不太喜歡第三輯，主要原因已在 「3.1.1 市民對第三

輯的觀後感」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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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市民對新一輯電視宣傳短片的建議 

1. 部分參與者對新一輯的主題提出一些建議，要點如下： 

• 不少參與者建議以“國家的成就及未來的發展”為新一輯的主題，提議選

用“國運昌隆”、“國富家強”、“高瞻遠矚”、“錦繡中華”等字句，用意是

表揚國家的成就，特別是近期的成就，又或是令人感到驕傲的事情，如

有關經濟、科技、運動、基建、甚至名山大川等。亦有人建議描述國家

如何衝出亞洲，踏足國際﹝例如國家加入世貿、陳馮富珍任世衛總幹

事﹞、國家和香港如何合作發展或國家如何帶動香港發展 ﹝例如二零

零八年奧運香港協辦奧運馬術﹞、以及一些好的轉變﹝例如 怎樣由以

往的農村變成現時的大城市﹞。 

• 亦有參與者認為不需要太硬銷，寧願看一些平凡的中國式生活，例如內

地城市人民燒飯、讀書的真實情況，現實感較強，感覺比較平實。 其

中有一位參與者提議新一輯的內容可以有一部分讓人了解為何香港人

與國內同胞的文化行為有差異，例如他們喜歡隨處蹲，香港人會很反

感，但如果短片拍他們在農村裡很勤力很開心地耕作，耕作後，有一個

畫面是蹲著的，可能有個很特別的效果。他亦認為國家最負面的是公民

教育，可以嘗試在這方面改變香港人對內地人的印象。 

• 有部分參與者建議以有關國家和香港的連繫為主題，例如國家送贈熊貓

與香港；國家運動員進場時香港人歡呼；又或是國家和香港共同擁有的

事物。 

• 其他建議包括民族特色、民主、環保。 

2. 大部分參與者認為新一輯的內容應具備國家和香港的元素，而國家的元素

可以佔一半或更多，使市民更加了解祖國。只有少數認為香港的元素應較

多，因這樣才會有較強的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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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參與者主要提及的元素可分為成就、名山大川 / 景點、建築物、國家軍事

等的類別： 

類别 國家 香港 

成就 

科技 ﹝例如火箭升空、楊利偉﹞、

運動 ﹝特別是奧運、劉翔﹞、現代

化中國城市、經濟、加入世貿、陳馮

富珍任世衛總幹事 

建築技術、選舉制度

名山大川 / 

景點 

九寨溝、長江、黃河、黃龍、黃山、

崑崙山、兵馬俑、梯田 
海洋公園 

建築物 
古代建築﹝長城、故宮、天壇﹞   

基建﹝青藏鐵路、三峽大壩﹞ 
金紫荊、青馬大橋 

國家、軍事 

國家主席、國家領導人與外國接觸、

國旗的介紹、升國旗、航空母艦、飛

機、軍操 

 

其他 

熊貓、節日習俗﹝如中秋節、新

年﹞、國粹﹝如功夫、太極、易經、

陰陽五行、紙筆墨硯﹞、奧運吉祥物

馬拉松 

4. 至於國歌前後的短片部分，有參與者表示有人幕前敍述比旁白好，因為有

一個主線人物，主題會包裝得較好，而幕前所選的敍述者，不少參與者認

為應是權威而又有學識及具知名度的人士，如鍾景輝是不錯的選擇。 

5. 在 46 歲或以上的組別中，有較多的參與者喜歡有和唱的國歌，而其他年齡

組別較輕的參與者則大約一半半。喜歡有和唱的原因是可以知道國歌的內

容，而且共鳴感較大，就算沒有時間留意畫面，聽到唱國歌，對國家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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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多一些。另一方面，喜歡純音樂的參與者是因為歌詞不配合現代社會，

而且可留有想像的空間。抗拒播放國歌宣傳短片的參與者多較喜歡純音樂

的國歌。 

6. 樂曲演奏方面，大部分參與者較喜歡激昂雄壯的演奏。不少參與者提議採

用中樂，以加強中國感，並建議演奏者穿著中國服飾演出。 

7. 至於是否顯示歌詞，參與者認為顯示歌詞可以讓人知道歌詞內容及學懂唱

國歌，亦可照顧失聰人士。但亦有參與者認為這樣會分散觀眾的注意力，

令人感覺像唱卡拉 OK。 

8. 參與者對國歌的演唱者沒有太多意見，皆認為合唱為佳。 

9. 參與者對短片的剪輯方面沒有特別意見。有參與者認為 5 秒片段 + 45 秒國

歌 + 10 秒片段的安排較好，因為通常觀眾對前段的專注力稍弱，會誤以為

仍然是廣告，在聽到國歌才留意短片，而且最後 10 秒具有呼應或總結的作

用，可以令人繼續思考。但有參與者郤表示，這安排會令人誤以為最後 10

秒的片段是另一個廣告。再者，國歌播放完畢，整套短片亦應完結。 

10. 節奏不要太快、分題不要太多。﹝在「3.1.1 對第三輯的觀後感」中已提及。﹞ 

11. 應有介紹國旗的環節，如國旗的五顆星代表甚麼。 此外，國旗應該用廣角

的方式拍攝，而且不應在結尾才展示，寓意不好。﹝在「3.1.1 對第三輯的

觀後感」中已提及。﹞ 

3.1.4 其他意見 

1. 有參與者建議更改現時短片播放的時間及次數，使更多人能觀看到宣傳短

片，尤其是在職人士。 

2. 有參與者留意到短片畫面的尺寸是十六比九，而歌詞的字幕是顯示在畫面

之下，如果使用現時普遍的十六比九電視機的放大畫面模式，便有可能顯

示不到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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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電話意見調查 

3.2.1 市民對「承我薪火」電視宣傳短片的認知程度 

在 2 609 位的受訪者中，有 62.3% ﹝1 625 人﹞表示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一輯

貫以國歌並名為「承我薪火」的電視宣傳短片﹝圖 3.1﹞，較2006年的百分比 

(70.9%) 略低。 這可能是市民對「心繫家國」較為熟悉，而沒有注意到第三輯

「承我薪火」的標題。 

在 1 625 位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該輯貫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當中，97.3%   

(1 582 人) 曾看過該短片；29.5% 表示平均一星期看“1 – 2 次”，19.3% 看“3 – 4 

次”，29.0%看“5 次或以上”，而14.4%表示看“少過 1 次”﹝圖 3.1﹞。 

 

圖 3.1 市民對「承我薪火」電視宣傳短片的認知程度及觀看次數 (Q1 & Q2) 

 

 

 

 

 

 

 

 

是否知道該宣傳短片

知道
62.3%

不知道
37.6%

拒絕回答
0.1%

平均一星期觀看次數

5 次 或 
以上

29.0%

3 - 4 次
19.3%

1 - 2 次
29.5%

少過1 次
14.4%

很難說 / 
不清楚 / 
不記得
5.2%

從來沒有

看過
2.7%

﹝基數 = 1 625﹞﹝基數 = 2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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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2 609 

若以所有受訪者人數計算﹝2 609位﹞，則有 60.6% 的受訪者表示曾看過該宣傳

短片﹝圖 3.2﹞，與2006年的結果 (62.6%) 相若。 

 
圖 3.2 市民觀看「承我薪火」電視宣傳短片的次數 (Q2) 

平均一星期觀看次數

少過1 次
9.0%

1 - 2 次
18.4%

很難說 / 不清楚 / 
不記得
3.2%

從來沒有看
39.3%

3 - 4 次
12.0%

5 次 或 以上
18.1%

拒絕回答
0.1%

 
 

 

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對該宣傳短片的認知程

度較高﹝附件III  列表2(ii)﹞： 

 • 男性 (64.7%) 
﹝而女性則為 57.1%﹞； 

 • 年齡介乎 35 - 64 歲 (67.0% - 72.7%) 
﹝而年齡介乎 15 - 34 歲則為 56.3% - 60.2%；年齡在65歲或以上則為

42.4%﹞；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上 (64.1% - 72.5%) 

﹝而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則為 42.4%﹞； 
 • 在職人士 (64.4%) 

﹝而非在職人士則為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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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2007年: 1 582 
2006年: 1 129 

3.2.2 市民對該宣傳短片的感覺 

曾看過該宣傳短片的受訪者﹝1 582 人﹞，當被問及他們對短片的感覺，有 7.0% 

表示“非常喜歡”該宣傳短片，較2006年的百分比 (4.8%) 為高； 33.5% 表示“喜

歡”(去年為30.5%)。46.3% 對短片的感覺是“一半半”﹝去年為 50.9%﹞，而 7.1% 

則表示“非常不喜歡 / 不喜歡”﹝去年為 8.7%﹞﹝圖 3.3﹞。 

圖 3.3 市民對該宣傳短片的感覺 (Q3) 

 4.8

非常喜歡

 7.0

喜歡

33.5

30.5

一般, 50.9

一半半, 46.3

6.5

不喜歡

4.6

 2.2

非常不喜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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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07

Year 2006

40.5

 35.3

46.3

50.9

7.1

8.7

不知道/無意見/拒絕回答

 6.1

5.1

 

 

若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較多喜歡﹝“非常喜

歡 / 喜歡”﹞該宣傳短片﹝附件III  列表 3﹞： 

 • 男性 (42.8%) 
﹝而女性則為 38.3%﹞； 

 •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65.3%) 
﹝而年齡介乎 35 - 64 歲則為 40.1% - 46.5%；年齡介乎 15 - 34 
歲則為 24.5% - 33.8%﹞；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45.9% - 52.6%) 
﹝而教育程度為高中或以上則為 36.4% - 37.6%﹞； 

2007 年 

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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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1 582 

 • 非在職人士 (43.5%) 
﹝而在職人士則為 38.5%﹞。 

3.2.3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的影響 

在看過該宣傳短片的受訪者﹝1 582 人﹞中，認為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及“認同

國民身份”有幫助﹝“有很大幫助 / 有一定幫助 / 一半半 / 有少少幫助”﹞的分

別佔 72.9% 和 74.1%。 而認為沒有幫助的，則分別有 24.3% 及 23.2%﹝圖 3.4 

及 圖 3.5﹞。 短片對“認同國民身份”有幫助的百分比，與去年的調查結果十分

接近 (2006年認為對“認同國民身份”有幫助：73.7% ; 沒有幫助：23.0%)。 

至於對國家的了解，只有 38.0% 的受訪者認為短片增加了﹝“增加了頗多 / 增

加了少許”﹞他們對國家的了解，58.6% 則認為沒有增加﹝圖 3.6﹞。 

 
圖 3.4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是否有幫助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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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1 582 

基數：1 582 

圖 3.5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對認同國民身份是否有幫助 (Q5) 

 
 
圖 3.6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有否增加他們對國家的了解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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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較多認為電視宣傳短片

對下列各項有幫助 / 有增加 ﹝附件III  列表4 - 6﹞： 

項目 組別分析 

認識中華文化 
(列表4) 

• 女性 (75.8%) 
﹝而男性則為 70.2%﹞； 

 •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85.2%) 
﹝而年齡介乎 15 - 64歲則為 66.0% - 74.1%﹞； 

 • 教育程度為高中或以下 (73.0% - 82.6%) 
﹝而教育程度為大專或以上則為 66.2%﹞； 

 • 非在職人士 (80.0%) 
﹝而在職人士則為 68.2%﹞。 

認同國民身份 
(列表5) 

•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78.9%) 
﹝而年齡介乎 15 - 64歲則為 71.7% - 74.8%﹞； 

 • 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 (78.2%)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初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72.2% - 
74.8%﹞； 

 • 非在職人士 (76.6%) 
﹝而在職人士則為 72.5%﹞。 

對國家的了解 
(列表6) 

•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50.9%) 
﹝而年齡介乎 15 - 64歲則為 31.1% - 44.2%﹞；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47.9% - 48.2%)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30.5% - 
36.8%﹞； 

 • 非在職人士 (45.5%) 
﹝而在職人士則為 32.7%﹞。 

3.2.4 市民是否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 

在 1 625 位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該輯貫以國歌的電視宣傳短片的受訪者當中，

有 61.3% 表示“非常贊成 / 贊成” 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與去年

的數字 (61.9%) 相若。表示“一半半 / 無所謂”的有 24.5%，較去年數字 (19.0%) 

為高。而 11.4% 則表示“非常不贊成 / 不贊成”﹝圖 3.7﹞，與去年比較 (12.2%)

大致相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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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2007年: 1 625 
2006年: 1 278 

 
圖 3.7 市民是否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 (Q7) 

非常贊成

 15.2

 15.6 46.3

贊成

46.1

普通, 19.0

一半半/無所謂, 24.5

不贊成

8.0

8.8

非常不贊成

3.4

3.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Year 2007

Year 2006

61.3

 61.9

24.5

19.0

11.4

12.2

不知道/無意見/拒絕作答

    2.8

6.9

 
 

 

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較多贊成﹝“非常贊成 /

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附件III  列表 7﹞： 

 • 女性 (61.6%) 
﹝而男性則為 61.1%﹞； 

 •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78.3%) 
﹝而年齡介乎 35 - 64 歲則為 63.1% - 64.0%；年齡介乎 15 - 34 歲

則為 50.4% - 52.5%﹞； 
 • 教育程度為高中或以下 (61.7% - 71.3%) 

﹝而教育程度為大專或以上則為 54.2%﹞； 
 • 非在職人士 (64.2%) 

﹝而在職人士則為 59.4%﹞。 

 

2007 年 

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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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按市民的內地經驗分析他們對宣傳短片的接受程度 

在 1 363 位曾看過該宣傳短片而贊成 (非常贊成、贊成、一半半) 繼續播放貫以

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中，大部分具內地經驗，皆“有親戚朋友、同學或同事是內

地人並有接觸”或“曾在內地生活過 1 年或以上”。當中，逾半表示“非常喜歡 / 喜

歡”該電視宣傳短片，較沒有內地經驗的受訪者為高 ﹝圖 3.8﹞。 

 
圖 3.8 市民對該宣傳短片的感覺(按不同內地經驗分析) (Q3)  
 

 
 
 
 
 
 
 
 
 
 
 

 

53.1

59.8

40.6

39.3 

31.4 

53.1

2.9 

2.4 

1.7 

4.6

6.5 

4.7

0% 20% 40% 60% 80% 100%

有親友是內地人 

並有接觸 

在內地生活 

1 年或以上 

在內地生活少於 

1 年及沒有親友 

是內地人 

非常喜歡  / 喜歡 一半半 非常不喜歡 / 不喜歡 不知道 / 無意見 / 拒絕回答 

基數：在內地生活少於 1年及沒有親友是內地人: 313 
在內地生活 1年或以上: 405 

 有親友是內地人並有接觸: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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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亦顯示，這些內地經驗較為豐富的受訪者，多認為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國

民身份認同以及了解國家有幫助﹝圖 3.9﹞。 

圖3.9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的影響(按不同內地經驗分析) (Q4 – Q6)  
 
 
 
 
 
 
 
 
 
 
 
 
 
 
 
 
 
 
 
 
 
 
 
 

 

 

以上數字皆反映對內地有認識 / 有接觸的人士，較沒有內地經驗的受訪者，更

為接受宣傳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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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1 363 

3.2.6 市民對新一輯短片的意見 

國歌的演奏及應否顯示歌詞 

在 1 363 位曾看過該電視宣傳短片，並且比較傾向贊成 (非常贊成 / 贊成 / 一

半半) 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中，較多喜歡新一輯短片的國歌是“有

人唱”(59.8%)﹝圖 3.10﹞、“給人的感覺是雄壯”(71.6%) ﹝圖 3.11﹞及以“中樂” 

(54.1%) 演奏 ﹝圖 3.12﹞，至於短片中應否顯示國歌歌詞，有 82.8% 認為應該

﹝見圖 3.13﹞。 

圖3.10 市民喜歡新一輯的國歌是以純音樂播放，還是和唱 (Q8) 

純音樂
29.3%

有人唱
59.8%

兩樣都鍾意 / 
無所謂
9.3%

兩樣都不鍾意
0.4%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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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1 363 

基數：1 363 

圖3.11 市民喜歡新一輯的國歌給人的感覺是雄壯，還是柔和 (Q9) 

兩樣都不鍾意
0.2%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1.2%
兩樣都鍾意 / 

無所謂
3.9%

柔和
23.0%

雄壯
71.6%

 
 
 
 
圖3.12 市民喜歡新一輯演奏國歌的樂器是中樂，還是管弦樂 (Q10)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5.8%無所謂
8.5%

其他 
(例如中西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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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1 363 

圖3.13 市民認為新一輯的國歌應否顯示歌詞 (Q11)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1.0%

無所謂
5.0%

不應該
11.2%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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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有較多喜歡新一輯短片

的國歌是和唱、給人的感覺是雄壯、以中樂演奏及認為應該顯示歌詞﹝附件III  列

表8 - 11﹞： 

項目 組別分析 

喜歡是和唱 
(列表8) 

• 女性 (63.9%) 
﹝而男性則為 55.6%﹞； 

 • 年齡介乎 35 - 44歲或年齡在55歲或以上 (分別為

65.3% 及62.8% - 63.6%) 
﹝而年齡介乎 25 - 34 歲、45 - 54 歲及15 - 24 歲

則分別為 59.9%、57.9%及49.4%﹞；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63.1% - 65.1%)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57.3% - 
58.8%﹞； 

 • 在職人士 (61.4%) 
﹝而非在職人士則為 58.4%﹞。 

喜歡給人感覺雄壯 
(列表9) 

•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83.4%) 
﹝而年齡介乎 35 - 64 歲則為 71.3% – 79.1%；年

齡介乎 15 - 34 歲則為 57.4% – 66.8%﹞；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75.3% - 77.9%)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67.8% - 
70.8%﹞。 

喜歡以中樂演奏 
(列表10) 

• 女性 (56.7%) 
﹝而男性則為 51.4%﹞； 
 

 • 年齡介乎 35 - 44歲 (61.7%) 
﹝而年齡介乎 15 - 34歲、年齡介乎 45 - 54歲及年

  齡在 55歲或以上則分別為 53.5% - 56.5%、

55.7%及 40.5% - 44.1%﹞； 
 • 教育程度為初中至高中 (55.2% - 57.5%) 

﹝而教育程度為大專或以上及小學或以下則分別

為 51.5% 及 49.2%﹞； 
 • 在職人士 (56.5%) 

﹝而非在職人士則為 50.7%﹞。 
應該顯示歌詞 
(列表11) 

• 女性 (85.0%) 
﹝而男性則為 80.6%﹞； 

 • 年齡介乎 25 - 64 歲 (82.9% - 88.4%) 
﹝而年齡在 65 歲或以上及年齡介乎 15 - 24 歲   

則分別為 77.7% 及 70.7%﹞； 



香港中文大學 傳播研究中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25

項目 組別分析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上 (82.3% - 86.2% ) 
﹝而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則為 78.5%﹞； 

 • 在職人士 (85.4%) 
﹝而非在職人士則為 79.7%﹞。 

市民對關於新一輯短片內容的意見 

調查亦有問及 1 363 位曾看過該宣傳短片，並且比較傾向贊成﹝非常贊成 / 贊

成 / 一半半﹞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對新一輯短片內容的意見。  

大部分受訪者喜歡新一輯短片的內容是“一半中國一半香港”(65.7%)，而“以中國

為主”及“以香港為主”則分別佔 23.6% 及 7.2%﹝圖 3.14﹞。 

當問及新一輯的內容應環繞甚麼主題，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應以“國家的成就與未

來發展”(83.5%)及“香港人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80.9%) 

為主題，亦有半數 (50.3%) 受訪者認為應以“內地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為主題

﹝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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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1 363 

基數：1 363 

圖3.14 市民喜歡新一輯的內容以“中國為主”、“香港為主”，還是“一半中國，一

半香港”(Q12)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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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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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圖3.15 市民喜歡新一輯的內容所環繞的主題 (Q13 – 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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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較多喜歡新一輯短片的

內容是“一半中國一半香港”，以及認為內容應以環繞“香港人如何發揮自己的優

勢，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國家的成就與未來發展”及“內地市民大眾的日常

生活”為主題﹝附件III  列表12 - 15﹞： 

項目 組別分析 

• 女性 (71.4%) 
﹝而男性則為 59.8%﹞； 

喜歡內容是“一半中國一

半香港”  
(列表12) • 年齡介乎 15 - 34 歲 (72.3% - 75.3%) 

﹝而年齡介乎 35 - 54 歲及年齡在55歲或以上則

分別為 65.9% - 67.9% 及 46.6% - 58.6%﹞； 
 • 教育程度為高中或以上 (65.2% - 71.0%)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初 中 或 以 下 則 為  59.5% - 
60.1%﹞。 

• 女性 (83.0%) 
﹝而男性則為 78.7%﹞； 

認為內容環繞“香港人如

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為國

家的發展作出貢獻”非常

好 / 幾好 
(列表13) 

• 年齡介乎 15 -24歲或年齡在65歲或以上﹝分別為

85.3% 及 84.9%﹞ 
﹝而年齡介乎 25 - 64 歲則為 76.8% - 81.8%﹞； 

 • 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 (85.9%) 
﹝而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上則為 78.0% - 81.9%﹞。

• 年齡在 65歲或以上或年齡介乎 45 - 54歲﹝分別

為 88.8% 及 87.6%﹞ 
﹝而年齡介乎 15 - 44歲及年齡介乎 55 - 64歲則

分別為 79.5% - 82.0% 及 80.8%﹞； 

認為內容環繞“國家的成

就和未來發展”非常好 / 
幾好 
(列表14)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84.5% - 86.2%)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82.9% - 
83.0%﹞。 

• 男性 (54.6%) 
﹝而女性則為 46.2%﹞； 

認為內容環繞“內地市民

大眾的日常生活”非常好 
/ 幾好 
(列表15) 

• 年齡在 45歲或以上 (54.2% - 57.8%) 
﹝而年齡介乎 15 - 44 歲則為 45.0% - 46.9%﹞；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58.1% - 60.9% )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45.8% -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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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2 609 

基數：2 609 

3.2.7 受訪者資料 

性別 

53.4% 的受訪者是女性，46.6% 為男性﹝圖 3.16﹞。 

圖3.16 性別 (Q16) 

 
 

年齡組別 

14.7% 受訪者為 15 – 24 歲青年，37.3% 為 25 – 44 歲的人士，30.8% 為 45 – 

64歲的人士，而年齡在 65 歲或以上的人士則佔 14.0%﹝圖 3.17﹞。 

圖3.17：年齡組別 (Q22) 

不記得 / 
拒絕作答

3.1%65 歲或以上
14.0%

55 - 64 歲
11.2%

45 - 54 歲
19.6% 35 - 44 歲

 20.2%

25 - 34 歲
17.1%

15 - 24 歲
14.7%

 

男
46.6%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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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2 609 

教育程度 

35.0% 受訪者的教育程度為高中，28.0% 為大專程度或以上，而小學或以下及

初中教育程度分別有 19.4% 及 14.5%﹝圖 3.18﹞。 

圖3.18：教育程度 (Q23) 

不記得/ 
拒絕作答

3.1%

專上或以上
28.0%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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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2 609 

職業 

約一半的受訪者 (53.1%) 為僱主 / 僱員，其次為退休人士 (15.3%)、料理家務

者 (13.7%)、學生 (10.2%) 和 待業 / 失業人士 (3.6%)﹝圖 3.19﹞。  

圖3.19：職業 (Q24) 

學生
10.2% 家庭傭工 / 

非技術人員
4.4%

文員 / 服務 / 
售貨員 / 工藝 / 

技術人員
29.1%

僱主 / 經理 / 
專業人士

19.6%

料理家務者
13.7%

退休人士
15.3%

待業 / 失業人士
3.6%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3.9%其他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