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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部就香港目前情況之問卷調查 2015 

報告撮要 

 

前言 

  香港社會近年急劇轉變，尤其在2014年經歷史無前例的佔領運動，雖然事件暫告一段落，

但其影響深遠，反映出來的社會問題不容忽視。為了讓本會教牧同工多了解弟兄姊妹在此社

會處境下的體會和想法，以致能作出更適切及有效的牧養，牧師部為此進行一次問卷調查。 

 

 

調查方法 

  牧師部於2015年3月期間的崇拜中，在本會二十四間華語禮拜堂派發問卷，讓各堂弟兄姊

妹填寫，共收回問卷3,549份，如以本會去年崇拜平均人數計算，回收率為54.4%；問卷資料以

SPSS電腦統計軟件分析各項輸入數據。各堂收回問卷數量如下： 

 

 

香港聯區  九龍東聯區  九龍西聯區 

堂會 份數  堂會 份數  堂會 份數 

鴨脷洲堂 60  神愛堂 81  亞斯理堂 109 

愛華村堂 155  觀塘堂 285  信望堂 22 

香港堂 589  廣源堂 53  主恩堂 95 

禧恩堂 94  藍田堂 111  麗瑤堂 60 

北角堂 209  鯉魚門堂 46  九龍堂 476 

北角衞理堂 187  馬鞍山堂 162  大埔堂 138 

救主堂 52  沙田堂 125  天水圍堂 82 

筲箕灣堂 86  將軍澳堂 79  合共 982 

合共 1,432  安素堂 193    

   合共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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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佔領運動好壞參半，正面作用主要是提昇香港人追求民主的意識 

(60%)，揭示在社會中埋藏多時的矛盾或怨氣 (44%)。負面影響是帶來更大的社會矛盾及

撕裂 (52.2%)，擾亂香港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38.5%)。 



2. 佔領運動帶來對受訪者的困擾，主要是引發對香港的未來感失望和憂慮（68.1%），與家

人或朋友之間的爭議或關係轉差 (30.1%)。 

3. 面對是次佔領運動所帶來的困擾，受訪者主要是尋求信仰上的支援和力量(52%)，主動與

人傾訴和積極面對的仍佔小數（約三成），約有 23%選擇避開問題，約有 25%感到無奈無

助，未能解決；值得留意的是仍有接近五成（47%）受訪者在填寫問卷時（三月中）仍

感到困擾。 

4. 約六成受訪者支持佔領運動(58%)，不支持人大「八三一」決定(62.4%)，不支持「袋住先」

方案(60.5%)；另一方面，約四成受訪者不支持佔領運動(42%)，約兩成支持人大「八三一」

決定(21.8%)，支持「袋住先」方案 (27%)。此外，約一成多表示對人大「八三一」決定

(15.9%) 或「袋住先」方案 (12.5%) 不認識或未有決定。 

5. 對香港的現況，77.7%受訪者對特區政府的誠信表示不信任；而值得留意的是，雖然仍有

超過五成的受訪者不支持本土力量和意識 (53.6%)，但認為本土意識和力量值得支持的比

例也相當高（38.5%），其餘 7.9%受訪者表示不認識。 

6. 受訪者普遍對中央和香港的未來失去信心（74.9%），超過六成受訪者對香港未來感到擔

憂 (62.9%)，超過三成感到無奈和無助 (32.2%)，更有接近三成受訪者想過移民（28.5%），

只有 6.1%受訪者感到樂觀；然而也有 25%受訪者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有盼望。  

7. 對香港的前景，受訪者目前最關心的主要課題依次是： 

 核心價值被蠶食 (34.2%)  

 特區政府的管治 (33.9%) 

 中港矛盾 (33.3%) 

 人權自由被限制 (30.3%) 

 房屋樓價飈升 (30.1%) 

相對地較少受訪者選擇關心的課題是： 

 暴力蔓延 (20.2%) 

 經濟轉差 (15.8%)  

 政制民主化 (15.3%)  

 治安轉壞 (11.5%) 

8. 受訪者對中港關係的看法，雖然較多認為中國帶給香港的影響是「負面大於正面」

(31.4%)，選「利多於弊」的只有 13.3%，但更多人認為「應從務實角度出發，因香港是

屬中國的特區」(40.8%)。 

9. 在應如何回應香港年青一代的不滿和訴求的題目中，受訪者認為首要兩項最迫切需要回

應的是：1.與青年人對話，掌握青年人心態及價值觀的轉變和面對的困難(46.3%)；2.提供

更多讓青年人參與及發聲的渠道，讓他們積極創造未來 (39.8%)。 

10. 在本會回應佔領運動的過程中，沒有帶來信徒對教會很大的失望（只有 5.6%受訪者認為

教會在事件中過於被動，10%認為過於主動）。小部分受訪者認為信仰未能幫助他們面對

佔領運動帶來的困擾 (7%)，另有約 5%受訪者曾因佔領運動的困擾而想過離開本會，有

1%表示曾離開本會，但後來返回。 



11. 受訪者對本會在此時此刻的期望，接近半數認為本會應敢於為公義或捍衛香港的核心價

值發聲 (47.1%)，在日漸撕裂的社會中帶來復和或醫治(42.3%)，更要關注基層生活困境，

服務弱勢社群(39.9%)，比廣傳福音 (31.1%)、教導聖經真理(22.8%)和關懷會友需要 (16%)

為高。 
 
 
統計學的觀察 

1. 如以崇拜聚會人數將堂會分為大型堂會(500 人以上)、中型堂會(100-500 人)及小型堂會

(100 人以下)，Chi-square 測試顯示堂會大小與年齡層的分佈有明顯差異，大型堂會的受

訪者年齡相對較年長。 

2. 在選取「有想過移民海外」的受訪者中，明顯地與「你目前仍有以上的困擾」及「為香

港的未來感失望和憂慮」有較高的關聯。 

3. 年齡越大，對「袋住先」方案、人大「八三一」的決定、信任特區政府誠信、中央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都是較為支持和正面，也較為反對本土意識和力量。 

4. 越支持佔領運動的受訪者，越傾向不支持「袋住先」方案、人大「八三一」決定、不信

任特區政府誠信、不信任中央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另一方面，越支持

特區政府立場的受訪者，則越反對本土意識和力量。 

5. 除個別一兩間堂會的受訪者對佔領運動較不支持外，其餘堂會的受訪者都是較傾向支持

佔領運動。 

6. 對於支持佔領運動的受訪者，與年齡較輕、越關心社會及政治爭議、不信任特區政府的

誠信及對教會積極回應而不感到失望等有較高的關聯，亦較多期望教會敢於為公義或捍

衛香港的核心價值發聲。 

7. 不支持佔領運動的受訪者，較為傾向期望教會主要責任應在關懷會友需要和廣傳福音，

而他們也較傾向信任特區政府的誠信。 

8. 認為教會過於積極回應而感失望的受訪者，較為傾向期望教會主要責任應是關懷會友需

要和教導聖經真理。 

9. 有關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對教會回應社會需要的期望，10-49 歲的年齡層，較多人表示教會

應敢於為公義發聲；50 歲以上組群，則較多人表示教會應在社會中帶來復和與醫治。 
 
 

結語 

  是次問卷調查讓會友們表達了他們在目前的獨特社會處境下的體會和想法，也幫助牧者

同工們更明白弟兄姊妹們的心態及處境，為日後牧養會眾提供了方向及適切的指示作用。牧

師部及其他教牧同工將繼續在不同的平台跟進此問卷調查得出的數據和結果，以能更積極地

回應現今時代的挑戰，牧養信徒，建立教會，並與眾信徒一起忠心事奉上帝，服務鄰舍。最

後，多謝眾弟兄姊妹的配合，願主賜福恩佑我們教會及香港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