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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門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回歸中國，二零零零年底是回歸一週年。香港則早在一九

九七年七月回歸中國，一九九八年中是回歸一週年。本研究以回歸週年為基準，比較二 
千年底澳門與九八年中香港的民情狀況，以突顯兩地在回歸初期不同的民情發展。 
 
 以港澳回歸週年為基準，屬於橫向的比較，當中涉及兩年半即三十個月的時差。究

竟二千年底的澳門，應該與九八年的中香港還是二千年底的香港比較？這個可能是觀點

與角度的問題。筆者認為，九七及九九回歸是港澳兩地社會發展的轉捩點，影響深遠。

因此，當澳門回歸效應尚在的時候，以回歸比回歸應該較年底比年底更能突顯回歸效應

的作用。兩三年過後，港澳兩地的研究理應以同一年份平行比較，放棄以回歸為基準的

同步測試。 
 
不論橫向比較的標準應該如何釐定，是次研究特點之一，是包含了港澳兩地的縱向

比較。一年前，筆者在澳門回歸前夕在澳門境內進行了同樣調查1，比較兩地市民在回

歸前夕的心態。該次調查研究，其實已為本文的比較分析作出了準備。 
 
因此，是次比較可謂縱橫交錯。橫向方面，筆者採用了二千年底在澳門進行的調查，

與九八年中在香港進行的三次調查，互相比較。縱向方面，筆者以澳門九九和二千年兩

次同類調查為主軸，比較澳門在過去一年的民情變化，再輔以回歸同期香港的變化，互

相比較。由於數據繁多，縱橫交錯，本文只能籠統地勾劃出兩地民情在回歸初期的變化。

更加深入的分析，則要留待收集更多數據後才另文處理。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九一年成立以來便不斷研究香港本土的民情發展2，並在

九二年開始間歇地在澳門進行實地調查，當中又以澳門立法會選舉和回歸民情為主要項

目。所有在港澳兩地進行的調查都是純粹以學術研究出發，不受任何政府或機構影響。

本文涉及的所有調查皆由筆者獨立設計，香港境內的調查由民意研究計劃獨立執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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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澳門境內的調查工作由香港台灣研究會負責，香港中華協進會協助進行。二千年澳

門境內的調查工作則是由民意研究計劃聘用的澳門高中學生進行，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

究課程主管余振協助督導。兩次澳門境內的調查皆以十八歲或以上操粵語的澳門居民為

抽樣對象，九九年的調查於當年十二月十七至十八日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了五百七十五

名澳門居民，回應率為六成正，而二千年的調查則於當年十二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期間進

行，成功訪問了五百五十一名澳門居民，回應率為五成八。 
 
 

研究設計 

 
 本文所引用的港澳兩地調查均以電話訪問形式進行。香港地區的訪問對象為十八歲

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為求降低抽樣誤差，抽取電話樣本的方法如下： 
 

調查首先以隨機方法從香港住宅電話簿中抽取部份電話號碼，作為「種籽」號

碼，然後再以「加一減一」兼「加二減二」的方法產生另一組號碼混合使用。

此方法可減低因忽略非登記住戶而出現的差誤。所有號碼在過濾重覆號碼後再

以隨機方式排列成為最後樣本。 
 
澳門地區的調查同樣是訪問十八歲或以上操粵語的澳門居民。取樣方法由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設計，抽取電話樣本的方法如下： 
 

訪員首先按隨機號碼表根據頁、欄及行數從澳門電話簿住宅部份抽出若干「種

籽」電話號碼，然後再把緊接該等號碼的隨後九個號碼納入樣本，十個一組，

直至取得足夠樣本為止。 
 
在港澳兩地各次調查中，當訪員成功接通電話後，便會從住戶中以「即將生日」的

方法抽取一名適齡人士接受訪問，兩地皆是。 
 
 

調查結果 

 
（一） 回歸前後市民心態及期望 
 
澳門回歸後一週年的調查發現，五成八澳門市民以平淡、無甚感覺等中性形容詞描

述自己的心情，比回歸時高出二十一個百分比(表一）。用開心、興奮等正面形容詞者有
則三成六，比一年前下跌二十個百分比。這個現象，可視為回歸效應的消退。澳門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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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是。 
 
香港市民在九七回歸時心情明顯比較複雜，抱愉快及樂觀心情者只得三成半，一年

後更下跌二十六個百分比，跌至不足一成。持負面心態者則上升十個百分比至一成九的

水平，而以中性形容詞描述自己心情者亦上升十五個百分比至六成二的水平。這種負面

發展，應與九七年底開始的亞洲金融風暴有直接的關係。反觀澳門在回歸前已經歷了金

融風暴，市民心情的平伏理應與金融風暴沒有直接關係。 
 

表一   回歸心情 

 香港調查1日期： 30/6/97 成功樣本： 555 回應率： 77.4% 
 香港調查2日期： 3-4/6/98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5.7%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香港今晚就要回歸中國，你心情如何？（香港調查 1） 
香港回歸中國近一年，你心情如何？（香港調查 2） 
澳門好快就回歸中國，你心情如何？（澳門調查 1） 
澳門回歸中國已經一週年，你心情如何？（澳門調查 2）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正面形容詞（如：開心、興奮、期待、樂觀等） 35.1% 9.2% 56.2% 35.9% 
負面形容詞（如：憂慮、害怕、無奈、悲觀等） 8.5% 19.3% 1.7% 3.3% 

混合形容詞（如：矛盾、複雜等） 5.9% 6.8% 1.9% 1.6% 

中性形容詞（如：平常、平淡、有乜感覺等） 47.7% 62.4% 37.0% 57.9% 

唔知/難講    2.7% 2.2% 3.1% 1.3% 
   

 

表二   社會狀況轉變的評估 

 香港調查1日期： 30/6/97 成功樣本： 555 回應率： 77.4% 
 香港調查2日期： 3-4/6/98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5.7%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你估計/覺得香港社會係回歸後會唔會有/有冇重大改變？（香港調查） 
你估計/覺得澳門社會係回歸後會唔會有/有冇重大改變？（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會 / 有 17.8% 45.0% 45.9% 71.8% 
唔會 / 冇 60.9% 52.3% 43.3% 25.5% 

唔知/難講    21.3% 2.6% 10.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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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社會轉變況方面，七成二澳門市民在回歸一週年時認為澳門社會在回歸後改變

很大（表二），遠遠高於回歸時的估計(四成六），及香港在回歸一週年時的數字(四成半）。
這個現象，下文將有討論。 
 
 
（二） 對英/葡國管治的評價 
 
表三   對英/葡國管治的滿意程度 

    
 香港調查1日期： 25/6/97 成功樣本： 548 回應率： 46.7% 
 香港調查2日期： 3-4/6/98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5.7%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英國即將/已經結束對香港既統治，整體黎講你滿唔滿意英國人既統治？（香港調查） 
葡國即將/已經結束對澳門既統治，整體黎講你滿唔滿意葡國人既統治？（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非常滿意 4.9% ) 4.4% ) 1.9% ) 2% ) 
幾滿意 63.7% ) 68.6% 62.1% )66.5% 20.4% )22.3% 21.5% )23.5%
一半半 13.5% 17.3%  30.7%  40.6%  
幾唔滿意 6.7% ) 9.4% ) 27.2% ) 21.3% ) 
非常不滿 0.5% ) 7.2% 1.2% )10.6% 9.2% )36.4% 7.7% )29.0%

唔知/難講   10.6%  5.6%  10.5%  6.8%  
   

 
表四   英/葡政府的功過 

    
 香港調查1日期： 25/6/97 成功樣本： 548 回應率： 46.7% 
 香港調查2日期： 3-4/6/98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5.7%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你認為英國對香港既發展功勞多 D定過失多 D?（香港調查） 
你認為葡國對澳門既發展功勞多些定過失多些？（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功(勞)多 64.5% 66.6% 19.8% 20.3% 

一半半 22.6% 24.5% 39.2% 39.6% 

過(失)多 2.9% 3.2% 18.4% 25.5% 

唔知/難講    10.1% 5.7% 22.6%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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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殖民政府的統治，香港市民的反應較為正面，而澳門市民的反應則較為中性(表
三）。調查顯示，四成一澳門市民在回歸一週年時以「一半半」評價葡國的殖民統治，

二成九感到不滿，前者較回歸時上升十個百分比，而後者則下跌七個百分比。兩次調查

皆有約四分一澳門市民對葡國的殖民統治表示滿意，數字相當穩定。香港調查方面，兩

次調查皆有約三分二香港市民表示滿意英國的殖民統治，數字也相當穩定，但明顯與澳

門民情的方向不同。 
 
港澳兩地市民對殖民統治的不同反應，同樣顯示於他們對殖民統治功過的評價(表

四）。澳門方面，兩次調查中市民認為葡國對澳門發展功過參半者皆約佔四成，餘下者

意見可謂正反參半，唯於回歸後表示功少過多者比回歸前略多。香港方面，則兩次調查

皆有約三分二市民認為英國對香港的發展功多過少，極少認為功少過多。 
 
論功績，持肯定意見的澳門市民主要認為葡國的貢獻在於經濟及民生（表五），但

兩者意見的輕重在一年來有所改變：回歸時以民生為主，經濟次之；一年後則次序對調，

可能反映澳門市民對經濟現況的不滿。香港方面，則兩次調查皆顯示市民普遍認為英國

對香港的貢獻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方面，意見穩定。 
 
論過失，澳門市民則明顯認為葡國的失誤主要在於處理社會民生問題，尤其是貪污

及治安問題，該等想法在回歸一年後更加明確（表六）。香港方面，則市民認為英國的

失誤主要在於社會民生，政治為次，兩次調查的結果分別不大。 
 

表五   殖民統治的功績 
    
 香港調查1日期： 16-17/6/97 成功樣本： 1,090 回應率： 50.6% 
 香港調查2日期： 3-4/6/98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5.7%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你認為英國對香港既統治，主要既功勞係邊方面？（香港調查） 
你認為葡國對澳門既統治，主要既功勞係邊方面？（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社會民生方面 11.7% 12.4% 25.5% 16.2% 
經濟方面 45.2% 51.4% 12.9% 20.8% 
政制方面 10.6% 9.1% 5.1% 2.8% 
法制方面 9.2% 8.1% 1.8% 2.6% 
行政制度 0.8% 1.8% 1.4% 0.4% 
公務員制度 - 0.7% 1.2% 2.0% 
其他方面 0.5% 2.7% 11.1% 9.4% 
無功勞 3.8% 2.3% 8.8% 21.2% 

唔知/難講    18.2% 11.4% 32.2%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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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殖民統治的過失 
    
 香港調查1日期： 16-17/6/97 成功樣本： 1,090 回應率： 50.6% 
 香港調查2日期： 3-4/6/98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5.7%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你認為英國對香港既統治，主要既過失係邊方面？（香港調查） 
你認為葡國對澳門既統治，主要既過失係邊方面？（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經濟問題 3.4% 5.9% 7.8% 3.4% 

社會民生過失 23.5% 21.7% 49.1% 67.1% 

治安問題 0.0% - 26.6% 24.3% 
貪污問題 0.0% - 8.6% 28.1% 
社會不平等 6.6% 2.6% 3.9% 7.8% 
福利貧乏 5.6% 1.3% 1.5% 1.3% 
賭權問題 - - 1.1% 0.8% 
房屋/樓價問題 0.7% 4.9% 0.9% 1.0% 
貧富懸殊 2.7% 1.8% 0.7% 1.3% 
教育問題 3.4% 2.6% 0.2% 1.0% 
船民/難民問題 0.9% 4.9% - - 
其他經濟社會民生過失 3.6% 3.6% 5.6% 1.5% 

政治過失 12.4% 17.9% 3.9% 5.2% 

不夠民主   5.9% 8.3% 1.5% 0.8% 
人權未獲充份保障   0.9% 2.2% 0.4% 0.2% 
其他政治過失  5.6% 7.4% 2.0% 4.2% 

其他過失  2.9% 7.2% 6.9% 4.0% 

冇過失  25.7% 13.2% 8.0% 5.3% 

唔知/難講    32.2% 34.0% 24.2% 15.0% 
  

 
 
（三） 對前途及「一國兩制」的信心及期望 
 
以回歸一週年論，香港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明顯下跌，數字由九七年中的七成半

跌至九八年中的六成一，下跌十五個百分比（表七）。但澳門地區的兩次調查則結果相

約，由九九年底的八成正輕微下跌至零零年底的七成八。兩地的差異究竟是政治改變使

然，還是基於其他原因呢？表八的數字可能有所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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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對香港/澳門前途信心 
    
 香港調查1日期： 25/6/97 成功樣本： 548 回應率： 47.6% 
 香港調查2日期： 7/6/98 成功樣本： 543 回應率： 47.2%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你對香港既前途有冇信心呢？（香港調查） 
你對澳門既前途有冇信心呢？（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有信心 75.2% 60.6% 79.6% 77.7% 

 
冇信心 9.0% 24.5% 7.3% 11.9% 

 
唔知/難講    15.8% 14.9% 13.1% 10.4% 

  

 

表八   對「一國兩制」信心 
    
 香港調查1日期： 5-6/6/97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0.4% 
 香港調查2日： 7/6/98 成功樣本： 543 回應率： 47.2%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咁整體黎講，你對一國兩制有冇信心呢？（香港調查） 
咁整體黎講，你對一國兩制有冇信心呢？（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有信心 56.8% 62.1% 76.6% 75.9% 

  
冇信心 20.6% 21.7% 9.8% 9.4% 

  
唔知/難講    22.7% 16.2% 13.5% 14.7% 

  

  
調查顯示，雖然香港市民在回歸一年後對前途信心下降，但他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卻增加了，由九七年中的五成七上升至九八年中的六成二，增加五個百分比（表八）。

澳門地區兩次調查的結果則基本上沒有改變，都維持在七成六左右，數字一直高於香港

調查。結合表七及表八的兩組數字，就顯示香港市民在回歸一年後信心下降，其實並非

考慮實施一國兩制的政治因素，而是基於本地社會的發展情況。一則可能由於金融風暴

影響，二則可能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不滿，因而影響他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香港市

民對一國兩制及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其實已比他們在回歸時的預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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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地區首長表現的評價 
 
調查顯示，澳門市民對當地領導人的評分普遍高於香港市民，當中又以澳門特首何

厚鏵得分最高，第一年有七十三分，第二年有七十一分，微跌一點八分（表九）。無獨

有偶，香港特首董建華第二年的得分也較第一年微跌一點八分，由六十分跌至五十八

分。論高低，則何厚鏵的得分遠比董建華高，相距有十三分。論市民對長官的認識程度，

則何厚鏵在首年調查只得五成四的認知比率，遠低於董建華的八成六。不過，澳門市民

對何厚鏵的認知率在次年調查已達到九成八，即所有市民對他都有明確而良好的印象。 
 
較之於回歸前殖民地政府的領導，何厚鏵明顯較末任澳督韋奇立優勝。韋奇立在離

任前得六十二分，回歸後已不在調查之列。董建華方面，第一年的評分比離任前的末任

港督彭定康分數略高，但一年後又變得略低，兩者可謂不相伯仲。市民對特區首長的評

分，大底反映了他們對特區管治的滿意程度。 
 
表九   對港/澳回歸前後之領導人的評價 
    
 香港調查1日期： 23-24/6/97 成功樣本： 538 回應率： 39.4% 
 香港調查2日期： 25/6/97 成功樣本： 548 回應率： 46.7% 
 香港調查3日期： 29/6/98 成功樣本： 526 回應率： 56.3%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問題：請你用 0-100分評價 XXX既表現，0分代表絕對唔值得支持、100分代表
絕對支持、50分一半半、你會俾 XXX幾多分呢？ 

 
 

 平均分數 標準誤差 總人數 評分人數 評分比率 

港督彭定康 (香港調查 2) 58.9 0.71 548 513 93.6% 
澳督韋奇立 (澳門調查 1) 61.6 0.81 575 503 87.5% 
特首董建華 (香港調查 1) 59.7 0.76 538 462 85.9% 
特首董建華 (香港調查 3) 57.9 0.82 526 457 86.9% 
特首何厚鏵 (澳門調查 1) 72.7 1.20 575 309 53.7% 
特首何厚鏵 (澳門調查 2) 70.9 0.80 551 540 98.0% 

    
 
 
（五） 對當地社會的評價 
 
 
回歸時，澳門市民的注意力分別集中在經濟及社會問題上，比重為四成八對三成六

（表十）。回歸一年後，七成九的注意力已集中到經濟問題上。這個現象與香港情況一

致，不同的是香港居民在回歸時比較關注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的比重為四成三對三成

一，但一年後則有七成四市民謂最關心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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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市民最關注問題 

 香港調查1日期： 23-24/6/97 成功樣本： 538 回應率： 39.4% 
 香港調查2日期： 7/6/98 成功樣本： 543 回應率： 47.2%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香港而家面對好多問題，你個人最關心邊種問題呢? (香港調查) 
現在澳門面對好多問題，你個人最關心邊種問題呢？(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 1 香港調查 2 澳門調查 1 澳門調查 2

經濟問題 31.2% 74.4% 47.9% 79.4% 
社會問題 (如醫療、房屋、教育、福利、
治安等) 43.0% 14.9% 36.1% 16.1% 

政治問題 10.4% 3.1% 5.2% 1.7% 
唔知、難講、分唔到邊樣最重要 13.4% - 7.9% 1.1% 
無意見 2.0% 7.6% 2.9% 1.7% 

   

 
 
回歸一年後，澳門市民對當地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環境的滿意程度普遍比回歸時

好，分別是五成六、四成二及二成六（表十一）。不過，從絕對數值看，市民依然對經

濟情況表示不滿，有四成八之多。總括而言，澳門市民對社會環境的滿意程度有非常可

觀的增長，由二成九急升至五成六。對政治環境的滿意程度亦有頗大增長，由二成七上

升至四成二。經濟環境方面，不滿程度亦有頗大跌幅，由六成半回落至四成八。 
 
香港方面則情況完全不同，所有指標在回歸一年後全面回落（表十一），當中又以

對經濟環境的滿意程度跌幅最為驚人，由五成九下跌至百分之八，下跌五十一個百分

比。不滿程度亦相應由二成七急升至八成一，升幅達五十四個百分比。此外，香港市民

對社會環境的滿意程度亦有很大跌幅，由五成九跌至三成二。對政治環境滿意程度的跌

幅則相對較小，但亦由四成七跌至三成一。可以這樣說，回歸一年後，香港市民對經濟

環境非常不滿，政治環境屬於尚可，社會環境則怨氣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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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對兩地現況的評價 
       
 香港調查1日期： 23-24/6/97 成功樣本： 538 回應率： 39.4% 
 香港調查2日期： 7/6/98 成功樣本： 543 回應率： 47.2%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問題：整體黎講，你滿唔滿意香港/澳門而家既XXXX？ 

  滿意 一半半 不滿意 唔知/難講 

經濟環境 香港調查1 59.4% 12.4% 26.9% 1.3% 
 香港調查2 7.8% 8.8% 81.0% 2.4% 
 澳門調查1 14.5% 17.7% 65.2% 2.6% 
 澳門調查2 25.9% 23.5% 48.2% 2.4% 

社會環境 香港調查1 58.8% 14.1% 25.6% 1.5% 
 香港調查2 32.1% 29.1% 35.7% 3.1% 
 澳門調查1 29.1% 29.3% 36.9% 4.7% 
 澳門調查2 56.4% 29.6% 10.5% 3.4% 

政治環境 香港調查1 47.1% 14.2% 24.4% 14.3% 
 香港調查2 31.1% 24.6% 23.7% 20.7% 
 澳門調查1 27.2% 26.3% 18.3% 28.2% 
 澳門調查2 42.1% 25.9% 7.1% 25.0% 

 
 
（六）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表十二）綜合了市民對各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可以見到，回歸一年後，澳門市民

對澳門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比回歸時高出很多，由六成正上升至七成三。相反，香港市

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則明顯下跌，由四成九跌至三成三。從絕對數值看，兩地

市民對當地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差四十個百分比。 
 
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方面，澳門市民也明顯比香港市民正面，回歸一年後有

六成六表示信任中央政府，比香港市民的二成七亦相差接近四十個百分比。兩地市民在

一年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變化可謂不算太大。 
 
對台灣政府方面，兩地市民普遍都持負面態度，回歸一年後都有約六個百分比的跌

幅。值得注意的是，兩地市民對台灣政府似乎都認識不深，不置可否者一般都佔四至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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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香港調查1日期： 17-18/3/97 成功樣本： 502 回應率： 43.9% 
 香港調查2日期： 5-6/6/97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0.4% 
 香港調查3日期： 23-24/6/97 成功樣本： 538 回應率： 39.4% 
 香港調查4日期： 7/6/98 成功樣本： 543 回應率： 47.2%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問題：整體黎講，你信唔信任XXX政府呢？ 

 信任 一半半 不信任 唔知/難講 

香港特區政府 香港調查1 49.2% 21.4% 19.0% 10.4% 
香港調查4 33.1% 34.2% 21.6% 11.1% 

澳門特區政府 澳門調查1 60.3% 12.2% 5.4% 22.0% 
澳門調查2 72.7% 16.0% 6.0% 5.3% 

中國/北京政府* 香港調查2 28.5% 23.8% 36.2% 11.4% 
香港調查4 26.9% 25.3% 33.0% 14.8% 
澳門調查1 60.8% 15.8% 10.1% 13.2% 
澳門調查2 66.2% 17.8% 7.3% 8.7% 

台灣政府* 香港調查3 15.7% 10.7% 46.9% 26.7% 
香港調查4 9.6% 13.5% 36.2% 40.8% 
澳門調查1 12.4% 9.8% 27.9% 49.9% 
澳門調查2 5.8% 11.3% 37.5% 45.4% 

*註: 調查所用詞彙以當地民間常用者為準，研究者並無政治立場。 

 
（七）成為中國國民的感受 
 
對於在回歸後自己的身份變成中國國民，四成七香港市民在回歸當日謂對此感到自

豪，但亦有大約相同數目的市民謂無此感覺（表十三）。相反，澳門市民的感覺則強烈

得多，回歸前夕有六成三謂對於自己變成中國國民感到雀躍。這個感覺在回歸一年後更

加強烈，有六成六。香港在回歸一年後的數字則跌至三成二，無此感覺者相應升至六成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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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成為中國國民的感受 
      

 香港調查1日期： 1/7/97 成功樣本： 560 回應率： 75.6% 
 香港調查2日期： 3-4/6/98 成功樣本： 544 回應率： 45.7%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你有冇因為回歸後變成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香港調查1) 

你有冇因為九七回歸後正式成為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香港調查2) 

你有冇因為回歸後變成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澳門調查) 

  香港調查1 香港調查2 澳門調查1 澳門調查2

 

有 46.6% 31.6% 63.2% 66.4% 
冇 45.7% 65.7% 27.4% 28.3% 

   
唔知/難講 7.7% 2.8% 9.4% 5.3% 
    

 
 
（八）對特區政府表現的評價  
 
是次港澳回歸比較調查，加插了一項有關澳門市民對特區政府表現評價的分析，當

中包括了特區政府的整體表現、特區政府在維持經濟繁榮、改善民生、維護人權自由、民

主步伐、和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方面的表現、特區政府司級官員的表現、立法會議員的表現、

和特區司警的表現。該等項目其實在回歸前後的港澳調查都有出現，但至今才以專題探

討，是因為數據複雜，不能一言以蔽之。本文亦只能集中討論澳門社會在回歸一年來的

發展，香港調查的數字則在此從略。 
 
（表十四）顯示，澳門市民對特區政府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在回歸一年來明顯增

加，由四成一上升至六成四。這個結果與前述市民增加信任特區政府的結果一致。分項

而言，澳門市民似乎對澳門特區政府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方面的表現最為滿意，有六成

九。維持經濟繁榮及改善民生方面則分別只有四成六和四成一，都較一年前有所改善。

相反，在推行民主步伐及維護人權自由方面則比一年前略為下跌。不過，以上所述各項，

都是滿意者多，不滿者少。 
 
最後，關於各類人士的表現方面，特區司警的表現最獲好評3，滿意程度有六成正，

較一年前上升三十八個百分比。至於政府司級官員及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則滿意程度分

別只有三成四和三成二，總算有些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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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澳門特區政府的表現 
 
          

 澳門調查1日期： 17-18/12/99 成功樣本： 575 回應率： 60.0%    

 澳門調查2日期： 28-30/12/00 成功樣本： 551 回應率： 58.2%    

          

  

非常滿意 幾滿意 一半半 幾唔滿意 非常不滿
唔知/

難講 

非常滿意 
+ 

幾滿意 

幾唔滿意

+ 
非常不滿

整體表現 澳門調查1 3.0% 37.5% 27.5% 20.6% 5.6% 5.8% 40.5% 27.5% 

 澳門調查2 7.4% 56.8% 24.5% 6.9% 0.9% 3.4% 64.2% 7.8% 

          

維持經濟

繁榮方面 

澳門調查1 2.1% 25.6% 20.8% 38.5% 7.9% 5.1% 27.7% 46.4% 

 澳門調查2 3.6% 42.3% 25.5% 18.0% 4.4% 6.2% 45.9% 22.4% 

          

改善民生

方面 

澳門調查1 2.1% 32.1% 24.7% 27.5% 5.2% 8.4% 34.2% 32.7% 

 澳門調查2 3.5% 37.8% 30.2% 18.5% 2.5% 7.5% 41.3% 21.0% 

          

維護人權

自由方面 

澳門調查1 2.5% 43.1% 25.2% 12.3% 2.5% 14.5% 45.6% 14.8% 

 澳門調查2 2.7% 39.3% 30.7% 10.7% 3.8% 12.7% 42.0% 14.5% 

          

推行民主

步伐 

澳門調查1 2.6% 37.3% 25.3% 12.7% 3.1% 19.0% 39.9% 15.8% 

 澳門調查2 2.5% 33.3% 28.9% 11.5% 4.0% 19.8% 35.8% 15.5% 

          

處理與北

京政府關

係 

澳門調查1 6.3% 46.7% 16.3% 10.0% 1.4% 19.4% 53.0% 11.4% 

 澳門調查2 14.4% 54.6% 16.4% 3.1% 0.5% 10.9% 69.0% 3.6% 

          

司級官員

整體表現 

澳門調查1 1.4% 19.2% 23.4% 25.7% 6.1% 24.3% 20.6% 31.8% 

 澳門調查2 1.6% 31.9% 29.1% 15.0% 3.7% 18.7% 33.5% 18.7% 

          

立法會議

員整體表

現 

澳門調查1 1.7% 23.9% 28.4% 16.1% 6.6% 23.2% 25.7% 22.7% 

 澳門調查2 1.1% 30.5% 31.8% 15.9% 3.8% 16.8% 31.6% 19.7% 

          

司警表現 澳門調查1 0.7% 20.7% 20.5% 31.2% 15.8% 11.1% 21.4% 47.0% 

 澳門調查2 7.9% 51.9% 17.8% 13.8% 5.7% 2.9% 59.8%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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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及評論 

 
 是項比較研究發現，澳門市民在回歸一年後對澳門的各項發展普遍表示滿意。興奮

的心情固然是平淡了，但對澳門社會及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則保持了很大的信心。這個

結果與香港回歸一年後的情況明顯不同，這個應與九七年底的亞洲金融風暴不無關係。

當然，香港特區政府應付各項難題的表現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兩地市民對現狀的評估，亦間接影響了他們對以往殖民地政府的評價。香港市民對

過往港英政府的管治普遍持正面態度，而澳門市民對過往澳葡政府的管治則持中性偏向

負面的態度。究竟是對現狀的反射，還是英葡政府能力的問題，可能還需歷史考究。 
 
由於港澳兩地的社會結構與歷史發展不同，市民對中央及特區政府、以至特區首長

的要求也不同，評價自然有異。對社會現狀的評估，亦可能由於兩地回歸日程有兩年半

的時差而有所影響。香港九七回歸無疑也對澳門九九回歸起了示範作用。香港市民在回

歸前夕有不少憂慮，而澳門市民則普遍期待回歸。從人口結構看，澳門社會內新移民眾

多，其政治文化亦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但無論如何，港澳回歸以後，香港、深圳、澳門、珠海、以及珠江沿岸等地區，勢

將會溶合成為一個經濟及文化的新實體。當回歸漸遠，港澳兩地以至港澳深珠四地將需

要使用共通的指標，同步監察社會的轉變。筆者希望是次港澳兩地民情的比較研究能夠

為制訂未來四地共通的社會指標作出些少貢獻。 
 
 
                                                 
1 見鍾庭耀、馬嘉莉及李博儀《港澳兩地回歸前民情比較》，吳志良、楊允中編《澳門
2000》，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 259-272。 
 
2 民意研究計劃在成立初時屬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二零零零年五月轉往香
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繼續進行各項獨立的民意調查工作。 
 
3 澳門特區司警其實只是警隊的一個分支，治安警察是另一分支，但由於九九年的調查
以司警的表現作為整個警隊表現的指標，所以本文仍然以此作為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