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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門回歸中國已經兩年有多，筆者過去兩年曾經就港澳兩地回歸前後的民情發展作

出粗略比較1。本文可以算是過往兩次基準研究的延續，進一步檢視「一國兩制」在澳

門的發展。事實上，由筆者主持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 1992 年開始便間歇地在澳

門進行實地調查，當中又以歷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和回歸前後民情發展為主要項目。在

2001 年 9 月 23 日舉行的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筆者亦有在澳門進行票站調查。 

 

由於各類數據繁多，有涉及港澳兩地縱橫的比較，又有涉及選舉行為的研究，本文

不能盡錄。本文以澳門回歸週年為基準，縱向比較四年來澳門民情的發展。具體來說，

本文是集中分析和比較 1999 年 12 月、2000 年 12 月、2001 年 12 月和 2002 年 12 月在

澳門回歸前夕及回歸週年期間的民意調查結果。這種縱向分析，在回歸熱潮漸漸退卻

後，應該更能突顯澳門本地的民情發展2。 

 

研究設計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 1991 年成立以來便不斷進行各類民情研究3，所有在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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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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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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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及 2002 年的調查工作則是由民意研究計

劃聘用的澳門大學生進行，由民意研究計劃督導。四次調查都是以十八歲或以上操粵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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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庭耀《港澳兩地回歸週年民情比較》，吳志良、楊允中編《澳門 2001》，

澳門：澳門基金會，2001 年，頁 143-158。 
2
 筆者計劃把本文的澳門數據結合同期的香港數據進行比較研究，結果會在《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發表。 

3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初時隸屬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0 年 5 月轉往香港大

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2002 年 1 月再轉回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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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澳門居民為抽樣對象，1999 年的調查於當年 12 月 17 至 18 日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575 名澳門居民，回應率為 60%。2000 年的調查則於當年 12 月 28 至 30 日期間進行，

成功訪問了 551 名澳門居民，回應率為 58%。而 2001 年的調查則於當年 12 月 18 至 29

日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547 名澳門居民，回應率為 65%。最後，2002 年的調查則於

當年 12 月 18 至 31 日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547 名澳門居民，其中 318 人經隨機抽樣

所得，其餘 229 人則為承接 2001 年的小組追蹤調查(panel study)；而有關調查之整體回

應率為 60%。本文數表內以「調查 1999」、「調查 2000」、「調查 2001」和「調查 2002」

區分四次不同年份調查的數據。 

 

四次調查均以電話訪問形式進行，訪問對象為十八歲或以上操粵語的澳門居民。取

樣方法由筆者設計，1999 至 200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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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2002 年抽取電話樣本的方法則詳述如下： 

 

在「隨機抽樣」部分，研究組先從 2001 年的電話號碼紀錄中，篩除非住宅的電

話號碼。在剩餘的電話號碼中，研究組先取每個號碼的首三個數字，作為新電

話樣本的「字首」；再配合由電腦隨機排序的另外三個數字（字尾），六個數字

組合成另一個電話號碼，納入樣本框。 

 

另外，研究組亦於 2001 年的成功個案中，抽取部分電話號碼作為小組追蹤調查

(panel study)，以了解指定被訪者於一年來對有關議題的實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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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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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一） 回歸心情及期望 

 

在澳門回歸兩週年時進行的調查發現，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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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個百分比。2002 年調查顯示，使用中性形容詞的

被訪者進一步上升，達 65%，比回歸時高出 28 個百分比（表一）。用開心、興奮等正面

形容詞者有則 30%，亦比回歸時下跌 26 個百分比，這個現象，證明回歸效應在回歸後

已有所消退。 

 

表一   回歸心情 

 
 

 
澳門好快就回歸中國，你心情如何？（調查 1999） 

澳門回歸中國已經一／兩／三週年，你心情如何？（調查 2000，2001，2002） 

 
 調查 1999 調查 2000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正面形容詞（如：開心、興奮、

期待、樂觀等） 
56.2% 35.9% 38.4% 30.2% 

負面形容詞（如：憂慮、害怕、

無奈、悲觀等） 
1.7% 3.3% 2.7% 1.5% 

混合形容詞（如：矛盾、複雜等） 1.9% 1.6% 1.6% 1.3% 

中性形容詞（如：平常、平淡、

有乜感覺等） 
37.0% 57.9% 55.8% 65.3% 

 
唔知／難講 3.1% 1.3% 1.5% 1.8% 

 

 

至於社會狀況轉變方面，65%市民在回歸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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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不過，有關數字較一年前的結果差別不大。

一則可能是巿民對回歸後的改變有所適應，二則可能是對特區政府的期望有所回落。但

無論如何，認為社會變化很大的仍屬主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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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對社會狀況轉變的評估 

 
 

 
你估計澳門社會係回歸後會唔會有重大改變？（調查 1999） 

你覺得澳門社會係回歸後有冇重大改變？（調查 2000，2001，2002） 

 
 調查 1999 調查 2000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會 / 有 45.9% 71.8% 65.3% 64.9% 

唔會 / 冇 43.3% 25.5% 31.6% 30.2% 

 
唔知/難講 10.9% 2.7% 3.1% 4.9% 

 

 

 

（二） 對殖民地統治的評價 

 

澳門市民對前殖民地統治的評價，無疑奠定了其對特區政府的期望，這亦解釋了港

澳兩地在回歸後民情發展的異軌。筆者過往的調查發現，香港市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反

應較為正面，而澳門市民對葡國殖民統治的反應則較為負面4。 

 

在 1999 年剛回歸前，36%巿民對葡國的殖民統治表示不滿，滿意者只有 22%（表

三）。回歸一週年時，表示不滿者下跌 7 個百分比，至 29%，表示「一半半」者則明顯

增加。這個傾向正面的走勢在 2001 年明顯持續，表示滿意殖民統治者由 24%上升至

34%，表示不滿者由 29%下跌至 25%，意見緩緩逆轉。不過，2002 年的調查發現，雖然

對葡國殖民統治表示滿意的被訪者仍然較表示不滿的多，兩者的差距明顯收窄。數字顯

示，30%被訪市民滿意葡國過去的殖民統治，28%表示不滿；較諸香港巿民的反應，澳

門市民對殖民統治的評價充其量可視為中性。 

 

這種中性反應可從另外一項測試中得到驗證。四年來的調查都一致顯示，在論及殖

民統治功過的時候，澳門市民認為葡國對澳門發展屬於「功過參半」者都是主流意見，

餘下者亦可謂正反意見參半。在 2002 年，44%謂葡國政府功過參半，22%謂功多過少，

18%則謂功少過多，相較 2001 年的結果，有關數字的變化並不顯著（表四）。 

                                                 
4
 鍾庭耀《港澳兩地回歸週年民情比較》，吳志良、楊允中編《澳門 200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1 年，

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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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對葡國管治的滿意程度 

 

 葡國已經結束對澳門既統治一／兩／三年，整體黎講你滿唔滿意葡國人以前既統治？ 

 

 調查 1999 調查 2000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非常滿意 1.9% ) 2.0% ) 2.2% ) 1.6% ) 

幾滿意 20.4% ) 22.3% 21.5% ) 23.5% 31.6% ) 33.8% 28.6% ) 30.2% 

一半半 30.7%  40.6%  32.2%  31.1%  

幾唔滿意 27.2% ) 21.3% ) 19.6% ) 21.6% ) 

非常不滿 9.2% ) 36.4% 7.7% ) 29.0% 5.3% ) 24.9% 6.6% ) 28.2% 

 
唔知／難講   10.5%  6.8%  9.1%  10.4%  

 

 

 

表四   對葡國政府的功過的評價 

 

 你認為葡國對澳門既發展功勞多些定過失多些？ 

 

 調查 1999 調查 2000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功(勞)多 19.8% 20.3% 24.0% 21.6% 

一半半 39.2% 39.6% 46.3% 44.4% 

過(失)多 18.4% 25.5% 16.8% 17.6% 

唔知/難講 22.6% 14.6% 12.8% 16.5% 

 

 

 

（三） 對前途及「一國兩制」的信心 

 

澳門市民對澳門前途的信心，從 1999 至 2001 年間呈輕微下跌，但仍然處於高位

76%。不過，2002 年的調查發現，被訪市民對澳門前途的信心止跌回升，最新數字為

84%，較 2001 年的數字上升 8 個百分比（表五）。同樣地，澳門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亦中斷了下跌之勢，更四年來首次上升，與澳門前途信心同處於八成的高位（表六）。 

 

至於澳門市民對中國前途的信心，2002 年的結果發現，91%被訪巿民對中國的前途

表示有信心，較 2001 年的數字輕微上升 2 個百分比，高於對本地社會的前途及政制安

排的信心（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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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對澳門前途信心 

    

 你對澳門既前途有冇信心呢？ 

 
 調查 1999 調查 2000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有信心 79.6% 77.7% 75.9% 83.7% 

冇信心 7.3% 11.9% 15.9% 9.3% 

 
唔知/難講 13.1% 10.4% 8.2% 7.0% 

 

 

表六   對「一國兩制」信心 

    
      

 咁整體黎講，你對一國兩制有冇信心呢？ 

 
 調查 1999 調查 2000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有信心 76.6% 75.9% 71.2% 80.1% 

冇信心 9.8% 9.4% 13.4% 8.4% 

  

唔知/難講 13.5% 14.7% 15.4% 11.5% 

   

 

表七 對中國前途信心 

 
 

你對中國前途有冇信心呢？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有信心 89.2% 91.2% 

冇信心 5.5% 3.8% 

唔知/難講 5.3% 4.9%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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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對 36%。一

年後，79%的注意力已集中到經濟問題上，最關注社會問題者只有 16%。又一年後，最

關注經濟問題者仍然有 73%，最關注社會問題者則有 22%。踏入 2002 年，澳門市民最

關注的，仍然是經濟問題，比率達 80%，數字為四年最高。四年數據反映了經濟問題在

回歸後已幾乎變成單一議題（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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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最關注的問題 
 

 現在澳門面對好多問題，你個人最關心邊種問題呢？  

  
 調查 1999 調查 2000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經濟問題 47.9% 79.4% 73.3% 79.7% 

社會問題 (如醫療、房屋、教育、福利、治安等) 36.1% 16.1% 22.3% 15.5% 

政治問題 5.2% 1.7% 2.4% 1.5% 

唔知、難講、分唔到邊樣最重要 7.9% 1.1% 1.8% 2.7% 

無意見 2.9% 1.7% 0.2% 0.5% 

 

 

回歸前夕，澳門市民對當地的經濟環境相當不滿，達 65%；對社會環境也是不滿居

多，有 37%；對政治環境則可謂沒有太大意見，「一半半」及沒有意見者合計有 55%（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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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程度分別有 56%、42%及 26%。不過，從絕對數值看，市民依然對經濟情況表

示不滿，有 48%之多。回歸兩年後，澳門市民的相對樂觀情緒似乎有所減退，對社會、

政治及經濟的環境的最新滿意程度分別是 44%、36%及 16%。在經濟領域，不滿者有

55%，仍屬主流意見。不過，2002 年的調查發現，澳門市民對當地經濟、社會及政治環

境的滿意程度均全線上升，而不滿情緒則有所緩和。不滿數字分別為 47%、12%及 6%；

經濟環境仍然是澳門市民最為不滿的範疇。 

 

表九  對澳門現況的評價 

       

整體黎講，你滿唔滿意澳門而家既 XXXX？ 

  滿意 一半半 不滿意 唔知/難講 

經濟環境 調查1999 14.5% 17.7% 65.2% 2.6% 

 調查2000 25.9% 23.5% 48.2% 2.4% 

 調查2001 15.9% 26.3% 55.4% 2.4% 

 調查2002 19.9% 31.4% 46.8% 1.8% 

  
社會環境 調查1999 29.1% 29.3% 36.9% 4.7% 

 調查2000 56.4% 29.6% 10.5% 3.4% 

 調查2001 44.2% 36.4% 17.0% 2.4% 

 調查2002 49.0% 36.7% 11.5% 2.7% 

  
政治環境 調查1999 27.2% 26.3% 18.3% 28.2% 

 調查2000 42.1% 25.9% 7.1% 25.0% 

 調查2001 35.9% 37.2% 8.1% 18.9% 

 調查2002 37.7% 33.5% 5.7%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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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地區首長表現的評價 

 

2002 年底的調查顯示，澳門市民對特首何厚鏵的民望較 2001 年上升，達 75.8 分的

歷史新高。表十的數據進一步闡明，澳門回歸四年，澳門市民對特首何厚鏵的民望在一

直保持於於 70 分以上的水平（表十）。論市民對何厚鏵的認識程度，2002 年的最新數字

為 97%，較 2001 年顯著上升 6 個百分比；，數字較回歸前夕的 54%更成天淵之別。數

字表示大部份澳門市民對他都有明確而良好的印象。何厚鏵的得分遠高於香港特首董建

華，亦高於末任澳督韋奇立離任前的得分，大底是反映了兩地巿民對兩地特區管治的滿

意程度。 

 

表十 對特首何厚鏵的評價 

    
       

 請你用 0-100 分評價特首何厚鏵既表現，0 分代表絕對唔值得支持、100 分代表絕對支持、50 分一

半半、你會俾何厚鏵幾多分呢？ 
 
 

 平均分數 標準誤差 總人數 評分人數 評分比率 

      
調查 1999 72.7 1.20 575 309 53.7% 

調查 2000 70.9 0.80 551 540 98.0% 

調查 2001 73.7 0.65 547 497 90.9% 

調查 2002 75.8 0.56 547 528 96.5% 
      

 

 

（六）對特區政府表現的評價  

 

澳門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整體表現，滿意程度多年來一直走勢反覆。回歸一週年時，

64%澳門巿民表示滿意，比剛回歸前對當時澳門政府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上升 24 個百

分比。但在回歸兩週年時，這個比率則回落至 54%；2002 年的調查結果則指出，滿意

澳門特區政府整體表現的市民，較 2001 年上升 9 個百分比，達 64%，返回 2000 年的水

平（表十一）。 

 

就單項表現而言，四次調查都就本地政府在維持經濟繁榮、改善民生、維護人權自

由、推行民主步伐、和處理與北京或中央政府5關係五個方面的表現進行測試，結果發

現，澳門市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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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多

年來一直沒有改變，且有拋離其餘指標的趨勢。回歸一週年時，滿意程度為 69%，兩週

年時為 60%，及至三週年時，比率更上升至 74%。至於其他四項，在回歸一週年時，維

持經濟繁榮（46%）、改善民生（41%）、及維護人權自由（42%）方面，可謂同屬第二

梯級，而推行民主步伐方面（36%）則屬最弱的一環。不過，在回歸兩週年時，維護人

                                                 
5
 回歸前北京政府不等於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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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自由（47%）則跳升至第二梯級，而維持經濟繁榮（40%）、改善民生（38%）、及推

行民主步伐方面（38%）則同屬第三梯級。踏入回歸第三年，被訪市民對澳門政府於維

持經濟繁榮及改善民生表現的滿意程度均有所回升，前者至 50%，後者則達 52%，依比

率距離計，可視為第二階級。相反，澳門市民對維護人權自由及推行民主步伐的表現，

滿意程度均有所下跌，前者為 43%，後者則是 36%。 

 

除了測試市民對特區政府各項表現的評價外，四次調查都同時測試了澳門巿民對政

府司級官員、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及警方的表現。結果發現，市民在回歸後對澳門警方

的表現有很大的增長6，由剛回歸前的 21%滿意急劇上升至回歸一週年時的 60%，然後

在兩週年時企穩在 58%。及至 2002 年，比率更上升至 63%。至於對政府司級官員及立

法會議員表現的評價，則在回歸後只有輕微增長，2002 年的數字顯示，表示滿意政府司

級官員的澳門被訪者為 38%，對立法會議員表現則 32%，兩項指標較去年分別上升 4 及

下跌 3 個百分比，較回歸前則分別上升 17 及 7 個百分比。 

 

對於澳門特首何厚鏵於 2002 年重新安排賭權，調查顯示，58%被訪者對新安排表

示滿意，只有 5%表示不滿，表示「唔知／難講」的則佔 23%。 

 

表十一 對本地政府各部份及各方面表現的評價 

          

 
你對澳門政府 XXXX 表現滿唔滿意？（調查 1999） 

你對澳門特區政府 XXXX 表現滿唔滿意？（調查 2000，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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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1999 3.0% 37.5% 27.5% 20.6% 5.6% 5.8% 40.5% 27.5% 

 調查2000 7.4% 56.8% 24.5% 6.9% 0.9% 3.4% 64.2% 7.8% 

 調查2001 6.4% 48.0% 35.5% 6.4% 1.1% 2.6% 54.4% 7.5% 

 調查2002 6.9% 56.7% 28.2% 3.8% 0.0% 4.4% 63.6% 3.8% 

                                                 
6
 須要注意，澳門警方其實包括司警和治安警察兩個分支，1999 年的調查以「澳門司警」為提問指示，

2000 年的調查則以「澳門特區司警」為提問指示，而 2001 年的調查則以「澳門警方」為提問指示，文中

所述市民在回歸後對澳門警方表現滿意程度的增長，與改變提問無關，因為 2000 年的提問方式基本上沒

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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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經濟

繁榮方面 

調查1999 2.1% 25.6% 20.8% 38.5% 7.9% 5.1% 27.7% 46.4% 

調查2000 3.6% 42.3% 25.5% 18.0% 4.4% 6.2% 45.9% 22.4% 

 調查2001 3.1% 36.8% 33.2% 18.5% 2.6% 5.9% 39.9% 21.1% 

 調查2002 5.3% 44.6% 29.1% 14.6% 0.7% 5.7% 49.9% 15.4% 
 

改善民生

方面 

調查1999 2.1% 32.1% 24.7% 27.5% 5.2% 8.4% 34.2% 32.7% 

調查2000 3.5% 37.8% 30.2% 18.5% 2.5% 7.5% 41.3% 21.0% 

 調查2001 3.7% 34.2% 37.7% 15.9% 1.8% 6.8% 37.8% 17.7% 

 調查2002 4.2% 48.1% 30.3% 9.9% 0.9% 6.6% 52.3% 10.8% 
 

維護人權

自由方面 

調查1999 2.5% 43.1% 25.2% 12.3% 2.5% 14.5% 45.6% 14.8% 

調查2000 2.7% 39.3% 30.7% 10.7% 3.8% 12.7% 42.0% 14.5% 

 調查2001 4.4% 42.1% 31.7% 6.6% 2.0% 13.2% 46.5% 8.6% 

 調查2002 4.2% 38.8% 33.7% 6.4% 0.5% 16.3% 43.0% 7.0% 
 

推行民主

步伐方面 

調查1999 2.6% 37.3% 25.3% 12.7% 3.1% 19.0% 39.9% 15.8% 

調查2000 2.5% 33.3% 28.9% 11.5% 4.0% 19.8% 35.8% 15.5% 

 調查2001 3.5% 34.9% 35.3% 7.5% 1.5% 17.4% 38.4% 9.0% 

 調查2002 3.1% 33.1% 32.4% 9.5% 0.9% 21.0% 36.2% 10.4% 
 

處理與北

京政府關

係方面 

調查1999 6.3% 46.7% 16.3% 10.0% 1.4% 19.4% 53.0% 11.4% 

調查2000 14.4% 54.6% 16.4% 3.1% 0.5% 10.9% 69.0% 3.6% 

調查2001 12.6% 47.6% 22.5% 2.2% 0.4% 14.7% 60.3% 2.6% 

 調查2002 13.9% 59.8% 12.1% 1.8% 0.0% 12.4% 73.7% 1.8% 

          

司級官員

整體 

調查1999 1.4% 19.2% 23.4% 25.7% 6.1% 24.3% 20.6% 31.8% 

調查2000 1.6% 31.9% 29.1% 15.0% 3.7% 18.7% 33.5% 18.7% 

 調查2001 5.7% 28.3% 33.8% 12.3% 2.8% 17.2% 33.9% 15.1% 

 調查2002 2.6% 34.9% 38.9% 6.8% 1.6% 15.2% 37.5% 8.4% 

 

立法會議

員整體 

調查1999 1.7% 23.9% 28.4% 16.1% 6.6% 23.2% 25.7% 22.7% 

調查2000 1.1% 30.5% 31.8% 15.9% 3.8% 16.8% 31.6% 19.7% 

調查2001 4.2% 30.7% 36.4% 9.7% 2.9% 16.1% 34.9% 12.6% 

 調查2002 1.8% 30.3% 39.9% 8.6% 1.5% 17.9% 32.2% 10.1% 
 

警方* 調查1999 0.7% 20.7% 20.5% 31.2% 15.8% 11.1% 21.4% 47.0% 

 調查2000 7.9% 51.9% 17.8% 13.8% 5.7% 2.9% 59.8% 19.5% 

 調查2001 8.2% 49.5% 25.0% 9.1% 3.7% 4.4% 57.8% 12.8% 

 調查2002 6.4% 57.0% 23.6% 9.1% 1.6% 2.2% 63.4% 10.8% 

          

處理賭權 調查2002 9.7% 48.0% 15.0% 4.2% 0.5% 22.5% 57.7% 4.8% 

問題的方          

法          

*註: 有關警方表現的提問，1999 年的提問指示為「澳門司警」、2000 年為「澳門特區司警」，而 2001 及

2002 年則為「澳門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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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表十一的綜合結果顯示，澳門巿民對社會發展的評價及對特區政府的整體滿意程度

在 2002 年底均有所回升，而表十二的數字更進一步顯示，巿民對特區及中央政府的信

任程度，均連續三年上升，比率更遠高於回歸前 20 個百分比左右。對澳門特區政府的

信任程度，三年來先由 60%升至 73%，2001 年升至 75%，2002 年更進一步升至 81%，

佔絕大多數；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則由 61%先升至 66%再升至 73%，2002 年

更升至 80%，緊貼特區政府（表十二）。 

 

對台灣政府方面，澳門巿民對其信任程度及認知均呈起伏之勢，但主流意見仍然是

以負面居多，以不了解為主。回答沒有意見者為 43%，較 2001 年顯著上升 8 個百分點。 

 

表十二 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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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特區政府 調查1999 60.3% 12.2% 5.4% 22.0% 

 調查2000 72.7% 16.0% 6.0% 5.3% 

 調查2001 74.5% 18.7% 3.3% 3.5% 

 調查2002 80.6% 12.3% 3.1% 4.0% 

  
中國／北京政府* 調查1999 60.8% 15.8% 10.1% 13.2% 

 調查2000 66.2% 17.8% 7.3% 8.7% 

 調查2001 73.3% 15.6% 4.2% 6.8% 

 調查2002 79.9% 9.9% 4.4% 5.9% 

  
台灣政府* 調查1999 12.4% 9.8% 27.9% 49.9% 

 調查2000 5.8% 11.3% 37.5% 45.4% 

 調查2001 17.3% 16.1% 31.9% 34.7% 

 調查2002 12.8% 17.6% 26.9%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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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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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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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夕有 63%澳門市民謂對於自己變成

中國國民感到自豪，這個感覺在回歸一年後略為上升至有 66%，但在兩週年時又回落至

有 63%，2002 的結果亦是為 63%，四年來無大變化（表十三）。 

 

表十三 對成為中國國民的感受 

    

 你有冇因為回歸後變成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 

 
 調查 1999 調查 2000 調查 2001 調查 2002 

 
有 63.2% 66.4% 62.6% 62.7% 

冇 27.4% 28.3% 30.1% 29.8% 

唔知/難講 9.4% 5.3% 7.3%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