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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  
匯賢智庫(Savantas Policy Institute) 

 

匯賢智庫政策研究中心  

匯賢智庫乃本地政策研究團體，於 2006年 7月成立。創辦者為一群身在美國留
學或工作而心繫香港的港人。其核心願景是促使香港發展為知識型經濟體系及

建立高質素民主制度，為自己和下一代締造一個更美好的將來。匯賢智庫的研

究範疇包括教育文化、創新科技、政制發展、社會政策等。我們運作獨立，同

時希望與其他公民或政治組織，透過有創意的對話探討香港的未來。 

 
圓思顧問有限公司(Powersoft Consultancy Limited)  

 
圓思顧問有限公司(前身為 Avant-garde Research Laboratory)是一所以香港為

基地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於二零零七年由一群來自 Roundtable(致力為香港

年輕一代提供中立平台的非政府組織)的成員成立。圓思成立的目標是消除社會

上二元對立的標籤，並同時保持無黨派的立場，將社會科學普及化並帶來「範

式轉移」。圓思是私人控股公司，並為慈善機構圓桌研究及教育協會的指定贊

助人，為其捐助部份收入並提供免費服務。圓思的主要服務包括社會科學研

究、策略性外展、企業傳訊、企業社會責任及公共事務服務。我們的服務皆以

揉合跨領域的方式進行。我們相信，透過「融合」的方式，將聚合各專業領域

的精髓，達至更加有效的知識轉移。此外，我們亦主動跟大學及其他院校合

作，進行一些被忽略的研究。透過我們跟年輕一代的網絡、媒體，以及不同專

業範疇的專家的網絡，圓思為客戶以新範式下最具影響力的力量 －「軟力量」

－ 來將信息傳遞給持份者。 
 
歡迎回應  
我們歡迎各界對調查報告的內容提出評論，為將來進一步的研究作出建議。聯

絡方法如下： 

 
匯賢智庫研究中心 

電郵: enquiry@savantas.org 

郵寄: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9號中國海外大廈 11樓 D-F座 

 
圓思顧問有限公司 

電郵: info@powersoft.com.hk， 

郵寄: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號勤達中心 21樓 21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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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背景  

匯賢智庫和圓思在 2009年 7月至 2010年 7月期間，進行問卷調查及聚焦小組

研究，探討本地電視節目(尤其是電視劇)及電影對於塑造香港人身分的重要

性，並透過研究市民對這些主流媒介作品的看法，理解現今港人的身分認同及

價值觀。 

 
調查結果  

整體而言，電視和電影仍然是港人的主要娛樂。本地電視、電影或多或少反映

一些獅子山精神 (如「力求上進」、「靈活變通」、「刻苦耐勞」)。雖然大眾

仍認同這些價值，但電視、電影的人物和劇情往往不能引起大部分觀眾的身分

共鳴，無助於鞏固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價值觀。 

 

電視劇方面，劇情往往因循過往公式，以權力財富鬥爭和辦公室生活為主題，

其實現今觀眾(尤其年輕一代)感興趣的題材不止於此。此外，劇情和人物設定

未能貼近社會現實，令觀眾難以代入。 

 

電影方面，觀眾則認為不少本地電影為迎合內地市場，減少了本地元素。近年

電影加入更多「中國元素」，但由於內容較為表面 (如古裝片不重歷史實情，時

裝片對內地社會狀況亦欠深入描述)，未能增強國民身分認同。 

 

建議  

總括來說，電視和電影製作著重娛樂性，加上創作環境的限制，較少深入具體

地描述社會具體狀況，削弱了教育和傳遞信息的功能。面對日益多元化的社

會，電視和電影製作應與時並進，尋求多元化的發展。為促進電視和電影發揮

娛樂以外的作用，我們有以下的政策建議： 

1) 規定電視台播放更多不同類型的節目，如紀錄片。 

2) 鼓勵電視製播分離，為電視節目製作引入競爭。 

3) 支持獨立電影發展，提供放映渠道。 

4) 加強人文教育及推廣文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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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簡介  

 

研究背景  

自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有關香港本土文化及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討論逐漸

變得熱烈，其重要性亦慢慢得到政府認同。政府清拆皇后碼頭、重建利東街，

令更多社會人士關注香港人的文化與身分。香港政府致力推動創意工業及文化

發展，同樣令人深思香港文化根源所在。這些事都是對「香港人」身分的挑戰

與重新構造的重要分水嶺。 

 

1842 年《南京條約》把香港島割讓予英國，到 1950 年新中國成立，以至韓戰

爆發，「香港人」這個身分仍然沒有建立起來。對於當時居住在香港的市民而

言，香港不是他們希望久留之地，他們不過是香港的過客。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只佔少數。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 

 

這些居住在香港的市民大都受嶺南文化薰陶，喜歡廣東民間的戲曲及影畫戲。

這間接催生了屬於香港的本地文化，以及香港人的身分。 

 

香港早在 1840 年代受英國殖民統治，但香港文化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在上世紀

七十年代才漸見雛形。1949 年新中國成立，礙於當時冷戰的二元格局，共產主

義的中國跟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香港於 1950 年劃清界線，雙方關閉邊境，香港與

內地的關係由此開始疏離。中國內地在 1966 年起遭逢十年文化大革命，並引發

香港的六七暴動，令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明白官民關係的重要性，開始推行一系

列社會福利政策，加強與社會溝通，培養市民的社會價值觀及歸屬感。 

 

與此同時，香港經濟起飛，社會上慢慢冒起一群本地中產階級。他們相對優越

的經濟條件令他們自覺有別於內地的同胞，自認為「香港人」。(王向華, 2003) 

香港人以「獅子山下」的精神，同舟共濟，成就出香港的經濟奇蹟，亦醞釀出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香港人由此視香港為自由、穩定的地方，是他們的家；他

們自覺是文明守法的一群，認為內地人落後懶散。電視普及，電視劇集如《網

中人》（1979 年）的「阿燦」一類的角色，加強了香港人自身與內地人這「他

者」的分別。 (M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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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出現又一次重大改變。中國與英國就香港問

題達成共識，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祖國。在多重政治因素的影響下，香港人的

身分更見脆弱，觸發大規模的移民潮。 

 

回歸後，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自認是「中國及香港人」而非「香港人」(Ma & 

Fung, 2007)，不少人對港人的身分認同產生疑惑。近十年，中國經濟騰飛，一

方面令香港人加強對國家認同，一方面亦令香港人擔心被邊緣化。此外，殖民

地時代以來，香港被定位為一個經濟城市，不論是殖民者的有心，還是香港人

本身的無意，均使港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認識相當貧乏，導致身分危機。香港

人開始作出反思，希望填補這方面的空白，所以，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以及本土

文化就成了一個廣受大眾注目的議題。 

 

研究目的  

匯賢智庫及圓思顧問有限公司期望透過這為期一年的研究項目，分別以科學化

的定量評估模式及質性的聚焦小組模式，從近年本土電視節目及電影着手，探

討現今這些媒介對於塑造香港人身分的重要性，並透過研究市民對這些主流媒

介作品的看法，理解現今港人的身分認同及價值觀，探究不同看法之間有何共

通之處。本研究亦會探討政府及傳媒的角色——在價值觀多元衍生的香港，如

何求同存異。 

 

研究模式  

 

問卷調查  

為了更深入討論本地電視、電影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的影響，圓思在

二零零九年九月至十月期間，在香港島(灣仔)、九龍(太子)、新界西(荃灣)、及

新界東(將軍澳)四個香港主要及包含多元人口的地區，透過科學化的配額抽樣

(quota sampling)的問卷調查研究模式，逐一了解香港社會各階層人士對本地電

視、電影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如：港人的特質)及文化價值(如：價值取向)的影

響。 

 

基本研究資料  

在為期一個半月的問卷調查中，圓思共發出一千五百份包含二十五條封閉式問

題的問卷，並成功對當中 1058 人進行訪問，成功率達 70.5%。在問卷調查的過



 

  7 

程中，圓思透過其研究小組(包括研究總監、資深問卷調查員及由大專生組成的

問卷調查員)監督及進行面談式的問卷調查。 

 

當中，年齡介乎 26歲至 35歲的被訪者佔大多數，約 42.5%。其次是 16歲至 25

歲的少年人(26.3%)，及 36 歲至 55 歲的中年被訪者(20.9%)。(見圖 1.1)而男、

女被訪者的比例，則以男性較多，約佔被訪組群的六成，達 57.1%。(見圖 1.2) 

 
圖 1.1：問卷調查中被訪者的年齡分佈  

 
 

圖 1.2：問卷調查中被訪者的性別分佈  

 

 

在 1058 位被訪的人士中，最多從事服務行業或商店銷售人員(23.7%)。屬於專

業及輔助專業人員的被訪者亦有 162 人(15.3%)。職業為學生、文員及政府官

員、公務員或紀律部隊的被訪者，分別佔 13.4%、12.8%及 9.5%。(見圖 1.3) 合

共超過六成的被訪者擁有大專或以上，甚至研究院或專業的學歷。(見圖 1.4)被

訪者的家庭月入中位數則以月入介乎 10,001 港元至 20,000 港元居多。(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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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問卷調查中被訪者的職業分佈  

 

 

圖 1.4：問卷調查中被訪者的學歷組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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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問卷調查中被訪者的家庭月入中位數  

 

 

質性研究  

 
另一方面，圓思亦在二零一零年三月至六月期間，分別進行了質性的聚焦小組

研究。圓思共與二十八位來自不同年齡層及社會階層的人士進行了三次聚焦小

組討論，以了解香港人對本地電視及電影所反映的文化價值的意見。每個聚焦

小組約六十至九十分鐘。當中，佔五成被訪者是年齡介乎16歲至25歲的少年

人。其次是36歲至55歲的中年人士，佔35%。 

 

研究的局限性  

在為期一年的研究項目中，匯賢智庫及圓思顧問有限公司分別以科學化的定量

評估模式及質性的聚焦小組模式，從近年本土電視節目及電影着手，探討現今

這些媒介對於塑造香港人身分的重要性，並透過研究市民對這些主流媒介作品

的看法，理解現今港人對身分認同及價值觀的看法，也會探究不同看法之間有

何共通之處。可是，這研究仍有下列兩項有待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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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文獻研究： 

雖然多年來本地的社會科學或大眾傳播學者對有關研究題目已進行多項有系統

的學術研究，但始終缺乏由民間進行的相關意見調查。因此，未能將是次研究

結果與同類的結果或資料作比較。 

 

2) 「本地電視、電影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影響」問卷調查 ： 

雖然近年本地的電視及電影製作不及八、九十年代蓬勃 (尤以電影為甚)，但社

會大眾始終對近年製作的電視及電影印象較深。所以單靠是次問卷調查未必能

全面比較不同年代影視製作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價值取向的影響。 

 

未來研究建議  

1) 互聯網使用普及，影響了人們觀賞電視及電影的習慣。因此，日後的研究有

需要探討互聯網、影視作品及身分價值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2) 是次研究在討論香港的電視節目和電影時，主要建基於受訪者對各類節目或

作品的概括印象，日後研究可抽取個別作品為案例，作更具體詳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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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卷調查及聚焦小組討論結果及分析1
 

 
 

本地電視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影響  

由1991年至2008年，香港兩間免費電視台一共製作了接近840套粤語電視劇。

當中，劇情電視劇和歷史及傳說改編電視劇合共佔去48.8%。可惜，兩間電視

台在回歸之後，不約而同地減少了歷史及傳說改編電視劇的製作。反之而言，

劇情電視劇一直獨佔電視劇製作的鼇頭。 如果與電視台十分看重的收視一併計

算，則以喜劇、處境喜劇、動作以及犯罪劇成為收視的保證，以電視廣播有限

公司為例，有六成收視達34點或以上的電視劇是喜劇、處境喜劇、動作及犯罪

劇。 

 

對於怎樣界定香港製作的電視劇。在聚焦小組中，全部二十八位被訪者會以本

地電視台 (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亞洲電視本港台等)所製作的電視劇來界定香

港製作。近年本地電視台會與國內或其他地區的電視台合力製作電視劇，如

《Yummy Yummy》(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與新加坡新傳媒電視合作)、《歲月風

雲》(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與中央電視台合作)等。對於被訪者而言，這些「半本

地」的電視劇製作因為以本地影星主演，所以仍會視之為香港製作的電視劇。 

 

至於接受問卷調查的 1058 位市民中，有大約三成的被訪者每天看電視節目 1-5

小時，而且更有兩成三人會花 6-10 小時在電視機前。另外，看電視時間長達

10 小時或以上的被訪者亦差不多有四成，可見電視節目在香港人日常生活的重

要性。相反，只有 3 個百分點的被訪者完全沒有收看電視節目的習慣，比例十

分之少。 

 

在聚焦小組中，全部二十八位被訪者認為電視較電影更容易傳遞信息／資訊給

社會大眾。因為，本地的電視製作多是二十四小時不停免費播放，大眾接觸電

視傳遞的信息／資訊機會較電影多，而且觀看成本低，容易讓大眾所接受。正

因為聚焦小組被訪者覺得電視節目更容易讓大眾所接受，相對於電影，他們認

為電視節目更加容易達到「提供娛樂」、「傳播消息」及「教育市民」這三大

功能。可是，年輕的被訪者(16 歲至 25 歲)覺得電視節目勉強達到「提供娛樂」

                                                
1
所有數據皆以百分比顯示。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對的總計略有出入，大約為+2%。另外，學生/受訪者?

於若干題目可選多於一項答案，故總百分比會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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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功能，而且漸漸失去「傳播消息」及「教育市民」的功能。他們指出現時電

視台的主要對象不是年輕人，所以電視節目不符合他們的喜好和興趣。而且，

他們會透過互聯網尋找娛樂和資訊，因此電視節目所擔當的功能有限。對於 36

歲至 55 歲的中年被訪者而言，他們亦認同近年電視節目不能達到「教育市民」

的功能，這相信與電視台的營運方針有關。 
圖 2.1：被訪者每星期收看電視節目平均時間  

 

對於有收看電視節目習慣的被訪者而言，有 37.2%會因為對節目內容或題材感

興趣而收看，比例為眾多原因中最高。其次，被訪者亦會因對主演的演員感興

趣而收看該電視節目，但比例不及節目內容或題材的一半，只有 15.4%。雖說

電視是香港人日常生活中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但有大約一成半的被訪者表示只

因沒有其他更好的活動，才收看電視節目。調查亦發現受訪者甚少觀賞舞蹈、

戲曲和話劇，故電視可謂一般人最主要的娛樂之一。 
圖 2.2：被訪者收看某一電視節目的主要原因  (最多可選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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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受訪者觀賞各類表演的習慣 (1 = 完全沒有，7 = 經常參與 ) 

    

1 2 3 4 5 6 7 

音樂會或演唱

會 
頻數 29  26  17  32  14  3  3  

百分比(%) 23.3  20.9  14.0  25.6  11.6  2.3  2.3  

舞蹈表演 
頻數 75  32  6  6  6  0  0  

百分比(%) 60.5  25.6  4.7  4.7  4.7  0.0  0.0  

中國戲曲表演 
頻數 92  20  9  3  0  0  0  

百分比(%) 74.4  16.3  7.0  2.3  0.0  0.0  0.0  

話劇或戲劇表

演 
頻數 49  32  20  9  6  9  0  

百分比(%) 39.5  25.6  16.3  7.0  4.7  7.0  0.0  

 

至於被訪者喜愛收看的電視劇劇種，就以劇情電視劇(例：《妙手仁心》系列、

《桌球天王》) 最受歡迎(43.3%，只計評分「1」及評分「2」)。這相信與部分

被訪者對節目內容或題材感興趣而收看電視的原因有關。緊隨其後的劇種是動

作及犯罪(例：《法證先鋒》系列、《陀槍師姐》系列)，只較劇情電視劇少

0.9%，受歡迎程度有 42.4%。在動作及犯罪劇中，動作場面刺激觀眾感官，內

容正邪對立應是觀眾受落的重要元素。另外，喜劇及處境喜劇(例：《棟篤神

探》、《同事三分親》) 同樣受歡迎(41.4%)，而且視之為「最喜歡」劇種的人

數更達 22.6%。這相信是由於普羅大眾生活節奏過快，又適逢經濟低潮，需要

喜劇放鬆及調劑。 

 
相反，商業及家族鬥爭、愛情、歷史及傳說改編三類劇種都比較不受歡迎。這

三類劇種的不喜歡指數皆超過四成。(只計評分「5」及評分「6」)。雖然商業

及家族鬥爭劇種 (例：《酒店風雲》、《溏心風暴》系列)及歷史及傳說改編劇

種是電視台近年十分熱衷製作的劇目，部份劇目在電視台催谷下收視不俗，但

無論在問卷調查還是收視數據都顯示，這類劇整體表現不及「喜劇及處境喜

劇」和「動作及犯罪劇」，可能基於這類劇種的內容或題材大多如出一轍，缺

乏新的亮點，難吸引新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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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被訪者對六個電視劇劇種的喜好排序  (1 = 最喜歡；6 = 最不喜歡 ) 

    

1 2 3 4 5 6 

動作及犯罪 
頻數 212 223 204 171 124 92 

百分比(%) 20.7 21.7 19.9 16.7 12.1 9.0 

劇情 
頻數 216 228 267 163 102 50 

百分比(%) 21.1 22.2 26.0 15.9 9.9 4.9 

喜劇及處境喜

劇 
頻數 232 193 178 193 175 55 

百分比(%) 22.6 18.8 17.3 18.8 17.1 5.4 

歷史及傳說改

編 
頻數 104 143 120 179 193 287 

百分比(%) 10.1 13.9 11.7 17.4 18.8 28.0 

商業及家族鬥

爭 
頻數 137 138 124 206 263 158 

百分比(%) 13.4 13.5 12.1 20.1 25.6 15.4 

愛情 
頻數 119 101 137 114 165 390 

百分比(%) 11.6 9.8 13.4 11.1 16.1 38.0 

 

聚焦小組的受訪者指出，相比電影製作者，免費電視台更有責任反映社會實

況。然而，問卷調查中僅 43.9%的受訪者認為近年的電視節目能反映社會實

況，但過半受訪者表示沒有意見或不認同。在聚焦小組中，被訪者大多表示電

視台播放電視劇的時間過長，而且劇集內容不時重覆，缺乏新的亮點。他們指

出近年的電視劇不是描寫一些商業及家族鬥爭，就是以辦公室政治為主題。這

些電視劇不是題材或是情節跟大眾的生活脫節，就是所反映的社會價值、人性

取向與現實存在差距。有被訪者指出電視劇過分渲染辦公室鬥爭，而且所描寫

的家庭價值觀亦與大眾脫節。 

 

對大部分聚焦小組的被訪者而言，電視劇仍是主要的娛樂。不過，三分二被訪

者同意香港電視節目的內容不夠多元化。有被訪者認為電視台可參考內地的電

視台，製作多一些紀錄片或介紹本地文化的節目，吸引更大的觀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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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被訪者是否同意近年電視節目的內容能反映現時香港社會發展的實況  

 
 
當問卷調查被訪者被問及近年電視節目反映的價值取向，有 38.3%認為電視節

目中反映最多的是權力財富，如《宮心計》和《富貴門》，皆是近期電視台十

分熱衷製作的商業及家族鬥爭劇目。此外，認為電視節目反映友情可貴及積極

拼搏的分別有 29.7%和 28.5%。前者例子有《烈火雄心》系列，後者則有《鐵

血保鏢》(2006) 、《巾幗梟雄》(2009)等。因此，過半受訪者仍覺電視節目能

帶出正面價值觀(50.8%)。 

 
圖 2.4：被訪者認為近年電視節目反映得最多的價值取向  (最多可選三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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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被訪者認為現今的電視節目能否傳遞正面的價值觀  

 

 
圖 2.6：被訪者認為現今電視節目所能反映的方面  (最多可選三項 ) 

 

 
被訪者大致上認為現今的電視節目較能反映的是香港的本土特色(41.8%)及香港

各社會階層的生活／價值(41.2%)，較少能反映出與中國與國際的聯繫 (雖然電

視台近期製作的商業及家族鬥爭劇目，不時加入一些現今中國內地發展的概

況，或以古代中國為背景)。雖然如此，過半受訪者仍認為本地電視劇足以反映

本地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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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被訪者認為現今的電視節目能否突顯香港多元的文化特色  

 

 
被訪者中，較多人認為現今的電視劇所突顯的港人特質為刻苦耐勞(30.4%)、靈

活變通(29.8%)及力求上進(26.3%)。 

 
圖 2.8：被訪者認為現今的電視節目中所能塑造的香港人特質  (最多可選三項 ) 

 

 
對於有關問題「電視節目中所塑造的香港人特質能否代表自己」時，認為「能

夠」（34%），「不能夠」（34%）以及「無意見」（32%）的被訪人數相

若，都佔三成多，結果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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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組中，差不多全部被訪者表示本地電視節目難以令他們產生共鳴或能代

表自己，尤其是年齡介乎 16 歲至 25 歲的少年人。他們多指出電視節目中出現

的情節或人物關係根本與他們所面對的「現實」不符，難於產生共鳴。有被訪

者更指出現時的電視節目內容不夠完整，令主要角色特質不鮮明，不能比較電

視節目中所塑造的香港人是否能代表自己。 

 
圖 2.9：被訪者認為電視節目中所塑造的香港人能否代表自己 

 

 
圖 2.10：哪一個年代的電視節目最能讓受訪者產生對香港人身分的共鳴  

 

不少香港人的心目中，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是香港電視、電影的黃金時代，

而且是不少學者研究港人身分時的參考，可是近年香港的政治及社會急速發

展，那個年代電視節目(如：《網中人》(1979)、《大地恩情》(1980)、《大時

代》(1992)等)都難以讓被訪者產生身分共鳴，聚焦小組的中年人士也表示雖然

覺得過往的電視劇劇情較吸引，但已經過時，現在並不能令港人產生身分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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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始終對近年製作的電視節目印象較深（例：《歲月風雲》(2007)、

《酒店風雲》(2005)），故此有約三分一的被訪者認為 2000 年代的節目較能

令人產生對港人身分的共鳴。不過，更多被訪者(36.9%)表示不能在任何年代的

電視節目中尋找「自己」。相近的意見亦出現於聚焦小組中。聚焦小組中，年

齡介乎 36 歲至 55 歲的中年人士表示，現時的電視節目所引起的「追劇潮」主

要是電視台的宣傳技巧，並不像過往因劇情吸引而引起大眾的關注。 

 
被訪者大多認為電視台提供的各類型節目都是足夠的。其中，連續劇被認為

「十分足夠」（26%）。除連續劇之外，被訪者認為其他類型節目數目大多是

「適中」（新聞或時事節目、紀錄片、音樂或綜藝節目及時尚、生活或旅遊節

目）。然而，至於「紀錄片」，有過半數受訪者（51.6%）選擇 1, 2 及 3，顯

示他們認為「紀錄片」的數目不足夠，電視台應酌量增加這類型的節目。 

 
表 2.3：免費電視台各類型電視節目的足夠程度  (1 = 非常不足；4 = 適中；7 = 非常足夠 ) 

    

1 2 3 4 5 6 7 

新聞或時事節目 
頻數 55 45 104 307 204 174 137 

百分比(%) 5.4 4.4 10.1 29.9 19.9 17.0 13.4 

紀錄片 
頻數 99 184 247 292 89 73 42 

百分比(%) 9.6 17.9 24.1 28.5 8.7 7.1 4.1 

連續劇 
頻數 6 26 50 226 213 238 267 

百分比(%) 0.6 2.5 4.9 22.0 20.8 23.2 26.0 

音樂或綜藝節目 
頻數 45 96 215 375 161 86 48 

百分比(%) 4.4 9.4 21.0 36.5 15.7 8.4 4.7 

時尚、生活或旅遊節

目 
頻數 41 96 213 388 175 92 21 

百分比(%) 4.0 9.4 20.8 37.8 17.1 9.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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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電影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影響  

由 1991 年至 2008 年，一共有 1748 部由香港本土導演執導或由香港本土演員

主演的港產粤語電影。當中，在 1994 年及 1999 年分別出產了 140 多套的港

產粤語電影，分別為 143 及 144 套電影。而在 2008 年則有 55 套電影由本地

導演或演員執導或主演。 

 
由 1991 年至 2008 年的 1748 部港產粤語電影中，以動作及犯罪的電影(例：

《無間道》)最多，達 469 套(26.8%)。其次為劇情電影(例：《一個好爸

爸》)、 喜劇電影(例：《龍咁威》)及愛情電影(例：《十分愛》)，共有 398 部

(22.8%)、278部(15.9%)及 214部(12.2%)港產粤語電影。 

 
當中，有關愛情的電影由 1997 年開始有所增加，相信是因為製作商希望吸引

消費模式較少受經濟環境影響的青少年，加上這類型的電影多由年輕的演員主

演，預期比較容易被青少年所接受。相反，港產的歷史或傳說改編粤語電影自

1997 年開始萎縮。主要的原因是這類型的電影需要龐大的資金及較長的拍攝和

籌備時間，加上地理上的限制，令大部分的歷史或傳說改編電影轉為由中國內

地的製作人員拍攝，並以普通話作為對白。 

 

圖 2.11：1991年 -2008年港產粵語電影的題材分佈  

 

1991 年-1996 年港產粤語電影的
題材分佈 
 
1. 動作或犯罪  

2. 劇情 

3. 喜劇 

4. 歷史或傳說改編  

5. 驚慄  

6. 愛情 

7. 其他 (動畫、寫實、藝術及歌舞) 



 

  21 

 

1997 年-2002 年港產粤語電影的
題材分佈 
 
1. 動作或犯罪  

2. 劇情 

3. 喜劇 

4. 歷史或傳說改編  

5. 驚慄  

6. 愛情 

7. 其他 (動畫、寫實、藝術及歌舞) 

 

2003 年-2008 年港產粤語電影的
題材分佈 

 
1. 動作或犯罪  

2. 劇情 

3. 喜劇 

4. 歷史或傳說改編  

5. 驚慄  

6. 愛情 

7. 其他 (動畫、寫實、藝術及歌舞) 

 

相對於電視劇，聚焦小組被訪者對香港製作的界定不太劃一。由於被訪者大多

對電影製作公司的背景不太熟悉，因此他們多以香港本土導演執導或由香港本

土演員主演的電影來界定香港製作。因應近年越來越多香港電影配合內地市場

的製作，聚焦小組被訪者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香港本土實有很多值得製作的題

材，而且只要認真製作，無須擔心票房。所以有被訪者認為香港電影不需要配

合內地市場，只要發揮香港的文化和創意便可。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有接近六成的被訪者(56.8%)表示平均每月會觀看 1-5 部港

產電影，而平均每月觀看 6-10 部港產電影的被訪者亦有 11.0%。大約 290 多

人(28.0%)並沒有每月觀看港產電影(包括：影院、影碟、及電視台播放的電影

等)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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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被訪者每月觀看港產電影的平均數目   

(包括影院、影碟及電視台播放的電影等 ) 

 

768 位有每月觀看港產電影習慣的被訪者當中，有多於三分一的被訪者是對電

影題材感興趣(38.3%)方進場觀看港產電影。其次是受本土「明星級」導演及演

員所吸引而進場支持港產電影(11.5%)。同樣地，家人與同輩間的口碑亦能夠鼓

勵更多人入場支持港產電影(11.5%)。相反，比較少的被訪者是對電影中描寫的

人物或時代背景感興趣(5.6%)或被電影公司的宣傳策略吸引(6.8%)而觀看港產

電影。 
圖 2.13：被訪者選看港產電影的主要原因  (最多可選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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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被訪者對各種港產電影的喜好排序 (1 = 最喜歡；7 = 最不喜歡 ) 

    

1 2 3 4 5 6 7 

動作及犯罪 
頻數 169  191 171 91 72 62 6 

百分比(%) 22.2 25.1 22.4 11.9 9.4 8.1 0.8 

劇情 
頻數 134 158 175 133 98 35 29 

百分比(%) 17.6 20.7 23.0  17.5 12.9 4.6 3.8 

喜劇 
頻數 194 136 140 156 70 47 19 

百分比(%) 25.5 17.8 18.4 20.5 9.2 6.2 2.5 

歷史及傳說改編 
頻數 83 96 64 98 162 161 98 

百分比(%) 10.9 12.6 8.4 12.9  21.3 21.1 12.9 

驚慄 
頻數 66 67 87 104 165 165 108 

百分比(%) 8.7 8.8 11.4 13.6 21.7 21.7 14.2 

愛情 
頻數 99 98 95 123 125 172 50 

百分比(%) 13.0 12.9 12.5 16.1 16.4 22.6 6.6 

其他 
頻數 20 20 28 60 69 118 447 

百分比(%) 2.6 2.6 3.7 7.9 9.1 15.5 58.7 

 

受訪者大多喜愛動作及犯罪電影(47.3%，只計評分「1」及評分「2」)、喜劇

(43.3%)及劇情電影(38.3%)，與 1991年至 2008年港產粤語電影的製作頻譜十

分相近，可見製作人大致能夠迎合觀眾喜好。 

 
有趣的是，雖然港產愛情電影的數目自 1997 年開始有所增加，但並不等於他

們被不同年齡的人士所接受。在這項問卷調查中，有接近三成的被訪者不喜歡

港產愛情電影(29.2%， 只計評分「6」及評分「7」)，僅次於港產驚慄電影

(35.9%)及歷史及傳說改編電影(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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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被訪者是否同意近年港產電影的內容能反映香港社會發展實況  

 

 
相比電視節目，較少人認為本地電影能反映社會實況。不過，仍有逾四成被訪

者認為現今的電影能反映香港本土特色(42.0%)及多元文化 (47.5%)；相對而

言，港產電影反映香港與中國及國際連繫的表現較弱。 

 
至於近年港產電影所反映的價值取向，較多被訪者(超過三成)認為電影能夠宣

揚積極拼搏的精神(例：《我要成名》(2006))和社會公義(例：《殺破狼》

(2005))。事實上，不難發現這兩個香港人積極追求及認同的社會核心價值可見

於不同種類的電影，例如：動作及犯罪電影《無間道》、喜劇電影《龍咁威》

等。這相信與回歸後，香港的政治及經濟環境轉變有關，令更多電影出品人及

製作人透過電影，表達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追求。不過，相比電視節目，認為本

地電影能反映正面價值觀的受訪者始終較少(45.5%)。 

 
聚焦小組中，超過一半的被訪者認為香港的電影較電視更能反映社會實況，結

論和問卷調查有分別，可能因為這批受訪者比較留意近期的寫實電影。雖說這

些電影的票房未必太理想，但被訪者認為這是電影需要擔當的功能。在聚焦小

組中，大部分被訪者都認同問卷所列出的港人精神及核心價值。不過，他們認

為，因為香港電影要配合內地市場，所以這些價值不一定能在劇目或角色中清

晰地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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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被訪者認為近年港產電影反映得最多的價值取向 (最多可選三項 ) 

 

 
圖 2.16：被訪者認為現今港產電影能否傳遞正面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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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被訪者心目中現今電影所能反映的方面  (最多可選三項 ) 

 

 
圖 2.18：被訪者對「現今港產電影能否突顯香港多元文化特色」的看法 

 
 
問卷調查顯示，電影中所突顯的港人特質亦與傳統對香港人的印象相似，如力

求上進(30.4%)、靈活變通(28.6%)及刻苦耐勞(26.6%)。或許由於部分電影中的

本土意識及價值觀元素較強，因此有 25.3%的被訪者認為現今的電影反映出較

強的自我保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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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現今的港產電影中所塑造的香港人特質  (最多可選三項 ) 

 
 
與被訪者對於電影能否反映社會實況的意見相似，只有 34.1%的被訪者認為電

影中所塑造的香港人特質能夠代表自己，情況未算突出。 

 
圖 2.20：被訪者對「港產電影中所塑造的香港人能否代表自己」的看法  

 
 

 

 



 

  28 

 
雖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但始終時間較久遠，這些

電影(如：《半斤八兩》(1976)、《雞同鴨講》(1988)、《表姐，你好嘢！》系

列等)難以讓被訪者產生身分共鳴。社會大眾始終對近年製作的電影印象較深

(如：《金雞》(2002)、《老港正傳》(2007))。故此，相比其他年代，較多被訪

者(32.0%)認為 2000 年代令人產生對港人身分的共鳴。不過，相比電視，則有

更多人認為港產電影不能產生身分共鳴(40.0%)。 

 
圖 2.21：哪一個年代的港產電影最能讓被訪者產生對香港人身分的共鳴  

 
 

相近的意見亦出現於聚焦小組中。在聚焦小組中，差不多全部被訪者認為，這

些電影所代表的社會經已過時，觀眾難以從中產生身分認同。因此，香港的電

影出品人及製作人需要重新思索電影的題材，在不同類型的電影中加強電影的

寫實性，向不同地區的人士展現香港的多元文化及社會實況。 

 
至於近年香港不斷湧現與內地合作的電影，他們都覺得這些電影不會增加自己

對中國的認識和「中國人」身分的認同，因為電影中所反映的「中國」十分表

面及狹義，對認識中國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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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結及建議  

 
電視節目和電影和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的關係，難以一言概括。一方面，在自

由市場，大部分電視節目和電影的製作，均是以迎合觀眾、獲取盈利為大前

提。就算能反映港人的身分和價值，也往往只是出於迎合觀眾的需要，而非有

意識的創作目的。不過，如果電影節目和電影能夠反映當時觀眾的心態，引起

共鳴，成為話題，則能夠鞏固觀眾的身分意識和價值觀。理論上，由於電視節

目觀眾較多，播放時間也較長，影響尤其顯著。過往香港兩間免費電視台的節

目影響大部分香港人的人日常生活，無論是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價值觀、公民

意識等，都透過不同年代的電視製作，凝聚在港人心中。然而，從是次調查可

見，雖然大部分港人仍然有觀看本地電視節目和電影的習慣，但這些製作和港

人身分意識及文化價值的關係不及過往密切。 

 

獅子山精神仍受認同，但「辦公室價值」非唯一價值  

儘管仍有約四成受訪者認為現今電視節目及電影能反映香港的本土特色及社會

各階層的生活和價值觀，但是大部分人都認為電視節目及電影未能引起身分共

鳴。 

 

這些製作所突顯的「獅子山下」港人特質，如刻苦耐勞、靈活變通、力求上

進，以及所歌頌的價值，如積極拼搏和珍視友情，現在仍然得到不少人認同。 

 

不過，不少觀眾(尤其是年輕一代)認為許多電視劇的情節和人物關係仍然不斷

重複過往的劇情，與現實脫節，而所反映的價值傾向也跟他們的價值觀有差

距。聚焦小組的參與者特別批評商業或家族鬥爭的劇集把追求權力財富的「辦

公室價值」無限放大，而忽略了港人生活的其他方面。這種批評，正正反映了

香港人關注的議題已不限於工作，而更多關注其他社會議題。 

 

製作大多不能反映香港與中國及國際的關係  

受訪人認為本地電視節目和電影不大能夠反映香港與中國及國際的關係。電視

劇較少著墨於這方面，即使以中國為背景的古裝劇也只是重複一般劇情的公

式，不著重史實。電影所表現的「中國」也往往流於片面和空泛。 

 

總括而言，電視節目經常老調重彈，劇情仍停留於回歸前香港的印象，未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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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描繪新的社會狀況；電影方面，愈來愈多製作著眼於迎合內地市場，但流於

空泛的中國元素並不能幫助觀眾建立國家身分認同。港人基本上仍然認同積極

拚搏、刻苦耐勞的精神，但更多青年人認為商業邏輯不代表一切。港人的價值

趨向多元化，籠統的形象難以引起普遍的共鳴。觀眾認為本地電視劇和電影在

反映現實、引起共鳴方面有所不足，故塑造身分認同和價值觀的作用也受到限

制。與此同時，大眾在電視、電影之外普遍沒有欣賞其他文娛藝術表演的習

慣，故整體而言，目前文化活動對港人身分認同及價值觀的影響相當有限。 

 

建議  

毫無疑問，不論是製作人還是觀眾，流行文化最看重的是娛樂性，反映社會實

況或宣揚本土價值並非首要考慮，這在自由市場是自然不過。但當大部分觀眾

對作品缺乏共鳴，或許反映創作環境出現問題，包括電視節目製作欠競爭，電

影欠多元發展的空間等。這些問題會窒礙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此外，過分娛

樂化、漠視社會議題的製作氛圍，亦會影響傳播媒界的教育及傳遞信息功能。

因此，我們有以下政策建議： 

 

1) 政府在審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時，可要求本地電視台增加有關

時事節目、藝術及文化節目時間的播放規定，減少播放電視劇的時間，以吸

引更大的觀眾群，並鼓勵電視節目發揮教育及傳遞信息的功能。  
 
2) 不少地區採取製播分離的制度，令電視製作更多元化，創作環境更具競爭

性。南韓政府為鼓勵電視製作公司之發展，規定電視台撥出一定時數播放獨

立製作公司的節目，可供香港參考。若港台日後有獨立電視頻道，亦可考慮

撥出部分時數或頻道播放本地獨立電視製作公司的節目。 

 

3) 政府成立了「電影貸款保證基金」、「電影發展基金」，但據電影製作者表

示，審批當局對回報有一定要求，而且申請過程繁複，新進人才難以成功申

請。此外，上述基金是產業支持措施，著眼於項目的商業可行性。故此，如

要令香港電影更百花齊放，除檢視現有基金申請程序外，政府還應從文化發

展的角度，研究對獨立電視的支援，例如為獨立電影提供更多放映渠道。 

 

4) 教育方面，如要提升電影電視製作質素，鼓勵更多非純娛樂的創作，除了加

強影視相關的專業教育，還須從人文教育及文藝活動推廣等方面著手，培養

影視工作者以至觀眾對不同類型作品的興趣及審視社會議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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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  「本地電視、電影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影響」

問卷  

您好！匯賢智庫及 Roundtable Network現正在進行一個有關本地電視、電影及

文化價值的研究，希望從中了解香港人對本地電視及電影所反映的文化價值的

意見。希望花閣下數分鐘的時間，協助完成這份問卷調查。所有資料只用於本

研究，謝謝！ 

 

 
第一部份 對本地電視節目相關的意見 

 
A1. 您每星期平均花多少時間收看電視節目？ 

□	 完全沒有  (請跳到 B1題) 

□	 1-5 小時 

□	 6-10 小時 

□	 11-15 小時 

□	 16-20 小時 

□	 20 小時以上 

 
A2. 您收看某一電視節目的主要原因是： (最多可選一項 ) 

□	 對節目內容或題材感興趣 

□	 被電視台的宣傳策略吸引 

□	 對節目描寫的人物或時代背景感興趣 

□	 支持某一間電視台 

□	 對主演的演員感興趣 

□	 受朋輩或家庭影響 

□	 沒有其他更好的活動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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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請根據個人喜惡排列以下六個電視劇劇種。 (1 = 最喜歡；6 = 最不喜歡 ) 

□	 動作及犯罪 (例：《法證先鋒》系列、《陀槍師姐》系列) 

□	 劇情 (例：《妙手仁心》系列、《桌球天王》) 

□	 喜劇及處境喜劇 (例：《棟篤神探》、《皆大歡喜》) 

□	 歷史及傳說改編 (例：《楚漢驕雄》、《射鵰英雄傳》) 

□	 商業及家族鬥爭 (例：《酒店風雲》、《溏心風暴》系列) 

□	 愛情 (例：《天幕下的戀人》、《最美麗的第七天》) 

 
A4. 您認為近年電視節目的內容能否反映現時香港社會發展的實況？ 

□	 能夠   

□	 不能夠 

□	 無意見 

 
A5. 您認為近年電視節目多反映了什麼價值取向？ (最多可選三項 ) 

□	 親情無價（例：《甜孫爺爺》(2005)、《爸爸閉翳》(2007)） 

□	 健康人生（例：《緣來自有機》(2007)、《寫意人生》(2007)） 

□	 捨己精神（例：《妙手仁心》系列） 

□	 友情可貴（例：《烈火雄心》系列） 

□	 權力財富（例：《金枝慾孽》(2004)、《溏心風暴》(2007)） 

□	 專業精神（例：《識法代言人》(2005)、《法證先鋒》(2006)） 

□	 社會公義（例：《廉政行動 2007》(2007)） 

□	 積極拼搏（例：《巾幗梟雄》(2009)、《下一站彩虹》(2004)） 

□	 未能反映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6. 您認為現今的電視節目能否傳遞正面的價值觀？ (如：社會公義、親情 ) 

□	 能夠 

□	 不能夠 

□	 無意見 

 
A7. 您認為現今的電視節目能否反映以下各方面？ (最多可選三項 ) 

□	 香港與世界的關係 

□	 香港與傳統中國社會的關係 

□	 香港與現代中國的關係 

□	 香港各社會階層的生活/價值觀 

□	 香港的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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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作為大都會的形象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8. 您認為現今的電視節目能否突顯香港多元的文化特色？ 

□	 能夠 

□	 不能夠  

□	 無意見 

 
A9. 您認為現今電視節目中所塑造的香港人特質是什麼? (最多可選三項 ) 

□	 靈活變通 

□	 自強不息 

□	 刻苦耐勞 

□	 力求上進 

□	 自我保護 

□	 富同理心 

□	 堅守法治 

□	 熱愛自由 

□	 善於把握機會 

□	 積極進取 

□	 與時俱進 

□	 重視傳統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0. 您認為電視節目中所塑造的香港人特質能否代表自己? 

□	 能夠 

□	 不能夠  

□	 無意見 

 
A11.  您認為哪一個年代的電視節目最能讓你產生對香港人身分的共鳴？ 

□	 1970年代（例：《大亨》(1978)、《網中人》(1979)） 

□	 1980年代（例：《大地恩情》(1980)、《義不容情》(1989)） 

□	 1990年代（例：《大時代》(1992)、《還看今朝》(1990)） 

□	 2000年代（例：《歲月風雲》(2007)、《酒店風雲》(2005)） 

□	 完全沒有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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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就本港的免費電視台而言，您認為下列各類型的電視節目是否足

夠？ 
(1 = 非常不足；4 = 適中；7 = 非常足夠 ) 

 
新聞或時事節目       1 2 3 4 5 6 7 

 
紀錄片                1      2 3 4 5 6 7 

 
連續劇                1 2 3 4 5 6 7 

 
音樂或綜藝節目       1 2 3 4 5 6 7 

 
時尚、生活或旅遊節目  1 2 3 4 5 6 7 

 

 

 
第二部份 對本地電影相關的意見 

 
B1. 您平均每月觀看多少部港產電影 (包括影院、影碟、及電視台播放的電影
等 )？ 

□	 完全沒有  (請跳到 C1題) 

□	 1-5部 

□	 6-10部 

□	 11-15部 

□	 多於 15部 

 
B2.您會選看港產電影的主要原因是： (最多可選一項 ) 

□	 對電影題材感興趣 

□	 被電影公司的宣傳策略吸引 

□	 對電影中描寫的人物或時代背景感興趣 

□	 對特技效果感興趣 

□	 支持本地電影工業 

□	 對主演演員或導演感興趣 

□	 受朋輩或家庭影響 

□	 沒有其他更好的活動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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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請根據個人喜惡排列以下七種港產電影。 (1 = 最喜歡；7 = 最不喜歡 ) 

□	 動作或犯罪 (例：《無間道》、《新警察故事》) 

□	 劇情 (例：《一個好爸爸》、《出埃及記》) 

□	 喜劇 (例：《龍咁威》系列、《家有囍事》系列) 

□	 歷史或傳說改編 (例：《赤壁》系列、《葉問》) 

□	 驚慄 (例：《見鬼》系列、《異度凶間》) 

□	 愛情 (例：《再說一次我愛你》、《十分愛》) 

□	 其他 (動畫、寫實、藝術及歌舞) 

 
B4. 您認為近年港產電影的內容能否反映香港社會發展的實況？ 

□	 能夠 

□	 不能夠 

□	 無意見 

 
B5. 您認為近年港產電影多反映了什麼價值取向？ (最多可選三項 ) 

□	 親情無價（例：《父子》(2006)） 

□	 權力財富（例：《神探》(2007)） 

□	 專業精神（例：《新警察故事》(2004)） 

□	 社會公義（例：《殺破狼》(2005)） 

□	 積極拼搏（例：《我要成名》(2006)） 

□	 友情可貴（例：《低一點的天空》(2003)） 

□	 未能反映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6. 您認為現今的港產電影能否傳遞正面的價值觀？ (如：社會公義、親情 ) 

□	 能夠 

□	 不能夠 

□	 無意見 

 
B7. 您認為現今的電視節目能否反映以下各方面？ (最多可選三項 ) 

□	 香港與世界的關係 

□	 香港與傳統中國社會的關係 

□	 香港與現代中國的關係 

□	 香港各社會階層的生活/價值觀 

□	 香港的本土特色 



 

  36 

□	 香港作為大都會的形象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8. 您認為現今的港產電影能否突顯香港多元的文化特色？ 

□	 能夠 

□	 不能夠  

□	 無意見 

 
B9. 您認為現今港產電影中所塑造的香港人特質是什麼?(最多可選三項 )  

□	 靈活變通 

□	 自強不息 

□	 刻苦耐勞 

□	 力求上進 

□	 自我保護 

□	 富同理心 

□	 堅守法治 

□	 熱愛自由 

□	 善於把握機會 

□	 積極進取 

□	 與時俱進 

□	 重視傳統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0. 您認為港產電影中所塑造的香港人特質能否代表自己? 

□	 能夠 

□	 不能夠  

□	 無意見 

 
B11.  您認為哪一個年代的港產電影最能讓你產生對香港人身分的共鳴？ 

□	 1970年代（例：《賣身契》(1978)、《半斤八兩》(1976)） 

□	 1980年代（例：《似水流年》(1984)、《雞同鴨講》(1988)） 

□	 1990年代（例：《表姐，你好嘢！》系列） 

□	 2000年代（例：《金雞》(2002)、《老港正傳》(2007)） 

□	 完全沒有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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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相對於電視節目，你認為港產電影是否更能讓你對香港人的身分及

價值取向產生認同感？ 

□	 是 

□	 不是  

□	 無意見 

 

 
第三部份 對參與本地文娛藝術活動的意見 

 
C1. 除了觀賞港產電影及電視節目外，您參與以下類型的文娛藝術活動的

頻率是： (1 = 完全沒有，7 = 經常參與 ) 

 
音樂會或演唱會 1          2 3 4 5 6 7 

 
舞蹈表演 1          2 3 4 5 6 7 

 
中國戲曲表演 1          2 3 4 5 6 7 

 
話劇或戲劇表演 1          2 3 4 5 6 7 

 
第四部份 背景資料 

 
D1. 請選擇您的年齡組別。 

□	 15歲或以下 

□	 16-25歲 

□	 26-35歲 

□	 36-55歲 

□	 56歲或以上 

 
D2. 請選擇您的性別。 

□	 男 

□	 女 

□	 不願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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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請選擇您的學歷組別。 

□	 小學程度或以下 

□	 初中程度 

□	 高中程度 

□	 大專或大學程度 

□	 研究院或專業學位 (如法學博士) 

 
D4. 請選擇您所從事的職業。 

□	 經理及行政人員 

□	 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 

□	 文員 

□	 政府官員、公務員或紀律部隊 

□	 從事服務行業或商店銷售人員 

□	 工藝或技術人員 

□	 非技術人員 

□	 家庭主婦 

□	 學生 

□	 退休人士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  

 
D5. 請選擇您家庭月入中位數。 

□	 HKD$ 5,000或以下 

□	 HKD$ 5,001-10,000 

□	 HKD$ 10,001-20,000 

□	 HKD$ 20,001-30,000 

□	 HKD$ 30,001-40,000 

□	 HKD$ 40,001-50,000 

□	 HKD$ 50,000-60,000 
□	 HKD$ 60,001或以上 

 

 

 

 
多謝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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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地電視、電影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影響」

聚焦小組問卷   

 
您好！匯賢智庫及 Roundtable Network現正在進行一個有關本地電視、電影及

文化價值的研究，希望從中了解香港人對本地電視及電影所反映的文化價值的

意見。 研究人員會在討論錄音備案作研究用途，您的個人資料將會保密處理。 

全討論約花一個半小時完成。多謝您寶貴的意見。 
 
1-5分鐘 
介紹 
 
1. 歡迎參加者 
2. 解釋研究目的 
3. 解釋答案並無對錯之分、鼓勵踴躍發問及發表意見(鼓勵舉例，這樣可深化
討論，並有助我們了解參加者是怎麼理解問卷所提出的概念) 

4. 確保研究保密性及獨立性 (註明錄音) 
5. 主持及參加者自我介紹 
 
6-10分鐘  
概念釐清 
 
1. 你會怎樣界定香港製作的電視和電影？(如：中港合作的算不算港產？) 
2. 相對於電影，你認為電視更容易傳遞信息／資訊給社會大眾嗎？為何？ 
3. 你認為香港的電視／電影在社會上能擔當什麼角色／功能？程度可有不
同？ 

 
11-40分鐘   
本地電視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影響 
 
1. 你認為香港電視節目的內容多元化嗎？你覺得近年的電視劇由什麼主題主
導呢？ 

2. 你認為香港電視節目中所反映的社會價值／人性取向與現實有差距嗎？ 
3. 你認為香港人的精神及核心價值包括什麼？你認為在那些劇目及角色中能
否表達出來？ 

4. 有研究指出(匯賢智庫及 Roundtable Network，2009)，2000年之前製作的電
視劇難以令觀眾產生港人的身分認同。你認為這是歷史久遠的問題？還是

近年的製作更具代表性？ 
5. 上述研究亦指出 大部分香港人認為本電視反映了香港人的某些特質，但卻
只有少數人對這些特質有共鳴及能代表自己。你認同嗎？為什麼？ 

6. 發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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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0分鐘 
本地電影對香港人身分認同及文化價值影響  
 
1. 你認為香港電影應向甚麼方向發展？如：配合內地市場？宣揚本地文化？
尚或有其他方向？ 

2. 你認為香港的電視和電影，哪種比較能反映社會實況？為什麼？ 
3. 你認為香港人的精神及核心價值包括什麼？你認為在那些劇目及角色中能
否表達出來？ 

4. 有研究指出(匯賢智庫及 Roundtable Network，2009)，2000年之前製作的電
影難以令觀眾產生港人的身分認同。你認為這是歷史久遠的問題？還是近

年的製作更具代表性？ 
5. 上述研究亦指出 大部分香港人認為本電影反映了香港人的某些特質，但卻
只有少數人對這些特質有共鳴及能代表自己。你認同嗎？為什麼？ 

6. 近年香港不斷湧現與內地合作的電影，你覺得這些電影會增加你對中國的
認識和「中國人」身分的認同嗎？ 

7. 發問時間 
 
71-90分鐘 
總結 
 
1. 作為觀眾，你認為香港的電視/電影如何能夠反映及塑造香港人的文化價
值？ 

2. 你認為社會大眾可用什麼途徑向電視台及電影製作人反映觀眾的意見？你認
為收視率及票房是一個有效的指標嗎？ 

3. 有沒有一些媒介/節目比電視電影更能代表及影響社會大眾？(如：互聯網、
舞台表演、報章以及非劇集電視節目) 

4. 你認為政府可擔當什麼角色去鼓勵更多反映香港人文化價值的電影？ 
5. 問參加者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6. 再次多謝參加者 
7. 送參加者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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