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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報告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報告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報告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報告 
 

「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由十八個教育、宗教、家長教師會及社會服務團體組成，為

青少年能夠有一個免受不良傳媒資訊影響的健康成長環境而努力，由 2002 起，我們每年

均推行香港傳媒生態調查，以反映教師、社工、中學生對傳媒各種問題的意見。 

 

  於 2010 年 10 月，我們進行第八年度調查，和以往一樣，繼續接觸市民，希望能反映

他們對傳媒的看法。當中，我們主要邀請了學生、家長、教師及社工對現時香港傳媒狀況

的意見，與前數年之調查結果作比較，以下是我們所作的分析： 

    

一一一一. . . . 受訪者給予傳媒受訪者給予傳媒受訪者給予傳媒受訪者給予傳媒的分數的分數的分數的分數 - 對傳媒的評價對傳媒的評價對傳媒的評價對傳媒的評價 

 

首先，我們邀請受訪者對傳媒於過往一年之整體表現給予評分，十分為滿分，代表為

最滿意。於回答的受訪者中，接近半數受訪者給予傳媒評分為五分或以下(44.8%)，和去年 

49.6%有微跌的現象，可見受訪者認為傳媒的表現不跌反升。 

 

而平均分方面，本年為5.61分，亦和去年5.39分 亦見稍微上升（詳見表一）。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你認為傳媒的整體表現如何你認為傳媒的整體表現如何你認為傳媒的整體表現如何你認為傳媒的整體表現如何？？？？(N=1053)(N=1053)(N=1053)(N=1053)    
    

 

 

 

受訪者給予受訪者給予受訪者給予受訪者給予

傳媒的分數傳媒的分數傳媒的分數傳媒的分數 
0分分分分 1分分分分 2分分分分 3分分分分 4分分分分 5分分分分 6分分分分 7分分分分 8分分分分 9分分分分 10分分分分 平均分平均分平均分平均分 

2010年 % 1.3 0.9 2.7 5 9 25.9 23.6 22.3 7.6 0.8 0.9 

5.61 人 數 

（N=1053） 
14 10 28 53 95 273 248 235 80 8 9 

2009年 % 1.5 2.9 3.9 7 11.9 22.5 21.8 17.5 7.4 1.6 1.9 

5.39 人 數 

（N=789） 
12 23 31 55 94 178 172 138 58 13 15 

2008年 % 1 1.1 2.9 6.4 10.6 26.8 22.5 18.3 7.6 1 1.8 

5.535 人 數 

（N=1323） 
13 14 39 85 140 355 297 242 101 13 24 

回收數目回收數目回收數目回收數目：：：：1150 份份份份         

學生：765 份 教師：29 份 社工：99 份 

家長：99 份  其他：15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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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 

 

在這資訊發達之時代，傳媒擔當重要角色；對傳媒所發揮之功能方面，首兩位為 “提供

資訊” 及 “提供娛樂”，分別有 75.2%及 59.1%，（詳見表二），數字與去年相約。但明顯地

市民大眾對傳媒在提供資訊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故此，期望傳媒繼續發放正確和負社會

責任的資訊。 

 

另外，傳媒在“反映民意”及“監察政府”等功能的百份比都有上升的趨勢，而值得

留意的是，受訪者在傳媒“反映民意”(41.9%)這個角色方面明顯地比去年的(34.6%)上升了

近兩成。這可能因為傳媒在 2010 年發生有關經濟及民生的事件，以及政府所制訂的政策上

稍為採取了積極的態度及報導市民的看法及心聲，也略可反映他們的生活訴求。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在認同傳媒另一項功能：“教育大眾”的百份比也略為下跌，繼

2009 年開始不足兩成受訪者認為傳媒可以達至此功能，我們盼望傳媒能著重履行這項重要

的社會責任，並繼續積極發揮這些正面之功能。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你最滿意現今的傳媒發揮甚麼功能你最滿意現今的傳媒發揮甚麼功能你最滿意現今的傳媒發揮甚麼功能你最滿意現今的傳媒發揮甚麼功能？（？（？（？（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    
 

傳媒傳媒傳媒傳媒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2010年認年認年認年認同同同同% 

（（（（N=1089）））） 

2009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838）））） 

2008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394）））） 

提供資訊 75.2 68.5 76.5 

提供娛樂  59.1 59.7 58.7 

反映民意 41.9 34.6 42.5 

監察政府 29.3 24.7 30.3 

教育大眾 16.2 17.1 20.4 

闡釋政策/法制 10.2 10.9 8.7 

其他 2.3 3.6 1.6 

  

 

三三三三. . . . 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 

從問卷中，差不多一半受訪者不滿傳媒「誇大醜聞」（53.1%）及「侵犯私隱」(47.7%)，

另外亦有超過四成受訪者不滿傳媒「渲染色情」(40.6%)，（詳見表三），與2009年首三項相近。

但受訪者認為傳媒「渲染色情」的百份比由去年第二位，再稍微回落到第三位，下跌了7.7%。

這點似乎反映了傳媒在渲染色情方面略為收歛。另外，「誇大醜聞」的百份比亦見上升，但

在對不滿傳媒的項目排位上仍居第一位。 

 

受訪者對傳媒報導的不滿，可能因為近年傳媒，如報章／雜誌等刊物，將藝人的醜聞以

誇張手法大肆報導，並且以渲染色情的圖片，挑戰市民道德的底線，就算偶然被判罰，亦未

見有阻嚇作用，情況令市民不滿及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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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看重學生對傳媒的看法，在722位為學生的受訪者中，亦有超過一半受訪者不滿

傳媒「誇大醜聞」(56.0%)、「侵犯私隱」(50.4%)及「渲染色情」(35.9%)，看法和整體受訪者

相若，而且對傳媒「誇大醜聞」及「侵犯私隱」等問題上，比整體調查的百份比更高（詳見

表四）。當中可見並不是只有成年人對傳媒的報導手法表示不滿，青少年人對傳媒的報導手

法亦同表不滿，並不是成年人將自己的看法，如道德及價值觀強置於年青人身上。 

    

表表表表三三三三：：：：你對媒體的主要不滿是你對媒體的主要不滿是你對媒體的主要不滿是你對媒體的主要不滿是：（：（：（：（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 
 

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 
2010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064) 

2009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803) 

2008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400) 

誇大醜聞  53.1 50.8 51.4 

侵犯私隱 47.7 41.1 47.8 

渲染色情 40.6 44 53.5 

誤導公眾 35.6 32 35.4 

製造新聞 33.3 30 31.8 

過份煽情 23.8 22.9 29.6 

用字低俗粗鄙 16.7 20 21.6 

鼓吹暴力 14.8 16.1 18.1 

其他 2.2 1.6 2.5 

 

表表表表四四四四：：：：你對媒體的主要不滿是你對媒體的主要不滿是你對媒體的主要不滿是你對媒體的主要不滿是：：：：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 

 

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 
中 學 生中 學 生中 學 生中 學 生 /大大大大 專 生專 生專 生專 生  

%(N=722) 

教 師教 師教 師教 師  

%(N=27) 

社 工社 工社 工社 工  

%(N=92) 

家 長家 長家 長家 長  

%(N=94) 

其 他其 他其 他其 他  

%(N=122) 

渲染色情 35.9 51.9 60.9 46.8 46.7 

誇大醜聞 56.0 37.0 57.6 43.6 44.3 

侵犯私隱 50.4 25.9 48.9 27.7 50.8 

誤導公眾 35.5 25.9 25.0 37.2 45.9 

製造新聞 35.0 18.5 21.7 39.4 28.7 

過份煽情 23.0 44.4 18.5 30.9 22.1 

用字低俗粗鄙 16.5 29.6 25.0 10.6 13.9 

鼓吹暴力 12.9 33.3 18.5 24.5 12.3 

其他 2.1 0.0 1.1 0.0 5.7 

    

四四四四. 受訪者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受訪者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受訪者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受訪者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 

受訪者認為含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的不良資訊之媒體以互聯網上的各類資訊為最，

而且排位上與 2009 年及 2008 年一樣，分別是網上資訊(56.3%, N=1,092）、網上遊戲（41.4%）

及網上聊天(24.6%)，而且判斷互聯網資訊為不良者的受訪者百分率有上升的趨勢，情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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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擔憂（詳見表五）；網上資訊眾多及手機上網亦十分普遍，如網誌、youtube、facebook、

BT 等十分流行及受青少年歡迎，人們迅速及自由地上載或下載資訊，其不良影響力可以說

已達無遠弗屆的境地。 

 

我們對此亦頗感無奈，一方面，我們期望政府有關部門可以提出有效措施予以調控，

另一方面，從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我們亦瞭解到問題的複雜性和困難，現階段而言，似

乎尚未有良方來處理。 

 

然而，雜誌媒體仍然長期地 (從 2006 年至 2010 年) 佔據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不良媒體

的第一或二位(2010 年為 45.9%)，足以証明它們是最應受到政府「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予以監察和檢控的媒體，不能掉以輕心。 

    

表表表表五五五五：：：：你認為有哪些媒體是常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的不良訊息你認為有哪些媒體是常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的不良訊息你認為有哪些媒體是常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的不良訊息你認為有哪些媒體是常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的不良訊息？（？（？（？（最多可選三項最多可選三項最多可選三項最多可選三項）））） 
    

 

傳傳傳傳播播播播媒媒媒媒體體體體 

2010年年年年% 

(N=1,092) 

2009年年年年% 

(N=824) 

2008年年年年% 

(N= 1,403) 

2007年年年年% 

(N=1249) 

2006年年年年% 

(N=963) 

網上資訊 56.3 54.4 58.3 49.8 35.8 

雜誌 45.9 45.0 51.5 52.1 59.4 

網上遊戲 41.4 31.3 37.7 36.1 34.6 

網上聊天 24.6 21.7 27.6 26.3 26.0 

遊戲光碟 19.1 11.0 14.2 17.1 11.7 

電視綜藝節目 13.6 10.0 10.5 6.8 5.2 

漫畫 11.9 15.5 22.5 21.4 29.4 

報紙 10.5 12.4 15.5 13.9 16.2 

電視劇 8.1 9.8 6.9 7.5 9.1 

電視廣告 7.1 9.6 7.1 4.9 3.7 

電影 6.7 12.0 10.5 9.7 12.5 

手機資訊 4.1 7.0 6.2 5.5 5.6 

電台 1.6 2.4 1.9 2.5 3.1 

其他 1.3 1.3 1.1 1.6 1.1 

 

 

五五五五. 受訪者認為應接受監察的媒體種類受訪者認為應接受監察的媒體種類受訪者認為應接受監察的媒體種類受訪者認為應接受監察的媒體種類 

 

上文第四項說明了互聯網上的各類資訊最為受訪者認定含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的不

良資訊，自然而然地，它們亦是受訪者認為需要監察的媒體，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應該監

察網上資訊(54.6%, N=1,092)及雜誌(53.7%)（詳見表六）。另外，亦有超過四分一受訪者認

為應該監察網上遊戲(26.7%)，至於其監察的形式、方法，則必須由政府、互聯網服務提供

應公司、資訊科技界的公民團體、家長公民團體等一起共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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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六六六六：：：：你認為哪些傳媒最應接受監察你認為哪些傳媒最應接受監察你認為哪些傳媒最應接受監察你認為哪些傳媒最應接受監察? ? ? ? （（（（最多可選三項最多可選三項最多可選三項最多可選三項））））    
 

傳播媒體傳播媒體傳播媒體傳播媒體 
2010年年年年% 

(N=1,092) 

2009年年年年

%(N=838) 

2008年年年年 

% (N= 1,400) 

網上資訊 54.6 49.8 58.2 

雜誌 53.7 50.5 57.1 

網上遊戲 26.7 23.3 25.0 

報紙 21.2 24.4 28.4 

網上聊天 20.1 17.1 21.2 

電視廣告 11.3 12.3 10.3 

電視綜藝節目 10.8 10.7 10.4 

手機資訊 10.7 7.5 7.0 

遊戲光碟 9.2 8.0 9.4 

漫畫 8.7 10.3 14.1 

電視劇 7.8 6.7 8.7 

電影 6.3 9.8 9.6 

電台 2.1 2.9 3.6 

其他 0.9 1.4 1.9 

 

 

六六六六. 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暴力的嚴重程度暴力的嚴重程度暴力的嚴重程度暴力的嚴重程度 

 

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暴力的情況是嚴重的 (55.3%，N=1,124) ，認為不嚴重

者只有 2.8%，可見只有很少數人士對此現象處之泰然，事實上，在網絡上亦流行一種名為人

肉搜尋之趨勢，人們被針對者作出起底行為，把有關人物之私隱公開，在網絡上進行網絡審

判，配以負面評價，並發動他人對有關人物進行杯葛。姑勿論事實之真確性，以上種種行為，

變相是一種網絡上欺凌行為，對當事人有十分惡劣之影響。 

 

表表表表七七七七：：：：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網上暴力嚴重嗎網上暴力嚴重嗎網上暴力嚴重嗎網上暴力嚴重嗎????    
    

網上欺凌網上欺凌網上欺凌網上欺凌／／／／暴力的嚴重程度暴力的嚴重程度暴力的嚴重程度暴力的嚴重程度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 (N=1,124) 

十分嚴重 12.8 

嚴重 42.5 

一般 34.6 

不嚴重 2.8 

無意見／不知道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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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受訪者認為網上欺凌////網上暴力可能會影響青少年成長的看法網上暴力可能會影響青少年成長的看法網上暴力可能會影響青少年成長的看法網上暴力可能會影響青少年成長的看法    

 

我們相信青少年若受到網上欺凌或網上暴力，可能會對他們造成不良的影響，根據調

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70.8%)受訪者認為青少年如受到網上欺凌或暴力對待，會令他們「自

尊心受損」、亦有五成七(57.9%)受訪者認為青少年會「失去對別人的信任」、超過四成(41.1%)

受訪者亦認為青少年「將來成為欺凌攻擊者」(詳見表八)。 

 

如將數字細分，我們發現有 67.7%(N=67)的社工認為青少年「將來成為欺凌攻擊者」(詳

見表九)，此百分比較其他組別為高，因社工的工作經驗中觀察到不少被欺凌者變成欺凌者，

可見網上欺凌或網上暴力對青少年的影響十分深遠。 

 

表表表表八八八八：：：：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網上暴力會影響青少年成長哪幾方面網上暴力會影響青少年成長哪幾方面網上暴力會影響青少年成長哪幾方面網上暴力會影響青少年成長哪幾方面????    
((((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  

 

可能對青少年所造成的影響可能對青少年所造成的影響可能對青少年所造成的影響可能對青少年所造成的影響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 (N=1,118) 

自尊心受損 70.8% 

失去對別人的信任 57.9% 

將來成為欺凌攻擊者 41.1% 

增加青少年自殺問題 36.8% 

其他 3.0% 

 

 

表九表九表九表九：：：：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你認為網上欺凌////網上暴力會影響青少年成長哪幾方面網上暴力會影響青少年成長哪幾方面網上暴力會影響青少年成長哪幾方面網上暴力會影響青少年成長哪幾方面????   

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 
    

可能對青少年可能對青少年可能對青少年可能對青少年 

所造成的影響所造成的影響所造成的影響所造成的影響 

中 學 生中 學 生中 學 生中 學 生 /大 專 生大 專 生大 專 生大 專 生  

%(N=759) 

教 師教 師教 師教 師  

%(N=29) 

社 工社 工社 工社 工  

%(N=99) 

家 長家 長家 長家 長  

%(N=98) 

其 他其 他其 他其 他  

%(N=126) 

自尊心受損 74.0% 58.6% 67.7% 51.0% 72.0% 

失去對別人的信任 55.3% 79.3% 65.7% 63.3% 56.8% 

將來成為欺凌攻擊者 37.5% 34.5% 67.7% 39.8% 45.6% 

增加青少年自殺問題 39.7% 24.1% 34.3% 21.4% 37.6% 

其他 2.1% 0.0% 8.1% 4.1% 4.8% 

 

八八八八. . . . 受訪者認為受訪者認為受訪者認為受訪者認為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    

    

2010 年調查中，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公眾教育」（58.8%）及「加強執法及懲罰」

(51.8%), 是遏止網上欺凌及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詳見表十)。而另外，如將數字細分，亦有

超過一半的教師(58.6%, N=17)及社工(51.5%, N=51) 認為「增加輔導服務」亦是有效遏止網

上欺凌及網上暴力(詳見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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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字可見受訪者認為公眾教育及加強執法及懲罰均十分重要。如能對青少年增加輔

導服務，讓他們理解自己的情緒及後果，亦可能遏止網上欺凌及網上暴力。 

 

表十表十表十表十．．．．對於遏止網上欺凌對於遏止網上欺凌對於遏止網上欺凌對於遏止網上欺凌/網上暴力網上暴力網上暴力網上暴力，，，，你認為甚麼是有效方法你認為甚麼是有效方法你認為甚麼是有效方法你認為甚麼是有效方法? (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 
 

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 (N=1,120) 

公眾教育 58.8% 

增加輔導服務 40.8% 

立法禁止 32.1% 

加強執法及懲罰 51.8% 

其他 2.1% 

 

表十表十表十表十一一一一．．．．對於遏止網上欺凌對於遏止網上欺凌對於遏止網上欺凌對於遏止網上欺凌/網上暴力網上暴力網上暴力網上暴力，，，，你認為甚麼是有效方法你認為甚麼是有效方法你認為甚麼是有效方法你認為甚麼是有效方法?  

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分類百分比，，，， (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 
 

 

 

 

 

九九九九. 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 

 

2010年調查中，只有不足兩成（18.4 %）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察傳媒是有效，相比

2009年調查的一成半（15.4%），有輕微上升；同樣地，認為無效的受訪者卻有六成七

（67.6%），可見受訪者普遍認為政府部門監察傳媒之有效用不大，綜觀2004年至2010年調

查數據(除2007年之外)，歷年均有約7成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察傳媒是無效的，可見「影

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和「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工作表現令人十分失望(詳見表十二)！ 

 

 

 

 

 

 

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遏止網上欺凌/ 

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網上暴力的有效方法 

中 學 生中 學 生中 學 生中 學 生 /大 專 生大 專 生大 專 生大 專 生  

%(N=760) 

教 師教 師教 師教 師  

%(N=29) 

社 工社 工社 工社 工  

%(N=99) 

家 長家 長家 長家 長  

%(N=99) 

其 他其 他其 他其 他  

%(N=126) 

公眾教育 54.5% 62.1% 80.8% 58.6% 68.3% 

增加輔導服務 40.1% 58.6% 51.5% 35.4% 36.5% 

立法禁止 32.9% 37.9% 40.4% 22.2% 27.8% 

加強執法及懲罰 49.5% 44.8% 64.6% 55.6% 56.3% 

其他 2.2% 3.4% 1.0% 1.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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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和和和和「「「「淫褻物品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監管傳媒散播色情暴監管傳媒散播色情暴監管傳媒散播色情暴監管傳媒散播色情暴

力資訊的效果如何力資訊的效果如何力資訊的效果如何力資訊的效果如何？？？？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2010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102) 

2009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840) 

2008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1403) 

2007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1280)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1006)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595））））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十分有效 1.6 2.1 2.7 3.1 2.0 2.2 1.47 

頗有效 16.8 13.3 13.2 21.6 16.2 16.0 15.57 

不大有效 54.1 56.4 59.2 40.9 62.1 59.2 65.38 

完全無效 13.5 16.2 13.4 5.9 11.2 11.4 7.14 

無意見／ 

不知道 

14 11.9 11.5 28.4 8.4 11.3 10.44 

  

 

 

 

十十十十. 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 

 

針對不良傳媒，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加強執法(65.9%)，其次是推行教育 (46.4%)及修改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44.7%)(詳見表十三)。要維持一個健康的傳媒生態供青少年成長，

執法部門是責無旁貸。面對日新月異之資訊及新媒體興起，為公眾提供與時並進的教育、

修改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更是刻不容緩的。只可惜，條例經過第一輪諮詢後，亦沒有

跟進工作及相關時間表，令人擔心不良資訊在網絡世界之散播及對青少年的影響。 
 

 

表十表十表十表十三三三三：：：：你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哪些工作你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哪些工作你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哪些工作你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哪些工作？（？（？（？（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可選多於一項））））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2010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1116) 

2009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851) 

2008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412) 

2007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269) 

加強執法 65.9 68.6 73.7 70.5 

推行教育 46.4 43.1 51.2 42.0 

修改「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44.7 42.5 47.6 35.7 

增加罰款 28.0 30.2 30.4 30.3 

其他 1.2 2.4 2.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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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 . .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表十四表十四表十四表十四：：：：受訪者的職業受訪者的職業受訪者的職業受訪者的職業    
    

職業 %（（（（N=1119）））） 

中學生／大專生 68.4 

教師 2.6 

社工 8.8 

家長 8.8 

其他 11.3 

 

 

表十表十表十表十五五五五：：：：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N=1119）））） 

中一至中三 13.4 

中四至中五 40.8 

中六至中七 13.0 

大專或以上 28.2 

小學程度 2.3 

其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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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傳媒生態問卷調查傳媒生態問卷調查傳媒生態問卷調查傳媒生態問卷調查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從2010年度對香港傳媒生態的調查資料所得，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1）受訪者對傳媒評分為 5.61，分數較去年略為上升； 

（2）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的作用有較正面的評價，例如「提供資訊」（75.2%）、「提供娛

樂」（59.1%）、「反映民意」(41.9%)、「監察政府」(29.3%)。惟在「教育大眾」方面，

本年之百比分率是近年最低，只有16.2%； 

（3） 對比前數年的調查，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仍然是環繞三大原素：在2010年調查中仍

維持於「誇大醜聞」(53.1%)、「侵犯私隱」(47.7%)「渲染色情」(40.6%)； 

（4）無孔不入的網絡資訊是我們必須保持最強警惕之傳媒，從是次調查綜合所得的警號

包括： 

4.1 仍是最多受訪者(56.3%)認為「網上資訊」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此百分

比是歷年中最高，網上資訊對青少年之不良影響真是不可小覷；另一方面，

亦有41.4%受訪者亦認為網上遊戲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 

4.2 超過一半受訪者(54.6%)認為「網上資訊」應受監察； 

4.3 「反色暴」自2010年調查，發現公眾人士認為網上欺凌/網上暴力達嚴重或十

分嚴重程度佔 55.3%，認為一般也達34.6%。而網上欺凌/網上暴力對青少年成

長之影響上，包括自尊心受損 (70.8%)、失去對別人的信任 (57.9%)、將來成

為欺凌攻擊者 (41.1%)； 

4.4  對遏止網上欺凌/網上暴力，有接近六成受訪者認為需公眾教育(58.8%)、加強

執法及懲罰有 51.8%、增加輔導服務則有 40.8%。 

（5）綜觀政府在監管傳媒不良行為的做法： 

5.1 受訪者不滿意政府監管傳媒散播不良資訊的效果(評價為「不大有效」及「完

全無效」，共 67.6%)，數字與去年相約一樣； 

5.2 有近七成受訪者期望政府加強執法(65.9%)，其次修改「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條例」(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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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政府在監管傳媒散播色情及暴力資訊上，需加強力度，特別需檢討「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及「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之工作成效，因為多年內之調查結果均顯示，有 7 至 8 成受訪

者認為以上兩機關之工作未能有效。建議聘請顧問公司檢討部門之架構、工作流程、管理模

式、與各政府部門之協作效果，作出改善措施。 

 

2. 在現存之制度下，需特別加強執法，增加對不良傳媒之判罰程度，以提升阻嚇力。 

 

 

3. 本運動促請政府加快「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之修訂及相關工作。因為自 80 年代條例

成立至今，傳媒生態已有很大之變化，可惜條例在 2009 年進行第一次諮詢後，至今仍未進

行另一諮詢，有關跟進工作也遙遙無期，而新媒體引伸之暴力及色情訊息日新月異，更需有

合適之措施加以規管。 

 

4. 監察網絡世界之色情及暴力資訊是刻不容緩，包括： 

a. 由政府主力推動開發過濾色情及暴力軟件，包括已聲明未滿 18 歲不可以進入瀏覽的各

個網站討論區。軟件廣泛地推廣至家長、公司、公營機構等。 

b. 檢討各網站公司監察客戶上載色情、暴力資訊之情況，檢討運作及統計舉報頻率，提倡

主動檢舉制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加資料附加資料附加資料附加資料：：：：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    （（（（2004----2007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 

傳媒功能 
2007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261））））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003））））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62)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提供資訊 77.6 77.0 61.2 73.8 

提供娛樂  58.5 55.4 63.5 70.33 

反映民意 33.0 38.9 17.4 15.38 

監察政府 29.6 30.6 10.9 15.93 

教育大眾 21.3 20.1 5.3 6.04 

闡釋政策/法制 10.2 9.6 2.1 4.21 

散播不良資訊 / / 21.0 / 

其他 1.9 0.6 1.8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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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 (2003----2007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 
 

對傳媒不滿的項目 
2007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941））））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941））））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64））））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546)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470) 

侵犯私隱 51.2 57.1 36.9 28.94 28.72 

渲染色情 45.3 57.1 40.4 39.19 40.85 

誇大醜聞  47.7 39.5 43.4 40.48 29.15 

誤導公眾 33 33.6 30.5 23.99 28.94 

製造新聞 32.5 27.1 / / / 

用字低俗粗鄙 22.7 25.8 / / / 

鼓吹暴力 19.8 19.4 11.2 9.0 17.45 

過份煽情 25.7 19.3 28.4 34.33 22.34 

傳媒從業員缺乏 

專業操守 

/ / 13.1 22.34 20.64 

美化不道德或 

不當行徑 

/ / 13.1 21.61 17.66 

掩飾罪行 / / 3.9 2.56 6.17 

崇尚迷信 / / 3.0 6.41 5.32 

傳媒機構公器私用 / / 2.7 6.23 5.11 

其他 1.9 0.9 1.1 2.20 2.34 

 

 

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2004-2007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2007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 (N=1269)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1003)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578））））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 (N=546) 

加強執法 70.5 72.7 50.9 48.72 

推行教育 42.0 36.5 28.2 29.12 

最少六個月一次向公眾

公佈被裁定犯例的媒體

名稱、犯例次數及罰款

總額 

/ / 26.5 / 

修改法例 35.7 44.3 / / 

增加罰款 30.3 35.5 19.4 18.5 

無回答 / / / 0.18 

其他 2.4 1.6 1.7 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