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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香港於 2020 年 1 月 23日開始出現首宗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個案起，至今已有逾 100 宗確

診個案。繼「沙士」後，香港再一次面對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無論是政府或民

間都先後推出了相關防疫措施，惟疫症當前，香港社會及經濟均面臨嚴重衝擊。 

有見及此﹐香港創科發展協會（HKITDA）聯同香港菁英會（Y. Elites）進行了是次問卷調

查以深入了解本地機構及民眾在是次疫情中受影響的情況、已採取的抗疫措施以及所需的支

援；並根據問卷調查回饋，整合有關資料進行發佈，向政府及社會大眾提供客觀數據，以審視

香港各界在面對是次疫情時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令政府研制政策時可更有方向，因時制宜。 

 

參與單位 

 

主辦   ：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   香港菁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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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 

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報告撰寫  ： 陳迪源先生 / +852-92138138 / leonard@itda.hk 

 

專案小組成員 ： 陳迪源先生        曾鳳珠女士  

李煥明博士    彭子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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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 

 

訪問日期： 2020 年 2月 23 日至 3 月 1 日（共 8日） 

 

訪問對象： 所有香港居民及已於香港註冊機構之決策人  

 

收集方法： 使用自發性網上調查抽樣方式，利用電子郵件寄予業界協會及商會，並由其代

   為發放予會員或直接讓受訪者在網頁上填寫問卷。 

 

收回問卷： 454 份 

 

問卷設計： 此問卷於 2020 年 2 月期間由香港創科發展協會主席陳迪源先生領導的專案小

   組設計，內容經過多番討論（當中包括多位學者、不同界別的領袖、基層從業

   人員等）及修訂後才正式採用。問題主要分 4部分，分別為： 

 機構基本資料； 

 機構在是次疫情中所受到的影響及採取措施； 

 個人在是次疫情中所受到的生活及情緒方面的影響； 

 受訪者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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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是次問卷調查總共收回 454 份問卷，當中包括 251位機構的決策者（圖 1）。其中，超過一半的

受訪決策者機構的營業地點位於中西區、油尖旺區，觀塘區、灣仔區、葵青區，以及東區，均

是香港主要的工商業辦公區域（圖 3）。除此之外，中小企的決策者佔當中近 8 成（圖 2）。 

 

就問卷的調查結果而言，香港本地機構決策者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近 4成被迫暫停

全部或部分業務，當中以學校及教育相關行業情況最為嚴峻（圖 6）。針對疫情對機構盈利方面

的影響，近 6成決策者對未來一年的營業額狀況感到悲觀（圖 7），可見香港機構現時面臨極大

困境。 

 

同時，絕大部分受訪者因為疫情影響而減少了社交、娛樂及購物活動，無疑對餐飲業、戲院、

KTV、零售業等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圖 27）；但同時亦間接令民衆可以更多陪伴家人。 

 

至於受訪者關於疫情的資訊來源，主要以香港網媒、電視、社交媒體，以及政府發放的消息為

主（圖 24），可見資訊來源渠道多元，機構除了依賴傳媒之外，政府定期發放資訊亦相當重要。 

 

是次問卷調查的結果，試圖從機構安排、疫情對機構盈利的影響、政府針對疫情的政策，以及

機構員工的心理狀況進行調查，詳盡全面。在報告最後，我們亦節錄了超過 110 條受訪者的意

見。希望有助政府、社會各界加深了解是次疫情對機構的影響，並對症下藥。 

 

 

重要信息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及香港菁英會歡迎社會各界運用此報告，惟閣下或貴機構如需轉載或引用本

報告內任何内容，必須包含以下其中一項字句，否則將被視為侵權： 

 

“據香港創科發展協會及香港菁英會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香港各界的影響》問卷調查報告”… 

或 

“據香港創科發展協會及香港菁英會關於新冠病毒疫情對香港各界影響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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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以下為這次問卷調查的 4個主要發現： 

1. 現金流問題 

 有一半決策者表示正面對現金流問題的壓力，當中大部分同時有租金壓力（圖 18）。 

 其中，超過 3分之 1決策者表示，機構現金流只能夠支持 3個月或以下；亦有不少

機構的現金流只足夠支撐 1-2 個月，反映情況嚴峻。 

 值得關注的是只有逾 1 成的決策者表示有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疫情時期扶持政策，

但表示出現現金流問題和租金問題壓力的決策者則分別有約 5 成及 4成，顯示或與

政府推廣和執行扶持政策有關（圖 10）。 

2. 在家工作是可行的工作安排 

 針對疫情下的工作安排，超過一半的機構實施了在家工作的措施，並對公司的經營

策略進行了調整（圖 9）。 

 超過一半沒有實施在家工作的決策者認為在家工作效率較低；而有實施的只有不到

3 成認為在家工作效率較低，我們歸納為未實施者可能對家中工作有誤解（圖 16）；

但亦有行業確實不是所有職能都可以有效實施在家工作的，例如醫學及衞生服務行

業、零售業及旅遊業等；這 3個行業都有超過 5 成受訪者認為在家工作效率偏低。 

 但例如法律界亦有超過 5成受訪者認為在家工作效率偏低；我們認爲這是出於行業

對在家工作所需的科技應用率較低的原故。 

 超過 8 成實施在家工作的決策者都對將來繼續實施在家工作安排持正面態度。由此

可見，在不同的資訊科技配合下，決策者並不抗拒讓員工在家工作，亦將在家工作

視為可行的選擇；只有 6.21%表示將來不考慮讓員工有在家工作的安排（圖 17）。 

3. 租金優惠、減稅及借貸優惠是最有效的舒緩政策 

 近 4成決策者表示其機構存在租金壓力（圖 18）。在選擇最能幫助機構渡過難關政策

時，其中有超過 3分之 1 選擇提供租金、水電費等補貼，當中有更有近 3成以此為

最重要選項（圖 21 及附表）。 

 決策者對貸款相關的政策支援最為逼切，如延期現有貸款還貸、 提供貸款利息補

貼、提供綠色通道的中長期貸款申請等。其次為與稅務有關的政策，如減免稅項，

分期付款繳税等（圖 21）。另外，決策者亦希望政府能提供補貼給被強制放無薪假期

的員工，以協助中小企及市民渡過難關。 

4. 疫情對大部分港人的情緒有負面影響 

 大部分受訪者表示疫情對情緒帶來負面的影響（圖 28）。 

 更有超過 7成機構決策者，反映機構決策者在疫情下，承受極大的壓力；當中 8成

以上為中小企的決策者，約 1 成為上市公司的決策者。 

 有超過 20位決策者採取了降薪、遣散員工，及對有需要員工進行心理輔導等措

施，情況令人擔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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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建議 

 

 

1. 政府落實措施支持商界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政府早前成立 300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預算案亦

推出 1,200億元逆周期紓困措施，政府應繼續探討應如何扶助因疫情而受到影

響的中小企，是否真的做到「撐企業」的效果。 

 不少受訪決策者都表示其機構現金流只能夠支持 3 個月或以下。有見及此，政

府應就財政預算案所推出的「企業特惠低息貸款」盡快與銀行合作或協商，加

快貸款審批，有效地為申請機構解決燃眉之急，否則為時已晚。 

2. 加強提供情緒支援 

 是次疫情的爆發，香港市民情緒難免會受到影響。我們認為，不論是政府或企

業都需要加強對公司決策者、員工的情緒支援。 

 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對身邊精神受困擾的人士，釋出愛與關懷。 

 政府亦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會提供足夠資源予相關政策局以支援精神受困擾

的人士，我們期望可以儘快落實。 

3. 推動及改善在家工作及科技學習的安排 

 相關行業協會可透過推動企業互助，共度時艱。 

 適逢疫情爆發發生在春節期間，不少實施在家工作安排的機構事前都準備不

足，以致員工在家工作安排「有名無實」。 

 在家工作可從教育及配套措施入手，借此機會推動 STEM 教育及企業數碼轉

型。同時也帶出了推動機構數碼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契機。 

 這同時反映出機構過去並沒有為在家工作安排作準備，欠缺相關科技及技術的

配合，工作效率亦因而下降。我們建議創新及科技局、生產力促進局、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創科園區，及相關行業協會等應藉此機會，積極推動業界

研發在家工作相關的科技。 

 政府應同時推動中小企改革，進行數碼轉型，以數碼技術突破目前的營商困

境，抓緊新機遇。 

 電訊公司及創科業界亦應該充分利用 5G網絡，開發創新產品及服務以增加工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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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分析 

 

 

454 份問卷中，絕大部分的受訪者為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及非永居性居民），共 449

人。香港機構決策者（“決策者”）則有 251 人，分布如下： 

在是次受訪決策者當中，中小企佔 76.49%（192 家，包括 38 家製造業中小企及 154家非製造

業中小企）。受訪多為非上市公司的決策者，佔總數的 88.05%；香港上市公司佔 6.77%；海

外上市公司佔 4.38%；內地上市公司佔 0.80%。 

是, 251, 55%

不是, 203, 45%

圖1）是否香港機構的決策者（總數：454人）

製造業中小企, 38, 15.14%

非製造業中小企, 154, 61.35%

其他非上市公司, 29, 11.55%

香港上市公司, 17, 6.77%

内地上市公司, 2, 0.80% 海外上市公司, 11, 4.38%

圖2）機構分類（總數：251家）

製造業中小企

非製造業中小企

其他非上市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内地上市公司

海外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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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決策者最多主要辦公地點的 6 個地區依次為： 

中西區（15.54%）、油尖旺區（15.14%）、觀塘區（14.34%）、 

灣仔區（13.15%）、葵青區（11.16%）、東區（9.56%），以上 

區域均為香港主要工商業區。 

 

 

 
是次問卷調查中，近 6 成（58.17%，146家）受訪決策者的機構在香港成立十年或以上，近 3

成（27.89%，70 家）成立三至十年，逾 1 成（13.95%，35 家）為三年內成立的新創機構。 

 

 

39

11

24

33

17

38

17

36

8 6
1 2 3

15 17

28

4 2

圖3）公司的主要辦公地點（可多選）

(總數: 251家 / 301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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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公司在香港成立時長（以2020年1月份計）

（總數：25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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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51 名受訪決策者當中，一共來自超過 20 個不同的行業。“其他”行業包括市場推廣、美容、

環保、專業服務等。 

 

 

在是次問卷調查中，逾 6 成決策者表示其機構正常營業；約 3分之 1表示部分業務暫停；共 9

位表示其機構已暫停營業，佔總數的 4%，當中學校及教育相關行業佔三分之二（6 家），其餘

3 分之 1 為商業及貿易行業（3 家）。 

 

 

27.89%
70

15.54%
39

9.96%
25

5.98%
15

5.58%
14

4.78%
12 3.19%

8
2.7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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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39%

6
2.39%

6
2.39%

6
1.99%

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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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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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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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公司所屬行業（總數：251家）

正常營業, 

157, 62%

部分業務暫停, 

85, 34%

暫停營業, 9, 4%

圖6）公司的經營狀況（總數：25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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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次問卷調查中，近 6 成決策者因為是次疫情對 2020 年營業額的預期偏向悲觀，當中有逾

2 成對此表示非常悲觀；36%表示中立；僅 5%表示樂觀。 

而法律界、飲食業及旅遊業都有 8成或以上決策者表示對未來一年的營業額表示悲觀，反映出

疫情對法律界、飲食業及旅遊業衝擊之大。 

樂觀, 13, 5%

中立, 90, 36%

悲觀, 148, 59%

圖7）公司因為是次疫情對2020年營業額的預期 (總數: 25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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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是次疫情，決策者亦採取了不同的防疫措施，當中以實行在家工作及調整公司經營策略最

為普遍；有近 6 成（57.77%）決策者在疫情期間實行在家工作及逾 5 成（54.98%）因應疫情

調整公司經營策略。當中有超過 20 位決策者採取了降薪（12.35%）、遣散員工（9.16%）、對

有需要員工進行心理輔導（11.16%）等措施，情況令人擔憂。令人欣慰是為員工家屬提供防疫

物資（37.05%）、社會捐贈物資等，履行社會責任（26.69%）分別是第三及第四多決策者採

取的措施。 

 

值得關注的是只有 12.35%的決策者表示有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疫情時期扶持政策，但表示出現

現金流問題和租金問題壓力的決策者則分別有 50.20%及 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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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3.19%)

尋求專家和諮詢機構的指導(1.20%)

暫時關閉對外營業場地(8.37%)

取消客戶訂單(8.37%)

遣散員工(9.16%)

對有需要員工進行心理輔導(11.16%)

降薪(12.35%)

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疫情時期扶持政策(12.35%)

向銀行等機構申請貸款或申請延期還款(13.55%)

暫時關閉内部辦公地點(13.94%)

社會捐贈物資等，履行社會責任(26.69%)

為員工家屬提供防疫物資(37.05%)

調整公司經營策略(54.98%)

實行在家工作(57.77%)

圖9）針對此次疫情公司已經採取的措施 （可多選）

(總數: 251家 / 678)

38.65%

50.20%

12.35%

租金問題

現金流問題

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疫情時期扶持政策

圖10）向政府部門申請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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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139 位）決策者都因為顧及員工安全而實施在家工作。另外，29 位表示是由於缺乏

防護裝備，例如口罩。而飲食業及漁農業的決策者都未有實施在家工作安排，反映某些行業因

受其行業特性的限制，難以實行在家工作安排。 

 

 

 
決策者決定員工在家工作安排的方法主要以按職能為主，佔 67.59%；其他方法分別為輪班制

（40.00%）、按員工家庭狀況（22.76%）及按員工是否高危人士（22.07%）以判斷員工是否

在家工作。 

 

2

14

26

29

139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其他(1.38%)

公司或鄰近地點有確診案例(9.66%)

節省成本(17.93%)

公司無法提供足夠防護用品予員工（例如口罩）(20.00%)

基於員工安全（減少員工因上下班的感染風險）(95.86%)

圖11）公司決定在家工作安排的主要原因（可多選）

(總數: 145家 / 209)

6

32

33

58

98

0 20 40 60 80 100 120

其他(4.14%)

按員工是否高危人士（例如有外遊紀錄、家中有確診病例）(22.07%)

按員工家庭狀況（例如家中有需要）(22.76%)

輪班制（例如隔天）(40.00%)

按職能(67.59%)

圖12）公司決定員工在家工作安排的方法

（可多選） (總數: 145家 /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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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45 位表示有實施在家工作的決策者中，有近 9 成有使用電子郵件（89.66%）、逾 8 成有使

用即時通訊軟件（82.07%）配合在家工作的安排。此兩項都是平時已經廣泛被應用的科技。除

此之外，還有電話會議（71.72%）、視像會議及在線協作文件工具（53.79%）及雲端空間

（48.28%）配合在家工作安排。而虛擬私人網絡（29.66%）、遠端存取（35.86%）則較少被

使用。 

 

 

 

所有學校及慈善 / 社福團體的決策者均表示有採取在家工作的措施；而資訊科技業、法律界及

教育相關行業中，有實施在家工作的決策者亦高達 8 成或以上。 

 

1

43

52

70

78

104

119

13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其他(0.69%)

虛擬私人網絡（VPN）(29.66%)

遠端存取（Remote Desktop）(35.86%)

雲端空間（Cloud Storage）(48.28%)

視像會議及在線協作文件工具(53.79%)

電話會議(71.72%)

即時通訊軟件(82.07%)

電子郵件(89.66%)

圖13）公司配合在家工作安排所使用的科技：

（可多選） (總數: 145家 / 597)

80.00%

80.00%

83.33%

100.00%

100.00%

資訊科技業

法律界

教育相關行業

慈善/社福團體

學校

圖14）實施在家工作最高比例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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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約 6 成有實施在家工作安排的決策者認為員工在家工作的工作效率不變，只約 1成

認為在家工作效率較高。 

 有約 3 成認為在家工作的工作效率偏低，以會計業（75%）、保險業（100%）、零售業

（100%）及物流業（100%）認為在家工作效率偏低的比例最高。 

 

 

 
 沒有實施在家工作的決策者對其工作效率感覺明顯較低，大約是有實施的 2 倍

（28.28% vs 56.60%）。 

 法律界、醫學及衞生服務行業、零售業及旅遊業都有超過 5成受訪者認為在家工作效

率偏低。  

 

低, 41, 28%

中立, 86, 60%

高, 17, 12%

圖15）決策者認為在家工作安排的工作效率 (總數: 145家)

28.28%

59.31%

11.72%

56.60%

39.62%

3.77%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低 中立 高

圖16）有實施及沒有實施在家工作決策者對其工作效率的比較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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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次問卷調查中（只包括有表示實施在家工作安排），超過 8 成決策者表示在是次疫情後，

將來會讓員工有在家工作的安排，或表示會視情況（例如天氣情況及路面狀況，決定讓員工安

排在家工作）；亦有 6.21%表示將來不考慮讓員工有在家工作的安排；而 10.34%則表示未有決

定。 

 

 

 
## - 不可以和其他選項共選 

 

疫情期間，在 251 位決策者中，近 7 成（67.73%）表示因客戶受疫情影響而令機構面臨壓力，

當中有過半數表示有現金流問題（50.20%）及近 4 成表示有租金問題（38.65%）；而其他的

主要壓力分別來自市場拓展/流失問題（61.75%）等；亦有 6 位表示沒有壓力。 

會, 48, 33.10%

視乎情況（例如天氣

情況、路面狀況）, 

73, 50.34%

不會, 9, 6.21%

未有決定, 15, 10.34%

圖17）將來會否讓員工有在家工作的安排 (總數: 145家)

2
6

20
38

42
66

97
126

155
17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其他(0.80%)

##沒有壓力(2.39%)

法律風險(7.97%)

上班員工不足(15.14%)

研發進度(16.73%)

物流、原料及上下鏈供應等問題(26.29%)

租金問題(38.65%)

現金流問題(50.20%)

市場拓展/流失問題(61.75%)

客戶受疫情影響(67.73%)

圖18）公司疫情期間面臨的主要壓力（可多選）

(總數: 251家 /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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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機構的現金流情況，有 126 位表示存在現金流壓力，當中 49位同時表示有租金壓力。其

中近 3 成（72 位）決策者表示其機構的現金流只可以支撐不足 3 個月（有 14 位表示可以支撐

不足 1個月），反映銀行有必要加快審批提款申請。在這 72位決策者當中，有 58 位的機構成

立 5年或以上，情況令人擔憂。 

 

 
在 38 位表示有員工不足問題的決策者中，有 44.74%因為員工身在中國內地；34.21%表示因為

有員工被隔離；21.05%因員工身體狀況不佳；15.79%因員工拒絕上班；及 10.53%有其他原

因。 

 

 

 
## - 不可以和其他選項共選 

 

在 251 位決策者中，有不到 1 成（7.57%）表示與湖北省有業務聯繫；有近 6成（58.96%）與

廣東省有業務聯繫；有近 4成（36.25%）與內地除湖北省及廣東省以外的地方有業務聯繫；而

有約 3 成（29.08%）表示與內地沒有業務聯繫。 

 

4

6

8

13

17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其他(10.53%)

員工拒絕上班(15.79%)

員工身體狀況不佳(21.05%)

員工因為被隔離(34.21%)

員工身在中國內地(44.74%)

圖19）公司上班員工不足的原因（可多選）

(總數: 38家 / 48)

73

19

91

148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沒有聯繋(29.08%)

湖北省(7.57%)

内地其他地方（除湖北省及廣東省）(36.25%)

廣東省(58.96%)

圖20）與內地的業務聯繫（可多選） (總數: 251家 /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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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減免稅項 118 (26%) 36 (7.9%) 21 (4.6%) 25 (5.5%) 12 (2.6%) 6 (1.3%) 

分期付款繳税 1 (0.2%) 31 (6.8%) 21 (4.6%) 23 (5.1%) 23 (5.1%) 28 (6.2%) 

補貼被強制放 
無薪假期的員工 25 (5.5%) 37 (8.1%) 28 (6.2%) 20 (4.4%) 22 (4.8%) 18 (4%) 

為學校家長提供學費補貼 7 (1.5%) 13 (2.9%) 15 (3.3%) 17 (3.7%) 8 (1.8%) 14 (3.1%) 

提供租金、水電費等補貼 40 (8.8%) 47 (10.4%) 43 (9.5%) 26 (5.7%) 31 (6.8%) 18 (4%) 

對現有貸款延期 16 (3.5%) 16 (3.5%) 28 (6.2%) 20 (4.4%) 28 (6.2%) 27 (5.9%) 

提供貸款利息補貼 11 (2.4%) 23 (5.1%) 32 (7%) 35 (7.7%) 30 (6.6%) 18 (4%) 

提供綠色通道的 
中長期貸款申請 17 (3.7%) 13 (2.9%) 11 (2.4%) 22 (4.8%) 26 (5.7%) 18 (4%) 

提供免費顧問及法律服務
解決因對受疫情影響無法
如期履行合同的糾紛 

0 (0%) 3 (0.7%) 5 (1.1%) 10 (2.2%) 9 (2%) 25 (5.5%) 

提供足夠的防疫物品 8 (1.8%) 18 (4%) 21 (4.6%) 30 (6.6%) 24 (5.3%) 27 (5.9%) 

監管防疫物品的零售價格 5 (1.1%) 10 (2.2%) 14 (3.1%) 14 (3.1%) 23 (5.1%) 26 (5.7%) 

加強對公司疫情防控導， 
明確疫情防控標準 

和實施細則 
3 (0.7%) 4 (0.9%) 12 (2.6%) 9 (2%) 15 (3.3%) 26 (5.7%) 

受訪者第 1 選項得 12 分，第 2選項得 11 分…第 6 選項得 7 分。 

 

 251 位決策者中，有 97位表示其機構存在租金壓力。在選擇最能幫助機構渡過難關政策

時，其中有 86 位選擇提供租金、水電費等補貼，當中有 25 位以此為最重要選項。 

 決策者對貸款相關的政策支援最為逼切，如延期現有貸款還貸、 提供貸款利息補貼、提

供綠色通道的中長期貸款申請等。其次為與稅務有關的政策，如減免稅項減免稅項，分期

付款繳税等。另外，決策者亦希望政府能提供租金、水電費等補貼及補貼被強制放無薪假

期的員工，以協助中小企及市民渡過難關。 

420

583

692

802

1155

1469

2035

3535

3616

0 1000 2000 3000 4000

提供免費顧問及法律服務解決因對受疫情影響無法如期履行合同的糾紛

加強對公司疫情防控指導，明確疫情防控標準和實施細則

為學校家長提供學費補貼

監管防疫物品的零售價格

提供足夠的防疫物品

補貼被強制放無薪假期的員工

提供租金、水電費等補貼

減免稅項、分期付款繳税

貸款相關

圖21）決策者認為最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的政策？

（依優先次序選6項） (總數: 251家 / 1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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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51 位決策者中，有近 7成（68%，171 位）表示其機構的營運受當前出入境政策影響。相

反，回答未受影響的，則只有約 3 成（32%、80 位）；這個數字與表示與內地沒有任何聯繫的

決策者（29.08%）相近。 

 

 

 
針對當前的香港出入境政策，有超過 7成（73%，330位）受訪者表示有助減輕疫情。認為政

策無助減輕疫情則有不到 3成（27%，124 位）。 

 

有, 171, 68%

沒有, 80, 32%

圖22）公司運營是否受到當前香港出入境政策影響

（總數: 251家）

有, 330, 73%

沒有, 124, 27%

圖23）當前香港出入境政策是否有助減輕疫情 (總數: 4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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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以和其他選項共選 

 

有約 7 成受訪者表示從香港網媒（71.81%）、電視（71.37%）、社交媒體（68.28%）獲得疫情

的資訊；近 6成（59.03%）受訪者表示從政府發放的消息獲得疫情的資訊，為最多的 4 個渠

道。有 2 位受訪者表示沒有關注相關消息。 

 

 

 
幾乎所有（98%）受訪者表示，於疫情期間有配戴口罩。只有 8 位（2%）受訪者表示，於這段

時間未有配戴口罩。 

 

3
2

99
106
112

127
162

268
310

324
32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其他(0.66%)

##沒有留意(0.44%)

香港政府疫情互動地圖儀表板(21.81%)

香港印刷媒體(23.35%)

外國媒體(24.67%)

内地媒體(27.97%)

親友/同事(35.68%)

政府發布的新聞(59.03%)

社交媒體（facebook, WhatsApp, WeChat等）(68.28%)

電視(71.37%)

香港網媒(71.81%)

圖24）獲取疫情資訊的渠道（可多選）(總數: 454人 / 1839)

有, 446, 98%

沒有, 8, 2%

圖25）受訪者是否有配戴口罩 (總數: 454人)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香港各界的影響》問卷調查報告 20 

 

與不配戴口罩人士交談時，有超過近 7成的受訪者表示會感到厭惡和不安，另有約 3成的受訪

者則表示不會。 

 

 

 
## - 不可以和其他選項共選 

 

就因疫情影響而減少之日常活動的種類而言，以親友聚會最多，有超過 9成（92.25%）受訪者

勾選；有約 8成表示減少了光顧食肆（80.62%），及觀看電影／卡拉 OK（79.52%）；逾 7 成

（75.99%）減少外出購物。結果顯示是次疫情對餐飲業、戲院、KTV、零售業等產生了巨大的

負面影響。 

 

會, 308, 68%

不會, 146, 32%

圖26）若交談時對方不配戴口罩會否感到厭惡或不安

(總數: 4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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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因疫情影響而減少了的日常生活活動：

（可多選） (總數: 454人 /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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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 3成（31%）受訪者表示疫情對情緒沒有影響，而表示比較負面和非常負面的，則分別為

約 6 成（59%）和 1 成（10%）。 

 

 

 

針對政府於是次抗疫的表現，有逾 4 成（44%）受訪者表示中立或滿意，超過 5成（56%）受

訪者表示不滿。 

 

  

沒有影響, 140, 31%

比較負面, 268, 59%

非常負面, 46, 10%

圖28）疫情對情緒的影響？ (總數: 454人)

不滿, 253, 56%

中立或滿意, 200, 44%

圖29）政府抗疫的表現 (總數: 4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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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受訪者對令社會復甦方法的意見 

（節錄自部分受訪者回應，內容或經過編輯或翻譯。以下意見並不代表主辦單位立場。） 

 

政府施政： 

1. 特首和政府官員先要增加對社會多方面敏感度，落區了解市民需求、憂慮和真正困

難；而非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用個「心」去處理是次疫症；破除「舊我」思想，以

「行」、以「言」、以「真誠」回應市民的訴求和夏慮。 

2. 希望政府能特事特辨，不需按程序辨事，看清現時局勢。 

3. 政府做事先早行人一步，不要畏首畏尾。 團結社會上下一心。  

4. 政府要做好自身，反應快 D。 

5. 撤換問責官員減薪或不只捐出一個月人工。 

6. 管治方式要求改變，要以香港人利益為大前提，保留香港文化及價值觀。 

7. 執政要公道、廉潔，保持香港一貫的文化及價值觀，令外國及國際對香港的高度自治

及法治有信心。 

8. 組成較年青團隊, 聽取社會各界的聲音；規定時間（Deadline) 盡快回應社會的訴求；

這是全球性的變動，一個全新的新趨勢，必需要由我們的特區政府坐言起行。 

9. 重組政策，以民為本；同時關注政制發展及民生議題；採納民意，履行公職。 

10. 政府要先帶頭行動，為市民所想，才能共同渡過難關。 

11. 政府去組織 / 設立一個針對疫情及扶助社會經濟復甦的集思智囊團。 

12. 政府亦應檢視各種類不同服務，酌情處理不同的文件提交限期。 

13. 對擾亂秩序之人士加強執法。 

14. 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引入更多外資企業透過香港進入內地；特別在文化創意交流及

創新合作各方面多合作夥伴關係。創建未來！  

15. 日後要增加來港旅客，刺激本土經濟。 

16. 私人公司及政府的員工分批次、逐步復工。 

 

刺激經濟政策： 

17. 派發消費卷或派應急錢。 

18. 當疫情穩定後，政府應即時推出消費券、交通津貼予香港市民，和特別優惠予海外和

內地遊客（如住宿津貼）；吸引大家積極消費，令社會和經濟復甦。  

19. 政府發放電子消費券（刺激內需），進一步補貼餐飲、零售、賓館酒店等，避免大規模

倒閉 / 失業率急增。 

20. 政府擴大防疫基金。 

21. 刺激消費， 增加公共開支， 增加基建項目。  

22. 可以利用政府儲備，提振經濟。 

23. 減樓市辣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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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優惠： 

24. 汽油稅中期減免。  

25. 免稅一年，與民休息。 

26. 退稅一半。 

27. 減稅，讓消費者大量消費。 

28. 延遲本年度對中小企業徵稅，經濟好轉後分期補繳。 

 

扶助企業政策： 

29. 政府最好加快推出更多對不同行業企業解困的政策及資助，以減低僱主的壓力，避免

失業率增長。最好申請手續可以簡化，加快審批所需要時間。 

30. 政府推出多項刺激經濟的政策，必要時可以財政赤字預算。  

31. 補助中小企租金及薪金等開支，減少裁員浪潮。 

32. 推動業主減免租金，損失由政府負擔。 

33. 增加中期的公司水電支助。  

34. 協助企業業務在內地 / 海外宣傳拓展。 

35.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可以用於任何市場推廣的服務。 

36. 撐中小企基金。 

37. 加大力度支援受影響行業。 

38. 協助食肆。 

39. 政府必須帶頭運用有力及有效的政策，幫助中小企踏入正常營商環境。 

40. 只有有提供綬衝優惠給予中小企，他們自會能從逆境中找到自強之法。 

 

扶助市民政策： 

41. 每人派錢 2萬，全部就解決了。 

42. 增加短期教育津貼，減輕家長壓力。  

43. 銀行推遲自住物業業主貸款還款 2 年，期間利息損失由政府補貼。 

44. 推動業主減免租金。 

45. 免全年水電煤氣地租差餉。  

46. 增加中期的家庭水電支助。  

47. 增加交通補貼計劃。 

48. 加強心理諮詢輔導服務。 

49. 打工仔生活難，政府支助放無薪假的員工。 

50. 建立社會聯盟資源互動平臺，提供上下游互助互救資源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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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 

51. 減少 IT外判，轉為政府合約或長工。 

52. 推動互聯網、自動化、AI等發展，支持優質個人服務和產品。 

53. 加快協助中小企業應用資訊科技提升競爭力。 

54. 創科基金條例太死板，唔夠靈活；對小型創新企業支持度太小，尤其是製造業。 

55. 強制使用電子貨幣，利用 GPS 科技追查病毒走向。  

56. 9 月份的選舉電子化。 

57. 醫療資料保存電子化。 

58. 用創新科技透過教育、交流、協調青少年到週邊城市創業及就業；讓大家更加了解自

身優劣之處，尋找合適的發展空間。  

59. 利用科技提供簡易的投標方式，讓我們可以參與。  

60. 資助本地企業發展新科技，增加香港資訊科技應用。 

61. 用數據。  

 

出入境政策： 

62. 迅速開放口岸。 

63. 加大開放大陸旅客。  

64. 儘早允許內地非嚴重地區人員來往，增加旅遊、商場和食肆的顧客，緩解對商鋪的影

響。 

65. 立即安排在湖北的香港人回港。 

66. 全面封關。 

 

防疫物資： 

67. 政府官員有所作為，急市民之所需說求，改變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執政理念，有些大

是大非或是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和氣氛，政府應該有所作為。例如在抗疫期間，口罩

價格不斷飆升，讓一些基層的市民都沒有辦法買到，政府就應該介入；立法限制抗疫

物品的價格，控制一些抗疫物資囤貨暴利的行為。  

68. 加強香港政府採購能力，官員親身去外地採購。 

69. 若然政府在應對疫情政策方面給予市民基本信心，例如口罩被列為儲備物資，予以平

均分配给市民購買。 

70. 增加口罩供應量，打擊高價，減低市民擔憂。 

71. 提供足夠保護物資給醫護人員。 

72. 安排寄口罩給長者。 

73. 政府向每名市民每月派發一盒 50 個口罩。 

74. 政府支助香港人生產口罩，簡直是笑話，原材料也不充足。 

75. 訂立廁紙為儲備物資，確保香港有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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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宣傳： 

76. 做好長期打算，建議政府主導，加大宣傳力度增加對疫情的科學認識；盡力消除社會

恐懼，增強市民理性認知；做好和病毒長期共存的準備，逐步恢復社會經濟的正常活

動。 

77. 呼籲市民齊心合力安排私人空間、公眾場所和社區全面清潔消毒。  

78. 宣傳清潔香港；把服務業做好才有機會復甦。  

79. 控制網上的假訊息。 

80. 宣傳減少聚會和不必要的外出。 

81. 在全球抗疫物資短缺下，政府應該出多些宣傳片、多些教導巿民如何防疫、如何自制

可重用防疫用品（例如口罩）等。 

82. 請相關部門宣傳殺菌或殺毒物品，讓市民不要盲搶漂白水，漂白水是殺菌不殺毒。 

83. 我覺得香港人現在肯做義務工作，但反為較少照顧家人感受，導致社會氣氛比較差；

可加重宣傳。 

 

控制疫情： 

84. 先控制疫情，再振興經濟。  

85. 加快檢疫程序，加快步伐尋找密切接觸者，並予以隔離；盡量減低感染率及速度，令

疫情盡快消退。  

86. 加強對應疫症防範措施。  

87. 找出疫症蔓延和感染的源頭，讓市民驅除疑慮和擔心，產生平安和安心的感覺。  

88. 政府資助全民檢疫，尋找隱性帶菌者。 

89. 有病徵要在隔離中心 / 家居強制隔離（不能外出）14 天。  

90. 盡快控制疫情在社區擴散，係大型路口增設體溫檢測系統。 

91. 向學校、商場及在公眾地方的機構提供購買 體溫監察儀器的津貼。  

92. 設立臨時空鄺式隔離營。  

93. 嚴格隔離確診人士和下令關閉娛樂場所和非必要、非緊急使用的公共場所。 

94. 在疫症期間限制不戴囗罩人士在公共地方的活動空間。  

95. 提高防範疫症蔓延，研發疫苗，全民一齊抗疫。  

96. 加強公共交通管理，的士、小巴等加入清潔滅菌要求。  

97. 口罩治標不治本，醫管局放下面子，謙虛向其他國家合作尋找治療方法。 

98. 政府加強防疫工作。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香港各界的影響》問卷調查報告 26 

正能量： 

99. 希望社會停止發放仇恨言論，停止傳謠，多些正能量。 

100. 創造正面環境。 

101. 團結一致，互相包容。 

102. 加強正面思維的宣傳。 

103. 放下不同政見，同心協力，共渡難關。 

104. 香港人齊心，不再政治化所有事情，上下一心幫香港渡過難關。 

105. 希望大家把心中黃藍之心除去，令到大家團結。 

106. 積極教育年青市民多包容。 

107. 先以大局為重，不要加入太多政治因素；各持己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每一個人

應該要感恩要知足，做好自己安分守己。 

108. 社會各界要團結，在疫情仍沒結束前先做好個人防護，共同抗疫；有正面健康的心

智，日後才能促進恢復工作、恢復生產，社會才能盡快復甦；現在首先萬眾一心做好

抗疫工作。 

109. 等疫情過去，政府多給正面和關心市民既訊息；適當時候除譴責，也要指出問題的原

因和展示發展後果。 

110. 社會安定，沒有社會事件或暴動；社會和諧，上下一心搞好香港民生。 

111. 巿民要支持政府和政府同心抗疫，儘快讓疫症在香港絕跡。 

112. 只有創做良好環境，配合疫情減退以致消失。香港係福地，可以好快復甦。 

113. 鼓勵及尊重醫護人員。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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