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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Press Release 

 

2018年 4月 19日 

 

過半數港人支持難民子女獲香港居留權 

近 60%的民意促請政府改善人權政策、言論自由、尋求庇護者及難民的權益、以及政治自由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的調查發現，過半受訪市民支持尋求庇護者及

難民的子女獲得香港居留權。同時，大約 60%的受訪者促請政府改善人權政策。這意味人權在香

港仍然是個顯著議題，備受香港廣大市民關注。 

調查由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調查人員於今年 2月 27

日至 3月 8日期間，成功用電話訪問了 1,002名 18歲或以上、能操流利粵語的本港居民。配合今

年聯合國的普遍定期審議，這項調查是繼 2016 年後再次進行關於人權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了

59.1%的受訪者認爲香港政府應當改善人權政策，接著是言論自由（16.2%）、尋求庇護者及難

民權利（8.1%）以及政治自由（4.4%）。此外，超過半數（51.6%）的受訪者支持尋求庇護人士

的子女獲得香港居留權。 

你認為在港出生及接受教育的尋求庇護者的子女應不應該獲得居港權？ 

  百分比 

應該 51.6% 

不應該 38.5% 

不知道∕難講 9.9% 

總數 100% 

 

 你認為香港正面對甚麼人權問題？（可選多於一項） 

 受訪者百分比 

言論自由 16.2% 

尋求庇護者及難民的權利 8.1% 

政治自由 4.4% 

性少眾的權利(LGBT) 4.1% 

出版自由 3.9% 

種族歧視 3.5% 

選舉制度及投票權 2.9% 

人人平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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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港人對尋求庇護者及難民的觀感，64.1%的受訪者持中立態度，比2016年的調查少0.3%。

不過，持正面觀感的受訪者，卻從 2016年的 4.7%提高至 5.1%（2018年），增長了 0.4%。 

 

  與 2016 年的調查結果比較，一般市民依然對尋求庇護者難民的議題有所誤解。在回答香港

的難民主要來自哪個國家時，很多受訪者以為是巴基斯坦以及非洲國家，但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

最後更新的數據，來自非洲國家的尋求庇護人士排名在第九以及更低。而在尋求庇護人士是否能

夠成為香港居民的問題上，正確回答的受訪者比起 2016年提高了 3.7%。以下為部份調查結果。 

 

你認為在現行的制度下，尋求庇護者及難民有機會成為香港居民？ 

  百分比 百分比 
 2018 2016 

有機會 46.4% 46.9% 

沒有機會 42.3% 38.6% 

不知道/難講 11.3% 14.6% 

總數 100% 100% 

 

你認為難民主要來自哪個地方？ 

國籍 百分比 百分比 

 2018 2016 

巴基斯坦 19.3% 26.0% 

其他東南亞國家 12.9% 6.9% 

非洲國家 12.3% 12.6% 

越南 12.0% 11.3% 

印度 11.2% 7.1% 

中國 2.6% 2.1% 

敘利亞 2.2% - 

其他中東國家 1.9% 4.4% 

戰亂國家 1.4% - 

尼泊爾 1.4% 1.6% 

孟加拉 1.3% 2.4% 

其他 2.8% 2.6% 

不知道/難講 18.6%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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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入境事務處免遣返聲請數據資料 （至 2017年 12月底） 

資料來源： 入境事務處 https://www.immd.gov.hk/hkt/facts/enforcement.html 

國籍 聲請人數 

印度 1 291 

巴基斯坦 1 242 

孟加拉 852 

印尼 625 

越南 445 

菲律賓 410 

尼泊爾  207 

斯里蘭卡 152 

尼日利亞 101 

其他 574 

總數 5 899 

 

  在多項選擇中，近六成（59.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從電視媒體獲取有關難民課題的資訊，

比 2016 年微降。另外大約四成（40.5%）受訪者則表示從印刷媒體獲取，比 2016 年提高 0.7%。

同樣在多項選擇的題目中，回答對尋求庇護者及難民的印象時，最多人選擇的兩個答案分別為

「假難民」（61.5%）和「犯罪」（50.5%），同 2016 年的調查（「假難民」（66%）和「犯罪」

（49.4%））相似，當中「假難民」的負面印象已降低 4.5%。媒體的具體影響力固然有待進一步

研究與考證，不過當受訪者傾向將尋求庇護者及難民與「造假」與「犯罪」連上關係的時候，必

然會影響他們對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的觀感。 

 

  就有關解決問題的方法，受訪者大致上認為政府應該採取建設性的方案。調查結果顯示了

62.4%的受訪者提倡「逮捕蛇頭及人口販賣集團」，其次為「聘請更多職員以加快統一審核機制

程序」(38.3%，比 2016年的結果提升了 7.7%)、 「改革統一審核機制及再培訓」（36.6%），以

及「容許在港逗留 5年以上人士工作」(33.9%)。最後一項能夠幫助解決低薪行業就業不足問題和

改善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及的生活質素的方案，比 2016 年的調查提高了 1.7%。至於就「設立禁閉

營」的主張，則較少人支持（23.6%），比 2016的調查結果更少了 2.9%。 

 

 

 

 

 

https://www.immd.gov.hk/hkt/facts/enforc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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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政府應該採取甚麼政策以解決這個問題？（可選多項） 

  受訪者百分比 受訪者百分比 

 2018 2016 

逮捕蛇頭及人口販賣集團 62.4% 64.5% 

聘請更多職員以加快統一審核機制程序 38.3% 30.6% 

改革統一審核機制及再培訓 36.6% 36.9% 

容許在港逗留 5年以上人士工作，使他們

能夠幫助解決低薪行業就業不足問題和改

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33.9% 32.2% 

設禁閉營 23.6% 26.5% 

調查結果亦顯示，超過半數受訪市民認為香港社會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另外，和 2016 年的調

查結果一樣，超過八成受訪者同意要加強港人對其他族群的認識。 

 

普遍而言，香港社會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 

  百分比 百分比 

 2018 2016 

不同意 32.2% 39.4% 

一半半 5.7% 9.1% 

同意 59.4% 48.6% 

不知道∕難講 2.8% 2.8% 

總數 100% 100% 

 

香港市民有需要對其他族群有更多的認識。 

  百分比 百分比 

 2018 2016 

不同意 10.9% 10.4% 

一半半 3.7% 5.7% 

同意 82.8% 80.8% 

不知道∕難講 2.6% 3.2% 

總數 100% 100% 

 

  本調查的首席研究員，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博士表示，香港公衆對難民

及尋求庇護者的關懷及支持讓人感到鼓舞，一些不惜藉助錯誤資訊以誤導市民的政策制定者應該

引以為鑑。在支持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的子女獲得居港權的議題上，即反映了香港人對人道主義

的支持，也顯示香港人面對社會人口老化問題的務實取態。比起政府和一些政策制定者所倡議的

設立禁閉營，香港市民更傾向於支持提供就業機會給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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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認為，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謹慎處理人權問題，以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自由傳統。 

民調結果已經顯示，一般市民對政府處理人權問題不感到滿意，認爲有進步空間。近期民衆對戴

耀廷教授事件的反應，可謂此調查結果的應聲附和。香港市民很重視言論自由，才會冀望政府改

善相應的政策，包括了言論自由、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的人權、以及政治自由。 

 

  雖然香港公衆在難民議題上仍然有認知上的誤會，但今次調查的受訪者對邊緣團體的認知已

經有所提升。同時，受訪者也能夠理智看待政府應如何處理難民事宜。在逐漸意識到香港人對其

他少數族裔的偏見，受訪者們冀望一個對其他少數族裔開放、相互理解及支持的多元文化社會。

伍鳳嫦博士也指出，民調結果意味著政府有必要加強學校的公民教育，以及對難民及尋求庇護者

施以穩定合適的人道援助。 

 

 

 

~ 完 ~ 

 

傳媒查詢，請聯絡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博士（電話：2948 6343），章舜源
博士（電話：2948 7852）或黃冠能先生（電話：2948 8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