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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是香港政府對過去工作的總結和對

未來一年施政的闡述。本文整理了近廿餘年來

自港英政府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前任特首董

建華、曾蔭權以及現任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

文本，對文本中的一些字詞進行分析，研究這

四位來自不同背景、處於不同政治經濟社會情

況的香港政府領導者的施政方針異同。

研究目的和方法

具體而言，我們希望（一）透過分析近年

施政報告使用的功能詞，了解四位港府領導人

的個人表達風格；（二）著眼文本的內容詞以

探究他們在任內對香港社會不同範疇的關注；

及（三）勾劃回歸前至今廿多年來香港的變遷。

用作研究的資料，是 1992 至 2013 年的

21 份施政報告。這些報告可從互聯網及政府

的印刷刊物中取得。施政報告有中、英文兩種

版本，我們用的是英文版、原因是英文版以每

個英文字為單位，分析起來較簡單，例如

government 一字很清楚，但「政府」是兩個中

文單字，要合組起來才有實際意思，不易由電

腦直接處理。我們將英文名詞的單數和眾數合

併，有時名詞和動詞也會加起來，但不同意思

的相近字就不會合併。

我們著眼分析的字詞有兩大類，一是功能

詞（function words），另一是內容詞（content 

words）。我們想知道哪些內容詞最常出現，

及一些有關鍵意義的內容詞的使用情況。關鍵

內容詞是指它們涉及一些重要的範疇或理念，

可以見施政報告是否對它們有關注。

從功能詞看個人風格

功能詞或虛詞是指那些本身不傳遞意義，

但是在語法構成中起作用的詞語，它們包括副

詞、助動詞、介詞、連接詞、限定詞、人稱代

詞和數目詞。功能詞的使用可視為個人表達風

格甚至做人作風的標記。

四位施政報告發表者在對人稱代詞和助動

詞的使用上，呈現明顯差異。從表一可見，彭

定康使用人稱代詞（I, they, you）的頻度最

高，明顯高於其餘三人。這些差別可能源於英

國人和中國人表達方式上的不同，也可理解為

彭定康更強調自我身分及將自己與民眾有所區

隔。一些人稱代詞（I, me, my）可反映報告作

者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和個人意志。多使用 I的

人表現出其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體現自信的

性格，而多使用 we的人較自謙。彭定康常用

I，體現出了他強硬的態度及對管理香港充滿的

自信。這也可以是一種策略，用以展現他親民

的一面。

三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不傾向

突出個人，希望將自己與民眾置於同一群體

內。他們較少用 I，沒有一種強勢領導的感

覺。I是直接實施權力的一種手段，we可以拉

近雙方的距離。回歸後的特首較多選擇用 we

來替代 I。而 you被用到的頻率遠低於we。

其他功能詞方面，彭定康比較多用 can, 

should, must, first, now。這反映他具有頗強的

主見、志向和時間意識。董建華較少用should

和must，可以說他不喜歡用強勢的語氣。曾蔭

權很少用 can，其性格特徵不大明顯。梁振英

較多用 can, should 和 must，他和彭定康的語

言風格有點相似，個人主見和決心很強。

彭定康對 wi l l 的使用低於董建華和曾蔭

權，而梁振英對will的使用頻度則最高。與其前

任相比，梁振英似更傾向於向香港市民展望未

來。彭定康和梁振英對 first 的使用高於董建華

從施政報告看不同特首的風格和

表一：不同年代施政報告的一些功能字比較

彭定康 董建華 曾蔭權 梁振英 平均

We 270.4 231.3 197.1 281 245

Will 176.4 203.4 222 340 235.5

I 126.6 64 53.4 76 80

Can 36.8 28 23.4 44 33.1

Not 62.4 23.9 20.6 19 31.5

Should 33.6 17.9 21.3 31 26

Must 31 20.8 13.4 26 22.8

They 43.6 20 17.1 9 22.4

First 24.4 13 16.3 22 18.9

My 22 13.5 14.6 19 17.3

Now 22.4 18.1 10.4 6 14.2

No 17.6 9.4 4.7 9 10.2

Me 17.6 3.8 1.7 2 6.3

You 21.8 1.1 1 0 6

註：數字是每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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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曾蔭權。九七回

歸是政權的轉移，

對英方來說是新的

局面。回歸初期董

建 華 力 求 有 新 氣

象，但他很少談第

一，到了曾蔭權及

梁 振 英 才 慢 慢 回

升。彭定康用 no和

not 的頻率較高，幾位特首的使用率就較低。

 施政報告文本不一定出自港督或特首的手

筆，這些用語往往有不同政府部門及寫手的協

助，所以上述的分別不只是源於個人，而是涉

及整個政府團隊。但港督和特首是最高負責

人，也是報告的定稿者和宣讀者，因此文稿在

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其個人風格和志向。

內容詞可見政府關注

從表二可見，港督彭定康和三任特首都關

注下列事物：香港、政府、服務、人民、新、

公眾、社區。自港英時代以來，政府強調以人

為本和服務公眾，提供新設施一直是各屆政府

的努力重點。在彭定康時期施政報告中，「香

港人」被視為主體，社區意識也被強調。這些

理念在九七政權交接後也被特區政府繼承。

政治人物似乎很喜歡用一些字詞：提供、

需要、政策、支持、改進、推廣、提高。他們

努力向市民提供所需，支持各部門系統地做好

政策和工作，提高服務水平，改進和推廣良好

經驗。回歸後三任特首喜歡談計劃和發展，比

彭定康時期更為積極。以上這些正面用語，是

從政者必備的有用詞彙。

 有些政策範疇從來都是香港政府的施政重

點。首先當然是經濟，尤其是在董建華年代。

教育、房屋、財政、工業和醫療健康這方面也

常在施政報告中出現，不過其受重視程度因人

而異。董建華特別關心教育，曾蔭權看重財政

和產業，而梁振英的主打是房屋。

除了上面的最常用字外，有些字詞也值得

我們注意。表三共有 20 個這類關鍵字詞。比

關注

表二：不同年代施政報告的30個最常用內容詞比較

彭定康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 平均

執政年份
(1992-
96)

(1997-
2005)

(2005-
11)

(2013)

每年平均字
數

15,878 13,885 14,482 20,575 16,205

香港Hong 
Kong

127.6
(1)

124.1
(1)

120.3
(1)

186
(1)

139.5

政府
government

70
(3)

65.4
(4)

103.3
(2)

140
(3)

94.7

發展
development

18
(36)

59.4
(5)

91.1
(3)

181
(2)

87.4

年year
88.6
(2)

81.9
(3)

80.4
(4)

98
(5)

87.2

服務service
46
(8)

53.8
(6)

74
(5)

115
(4)

72.2

人民people
36
(12)

48.5
(9)

52.6
(7)

93
(7)

57.5

經濟
economy

40
(10)

86.9
(2)

51.6
(8)

48
(23)

56.6

新new
51
(6)

52.1
(7)

45.9
(9)

76
(10)

56.3

公眾public
32.2
(14)

38.9
(11)

56.1
(6)

97
(6)

56.1

社區
community

52
(5)

46
(10)

42
(11)

47
(25)

46.8

提供provide
36.4
(11)

37.6
(14)

33.3
(18)

61
(15)

42.1

需要need
40.6
(9)

38.6
(12)

29.9
(23)

52
(22)

40.3

政策policy
24.6
(19)

36.4
(15)

33.4
(17)

63
(13)

39.4

支持support
18.4
(35)

27.1
(24)

38
(12)

64
(12)

36.9

教育
education

16
(41)

51.9
(8)

31.6
(21)

48
(24)

36.9

房屋housing
23.8
(22)

16.5
(49)

15.1
(55)

78
(9)

33.4

財政finance
17.6
(38)

29.6
(20)

45.3
(10)

39
(35)

33.0

工業industry
6
(--)

27.8
(22)

35
(14)

59
(16)

32.0

計劃plan
11.2
(51)

17.9
(44)

31.9
(20)

66
(11)

31.8

工作work
23.6
(23)

27.6
(23)

28.4
(26)

44
(28)

30.9

健康health
11
(52)

16.8
(48)

29.6
(25)

61
(14)

29.6

大陸
mainland

0.2
(--)

30.5
(18)

33.9
(16)

53
(20)

29.4

改進improve
23.6
(23)

38.3
(13)

24.9
(33)

30
(52)

29.2

局council
56.6
(4)

17.6
(45)

24.3
(34)

17
(--)

28.9

做make
48
(7)

22
(34)

20
(43)

25
(60)

28.8

系統system
19.4
(33)

31.9
(17)

21.9
(36)

42
(30)

28.8

推廣promote
4.6
(--)

25
(30)

30.3
(22)

50
(22)

27.5

接受take
23.4
(27)

21.4
(35)

23.3
(35)

42
(31)

27.5

社會social
21.4
(30)

19
(41)

35.3
(13)

32
(49)

26.9

提高enhance
2.6
(--)

19.4
(40)

26.3
(30)

58
(17)

26.6

註：數字是每年的平均值，（）內的數字是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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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四位香港領導人所用的字眼，連同表二中出

現過的一些有關政策範疇字詞，就可看到他們

各自的施政方針。彭定康較多談及商業、立

法、法律、改革、福利和貪污。董建華多著眼

經濟、教育、環境、商業和改革，曾蔭權看重

財政、產業、本土、文化和政治，梁振英則多

提房屋和運輸。三任特首都很少在施政報告中

談及自由、民主、人權和價值，而彭定康對前

三項稍有提及。

在彭定康執政期間，「英國」和「英國的」

分別平均出現了數次，回歸後的施政報告中就

完全沒有出現。對中國的稱呼和重視值得留

意：彭定康用的是中國和華人，而三任特首則

用大陸、國內甚至祖國。彭定康在任時中國出

現了多次，遠高於在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

的施政報告。而三位特首用大陸一詞的數量，

遠超彭定康。

報告題目反映香港變遷

從施政報告全文的題目（見表四），可以

看到不同領導人的關注和香港社會的變化。港

督彭定康的任期中，施政報告的題目每年均提

到香港。他的用詞比較簡潔，保持香港社會穩

定和制訂若干法規是其工作重點，這些都是為

了九七過渡、英方撤退而鋪路，其他政策範疇

均屬次要。

首任特首董建華於 1997 年上任後，心懷

鴻圖大志，強調以民為本，要把握歷史發展機

遇，特別是在經濟和教育方面多所著力。可惜

他壯志未酬，先後經歴亞洲金融風暴、八萬 

五建屋 

失誤、

S A R S

及廿三

條立法

爭議，

最終要

黯然下

台。

曾蔭權自 2005 年接棒，他在施政報告題

目中多次強調「新」（新方向、新挑戰、新

天），要回歸民生事項、秉承董建華任期末有

關西九文化區的構想，推動本土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並在任期內實現政制改革，但卻忽略了

房屋問題。

接下來的梁振英在 2012 年上任，希望在

香港已有基礎上再次出發，有所作為，尤其是

要解決房價和供應問題。他的第二份報告馬上

出爐，從中應可見到其進一步著力的方向。

表三：不同年代施政報告的20個關鍵內容字比較

彭定康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 平均

環境
environment

13.2
(44)

30
(16)

26.1
(29)

32
(48)

25.3

商業
business

23.4
(25)

21
(26)

20.9
(39)

27
(58)

23.1

國際
international

9
(58)

15.9
(50)

17.3
(48)

29
(53)

17.8

立法
legislation

24.6
(19)

6.4
(--)

22.7
(36)

11
(--)

16.2

法律law 21.8
(29)

16
(52)

11.3
(--)

12
(--)

15.3

華人Chinese 24
(21)

7.5
(--)

6.1
(--)

20
(--)

14.4

本土local 4.6
(--)

  13.3
(59)

16.3
(51)

18
(--)

13.1

運輸
transport

3.8
(--)

5.6
(--)

6.3
(--)

34
(44)

12.4

中國China 30
(15)

12.3
(60)

4
(--)

3
(--)

12.3

文化culture 3.8
(--)

10.5
(--)

14.1
(53)

18
(--)

11.6

政治political 9.8
(55)

8.8
(--)

21
(38)

2
(--)

10.4

價值value 6.2
(--)

9.1
(--)

11.3
(--)

10
(--)

9.2

福利welfare 10
(54)

3.5
(--)

7.7
(--)

15
(--)

9.1

改革reform 0.6
(--)

18.9
(42)

8.6
(--)

4
(--)

8.0

民主
democracy

8.6
(--)

1.3
(--)

6.4
(--)

3
(--)

4.8

自由
freedom

6.8
(--)

2.4
(--)

4.7
(--)

2
(--)

4.0

貪污
corruption

9.2
(57)

1.4
(--)

0.6
(--)

0
(--)

2.8

人權human 
rights

1.2
(--)

0
(--)

0.1
(--)

1
(--)

0.6

英國Britain 4.5
(--)

0
(--)

0
(--)

0
(--)

1.1

英國的
British

8
(--)

0
(--)

0
(--)

0
(--)

2

註：數字是每年的平均值，（）內的數字是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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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一個老師及十位研究生共同進行。

 蘇鑰機、王倩倩、王曉琳、尹薇、 
安曉靜、李昊、　舫、邵夢實、 

梁雅嬋、陳藹欣、羅嫣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表四：21份施政報告的題目及字數

年份 港督/特首 題目 英文字數

1992 彭定康
香港的未來：五年
大計展新猷

18,450

1993 彭定康
香港：立基今日開

拓明天
18,643

1994 彭定康
香港：掌握千日跨

越九七
12,367

1995 彭定康 同心協力建香港 18,546

1996 彭定康 過渡中的香港 11,383

1997 董建華 共創香港新紀元 15,488

1998 董建華 羣策羣力  轉危為機 18,739

1999 董建華
培育優秀人才  建設

美好家園
19,703

2000 董建華 以民為本  同心同德 14,528

2001 董建華 鞏固實力  投資未來 13,488

2003 董建華
善用香港優勢  
共同振興經濟

8,178

2004 董建華
把握發展機遇  
推動民本施政

8,982

2005 董建華
合力發展經濟  
共建和諧社會

11,976

2005 曾蔭權 强政勵治  福為民開 13,539

2006 曾蔭權 以民為本  務實進取 13,303

2007 曾蔭權 香港新方向 15,390

2008 曾蔭權 迎接新挑戰 12,867

2009 曾蔭權 羣策創新天 13,123

2010 曾蔭權
民心我心  同舟共濟  

繁榮共享
14,993

2011 曾蔭權 繼往開來 18,158

2013 梁振英 穩中求變  務實為民 20,575

小結

本文透過分析香港政府歷年的施政報告，

勾劃出末代港督及三任特首的一些個人風格特

徵，了解到不同屆別政府的施政重點，及概括

地回顧了香港社會在過去廿多年來的變遷。

彭定康個人色彩鮮明，在任港督時敢作敢

為，專注政權移交事宜，是英國利益的政治代

理人。商人出身的董建華胸懷壯志，但缺乏從

政經驗，未能妥善處理一些危機。公務員背景

的曾蔭權上任後穩住大局，著眼民生和文化建

設，但任期最後階段受施政失誤和醜聞困擾，

民望因而下跌。屬專業人士的梁振英銳意收拾

殘局，但上任之初諸事不順，民望低迷，管治

能力受到質疑。

本文只用詞彙資料來作研究是有局限的。

僅對施政報告的字詞作平均頻度分析，並未有

看每年的具體變化。我們也未結合文本語境對

字詞進行分析，無法排除一詞多義的影響。此

外，中、英文版本的某些字義或會有分歧，接

下來可分析的是一些字詞和範疇在不同語境中

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