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拒絕廢話的自由 

 

量度民意本來是一門科學，但在政治角力下，它漸已淪為當權者的政治工具。公

眾從媒體接收到政改民調結果，會參考民意從而決定自身對政改的態度。但假若

當權者不理民意實況，選擇性地引用對其有利的民調結果，意圖左右公眾的決定，

打所謂的「民意戰」。我們一般民眾在分析政府的論述時，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

神。………. 

*原文發表於 2015 年 5 月 2 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 

亞妹、亞哥： 

 

 這是爸爸第一次寫「家書」給你們。你們活在這個數碼世代，溝通主要透過

社交媒體或者即時訊息，你們一定對「家書」的概念覺得很陌生。但其實很簡單，

這封信只不過是老爸想講你聽的幾句話，也許你們今天好像我平日讀你的火星文

一樣，看不懂我講甚麼，但我希望你長大以後，有機會拿起這封信再讀一遍的時

候，會明白老爸的苦心。 

 

 你爸爸以前當記者，現在主力研究傳媒，因為工作的關係令我對大眾流通訊

息的真確性特別敏感。每當我在報章傳媒中讀到有人因着種種原因或利益，有意

或無意以似是而非、貌似客觀或假借權威的措詞來發表陳述或數據，我便會擔心

不知這篇報導又會誤導了多少讀者，亦不禁想到自己有責任讓你們這一代，學懂

怎樣明辨訊息的真偽。在這個眾說紛紜的資訊社會，民眾應擁有這種可稱為媒體

修養(media literacy)的能力，跟個人的讀寫理解能力同樣重要。 

 

 簡單來說，我希望你能夠擁有「拒絕廢話的自由」。 

 

 舉個例，近日香港政府根據人大 831框

架，提出政改方案，但方案內容並未能做到

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權，不少人提出反對，要

求真正的普選。不過政府堅持不作修改，要

求香港人接受現實支持方案，所謂「袋住

先」。 

http://programme.rthk.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1/hkletter&d=2015-04-11&p=1085&e=302731&m=episode


 本來這是政策問題，市民有不同意見，接受或不接受，就讓大家公開理性討

論就可以。不過，政府選擇了另一種策略，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和資源，向一些持

反對意見的議員施壓，希望民選議員改變反對的決定支持政府。政府採用的這種

施壓方式，就是再三強調支持方案是尊重所謂的「主流民意」。 

 

 量度民意本來是一門科學，但在政治角力下，它漸已淪為當權者的政治工具。

公眾從媒體接收到政改民調結果，會參考民意從而決定自身對政改的態度。但假

若當權者不理民意實況，選擇性地引用對其有利的民調結果，意圖左右公眾的決

定，打所謂的「民意戰」。我們一般民眾在分析政府的論述時，一定要打醒十二

分精神。 

 

 老爸現在就給你們幾個小貼士。你要學懂每次讀民調結果時，都要注意以下

幾點： 

一) 民調應是隨機抽樣(即是每個市民都有同樣機會被抽中)，否則得來的樣本就

沒有代表性，不能反映整體社會的意見； 

 

二) 民調結果存在抽樣誤差，如果樣本的民調支持度是 51%，抽樣誤差是±3%的

話，整體人口的民調支持度實屆乎 48%至 54%； 

 

三) 民調要採用加權(即是要調整樣本中人口比例的偏差)，例如樣本裏青年人比

例較少的話，便要加大這年齡層佔樣本的比重，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 

 

四) 民調要公佈回應率(即是成功受訪者佔合資格抽樣樣本總數的比例)，若果回

應率低的話，結果可能會缺乏代表性； 

 

五) 民調問題必須公開，讓公眾決定提問的方式是否有傾向性； 

 

六) 若民調機構的名稱、背後的贊助人及箇中的利益衝突並不公開的話，大家便

要對民調結論提高警惕。 

 

  若然要引述民調報告，亦要採納具質素的研究結果。好像，政府宣稱香港主

流民意支持政改方案，但其實政府沒有講清楚這結果是來自那一項調查與及調查

是怎樣進行，這樣做實在是十分誤導。爸爸和博士生陳電鋸同學便做了一項研究，

在《明報》寫了一篇文章，收集自去年九月至上周日一共 28項公開的隨機抽樣

並具完整資料的民調結果(總樣本 25,698人次) ，作了學術上稱之綜合分析

（meta-analysis）的計算，我們得出的結果否定了政府的講法，發現沒有證據證



明支持政府方案的民意超過半數，更難言達到「主流民意」。我們認為比較公道

的講法，是民意傾向二分，所謂「五五波」，支持佔一半，反對和未表態的佔另

一半。 

 

 學懂分析訊息和辨別真偽的能力，才可擁有「拒絕廢話的自由」。我就是這

個意思。 

 

 你們將來會身處於甚麼的媒體世界，老爸完全想像不到。但無論如何，若你

能擁有分析訊息的能力，才能拒絕廢話，拒絕謊言，做一個真正的資訊全球公民

(informed global citizen)。 

 

 最後，抱歉這幾晚遲了回家，因為忙着寫這封信，沒空與亞妹下棋，也沒有

與亞哥温習數學。希望這也是值得，一封家書能讓你學到畢生受用的媒體修養。 

 

               老爸 

              2015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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