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沉默的螺旋理論看香港學生反修例運動中的社交媒體使用 

 

沉默的螺旋理論告訴我們，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在一個群體中屬於多數

派的時候，他們就願意表達自己的看法；但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多數人不

一致、屬於少數派的時候，他們通常會少說、甚至沉默起來，以免被多數人孤立。

媒體通常會重視甚至強化多數派的觀點，輕視甚至忽略少數派的觀點，於是少數

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多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大，形成一種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從2019年6月起，香港社會有關《逃犯（修訂）條例草案》的爭議引發大規

模社會運動，其中學生群體參與人

數甚眾，程度甚深，影響甚大。那

麼，香港學生群體中對於反修例運

動的多數意見是什麼？這些多數

派意見是否影響了學生在社交媒

體上的意見表達？少數派學生是

否感受到同儕的壓力？社交媒體

是否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效應？ 

 

2020年4月到6月期間，針對香港學生反修例運動中社交媒體中的參與度及

其影響，透過特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的資助展開相關研究，深度訪談了

96位本港學生，其中41位男性、55位女性; 39位為中學生，57為專上學生，訪談

時間平均1-1.5小時。為了能訪問到深度參與運動的同學，我們採用了滾雪球抽樣

法（又稱推薦抽樣法），為了保護私隱，所有的受訪學生都以編號匿名。 

 

我們的研究結果足以證明此次反修例運動中沉默的螺旋效應在香港學生社

交媒體中的存在。下面就從該理論的視角出發，對研究資料加以解讀。 

 

學生群體對反修例運動的強勢意見  

 



96位被訪者首先被要求回答對這次反修例運動的整體態度，87位學生聲稱

對反修例持支持態度，5位聲稱中立，4位持反對意見。高達90%的受訪者對運動

持支持態度還是有些出乎研究團隊的意料。本研究項目還進行了1200人的問卷調

查，回收有效問卷1171份，調研資料表明，79％的受訪者對運動表示支持，只有

5.5％的受訪者反對，其他15.5%保持中立。 

 

綜合兩種研究方法的結果，我們可以肯定的得出結論：在學生群體中，支持

反修例者是大多數，他們的意見屬於該群體的強勢意見。如果按香港社會上通常

所說的顏色劃分的話，那就是學生中「黃絲」很多，「藍絲」很少。 

  

強勢意見與社交媒體的意見表達 

 

根據沉默螺旋理論，「黃絲」學生會在社交媒體上大聲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

訪談資料的確支援這一結論。首先，受訪者表示他們從社交媒體獲得了有關反修

例運動的大量資訊，特別是認為所謂「新聞懶人包」易於他們快速理解爭議，而

這些帖文絕大多數都是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社交媒體演算法機制推薦給他們的新

聞提要和帖子也是反修理的，於是，社交媒介內容的同質性無形中形成了強勢輿

論氛圍，造成強大的宣傳效果。其次，大多數受訪者聲稱自己積極參加了線上活

動，例如轉發帖子、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評論、通過社交媒體呼籲和動員其他人士

加入抗議活動等。另外一個特點是，他們社交媒體上表達意見的方式也很激進。

大多數受訪者承認，「黃絲」學生的言論過於激進。「為

什麼不殺死他？」或「放火燒他！」在社交媒體中隨處

可見，他們社交媒體中典型的一句激進口號是「黑警死

全家」。 

 

相比之下，校園裡的「藍絲」數量很少，絕大多數

在社交媒體上保持沉默或僅發表溫和的評論，針對「黃

絲」的言辭也不激進，主要是避免陷入被孤立、被針對、

甚至被起底之類的麻煩中。也有極少數「藍絲」比較激進，他們稱抗議者為「曱

甴」，他們是沉默的螺旋理論中所闡述的無視孤立或威脅的「中堅分子」。 

  

同儕壓力、關係解體及其影響 

 



沉默螺旋模式表明，人們擔心因觀點與主流民意不同而被孤立。本研究發現，

學生害怕被孤立的擔憂來源於同儕壓力。同伴壓力被認為是導致「黃絲」學生積

極參與運動、「藍絲」同學沉默的重要原因。 

 

反修例運動從相對和平的示威逐漸演變成長期衝突甚至街頭暴力，香港學生

可以說走在運動前列，反修例成為了校園中的強勢意見。很多受訪者表示，除了

社交媒體的資訊和動員功能是導致學生參加

社會運動的原因之外，同儕壓力是導致學生

積極參與運動的重要原因，例如，如果有學

生說自己支持運動，卻沒有表現出任何實際

行動（例如，分享帖子或參加街頭抗議），

那麼他們極有可能受到同伴的指責，認為他

們對反修例運動沒有實際貢獻。 

 

因政治原因而導致網路關係解體在社交媒體上很普遍。一些受訪表示他們運

動一開始就在社交媒體上解除那些與自己政治理念不同的人，以免看到他們的帖

子或評論就煩，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只會隱藏對方或取消關注對方，而不是解除其

朋友關係。他們認同：社交媒體上因政治立場而取消朋友關係或者不再關注對方，

不僅是一種政治姿態，而且也是一種政治參與。網路關係解體對於被解除關係者

而言，無疑是一種壓力，更有人擔心被解除關係後可能還會導致自己被起底，被

網路欺凌。 

 

當被問及網絡關係解體與網路欺凌的關係時，儘管有一些受訪者認為，因政

治原因解除朋友關係就是一種政見欺凌在網路上的表現，但大多數受訪者並不認

為網路上解除朋友關係是網絡欺凌行為，他們認為只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已。  

 

在談到被取消朋友關係對自己的影響時，大部分受訪者聲稱對他們的影響比

較小，但有小部分受訪者承認，其影響大小取決於彼此之間的關係親疏程度。如

果被一個重要人物或親密朋友取消朋友關係，他們會感到不開心和難過。當被問

及網路關係解體對以後雙方交往的影響時，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會再見那些

在社交媒體上取消自己的朋友關係或被自己取消朋友關係的人，少數人表示要看

具體情況，例如，在同學聚會等情況下，則可能不得不與這些人見面。 

 

自反修例運動開始到現在，已有近4000名學生被捕，佔所有被捕人士的四

成。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當局已要求學校為每一位被拘捕的學生制定專門輔



導計劃，希望令他們明白行為不當之處、將來如何面對不同的情況、以及將來如

何理解社會發展等。 

 

我們認為：只有全面、準確掌握香港學生群體對於反修例運動的真實態度和

行為，瞭解強勢意見如何影響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社運參與程度和資訊傳播特點，

明白弱勢意見持有者在反修例運動中所受到的同儕壓力，認識校園政治極化的嚴

峻現實和影響，政府機構、學校、家長及其他持份者才能探索出公民教育的新路

徑，制定出有的放矢的政策和行之有效的引導與介入策略，培養下一代在達義且

合法的情況下表達意見、參與社會。 

 

我們希望，本次研究結果可以為達致上述目標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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