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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施政、科學決策在政府推動政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環，雖然科學調查結果存在概

率性，但如使用得當，可以讓政府更了解社會的意見和取態，方便政府推動政策的落實；

然而倘若使用不當，除了會得到反效果外，更可能會出現社會反彈，浪費公共資源等情

況發生。 

 

以美副將巴士專道為例，政府自 2018 年起，展開設立美副將大馬路時限性巴士專

道前期研究工作，並於 2019 年推出方案。但由於社會對計劃意見不一，因此交通事務

局為收集民意，推出網上問卷，但問卷只有兩條問題，其中一條問及受訪者在經過美副

將大馬路時使用什麼交通工具/出行方式，另一條則問及是否同意在美副將增加一條行

車道，並設置時限性巴士專道，引起社會詬病。 

 

首先，理論上，因應受訪者所居住的區域，是否有駕駛，使用美副將大馬路的頻率，

又或是否區內居民/商戶等，都會影響到問卷問題的答案。但問卷中完全沒有問到受訪

者所居住的區域，也沒有問到是否屬區內居民/商戶等，完全無法進行交叉分析，是否

意味著不需要進行了解？倘若真的不需要進行有關分析，屆時問卷傾向需要增設專道，

但原來區內街坊完全不支持，是否會出現社會矛盾，違反了科學施政的原意？ 

 

另外，有關問卷出現「問題綑綁」，受訪者或許同意在美副將增加一條行車道，但

並不同意設置時限性巴士專道，亦可能是相反的情況，或許不增設行車道就無法設立專

道，但從中性來看兩條問題是互相獨立的，有條件進行分開提問，亦可以在答案中進行

分拆，以便進行分析。然而有關調查卻將兩個問題合併起來，影響到受訪者的選擇，使

兩個問題答案出現偏差。 

 

科學調研作為特區政府其中一項重要的民意收集基礎，即使科學調查結果具有不穩

定性，但亦應認真地進行，以最大努力除去引導性問題，中立客觀地進行，達到科學施

政目的，而非如此粗疏地進行，令數據可能得無所用，更浪費了政府公帑。特區倘若未

來持續會透過科學理念收集民意，推動施政並進行決策，就必須在有關工作上認真做

好，使數據得以最大化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