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針也講政治 

作者：張志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全國政協委員 

文章刊載於《明報》2021 年 6 月 24 日 

 

 

近周各大商會和企業，陸陸續續推出獎勵計劃，吸引香港市民注射新冠肺炎防疫針，

獎勵包括黃金和住宅，馬上引起哄動，接種的人數也有所上升。但是，如果看客觀

的數字，獎金獎品的「谷針」作用一定有，但就未必可以藉此來達到目標。最主要

是目前的接種率，和目標（如八成）仍然有非常大的距離。 

 

單日接種數字下滑似是走勢 

 

按照政府香港新冠疫苗接種資料的公布，至 6 月 22 日，已經接種兩針的人口大約有

130 萬，接種率是 19.2%；已經接種第一針的有大約 200 萬，接種率 29.4%，如果以

八成接種率為目標，完成接種兩針的還需要 410 多萬人，就算以一針計，也需要多

340 多萬人接種。但以周二的單日接種數字 4 萬針多一點，比過去 7 天移動平均值

4.3 萬針，已經少了 2000 多針。徐徐下滑似乎已經是走勢軌迹，下滑的速度有多快

很難判斷，但要達到八成的接種率，這種徐徐向下的走勢，要達標肯定是百上加斤。 

以獎金獎品去利誘市民打針的效用，可簡單從獎勵計劃推出前後接種人數的變動計

算出來。但這是一個非常表面的數據，因為獎金和獎品可能讓一些已經準備打針的

市民加快前往接種，又或者推動一些邊緣觀望的市民行動起來。任何刺激接種計劃，

其最大功用，是把一些不打算接種的市民說服加入接種行列，那才可以達到八成這

個超高的目標。 

 

對比 1 月民調與近况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一直有追蹤市民接種疫苗的意願。在本年 1 月 21 日筆陣專欄，

個人已經引述了調查的結果，表示「一定會」接種的市民佔 24%，「可能會」的有 29%，

「可能不會」的有 20%，「一定不會」的有 21%。我們進一步分析，表示「一定會」

打針的 24%，其中 56%會選擇在 3 個月內打，另有兩成四選擇了 3 至 6 個月打，11%

選擇 6 至 12 個月內打。而選擇「可能會」的 29%，計劃注射的時段剛好和「一定會」

打的市民倒轉過來，超過一半選擇在 6 到 12 個月內注射。 

 

如果這個調查可以準確反映市民的「打針」意願的話，到近日已經注射兩針的人數

尚未達到兩成，比之前調查表示「一定會」的兩成四，還少了 5 個百分點，和「一

定會」以及「可能會」的逾 50%，距離就更大。真正要達標八成，把那兩成「可能

不會」的市民也說服過來還未夠數，那 6%「無意見」的市民也要收納過來，那才勉

勉強強過關。 



 

5 月民調：表態「定不打針」者創新高 

 

單單看 1 月份的調查，防疫注射達標已經非常具挑戰性，如果看其發展趨勢，就更

令人擔心。我們在 5 月中下旬再進行調查，其結果如附表，表示「一定會（包括已

經接種）」的增加到 28%，但「可能會」的就只有約 21%，加起來只有 49.7% ，那

是一半也不到，相比 1 月的調查少了近 4 個百分點。更麻煩的是，表示「一定不會」

打針的創了新高，佔 26.8%。如果調查準確反映市民意願，那其餘市民全都接種，也

只有七成三，無法達到八成這目標。 

 

打針意願和政治光譜幾乎一樣 

 

如果我們把受訪者的打針意願，和他們的政治取態關連起來，那就有一個非常有趣

的現象浮現出來，那打針意願就和我們慣常見到的政治光譜幾乎是一模一樣，按「一

定會」打和「可能會」打的比例順序排出來，民建聯和其他建制如工聯會、新民黨

支持者最高，分別佔 68.1%和 69.2% ，民主黨支持者排第三，佔 48.3% ，公民黨佔

46.4%，社民連、人力、民協、工黨等佔 32% ，青政、眾志等本土派佔 21.6% 。而

沒有政黨支持背景的有 48.8%，和全體香港市民平均的大約 49.7%差不多。 

 

要「谷針」去到八成接種率，最關鍵的目標一定是那四成四傾向不打針的市民，而

不打針又和他們的政治傾向有相關，那只靠黃金、住宅抽獎，又是否可以吸引他們

過來打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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