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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科技大
學環境研究所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專注於跨學科的環境教育和研究，務求在國際社會
和本地作出顯著貢獻。其使命是促成合作，使學生與教職員能夠解決與環
境教育相關的科學、技術和政策問題。學部亦為學生提供嚴謹和探究式的
教育，裝備他們應對涉及科學、技術、社會、監管和商業範疇的複雜環境問
題。

此外，學部提供基礎環境課程，增強大學生的的環保意識。它進行富學術
挑戰性、跨學科、有望對香港和鄰近地域產生影響的環境研究，尤其關注
大氣和海洋學相關政策的研究。研究領域聚焦在空氣和健康、氣候適應
與韌性、可持續金融和零碳方案。學部致力研究空氣質素與人類健康的關
係，制定適應策略，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韌性，並研究金融和可持續發展
的關係，促進對環境友善項目的投資。學部的目標是透過教育和研究，為所
有人創造可持續和韌性的未來，並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研究所(環境研究所)是一所跨學科研究機構，致力解決
迫切的全球性環境挑戰，例如氣候變化、污染、生物多樣性下降和資源短
缺等問題。要有效管理和緩解上述挑戰，需要透過與科學家、技術人員、思
想家及政策制定者合作，整合多學科的解決方案。

環境研究所與許多學術、工業和非政府保組織合作，共同開展旨在改善香
港、珠江三角洲及其他區域的環境研究。環境研究所在香港及區域性空氣
質素研究方面成就卓越，研究成果對香港和區域性的政策制定過程具有
影響力。環境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和設備獲得科大鼎力支持，於2006年更在
廣東省成立大氣研究中心。

環境研究所與各式持份者協作，夥伴包括學術界、工業界和非政府環保組
織，環境研究所還希望拓展合作夥伴以加強與內地機構的跨境合作，共建
更環保和更健康的大灣區。

關於科大環境及
可持續發展學部

本報告提及的研究工作獲得何鴻毅家族基金會的資助，項目名稱是「什
麼最重要？2019冠狀病毒如何促使香港人重整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和動
機？」。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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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概述一項研究的主要成果，
該研究在香港以混合研究方法進
行，考查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

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中五個範疇的可持續發
展行為的影響：健康、消費、社會環境、生活
品質和體制，以及疫情對個人價值觀到社會
政策制定的影響。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和專題討論小組的方式來
全面探究行為轉變。研究結果顯示，疫情對可
持續行為產生了正向和負向的影響。 

在健康領域，人們更加傾向優先考慮自身的健
康和衛生，這從他們經常洗手和堅持使用口罩
足以證明。然而，對個人衛生的高關注度無意
中導致用完即棄塑料廢物激增，主因是廣泛
地使用用完即棄的口罩和手套。

疫情對消費行為帶來了顯著改變，人們更加傾
向減少外遊並轉到線上購物。因此，消費模式
發生了重大變化，有跡象顯示外出用膳和休閒
旅行等非必需支出正在下降。   

在社交領域，面對面互動的減少和虛擬互動
的增加，有助於交通產生的碳排放減量。然
而，由於數位設備的使用量增加，從而使能源
消耗上升。  

疫情期間，個人環保意識顯著提升，顯示可持
續發展意識增強。但是，可持續發展意識提高
未必導致實際行為的改變，主因是參與促進可
持續發展的公眾活動的機會有限或缺乏。  

疫情也對香港人的整體生活品質產生了重大
影響，壓力和焦慮的增加，以及戶外活動減少
都證明了這一點。 

疫情導致人們更加關注個人衛生和健康習
慣，減少了非必需品的消費，並更加欣賞本地
的自然風景。年齡和收入等外在因素塑造了這
些行為變化。

根據研究結果，本報告提出18項符合可持續發
展目標的政策建議，促進香港在後疫情時代的
可持續行為。這些建議包括推廣取代用完即棄
塑料廢物的可持續解決方案，實施環保包裝和
提高消費者環保意識的政策，在虛擬互動中實
踐節能，加強心理健康支援和增加參與戶外活
動機會，改善可持續發展參與的數碼基建，優化
當局與社區之間的溝通，執行反歧視政策，將可
持續教育融入學校課程。這些政策建議旨在應
對疫情對香港可持續行為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加快香港邁向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更可持續
及富韌性的未來。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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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9冠狀病毒病給全球社會帶來前所
未有的挑戰，香港也不能置身其外。香
港人口稠密，在健康和經濟兩方面都

面臨嚴重威脅，需要採取嚴格的控制措施來
減輕病毒的傳播。這些措施改變了人們的日常
生活，並在各個領域導致行為轉變，教人關注
其對可持續性的影響。本文旨在闡述2019冠
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可持續行為的影響，以
及其與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關係。

雖然較早前已有研究檢視疫情引發的社會變
遷，但與疫情前相比，專注探究疫情期間具體
行為變化的研究有限，人們仍不甚了解這些行
為變化對可持續性的影響。譬如疫情肆虐的
最初幾個月，由於封城措施，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量暫時減少，但與衛生習慣相關的用完即
棄塑膠廢物卻激增，情況令人憂慮。這些變化
對經濟和人類健康構成重大威脅，並對實現
可持續發展目標產生影響。

香港已將可持續發展目標納入各個領域的可
持續發展指導框架。然而，疫情引致的生活方
式變化和相應的行為轉變，使人們擔憂邁向可
持續發展目標的進程。了解這些因素的相互影
響極為重要，這會有助理解人類在艱困時期的
行為，並能為政策制定提供適切的資訊。人們
必須將可持續性和行為研究的洞見納入復常
的工作議程，確保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夠實現。

本文探討人們對全球性危機期間的行為變化
的想法，以及其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填補了
研究鴻溝。透過採用混合研究方法來解答有
關五個領域的行為變化，以及這些領域之間
的關係。此外，研究還檢驗了人口等外部因素，
了解它們對解釋行為變化的作用。透過研究
這些在疫情期間的行為變化，這項研究為可
持續科學和城市研究作出貢獻，尤其在香港
這類人口稠密的地區。

香港為實現零碳目標推行可持續發展的新政
策，本研究的成果與此息息相關。研究結果為
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在設計和實行措施帶來
啟示，有助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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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混合方法的研究設計來探討課
題，選用問卷調查和專題小組討論這兩種方
式收集數據。這項調查已獲香港科技大學人
類研究倫理委員會的批准，共有4586名受訪

者參與。問卷由一組結構化的問題組成，旨在
收集有關疫情期間行為變化及其對可持續性
影響的數據。調查的目標族群是18歲及以上
的香港居民。

問卷調查包含各個領域的可持續性行為相關
問題，以及人口統計資訊。問卷的問題數量及
具體內容已有詳細討論。抽樣方法亦已有所
解釋，並按統計學原則實現充分代表人口總
體所需來決定抽樣數量。人口普查數據被用
作加權的參考值，以確保樣本具有代表性。問
卷調查收集得來的數據使用以下統計方法分
析，包括採用：結構方程模型(SEM)和線性迴
歸。在完整報告中亦闡述了詳細的方法和結
果。

除了問卷調查外，合共舉辦了八次專題小組討
論收集質性資料，以獲取參與者在疫情期間
可持續性行為方面的感知和經驗。專題小組
討論參與者的招募過程，包括標準和招募方
法，詳情亦已經列出。專題小組討論的方式，
包括會議次數、時長和主持技巧亦已作闡釋。
專題小組討論的資料使用質性數據分析軟件
分析，協助組織、分類和辨認參與者回應的關
鍵主題和模式。用作數據分析的軟件名稱亦
已經列明。

本研究採用的混合研究方法：

大規模 
民意調查

專題討論 
小組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

參與者的社會經濟背景如下：
(i) 15至18歲的中學生
(ii) 19歲以上的大學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iii) 23至30歲的年輕專業人士
(iv) 31歲至59歲的職涯中期專業人士
(v) 經濟服務行業的人士
(vi) 醫護行業的人士
(vii) 小企業東主

2022年1月12日 
至2月7日

4,586  

名受訪者

方法



7

圖一以圖像方式呈現可觀察變數和潛在變數
的關係。潛在變數的領域用橢圓形表示：健
康、消費、社會環境、生活質素和體制。矩形
則表示可觀察變數(年齡、性別和社會經濟地
位)和外部因素(社會人口狀況、種族和對香港
政治環境的看法)。潛在領域之間的關係就用
箭頭標示。

整體而言，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方法，結合問
卷調查的量化數據和專題小組討論的質性資
料，使我們能夠全面了解疫情期間的可持續
性行為。同時使用這兩種資料收集方法，有助
詳盡細緻地理解研究課題，並促進研究結果
互相印證。

方法

年齡

性別

社會經濟地位

種族

對香港政治環境的看法

健康

消費

社會環境

生活質素

體制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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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關行為轉變、消費、社會環境、
生活質素與香港體制

本節介紹研究的主要發現，重點介紹香港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期間，在各個領域觀察到的行
為變化。研究結果依照五個領域整理而成。

健康相關
的行為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外出、洗手
和佩戴口罩等行為帶來顯著變化。
在健康領域中經常提到的關鍵詞有
「減少外出」(13％)，「頻繁洗手」
(13％)和「經常佩戴口罩」(11％)。對
人群的恐懼以及在人口稠密空間中
感染病毒的風險，導致大幅度地減
少外出。全球實施了社交距離措施
以遏制病毒的傳播，而香港疫情嚴
竣亦促使居民相應地調節行為。政

府的限聚令，包括限制聚會和餐飲
處所，對塑造參與者的行為和經歷
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洗手和消毒已
經成為根深蒂固的習慣，參與者經
常洗手並採取預防措施消毒個人物
品。所有參與者都匯報有長期戴口
罩的情況，源由是香港實施了口罩
令。總的來說，疫情期間與健康相關
的行為主要圍繞保障健康和衛生。

消費模式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旅行、購
物和廢物產生有顯著影響。參與者
經常提到的關鍵詞有「減少旅行」 
(12％)，「網上購物」(12％)和「包
裝/購物衍生廢物增加」(9％)。大
多數參與者明顯減少外遊，這與問
卷調查顯示減少搭飛機外遊的結果
一致。入境旅客被強制入住隔離酒
店是主要的障礙，參與者將其描述

為「創傷性」的經歷。因此，人們更
傾向在家購物及減少外出，從而更
加傾向網購。網上平台被認為更安
全、更方便，而折扣亦是誘因之一。
可是，網購增加也導致包裝廢料和
閒置物件的激增，使參與者家中積
存更多閒置物件。此外，網上銀行
在疫情期間因其安全便捷而受到歡
迎。

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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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參與
者對當局的支援不足表示不滿，並
對選擇性執法表示擔憂，這亦深深
地影響了他們的行為和經驗。政府
法令在塑造參與者行為方面發揮了
關鍵角色。 在受訪者討論社會和環
保活動參與時，在各個方面中，最
常提及的話題是「提高環保意識」 
(22％)、「增強可持續發展知識」 
(18％)和「減少社會和環保活動參
與」(13 %)。參與者報告他們的環保
意識有所提高，例如留意到有更多
塑膠和口罩廢物存在於環境中，而

社會環境 留在家中的時間增多，使他們更加
察覺到自己每天產生的廢物。他們
透過播客和文章等多個來源學習知
識。然而，儘管意識有所提高，參與
者在疫情期間並無積極參與集體行
動或活動，例如捐款予慈善機構或
者參與清潔海灘。他們缺乏參與行
動的原因仍然不明。從對話中，研究
團隊得到的整體印象是，長期以來
不積極參與慈善活動的習慣具有很
大慣性，抵消了疫情對行為改變的
所有影響。

生活質素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的社
會和環境活動參與有明顯影響。參
與度下降的兩個主因如下：社交距
離政策限制團體活動和義工活動，
以及公共衛生情況使義工服務的機
會延後及缺乏。然而，人們的戶外
活動有所增加，尤其是遊覽大自然 
(11%)，例如遠足和到訪大自然，因

為參與者在受限條件下尋求消閒和
喘息空間。這場疫情也影響了生活
質素，有參與者報告曾受種族歧視，
醫 護 人員表現出高水平的衛生習
慣，老年人改變了他們的出行模式。
整體而言，疫情重塑了社會和環境
參與的行為，對香港居民的生活同
時產生了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對香港機構和
制度的看法 

關於對體制和組織的看法方面，參
與者表達了不同的觀點。 網上銀行
(15%)由於讓人們不需親往銀行交
易，其便利性在疫情期間獲得正面
回饋。然而，各個專業團體、小企業
東主和醫護人員普遍對當局缺乏對

疫情期間的增援(12%)表示不滿。
人們對撥款分配和選擇性執行疫情
相關法令表示擔憂。 有人質疑隔離
規定的公平性，認為存在雙重標準
(11%)。

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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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消費和生活品質互動的相
關行為轉變，造成多方面的影響：

1.	 更多時間接觸大自然：參與者報
告報稱減少外遊讓他們有更多時
間接觸大自然，這對他們的整體
生活品質有正面影響。探索本地
的遠足小徑、露營和海灘成為替
代出外度假的普遍選擇。

2.	強制隔離措施帶來勞累：無法外
遊和疫情期間持續的工作量使勞
動者感到筋竭力疲。缺乏休假和
有限的旅行選項加重了壓力。

3.	假期中仍難擺脫工作：由於遙距
辦公和網上工具能夠輕易取用，
人們就算在特定休假日仍難擺脫
工作。由於身在香港，人們無法
完全放鬆，因為覺得必須繼續工
作才可滿足期望。

相關領域交互的行為轉變

健康與消費 我們發現健康與消費行為存在顯著
的關聯。在疫情期間減少外出的人
更傾向在網上購物和訂購外賣。

在消費領域，我們還觀察到環保意
識與各種行為之間的互動。環保意
識較高的參與者更可能採用可重複
使用的產品，對可持續產品感興趣，

重複使用塑料袋和容器，並注意包
裝廢物。部份參與者提及採取一些
小步驟來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例如節約用水、選擇包裝塑料最少
的產品、棄置口罩前緊纏成一球，以
免及後被吹致大海對海洋生物造成
傷害。這些發現突顯健康相關行為
與可持續消費實踐之間的連繫。

消費與生活
品質

4.	對不確定的未來有不同感受	/	對
看不見希望的未來覺得絕望：年
輕的專業人士對於外遊受限感
到沮喪和失去盼望，因為他們沒
有值得期待的事情。欠缺休假以
及恢復外遊的不確定性影響了他
們的幸福感和動力。

5.	探索本地社區有正面影響：由於
外遊並不可行，人們被迫在本地
社區尋求消閒活動。許多人發現
香港有許多遠足徑和風景名勝，
對自己的城市產生欣賞之情。

整體而言，疫情重塑了消費、旅行和
生活品質之間的關係，促使人們尋
找其他方式享受休閒時間、適應遙
距辦公，以及應對沒有外遊機會的
情況。

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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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和行為轉變

在參與可持續行為方面，年齡、性別、教育、
家庭規模和收入都跟參與度相關。研究貫徹
地顯示年齡與可持續行為有所關連。性別對
各個領域的影響各有不同，教育和種族也會
影響行為。家庭特徵譬如家庭規模和收入構
成複雜的影響。對體制表現的評價和對政治

環境的認知亦會影響行為。種族歧視的存在
顯示提高相關意識的必要性。醫護人員優先
考慮衛生並減少外出，而年輕人對健康較不
注重並繼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年長的研究
參與者改變出行模式。這些發現顯示在疫情
期間塑造可持續行為因素的複雜交互作用。

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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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各個領域的可持
續發展行為產生重大影響。本研究探討健康
習慣、消費模式、社會環境、生活品質和香港
機構及制度所受的正面和負面影響。人們愈
來愈重視健康和衛生，但由於用完即棄口罩
和手套的廣泛使用，致使用完即棄的塑膠廢
物激增。消費行為已趨向減少外出和增加網
購，導致碳排放量減少，但包裝廢料和購物相
關的廢棄物增加。面對面互動減少使交通的
碳排放量下降，但增加使用數碼設備加劇了
能源消耗。

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有所提高，但積極
參與的機會有限。疫情也影響了人們的生活
質素，加重壓力和焦慮感，並減少了戶外活
動。機構透過網上交易提供便利，但給予公
眾的增援卻令人失望，醫療保健系統和零工
經濟俱存在漏洞。年齡、教育程度和種族都
會影響可持續發展行為，因此需要適切的介入
措施。研究結果強調需要制定積極有為的政
策，應對疫情對香港可持續發展行為的影響
所帶來的挑戰和機會。 

基於上述結果，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摘要與政策建議

1. 選用可持續產品取代
一次性塑膠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2(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推行教育推廣活動，宣傳以可持續產品取代一次性塑膠的
重要性，以應對負面環境影響。

2. 推廣可重用環保物料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4(水下生物)、#15(陸地生物)
鼓勵開發和使用可重用的創新環保物料。

3. 鼓勵採用可持續的 
包裝方法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2(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推行政策鼓勵企業採用可持續的包裝方法，以推廣使用可
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物料。

4. 有意識地進行 
網上購物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2(負責任消費和生產)、#13(氣
候行動)
推行教育推廣活動，宣傳有意識地消費，鼓勵市民網上購物
時考慮可持續發展，並作出相應選擇，例如選用包裝最少的
產品，或選用堅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品牌。

5. 採用高能源效益 
的技術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7(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
推行措施推廣在電子領域採用高能源效益的技術和做法。

6. 平衡虛擬和面對面
交流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1(可持續城市和社區)、#13(氣
候行動)
鼓勵個人和機構在虛擬和面對面交流之間取得平衡，著重
有意義的人際關係，同時考慮過度使用電子工具對環境帶
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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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與政策建議

7. 網上推廣可持續行為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4(優質教育)、#12(負責任消費和
生產)
透過虛擬平台和網上活動鼓勵市民實踐可持續行為，讓市
民可以在家輕鬆地參與有關可持續發展的活動。這類電子
平台可提供教育資源、虛擬工作坊和互動活動。

8. 公私業界合作推動 
可持續發展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7(促進目標實現的伙伴關係)、 
#13(氣候行動)
促進公私業界合作，共同想出創意方法，把個人的可持續發
展意識和實際行動能力接軌。公私業界合作可推行多類措
施，例如贈送可持續使用產品、推行社區為本計劃和發展可
持續基建。

9. 便利的精神健康支援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3(良好健康與福祉)
投放資源為受疫情影響的人士提供便利且全面的精神健康
服務，加強精神健康支援系統，包括透過輔導服務、支援熱
線和網上精神健康平台推廣精神健康。 

10. 增加室外活動和 
綠色空間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1(可持續城市和社區)、#15(陸
地生物)
增加符合公眾健康指引的戶外活動，在身體健康和休閒之
間取得平衡。鼓勵設立和維護綠色空間、公園和自然保護
區，有助提升身心以至整體健康。

11. 提升電子基建和 
服務便捷程度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
提升電子基礎和網上服務的便捷程度，確保用家可順暢高
效地進行網上交易，包括加強電子素養教育活動，以及投資
建立安全和方便用家的網上平台。

12. 加強溝通和社會參與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
加強有關當局與社會之間的溝通和協調，確保危急情況下
運作透明、反應迅速，並及時提供支援。建立收集公眾建議
的機制，以及在決策過程中加入市民觀點，可增加信任和加
強問責。

13. 消除醫護系統中 
的歧視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3(良好健康與福祉)、#10(減少
不平等)
在醫護系統內推行全面反歧視政策和措施，處理並消除基
於種族或其他因素的歧視，包括舉辦教育活動、培訓，以及
嚴格執行現有法規。

14. 保障零工經濟下 
的自由工作者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8(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10(減
少不平等)
訂立勞工市場規例，確保零工經濟下的自由從業員享有足夠
保障和權利，包括建立保障合理收入的和防止剝削機制。



14

總而言之，2019冠狀病毒疫情對香港人的可
持續發展行為產生了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這
次經驗帶來的教訓對於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實
踐，以及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體制、公

共政策，至關重要，尤其是像香港這種人口稠
密的城市。無論2019冠狀病毒疫情或其他流
行病會否重臨，政策制定者必須借鑑經驗，制
定政策和計劃來應對已知的挑戰和機會。

摘要與政策建議

15. 學校的可持續發展
教育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4(優質教育)、#12(負責任消費和
生產)
將全面的可持續發展教育納入所有教育程度的院校，提高
對可持續行為的意識、知識和實用技巧，包括環境保育、負
責任消費、社會責任等議題。

16. 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
可持續發展教育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4(優質教育)、#17(促進目標實現
的伙伴關係)
鼓勵教育機構、民間團體和持份者合作，共同為兒童和青少
年設計和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活動和措施，包括互動工作
坊、社區參與計劃和課外活動，培養對環境的責任感和社會
意識。

17. 具文化觸覺的可持續
發展教育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4(優質教育)、#10(減少不平等)
針對不同教育程度和背景的人士的需要和觀點，設計相應
的可持續發展教育課程。這些課程的教育方向應具備文化
觸覺，並透過不同媒介有效地接觸不同族裔和教育背景的
人士。

18. 推動少數族裔實踐 
可持續行為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2(負責任消費和生產)、#17(促
進目標實現的伙伴關係)
因應不同少數族裔的文化常態、價值觀和信仰，推行相應的
教育活動和措施。與族群領袖、機構和地區網絡合作，確保
有效地接觸目標群眾，並發放有關可持續發展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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