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表一 

病人健康問卷-2 (PHQ-2)分數分佈。根據醫學文獻顯示，PHQ-2分數達 3分或以上者

（圖中橙色部分，共 38％受訪者）正受抑鬱症相關的問題困擾，需要進一步的精神健

康評估以診斷是否患有抑鬱症 (Gilbody, Richards, Brealey, & Hweitt, 2007)。 

  



 支持示威活動者對以下對象的情緒反應 (0 - 4 分)  支持警察執法者對以下對象的情緒反應 (0 - 4 分) 

 負面情緒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 正面情緒 

 羞恥 憤怒 自豪 感激   羞恥 憤怒 自豪 感激 

和理 0.30 0.41 3.00 3.31  1.85 1.94 0.66 0.72 

前線 0.24 0.41 2.73 3.26  2.91 3.32 0.01 0.02 

政府 3.52 3.67 0.05 0.08  1.57 1.68 0.72 1.18 

警察 3.47 3.69 0.04 0.10  0.19 0.22 2.42 2.84 

親建 3.32 3.45 0.01 0.08  0.47 0.42 1.70 1.84 

 
圖表二 

支持示威活動者及支持警察執法者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情緒反應（平均分）。方格的顏色越深代表平均情緒分數越高。 

情緒強烈程度參照：0分＝完全沒有，1分＝少許，2分＝中等，3分＝強烈，4分＝非常強烈。 

和理＝「和理非示威者」是指參與反修例引發的示威活動，並堅持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方式（如：遊行集會、張貼標語）表達訴求

的人士。 

前線＝「前線示威者」是指參與反修例引發的示威活動，並以較激烈的方式（如：設立路障、武力對抗執法人員）表達訴求的人士。 

政府＝「香港政府官員」是指香港政府的問責官員，如行政長官、司長及局長等。 

警察＝「香港警察」是指警隊所有執法人員，如防暴警察、警察公共關係科警員、及速龍小隊等。 

親建＝「親建制行動人士」是指不滿反修例引發的示威活動，並作出反制性行為（如：出席撐警集會、阻止示威者張貼標語）的人

士。 

  



 

 
 
圖表三 

支持示威活動者（橙色）及支持警察執法者（綠色）對不同社會群體的同情心分布。

同情心強烈程度參照：0分＝完全沒有，1分＝少許，2分＝中等，3分＝強烈，4分

＝非常強烈。 

和理＝「和理非示威者」 

前線＝「前線示威者」 

政府＝「香港政府官員」 

警察＝「香港警察」 

親建＝「親建制行動人士」 

  



 
 
圖表四 

問題為「你認為（社會群體）應該被視為動物（如：曱甴、狗）看待？」 

0分為非常不應該，10分為非常應該。各受訪者的去人化（dehumanisation）指數為

對「和理非示威者」、「前線示威者」、「香港政府官員」、「香港警察」及「親建

制行動人士」的平均評分 。指數為 0分（綠色部分，21.6%受訪者）表示該受訪者對

上述所有群體都沒有去人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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