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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Vote for Hong Kong （2024）（V4HK） 由在英港人發起，旨在動員英國國民
（海外）（BN（O））護照持有者及有投票資格的在英港人參與來屆英國大選。
V4HK致力成為在英港人與英國政界之間的信息渠道，務求於英國政界決策過程
中反映港人聲音。 
 
V4HK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中旬至二零二四年一月初就在英港人的政策訴求和政
治偏好進行問卷調查。我們另外舉辦兩場焦點小組（focus group）會議，以深
入瞭解參與者的觀點，補充問卷調查結果。本報告重點介紹目前在英港人的政

黨傾向、就英國社會問題的看法、以及政策偏好。 
 
1. 在英港人移民大多循英國國民（海外）簽證計劃移民英國，儘管他們依然
強烈保持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們大多計劃永久定居英國。76.1%的受訪
者為英國國民（海外）簽證主申請人，另有 16.5%的受訪者為英國國民（海
外）簽證附屬申請人。85.9% 的受訪者計劃打算在可預見的未來留在英國。
他們大多因急劇惡化的政治環境離開香港，但他們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依然

強烈，而此身分認同亦繼續影響他們在英國的政治參與。 
 
2. 在英港人移民期待行使他們在英國的政治權利，而大部分受訪者亦已登記
成為選民。英國國民（海外）簽證主申請人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身分，符

合大選投票資格，但其附屬申請人只可在歸化後投票。81.0%的受訪者已登
記成為選民，另有 7.5%計劃登記，而 88.5%已登記成為選民的在英港人計
劃長居英國。我們可預期他們將會活躍參與來屆及往後的英國選舉。未能登

記為選民的英國國民（海外）簽證附屬申請人亦可在取得英籍後參與英國選

舉 。 
 

3. 在英港人最關注對華對港的外交政策，亦最不滿英國政府在此議題的表現。
55.7%的受訪者認為對華及香港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要」，為各選項之中最
高。近乎所有焦點小組參加者都會選擇對華取態清晰強硬的候選人。而同時，

50.9%的受訪者不滿英國政府在此議題的表現，只有少於 15%的受訪者表示
滿意。 

 
4. 在英港人最支持應對中國及香港政府威權的政策，並尤其關心跨境鎮壓。
過半受訪者認為「打擊中國及香港政府海外監視、騷擾或恐嚇異議人士的行

為」（62.2%）、「制裁侵犯人權的中國及香港官員」（59.0%）及「關閉
英國境內孔子學院」（52.2%）「非常重要」。受訪的在英港人均十分重視
英國政府能否在中國跨境鎮壓及全球威權主義擴張的浪潮下保衛他們的政治

自由。這議題亦影響到在英港人投票時的考慮。 
 
5. 大多數合資格在英港人選民沒有明確的政黨傾向。大部分受訪者就自己的
政黨傾向表示「沒有傾向」（31.2%）或「不知道」（13.4%）。其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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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黨獲 20.8%的受訪者支持，仍然是在英港人社群中最受歡迎的政黨，但與
二零二三年六月進行的另一調查相比，保守黨的領先優勢經已明顯縮小。排

行第二和第三的政黨分別為自由民主黨（15.9%）和工黨（7.2%）。由於大
部分受訪者未有明顯政黨傾向，我們期望所有政黨都有機會爭取到在英港人

選民的支持，尤其是在香港監察研究中列出的邊緣席位（marginal seats）。 
 
  

https://www.hongkongwatch.org/all-posts/2023/11/22/first-time-and-floating-how-140000-hong-kongers-could-swing-seats-at-the-next-uk-general-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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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自英國國民（海外）（BN（O））簽證計劃於 2021年推出至今，在英港人數量
迅速增長，並已成為英國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的選民群體。據官方數據顯示，截

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透過 BN（O）簽證計劃抵達英國的人數多達十四萬人，
而英國政府總共簽發超過十九萬個 BN（O）簽證。1BN（O）簽證的主申請人均
持有英過國民（海外）公民身分，有資格在來屆大選投票，而他們的附屬申請

人在歸化後也將有資格投票。2換言之，單是考慮那些已經抵達英國的港人，英

國在來屆及往後的選舉中預計將新增超過十四萬名新選民。 
 

儘管港人人數不斷增加，坊間仍未有系統地了解此一新興移民群體的政治傾向

及其對英國政治的潛在影響。這項民調嘗試探究：一）在英港人的政治潛力；

二）在英港人的選舉偏好。我們的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的發現可歸納如下： 
 

● 儘管大多數初定居英國的港人對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仍然很強，他
們都打算在英國永久定居。 

● 大多數人透過英國國民（海外）（BN（O））簽證移民，並享有一定的
政治權利。 

● 在英港人渴望行使他們新獲得的政治權利，而大部分人已經登記成為選
民。 

● 香港人最關心對華對港的外交政策，亦最不滿英國政府在這方面的表現。 
● 具體政策方面，香港人最支持應對中國和香港政府威權擴張的政策，並
尤其關注跨境鎮壓問題。 

● 大多數香港人沒有特定政黨傾向。保守黨獲 20.8%受訪者的支持，是最
受在英港人歡迎的英國政黨。在二零二三年六月進行的另一項調查中，

超過一半在英港人支持保守黨。 
 
 
  

 
1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
december-2023/safe-and-legal-humanitarian-routes-to-the-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 bno-
route 
2在蘇格蘭和威爾斯，合法居英但沒有英國公民身分的人被歸類為「符合資格的外國公民」

（qualifying foreign nationals/citizens），合資格在地方選舉和在蘇格蘭和威爾斯的議會選舉中
投票，但不能在全國大選中投票。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december-2023/safe-and-legal-humanitarian-routes-to-the-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bno-rou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december-2023/safe-and-legal-humanitarian-routes-to-the-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bno-rou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december-2023/safe-and-legal-humanitarian-routes-to-the-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bno-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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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線上問卷調查和隨後的焦點小組（focus group）。我們以
後者的結果試圖解釋問卷調查中的觀察。 
 
第一階段： 
 
我們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二四年一月七日期間進行網上問卷調

查，對象為英國各地的香港人，期間 V4HK 及眾合作機構通過各網上平台（如
我們的網頁、Facebook、Instagram、X、Telegram、Signal 及WhatsApp）發放
問卷。此外，我們在英國不同城市的社區活動中分發了印有問卷二維碼的傳單，

以便與居住在這些城市的香港人直接接觸。問卷有繁體中文和英文兩個版本。 
 
由於缺乏在英港人的官方人口統計，我們採用便利抽樣法（convenience 
sampling）。符合以下所有條件的人都有資格參與調查：（一）18 歲以上；
（二）自我認同為香港人；（三）目前居住在英國（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

爾斯或北愛爾蘭）。我們共收到 1273 份回應，其中 1220 份符合所有條件，並
被採納為有效回應進行分析。附錄列有受訪者的人口特徵簡表。 
 
第二階段： 
 
在這些有效回應中，有 334 位受訪者表示有興趣參加焦點小組會議，作為後續
研究。我們在二零二四年二月，透過電子郵件發送了 256 份邀請函。我們根據
受邀者的性別、年齡和居住地區來選擇受邀者，以組成符合我們問卷樣本人口

特徵結構的焦點小組。隨後，我們於二零二四年三月成功舉辦了兩場焦點小組

會議，每場會議有四人參加，持續約一小時四十五分鐘。會議全部在網上以粵

語進行。在 V4HK 代表的主持下，眾參與者分享了移居英國前後的個人經歷，
以及他們對英國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不同看法。第一階段調查的完整問卷和第二

階段焦點小組的完整討論大綱都已上傳到我們的網站。3 
 
我們的方法有幾個限制。雖然隨機抽樣可以有效消除採樣偏差，但由於我們團

隊無法掌握全國在英港人社群的人口特徵及其他資料，故無法使用隨機抽樣法。

便利抽樣法和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便是次佳選擇。我們的團隊
利用在英港人的社區網絡進行抽樣，透過網路廣告和現場社區活動向在英港人

徵集調查問卷。我們亦鼓勵受訪者在他們的網路中傳播問卷。焦點小組的參與

者即是問卷受訪者中自薦參與招募的。 
 

這些抽樣方法可能會帶來選擇偏差，給予那些活躍於英國香港社區的香港人過

多比重。不過，由於我們的研究結果與海外離散港人的各媒體上的言論並沒出

現太大偏差，因此沒有理由認為這種抽樣偏差會導致調查結果出現重大誤差。 
  

 
3問卷和焦點小組討論大綱：https://www.vote4hk.uk/survey-report  
 

https://www.vote4hk.uk/survey-report


6 

研究結果 
 

1. 在英港人及其政治參與概況 
 
港人移民正迅速成為英國社會中重要的持分者。本節將集中介紹在英港人作為

移民群體的特質。我們發現，大多數在英港人：一）計劃在英國永久定居，同

時與香港保持密切聯繫；二）為英國國民（海外）簽證的受益者；三）為英國

選舉的熱心準選民；四）生活壓力大，但總體上對在英國的生活感到滿意。有

關樣本人口統計特徵的更全面描述，請參閱附錄。 
 
儘管大多數香港移民對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仍有認同，他們都打算在英國永

久定居。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者（90.0%）在過去三年內移居英國（表
一）。 85.9% 的受訪者計劃在可預見的將來留在英國，只有 3.2%計劃離開。其
餘的受訪者（10.9%）不確定是否會繼續在英國生活（表二）。焦點小組參與
者一致認為，香港政治環境惡化是移民英國的主要原因。例如，有參與者形容

香港的政治環境令他們感到窒息。受訪者普遍認為，二零二零年在香港實施的

《國家安全法》是促使他們考慮離開香港的關鍵事件。對某些人來說，離開香

港的決定源自於 2019 年香港爆發的反修例抗議運動。其中一人更將香港民主運
動自二零零零年代停滯不前列作移民誘因。 
 

 n=1,218 
在英國土生土長 0.2% 
少於半年 9.0% 
半年至一年 10.3% 
一年至兩年 32.4% 
兩年至三年 38.2% 
三年以上 9.4% 
不想回答 0.4% 
表一：受訪者在英國的居住時間 
 

 n=1,217 
留在英國 85.9% 
計劃轉往其他國家或回港定居 3.2% 
不知道 10.9% 
表二：受訪者留在英國的意向 
 
所有焦點小組參與者都強烈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其中一些參與者亦明確

表示希望在英國保留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他們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受到

了香港日益嚴重的審查制度的威脅，而部分權益，如基本的言論和新聞自由，

亦無法在香港正常行使（「有啲嘢喺香港做唔到」）。故此，移居英國為他們

提供了繼續傳承香港獨特故事和歷史的避風港。此外，由於香港的獨特歷史以

及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不同看法，參與者普遍認為香港人的身份有別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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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近一半的參與者贊成將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區別制度化，例如在就業和銀行

申請表中將香港人列為不同於中國人的族裔。 
 
值得注意的是，強烈的香港人身分並不妨礙他們形成英國人身分認同。有些人

認為自己是「英國香港人」（British Hongkongers），強調香港人身份與英國
身份是相容的。與單純「英國人」身份相比，他們更喜歡使用複合的身分認同，

因為他們不想放棄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一些焦點小組參與者強調了英國居民與

公民之間的差異。他們表示，他們尚未成為「英國人」，現在只是「居民」，

但如果他們在英國國民（海外）簽證「五加一」完成後獲得英國公民身份，他

們亦可能會認同自己是「英國香港人」。 
 

雖然香港人熱衷於參與英國政治，但他們的香港人身分對他們在英國的政治參

與有多重要？在英國公司註冊處（Companies House register）進行粗略搜尋，
顯示約有三十個主要目的為服務在英港人移民的已註冊團體（社區利益公司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慈善機構或其他註冊實體）。還有更多類似
的團體以非正式或非法人的形式存在，例如位於大倫敦薩頓（Sutton）的一個
著名社區團體。這些團體，無論是否為法人團體，都是在英國的香港移民建立

聯繫和採取集體行動的重要紐帶，促進了從街坊聯誼到向國會議員發起請願等

各種集體行動。 
 
然而，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人（66.4%）在移居英國後並沒有積極參
與香港人社區的活動（圖一）。焦點小組參與者認為這是源於安頓家庭及謀生

已令他們無暇或無餘力參與社會或政治行動。然而，正因為他們看到香港獨有

的身份和價值觀正被當局蠶食和抹殺，他們大多認為自己有責任充分利用他們

在英國享有的自由，並而離散港人的身分保護他們認同的身份和文化。這種動

機亦局部解釋了為何許多在英港人熱衷於與其他國籍的人分享自己的文化和政

治經驗。 

 
圖一：受訪者移居英國後參與香港人社區活動的情況 

 
大多數人透過英國國民（海外）簽證計劃移民。根據官方數據，在二零二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期間，約有 140,300 人透過英國國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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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抵達英國。4我們的調查反映了 BN（O）計劃在英國香港人社區中的重要作
用。超過四分之三（76.1%）的受訪者以 BN（O）簽證主申請人的身分居住在
英國，而 16.5% 的受訪者則持有 BN（O）親屬簽證（表三）。焦點小組的參與
者列出了多個使他們選擇移民英國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他們認為透過 BN（O）
途徑移民相對容易，而且較可能成功。一位焦點小組參與者亦表示英國 BN（O）
計劃的資格和要求與其他香港人熱門的移民目的地（如加拿大、澳洲和台灣）

的簽證相比更為簡單明瞭，也更容易滿足。香港人對英國的文化和歷史情結亦

為另一個主要因素。 
 

 n=1,215 
BN（O） 簽證（主申請人） 76.1% 
BN（O） 簽證（親屬） 16.5% 
工作／全球人才／學生簽證 1.0% 
英國公民或其配偶 5.1% 
政治庇護或難民 0.2% 
其他 0.3% 
不想回答 0.7% 
表三：受訪者目前的簽證類別 
 
香港人渴望行使作為選民的政治權利。許多香港移民目前有資格或將有資格在

大選中投票。英國國民（海外）簽證的主要申請人作為英國國民（海外）公民，

有資格在即將舉行的大選中投票。英國國民（O）家屬只有在獲得英國公民身
份後才有資格在大選中投票。5加上目前擁有英國公民身分的受訪者，81.2% 的
受訪者有資格在即將舉行的大選中投票（表三）。 
 
在英港人相當了解自己在英國的政治權利。超過五分之二（41.4%）的受訪者
認為自己「清楚」（32.4%）或「非常清楚」（9.0%）了解自己在英國的政治
權利（例如，他們是否有投票權或參選權，以及他們可以參加哪些選舉）。 
42.9%的人表示了解程度一般，而只有一小部分人（15.6%）表示「不清楚」
（13.9%）或「非常不清楚」（1.7%）（圖二）。他們對自身政治權利的了解
也反映在他們的選民登記統計數據中。超過五分之四（81.0%）的受訪者已經
登記成為選民，而 7.5%的受訪者打算登記成為選民（表四）。在已登記成為選
民的受訪者中，88.5% 打算留在英國（表五），我們預計他們將在二零二四年
及以後的選舉中成為選民。 

 
4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
december-2023/safe-and-legal-humanitarian-routes-to-the-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 bno-
route 
5在蘇格蘭和威爾斯，合法居英但沒有英國公民身分的人被歸類為「符合資格的外國公民」

（qualifying foreign nationals/citizens），合資格在地方選舉和在蘇格蘭和威爾斯的議會選舉中
投票，但不能在全國大選中投票。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december-2023/safe-and-legal-humanitarian-routes-to-the-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bno-rou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december-2023/safe-and-legal-humanitarian-routes-to-the-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bno-rou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december-2023/safe-and-legal-humanitarian-routes-to-the-uk#british-national-overseas-bno-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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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受訪者對其在英國政治權利的理解 

 
 n=1,219 
已登記為選民 81.0% 
尚未，但打算登記為選民 7.5% 
尚未，亦不打算登記為選民 0.9% 
不符合選民資格 6.3% 
不知道自己是否符合選民資格 3.6% 
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登記為選民 0.7% 
表四：受訪者目前在英國的選民登記狀況 
 

 n=986 
留在英國 88.5% 
計劃移居他國或返回香港 2.0% 
不知道 9.4% 
表五：登記選民中留在英國的意向 
 
大多數焦點小組參與者同意，投票是履行其作為英國居民的「基本公民責任」

的重要方式。自二零二一以來，近一半的受訪者已經在所屬地區的不同選舉中

投票。他們熟悉如何參與選舉，並會參考過往在香港的投票經驗。部分受訪者

表示正是香港自由民主淪喪促使他們更珍惜在英國的投票機會。 
 
然而，他們在政治參與方面仍然存在某些障礙。一個主要障礙是對英國政治缺

乏了解。只有近五分之一（19.8%）的調查對象認為他們對英國政治「了解」
（16.5%）或「非常了解」（3.3%），而約一半（50.9%）的調查對象認為他
們對英國政治的了解程度為「一般」（圖四）。一些焦點小組參與者亦因為對

英國政黨及其候選人了解不夠而沒有參加過往地方選舉投票。也有人認為，地

方選舉對他們較關心的外交議題影響較小。總體而言，焦點小組參與者渴望更

深入了解英國政治，以便更好地參與即將到來的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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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受訪者對英國政治的理解 

 
香港人在英國有一定生活壓力，但總體上對在英國的生活感到滿意。超過一半

（50.1%）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生活品質「好」（45.8%）或「非常好」
（4.3%）。 43.8%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品質「一般」。只有 5.9% 的人認為他們
的生活品質「差」（5.1%）或「非常差」（0.8%）（圖四）。大部分受訪者
（60.7%）亦對在英國的生活感到「快樂」或「非常快樂」（圖五）。 

 
圖四：受訪者對英國生活品質的評價 

 
圖五：受訪者在英國生活的幸福程度 

 
然而，受訪的在英港人也有一定程度生活壓力。31.2%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英
國的生活壓力「大」（27.6%）或「非常大」（3.6%），但只有大約不到五分
之一（18.2%）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英國的生活壓力「小」（14.0%）或「非常
小」（4.2%）（圖六）。當被要求列出給他們生活造成最大壓力的事情時，超
過一半（51.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受到「生活成本」的困擾，其次是「自己
或家人的就業機會」（35.4%）和「稅金」（35.0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
訪者也表示「中國及香港政府的跨境鎮壓行動」（30.7%）以及「香港的社會
政治狀況」（28.2%）是他們的壓力來源（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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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受訪者在英國的生活壓力水平 

 

 
圖七：在英國生活或計劃移居英國期間給受訪者造成最大壓力的因素 
 

2. 在英港人關心什麼？ 
 
鑑於大量在英港人已經有資格或即將有資格在英國選舉中投票，從政者及社運

人士有必要更深入了解此一新興選民群體的選舉選擇進行調查。在英港人的政

策取向可為我們了解他們的投票選擇提供有力的線索。本節旨在透過描述在英

港人如何評定社會政治議題的重要性、他們對每項議題的滿意程度，以及他們

認為哪些具體政策措施是重要的，從而豐富我們對在英港人選舉取向的了解。

我們的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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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港人優先考慮對中國和香港的外交政策。受訪者被問及他們認為一系列英

國社會問題的重要性。結果明確顯示，55.7%的在英港人認為「對華及香港的
外交政策」「非常重要」，這一比例在所有議題中最高（圖八）。當我們將受

訪者對不同政策議題的重視程度轉化為五點量尺，即 0 代表「完全不重要」，2 
代表「中立」，4 代表「非常重要」時，這個結果得到了印證，「對中國和香
港的外交政策」的平均分數最高，達到 3.47（圖九）。 
 

 
圖八：受訪者對英國不同社會議題重要性的看法 
 

 
圖九：受訪者對英國不同社會問題重要性認知的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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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參加者也將外交政策放在眾議題首位。幾乎所有焦點小組的參與者都

同意，英國對中國和香港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強硬的立場，應被放在優先

位置，而調查結果與他們對其他香港人的取向的理解相符。有些人甚至表示，

他們「一定會投票給對華強硬的鷹派候選人」。一位參與者指出，雖然強硬對

華政策是首選，但民生問題仍應優先處理，因為從長遠來看，民生問題某程度

上決定了英國的國家實力。也有人補充說，主流英國人也會將國內社經問題置

於外交政策之上，而香港人作為英國的少數群體，很難有力地將焦點轉到外交

議題。也有人指出，雖然對華強硬立場是重中之重，但能夠解決國內民生問題

的候選人方會成為他們的心儀。進一步的解釋是，這最有利於國內穩定，因此

也是英國對抗中國最可持續的方式。 
 
這並不表示其他議題與香港人的投票選擇無關。舉例來說，「犯罪率及公共安

全」是第三最重要的議題（圖八及圖九），而部分參與者亦提到他們認為社區

內罪案猖獗。在焦點小組會議中，就業和教育問題也被提及。然而，這些問題

在參與者中的突出程度各不相同，這與外交政策被一致列為優先事項形成了鮮

明對比。歸根究柢，雖然個別香港人可能對本地民生議題的優先次序有不同看

法，但他們絕對同意應優先處理對香港和中國的外交政策。 
 
在英港人對英國外交政策的表現也最不滿意。受訪者被問及對同一系列社會議

題的滿意或不滿意程度。超過一半（50.9%）的受訪者對英國的「對華及香港
的外交政策」表示「非常不滿意」（14.4%）或「不滿意」（36.4%），只有
0.8% 表示「非常滿意」 ，13.3% 表示「滿意」（圖十）。調查結果轉換成五點
量尺（圖十一），0 表示「非常不滿意」，2 表示「中立」，4 表示「非常滿
意」。如圖十一所示，在英港人對「個人政治權利」（2.59）、「種族歧視」
（2.37）、「勞工權益」（2.36）和「教育」（2.34）表示滿意。他們對「對
華及香港的外交政策」（1.50）、「經濟狀況」（1.60）、「犯罪率及公共安
全」（1.77）、「醫療服務」（1.81）及「移民及難民政策」（1.95）表示不
滿。 
 

 
圖十：受訪者對英國不同社會議題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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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受訪者對英國不同社會議題滿意度的平均分數 

 
在具體政策或措施方面，香港人傾向於優先考慮政府對中國和香港政府的政

治壓迫的回應。調查要求受訪者就多項政策議題或措施的重要性作出評分。超

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打擊中國及香港政府海外監視、騷擾或恐嚇異議人士的

行為」（62.2%）、「制裁侵犯人權的中國及香港官員」（59.0%）和「關閉英
國境內孔子學院」（52.2%）「非常重要」（圖十二）。當結果轉化為五點量
尺（0 代表「完全不重要」，2 代表「中立」，4 代表「非常重要」）時，「打
擊中國及香港政府海外監視、騷擾或恐嚇異議人士的行為」的平均分數最高

（3.55）（圖十三），顯示在英國的香港人非常重視這項措施。 
 

 
圖十二：受訪者對不同政策或措施重要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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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受訪者對不同政策或措施的重要性認知的平均分數 
 
有鑑許多在英港人因香港政治自由的惡化而離開香港，他們重視旨在對抗中國

在英國的監控和阻止香港進一步鎮壓的政策措施也是不足為奇。大多數焦點小

組參與者都對可能在英國受中共跨境監控及鎮壓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焦慮，而這

種焦慮亦阻礙了他們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有些人描述了他們親身經歷

的跨國鎮壓，例如在在英港人組織的集會／抗議活動中有疑似中共支持者的陌

生人拍照或錄像，或者在網上受到騷擾。一些參與者也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國滲

透和宣傳的管道；對他們來說，關閉這些學院比制裁侵犯人權的香港和中國官

員更重要。一些焦點小組成員亦提出了調查表中沒有列出的政策主張，例如敦

促英國政府提高黎智英等香港政治犯在國際間的關注。另一位受訪者則建議英

國與其他民主國家加強合作，共同打擊全球威權擴張的浪潮。總之，香港人認

為，英國政府必須保護在英港人的政治自由，使其免受中國的各種影響和跨國

鎮壓，並抵制威權主義在全球的蔓延。 
 

3. 在即將舉行的英國大選中，在英港人的政治立場是甚麼？ 
 
我們的調查亦有問及他們對不同英國政黨的偏好或認同。結果顯示，大多數在

英港人沒有對任何英國政黨明確的偏好（31.2%）或不知道自己支持哪個政黨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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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受訪者的政黨偏好 

 
保守黨（20.8%）在有表示傾向的受訪者中最受歡迎，其次是自由民主黨
（15.9%）和工黨（7.2%）（圖十四）。在大多數受訪者居住的五個地區（大
倫敦、英格蘭西北、英格蘭東南、西密德蘭和英格蘭西南）中，除一個地區

外，其他所有地區都存在相同的結果。6英格蘭東南是五個地區中唯一一個自由

民主黨（24.8%）領先保守黨（20.0%）的地區。選擇「沒有傾向」（37.2%）
和「不知道」（17.1%）的受訪者比例在西密德蘭最高（圖十五）。調查亦發
現，保守黨對中年及年長的香港人更具吸引力。約四分之一四十五至五十四歲

（26.1%） 及 55 歲或以上（24.9%） 的受訪者表示傾向保守黨，而年輕香港人
（18-34 歲） 則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民主黨（19.6 %），只有 12.5% 表示傾向保
守黨，較工黨（12.1%） 略高（圖十六）。 
 

 
6其他地區（東密德蘭、英格蘭東部、約克郡–亨伯、英格蘭東北、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

未包括在內，原因是這些地區的受訪者樣本量較小，因此樣本代表性不足。各地區受訪者分佈

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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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香港人口最多地區的政黨傾向 
 

 
圖十六：不同年齡層的政黨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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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和結論 
 
總括而言，本研究實現了兩個主要目標。首先，自英國國民（海外）移民計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公佈以來，本研究是最早嘗試探討在英港人在英國政治潛在

影響的研究之一。這群新選民力量不容忽視，其原因有二：首先，大多數最近

從香港移民到英國的人都打算在英國永久定居，而這批移民當中大部份人目前

已經有資格在大選中投票，其餘未有投票資格的在英港人亦大多會在在下一次

的大選合資格投票。其次，這群在英港人極可能積極參與英國選舉政治。事實

上，合資格投票的在英港人大多數已經登記成為選民，其中一些已經在英國地

方選舉中投了票。由於他們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香港日益惡化的政治局勢而 
移居英國，他們熱切希望在英國行使在香港失去了的政治權利。因此，我們預

期在即將到來的大選和以後的選舉中，他們將成為熱心的選民。 
 

另外，本研究亦探討了在英港人的選舉偏好。研究顯示，香港人相當關注與中

國和香港威權擴張相關的問題。問卷和焦點小組的觀察都明確顯示在英港人認

為對中國和香港的外交政策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也是他們最不滿意英國政府

表現的問題。有見及此，改進在對華對港的外交政策論述可以大大吸引在英港

人選民的支持。受訪的在英港人也強烈支持應對中國和香港政府政治壓迫問題

的政策。對他們來說，應對跨境鎮壓、制裁在香港侵犯人權的官員以及關閉英

國的孔子學院是最重要的三項政策措施。簡而言之，香港人很可能根據候選人

在他們認為重要的議題上的表現來投票，而候選人對中港問題的立場亦很可能

成為香港人投票選擇的主要因素。 
 

大多數在英港人並未對主要政黨持有強烈傾向。近半受訪者表示沒有傾向任何

英國政黨或不知道自己支持哪個政黨。儘管保守黨相對而然仍為最多在英港人

支持的政黨（20.8%），這不表示保守黨在港人社群當中享有絕對優勢。與全
國趨勢相反，相當一部分在英港人依然支持保守黨，部分原因可能是保守黨在

中國問題上的形象較為強硬，故更受要求在中國和香港問題上採取更強硬政策

立場的在英港人青睞。另一個可能原因是香港人最熟悉的英國政治 人物大多屬
於保守黨，例如港英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勳爵（Lord Chris Patten）， 他十分支
持香港的民主運動，亦仍然是最受香港人歡迎的英國政治人物之一。  雖然 
BN(O)簽證計劃在推出時得到了議會跨黨派的支持，但相當一部分在英港人仍
將該簽證計劃與現屆政府聯繫在一起，甚至歸功於時任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本人。另外，自由民主黨亦更早開始在國會中提出 BN（O）問題，
而此因素亦可能解釋到自由民主黨於在英港人社群中的受歡迎程度。 
 
因此，「議題投票」（issue voting）仍然是最能說明香港人可能如何投票的假
設。他們對英國對中國和香港外交政策的強烈關注，使香港人有別於其他英國

選民群。也許就像許多英國第一代移民一樣，初定居英國的在英港人的政治立

場仍然深受他們在香港的經歷所影響。他們與香港所保持的緊密聯繫也意味著

他們曾在香港面臨而導致他們移居英國的許多政治問題仍然影響著他們在英國

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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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和香港政府在國內外加強政治打壓，加上日益嚴苛的國家安全法規， 
在英港人因此特別關注與外交相關的事務。而對於成千上萬在英國定居的香港

家庭來說，國際政治將繼續成為他們生活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在英

國投票時，在英港人選民不僅是因為情感上的連繫，而是因香港的情況依然切

身影響到他們而繼續關心香港，而且很可能就香港議題決定投票意向。 
 
Vote for Hong Kong （2024）團隊將繼續向相關持分者轉達這些關注，並致力確
保各政黨在為即將舉行的大選草擬和敲定政綱時考慮這些關注。我們將密切關

注和整理各政黨對這些議題的回應，並在在英港人選民考慮投票給哪位候選人

時向他們轉達。我們致力於幫助在英港人行使其公民和政治權利，並在此過程

中加強英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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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附錄：受訪者人口概況 
 
性別 n=1,215 
男 50.0% 
女 45.3% 
非二元 0.4% 
不想回答 4.2% 

 
年齡 n=1,215 
18 – 24歲 5.8% 
25 – 34歲 16.1% 
35 – 44歲 29.6% 
45 – 54歲 30.1% 
55 – 64歲 13.5% 
65 歲或以上 2.7% 
不想回答 2.1% 

 
學歷： n=1,214 
小學或以下 0.4% 
中學 11.3% 
專上教育：非學位課程（包括文憑／證書／副學位課程） 14.4% 
專上教育：學位課程（包括學士學位／研究院） 72.8% 
不想回答 1.1% 

 
現時就業狀況： n=1,218 
全職工作 41.6% 
兼職、自僱或自由工作者 20.4% 
學生 5.1% 
料理家庭者 8.9% 
退休人士 8.9% 
失業／待業／其他非在職 13.1% 
其他 0.8% 
不想回答 1.1% 

 
地區： n=1,211 
大倫敦 23.6% 
英格蘭東南 13.6% 
英格蘭西南 10.3% 
西密德蘭 13.5% 
英格蘭西北 14.9% 
英格蘭東北 1.9% 
約克郡–亨伯 2.8% 
東米德蘭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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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英格蘭 3.1% 
蘇格蘭 7.3% 
威爾斯 1.7% 
北愛爾蘭 0.3% 
不想回答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