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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引言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獲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就公眾對香港傳媒描述

女性手法的看法進行研究。研究包括一項隨機選取成年市民進行訪問的面對

面 住 戶 調 查 ， 以 及 一 項 讓 關 注 團 體 參 與 的 焦 點 小 組 調 查 。 調 查 工 作 於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期間進行。  

 

 

目的  

 

1. 就 傳 媒 內 容 對 性 別 觀 念 所 構 成 的 影 響 ， 對 本 港 及 海 外 相 關 研 究 進 行 文

獻審閱  。  

2. 了解在不同時代和人口特徵 (包括但不局限於年齡、性別、婚姻狀況、

子女數目、教育程度、收入和種族 )下，公眾對大眾傳媒對女性的描述

有何看法。  

3. 評估公眾對傳媒描述女性的手法及對女性的性別定型的接受程度。  

4. 就 不 同 時 代 和 人 口 特 徵 下 ， 辨 識 傳 媒 資 訊 與 公 眾 對 女 性 形 象 及 性 別 定

型的看法之間的關聯。   

5. 就 傳 媒 描 述 女 性 的 手 法 與 年 輕 一 代 的 態 度 及 行 為 發 展 的 相 關 性 ， 收 集

公眾的意見。  

6. 假 如 傳 媒 對 女 性 的 描 述 手 法 與 公 眾 對 性 別 觀 點 的 接 納 程 度 不 一 致 時 ，

收集公眾對未來路向的意見。   

 

 

方法  

 

  文獻審閱 (目的 1) 

  住戶調查 (目的 2、 3、 4)：採用中英雙語問卷，向 1,031 名經由隨機住

戶抽樣而選出的成年人進行訪問，回應率達 62%。  

  焦點小組 (目的 5、 6)：分 8 個界別 (專業人士、社會工作者、教師、家

長、傳媒工作者、學生、關注小組及公眾人士 )，共 46 個同一性別小

組，總共有 322 名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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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結果  

 

對印刷媒 體的接觸度  

 

  報章讀者 (87.7%)閱讀報章時間的中位數為每周約 5 小時。  

  雜誌讀者 (53.7%)閱讀雜誌時間的中位數為每周約 5 小時。  

  最 受 歡 迎 的 雜 誌 類 型 為 資 訊 娛 樂 (佔 讀 者 群 中 的 77.8%)， 其 次 為 時 裝

(14.2%)。  

  網站方面，最受歡迎的類別是資料搜尋網站 (41.4%)，其次為本地印刷

媒體的網上版 (20.6%)。  

  瀏覽傳媒網站時間的中位數為每周約 3 小時。  

 

文獻審閱  

 

香港及外 國的廣告和新聞報 道  

  公眾滿意度正在下降，大概是由於侵犯私隱及含有色情照片所致。  

  海外有關性別描述的研究。  

  女性常被描繪為從事性別定型的職業。  

 

傳媒描述 的影響  

  透過傳媒描述而顯現的性別定型及兩性不平等。  

  由 於 將 女 性 身 體 「 物 化 」 而 引 致 扭 曲 的 審 美 標 準 ， 令 女 性 自 我 形 象 低

落，並且對外表感到不滿，此情況可以影響個人的性態度和信念。  

 

監管和指 引  

  大 部 分 國 家 的 傳 媒 行 業 都 是 受 到 獨 立 的 自 我 規 管 機 構 所 管 治 ， 但 往 往

只涵蓋私隱及新聞自由。  

  香港三大報章漠視香港報業評議會，故此市民認為評議會作用有限。  

 

建議策略  

  要 求 監 察 傳 媒 的 公 眾 運 動 、 加 強 傳 媒 教 育 、 為 新 聞 及 廣 告 機 構 制 定 行

為 指 引 及 守 則 、 重 新 界 定 「 言 論 自 由 」 、 消 費 者 投 訴 、 另 類 媒 體 、 專

業 道 德 訓 練 、 家 長 及 家 庭 教 育 ， 以 及 由 女 性 對 傳 媒 的 做 法 作 出 批 判 性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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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及新 聞圖片樣本  ─  性 別描述  

 

受訪者對三個有關「身體物化」的「廣告圖片」樣本 (Ad O1-3)、三個有關「性

慾」的「廣告圖片」樣本 (Ad S1-3)及三幅有關「性慾」的「新聞圖片」樣本

(News S1-3)作出評論。這些樣本可在附錄 A 內找到。  

 

給予焦點小組評論的樣本分為四類：商品廣告、身體美容廣告、雜誌封面、

報章新聞。這些樣本可在附錄 B 內找到。  

 

住戶調查  

  大部分人對廣告 Ad O3 (59.6%)及 Ad S3 (50.0%)和新聞圖片 News S1 

(79.7%)及 News S3 (76.1%)感到不自在。讓受訪者感到自在 (37.2%)多

於不自在 (7.4%)的只有廣告 Ad S1。  

  有 趣 的 是 ， 雖 然 只 有 一 個 廣 告 是 讓 較 多 受 訪 者 感 到 自 在 而 非 不 自 在  

(Ad S1)，但除了一個廣告 (Ad O3)和兩幅新聞圖片 (News S1 和 S3)以

外 ， 對 於 其 餘 全 部 圖 片 ， 均 有 較 多 受 訪 者 將 其 評 定 為 可 為 社 會 所 接 受

而非不為社會所接受。  

  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整體上均對各個廣告感到自在，只有 10%受訪

者 整 體 上 均 對 各 幅 新 聞 圖 片 感 到 自 在 。 與 他 們 個 人 的 自 在 感 覺 迥 異 ，

大部分受訪者均認為該等廣告和新聞圖片可為社會所接受。  

  有 關 對 廣 告 及 新 聞 圖 片 是 否 感 到 自 在 ， 性 別 和 年 齡 是 兩 個 最 有 強 烈 關

連的因素，女性和年長人士較常感到不自在。  

  有 關 是 否 為 社 會 所 接 納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和 教 育 均 與 大 部 分 變 數 有 關

連， 40 歲以下、教育程度較高的未婚或離婚人士較常認為該些樣本會

獲得社會接受。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廣 告 被 高 度 評 價 為 具 吸 引 力 ， 評 價 最 好 的 是 Ad S2 

(24.7%)，最差的是 Ad O1 (13.1%)。  

  只有 5%受訪者認為廣告整體具有吸引力，只有 10%受訪者認為新聞圖

片整體能引起興趣。  

  有 關 廣 告 的 吸 引 力 ， 性 別 是 最 經 常 有 關 連 的 因 素 ， 男 性 認 為 它 們 較 吸

引。  

  較多受訪者 (雖然只是小數目 )把新聞圖片評為有趣，有 28.6%受訪者把

News S3 評為有趣。年齡乃最大的因素， 30 歲以下的受訪者認為它們

較為有趣。  

  除了新聞圖片 News S3 以外，大部分受訪者均認為，類似其餘 8 幅的

資 訊 會 在 本 地 印 刷 媒 體 中 最 少 每 星 期 出 現 一 次 。 如 此 高 頻 率 的 接 觸 或

可解釋何以有這麼多受訪者相信，這些廣告和圖片是可為社會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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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  

  在 焦 點 小 組 討 論 中 ， 部 分 參 與 者 不 能 接 受 那 些 描 述 女 性 的 樣 本 ， 特 別

是 身 體 美 容 廣 告 和 雜 誌 封 面 ， 而 其 他 人 則 持 相 反 看 法 ， 特 別 是 關 乎 商

品及身體美容廣告。  

  負面意見 (362 次 )：「不能接受」、「不喜歡」及「噁心」主要是指身

體美容廣告 (112 次 )和雜誌封面 (129 次 )。  

  正面意見 (322 次 )：「可接受」、「富藝術美感」及「尚可」，主要是

指商品廣告 (214 次 )。某些正面意見，例如「尚可 」、「有吸引力」和

「喜歡」，較多是由男性表達。  

  傳 媒 從 業 員 較 少 表 達 「 不 喜 歡 」 和 「 噁 心 感 覺 」 的 負 面 看 法 ， 而 教 師

和家長則較常對有關樣本感覺「差劣」。  

  社工、學生和傳媒從業員較常對有關樣本感到「尚可 」和「有 吸引力」。 

  中 立及溫 和的看 法佔 少數， 特別是 關乎 商品廣 告 (52 次 )及 身體美 容廣

告 (39 次 )，例如：「非常沒甚麼或沒甚麼特別」、「無感覺或無意見 」

及「沉悶」。  

  部 分 人 對 於 印 刷 媒 體 樣 本 中 氾 濫 的 女 性 性 感 形 象 感 到 麻 木 ， 此 情 況 已

被公認為香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男性及女 性的特徵  

 

審視性別定型是為了幫助瞭解個人對「典型」男性及女性行為、性格和特質

之看法。  

 

  對於有領導才能、獨立、堅持 己見、進 取、體 諒 他 人、有 主 見 和 忠 厚 ，

大 部 分 人 認 為 這 些 是 兩 性 皆 有 的 特 徵 ， 但 富 同 情 心 、 怕 醜 和 溫 柔 則 是

女性的特徵。  

  25%的受訪者認為有領導才能、堅持己見、獨立、進取和有主見整體而

言是女性的特徵，只有 10%認為怕醜、溫柔和體諒他人整體而言是男

性的特徵。  

  女性較多回應說大部分特徵是兩性皆有的特徵。  

  年輕人較多指溫柔是十足女性的特徵。  

  年長人士較多指忠厚是兩性皆有的特徵。  

  過去十年的轉變：雖然部分性別定型的觀念仍然存在 (特別是在兩性之

間 )，大部分的定型觀念已經減少。有關男性特徵的最重定型觀念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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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男 性 具 有 領 導 才 能 ， 而 最 牢 固 的 定 型 觀 念 卻 是 把 溫 柔 歸 屬 為 女 性 特

徵。  

  兩 性 均 認 為 富 同 情 心 、 怕 醜 和 體 諒 他 人 是 女 性 的 特 徵 ， 而 男 性 認 為 有

領導才能和有主見是男性的特徵。  

 

個人形象 的自我評價  

 

量度把身體物化和解體的影響能反映出一個尺度，即一個人會以局外人的角

度監察他或她自己的身體，當其體態不符合大眾文化既定的標準時便會感到

羞恥，以及相信人可以操控自己的外表。  

  只有 12 至 15%受訪者同意，他們經常「與他人作比較」或「對自己的

外 表 感 到 慚 愧 」 ， 約 有 四 分 之 一 人 經 常 「 想 到 或 擔 心 自 己 的 外 表 」 ，

約有三分之一人「擔心衣著」。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整 體 上 對 於 「 因 外 表 不 盡 理 想 而 感 慚 愧 」 和 「 體 型 不 盡

理 想 而 感 慚 愧 」 表 示 不 同 意 。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整 體 上 對 於 「 與 他 人 作 比

較 」 、 「 常 想 到 外 表 」 、 「 擔 心 衣 著 」 和 「 擔 心 外 表 」 持 中 立 或 不 同

意的態度。大部分受訪者整體上對於「可以好看」和「體重可以恰當 」

表示同意或中立。  

  年齡和婚姻狀況是最重要的人口特徵因素， 30 歲以下的人士和離婚人

士較關注他們的外表。  

 

男性及女 性的定型  

 

人們早已明瞭廣告可以驅使、操控和塑造行為表現。性態度量表被用作評估

受訪者對性侵犯的看法、預測與強姦有關的態度和想法，以及在不同處境下

的行為。  

  對 於 「 女 性 前 往 對 方 家 中 是 暗 示 其 願 意 發 生 性 行 為 」 、 「 假 如 女 性 受

到 侮 辱 ， 男 性 應 該 出 頭 」 、 「 女 性 希 望 被 強 迫 發 生 性 行 為 」 、 「 男 性

約會只為了性」、「女性支配男性」和「有些女性在性方 面要求太多」，

不同意的人較同意的為多。  

  對 於 「 假 如 被 丈 夫 打 ， 太 太 應 該 離 家 出 走 」 ， 同 意 的 人 比 不 同 意 的 人

稍 多 。 對 於 「 不 戴 胸 圍 的 女 人 是 為 自 己 製 造 麻 煩 」 和 「 對 女 性 來 說 ，

家庭應較事業為重」，同意的人比不同意的為多。  

  只有約四分之一受訪者整體上對「有些女性在性方面要求太多」、「男

性 約 會 只 為 了 性 」 、 「 女 性 支 配 男 性 」 表 示 同 意 。 對 於 「 女 性 前 往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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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家 中 是 暗 示 其 願 意 發 生 性 行 為 」 和 「 不 戴 胸 圍 的 女 人 是 為 自 己 製 造

麻煩」等項目則沒有共 識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整 體 上 對 於「 對 女 性 來 說 ，

家 庭 應 較 事 業 為 重 」 和 「 假 如 被 丈 夫 打 ， 太 太 應 該 離 家 出 走 」 表 示 同

意。  

  年 齡 和 婚 姻 狀 況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年 輕 和 未 婚 的 受 訪 者 較 常 對 這 些 陳

述表示不同意。  

 

傳媒資訊 與公眾看法  

 

  不看雜誌的人士對於廣告的接受程度降低 0.7 級 (接受程度分為 1 至 5

級 )，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分別。  

  沒 有 任 何 人 口 特 徵 資 料 與 媒 體 消 費 等 因 素 能 組 合 出 一 個 能 預 計 超 過

14%變化的模式，顯示這些因素與受訪者的看法沒有顯著的關連。這情

況 可 能 是 由 於 日 常 接 觸 媒 體 的 程 度 非 常 高 ， 單 是 公 眾 地 方 出 現 的 廣

告，已足以令到其他媒體帶來的影響變得有限。  

  焦 點 小 組 的 意 見 有 助 顯 示 媒 體 資 訊 與 公 眾 對 女 性 和 女 性 被 性 別 定 型 的

看法之間存在關連。  

  大 部 分 參 與 者 均 明 確 指 出 他 們 對 本 地 傳 媒 中 的 女 性 描 述 之 第 一 印 象 是

來自雜誌。  

  根 據 他 們 的 第 一 印 象 ， 本 地 印 刷 媒 體 中 最 常 見 到 的 女 性 形 象 是 「 身

材」、「負面 」、「女藝人」、「外 表 」、「 性 感 」、「 女 性 走 光 照 」、

「暴露」、「性」及「纖瘦和美麗」。  

  這 跟 他 們 所 理 解 的 現 今 女 性 形 象 有 很 大 差 距 ， 包 括 女 性 地 位 較 以 前

高 ， 以 及 因 為 她 們 扮 演 著 多 重 功 能 的 角 色 、 事 業 成 功 、 經 濟 獨 立 、 擁

有良好教育程度、能幹，和有著剛強和進取的性格而更備受尊重。  

  這 情 況 顯 示 ， 參 與 者 所 理 解 的 印 刷 傳 媒 描 述 的 女 性 形 象 與 現 實 生 活 存

在 分 歧 ， 故 成 為 參 與 者 對 本 地 印 刷 媒 體 描 述 的 女 性 形 象 持 有 負 面 看 法

的理據，包括「對女性形象作負面描述」、「對女性作不合理的暗示」、

「 將 女 性 的 身 體 視 為 物 件 」 、 「 採 用 不 恰 當 的 表 達 手 法 描 述 女 性 」 、

「對性作出不正當的暗示」及「具有違背社會公義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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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 

 

普遍情況   

  差 不 多 所 有 人 均 受 到 印 刷 媒 體 資 訊 所 影 響 ， 只 有 少 數 人 指 他 們 完 全 不

受影響。  

  這 些 影 響 包 括 更 注 意 自 己 的 外 表 、 扭 曲 個 人 對 於 外 表 和 性 的 態 度 和 價

值 觀 、 改 變 個 人 行 為 以 達 致 特 定 的 外 表 標 準 、 對 女 性 外 表 有 較 高 的 個

人期望，以及增加個人心理壓力。  

  這 些 影 響 主 要 與 身 體 美 容 廣 告 有 關 ， 部 分 亦 涉 及 商 品 廣 告 ， 顯 示 傳 媒

廣 告 力 量 不 斷 建 構 一 個 清 晰 的 完 美 標 準 以 引 發 女 性 去 追 求 ， 這 亦 對 個

別 女 性 造 成 身 體 和 心 理 上 的 壓 力 ， 以 致 改 變 個 人 的 態 度 和 行 為 以 塑 造

出「完美」的外表。  

 

青少年與 朋輩   

  青少年和學生最受印刷媒體資訊所影響，其次為女性和男性。  

  就 商 品 廣 告 、 身 體 美 容 廣 告 、 雜 誌 封 面 和 報 章 新 聞 對 青 少 年 的 影 響 ，

參 與 者 集 中 強 調 態 度 和 行 為 兩 方 面 。 其 影 響 體 現 於 社 會 價 值 和 道 德 標

準 下 降 、 為 達 致 特 定 外 貌 標 準 而 作 出 刻 意 的 行 為 、 敗 落 的 社 會 領 域 、

為女性帶來心理壓力及對性的態度趨於隨便。  

  學 生 常 以 被 描 述 的 模 特 兒 形 象 與 自 己 或 他 人 的 身 形 比 較 ， 當 中 許 多 學

生聲稱對個人外表的評價低落，部分更在年輕時採取極端的方法減肥。  

  基 於 「 對 第 三 者 的 影 響 」 ， 參 與 者 意 識 到 那 些 對 傳 媒 負 面 資 訊 缺 乏 正

確價值判斷的人 (他人 )，較他們 (自己 )更容易受到影響。  

  傳 媒 對 個 人 、 朋 輩 和 認 識 的 人 以 至 社 會 的 影 響 既 重 疊 又 一 致 ， 這 顯 示

沒有人能逃離本地印刷媒體描述女性形象手法的影響。  

  參 與 者 的 親 身 經 驗 及 朋 輩 和 認 識 人 士 的 故 事 個 案 ， 提 供 了 強 烈 的 證

據 ， 以 證 明 及 支 持 他 們 所 察 覺 到 傳 媒 對 社 會 之 影 響 ， 並 為 其 影 響 提 供

一 個 較 為 全 面 的 畫 面 ， 突 顯 出 傳 媒 描 述 女 性 形 象 的 手 法 和 年 輕 一 代 的

態度和行為有著重要的關係。  

 

未來路向  

 

現時傳媒的作風與公眾對本地印刷媒體描述女性形象的手法的接受程度，明

顯出現失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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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討論了一些可行方案，以抗衡傳媒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停止購買或遊說他人停止購買有關刊物，並在個人層面上作出投訴。  

  在學校內透過創新的教育課程，鼓勵批判性思維訓練。  

  透 過 家 庭 教 育 ， 提 供 正 確 的 性 和 性 別 概 念 ， 建 立 道 德 標 準 ， 以 及 加 強

價值判斷的能力。  

  在 社 區 層 面 上 ， 透 過 工 作 坊 和 討 論 加 強 批 判 性 思 維 訓 練 ， 並 讓 公 眾 得

知傳媒對女性極端的形象描述對社會造成之影響。  

  檢 討 及 修 訂 現 行 法 例 及 監 察 機 制 ， 規 劃 新 法 例 ， 政 府 亦 應 為 非 主 流 印

刷媒體的出版者提供財政資助。  

  重 新 強 調 傳 媒 業 界 的 自 我 監 管 機 制 ， 加 強 業 內 專 業 操 守 訓 練 ， 並 由 業

界自行宣揚有關抗衡現今傳媒對女性形象描述之訊息。  

  喚 起 公 眾 和 政 府 對 傳 媒 影 響 力 的 關 注 ， 並 由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建 立 一 個

投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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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住戶調查  

 

接觸傳媒習慣  

 
在過去四 周，平均每周閱讀 或瀏覽媒體的時間 ? (%受訪者 ) 

閱讀時間  報章  雜誌  網站  

沒有  12.3 46.3 - 

少於 1小時  8.0 16.5 19.7 

1 - 3小時  26.0 26.0 36.0 

3 - 5小時  18.8 6.6 16.2 

5 - 7小時  10.3 2.4 8.0 

7 - 10小時  13.8 .6 11.5 

多於 10小時  10.8 1.7 8.6 

 

 

 
在過去四 周曾閱讀的雜誌 ? (可選擇 多項 ) 

類型  受訪者 (%) 

資訊娛樂雜誌  77.8 

時裝 /女性 /男性雜誌  14.2 

財經雜誌  11.2 

科學及科技雜誌  10.1 

旅遊雜誌  9.5 

時事雜誌  5.4 

體育雜誌  4.2 

青年雜誌  2.1 

教育雜誌  1.7 

其他  7.8 

不記得 /不清楚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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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四 周曾閱讀的報章 ? (可選擇 多項 ) 

報章  受訪者 (%) 

東方日報  49.0 

蘋果日報  38.2 

頭條日報  29.8 

都市日報  24.8 

太陽報  16.4 

am 730 14.1 

香港經濟日報  9.4 

星島日報  8.6 

明報  8.0 

成報  2.1 

南華早報  2.1 

信報  1.6 

文匯報  1.1 

大公報  0.5 

英文虎報  0.2 

香港商報  0.2 

其他  3.3 

不記得  0.3 

 

 
過去四周 曾瀏覽的網頁 ? (可選擇多 項 ) 

類型  受訪者 (%) 

資料搜尋網站  41.4 

本地出版傳媒網站  20.6 

多媒體網站  8.0 

商務網站  7.7 

網上日誌  7.3 

網上遊戲  5.6 

音樂 /電影下載網站  4.0 

網上購物網站  3.2 

時裝 /女性雜誌網站  1.5 

成年人 /色情網站  0.4 

其他  16.7 

沒有瀏覽任何網站  47.1 

不記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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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及女性的特徵  

 
對於男女 特徵的回應  (%受訪者 ) 

特徵  男性為主  男女都有  女性為主  

有領導才能  40.7 55.0 4.1 

獨立  27.7 54.6 17.7 

堅持己見  29.5 53.9 16.7 

進取  33.1 53.5 13.4 

體諒他人  7.0 51.9 41.1 

有主見  34.7 50.2 15.1 

忠厚  44.3 46.9 8.8 

富同情心  4.4 46.7 48.8 

害羞  14.9 35.2 49.9 

溫柔  3.1 17.0 79.9 

 

 

 

對於廣告 /圖片的回應  

 
對於廣告 和圖片的回應  (%受訪者 ) 

廣告/圖片 
個人的自在程度 吸引的廣告/有趣 

的新聞圖片 

道德上可接受程度 至少每周 

一次 是  否  是  否  

Ad O1 19.8 11.0 13.1 65.9 8.3 92.9 

Ad O2 13.8 39.6 17.1 52.6 20.8 87.5 

Ad O3 9.6 59.6 17.3 33.0 38.8 66.1 

Ad S1 37.2 7.4 23.3 68.7 6.6 79.9 

Ad S2 21.3 27.5 24.7 49.9 18.6 79.6 

Ad S3 11.3 50.0 19.1 41.4 30.2 91.1 

News S1 1.9 79.7 18.3 20.1 60.5 57.4 

News S2 7.9 49.7 16.4 36.4 35.4 78.4 

News S3 2.8 76.1 28.6 25.0 48.8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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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形象的自我評價  

 
個人形象 的自我評價  (%受訪者 ) 

範疇  不同意  同意  

經常與別人比較  68.7 15.2 

經常著重外表  57.5 23.8 

擔心衣著  45.6 36.9 

擔心外表  57.1 22.2 

因外表並非最佳而感到羞愧  75.9 12.1 

因身體尺碼未達理想而感到羞愧  74.8 12.4 

只要努力便能擁有出眾的外表  39.2 43.7 

由基因決定體重  42.6 44.1 

 

 

 

男性及女性的定型  

 
男性和女 性定型的回應  (%受訪者 ) 

範疇  不同意  同意  

去男性家中暗示願意性交  66.9 17.4 

男人要為女性被羞辱而打架  66.8 19.8 

女人希望被強迫性交  59.5 12.7 

男人追求女人只為性  53.0 23.7 

女人想操控男人  53.1 25.1 

女人的性需要很大  39.5 16.8 

女性被丈夫毆打時應該離家出走  37.6 44.2 

不戴胸圍的女人自找麻煩  28.2 60.0 

女性應以家庭為先  17.3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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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念的重要性  

 

宗教信念 影響道德價值的重 要程度  

回應  受訪者 (%) 

沒有宗教信仰  14.0 

不重要  24.9 

頗重要  7.4 

一般  25.7 

重要  17.3 

非常重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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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  

 

對兩性角色的看法  

 
對現今兩 性形象 /角色的看法  

排 列  女 性 形 象 /角 色  計 算  兩 性 之 間 的 差 異  

1 地 位 較 以 前 高  53  

2 專 注 外 表  32  

3 扮 演 雙 重 角 色  26  

4 獨 立  25 F 

5 有 能 力 /精 明 能 幹  24  

6 剛 強 /刻 苦 /堅 強  19  

7 專 注 事 業  17  

8 背 負 傳 統 的 期 望  17 F 

9 受 過 良 好 教 育  14 M 

10 較 以 前 積 極 進 取  13  

11 金 錢 掛 帥 /物 質 主 義  12  

12 具 有 較 高 要 求  11  

13 經 濟 獨 立  10 M 

排 列  普 遍 對 性 別 形 象 /角 色 的 意 見    

1 背 負 傳 統 的 期 望 /受 傳 統 觀 念 束 縛  28 F 

2 男 女 平 等  27  

3 男 女 的 界 線 模 糊  21  

4 多 樣 的 /多 重 的  20  

5 工 作 上 具 有 同 等 機 會  15  

6 男 女 角 色 對 換  15  

7 在 工 作 上 擔 任 不 同 角 色  10  

有 關 男 性 的 意 見 總 數  34  

有 關 女 性 的 意 見 總 數  326  

備 註 ﹕  

在 ”兩 性 之 間 的 差 異 ”一 欄 ， 空 白 代 表 性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大 ；  

“M”代 表 男 性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女 性 高 ；  

“F”代 表 女 性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男 性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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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媒描述女性的第一印象  

 
就本地傳 媒對女性形象的描 述之第一個印象   

排 列  印 象  整 體  雜 誌  報 紙  電 視  電 台  地 下 鐵  
兩 性 之 間
的 差 異  

1 展 示 身 材  63 18 10 3 2 0  

2 負 面  53 16 9 1 1 0  

3 女 藝 人  53 19 7 1 1 0  

4 女 性 的 外 表  41 8 3 2 1 0  

5 標 題 /文 字 的 描 述  39 8 5 0 0 0  

6 性 感  37 17 4 2 0 0  

7 女 性 走 光 照  31 15 3 0 0 0  

8 暴 露  27 14 2 0 0 0 F 

9 性  21 3 3 0 0 0 M 

10 瘦 身 美 容 廣 告  19 5 2 0 0 5  

11 
貶 低 /醜 化 女 性  

形 象  
17 4 3 1 0 0 F 

12 揭 示 女 性 私 隱  10 6 0 0 0 0 M 

13 
近 期 的 某 個 新 聞 /  

事 件  
10 2 1 0 0 0  

備 註 ﹕  

在 ”兩 性 之 間 的 差 異 ”一 欄 ， 空 白 代 表 性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大 ；  

“M”代 表 男 性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女 性 高 ；  

“F”代 表 女 性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男 性 高 ；  

若 該 項 目 出 現 的 次 數 多 於 或 等 於 10， 該 項 目 將 被 突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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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媒描述女性的手法的看法 

 
對本地印 刷傳媒描述女性的 手法的看法 /意 見 /感受  – 組別之間的 差異  

看 法 /意 見 /  

感 受  
整 體  

公 眾  

人 士  

關 注  

組 別  
社 工  

專 業  

人 士  

傳 媒  

工 作 者  
老 師  家 長  學 生  

負 面 意 見  

不 喜 歡  75 1    L    

討 厭  58 1    L L   

差 劣  36 1     H H  

正 面 意 見  

可 以  42 1    H    

具 吸 引 力  40 1  H     H 

喜 歡  14 1  L L     

中 立 意 見  

很 正 常 ， 沒
有 特 別  

31 1 L L   L  L 

溫 和 意 見  

沉 悶  17 1 H       

不 漂 亮  15 1       L 

備 註 ﹕  

空 白 代 表 組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大 ；  

“H”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高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L”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低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對印刷傳 媒樣本的負面評價 之背後的原因  – 組別之間的差異  

原 因  整 體  
公 眾  

人 士  

關 注  

組 別  
社 工  

專 業  

人 士  

傳 媒  

工 作 者  
老 師  家 長  學 生  

貶 低 /醜 化 女 性 形
象  

139 1    L    

女 性 身 體 物 化  66 1    L     

銷 售 的 產 品 與 女
性 身 形 沒 有 關 係  

42 1    L    

偷 拍 /狗 仔 隊  41 1     L    

不 尊 重 女 性  40 1    L  L   L  

把 問 題 /責 任 推 卸
給 女 性  

28 1    L     

暴 露 女 性 私 隱  19 1       L  

刺 激 男 士 對 性 的
慾 望  

19 1  L  L     L  

忽 略 女 性 的 內 在
價 值  

14 1  L      L  

備 註 ﹕  

空 白 代 表 組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大 ；  

“L”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低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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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對女性形象描述的手法的影響  

 
傳媒對女 性形象描述的手法 對個人的影響  – 組別之間的差異  

影 響  整 體  
公 眾  

人 士  

關 注  

組 別  
社 工  

專 業  

人 士  

傳 媒  

工 作 者  
老 師  家 長  學 生  

努 力 地 嘗 試 減 肥  25 1  L      

扭 曲 的 美 麗 標 準  25 1  H      

對 自 己 身 形 的 要 求 更
高  

21 1        

跟 所 描 述 的 模 特 兒 形
象 與 自 己 的 身 形 /他
人 的 身 形 比 較 ， 以 致
對 自 我 身 體 有 低 劣 評
價  

20 1  H     H 

被 伴 侶 /他 人 賦 予 較
高 的 期 望  

18 1     L L  

增 加 對 女 性 的 壓 力  17 1        

影 響 自 信 /自 我 形 象
及 形 成 對 身 體 的 羞 恥
感  

11 1  H      

沒 有 影 響  28 1     H   

備 註 ﹕  

空 白 代 表 組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大 ；  

“H”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高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L”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低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在朋輩和 認識的人之層面上，傳媒對女性形象描 述的手法的影響  －  組別之

間的差異  

類 別  整 體  
公 眾  

人 士  

關 注  

組 別  
社 工  

專 業  

人 士  
傳 媒  老 師  家 長  學 生  

努 力 地 嘗 試 減 肥  52 1     L     

對 自 己 身 形 的 要
求 更 高  

29 1        

接 受 /考 慮 接 受 身
體 美 容 療 程  

24 1   H     H    

更 多 注 意 /公 開 地
討 論 女 性 的 身 體  

18 1      H   H  

以 報 刊 中 的 文 字
來 形 容 他 人，引 致
人 們 對 外 表 的 憂
慮 增 加  

13 1       H   

備 註 ﹕  

空 白 代 表 組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大 ；  

“H”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高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L”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低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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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對女 性形象描述的手法 對社會的影響 – 組別之間的差異  

影 響  整 體  
公 眾  

人 士  

關 注  

組 別  
社 工  

專 業  

人 士  
傳 媒  老 師  家 長  學 生  

對 受 害 者 不 公 平
/造 成 傷 害  

42 1       L   

形 成 負 面 /不 良
的 風 氣  

38 1     L     

人 們 的 衣 著 潮 流
傾 向 更 暴 露  

33 1  H  H   H   H  H  

令 被 報 導 的 事 件
看 似 普 通 並 且 普
遍 受 到 接 納  

30 1    L    L  L  

影 響 自 信 心 /自
我 形 象 及 形 成 對
身 體 的 羞 恥 感  

17 1  H        

發 生 性 關 係 的 情
況 年 輕 化  

13 1      H    

備 註 ﹕  

空 白 代 表 組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大 ；  

“H”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高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L”代 表 小 組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公 眾 人 士 為 低 (公 眾 人 士 之 預 設 值 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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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平衡傳媒 影響的可行性方案  

建 議  整 體  兩 性 之 間 的 差 異  

市 楊 層 面  3   

個 人 層 面  62  

停 止 購 買  22 F 

朋 輩 影 響  17  

向 相 關 機 構 作 出 投 訴 /發 表 意 見  14 F 

其 他  9   

學 校 層 面  147  

性 與 性 別 教 育  38  

批 判 思 考  17 M 

傳 媒 教 育  14  

通 識 教 育  13  

倫 理 道 德 教 育  12 F 

其 他  53  

家 庭 層 面  79  

性 與 性 別 教 育  19  

不 購 買 含 有 負 面 訊 息 的 印 刷 媒 體 刊 物 /不 把 「 有 問 題 」 之 印 刷

媒 體 刊 物 帶 回 家  
18 

 

教 導 小 孩 如 何 選 擇 /批 判 報 刊 /雜 誌  16  

教 育 小 孩 的 價 值 判 斷 ， 例 如 ﹕ 健 康 、 美 麗 的 定 義  11  

其 他  15  

社 會 層 面  83  

社 會 /社 區 服 務  (尤 其 是 青 年 及 家 庭 )   34  

關 注 組 別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之 聲 音  19  

公 民 教 育 (包 含 傳 媒 教 育 )  17  

其 他  13  

政 府 層 面  111  

立 法  40  

監 察 機 制  39  

資 源 (例 如 ﹕ 津 貼 及 資 助 )  17  

教 育 大 眾 市 民  12  

其 他  3   

傳 媒 層 面  102  

利 用 傳 媒 的 影 響 力 作 傳 媒 教 育 /性 與 性 別 教 育 (例 如 ﹕ 電 台、電

視 )  
55  

實 行 傳 媒 的 自 我 監 察 (道 德 及 操 守 )  28  

傳 媒 工 作 者 的 培 訓  14  

其 他  5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層 面   17  

備 註 ﹕  

在 ”兩 性 之 間 的 差 異 ”一 欄 ， 空 白 代 表 性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不 大 ；  

“M” 代 表 男 性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女 性 高 ；  

“F” 代 表 女 性 發 表 該 意 見 的 比 率 較 男 性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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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調查問卷  

 

(含廣告和新聞圖片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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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 香港傳媒描述女性 的手法的意見調查 」  

住戶調查  

 

廣告及新 聞圖片樣本  

 
 

Ad O1 – O3 

 
Ad O1 

  

Ad O2 Ad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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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及新 聞圖片樣本  

 
 

Ad S1 – S3 

 
Ad S1 

  
Ad S2 Ad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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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及新 聞圖片樣本  
 
 

News S1 – S3 

 

News S1 

 

 

News S2 News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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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焦點小組調查  

討論大綱及個人資料問卷  

 

(含廣告和新聞圖片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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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 香港傳媒描述女性 的手法的意見調查 」  

焦點小組 討論  

 

討論大綱  

 

個人資料  

 

請 參 與 者 在 討 論 開 始 前 填 寫 一 份 記 錄 個 人 資 料 的 表 格 ， 資 料 包 括 年 齡 、 性

別、婚姻狀況、子女數目、教育程度、入息及種族等。  

 

 

自我介紹 及歡迎  

 

1. 主持人自我介紹  

 

2. 簡述焦點小組討論的題目及是次研究的目的  

 

3. 說 明 參 與 者 在 討 論 進 行 期 間 要 遵 守 的 規 則 及 參 與 者 的 權 利 ， 並 交 代 記 錄

意見程序及個人的私隱保障。  

 

4. 認識參與者及其背景  

 

 

討論重點  

 

5. 了解參與者閱讀報章新聞及雜誌的習慣  

 

6. 了解參與者對現今社會性別形象及角色的看法  

 

7. 喚起參與者回顧傳媒對女性形象的描述  

 

8. 了 解 參 與 者 就 公 眾 媒 體 對 女 性 形 象 描 述 的 看 法 ， 亦 即 對 女 性 形 象 描 述 及

性 別 定 型 的 接 受 程度 。 並 追 問 主 導 感受 背 後 的 相 關 原 因 ， 例 如 ： 私 隱 、

宗教、道德、及女性 權力等。 (當提問時，會 向參與者展示一套包括在住

戶調查中使用過的廣告、新聞圖片和新聞故事樣本。 ) 

 

9. 討 論 傳 媒 對 女 性 形 象 的 描 述 與 年 輕 一 代 的 性 觀 念 及 身 體 物 化 等 意 識 之 關

聯  

 

10. 特別向家長、老師及社工組別的提問 Q.9 

 

11. 總結討論重點  

 

12. 就傳媒對女性形象的描述與公眾的接受程度的分歧，討論未來可行的出

路。換言之，假如參與者對傳媒描述女性形象的手法存在負面意見時，

便徵詢他們相應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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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 香港傳媒描述女性 的手法的意見調查 」  

焦點小組 討論  

 

個人資料問卷   (參與者的個人資料將以不記名形式紀錄)       

 

1. 被訪者性別 

 男性   女性  

   

2. 你的年齡是?  

 18 歲以下   18 至 29 歲  30 至 39 歲 

 40 至 49 歲  50 至 65 歲  65 歲以上 

 

3. 你的婚姻狀況如何?  

 獨身  已婚  離婚  

 

4. 你有多少個孩子?  

 沒有 (請跳答第 6 題)  一個  二至三個 

 四至五個  六個或以上  

 

5. 假如你有孩子, 那有多少個小孩是十八歲以下?  

 沒有  一個  二至三個 

 四至五個  六個或以上  

 

6. 你的學歷背景是  

 小學或以下  中學  預科 

 大學   碩士或以上   

 

7. 你的職業是  

 經理或行政人員  專業人士  輔助專業人員 

 文員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工藝及有關人員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漁農業熟練工人及不能分類的

職業 

 學生  退休人士  家庭料理者 

 待業  其他 (請註明) 

_____________ 

 

 

8. 你家庭住戶每月收入(港幣)是介乎於那一個範圍之間?  

 低於 2,000   2,000 – 3,999   4,000 –  5,999 

 6,000 – 7,999  8,000 – 9,999  10,000 – 14,999 

 15,000 – 19,999   20,000 – 24,999  25,000 – 29,999 

 30,000 – 39,999  40,000 – 59,999  60,000 或以上 

 

9.宗教信念對你個人道德價值的影響有多重要?  

 沒有宗教信念  不重要  頗重要  一般  重要 

 非常重要     

 

10. 你的出生地點是?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 

 

11. 你在香港居住了多少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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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 香港傳媒描述女性 的手法的意見調查 」  

焦點小組 討論  

 

廣告及新 聞圖片樣本  

 

 

  
商品廣告  商品廣告  

  
商品廣告  身體美容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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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及新 聞圖片樣本  

 

 

  
身體美容 廣告  身體美容 廣告  

  
雜誌封面  雜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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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及新 聞圖片樣本  

 

 

 

 

報章新聞  報章新聞  

 

 

報章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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