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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銀制訂環球管治指標
非憑主觀印象 有數據可依

書架

民調報道可信性有幾高？
知 識 點

思 考 點

調查的假設是否成立？

致力追求良治的思想家──康有為

做調查，取易不取難。譬如你要調查家庭消費情況，怎
樣着手？問人家每月花費多少錢嗎？恐怕大多數受訪者或不
願意回答，或答不出來。怎麼辦？經濟學家使用的方法，就
是旁敲側擊。問那家人有多少部電視？電腦？手機？汽車？
信用卡？背後的假設是，擁有這類產品愈多，消費愈高，而
且成正比。把問題這樣具體化，受訪者便很容易作答。可
是，問這類問題前，先要調查研究最初的假設是否成立。有
家庭影院的受訪者，會不會經常逗留家中，不出外，消費反
而比沒有家庭影院更低呢？

現時，傳媒經常報道各式各樣的民間調查，但主要是
報道結果。究竟這些調查可信性有幾高？調查方法是否偏
頗？一般受眾，尤其是學生，未必可以判定。不少調查是
由商業機構贊助的，目的是推銷產品。一些由非政府組織
或志願組織主其事，目的是爭取贊助或政府撥款。這不等
於說，這些組織會虛報調查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假若
調查結果對他們不利，自然不會公布。調查與真實之間，
有一大片灰色地帶。別忘記：盡信書，不如無書。同理，
盡信調查，不如不信調查。

內地在月前出版了蕭公權教授的全
集，對研究中國史的學術界人士來說，實
是一份新年 「厚禮」。台灣聯經出版社早
在20多年前計劃出版蕭教授的全集，惟多
年來仍未完成。幸而，內地出版社一舉成
就了這未竟之功，令我得以集齊全套。蕭
教授（汪榮祖譯）的《康有為思想研究》
（台北：聯經，1988年），是一部由當時
的時代角度分析康有為思想的作品。全書
共有六百多頁，應是目前最全面檢視康有
為思想的代表作。我在翻閱本書時，讀到
不少康有為探討良治的主張，他的主張在
今天仍甚有啟發性。

康有為政治革新的最終目的，是逐漸
而徹底地建立一個立憲民主的政府。在達
到這個目的之前，他認為應先整頓行政的
機構，才可建立良治的政府。1903年，當

他身處印度時，著成《官制議》一書，是
當時中國討論政客官制的論述中，最有系
統的一部。他認為，一個政府的良否，應
由其服務人民之能力來判斷，因為 「國以
民為本，則以治民事為先」。生計、教
育、財產、權利的保護，都屬於政府服務
的範圍。此外，國家必須健全其財政，保
衛其國土以對抗外來侵略，與其他國家維
持友好關係。

由於政府的基本責任是服務人民，因
此，政府盡其責任的能力愈強愈好。換言
之，行政效率是不可或缺的。照康有為的
看法，提高效率的一個辦法是明確劃分職
能，清楚地界定責任。明確的功能分工制
度，才能確保健全運作。促進效率的第二
個方法是，由中央有效地控制整個行政系
統。如果中央政府的權威，受到地方政府
牽制太大，則於行政效率有害。政府的基
本原則確立後，他又提出了評價政府的標
準。他推崇堯帝時代的政府，各部門均為
服務人民而設，功能均詳細劃分，每部門
僅設大臣一人，所有地方官均在中央控制

之下。
近年香港人似有愈來愈關心政治的趨

勢，但依我個人所觀察，發表 「政見」的
激進派人士，多流於 「空談」，對社會毫
無建樹。期望他們讀多一點書，充實一下
自己，才再提出有建設性的主張。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休版啟事
配合春節假期，通識版由明天起休版，三月

三日（農曆正月十三）復版。
敬請讀者垂注。 ──編者

春節食得健康啲
香港蔬食協會於2015年1月16日至2月8日期間，訪問380

名9歲至15歲的香港中小學生。調查中發現，學童最喜歡的
頭三種賀年食品包括：朱古力、曲奇餅及煎蘿蔔糕，四成受
訪者表示自己一星期最少吃兩次朱古力。香港蔬食協會主席
伍月霖表示： 「要消耗一安士朱古力所產生的138個卡路
里，就要跑步16分鐘或騎單車21分鐘。」

調查亦顯示，學童對一些傳統的賀年食品不感興趣，如
排在最喜愛賀年食品最後三位的糖蓮藕、糖冬瓜及煎馬蹄
糕，超過三成的受訪者表示從未吃過蛋散，超過兩成的受訪
者表示從未吃過糖蓮藕及糖冬瓜。

兒童每日糖分攝取量不宜超過28.8克，可是一罐330毫
升的可樂便有34.98克糖，遠遠超出兒童每日需要的糖分，
要消耗這些糖分所產生的卡路里便要跑步15分鐘或騎單車20
分鐘。調查指出，受訪者一星期喝最少兩次的飲品排行包
括：第一位的紙包果汁及第二位的紙包檸檬茶，其含糖量比
罐裝可樂還要更高，一包375毫升的紙包檸檬茶便有51克
糖，差不多超過每日標準兩倍。

香港學童功課繁重，不少在課餘仍要補習或參加課外活
動。空餘時間，部分學童仍會選擇坐着看電視、玩遊戲機、
玩電腦等等，以致花相當多的時間於靜態活動上。調查反
映，只有18%的受訪學童平日每日都做運動，即超過八成人
運動量不達標；在農曆新年假期期間，由於學童不用回校上
體育課，只有16%的受訪學童表示在假期時會每日做運動。

香港蔬食協會建議兒童每天至少做60分鐘中等強度到高
強度的有規律身體活動，中等強度運動包括快步行、打排球
和踏單車，高強度的運動則包括緩步跑、跳繩和打籃球。亦
可多做訓練加強肌肉運動，例如攀石及跳躍活動，以強化骨
骼。

針對學童過年嗜吃煎蘿蔔糕，而煎年糕必須用油，而每
一克脂肪會產生九卡路里的熱量，要消耗如此熱量絕非易
事，更會因為脂肪積聚在身體而引致肥胖，蔬食協會建議家
長自製糕點，例如以冬菇代替傳統蘿蔔糕和芋頭糕中不健康
的臘腸和臘肉。至於學童較多吃肉及其他高脂高糖的食物，
例如曲奇餅、糖果、汽水及紙包飲品等。協會建議家長利用
較健康的食品製作全盒，例如自製無添加油鹽糖的原味果
仁、各式乾果、亞麻籽餅作零食代替品。

科技生活

城大研新小型空氣感應系統
香港城市大學研發出新一代小型空氣感應系統，能夠同

時按多項標準量度空氣中各種污染物，並適合在各類環境下
安裝使用。城大能源及環境學院助理教授寧治及其研究團隊
設計、製作並設定這個感應系統，今年三、四月將放置在北
區監測空氣質素，以補足政府現有大型監測設備未能覆蓋的
地方。

這個小型電子線路以及感應平台，可顯示並儲存實時數
據，同時自動經GSM（無線手機網絡）、Wi-Fi、藍牙、
Xbee等多種無線制式，將數據傳送至遠離於感應器裝置地
點的電腦，以供監控者監控並分析空氣質素。感應器可以量
度的污染物包括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臭氧、懸浮粒子等，這些污染物部分來自在市區行走的
車輛。各種污染物在空氣中的濃度高低，可反映空氣污染對
人體健康的風險。

相比於當前用於監測空氣質素的設備，寧博士團隊研製
的新型感應系統使用電池操作，便於攜帶，成本低廉。該設
備尺寸為闊30厘米、高30厘米、深22厘米，僅重10公斤。其
成本只相當於傳統大型設備的二十分之一。這個新系統可設
置於學校、辦公大樓、家居等地點和社區，監測各處空氣質
素。寧博士研究團隊研發的新系統，首次於上個月舉行的渣
打香港馬拉松比賽公開使用，共有五部感應器設置於長跑賽
程上各處，收集空氣質素數據，為參賽跑手、主辦單位及公
眾人士實時報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健康飲食

現代社會跟傳統社會有重大的差別，
其中之一就是社會科學的興起。政府制訂
政策時，可以通過調查研究，認識社會現
實，然後對症下藥。一些國際機構亦會做
大型的調查，提供資料給企業和政府參
考。

就以政府的管治為例，怎樣才是良好
的管治呢？近年，民間有不少聲音指，
2017年沒有普選的話，特區政府的管治，
將會極為困難。這個預測會不會成真？有
沒有數據可以測量和比較政府管治呢？說
管治良好，良好到什麼程度呢？說管治困
難，又困難到什麼程度呢？

三方面比較管治質素
世界銀行制訂了 「環球管治指標」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簡 稱
WGI），用以量度政府的管治質素。世
銀本身沒有做調查，而是使用32個調查公
司、組織、智庫、非政府組織乃至私營跨
國企業，1996-2013年的數據和資料，綜
合成指標，用來比較和量度215個國家和
地區的管治質素，以百分比顯示，數值愈

大，等於排名愈高。例如數值是90，便等
於排名在最高的10%內，管治質素良好。

WGI主要從三方面比較政府的管治
質素。第一：是否具備行之有效的選拔、
監察及輪替政府官員的機制。第二：政府
能否有效的制訂和推行適當的政策。第
三：公民和政府機構是否尊重社會、經濟
及法律制度。三個方面都做得好，便是良
好、有效的管治。反之，便是不好、低效
率的管治。

這樣說，還是失諸抽象，於是每一方
面，世界銀行都用兩個分項指標來量度，
總共有六個分項指標。第一個方面的兩個
分項指標是： 「發聲」（Voice）與問責
性。所謂 「發聲」，是指政府推出一項政
策時，民間有沒有足夠渠道討論、批評、
反對，政府會否聽取民意修訂甚至取消政
策。問責性更具體了，施政出了問題，或
政府官員犯了錯誤，是否需要負責、處分
或下台。其次是：政治安定與沒有暴力。
第二個方面的兩個分項指標是：政府施政
效率高或低；政策推行時，政府監管是否
有效。沒有高效的監管，便會出現 「上有

政策、下有對策」，如何良好的政策都會
荒腔走板。第三個方面的兩個分項指標
是：法治精神是否彰顯；以及能否清除貪
污腐化。

管治良好發展才持續
世界銀行強調，管治良好，發展才能

持續。WGI使用的資料，全是公開的，
任何人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可以查證世界
銀行有沒有誤導。過去十年，香港的排名
都相當高。政治安定及沒有暴力的排名，
在70%或以上的位置。發聲與問責性的排
名，在60%-70%之間。法治與清除貪
污，亦位處前列。即是說，過去十年香港
的管治，算不上 「優」，也屬 「良」。

WGI的好處是，比較不同國家地區
和不同時期的政府管治時，不是單憑主觀
印象，而是有數據可依。管治是進步或退
步，進步多少、退步多少，亦可在數據中
反映出來。WGI最大的缺陷是，它取用
的資料，全部來自西方組織，少不免從西
方的角度和觀點去評定管治質素。當地人
的觀點，附諸闕如。因此，我們無須盲從
WGI的結論，卻可運用WGI的指標，作
為討論管治質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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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機械人可感應人心
本版 「通識頭條」上期講人工智能，香港科技大學新明

工程學教授兼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主任楊強指出，人工智
能及大數據將成為打造未來世界的骨幹；本身為人機通訊專
家的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馮雁教授表示，未來的機械人不
單能與人類溝通，更可感應人類所想、提供協助和作為夥
伴。

在校長陳繁昌帶領下，楊強等四位科大教授，一月二十
一日至二十四日應邀參加瑞士達沃斯年度世界經濟論壇。四
位教授在 「創想研究室」提出創新理念，與全球精英及決策
者探討現實社會與虛擬世界之間的無縫結合，將如何提升人
類生活質素。工學院院長李德富教授認為5G科技會改變人
類生活，由其衍生的觸覺通訊網絡將為智能醫療、家居聯
網、交通運輸系統、教育、機械及其他方面的嶄新應用帶來
無盡可能。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辛達德教授談到要建造一
個詳盡的世界視像歷史紀錄庫，在捕捉及顯現影像方面的主
要挑戰。馮雁教授另獲邀共同主持 「21世紀人類知識的進
化」晚宴講座，席間主持人跟一眾與會的商界領袖、作家、
藝術家和政治家，就多項議題包括如何教授機器學習人類語
言並欣賞藝術音樂等展開辯論。

今年獲邀於冬季達沃斯舉辦 「創想研究室」的七所世界
級高等院校為科大、牛津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史丹福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及卡內基美隆大學。

在 「環球大學領袖論壇」（GULF）上，陳繁昌與哈佛
大學及倫敦帝國學院兩位校長共同主持 「21世紀大學業界合
作」研討會，討論大學與業界透過如人手調借等方式合作，
為雙方帶來裨益。GULF由全球25所頂尖大學包括耶魯大
學、牛津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校長組成，陳校長亦是成員
之一。今年論壇有2500名國際領袖出席，包括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美國國務卿克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阿里巴巴
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金融決策者則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
小川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等。

▼世界銀行制訂了 「環球管治指標」 ，用以
量度政府的管治質素。圖為位於美國華盛頓
的世界銀行總部 網上圖片

科技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