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 后拒「被代表」 求共识更漫长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提到：「社会不会有百分百的共识，我们不能也不应等待百分百

的共识。」 

      现时社会日趋多元化，很多议题也众说纷纭，既有态度强烈的支持者，也有毫不妥协的反

对者，还有意见中立的沉默者、大致同意却未有最后决定的人、支持但不大关心事情的人，反

对却又尊重群体意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凝聚共识，已是无可避免的政治现实。 

少数服从多数 已非金科玉律 

      香港集思会近日发表了《第 5 代香港人—「90 后」的自白》研究报告，透过电话访问了

1,014 名「90 后」青少年，发现逾 7 成受访青少年认为社会在规划及政策上愈来愈难取得共

识，只得两成半认为目前政府有能力取得社会共识。对于过往常用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认同、反对及持中立态度者的比例相若，分别约占三成，而认同者较不认同者仅高出四个百分

点（见表）。 

      从小到大，我们经常被教导要「少数服从多数」，一般人会将之简化为民主的基本守则，

视之为金科玉律。然而，竟有逾三成受访的「90 后」反对此观点，反映新一代对民主自由的

理解及要求，不再停留于「只求解决问题」的层面。 

共识非只结果 过程体现包容 

      不少年轻人认为，民主不一定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也不单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

予每个人平等地表达意见、参与议决的权利，从以达至共识。 

      理论上而言，最完美的「共识」当然是所有人的意见一致，但这种情况几乎没可能发生，

因此大家需要讨论与协商。在现实之中，共识不单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持不同

意见者透过理性讨论，了解各自的难处及限制，共同修正并完善群体的意见及决定。 

      当然，讨论的前提是双方对事情有充分的了解，不会一味自说自话，也不能为了「赢」而

变得过分情绪化或意识形态化，否则一切只会流于口舌之争，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最近在几次社会事件中成功动员、集体发声的「90 后」，经常被形容为激进分子、社运

新秀，这批年轻人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不服从权威、拒绝「被代表」的自主性。对于经常代表民

众「发声」的专业人士及政党，「90 后」一般流露不信任的态度，是次的问卷调查就发现，

超过半数受访的「90 后」认为专业人士及政党未能代表自己的意见及立场（见表），并批评

目前很多咨询都未能令社会取得真正的共识。 

 



理性表达立场 寻「第 3 种选择」 

      事实上，所谓的共识未必是依据支持者多寡来决定，论点的质量较其代表人数更为重要。

因此，身为「多数」的人，一开始不应该只为了说服「少数」，甚至要怀有可能被少数说服的

心理准备。与此同时，「少数」也不能期望自己充分表达意见后，一定能改变主流想法及最终

结果。 

      也就是说，社会既不应强迫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但也不能无限地放大弱势社群的需

要，而是让所有人也可平等参与，并且互相尊重。 

      举例说，去年闹得满城风雨的「反国教」事件，政府在推行科目之前，不应打着「一定要

开科」的旗号，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虚心聆听各方意见，包括反对者的声音，作为

修改有关政策的基础。 

      至于反对人士亦不能只高喊「撤科」、拒绝与政府对话，而是理性地在表述立场、提出建

议，同时了解政府的论据。在这个双方妥协的过程中，或会出现大家也接受的「第三种选择」，

例如改变科目的形式、内容，那就是社群所达到的共识。 

      公民社会主张容纳多样化群体、尊重多元声音，如此一来，寻求共识的过程也更为漫长，

或会拖慢发展、影响效率，但充分而全面的咨询、平等的意见表达机会、广泛的公民参与，皆

是民主社会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 

表：部分有关「90 后」社会政治心态的调查结果 

 
同意/ 

非常同意 
中立 

唔同意/ 

非常唔同意 
N 

「喺规划同政策上，社会越来越难取得

共识」 
72% 22% 6% 996 

「现任政府有能力去令社会取得共识」 25% 31% 45% 982 

政府嘅政策咨询应以「少数服从多数」

为原则 
36% 32% 32 % 971 

「政策咨询过程中，专业人士往往能代

表我的意见/立场」 
16% 30% 54% 978 

「政策咨询过程中，政党往往能代表我

的意见/立场」 
15% 30% 55%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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