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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二手資料
成千上萬，當中有真有假，在運用二
手資料時實需慎選。究竟有沒有一些
準則可以判別資料的可信性？

準則一：作者身份
作者的身份是判別一份資料可信性的準則

之一，可就資料提出幾個問題：
1. 有否披露作者的真實姓名？

2. 作者的真實身份能否令人相信他所提供的

資料真實準確？

3. 作者提供假資料的代價有多大？

在例子一當中三本書籍均與貧窮有關，書
籍甲作者身份不明，全名欠奉，亞強之名更

有可能是筆名，究竟作者是何許人也，實在
無從查考。既使書籍內容有假，讀者亦無從
追究，故其資料的真實性存疑。相對上，書
籍乙及丙的作者以真名示人，而且社會地位
顯著，一旦作假，代價很大，因此其書籍內
容的可信性較高，不過兩者之間仍有差別。
書籍乙不單是社會工作系的教授，而且是貧
窮問題專家，因此在資料的可信性及準確性
而言，理應較書籍丙為高（作者出身於與貧
窮沒有直接關係的法律界）。

例子一：

書籍甲

書名：窮人生活

作者：亞強（自由創作人）
書籍乙

書名：貧窮線
作者：陳大名（通識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貧窮問題專家）
書籍丙

書名：活在貧窮線下
作者：黃小柔（退休大法官）

準則二：文獻來源
由於不同來源的文獻有 對內容真實程度

不同的要求，故文獻的來源亦是另一個鑑別
資料可信性的準則。大致而言，文獻的可信
性可按其來源作以下劃分：

準則三：資料覆核
要判斷一份文獻是否可信，該文獻是否提供覆核其內容真偽

的渠道是一個重要的準則。如果一份文獻的內容根本不讓讀者
有可能覆核其內容真偽，則其可信性便大打折扣。以下以幾個
例子加以說明。

例子二：
文獻甲：財政司昨日透露政府正考慮大幅增加利得稅

文獻乙：消息人士透露政府正考慮大幅增加利得稅

在例子二當中，文獻甲消息來源為財政司，讀者大
可以向財政司辦公室查詢其真偽，而當事人（財政司）
閱後覺不妥亦必會否認。至於文獻乙，所謂「消息

人士」亦即等於匿名，讀者無法向消息來源覆核，因此文獻甲
的可信性遠高於文獻乙。

例子三：
文獻甲：中國2011國內生產總值達471,564億元，較去年增

長9.2%。（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

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

文獻乙：中國2011年經濟增長強勁，遠超過去三年，達12%。

例子三的兩份文獻均描述中國2011年的經濟狀況，但數據有
所差異。文獻甲註明有關數據詳細出處，讀者要自行查核並無
困難，而文獻乙並未註明出處，讀者根本無法進一步核對，因
此文獻甲的可信性遠高於文獻乙。

1.維基百科（Wikipedia）
維基百科設多國語言版本，

內容包羅萬有，中文版號稱接
近41萬條內容，無論是較其他收
費的印刷版，抑或電子版百科
全書都要豐富。不少同學都喜
歡以此作為參考，貪其免費，
而且方便。有別於傳統百科全
書以專家編寫，維基百科標榜
人人皆可為編輯，但卻被指難
於確認編輯者身份，且內容可
靠性存疑。本地大學不少學系
已明訂學生所呈交功課不能引
用維基百科的資料，可見對其
內容之質疑程度。建議同學在
撰寫IES習作時，不妨參考維基
百科的內容，並追蹤其資料出
處，閱讀原文，但不要將維基
百科內容當作可靠文獻引用。

2.非政府組織調查
香港的非政府組織數目不

少，當中不少經常進行各類型
調查，從議題到對象均十分廣
泛，部分更定期調查，對正進
行IES的同學而言十分吸引。不
過，這類調查的資料可信性極
度存疑，原因有三：首先，與
西方先進國家不同，幾乎所有
本地非政府組織均未有高質素
的研究部門，其研究水平令其
資料可信性存疑；其二，非政
府組織對所關注議題均有預設
立場，所發放資料往往向其立
場傾斜，大大削弱資料的可信
性；其三，這類調查一般經新
聞媒體而非學術機關或學術期
刊發布，換言之，沒有經過同
行專家所審訂，資料的質素完
全沒有保證。若該資料十分對
應同學的IES主題，不妨參
考。在沒有更可信
資料可引用

的情況下，若一定要引用該等
資料，必須小心處理，勿過分
依賴作為論據或者推論基礎。

3.討論區資料
討論區是另一個資料豐富之

地，不少同學均有瀏覽討論區
內容的習慣，而且討論區互動
性強，同學只要發一個帖子說
明想找甚麼資料，甚至可能會
有其他使用者自動送上有關資
料。問題是討論區內充斥真真
假假的資料，使用者的身份均
為匿名，真實身份實不可考，
要判別其中資料真偽極為困
難。再者，討論區的性質是社
交，而非學術，使用者均以較
為輕鬆隨便的態度進行交流。
以上種種皆極大降低討論區內
容的可信性，故不建議同學引
用當中內容於IES習作當中。

4.報章調查
報章資料是同學經常使用的

資料來源之一，而不少報章會
就社會熱門話題進行民意調
查，這些資料又可否引用？報
章所載的調查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報社自己的民意調
查；第二類是報社委託學術機
構進行的調查；而第三類是學
術機構的調查，報章予以報
道。第一類調查絕大部分使用
音頻互動模式，這種模式被批
評欠缺科學化，結果不足信，
故不適宜引用。第二及第三類
調查乃由學術機構所進行，故
可信性較高，可以引用。

1. 在習作中引用真確性存疑的二手資料會帶來哪些負面影響？為甚麼？

2. 同學可如何確保二手資料準確無誤？舉例說明。

3. 試比較學術期刊、政府文件、書籍及報章等文獻來源的可
信性。

4. 註明二手資料的出處，對報告整體有何幫助？

請即登入http://kansir.net

「Kan Sir通識教室」瀏覽更

多參考資料及學習教材。

鑑別真偽重要性
•使用不可信資料會予人不認真的

觀感，導致習作大幅減分；

•註明出處有助增加說服力，提升

習作整體質素，爭取高分。

本系列前兩期分別介紹二手資料對IES的重要

性、每一階段的搜集重點、搜集二手資料的方法及策

略，今期則主要集中討論如何鑑別二手資料的可信性。使

用可信性低甚至存疑的資料，對IES而言是致命的打擊，不單

予人不認真的觀感，亦必會令習作大幅減分，所以在運用二手資

料時要小心在意。最後，我們會討論一些同學常常接觸的資料是否可

以引用。 ■簡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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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

作者簡介 簡明宇 香港教育學院
榮譽研究員、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院
士、尼古丁及煙草研究學會會員、《獨立專
題探究手冊》作者及「點亮教育」創辦人。

鑑別二手資料真偽

■大學及研究機構一般

採取較審慎的態度公布

資料，所以資料的可信

性較高。 資料圖片

選材三大準則
•作者身份

•文獻來源

•資料覆核

不宜引用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討論區資料。

錯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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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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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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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所有引用的二手資料均要註明出處，原因有

四。其一乃表明該等資料為他人所有，以免被

誤會剽竊或抄襲他人著作。要知道侵犯他人的

知識產權等同偷竊，一旦被揭發可能會引來嚴

重後果。其二，引用可信及具權威性的文獻除

為自己的觀點增加說服力外，尚可提升習作的

整體質素。其三，引用文獻得宜，可表現廣泛

搜集資料的努力、評鑑、剪裁及整合資料的能

力，容易令評卷員給予高分。最後，註明二手

資料出處可讓評卷員作覆核，有助評分。

二手資料搜集
系列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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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這些資料可以引用嗎？

真確存疑 萬不得引

資料性質 可信性 原因 備註

學術期刊 極高 學術期刊有非常嚴謹的審稿制度，得已出版者皆
屬高度可信的著作。

國際組織文件 極高 國際組織透明度高，參與國家又多，故監察極
強，文件的可信度亦較高

政府文件 高至極高 政府文件一般可信度高，視乎政府類別稍有差
異，非民主國家政府的文件可信度稍遜。

大學及研究機構 高至極高 大學及研究機構一般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公布資
料，故可信度高。

大型外國非政府組織 中至高 這些機構規模龐大，有足夠能力提供可信度高的
資料。加上聲譽攸關，一般較為嚴謹。

書籍 中至高 出版書籍成本高昂，故內容有一定的保證。如果
是出名的出版社或著名作者的出品，為保聲譽，
對內容的核實就更為嚴謹。

本地慈善團體 中至高 由於正式的慈善團體需要政府批准成立，故他們
所提供的資料亦有一定的可信度。

紀錄片 中至高 拍攝正式紀錄片成本高昂，一般製作人皆會嚴肅
處理。加上紀錄片公開放映，若有虛假陳述，必
遭指責。

報章 低至中 報章每日出版，時間急迫，難於作嚴謹核實，稍

為錯漏在所難免。

雜誌 低至高 雜誌的質素十分參差，部分國際雜誌的資料可信
度高至廣為學術期刊所引用（例如Economist），
部分可信度則極低（例如八卦周刊）。

個人網站／日誌 極低 所有人皆可以建立個人網站或者撰寫日誌，而且

不需要核實真正身份。

小型外國非政府組織 不確定 很難確定這些組織的質素及性質，特別是其網域
只註冊為.org者，更要特別小心。因為只要付
費，人人皆可註冊這些網域。

－

國際組織網域一般註冊為.int，例如北約www.nato.int及世衛
www.who.int。部分國際組織會同時使用.int及.org為網域，例如
世貿。
政府網域一般註冊為www.gov.xx（國家代號），例如香港政府
http://www.gov.hk/
大學及研究機構的網域通常會註冊為www.edu.xx（國家代
號），例如香港中文大學http://www.cuhk.edu.hk。當然中小學
亦用此網域註冊，瀏覽時應注意其性質。
他們的網域註冊通常會用.org.xx（國家代號）或.org。例如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網址是http://www.unicef.org
留意他們有沒有國際書號（ISBN），這個書號是正式的出版社
才可以擁有的。屬於大學的出版社，不輕易出版書籍，可信性
亦較高。
正式的慈善團體會有一個稅務局批出的IRD Ref編號。他們的網
域通常是.org.hk，例如保良局http://www.poleungkuk.org.hk/。
－

一些公信力高的報章，其資料的可信性會較其他報章稍高一
點。
使用雜誌的資料需要極為審慎，一些國際或區域性發行的雜誌
可信度較高。

－

－

打擊致命
■維基百科的資

料可靠性存疑，

可以參考，不宜

引用。 資料圖片

■出版書籍成

本高昂，內容有

一定的保障。

資料圖片

責任編輯：楊偉聰　版面設計：吳景強
逢星期一至五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2012年5月7日(星期一)教育 A27

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讀文匯、識中國、通天下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通識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