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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香港被譽為東方之珠,國際大都會，主要是因為擁有蓬勃的經濟。香港的GDP一年比一

年高，2007年香港的本地國民生產總值高達1,616,215百萬港元，因此可以反映出香港是一

個富裕的城市，市民也有不俗的生活質素。但是香港的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卻與經濟成反比，世界排名63，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中排名最低(附件一)。由於國

民幸福總值是受民主、社會平等、社會和諧氣氛和貧富懸殊所影響，而影響香港國民幸福

總值的主要原因是貧富懸殊、通脹、工時過長、工作壓力，所以我們將對以上有關的政策

作分析。 

 

 

 

 

 

 

 

 

 

 

 

 

 



香港的經濟 
 

1. 香港的整體經濟情況 

 香港的GDP由2005-2007一直上升，由此可以証明香港的經濟愈來愈蓬勃，由2005年

的1,382,590百萬港元，上升至2007年的1,616,215百萬港元，從下表1及表2中可以得知。 

 

表1. 本地生產總值(2005~2008) 

年 季 

本地生產總值 

以當時市價計算 以二零零六年環比物量計算 

百萬港元 

按年變動

百分率 百萬港元

按年變動百

分率 

經季節性調整的本地生產總

值與對上季度比較的變動百

分率 

2005 
1,382,590 7.0 1,379,110 7.1 N.A. 

2006  1,475,910 6.7 1,475,910 7.0 N.A. 

2007  1,616,215 9.5 1,569,890 6.4 N.A. 

2007  第 2 季 380,113 8.4 371,931 6.2 1.5 

第 3 季 413,787 10.2 404,872 6.8 2.1 

第 4 季 448,700 12.1 423,506 6.9 1.5 

2008 第 1 季 
410,155 9.8 396,716 7.3 2.0 

第 2 季 404,141 6.3 387,676 4.2 -1.4 

資料來源：統計處 (2008) 

表2.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2005~2008) 

年 季 

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 

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以當時市價計算 以二零零六年環比物量計算

2006=100 按年變動百分率 港元 按年變動百分率 港元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05 100.3 -0.1 202,928 6.6 202,417 6.6

2006 100.0 -0.3 215,238 6.1 215,238 6.3

2007 103.0 3.0 233,358 8.4 226,669 5.3

2007 第 2 季 102.2 2.0 N.A. N.A. N.A N.A.

第 3 季 102.2 3.2 N.A. N.A. N.A N.A.

第 4 季 105.9 4.9 N.A. N.A. N.A N.A.

2008 第 1 季 103.4 2.3 N.A. N.A. N.A N.A.

第 2 季 104.2 2.0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統計處 (2008) 

 



2. 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 

 

不患寡而患不均。堅尼系數是常用的「收入差距」的摘要量數。香港統計處主要以堅

尼系數量度貧富懸殊的重要指標，主要顯示貧與富相差的比率。香港統計處以除稅後住戶

收入和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為依據的堅尼系數進行國際比較。一如所料，以除稅後

住戶收入和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為依據的堅尼系數一致顯示選定的經濟體系的收

入差距減低，但幅度各有差異。 

 

表3. 香港的堅尼系數在過去10年的改變 

年份             堅尼系數          期間的變動 

1996               0.518                / 

2001               0.525              +0.007 

2006               0.533              +0.015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根據以上資料，堅尼系數一直上升，由於堅尼系數是常用的「收入差距」的摘要量數，

所以以上資料足以反映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相當嚴重，而且情況不但一直沒有得到改善，

反而問題更嚴重。以上資料亦証明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一直上升，但只是富者愈富，貧者

卻愈貧。政府對此問題卻視而不見，一直沒有正式訂立和執行有關政策來解決此問題，因

此造成了經濟和生活質素一直上升，但國民幸福總值卻一年一年下降，一年又一年再創新

低。 

 

 



香港人的快樂指數 
 

根據[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最新研究顯示，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縮寫GNH）是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數，比國民生產總值更具全面，並注重

精神上的感受。GNH通常和真實發展指標（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簡稱GPI）一起討論，

後者是將生活質量和快樂量化。這兩個量化指標，如生活指標，是主觀的指標，比客觀指

標消費更重要。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提出，用一種新的方法昨日重現法來

度量GNH。這種方法要求人們回想在最近的一天自己做過些什麼以及當時的感受，將它寫

在一個簡短的日記。 

 

在98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人的快樂指數排名63位，是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中排名最低(附件

一)。 

 

根據香港大學的調查，兒童組(9至17歲)的快樂指數平均分為76.7，青年組(18至34歲，

而未有兒女)的快樂指數平均分為67.2，家長組(18歲以上，而有兒女)的快樂指數平均分為

64.8，三者平均分為69.6。 

 

根據嶺南大學調查，就有足夠金錢應付需要之中，有44%在職訪者認為「很少」，而

有37.3%認為「都幾」，只有12.2%認為「很多」，另外在評估你的生活質素中，有56.7%認

為是「一半一半」，而認為「差」與「極差」也有超過7%，即顯示收入與生活質素與生活

是息息相關的，因此政府應該從政策中入手，提升低收入的在職人士的生活水平，從而提

升低收入人士的收入質素 (附件二)。 

 

 

 

 

 

 

 

 

 

 

 

 

 

 

 

 

 



香港的經濟如此蓬勃，但快樂指數卻為於亞洲之末，那麼為什麼香港仍不快樂 ? 我們

認為是有以下的因素影響: 

 

1. 貧富懸殊嚴重 

根據 2006 年資料顯示，香港的堅尼系數為 0.56，成為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嚴重的地

區;即使將發展中國家包括任內，香港都排名倒 18 位。而事實上香港亦因為經濟轉型，使

大部分人失業，而另外清潔工、快餐服務員、地盤工人這些高勞動力的工作，可以與律師、

醫生的薪金比較，可以相差數十倍，可是那些從高勞動力獲取薪金的人，薪金根本不足以

維持生活基本所需(附件三)。 

 

2. 通脹率大於GDP增長率 

現時香港的住屋、食物等這些消費物品都按年上升，可是GDP並不代表人民生活質素，

其實只是一小撮人富起來，由於香港勞動人口供過於求，亦沒有最低工資保障，他們的生

活質素只會一直下降，而即使中收入人士有加薪，但亦因為通脹過高的關係，根據大摩指

目前估計本港今年的經濟增長有4.7%，而今明兩年通脹率均預期為4.5%，因此能分享經濟

上升的成果。 

 

3. 工時長 , 休息少 

根據近期調查顯示，香港人每周工作時間過長，40.9%港人每周工時超過48小時，與全

球其他工時調查比較排第五，而比例更遠超大部分已發達國家。事實上，工作時間直接影

響人民休息 ; 陪伴家人以及玩樂的時間，所以即使是工作薪金高的人民，亦不會見得快樂。 

 

4.  工作上的壓力 

香港人的工作壓力太大，由於香港的失業率極為不穩定，當經濟衰退時，各大公司會

進行大幅度裁員，令廣大市民終日為工作而擔心，而且工作時間更十分長，工時長度更位

列全球第五，令他們嚴重缺乏閒暇時間作休息或娛樂，其次工資問題亦為香港市民的快樂

指數造成嚴重的影響，香港的工資持續偏低，而且實質平均工資還按年下跌2.1%，令低下

階層市民生活更苦不堪言。 

 

 

 

 

 

 

 

 

 

 



香港政府有關提升快樂指數的政策分析 
 

1. 經濟方面 

    香港雖然有工資保障計劃,即是保障清潔及保安行業維持一定的工資以上，但此計劃尚

未完善，而且幅蓋工種不足，所以造成香港出現很多「在職貧窮」家庭。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一項研究發現，本港「在職貧窮住戶」的數目連續兩年上升，現時本港約有逾20.7萬「在

職貧窮」家庭，是過去10年最高的數字，涉及約74萬人，部分全職工作人士每月收入更低

至2000元以下。所謂「在職貧窮住戶」，即住戶中有一名或以上成員就業，但每月收入仍

少於或等於入息中位數一半(附件三)。但是本地生產總值依然上升，這顯示了貧富懸殊極

之嚴重。 

 

2. 工時方面 

    職工盟一項調查發現，香港人每周工作時間過長，在全世界排行第五。職工盟引用政

府統計處於2007年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進行調查，發現香港四成一就業人口每周工時超過

48小時，在全世界50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五。港人平均每周工作時數達53至58小時。觀

乎英、美、法、日、韓、台灣與中國大陸等，無不實行法定最高工時，每周35至48小時不

等。這能顯示普遍的香港人也需要長時間工作。此外，有研究顯示制訂最高工時，可促進

親子關係(附件五、附件六)。 

 

3. 通脹方面 

    香港雖然已減低利息以抗通脹,並刺激經濟，但單單實施此政策是不足夠的。近期環球

通脹上升，香港作為開放型的經濟體系，通脹亦受環球現象影響。今年上半年，本港整體

消費物價通脹率達5.1%，高於去年全年的2.0%。政府關注的是通脹對低收入市民和弱勢社

群所造成的影響。他們除工資增長較慢外，食品開支佔低收入住戶開支的比重也通常較大

(附件七)。 

 

4. 設立食物銀行 

    近期，政府為了協助市民抗通脹而設立了食物銀行，但此政策似乎欠可行性。不少前

往食物銀行求助的人士，面對放下尊嚴或解決一家飢餓的兩難局面。有無業丈夫為尊嚴拒

到食物銀行，妻子唯有偷偷前往求助，要求機構轉以超市膠袋盛載食物，以隱瞞丈夫；有

窮困市民為省兩元車資，不惜步行一小時到食物銀行求助，顯示基層「搵食艱難」。但往

食物銀行求助者，心情總是忐忑不安，由於不少男士無業，為了尊嚴，堅拒申領綜援及拒

絕到食物銀行求助，但家庭財政已達「山窮水盡」地步。這可以証明食物銀行這政府尚未

完善(附件八)。 

 

 

 

 

 



針對以上政策上的不足，來提升香港人的快樂指數，我們認為香港政府應改善下列的政策: 

 

一. 經濟和通脹方面 

1. 訂立最低工資 

    由於香港有大約一百萬人屬於低下階層，並從事厭惡性行業(低下薪酬行業)，他們不

但要從事厭惡性行業，而且工資更被一減再減，工資約是$2500~$3500，比綜緩金更低，這

引致廣大市民怨聲載道。 

 

為改善香港人的快樂指數，政策上有必要訂立最低工資，而且時薪不能少於$33。另一

方面，訂立最低工資會引致顧主對黑工的需求上升，所以政府亦有必要加強打撃黑工各加

強對黑工與顧用黑工的顧主的刑罰。 

 

     2. 增加職位 

    由於香港失業率太不穩定,引致市民人心惶惶。失業者難以獲得職位，在業者每天也為

工作而擔心，所以引致市民的快樂指數為位亞洲之末。 

 

為改善香港人的快樂指數，政策上有必要增加職位以穩定民心，和減少失業率,政府可

以增加基礎建設來增加職位，例如盡快興建郵輪碼頭，港珠澳大橋。增加基建既能令香港

更配合國際大都會的名譽，又能增加職位，減低失業率。 

 

     3. 穩定經濟 

    由於香港的通脹問題嚴重，對香港人的快樂指數造成重大的影響，令市民為生活而擔

憂，為改善香港人的快樂指數，政策上有必要訂立政策穩定經濟，抗通脹,政府可設立食物

銀行，以食物券換取食物，避免通脹所帶來的影響。 

 

     4. 向富有階層收取較重的稅項 

    由於香港貧富差距大，導致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為改善貧富差距，香港政府應向富

有階層收取比中產及草根階層更為多，更為重的稅收。這些額外的稅收用作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綜援)的資金補貼。藉著這些額外的資金補貼去協助貧窮人士生活。 

 

     5. 增加企業之間的競爭 

    電力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可是香港一宜由兩大電力供應商，中華電力和香港電燈，

它們的電費是根據投入資本回報率而定，換句話說它們不但不需要承擔風險，而且更重要

的是它們可以將資本隨意增加而無需審核。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增加企業之間的競爭，開

放電力市場。 

 

現今電訊業的競爭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當時政府將電訊業給予單一供應商，香港電

訊，由於當時電訊是必需品的關係，令到價格處於高峰的狀態。可是當政府將市場開放後，

不但令電話費大減，既能抗通脹，又增加電訊業方面的職位。相信政府開放電力市場是百

利而無一害的。 



 

     6. 引入公平競爭法 

    其實公平競爭法不但可以創業、就業機會,且能將公司受到競爭後便可以把整體物品水

平減低，並且將財富更能平均地分配，不會因壟斷使財富累積在一小撮人中。 

 

    相信大家都聽過家樂福超市的例子，家樂福為全球第二大的大型超市，提供的貨物均

受到廣大市民歡迎。可是消委會在九七年曾接獲家樂福的投訴，指有二十二間貨品供應

商，不滿意家樂福將貨品的零售價調低至低於供應商的要求，因而向家樂福施壓，威脅會

停止供應貨品。由於本港並沒有公平競爭法，故消委會難以提供協助(附件九、附件十)。 

 

    從這個例子看到，倘若政府一早設立公平競爭法便不會有如今這種事情發生。引入外

資及提高本地創業意欲是需要在香港這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地方多進行，可是因可能沒有公

平競爭法，而使外資及本地創業卻步。 

 

二. 工作條件方面 

     訂立工時上限 

    香港的工時為位列全球第五，40.9%港人每周工時超過48小時，港人平均每周工作時數

達53至58小時。由於香港市民的工時過長，引致他們缺乏閒暇時間作休息或娛樂。為改善

香港人的快樂指數，政策上有必要訂立工時上限，即使為了保持生產量，也不能大幅下調，

亦需要下調至45小時以下。 

 

 

 

 

 

 

 

 

 

 



總結 
 

   總括而言，香港已是國際大都會，而且擁有東方之珠的美譽，也在國際上擁有一定的

地位。香港既有蓬勃的經濟，公平的營商環境，穩定的治安，以上都証明香港已經是十分

繁榮穩定，客觀條件上已是一個居住的好地方。政府可以進一步發展更進取的政策，就是

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之餘，進一步提升香港人的快樂指數，使香港不單單是一個賺錢的機

械，我們希望所有市民能為香港快樂作出貢獻，並分享成果。希望政府能正視我們在上文

所提出的問題及參考我們在政策上的建議。我們希望在下一次的快樂指數調查當中，香港

的排名能有所提升，使香港不至於排名東南亞之末，使香港真正成為一個繁榮穩定而且快

樂的國際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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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80%BB%E5%80%BC&variant=zh-tw 

 

2. 政府統計處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charsetID=2&subjectI

D=12&tableID=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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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8 月 31 日 星島日報 

2008年 7 月  2 日 明報 

2008年 7 月 17 日 星島日報 

2008年 7 月 18 日 am730 

2008年 7 月 20 日 星島日報 

2008年 8 月 18 日 明報  

2008年 9 月 19 日 明報 

2008 年 10 月 11 日 明報 

 

 

 

 

 

 

 

 

 

 

 

 

 

 

 

 

 

 

 



附件一 

世界愈來愈快樂 調查︰丹麥人最快樂 香港排 63 東亞最差 

(明報)7 月 2 日 星期三 05:48 

【明報專訊】儘管全球經濟出現動盪隱憂，但一項由美國、瑞典和荷蘭等官方機構贊助的

國際大型調查卻指出，這個世界近年「愈來愈快樂」。「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的最新研究顯示，在 98 個國家及地區中，最快樂的是丹麥，最不快樂的是非洲 津巴布韋。

中國大陸排名 54，香港則為 63，在東亞國家及地區中排名最低。 

 

中國大陸排 54 津巴布韋人最不開心 

「世界價值調查」早在 1981 年起已展開快樂度調查，迄今已訪問了全球 98 個國家/地區逾

35 萬人，當中有 52 個國家/地區的數據是連續無間斷的。在過去 17 年間，調查隊伍都會

直接問受訪者以下兩條問題﹕ 

1. 考慮所有因素，你認為自己十分快樂、頗快樂、不十分快樂，還是完全不快樂？ 

2. 考慮所有因素，現在你對自己整體人生有幾滿意？ 

美聯社引述最新調查指出，在 52 個數據完備無間斷的長期受訪國家/地區中，有 40 個的民

眾快樂水平，在 1981 至 07 年間整體上都在上升，出現下降 的只有 12 個。雖然丹麥不是

全球最富裕國家，但因其民主、社會平等及和諧氣氛，成為全球最快樂國家，波多黎各和

哥倫比亞則緊隨其後。躋身前 15 名的國家， 還有愛爾蘭、瑞士、荷蘭、加拿大和瑞典等，

至於全球最富裕的美國，只能排 16。 

 

繁榮民主化 八成受訪國更快樂  

榜尾方面，津巴布韋因長期受政治及社會暴力困擾，成為全球最不快樂國家，緊隨的還有

東歐的摩爾多瓦和中亞的亞美尼亞，3 國都屬全球最窮困國家之一，也被西方視為政治專

制。 

研究員認為，全球快樂指數全面上升，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取得顯著經濟增長、一些國家邁

向民主化，以及社會對少數族裔及女性群體的容忍度上升有關。統籌 有關調查的美國密

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學家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表示，經濟環境

改善、政治及社會自由增加，可長遠增加民眾對社會的滿意度，「我絕對相信和平及民主

與快樂有相互關係」。 

英氏跟同僚估計，中國及印度    經歷史無前例的經濟高速增長、多個中收入國家進入民主化

進程、兩性愈趨平等，以及發達國家社會對少數族裔及同性戀的接受度較高等，都是令到

快樂指數錄得顯著上升的原因。 

 

 

 



附件二 

 

 
 

 
http://www.ln.edu.hk/pgp/pdf/RP03B4.pdf 

 

 

 

 

 

 

 

 

 

 

 

 

 

 

 

 

 



附件三 

僅次秘魯泰國工時鬥長港全球第五  am730   2008-07-18 

 

本地再有調查顯示，本港上班族長工時佔勞動人口的比例，又在全球「名列前茅」的位置；

僅次於秘魯、泰國、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排第五位，其中更發現每 4 名地產代理中，

便有一人需一周工作逾 60 小時，飲食業亦每 5 個有一個，直接影響生活。 

 

職工盟根據統計處的資料，指香港人每周工作時間過長，40.9%港人每周工時超過 48 小時，

與全球其他工時調查比較排第五，僅次於秘魯(50.9%)、南韓(49.5%)、泰國(46.7%)與巴基斯

坦(44.4%)，比例亦遠超大部分已發展國家。 

 

26.2%地產代理每周工時 60 小時此外，每周工作超過 60 小時的港人佔逾一成，當中以地產

代理、飲食及零售等行業情況最嚴重，該三個行業，工時逾 60 小時的工人比例，分別高達

26.2%、20.7%及 14.9%。 

 

職工盟表示，工時過長，除了令上班族無時間進修，亦引發職業病，促請政府立法規定每

周標準工時，不可超過 44 小時，訂定最低工資，超時工作要有 1.25 倍的補水。 

 
 



附件四 

在職貧窮戶 20.7 萬 10 年新高 部分全職收入不足 2000 

 (明報)10 月 11 日 星期六  

【明報專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一項研究發現，本港「在職貧窮住戶」的數目連續兩年上

升，現時本港約有逾 20.7 萬「在職貧窮」家庭，是過去 10 年最高的數字，涉及約 74 萬人，

部分全職工作人士每月收入更低至 2000 元以下。 

所謂「在職貧窮住戶」，即住戶中有一名或以上成員就業，但每月收入仍少於或等於入息

中位數一半。以一個三人家庭為例，如收入低於 9000 元便是在職貧窮家庭。社聯透過政

府統計處    綜合資料，發現在過年 10 年，「在職貧窮住戶」在 05 年數目最少，不足 18

萬，其後持續上升，去年共有 20.45 萬戶，08 年上半年更上升至 20.73 萬戶，佔總住戶 9.1%，

是由 1998 年至今最高的數字。 

社聯政策倡議及國際事務業務總監蔡海偉表示，由於每季數字都有不同，今年上半年的數

字仍未能作準，但因第一季新年時就業情况已經較好，不排除 08 年下半年的在職貧窮家

庭總數會再上升。 

 

拒申綜援     每星期只吃一次肉 

40 多歲的吳女士與丈夫和兩名女兒住在公屋，因當地盤雜工的丈夫經常開工不足，平均月

入 5000 多元，吳女士不用照顧女兒之時都會去當家務助理，每 月多掙千多元幫補家計，

但扣取 2000 多元屋租後已所餘無幾。由於建築業愈來愈不景，一家人曾想申請綜援，但

兩夫妻討論後認為自己有手有腳，不用靠政府 「使錢都使得開心啲」，最終打消念頭。 

她說，現在每星期只會吃一次肉，平日主要吃菜，患病絕不會看私家醫生，寧願輪候 3 小

時街症，「女兒在學校會參加一些免費的興趣班，但要花錢的游泳、畫畫班則可免則免」。 

 

供養兒童長者比率高 

根據 07 年數字，在職貧窮家庭中，有 31.7%的全職就業人士月薪少於 6000 元，當中 4.1%

全職人士即使每星期工作逾 35 小時，每月收入仍不足 2000 元。除了清潔工，茶餐廳外賣

員的人工亦普遍偏低。 

另外，15 至 64 歲在職貧窮家庭成員就業人口只有約 47%，比全港數字低 10%。蔡海偉解

釋，主要是因他們普遍學歷較低，而且供養兒童和長者的比率 亦較高，難抽時間工作。

他建議政府訂立最低工資，應達到每月 6000 元的標準，以每天工作 7 至 8 小時計，即時

薪介乎 29 至 33 元，而政府亦可透過交通津 貼、學生午膳津貼等援助低收入家庭。 

 

 



附件五 

港人工時全球第五長 

 (星島)7 月 17 日 星期四 11:18 

職工盟一項調查發現，香港人每周工作時間過長，在全世界排行第五，要求政府立法制定

最高工時。職工盟引用政府統計處    07 年的綜合住戶統計進行調查，發現香港四成一就業人

口每周工時超過 48 小時，在全世界 50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五。職工盟指，由於工時過

長，港人無法與家人相處享受天倫之樂，亦影響作息時間。職工盟促請政府立法規管每周

工時上限，不超過 44 小時。 

 

 

 

 

 

 

 

 

 

 

 

 

 

 

 

 

 

 

 

 

 

 

 

 

 

 

 



附件六 

制訂最高工時 促進親子關係 

 (明報)9 月 19 日 星期五 05:15 

【明報專訊】近年，學生自殺的新聞不絕於耳。輕生的學生，或不堪學業的壓力、或與家

人關係惡劣、或與友儕關係欠佳。原因，不一而足。一句老話，學校和家庭也有責任。 

也許大家都聽過這句宣傳口號──「每日暫停 10 分鐘，聽聽少年心底夢」。在香港，為人

父母，為口奔馳，每天工作豈只 8 小時呢？我認識一位酒樓洗碗雜工萍 姐，每天在酒樓廚

房，一洗便 14 小時。丈夫靠做侍應幹活，剛升上中學的兒子日間上學，放學回家，年近八

旬的祖母照顧他。父母親晚上八九點才回家，沒跟兒子 說一句，便抱頭大睡了！即使說，

也是對空氣說話，兒子對着電腦打機，已幾近瘋狂的地步。 

以上生活，俯拾可見。說實在，萍姐的兒子沒走歪、沒輕生，委實是萬幸！幹嗎萍姐和丈

夫，每天連 10 分鐘都不能給他們的兒子？他們面對工時過長的問題，是因為香港仍未立法

制訂最高工時。要知道，家庭生活對孩子身心成長十分重要，父母的鼓勵和關愛，是孩子

克服困難的強心劑。 

特區政府    已落實政府部門 5 天工作制，固然可喜。然而，全港 300 萬僱員又如何呢？香港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在 04 年公布調查，港人平均每周工作時數達 53 至 58 小時。觀乎英、美、

法、日、韓、台灣    與中國大陸等，無不實行法定最高工時，每周 35 至 48 小時不等。讓僱

員得到最高工時的保障，不但有助促進親子關係，改善與子女的溝通，對僱員本身來說，

有充裕的休息時間，工作時更積極，反能提高生產效率。 

 

 

 

 

 

 

 

 

 

 



附件七 

曾俊華﹕香港的通脹 

(明報)8 月 18 日 星期一 05:10 

【明報專訊】近期環球通脹上升，已成為各地政府關注的問題。香港作為開放型的經濟體

系，通脹亦受環球現象影響。今年上半年，本港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達 5.1%，高於去年全

年的 2.0%。政府跟社會大眾一樣，十分關注通脹對本港經濟和社會民生的影響。 

食品和能源價格急升是全球通脹上升的主要原因。香港以服務業為主，對石油的倚賴較

小，石油價格急升對香港的通脹率的直接影響並不大。至於世界食品價格，受發展中國家

對糧食需求增加、耕地減少、生物能源政策、天氣反常和牲畜疾病等各種因素影響而飈升。

聯合國    糧食及農業組織編制的全球食品價格指數在今年上半年的按年升幅高達 50%。由於

香港的食物絕大部分倚賴進口，本地的食品價格難免跟隨上漲。若扣除食品項目，整體通

脹率會明顯較低，今年上半年為 3.1%。 

本地經濟過去一段時間持續擴張，使本地需求增加，租金和工資隨之上漲，對香港通脹亦

構成壓力。近來私人住屋租金上升，成為最大的本地通脹壓力來源。 如果扣除食品及住

屋項目的影響，消費物價通脹在今年上半年只有 1.8%。這說明了雖然本地的工資有所增

加，但由於生產力持續提升，有助紓緩部分的營商成本 壓力。 

展望通脹的短期前景，近月食品和石油價格在國際市場呈現回落的迹象，而美元    亦出現反

彈。這些發展均有利紓緩環球通脹問題，如果趨勢持續，亦有助減低本港通脹壓力。不過，

商品價格和匯率走向往往反覆不定，情况並不很明朗。在本地因素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

私人住屋的租金上漲相信會進一步直接推高通脹。然而，本港增長步伐受環球經濟轉差已

開始減慢，這有助降低內部通脹壓力，減少成本及 通脹互相追逐的風險。鑑於食品價格

升幅比預期為快，政府將今年全年的基本通脹率的預測由原先的 4.5%向上修訂為 5.5%。計

及政府公布的各項一次過紓緩 措施，預料今年的整體通脹率為 4.2%。 

國際食品供應應會逐步改善，而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將有所放緩，會續漸減輕外圍的通脹壓

力。另一方面，本港勞工生產力持續提升亦應繼續有助紓緩本地物價 壓力。我們會繼續

逐步放寬輸入優秀和專業人才的措施並致力投資教育、培訓及再培訓以提高勞動人口的整

體生產力及滿足市場對人才的需求。我們會通過投資基建 項目加強本港經濟的生產能

力，亦會提供足夠土地以滿足市場需求。  

香港是小規模開放型並以市場為本的經濟體系，政府能夠控制通脹的手段有限。况且，物

價變動以平衡供求是調節機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亦有助我們的 經濟更靈活地適應

外圍環境的轉變。干預市場價格一般都是不可取的，並會造成很多不良的後遺症。雖然如

此，政府會積極地循其他途徑如確保貨品供應充足、資訊 流通以及促進自由競爭，使價

格更具競爭性，以減輕通脹壓力。 



政府無意改變聯匯制 

香港的聯繫匯率    制度行之有效，是香港的固定政策，政府無意亦無計劃改變或放棄該制

度。事實上，通脹壓力升溫是世界性的現象。儘管其他為數不少的經濟體系均採用了較具

彈性的匯率制度以及使相關貨幣兌美元升值，但它們亦同樣面對持續的通脹壓力。 

政府關注的是通脹對低收入市民和弱勢社群所造成的影響。他們除工資增長較慢外，食品

開支佔低收入住戶開支的比重也通常較大。我們認為向他們提供一次 過的財政支援是有

效的方法，並且需要多管齊下幫助他們。為此，政府在 2 月份的財政預算案及 7 月中已公

布一系列利民紓困的寬減措施，再加上其他措施比如實行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推廣社會

企業發展，以及保障清潔工人和保安員的「工資保障運動」等。此外，政府亦會致力發展

經濟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低技術人士獲得穩定的工作收入。 

社會要共同面對通脹的挑戰。政府已於 7 月中宣布凍結與民生有關的政府收費一年，我亦

屢次呼籲公共事業在申請加價時要顯示社會責任，事實上，各經濟環 節的營運者亦要以

負責任的態度釐訂價格，不可為追求短期暴利而喪失商譽。我深信香港穩健而具效率的市

場經濟體系絕對可以克服通脹的挑戰。 

 

 

 

 

 

 

 

 

 

 

 

 

 

 



附件八 

為慳兩元車資 徒步句鐘領取 

 (星島)7 月 20 日 星期日 05:30 

(星島日報    報道)不少前往食物銀行求助的人士，面對放下尊嚴或解決一家飢餓的兩難局

面。有無業丈夫為尊嚴拒到食物銀行，妻子唯有偷偷前往求助，要求機構轉以超市膠袋盛

載食物，以隱瞞丈夫；有窮困市民為省兩元車資，不惜步行一小時到食物銀行求助，顯示

基層「搵食艱難」。 

  本港多個教會團體設有食物銀行，城市睦福團契五年前在屯門    寶田邨毗鄰商場開設一

間食物銀行，每天為約廿個貧困家庭、釋囚及臨時收容中心居民免費提供罐頭、米、麥皮、

奶粉及日用品等，求助者多來自元朗、屯門。 

  除乾糧外，城市睦福更獲多間茶餐廳、連鎖飲食集團，甚至街市菜檔免費提供新鮮食

物券，受助人毋須餐餐只吃罐頭。屯門隊主任劉旭東指，貧困家庭可憑券帶同子女免費用

餐一次，有食品供應商更捐出將到期鮮奶、麵包、蝦片等，機構更曾獲贈四千隻鮮雞蛋，

讓貧困家庭多一些選擇。 

  婦佯購自超市保夫尊嚴 

  但往食物銀行求助者，心情總是忐忑不安，劉旭東指，由於不少男士無業，為了尊嚴，

堅拒申領綜援    及拒絕到食物銀行求助，但家庭財政已達「山窮水盡」地步，不少領雙程證、

新來港妻子，暗地裏帶同子女到食物銀行領食物，並要求以一些超市膠袋盛載，令丈夫以

為是從超市買回來，免得損害其自尊，她們更要分多次到食物銀行換領，才可「瞞天過海」。 

  睦福團契位於屯門，有居住在泥圍、洪水橋偏遠村落的居民竟放棄搭輕鐵，步行逾一

小時到食物銀行領一星期食物，劉旭東指，社工也不忍心看他們拖着大堆食物步行回家，

便給他們車資乘輕鐵。 

  社聯的研究中，有一半受訪者認為食物銀行地點不便，而兩成人領食物時，更感尷尬、

羞愧。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指，不少無收入人士不惜跨區步行往領食物。曾有一名住筲箕

灣    居民，步行逾一小時到西環聖雅各福群會的眾膳坊領一星期食物，連二元一程的電車費

也無力支付。 

 

 

 



附件九 

 

消委會關注家樂福結業 

 

香港商報 2000-08-31 

 

【商報訊】超級市場家樂福決定在下月結束本港業務﹐消費者委員會對此表示可惜﹐並承

認這會令到超市市場業務有集中的趨勢﹐但不能斷言是市場壟斷﹔另外﹐因家樂福結業而

失業的四百九十名員工﹐勞工處目前有逾千個店務員的空缺﹐可讓受影響員工申請。  

消委會總幹事陳黃穗昨日表示﹐關注連鎖超級市場家樂福結業後﹐本港的大型超級市場減

少一間﹐令到超級市場業務有集中在大集團的趨勢﹐但不能斷言是市場壟斷﹐因為仍要視

乎集團有否違反公平競爭的問題。  

她表示消委會在三年前收到家樂福的投訴﹐指有廿二個供應商﹐禁止他們自由調整貨品價

格﹐但由於香港沒有公平競爭法﹐消委會調查遇到困難﹐故促請政府訂立全面的公平競爭

法﹐阻止合謀定價。  

對於因家樂福結業而受影響的近五百名員工﹐勞工處發言人表示﹐就業輔導組現時有千多

個店務員的空缺﹐可以讓受影響員工申請﹐並表示自從經濟復蘇後﹐零售業的就業情況已

有改善。而勞工處至今共收到六十宗家樂福員工查詢有關遣散安排及找工作的查詢。  

而僱員再培訓局昨日表示﹐已與家樂福管理層接觸﹐日內為受影響的員工﹐分批安排轉業

輔導講座﹐分析最新勞動市場情況及介紹再培訓課程。 

 

 

 

 

 

 

 

 

 

 

 

 

 

 

 

 



附件十 

 

家樂福被供應商壓死﹖ 

 

星島日報 2000-08-31 

 

因為蝕本而撤離本港的法資家樂福大型超級市場﹐其‘致死’原因之一﹐原本與其大幅減

價搶客卻受到供貨商壓力有關。  

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陳黃穗昨日披露﹐三年前曾收到家樂福超級市場的投訴﹐指其曾受到

貨品供應商的壓力﹐威脅它不能把零售價格降低至低於供應商所要求的水平。  

陳黃穗昨表示﹐家樂福超級市場結業後﹐本港將會少了一間具競爭力的超級市場﹐而市民

亦因此少了一個選擇。不過她認為﹐雖然本港超級市場的業務主要集中在兩家連鎖式超級

市場﹐但現時並沒有出現壟斷的現象。  

陳黃穗透露﹐九七年曾接獲家樂福的投訴﹐指有二十二間貨品供應商﹐不滿意家樂福將貨

品的零售價調低至低於供應商的要求﹐因而向家樂福施壓﹐威脅會停止供應貨品。陳表示

由於本港並沒有公平競爭法﹐故消委會難以提供協助。  

消委會在過去曾收到最少兩宗的同類型投訴。  

陳黃穗表示﹐消委會會聯絡家樂福超級市場﹐以了解結業原因。對於家樂福承諾會兌現市

民持有的現金券﹐陳表示滿意﹐消委會現時暫未有收到市民的投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