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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發展委員會  
社會發展及生活質素委員會  

收入差距與社會流動  
 

（譯本）  
 
 
I. 目的  
  
 本文件概述香港收入差距與社會流動的情況，並請委員

就有關議題的方針和策略作出討論。  
 
II. 背景  
 
2. 行政長官在 2006 年 10 月發表的最新施政報告中強調，我

們務須設法解決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他指出，在本港，那些與

全球經濟高增值沾上邊的人士，大都可以賺取高收入，但低技術

工人的生活卻越來越困難 1。這個現象引起一個值得思考的議

題，就是本港收入差距與社會流動的情況，會否損害香港社會的

和諧。  
 
II. 定義  
 
(a) 收入差距  
 
3. 收入差距一般指社會上高收入與低收入人士收入差別的程

度  2。如社會的累積收入集中在某幾類人士手中，即視為存在收

入差距（不均）的情況。  
                                                 
1 行政長官曾蔭權在 2006 年 10 月 11 日立法會會議上發表題為“以民為本，務實進

取＂的施政報告，第 75 段， 2006 年  
2  《 2006 年社會報告》 (Soc ia l  Repor t  2006)，新西蘭社會發展部，
h t t p : / / w w w. s o c i a l r e p o r t . m s d . g o v t . n z / e c o n o m i c - s t a n d a r d - l i v i n g / i n c o m e - i n e q u a l i t y. h t m l  
 



(b) 社會流動  
 
4. 社會流動形容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在不同社會組別之間

的移動情況或機會 3，亦可指在社會階層或職業組別之間的移

動。但是，香港較少有從社會經濟角度對這個議題展開深入研究
4。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社會階層會隨著時間及社會文化及狀況

不斷轉變，難以確切界定。在香港這個市場經濟體系，社會地位

與財富密切相關，通常會被互為引用，並列討論。因此，討論香

港的社會流動時，以收入（或入息）流動代表社會流動，亦被認

為具相當的代表性。  
 
IV. 全球化及國際都會的發展  ─  對收入差距及社會流動的影

響  
 
(a) 國際都會的發展
 
5. 國際研究指出，倫敦及紐約等國際都會現正面對收入差

距不斷擴大的問題。在過去 20 年，香港亦由工業生產主導的經

濟體系，逐漸發展為由工商業支援服務帶動的國際都會。因此，

參考其他國際都會的經驗，有助我們討論這個議題。  
 
6. 國際都會冒起，成為各類高級商業服務的集中地，在全

球經濟體系中處領導地位。它們既是為商業機構提供金融及專業

服務的主要市場，也是重要的創意中心。為了發揮上述跨國的功

能，這些國際都會僱用大量專業人員、各國精英，以及其他輔助

人員。同時，專為新晉精英而設的個人服務及其他生活休閒設施

（例如高級時裝店、娛樂設施、酒店、食肆等）所僱用的人數亦

告上升。增聘的人手多半屬於最高與最低職級及收入的人員，中

層員工無法受惠。這種情況有時稱為「沙漏型」社會結構或服務

                                                 
3 績效與創新小組，“社會流動–討論文件＂ (Soc ia l  Mob i l i ty  –  A Discuss ion  
Pape r )，英國政府首相內閣辦公室策略小組， 2001  年 4 月  
 
4 這方面最新的嘗試是由呂大樂主持的一項研究－“個人際遇：香港生活上的機遇

和社會階層流動情況＂ (W ho  ge t s  ahead  (o r  s t ays  beh ind ) : l i f e  chances  and  soc ia l  
mob i l i t y  i n  Hong  Kong)；研究結果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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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業組織的二元化。  
 
7. 這些國際都會面對上述經濟及就業結構問題，普遍出現收

入差距擴大、貧富日益不均的情況。收入差距不斷擴大，主要原

因有二。首先，不同界別的營利能力以及各類工人的賺取收入能

力差距漸遠。換言之，高技術與低技術工人的收入懸殊。其次，

僱用臨時或兼職員工擔任低薪職位的情況越趨普遍，而且這些職

位往往由鄉郊地區或外來的新移民擔任 5。  
 
(b) 全球化與科技進步
 
8. 此外，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為全球經濟結構帶來重大轉

變。隨著資訊科技和互聯網應用的普及，對於要求掌握一般技能

的普通工作的需求大幅下降。與此同時，跨國企業要在全球各地

聘用大量技術及低技術工人，不但較以往容易，成本效益亦較

高。經濟活動全球化的例子包括：珠江三角洲為全球製造商提供

大量低成本低技術工人；印度班加羅爾和中國北京中關村則提供

成本較低的技術工人、白領工人和中層技術人員，以取代已發展

經濟體系成本較高的勞工。這種國際分工的情況，在世界勞工市

場上前所未見。  
 
9. 由於全球化和科技進步，不但低技術工人，就連中層及

中等技術人員在工資和收入方面的議價能力也顯著下降。這情況

為大部分國家在邁向知識型經濟的過程中，按技術水平劃分的收

入差距不斷擴大的現象提供了部分原因 6。  
 
V. 收入差距─香港的情況  
 
10. 自上世紀九十年代以來，香港經濟結構不斷轉型，由以

                                                 
5 Sassen S， 1998 年，《全球化及其不滿》 (G loba l i sa t ion  and  i t s  D i scon ten t s )，紐

約： New Press，頁 137； Fr i edman  J， 1995 年，《國際都會的假設》 (The  wor ld  c i ty  
hypo thes i s )，見 P.L .  Knox  及  P. J .  Tay lo r  (編輯 )的《全球系統中的國際都會》(Wor ld  
C i t i e s  in  a  Wor ld -Sys tem)，頁 324，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  

6 Arthur S Alderlson 和 Francois Nielsen，《全球化帶來的重大轉變：16 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收入差距

趨勢》(“Globalisation and the great U-turn : Income inequality trends in 16 OECD countries”)，《美國社會

學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芝加哥，2002 年 3 月，第 107 期，頁 1244 至 1256 

- 3 - 



製造業為主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其後朝著高增值的方向發展，

邁向知識型經濟。香港現已成為世界金融、貿易和商業中心，正

致力發展為亞洲國際都會。其他國際都會出現的收入差距及不均

現象，香港也有發生。  
 
11. 有證據顯示，過去20年來，香港收入差距日益擴大 7。這

與香港經歷全球化和科技的轉變而逐漸成爲工商業支援服務主

導的國際都會 8有密切關係。就本港的社會人口特色而言，教育

和移民是1981至2001 年入息差距擴大的兩大主要因素 9。與此同

時，在解釋入息差距的成因時，性別因素的比重漸降。1981至2001
年期間收入差距情況較具體的資料如下：  

 
z 最高收入人士的收入增長速度遠超出最低收入人士；  
 
z 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香港存在絕對的兩極化現象，即最

高收入人士的境況越來越好，最低收入人士的境況越來

越差。入息差距擴大，與上述期間經濟增長強勁和整體

收入增加的情況相符；  
 

z 1981 年人口普查顯示，最高收入及最低收入的 10%在職

人口（不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收入差距，其中 13.7%
可歸因於教育程度的差距。2001 年人口普查顯示上述比

例大幅增加至 41%；  
 

z 男女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整體收窄，主要由於具備大專

程度和高收入的女性比例增加。香港在過去 20 年已由製

                                                 
7 林潔珍及廖柏偉在 2006 年 5 月爲香港浸會大學–清華大學第六屆學術研討會所擬備的論文“香港

入息不均情況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Earning Inequalities in Hong Kong”)；趙永佳及呂大樂在

2004 年的著作“對世界城市的考驗—— 有關社會兩極化的論文：九十年代以來的香港(Testing the 
Global City — Social polarisation thesis: Hong Kong since the 1990s)，城市研究第 41 卷第 10 號，2004
年 9 月，頁 1863-1888 

 
8 趙永佳及呂大樂，2004 年，[見註 7] 
 
9 林潔珍及廖柏偉[見註 7]及“高等教育的擴展是否令收入差距情況更趨嚴重？香港的實況＂(Doe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e Earnings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Hong Kong)，2006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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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主導的經濟體系轉變爲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系，這

個結構性轉變爲女性開拓了不少就業機會；以及  
 

z 新移民 10對最高收入及最低收入的 10%在職人口入息差

距的影響程度，亦由 1981 年人口普查顯示的 1.7%，增

至 2001 年人口普查顯示的 4.6%。  
 
12. 在 2001 至 04 年間，不同收入階層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

顯著下跌，跌幅由 9 至 14%不等 11。其間物業市道下滑，導致業

主財富大幅貶值，當中一些業主更面臨破產，令問題更形嚴重。

這個情況引起社會人士關注，每月家庭收入在該段期間明顯廣泛

下跌，是否意味香港不但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貧窮問題亦日益加

劇？幸而，隨著本港經濟強勁復蘇，在 2004 年第 1-3 季至 2006
年第 1-3 季，整體每月平均家庭收入回升 6%，情況得以紓緩。

其間不同收入階層家庭的收入均見上升，升幅由 5 至 7%不等。  
 
(a) 教育  
 
13. 早前進行的一些研究結果指，教育是導致香港收入差距

擴大的主因，我們應正確對待這項研究結果。我們不應理解為教

育擴展是收入差距現象的源頭，有損貧困人士和其他弱勢社群的

利益。反之，研究結果反映教育在全球知識型經濟中愈來愈重

要，原因是教育可提高個人以至整體經濟的生產力和賺取收入能

力。因此，教育在增加代內和跨代流動方面，可發揮強大的社會

平等化作用。尤以香港為然，本港各級教育設施均獲得公營部門

的巨額資助，而且可供不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入讀。隨著大專

及以上程度教育不斷擴展，加上大學畢業生的數目增加，長遠而

言，教育實際上有助縮窄香港的收入差距。  
 

                                                 
10 移民因素根據兩方面資料量度：在有關統計時間的居港年期；以及在內地抑 或

其他國家出生。舉例來說，新移民指在統計時間居港不足 7 年 (或 1991 年前的統計

資料顯示居港年期為 5 年或以下 )的內地出生人士。在其他國家出生的新移民則屬

於另一類別。  
 
11 因應 2001 至 04 年間的價格變動作出調整後，跌幅為 3 至 9%，較為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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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口遷移
 
14. 關於人口遷移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眾所周知，經常有低技

術、低學歷的內地居民來港定居。1997 至 2005 年期間，年齡界

乎 15 至 64 歲 根 據 單 程 證 計 劃 移 居 香 港 的 內 地 居 民 約 有

293 200 名，其中大部分進入低層次勞動市場 12。只要單程證計

劃繼續實施，在可預見的將來，低技術、低工資勞動人口供應不

斷的情況大概不會改變。由於金融、商業和專業服務等界別的高

層次工作收入持續增加，上述情況可能會使香港的收入差距繼續

擴大。其他國際都會亦出現類似現象，低層次工作由來自鄉郊地

區的人士或城市的合法或非法移民擔任。不過，國際都會以服務

為本的經濟活動蓬勃發展，從事低工資工作的新移民或新近遷入

的居民，正好為這類活動提供必要的支援。值得注意的是，本地

居民大多不熱衷從事低工資工作。新移民填補大部分低工資職位

空缺，他們對經濟發展的貢獻，不容忽視。  
 
(c) 堅尼系數
 
15. 在上述背景下，或許值得討論堅尼系數 13。堅尼系數是一個

總體綜合指標，普遍用於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程度。表 1 撮述香

港的堅尼系數，從中可見，1981 至 2001 年期間的數值持續上升。

不少論者曾引用上述情況，指香港收入差距和貧富不均的情況日

趨惡化  14。  
 
表 1 ─  1981 至 2001 年期間香港的堅尼系數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堅尼系數  0.451 0.453 0.476 0.518 0.525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 (1992)及 (2002) 
                                                 
12 Zhao  Xiaob in、 Zhang  L i  和  S i t  Tak  O  Ke lv in。《香港經濟轉型下的收入差距情

況》 ( Income  inequa l i t i e s  unde r  economic  r e s t ruc tu r ing  in  Hong  Kong)。研究當代亞

洲事務雙月刊《亞洲研究》(As ian  Survey)，加州大學出版社，第 X L IV期，第 3 號，

2004 年  5 /6  月，頁 442 至 473  
13 堅尼系數用於量度社會上收入分布完全平均與實際收入分布之間的差距，以 比

率表示，數值界乎 0 與 1 之間。 0 表示完全平等，即每個住戶的收入完全一樣，而

1 表示完全不平等，即一個住戶賺取所有收入。堅尼系數上升，一般推斷為收入差

距擴大。  
14 Zhao  Xiaob in、 Zhang  L i  和  S i t  Tak  O  Ke lv in  [見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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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正如上文所述，香港收入差距不斷擴大的趨勢，由多個

因素造成。從宏觀層面上分析，面對全球化和科技革新的壓力，

香港要生存和蓬勃發展，便須勇於求變。香港正逐步轉型為國際

都會經濟體系；這種經濟體系的特徵之一，是對知識和技術水平

高的人才需求甚殷，形成在職業階層中，上層收入升幅較下層顯

著，收入差距難免不斷擴大。類似的情況亦見諸其他國際都會。 
 
17. 香港的堅尼系數多年來持續上升，但這個現象應小心詮

釋，不一定要視為貧窮問題惡化，因為不論貧富，收入都可能同

見上升，差別只在於升幅。例如，月入少於15,000元的全職僱員

（不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在整體全職僱員中所佔的比例，由1995
年的 77%降至 2005 年的 66% 15，同期月入多於 15,000元的全職僱

員人數比例亦由 23%上升至 34%。  
 
18. 再者，香港的堅尼系數並未計及稅收、福利援助及政府

於不同服務範疇所提供的補貼對收入重新分配的影響。如計及收

入重新分配的影響，估計香港的堅尼系數會下降，故此難以把香

港的情況與其他經濟體系加以比較，因為彼此搜集的數據和調查

方法或有差異。此外，香港只是一個小城市，經濟規模和經濟結

構的多元程度難與大國相提並論；在這樣的前提下，以堅尼系數

作為互相比較的基礎，實有商榷餘地。至於紐約和倫敦等國際都

會，由於相關的數據不詳，無法與之比較。  
 
IV. 社會流動－香港的情況  
 
19. 根據最近一項研究 16提出的證據，本港僱員的收入，在

一段長時間內大體上展示了流動性。由此可見，香港這個經濟體

系大體上具備社會流動性。對工作的人士而言，不論其最初的入

息水平為何，只要有才幹、不辭辛勞，假以時日，便可能躋身收

                                                 
15 雖然入息數字根據理論上工作收入編訂，但 1995 年與 2005 年的物價水平幾乎相等（1995 年綜合

消費物價指數為 100.4，2005 年則為 100.3）。因此，實際收入與理論上收入的差別微不足道。 
 
16 J ames  P .  Vere，《收入流動專題研究》 ( “Spec ia l  Top ic  Enqu i ry  on  Ea rn ings  
Mob i l i ty” )，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略研究所， 2006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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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階梯的較高位置。相反，任何人如沒有因應不斷轉變的工作要

求提升技能，則有很大可能會下移至收入階梯的較低位置。下列

數據可引證上述情況：  
 
z 超過 55%的僱員收入曾經流動，其中 29%向上移動， 26%

向下移動；  
 
z 1996年處於最低五分位數組別（即收入分布中最低20%）

的僱員，有42%在2005年成功躋身收入階梯的較高位置；

以及  
 

z 1996年處於最高五分位數組別（即收入分布中最高20%）

的僱員，有 68%到了 2005年仍能保持原來高位。  
 
20. 男性僱員和年青僱員，收入流動的機會較高，而年長僱

員、從事農業和製造業的工人，以及非技術工人陷於最低五分位

數組別的機會較高。不過，教育能有效減少陷於最低五分位數組

別的機會，對年青人尤其見效。總括而言，教育是增加收入上向

流動和減低收入下向流動的關鍵因素。  
 
21. 但是，相比 1991至 2000年間，本港僱員的收入流動性在

1996至2005年間普遍下降 17。其間香港正遭受物業市道低迷等連

串打擊，加上亞洲金融危機過後經濟長期通縮、全球經濟下滑，

以及「非典」爆發，導致收入的上向流動受到限制。不過，收入

的下向流動同時減少，原因是勞工市場的調整大概主要由企業精

簡規模及裁員帶動，而減薪的影響較少。  
 
22. 雖然 1996至 2005年間收入流動普遍下降，但數個行業的

從業員，收入流動程度較其他行業為高。綜觀這段期間香港各行

業的收入流動性，主要特點撮述如下：  
 
z 從事「金融、保險、房地產和商業服務」行業的人士，收

入的上向流動較高，部分可歸因於這類行業在最近經濟

                                                 
17 James P. Vere， [見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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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景期間依然表現出色，以及對技術工人的需求較大；

以及  
 
z 從事建造、工藝及相關行業的人士，收入的下向流動較

高，可能是由於建造業出現萎縮，以及這類行業人士無

能力轉投其他行業，尤其是服務業。  
 
23. 跨代流動一般指一個人的子女及後代在各社會組別間上

下流動的程度。本港有證據 18顯示，父親與子女的終生收入之間

存在正面的相互關係。不過，跨代貧窮問題並不普遍，原因是父

親屬於最低五分位數組別的子女中，有 87% 已從最低收入的五

分位數組別向上移動。學歷方面，雖然根據觀察結果，父親與子

女的學歷存在正面的相互關係，但對於那些學歷較低，只具小學

程度的父親之子女來說，他們仍有相當多機會接受中學或高等教

育，或然率估計逾 91%。  
 
24. 一些近期的觀察提出，中產家庭父母一直積極加強子女的

社交技巧，以及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和社會網絡，以減少他們向

下流動的機會。多年來，本港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明顯增

加。因此，中產家庭父母把這些附加優勢視為下一代建立他們社

會流動的必要資產。有鑑於此，有人認為低收入家庭的子女在爭

取這些優勢的資源較少，使他們的競爭力不及中產家庭的子女。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或會影響低收入家庭的跨代流動。  
 
VII.  政府的工作  
 
25. 收入分布平均和社會流動，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因

素。因此，政府有責任營造有利個人發展的環境，讓每個人都能

盡展所長，使不同背景的人士都有均等機會力爭上游，在社會和

經濟階梯上攀升，以及為弱勢社群紓困。  
 
 

                                                 
18  James P. Vere， [見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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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總的來說，經濟持續增長，是維持社會實際收入增長、

促進社會流動的關鍵所在。為了刺激經濟增長，政府不但投資於

人力資源，同時致力提升香港競爭力和改善營商環境。上述舉措

亦應視作積極促進社會流動和平等的措施。  
 
27.  政府其他具體工作包括：  
 

- 在宏觀層面上，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及增長，藉此在開放的

市場創造更多職位；  
 
- 在教育方面，重點資助九年免費強迫基本教育，並巨額資

助高等教育服務，以及幼兒及幼稚園教育津貼；  
 
-  為失業人士、在職人士和青少年提供廣泛的培訓及再培訓

課程，讓他們掌握所需技能，適應經濟迅速轉型。一些較

顯著的例子包括：僱員再培訓計劃、技能提升計劃、持續

進修基金、毅進計劃，以及青少年持續發展及培育基金 19。

政府現正制訂資歷架構，從而提供一個終身學習的平台，

並使進修人士可以沿著清晰的學習階梯拾級而上；  
 
- 為有需要人士，特別是低收入人士提供巨額資助的公屋、

醫療及其他社會服務；  
 
- 透過薪俸稅制度，以可觀的免稅額和免稅措施重新分配收

入，令大部分低收入人士能夠跌出稅網；  
 
- 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支援有經濟困難的亟需照顧

人士和弱勢社群，以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  
 
- 支援亟需照顧人士和弱勢社群，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包

括：  
z 自力更生支援計劃，通過積極就業援助、社區工作和

                                                 
19 政府在 2004 年設立 5 ,000 萬元的青少年持續發展及培育基金，以資助為待業待

學青少年而設的試驗計劃，目的是激勵他們重返校園或投入工作，或協助他們把

握個別行業的實習和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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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計算入息，鼓勵並協助健全的失業綜緩受助人尋

找全職有薪工作；  
 
z 非政府機構受委託營辦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為有工作

能力的綜援受助人和失業人士（準綜援受助人）提供

度身訂造的就業援助。另外，非政府機構亦受委託營

辦「走出我天地」和地區就業支援試驗計劃，分別協

助年青的失業綜援受助人和長期領取綜援而又較難就

業的健全失業人士就業和持續就業；  
 

z 欣曉計劃，推行目的在於為最年幼子女為 12 至 14 歲
的綜援單親家長和家庭照顧者提供援助，增強自助能

力，融入社會，重新就業，邁向自力更生；  
 

z 中年就業計劃和工作試驗計劃，協助有特別困難的求

職人士就業；以及為求職弱能人士而設的就業展才能

計劃；  
 

- 由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署）統籌的新來港定居人士支援計

劃－  
z 在總部成立新來港定居人士服務政策督導委員會，並

在地區層面成立地區統籌委員會，專責協調政府各局

／部門及各個非政府機構的工作和服務，以助新來港

人士順利融入社會；  
 
z 民政署印製了一本《新來港定居人士服務指南》，以便

新來港人士進一步認識各項公共服務。  
 

- 婦女持續進修：透過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婦女事務委員會

推行的重點計劃，並由政府資助），為婦女提供切合需要

和興趣的靈活學習課程。授課方式以電台講授為主，並輔

以由非政府機構主辦的自選學習活動和面授課程；以及  
 
- 設立扶貧委員會檢討各項現行政策，研究政府工作可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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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善之處。重點工作包括防止跨代貧窮、鼓勵就業，以

及加強以地區為本的防貧紓困工作。  
 
VIII. 策略議題討論  
 
28. 請委員根據上述背景資料，討論下列策略議題：  

 
(a) 收入差距與社會流動的現況，會否對香港發展和諧

社會構成重大影響？  
 
(b) 在可見的將來，還有哪些關鍵因素會擴大收入差距

或減低社會的上向流動？  
 

(c) 政府要應付收入差距和社會流動的問題，應採取什

麼方針？  
 

(d) 現時政府為應付收入差距和社會流動問題而採取的

措施，是否方向正確、平衡各方利益，以及具見成

效？  
 

(e) 政府、商界、非政府機構和個人應優先處理什麼問

題及進一步採取哪些措施，以：  
 
• 消除收入平均分布和社會流動的障礙；  
 
• 促進收入平均分布和社會流動；以及  

 
• 盡量提高跨代社會流動的機會。  

 
 
 
 
 
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6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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