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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貧富差距愈大，愈容易引發起社會的階級問題。例如仇富、階級矛盾、社會動

盪等。香港窮富懸殊問題是一個十分根深蒂固的現象，縱然政府嘗試減少貧富差

距，但在香港的環境底下，很多政策及措施都無法有效地縮窄貧富差距。此文意

於用「系統」及「模型」的思維去探討香港的貧富懸殊的問題。 

 

系統 

  系統的定義有三個條件；第一，有多個組件。第二，組件之間有互動。第三，

組件互相依存(陳天機，2002)。系統思維是一種思考方法，重點是把一件事中有

關的組件互相影響描繪出來，從而估計事態的發展。所有在同一件事件上會互相

影響的組件統合起來，就是一個系統(薛俊良，2009)。 

  系統思維中包含了很多相關的概念，例如正負反饋、交互作用、滯延、起跌周

期、成長極限等等。而系統亦強調組件之間的關係及事情發展的時間性(薛俊良，

2009)。 

  此文使用「系統」思維去探討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可以幫助我們釐清組件之

間的關係，從而看清在香港複雜的經濟、社會、政治的環境下，為什麼政府政策

未能夠有效的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 

 

模型 

  模型能夠模仿真實世界中系統的操作，透過建構一個概念的架構，讓我們可以

釐清一個系統。模型亦是對物件、事情、系統、任可東西的簡化描述。模型是簡

化複雜現象，幫助思考(Leatheradale, 1974)。而模型亦有很多的種類，有些是實

體的模型，例如地球儀、地圖。有些則是數學的模型，例如統計圖。另一些是思

考的模型，用作預測或解釋一些沒有實體的現像。例如經濟學中的需求及供應模

型。 

  運用模型的好處是可以簡化複雜的現象，讓我們有明顯的線索追尋問題的根

本，提供一個切入點給我們探討。 

 

應用概念及分析 

  此文會利用經濟學的模型及數學的模型去解釋和描述貧富懸殊的問題。然後會

利用系統思維建構適用於香港的環境下的系統，釐清組件之間的關係。最後，此

文便會利用以上得到的資料去分析難以解決貧富懸殊的原因。 

 

 



以經濟學模型解釋收入不平均 

  貧富懸殊的出現是因為收入不平均。現實世界中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資源，例

如勞工、技能、房地產等等。若然該社會使用的制度是市場經濟，並且保障私有

產權(private property right)，那麼每個人都能運用其擁有的資源去產生收入(張五

常，)。香港實行的是市場經濟，法律亦保障了私有產權，每個人在市場的競爭

上都會產生不同的收入。 

 

圖一：以經濟學模型解釋收入不平均 

 
 

以數學模型描述貧富差距 

  而要量度收入差距，統計組織多數使用住戶收入，因為縱然有失業的情況出

現，但亦有可能因家庭成員所得的收入而享有同樣的生活質素，同時亦會出現兒

童、老人家、殘疾人士無法工作的原因，所以要整體地檢視社會的收入差距，使

用「住戶收入」的數字會比使用「個人收入」的數字適合。根據香港政府統計（２

００２）的文件的定義，「家庭住戶」是「只要居於同一屋簷下，家庭成員

共同享用生活必需品、分享食物與開支」。  

 若只有小數人賺取了社會大多數的收入，社會整體的收入便會十分不

平均，亦即貧富懸殊。「堅尼系數」是一個數學模型用於量度住戶收入

的不平均程度。堅尼系數介乎於零至一，若堅尼系數是一，代表只有一

個住戶賺取了整個社會的收入。而堅尼系數零的話，代表整個社會的收

入完全平均。堅尼系數簡化了大量的計算，用指標去代表收入不平均的

程度。  

  香港的堅尼系數一直都處於低水平，代表貧富差距嚴重。圖二為過去

二十年 (每五年計 )香港的堅尼系數。可見香港的貧富懸殊在慢慢惡化。  

  聯合國對堅尼系數的數值出劃分，當數值超過了 0.4 時的警戒線，貧

富懸殊較容易引起社會動盪。在過去二十件，香港的堅尼系數超過了

0.4，更達至 0.5，超出了聯合國的警戒線。可見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嚴

重。  

 

 

 



       圖二：過去二十年 (每五年計 )香港的堅尼系數  

1991 0.476 

1996 0.518 

2001 0.525 

2006 0.533 

2011 0.537 

      (政府統計署處：1992，2002，2012) 

 

以系統概念去理解貧富懸殊  

 

圖三 :貧軸懸殊關係圖   

 

  上圖為貧富懸殊的關係圖。保障「私有產權」，每個人從自己「擁有

的不同資源」去產生收入，出現了必然的收入差距。而當收入差距出現

了，便出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加劇了資源不均的情況，這些資源

包括了專業知識、技能、信息、資本、人際網絡等等。富者在這些資源

上擁有很大的優勢，他們亦用這些優勢繼續賺取更高的收入，擴大了收

入差距。  

  因這些因素的出現，政府會使用一些機制去再分配收入而減少收入差

距。例如一方面從富者收取稅款，另一方面以福利款項派發給貧者。這

些收入再分配機制能夠減小收入差距。  



  在香港的實際情況去看，政府經常使用的「收入再分配機制」是投資

教育、稅項徵收、福利派發。稅項的主要來源是中高收入的人士，而低

收入人士一般來說是不用繳文 (郭國全，2012)。雖然在稅項徵收及福利

派發雙管齊下能夠有效地解決貧富差距，但這樣不能夠從根本解決問

題。而更高的稅額徵收及福利派發更有可能鼓勵人們不工作，對整個經

濟帶來不良的影響。  

  而要投資教育，回報的時間十分長，在整個系統中發生了滯延的效

果。同樣，收入收距亦隨著時間累積 (滯延 )而擴大，產生貧者愈貧、富

者愈富的情況。「投資教育」而縮窄收入差距的滯延，較因「收入差距」

引起「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滯延大，所以投資教育的成果很難才看

得出。  

  除了因資源不均引起的收入差距外，香港亦受到其他外圍因素影響著

收入差距。結構性來說，香港的長者家庭上升，他們大多數都沒有收入，

靠子女的補助金過活 (郭國全，2012)。而教育水平的上升，增加了高薪

的職位。同時間，國際中多個發展中國家為香港的非技術勞工帶來更大

的競爭。專業的職位愈來愈高薪，而非技術的勞工職業因更大的競爭而

降低薪金。 (郭國全，2012)就香港勞動人口的比例來看，根據勞工處的

調查，香港每十個人便有九個人從事服務業。服務業的特徵是工時長及

工資低。很多企業及公司賺得的大部份利潤都流向高級的管理層，而只

有小部份流入前線的服務業員工，這更加擴大了收入差距。  

 

結語  

  從資源不均來看的貧富懸殊，政府可解決的方法都是使用收入再分配

的機制，把社會上的資源從富者分配到貧者，而縮窄收入差距。但這些

機制都受到其他的因素限制，例如稅額徵收及福利派發會鼓勵人們不工

作、投資教育的回報時間十分長。要減輕貧富懸殊，政府需要努力使社

會上的資源分配趨向平均。長線來說，投資教育是資源再分配的好方

法，這能夠使未來的勞動人口擁有較相近的教育水平，可以一起競爭高

薪的職位。但短線來說，政府亦可以開放一些短期課程，讓大眾學習多

一門專業技能，增加競爭力。從其他層面看，教育水平的上升、發展中

國家的競爭、勞動人口的就業比例、長者家庭的上升，這些都是政府需

注意的因素。從多方面的去處理貧富懸殊，才能夠更有效減輕問題。  

 

跨學科概念的重要性 

  這些概念能夠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處理同一件事情。為事情帶來新的轉機，

避免了走進了單一思維模式的死胡同。而綜合不同學科的思維模式更有效地訓練

我們的共通能力去解決問題。當單一的思維模式不足以解決問題時，跨學科的慨

念便能帶來新的看法，從另一個切入點處理，帶來一些創意的方法。 



 

個人反思 

  我在這個科的堂上學識了使用跨學科概念的方法。系統、多樣性、變、衝突、

權力、模型、溝通，都是我日後能夠使用的概念去剖析事物。不同學科的概念亦

衝擊著我自己的思想，為我帶來更多的觀點與看法。這樣能力都定必為我日後的

工作及待人處事產生很大的正面效果。 

 

總結 

  本文使用了「系統」及「模型」去探討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文章首先使用經

濟學及數學的模型去解釋及描述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及後使用「系統」的思維

去釐清關係。最後得出收入差距是必然的現象，但收窄貧富懸殊是可能的。政府

可以從多方面入手，例如本文所重視的「資源分配方面」。而其他因素，例如結

構性的長者家庭上升、國際性的發展中國家對低技術勞工競爭等等，都是政府可

以處理問題的切入點。而透過這次的習作，我了解到跨學科概念的重要性，為我

帶來新的觀點，亦訓練了我的分析能力。日後亦能透過跨學科的概念，訓練學生，

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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