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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起中產，有人會認為收入不菲，
亦有人會聯想到生活品味。對於

燈飾舖老闆郭先生來說，中產是拚搏
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已出來打拚的
他，沒有大學學歷，亦沒有專業資
格，靠雙手 的士在社會階梯上慢慢
爬升。憑 不辭勞苦的毅力，他終於
賺到人生第一桶金。自上世紀90年代
開始，他和太太靠物業買賣將資產增
值，現在的他搖身一變，已開設一間
店舖及擁有兩個物業。

狂加租 燈舖老闆嘆無錢賺

可惜好景不常，一場金融海嘯令資
產縮水，加上近年來，租金如脫韁野
馬，瘋狂飆升，郭先生透露，今年續

約時，舖租由1.7萬元加至
2.3萬元，租金狂升但市道
低迷，原本每月能進賬幾
十萬元的燈飾店，生意一
落千丈至2萬元至3萬元，
僅足夠支付租金，郭先生
嘆入不敷支。幸好還有物
業收租及股票投資等收
入，尚算能支撐家庭的開
銷。但面對收入縮緊，他
們要在生活中盡量節省。
「會減少出外用膳，有時

一碗麵便作為一餐。」
總結經驗，他認為，投資是改善生

活、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最佳途徑。他
計劃於未來3年內退休，寄望3名兒子
能夠繼承事業。「現在的年代，打工
是很難賺錢的，若果我的兒子願意接
手燈飾舖，我會考慮將店舖移至旺角
等人流旺點，打本給他們做生意。」
郭先生亦為每個家庭成員購買了月供
過萬的保險，冀保障兒子將來能繼續
維持中產生活。

憂輸起跑線 兩兒教育月花2萬

下一代的教育和出路是所有中產父
母關心的問題，育有兩名兒子的李太
亦不例外。李太現職社工，月入約為3
萬元，她以不斷進修所考取的學歷晉
身中產階層。4年前終於儲有足夠的積
蓄支付首期，她連同丈夫、媽媽及兩
名兒子，一家五口搬進自住物業，月
供1萬元。李太表示，家庭最主要的支
出並非供樓，而是兒子的教育。
李太的兩名兒子分別就讀三年級和

幼稚園二年級。她說，由於兩名兒子
年幼，需聘請傭人照顧起居，另加兒
子的學費、書簿費及興趣班等費用，
每月花費逾2萬元。李太續說，兒子教
育等費用的開支並未構成壓力，她的

壓力來源於社會這個大環境。
「我不想跟主流，但又不甘落後。」

作為母親，李太不忍逼得兒子太緊，但
又擔心若不學習多門知識，兒子在社會
階梯攀升時會被人扒頭。遂她幫小兒子
選擇就讀一間名牌幼稚園，冀能贏在起
跑線上。「社會中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你稍有鬆懈，就會被社會淘汰。」李太
上月憑進修考取了高級社工文憑，她堅
信，知識是力爭上游的最好武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加風四起，最先
叫苦的總是基層市民，但過去幾年情況有變，中
產面對加風的痛苦有增無減。以一個家庭月入為
1.5萬的基層家庭為例，透過政府及社福機構不同
程度的紓困措施，在節衣縮食的情況下，每月可
儲有5,000元的積蓄。相反，另一個家庭月入較基
層高一倍的中產家庭，每月積蓄卻為零。面對零
積蓄的情況，中產家庭說：「無辦法。」

基層婦「有津必申」

育有兩名兒女的基層市民羅小姐，並未有申
領綜援，憑丈夫外出打工的1.5萬月薪，維持家
庭生計。因仍在排期申請公屋，一家4口現暫住
在媽媽所分配的2人公屋單位內，空間雖然狹
窄，但幸每月租金由媽媽代繳，免卻外出租屋
需繳付的昂貴租金。
由於收入緊絀，羅小姐對家庭支出的每個細

節都要「計過度過」。除每月給予媽媽約4,000元

的伙食費外，羅小姐會盡力在生活的各方面節
省用錢。每當政府或社福機構推出合資格的津
貼計劃，包括上網津貼、書費津貼或交通津
貼，羅女士統統都會申請。她堅持一日三餐在
家用膳，又避免兒女過早接觸需要花費大筆金
錢的興趣班等。經過一連串節約大作戰，羅小
姐每月可儲5,000元的積蓄。

惠利措施少 中產陷滯脹

相比之下，收入高一倍的中產家庭卻每月零
積蓄。家庭月收入為3萬元、現職文員的譚小
姐，與丈夫和兒子租住在觀塘區的一個私樓單
位內，月租1.2萬元，佔總收入的40%。由於工
作繁忙，為照顧4歲的兒子，她每月花費4,000元
聘請傭人，連同每月給予媽媽5,000元的家用、
兒子所參加課餘興趣班的費用，及自己每天上
班的交通費及出外用膳等額外開支，譚小姐表
示，每月基本上是「沒錢剩」。

面對零積蓄的情況，譚小姐說，沒有避免的方
法。她表示，現時經濟發展成熟，中產收入增長減
慢，而政府的解困政策多為扶持基層，對中產的惠
利措施過少，中產易陷入滯脹的困局。「我們沒有
具備申請公屋資格，只好自食其力，用約一半的收
入租屋，無奈租金飆升，負擔日益沉重。」

社會壓力枷鎖 排公醫驚指責

除衣、食、住、行等開支壓力外，中產家庭
仍面對一種社會所給予的無形壓力，墮入進退
維谷的無奈。譚小姐說：「或許有人會說：
『你們中產其實都可節省到錢，只是你們不願放
下身段』，但我想說，社會無形會將一種壓力的
枷鎖架在中產身上，若我們去排公立醫院，別
人會指責為何不把輪候機會讓給基層。」
她又指，中產 重子女教育，故無論額外教

育的學費再昂貴，也要給下一代提供較佳的學
習環境，讓他們亦能躋身中產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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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中產人

士每日忙碌於繁忙的工作中，往往忽略

對家庭的照顧。有專門服務中產人士的

社工表示，中產人士由於要承受各種來

自晉升、家庭及開支等壓力，往往難以

抽身陪伴家人。她建議中產人士要學會

善用及規劃人生，協調家庭與工作生

活，紓緩壓力，促使身心平衡健康。

中產壓力源自家庭工作

明愛向晴軒監導主任郭志英（見圖）說，前來求助的中產

人士，家庭月入介乎1.8萬元至6萬元，當中以夾心階層人數

最多，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大部分圍繞家庭與工作。「你看中

產好像很風光，但其實他們有苦自己知。」郭志英說，除現

時加風四起，中產要面對開支「一寬三大」的問題以外，中

產更要背負不少無形壓力。

保地位忙進修 忽略關注家庭

以往的中產，只要肯努力肯拚搏便可向上游，但現時香

港經濟環境已經成熟，發展的空間縮窄，中產不但上游

難，甚至有下流跡象。中產要致力保住地位，就必須不斷

進修，提升能力，惟在進修應酬的忙碌期間，往往忽略了

對家庭的關注，影響家庭親子關係。向晴軒早前的調查發

現，近40%中產家長在工作日裡，與子女相處的時間不足2

小時。郭志英說，調查反映中產家長在平衡家庭及工作上

有一定的困難。

與為基層提供實際所需的協助做法不同，郭志英指出，中

產人士多是擁有知識的人士，他們所需的協助主要是心理上

的輔導。項目會以人生教練的形式，教導他們善用及規劃自己

的生活。建議中產家長需學習在家庭與工作間取得平衡，從而

建立快樂的人生。

月入多基層逾倍 無奈沒錢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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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錦燕）中產階層屬社會

群組中最龐大的一群，是穩定社會的強大力量。
惟有學者指出，近十多年來，面對人工不敵通
脹、上流機會收窄、生活期望下跌等壓力，中產
不斷貶值，甚至有向下流趨勢。學者表示，一旦
中產沉淪會引起社會動盪，拯救中產階層面臨墮
落的境況，是政府穩定社會的基本。

佔勞動人口約60%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一句「我也是中產」，一
石激起千層浪，引起輿論譁然。究竟中產的定
義是什麼？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標準。現時中產佔全港勞動人
口約60%，可見數量十分龐大，換言之，若能夠穩定中產階層的
數量，則足以穩定整個社會。
專門研究香港社會關係的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石丹理

（上小圖）表示，本港是一個鑽石型的社會結構，中產階層則處於
鑽石最中間的主要位置，是穩定社會的基本。但近十多年來，中
產人士的收入增長減少，惟物價、樓價不斷飆升，買樓置業困
難，中產人士捉襟見肘，在一拉一推的情況下，中產階層面臨向
下流的危機，衝擊鑽石型社會結構。

欠長遠政策措施

顯然地，港府亦同樣留意到中產下流化的問題，近年無論在施
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中，均不斷推出如退稅、減差餉等紓困措施
惠及中產。石丹理表示，這些措施定義上雖有惠及，但欠缺長遠
政策，無法根治問題，「猶如一塊冰墊，當你發熱時可暫時紓緩
不適數分鐘，但若將冰墊移開，病情仍然持續」。

生存意志期望跌 成下流化主因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兼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
華（下小圖）認為，中產下流化不僅集中於收入，生存意志及生活期
望下跌，也是下流化的主要成因。他說，香港中產是自食其力的一
群，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發展空間大，打工仔只要
肯努力，則可躋身社會的中層甚或中上層，但目前經濟發展的空間
少，上流機會收窄，年輕一代看不到發展前景，對生活失去期望。
「我們曾做過研究，有年輕人因為住房問題而不敢結婚或生

育，這種情況令人擔憂。」鍾劍華續說，時移世易，年輕一代不
能再複製父母舊有的模式晉身中產，在對生活失去期望的情況
下，難免會產生負面情緒，容易引發抵觸社會的情況。政府現在
迫切需要解決房屋問題，以給予這群新一代的年輕人上車的期
望。安撫這群龐大的中產階級，則可令人心安穩，社會秩序便可
回復井然。

學者：中產沉淪掀社會動盪

向上流機會收窄 通脹飆升開支大

社
工
倡
協
調
家
庭
工
作
紓
壓

賬目表 中產 基層

家庭月收入 3萬元 1.5萬元

供樓 1.2萬元 0元

長輩家用 5,000元 4,000元

傭人工資 4,000元 0元

交通費 約1,000元 少於1,000元

(申請交通津貼)

子女開支 約4,000元 少於2,000元

（申請書簿津貼及

參與學券計劃）

膳食費 約2,000元 約1,000元

其他雜費 約2,000元 約2,000元

剩餘 0元 5,000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錦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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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錦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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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飾舖老闆郭先生指，近年租金狂

升市道低迷慨嘆入不敷支。黃偉邦 攝

■李太現職社工，她表示

家庭最主要的支出並非供

樓，而是兒子的教育。

莫雪芝攝

在大多數人心目中，能夠躋身中產，是一件值得驕傲

的事情，但樹仁大學3月中的一項調查卻指出，本港中

產「活得苦」，痛苦指數接近危險警號。中產之苦，來

自向上流的機會收窄，加上物價和樓價飆升所增添的開

支負擔，中產階層表面風光，其實捉襟見肘。有做老闆

的中產慨歎，市道低迷而租金高漲，生意入不敷支；有

就職中產為晉升、為兒女而心力交瘁。家庭、事業及子

女出路等壓力鐵三角，重重地壓在中產肩膀上，中產的

落寞，又有誰能夠明白？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錦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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