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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產 之 苦
歐洲篇

編者的話：他們勤勤勉勉，用自己的雙手撐起國家經濟；他們受過良好教育，是社會裡

最溫和理性的力量；他們衣食無憂，曾經讓人羡慕，但在環球金融危機蹂躪後，身上的光

環早已消褪。租金樓價逼人、生活成本上升、退休儲蓄捉襟見肘⋯⋯沒富裕階層的萬貫家

財，也沒貧窮大眾享有的政府福利，自食其力為生活苦苦掙扎，在缺乏支援下也只能自

生自滅。

他們就是中產階層，隨 新興經濟體財富逐漸累積，全球號稱「中產」

的群體也在不斷壯大。本報從今日起一連五日刊登中產系列專題，由

本報記者走訪世界各地的中產階層，他們來自英、法、德、西

班牙、新加坡、日本、澳洲、美加、墨西哥、中國內地

和香港，娓娓道來中產生活的喜怒哀樂、心聲和希

望。世界經濟波譎雲詭、動盪不安，在這大

時代裡，他們是活得最累的一群。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吳玫、方子奇、鄭若麟；

記者孫志賢、

曾憲龍、沈夢珊　

英國．日本．香港．上海連線報道

政府縮補助
醫療費冠歐盟

作為首批陷入歐債危機的國家之一，愛爾蘭政府預定12月中退
出歐盟援助計劃，逐漸步出歐債陰霾，但當地中產仍未從危機中
復元。醫療費是中產其中一項主要開支，愛爾蘭陶瓷藝術家杰明
表示，該國醫療費遠高於其他歐盟國家，中產支付最多稅，又不
能享免費醫療，可說是最辛苦的社會群體。

金融危機拖累 藝術品跌價一半

杰明解釋，若沒愛爾蘭政府的醫療卡，一個月未計實
際診治費用，要支付150歐元(約1,581港元)，而申請醫
療卡的門檻亦十分高，只有非常低收入人士符合資
格，加上緊縮措施出台後，進一步收緊申請條件，令很
多人突然失去資格，長者及傷殘人士的津貼亦遭削減，
令生活百上加斤。
談到自己的生計時，杰明表示在

金融危機前，她的大體積作
品能賣到1,000歐元(約1萬
港元)，但現時要走運
才能賣到500歐元(約
5,27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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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明指金融

危機後，其大

體積作品只能

賣到半價。

照片由

受訪者提供

歐洲過往幾年飽受債務危機困擾，各國紛紛推行緊縮政策，民眾苦不堪
言。同時，由於歐洲央行和英倫銀行跟隨美國推行量化寬鬆(QE)政策，

熱錢炒高房地產價格。在收入停滯、各項生活開支上升和樓市屢創高峰環
境下，英國不少家庭還要繼續勒緊褲頭過日子，有中產坦言很多人要依賴

父母資助才能買樓。
為應對金融危機，卡梅倫政府推行緊縮政策，儘管近期復甦加快，但未能跑

贏民眾生活水平下降的速度。普羅大眾面對通脹持續、收入停滯、高樓價和教
育支出倍增的困局。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指，QE對中產的影響因人
而異。若置業人士早年因樓市下跌成為負資產，QE刺激樓價上升便可扭轉困局，
但若現時置業，日後政府加息將增加業主供樓負擔。

在倫敦從事市場推廣工作的羅伯特，曾在越南胡志
明市當英語教師，以他當時的收入可經常出入當地
高級餐廳並到處旅行，但回到倫敦後生活質量
陡降。為了不想再為房東打工，他和妻子一直
努力儲錢，好再計劃生孩子。他認為倫敦生
活開支實在太大，樓價尤其貴得離譜，並指
海外投資者在剝奪本地人的居住空間，認為
政府應禁止炒賣物業，例如對用於投資的空置

房屋收稅。

一般中產四成人工交稅

羅伯特指，英國中產群體因教育普及而壯
大，但其財政壓力卻愈來愈大。年收入3.2萬至
15萬英鎊(約40.6萬至190萬港元)的一般中產，
每年繳納個人所得稅佔工資收入40%，加上近
年汽油漲價、樓價走高，收入沒顯著提升，令
他們的生活比過往艱苦。

對於倫敦樓價，自己開設文化公司的亨利
也深有同感，他坦言周圍很多朋友若沒

父母資助，都買不起房子，他笑言
「可以啃老買樓，是我們成為中產

的一個條件」。

政府削補助學費狂加

由於經濟不景及預算不
足，英國政府縮減多項孩童照顧津
貼和福利補助，令為人父母者需更多
收入來教育孩子及維持生活質素。此
外，大部分英國大學本土及歐盟學生
學費，去年已由原來的每年3,000英鎊
(約3.8萬港元)躍升至最高上限的9,000

英鎊(約11.4萬港元)。和香港一
樣，英國家長十分 緊子女

的教育，即使學費連年
倍增仍捨得大筆投
入。

法國是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二戰後經歷「光
榮30年」高增長時期，孕育整個中產階層。然而
隨 法國背負愈來愈沉重的國債，政府逐漸削減
公共開支和福利，歐債危機更令法國元氣大傷。
當年晉身中產的民眾，在步入退休之年，要承受
失業和經濟復甦乏力兩大重擔，令中產階層近半
個世紀以來逐漸由盛轉衰。
當今法國中產收入標準大致在年薪1.4萬至2.5

萬歐元(約15萬至26萬港元)，社會正從「橄欖形」
轉為「沙漏形」，即中產階級分化：除一小部分
約5%的中產上升為富人階級，更多的15%至20%
下沉為低收入階層。這一趨勢從1975年開始，到
去年達到了頂點。中產壓力首先是失業和經濟復
甦疲乏，衝擊購買力。同時，醫療保險開始削減
可報銷藥物的範圍，都使中產生活水平下降。

青年教育程度降 社會恐倒退

中產階級消失和削弱，首先影響社會教育。法
國今天年輕一代的知識結構和受教育程度，與20
年前相比已差得遠，文盲率也在上升。中產向來
是法國最富創造力的階層，當它的教育水準下
降，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也會倒退。

在德國杜塞爾多夫任大學教職的馬
庫斯覺得，只要年收入達到5萬歐元
(約52.7萬港元)或以上的家庭便可劃歸
中產階層。「在德國找工作不算難，
只要有一份合適的工作，就能擁有自
己的房產和汽車，以及每年外出度假
的機會。」因此對他來說，教育質素
是劃分中產階層的更重要標準——在
德國，你的教育程度對可以獲得的工
作及收入起 很重要的作用。
馬庫斯與現為全職主婦的太太育有

兩個兒子，當他聽說那句在香港街知
巷聞的廣告語「養大一個孩子至少要
400萬港元」時，坦言每個家庭對撫
育孩子有不同標準，要計算養育一個
孩子的成本，從經濟角度來講可能有
其意義，但對家庭及個人來說毫無意
思。他指德國政府對有孩家庭提供優
厚津貼，足可媲美北歐政府的社會福
利，但他不滿社會文化和托兒服務設
施未能支援育有子女的職業女性，不

少人需要在生育和工作中二選一，故
現時平均每名德國婦女僅育有1.3名孩
子，他相信未來會導致嚴重人口老化
問題。

救歐元區推高赤字 加稅難免

談到歐元區一體化，馬庫斯認為，
使用歐元令德國商品出口更容易，從
而帶動經濟發展，中產階層當然也能
從中受益。除了經濟意義，歐元的政
治含義顯然更重要，因為其對保障一
個和平穩定的歐洲具關鍵作用，這也
正是德國願花大筆金錢援助希臘的原
因。不過，另一位在倫敦任職基金經
理的德國人漢斯卻認為，以政治利益
驅動為主的歐元區一體化並不是好主
意，且各國之間財政政策未能協調，
必然導致歐元區出問題。他指拯救歐
元的政策會給德國帶來更高赤字，這
將會以更高額稅收來補償。

(中產之苦—美洲篇將於明日刊登)

西班牙在歐債危機中重創，是經濟較弱的
「歐豬國」之一。為挽救財政，西班牙厲行
緊縮政策，有當地人指中產及低下階層最受
打擊，政客及高官則不然，富豪及官員所繳
稅率比窮人還低。由去年中至今年中，擁有
100萬歐元(約1,054萬港元)以上資產的西班牙
人增加4.7萬人，按年升14%。富者愈富、貧
者愈貧，是該國的真實寫照。
任職公務員多年的巴勃羅指，西班牙不同

城市生活水平大有不同，一般而言，4人家庭
(夫婦加一對子女)月入介乎1,000至3,000歐元
(約1萬至3.2萬港元)可視作中產。他稱中產是
金融危機中飽受壓榨的一群，富豪有錢僱律
師，也和官員關係密切，故他們得到很多保
護。

貪腐嚴重 官員交稅遜窮人

居於馬德里的卡門也批評，貪腐是西國現
時面對的大問題，無論政府部門或社會都欠
缺廉潔。另一受訪者瑪麗亞指，西班牙富豪
及官員稅率低過窮人，制訂的政策卻影響大
部分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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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盛轉衰 生育率低迷

在職媽媽欠支援

■巴勃羅遊四川時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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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批評西國富

豪稅率竟低過窮人。

歐債危機重創歐洲，歐元區一度瀕臨解體，直至最近才勉強擺脫經濟衰退。葡萄牙、愛爾蘭、意

大利、希臘、西班牙成重災區，被揶揄為「歐豬五國」(PIIGS)，至今仍未站穩陣腳；即使強如英法

亦未能倖免，元氣大傷。另邊廂，以德國為首、受災較輕的其他國家厲行緊縮，中產生活同受衝

擊。歐債危機不僅引爆經濟炸彈，更在歐洲留下難以彌補的裂痕。英國中產追不上瘋狂飆升的物

價，愛爾蘭中產面對高昂醫療開支，法國中產由盛轉衰，西班牙中產飽受壓榨，德國中產要事業孩

子二擇一⋯⋯難怪歐洲中產苦嘆：我們真的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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