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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阿當史密斯在
《國富論》提出，只要富者愈富，財富

最終將回流大眾，造福社會。然而事與願違，
財經雜誌《福布斯》統計，全球億萬富豪人
數由 2000 年的 322 人，升至今年 1,826
人。但與此同時，全球尚有至少10億人
每日只靠少於2美元(約 15.5港元)過
活，意味未來貧富差距將愈來愈大，
恐釀成更激烈的社會動盪。窮人無法
獲足夠醫療服務及食物，引發疫情
及饑荒。企業大肆開採石油等化石
燃料導致全球暖化。
阿當史密斯相信，自由經濟市場

的「無形之手」最終將令所有人獲
益，部分人富起來後回饋社會，帶

動他人脫貧。現實則是部分大企業和資本家的貪婪，令「無形之手」
失效。既得利益者否認氣候變化，不承認資源終將枯竭，只着眼短期
利益，拒絕妥協，考慮到全球人口在2050年後將達100億，現有資源勢
無法負荷。

欠規管巨企 縱容剝削窮人
《衛報》評論指出，資本主義鼓勵私人企業的崛起，寄望私企為民眾帶來職
位，及以較公平價格向農民購買農產品，助窮人脫貧。目前資本主義最大問題，
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對大企業欠缺規管，或只實施寛鬆規管，爭取它們在當地經營，
變相縱容它們剝削窮人利益。《衛報》舉例指，2001年製藥業與南非因進口可負擔愛
滋病藥物糾紛而對簿公堂、美國咖啡連鎖店星巴克2006年被指阻撓埃塞俄比亞為咖啡
豆註冊商標，均為代表性例子。

集合民意 須訂道德標準
在一般人眼中，這些問題過於複雜龐大，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然而民意壓力和投

資者都可出一分力，集合眾人的力量，便能對資本主義制度施加影響，甚至帶動改革。
其中民意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上述星巴克與埃塞俄比亞的糾紛，源於星巴克打算在咖啡
包裝上印上出產村落的名字，而不向村民支付相關商標費用。歐美兩地的消費者因而杯
葛星巴克產品，最終迫使星巴克與埃國政府就事件談判。
投資者也可影響企業，不少股東要求短期內取得回報，導致部分企業為追求盈利，
不顧長遠發展。就藥業與南非政府的糾紛一事而言，投資者不希望被視為見死不救，坐
視數百萬人因愛滋病死亡，向藥廠施壓迫其妥協，以較合理價格出口藥物至南非。企業
須制訂良好道德標準，有遠見的投資者、高道德標準的消費者合力監督，方能有效改革
現行資本主義。

加劇貧富懸殊 評論倡推動改革

美美「「科學怪人資本主義科學怪人資本主義」」
榨乾全球榨乾全球

全球貧富懸殊加劇、社會流動受阻、氣候暖化困擾發展中國家，學者認為這反映資本主義世界運作

弊病叢生。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形容，美國正實行「科學怪人式經濟」(Frankenstein

economy)，既得利益者着眼累積財富，對影響全球的各種社會問題視若無睹。分析指，在沒有更好替

代制度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必須改革，加強提倡公平、協助脫貧，讓普羅大眾真正受益，開拓資本主

義可持續發展的新出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廖偉龍

所謂「美國夢」曾吸引不少人移
民美國，以為在美國資本主義和自
由企業制度下，努力工作就可創造
美好生活。然而市場研究機構
YouGov 9月於7個國家進行的民調
顯示，美國1,000名受訪成年人中，
只有14%認為下一代生活會更好，
比率是7個國家中最少，反映人們
對資本主義的信念逐漸減退。
調查顯示，逾半美國人認為，實

行資本主義會導致「貧者愈貧、富
者愈富」，65%人認為大多數大企業
「逃稅、損害環境及勾結政客」，
並要求限制商品進口避免競爭。與
此相反，多達半數印度人認為下一

代的生活會更富足、安全及健康。
即使美國人如此不滿，也不代表

他們想放棄資本主義和自由企業。
近半受訪美國人仍同意，這是令人
脫貧的最佳制度，61%的人認為相
比社會存在「巨富」階層，失業是
更嚴重問題。這意味美國人希望政
府秉持公正原則，拉近貧富差距。

華府雙重標準惹不滿
人們不滿權勢階級的「裙帶資本

主義」，例如部分銀行懲罰周轉不
靈的小商戶或家庭，而銀行業在金
融危機後瀕臨倒閉時，卻要納稅人
緊急援助。政府採取雙重標準引來

不少批評，亦是導致公眾逐漸對資
本主義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大
企業藉與政府拉關係，換取政府
推行各種政策打擊競爭對手，
進一步削弱人們對資本主義的
信心。
《華爾街日報》指，要扭轉

社會對資本主義的悲觀看法，
政府首務是確保各方均受同
樣規則規管，同時推行有助
縮窄貧富差距的政策，還需
打擊操控金融市場及欺詐舞
弊的「裙帶資本家」。只有確
保資本主義行之有效，且秉持
公正原則，方能挽回信心。

資本主義塑造了當今世界的政治和經濟面貌，也
為自然環境帶來衝擊。微軟共同創辦人蓋茨上月
底接受《大西洋月刊》訪問，分享解決氣候變化
危機的方法。他表示，資本主義未能解決暖化問
題，因為企業及自由市場無法藉調節市場，達
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並指富裕國家應負上責
任。
蓋茨稱，市場沒興趣投資潔淨能源研究，
因它不似科技產品般，能在短時間內獲豐厚
回報。能源相關研究完成後，成果需超過
20年才能大規模使用，回報也難以與藥物
或科技產品相提並論。蓋茨認為，解決氣
候暖化必須由富裕國家推動，徵收高昂
碳排放稅，減少使用化石燃料，亦可促
使私企轉用潔淨能源。
報道指，蓋茨將於巴黎氣候大會
上，宣佈設立總值數十億美元的潔
淨能源基金。

英國近年中小企發展迅速，去年便有逾58萬間新企業
註冊，但不少中小企都面對融資困難。倫敦證券交易所
總裁羅利特在報章撰文指，應為中小企提供更多銀行以
外的融資渠道，讓它們帶動經濟增長及創造就業機會。
文章指，金融危機爆發便是因為銀行業過度借貸。歐

洲中小企之所以只願向銀行借貸，是因為發行股票等其
他融資渠道需繳付利得稅、資本增值稅、股息稅及印花
稅等多重稅項。為打破銀行業壟斷企業融資，必須拓展
其他渠道，例如降低利得稅、增值稅等的稅率，鼓勵中
小企上市融資，同時應大力發展私人投資、眾籌這類股
權融資渠道。
歐洲中小企有80%融資來自銀行，只有20%來自股權
融資，但美國的比例剛好相反，而美國在金融危機後的
復甦速度遠較歐洲迅速，顯示股權融資對經濟有重大刺
激作用。加強股權融資不單有助經濟發展，更可令資本
市場更有彈性，真正釋放資本潛力。

蓋茨：自由市場難達減排目標

裙帶資本家挫「美國夢」信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英國和歐
洲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受重創，新興市場紛
紛崛起，錄得大幅經濟增長。然而近一兩年投資者對

新興市場的投資意慾明顯減弱，主要由於憂慮中國經濟放
緩及新興國債台高築。《經濟學人》評論更認為投資新興市

場現已「不合潮流」。
NN Investment Partners新興市場高級策略師巴庫姆指出，全球資

本主義的驅動力量發生逆轉，新興市場資金外流，意味在超低息環境下熱
錢湧入的時代告終。投資氣氛轉淡原因之一是經濟前

景轉差，金磚國巴西和俄羅斯正陷於衰退，
中國經濟亦有軟着陸的隱憂。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預料，今年是連續第5年錄得新興
市場增長放緩；本年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幅度
相比發達國家，差距是自2001年以來最小。
新興市場另一問題是企業債務高企。匯控

的數據顯示，在亞洲新興市場中，非金融企
業的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5%，
遠高於2009年時的8成。隨着新興市場經
濟增長逐漸放緩，令企業更難償債。專家
擔心新興市場會陷入惡性循環︰增長放緩
促使政府出手，包括提高稅率、實施價
格管制等，打擊投資信心，加快資金
外流和貨幣貶值，令政府加大力
度干預市場。

增長放緩
新興市場資本逆轉

英催谷股權融資 助中小企發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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