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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相當於每小時勞動力的產量，顯示社會經濟在固定
資源下的增長速度，左右國家的富有程度、民眾的生活質

素、政府手上的可用資源等。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英國的生
產力增長一蹶不振，放緩幅度較其他西方國家更嚴重，成為英國社
會的危機。

金融海嘯重挫 增長僅0.4%
以2016年數據為例，英國的生產力在七國集團(G7)中近乎「墊

底」，只較日本及加拿大優勝，每名工人的生產力較G7平均數低
16%。英國的生產力在1960年代曾經是歐洲數一數二，當時的每小
時國內生產總值(GDP)較法國、意大利、西德為高，及後50年間的
增長幅度卻已追不上其他國家，現時落後德法意3國。
全球的生產力在金融海嘯期間均受重創，英國所受打擊卻特別嚴
重，每年生產力增長從雷曼兄弟破產前的2.3%，急降至僅0.4%。
若進一步分析英國生產力危機，可發現謝菲爾德、赫爾等英格蘭
東南部城市，即使是航空生產商、軟件工程師等「出口」企業重
鎮，區內的生產力低下企業，仍較布里斯托爾、雷丁等地為多，顯
示全國發展不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6年更發現，
在發達國家中，英國青年人口中的低技術工人比例甚高，僅次於意
大利及美國，並逼近年長人口中低技術工人比例。
英國在1999年至2007年間，生產力最高的行業主要是電腦、金

融及專業服務等界別，2008年後卻失去原有優勢，電腦運算、能
源、金融、採礦、藥劑及電訊業，合共僅佔整體經濟的1/5，同時
在生產力增長的收縮中佔3/5。能源、金融、會計、法律等原本在
上世紀屬生產力最高的行業，在金融海嘯後的發展速度放緩，同時
有大量生產力低於國內平均數的「殭屍企業」，拖累全國的生產力
表現。

投資增債務如死局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殭屍企業」的存在，與市場缺乏競爭有
關。智庫Resolution Foundation的數據顯示，在英國600個行業板
塊中，每個板塊的頭5大企業在2015至2016年度的收入，足足佔
了整個板塊可供分配收入的43%，比2003至2004年度的39%上
升，顯示每個行業的生意主要掌握在少數企業之手。
英國市場需要投資來處理生產力問題，但根據預算責任辦公室推
算，英國在未來50年間的負債數字，將從GDP的80%飆升至
280%，生產力增長至2030年卻仍只有2%，其餘政府開支亦需巨
額資金，社會未來的負債數字，是目前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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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2008年經歷金融海嘯後，生產力增長一直停

滯不前，遠遜於其他歐洲或西方的發達國家，長遠勢

必打擊民眾生活質素。造成生產力危機的原因眾多，

專家特別指出，英國很多大企業缺乏競爭，導致生產

力低下的「殭屍企業」仍能繼續生存；要處理生產力

問題卻需要大筆投資，恐又帶來社會嚴重負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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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民眾生計，英國埃塞克
斯大學的團隊發現，英國的非裔、亞裔及少
數族裔群體，因疫情導致失業的情況，較其
他族裔嚴重。此外，由於企業裁員時傾向首
先裁減新人及低薪職位，預料今年的畢業生
求職將更困難。
埃塞克斯大學上月公布統計數據，指出

少數族裔的就業率從2月的72%、跌
至4月的67.4%，跌幅達4.6個百
分點，同期非少數族裔的就業
率，則從81.1%降至79.4%，
跌幅只有1.7個百分點。
智庫 Resolution Foun-

dation在5月則推算，英
國經歷新冠疫情後，畢
業生的薪酬或會在未來
兩年下跌7%，資歷較
低的畢業生，時薪更可
能大跌約1/5。
英國《金融時報》分

析，企業通常不重視資歷

較淺的員工，故此入門職位大多是企業最先裁
減的對象。據智庫Resolution Foundation的數
據，學歷較低人士每接受一年教育，薪酬降幅
便可減一半，有專家認為年輕人可趁目前市道
欠佳的時間，把握機會進修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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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殭屍企業」一詞最早於1990年代日本資產泡
沫時期出現，用作形容未還清債務的公司，它們的
盈利僅夠繳付債務利息，無法償還本金，意味不斷
要依靠借錢來維持營運。由於公司有償還利息，銀

行無法中止貸款，令公司可以繼續生存，但卻沒有足夠資金投資；
當殭屍企業愈來愈多，將窒礙整體經濟發展。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英國長期物價
飛漲，民眾加薪幅度無法追上，生活
質素變差。現時即使疫情重創整體經
濟及導致失業率飆升，英國的房屋租
金不單未見跌幅，更屢創新高。

倫敦屋租中位數達1.4萬
智庫Resolution Foundation每年統
計英國民眾的生活質素，發現自2016
年脫歐公投以來，生活質素便未見改
善。去年數字顯示，每個家庭在2018
至 2019 年的平均收入，較 2016 至
2017年下跌0.5%，跌幅較1990年代
初經濟衰退時更嚴重。
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英國的生產
力增長疲弱，是限制民眾薪酬上升的
原因之一，家庭為增加收入，只能更
勤力工作，令就業率較2007年時高3
個百分點。
英國國家統計署(ONS)上月公布去

年4月至今年3月的私人房屋租金水
平，英格蘭地區的月租中位數為700
英鎊(約6,767港元)，是歷來最高；當
中以倫敦的租金最昂貴，月租中位數
達1,425英鎊(約1.4萬港元)，英格蘭
東北部的月租則最便宜，只需465英
鎊(約4,78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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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自2016年通過脫歐公投以來，前景不明朗因素一直籠罩英
國經濟，今年英國與歐盟的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全球經濟又受
新冠疫情重創，對英國的打擊較脫歐有過之而無不及。據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OECD)推算，英國可能是主要經濟體中受疫情衝擊最
嚴重的國家。

今年GDP料挫13.8%
英國正式脫歐後進入不足1年的過渡期，需趕在今年底前與歐盟
完成貿易談判，但英歐雙方分歧嚴重，無協議脫歐的陰霾再度重
臨。同時全球經濟受疫情重創，對英國的衝擊甚至超過脫歐。據英
國政府2018年推算，無協議脫歐會令英國經濟在未來15年下降
8%，預算責任辦公室近期則預計，疫情會令英國今年的國內生產
總值(GDP)下降13.8%。
OECD 上月曾公布預測數據，指出英國今年 GDP 會收縮
11.5%，若疫情出現二次爆發，將進一步萎縮14%，高於法國、西
班牙和意大利。
支持硬脫歐人士指出，原本在硬脫歐下帶來的經濟衝擊，現時反
因疫情有望紓緩，如貿易往來暫停，減輕港口在無協議脫歐下面臨
的壓力，失業率高企意味有更多人手投身邊界檢查工作，疫情後重
建經濟亦有助企業回流英國。

最壞情況：明年就衰退
不過多數經濟學家始終相信，應致力尋求軟脫歐，避免經濟承受
沉重壓力，貝倫貝格銀行的英國經濟師皮克林預計，最差情況下，
英國經濟會在2021年開始衰退；埃塞克斯大學貿易政策研究所所
長溫特斯則指企業受疫情打擊致負債纍纍，將更難適應脫歐後的環
境。 ■綜合報道

英歐談判陷僵局
撞疫情雪上加霜

「殭屍企業」欠債僅能還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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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漲加薪慢
5年生活質素無改善

少數族裔疫下失業
畢業生時薪恐跌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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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國一大危為英國一大危
機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國租金有升無跌。 路透社

■英國低技術青年的
比例高。 路透社

■英國部
分地區仍
處封城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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