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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終的願望是讓    人人都能活在“人間”
而是沒財可以理，一萬遠遠不夠，倒不如在其他方面

更有效這部分資金。”

對於師友配對，社協調查中有學員表示友師太

忙，有時一月才能見一次，王智源主任提議：“政府可

以在政策上對友師所在企業進行支援，比如通過對企

業進行經濟補貼，讓企業樂意給員工足夠時間去參與

活動。除此以外還可以鼓勵廣大退休人士加入，這部

分人既有經驗也有時間，其實有很多思路可以發揮。”

另外他還提到目前2800個的學員名額對於10萬的適

齡學生數目來說太少了，如果是因招募不到足夠數量

的友師參與師友配對環節而縮減整體計劃名額，政

府倒不如各個環節分開做，在計劃中的“培訓課程項

目”裏設立更多名額，通過這一方式覆蓋到更多貧窮

學童。

最後，對於第一期的團體活動主要是去工業基

地、政府機構和企業等類型的場所參觀，潘毅教授認

為活動內容可以再多元性一點。

“無窮之路”點行？
他們的答案是……

1961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只有436美

元，到2022年，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數據，該

數字已騰飛到了49226美元，但漂亮的增幅後面，卻

是嚴重的貧窮問題。據香港樂施會的報告，在2023年

第一季度，按相應規模家庭的原住戶月入中位數50%

計算，香港總共700萬人口中，逾136萬人處於貧窮狀

態，整體貧窮率驚人的達到了20%。這樣詭異的經濟

現象任誰看了都會問一句為什麼？

“貧窮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起，

小政府大市場的意識形態主導了政府的政策制定，

整個社會因此太過於強調經濟發展，而忽略了社會福

利，由少數中上階層掌控或主導了政治影響力及購買

力，壓縮了本地工人百姓的生活空間，這最終促使了

貧窮的發生。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實地調研中我們發

現，“劏房”住戶曾盼望着多攢一點錢在社區裏租個小

門面，從而改善經濟狀況，擺脫貧困。但隨著大企業

越來越強勢，個體經濟實在難以競爭過以標準化和規

模化模式運作的連鎖店，貧窮家庭想通過經商走出貧

窮的夢想因此破滅，他們難以脫貧，並不是因為他們

不努力。除此以外，社會中彷彿有一種共識，即經濟好

的時候，就業率高，政府沒必要發展社會保障。但當

經濟不好的時候，政府又確實沒錢投入社會保障。這

成了一個死循環，成了香港‘無窮之路’上的路障。”潘

毅教授語重心長的分析到。

記者認為，要解決貧窮問題，自然要了解它的成

因，從源頭上就對症下藥，若只是在貧窮發生後才施

以援手，實有亡羊補牢之嫌，效用並不可觀。當然，類

似“共創明'Teen'計劃”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貧

困學童積累社會資本，但政府還是應該投入更多資

源在解決根本性的問題上，滿足貧困家庭最迫切的需

要。王智源主任說道：“教育、醫療和住房問題是他們

最希望解決的，香港高昂的住房成本幾乎花費了貧窮

家庭一大半的收入，學童因此少有機會參加補習班提

升能力，哪怕考上大學也總因經濟窘迫而躊躇一番，

階級上流的入口十分狹窄。同時隨着香港向服務型經

濟轉型，對勞工的知識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現有

的12年免費小學及中學教育看起來似乎不太夠，針對

經濟形勢的改變出現的如此種種問題，政府應當與時

俱進調整政策。”

自然，我們不會幼稚到期盼有“天堂”一般的社

會，但我們實在應當共同努力打造一個沒有“地獄”的

社會，爭取讓人人都能活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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