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社『豐』會 

87萬人的體面出路 

展示合作社現有的『豐』富成果、策劃『豐』富合作社未來發展空間 

招家章  香港社會經濟聯盟成員 

 

在香港，知道本星期六、七月五日是國際合作社日，相信為數甚少，會響應聯合國

呼籲來舉辦慶祝，相信更是鳳毛麟角，事實上，聯合國自一九九五年，為纪念國際

合作社聯盟建立一百周年，將每年七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定為聯合國國際合作社日。 

兩年前國際合作社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國際合作社日，讚揚合作社通過推進

體面工作，來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然而，在全球財富兩極化，基層勞動難獲保

障，實質勞動工資不斷向下的趨勢，高談體面工作，看來有點不合時宜，再加上全

球在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去規管化主導的意識形態下，基層能抗拒貧窮，談何

容易。 

但是，讓基層擁有體面勞動的更美好世界，仍然是值得探索及追求的，事實上，全

球已展開了對主流經濟的反思，自金融風暴後出現佔領華爾街，隨之所倡議的團結

經濟，全球不同的有心人，也作出了快樂經濟、共享經濟等倡議，目標均要突破市

場經濟的桎梏，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過往數年，香港理工大學一群熱衷於社會經濟研究的學者，把大抵已被現今世代遺

忘的中國古典經濟學，重拾基要，經濟學在中國古典文獻中本是「經世濟民」，經濟

應當是為蒼生、為百姓的，故此，經濟最基本、最簡單的概念，便是經濟為人人，

人人都可以做經濟，經濟不應淪為某族群、某集團累積大量財富的手段。 

社會經濟，並不停留於學者的研究，其意義更在於指導社會的實踐，『鄰情合作發

展計劃』，正是由香港公益金資助鄰舍輔導會，以發展合作社來實踐社會經濟的公

益項目，今年國際合作社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舉辦合作社

『豐』會，相信不是唯一，也是極少數響應聯合國呼籲來舉辦的香港慶祝活動，而

今年舉辦的合作社『豐』會，對於近期討論人口政策，突顯出有 87 萬非從事經濟活

動的勞動人口，應別具意義，為 87 萬人探索及尋求體面出路，才會建立一個更美好

的世界。 

人口政策高度關注，有 87 萬非從事經濟活動的勞動人口，被視為補充現存勞動市場

的勞工來源，但從另一角度，更應關注，當中有多少是自願或被迫放棄經濟活動，

現實是，絕大多數基層，均渴望參與經濟，來獲取收入，只是主流經濟對基層並不

友善，引致他們失去經濟活動，他們實應被視為受到主流經濟排斥的一大群。 

讓基層重獲經濟活動，重塑基層迎合主流經濟，並非唯一或上佳出路，尤其香港目



 

 

前勞動市場工資偏低，在職貧窮問題嚴重，當 87萬非從事經濟活動的勞動人口，看

似只有接受低薪工種或接受福利援助兩條出路，合作社正好提供自主勞動、體面工

作的第三條出路，讓基層獲取自主性來營造經濟，才是他們海闊天空的出路。 

87萬非從事經濟活動的勞動人口，實質是社會上極寶貴的人力資源，問題在於只能

在現行勞動市場就業，還是可以有更多自主體面工作的想像，尤其因承擔家庭崗位

的一大群，自主體面工作，才可以釋出寶貴人力資源的潛力，再者，世界衛生組織

及國際勞工組織，均指出工作對人的重要性，超過經濟層面，工作更可為人帶來社

會接觸、社會背景、社會認同及時間組織。 

香港嚴重的貧窮問題，某程度上可理解為基層受到主流經濟排斥，若能疏理社會排

斥，定必更勝扶貧，只可惜香港的扶貧政策，仍以賑濟思維作主導，如食物銀行、

交通津貼等，這令人更懷念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窮人銀行」的成功，在於尊

重及信任窮人為自己謀生的動力，而事實上，基層並不希望福利式的賑濟，而是能

自主、自信及自尊地，靠自己從事一點生計。 

合作社『豐』會，正要展示，基層參與營運合作社，可如何獲取勞動自主，獲取經

濟活動，合作社的經濟活動，特色有點像『磨較剪鏟刀』的年代，人人可做經濟，

服務、勞動的需求與提供，是可直接交易，這樣的經濟活動，才會保持著人與人之

間互相熟識、互相負責、互相信任、互相幫助的關係，同時省卻了中介、尋租、科

層、管理、行政等等對基層勞動不利的因素，從而讓基層較易獲得體面工作、尊嚴

勞動。 

合作社『豐』會，正好讓學者、議員、社員、官員等關心基層處境之仕，討論在商

業化、市場化以外，合作社可如何做到主流經濟做不到的「自主勞動、體面工作」，

在民間大力推動下，政府又能在政策上配合，基層獲取「自主勞動、體面工作」，絕

不會是紙上談兵。 

早已不是紙上談兵，而在默默打拚的，是一大群源自二零零一年，社會福利署曾於

各區成立的單親中心的婦女，過去十多年來，她們努力並成功建立以另類工作來參

與社會的模式，她們的模式可提昇社會照顧質素，而同時令擁照顧專長的基層婦女

以體面工作來增加家庭收入，她們當中有已註冊及未註冊的合作社，每月可為社區

上近二千名老、弱、傷殘人仕，提供社區照顧的支援服務，也為基層家庭帶來超過

二十萬收入。 

事實上，過往十多年，不少非政府組織，尤其是勞工團體組織者，在另類經濟的實

踐，已作出很多貢獻，例如在不同地區推行時分劵、成立多個職工合作社等，讓那

些未能被市場運用的人力，仍有發揮才幹的機會，來改善生活，另類經濟還有無須

倚賴工作配對、不愁工作錯配、不會出現工作取代等優點，故此，在商業化、市場

化以外，合作社可以成為 87萬的體面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