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鄒崇銘博士

如果無法擺脫壟斷，
也就很難做到
真正自主。



二月底一個日照和煦的早上，我們相約香港理

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博士做訪

問。由於校園尚未完全開放，鄒博士提議到附

近的公園傾談，我們從校門起步，經過槍會山

軍營一直走到佐敦里，沿途談起他推動消費者

運動的初心，他說：「我離開傳媒後曾到樂施

會工作，開始關心全球化、公平貿易等議題，

耳濡目染，自然在這些議題上多加關注。」我

們在佐敦里一張長椅坐下，陽光灑落，鳥聲吱

吱，餵貓人士偶爾走來，小貓三兩徘徊，整個

畫面令人感到舒服。

甫坐下，鄒博士除下口罩繼續道：「普遍香港

人都講核心價值，例如民主、自由、法治等，

但一提及公平、平等、貧富懸殊等，則較少人

關心。原因很簡單，因為香港奉行資本主義，

很多人都相信只要靠個人努力就可以發達。」

現實卻是，我們無論在經濟發展或消費上都欠

缺選擇，他再一次引用電視劇《天與地》的金

句：「“The city is dying, you know?”我們

想要經濟自主，但擺脫不了地產霸權，大集團

壟斷香港的經濟資源，主流經濟活動一直影響

每個市民的生活。」

消 費 者 運 動 打 破 壟 斷 

近年人們多光顧小店，去年又有人鼓吹黃藍經

濟圈，對於這些消費者運動，鄒博士認為無疑

有助突破少數集團壟斷，促進競爭，也可以令

這個城市尋回相對的多元、開放和活力。「但

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小店的生存和營運依靠不

同的經濟活動，而這些活動是我們難以控制的。

以食肆為例，小店仍要靠進口食材去煮食，換

言之始終要依賴供應商，如果無法擺脫壟斷，

也就很難做到真正自主。」

鄒博士說，消費者運動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倡

議買什麼，二是提倡罷買什麼。「罷買一般都

較短期，如果沒有替代方案，無法建立另一個

長遠的消費渠道，最終只流於口號式抗爭。」

因此他比較關心買什麼，例如公平貿易產品或

本地農作物等，但這些通常都成本較高，比較

小眾，難以進入主流。「消費者是很現實的，

如果純粹因為政治原因去買或罷買，未必能維

持很久。除非產品的質素很好、價錢合理，或

消費者能夠與生產者建立關係。比方說，你認

識那位種植的農夫，自然很樂意去買他種的菜，

這跟你在街市買菜是兩回事。」

個 人 消 費 改 變 主 流 經 濟

消費者能透過個人選擇，告訴商戶他們的要求，

甚至為主流經濟活動帶來些改變，就像起源於

歐美的消費者運動，當時人們最關心食物安全，

其後開始關注農戶的生計，並逐漸發展成一個

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互惠過程，到了七十年代開

始出現公平貿易產品。2012 年倫敦奧運會全數

採用公平貿易產品，這都是消費者告訴倫敦政

府才能達成的。

鄒崇銘：消費者可以更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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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香港，不是人人都關心這些議題。因此，

鄒博士透過不斷寫作和出版進行倡導工作，雖

然不會一下子改變主流價值觀，但至少可以把

著作留在圖書館，讓學生及後學參考，他稱這

工作為「播種」。

保 護 農 地  推 動 本 地 農 業

2015 年，政府就「新農業政策」進行諮詢，鄒

博士趁機出版《香港在地農業讀本》一書。數

個月後，有政府官員主動向他取經，並在同年

的施政報告提出並預留「農業優先區」用作長

遠農業用途，可是政府至今尚未跟進有關政策。

大集團、供應商壟斷，小商戶難以生存，消費

者的選擇也變得有限。「香港主要的商品和食

物都是進口貨，本地生產少之又少，消費者很

難自主。」要改變局面，鄒博士認為推動本地

農業是關鍵之一。早於七、八年前他開始關心

本港土地用途，「香港土地供應不足，樓價貴，

很多市民無法置業。有民間團體建議用棕地起

樓，但我們反對。」他解釋，棕地原本就是鄉

郊農地，現時卻用作停車場、露天貯物、貨櫃

場、工業工場等，如果用這些棕地起樓，可以

預見附近的農地將會變成新的棕地，因為一般

人都認為農地不值錢，用來耕種並不符合經濟

效益。

政 府 補 貼   NGO 攜 手 合 作

鄒博士強調，農業可以為香港帶來經濟價值以

外的益處，「除了提供糧食，農地還可以綠化

空間、排洪、改善生態環境，為雀鳥、蝴蝶、

蜻蜓等提供理想的生存空間。」他說，大部分

歐洲國家都會對當地農戶作出土地補貼，「特

別是鄰近市區的農場，可以為市民提供新鮮牛

奶和芝士。」他建議香港可引入生態系統服務

價值評估，確立相應的「生態服務付費」系統，

讓服務提供者獲得相應的補償或報酬，從而持

續提供有利於生態系統的服務。

鄒博士又建議非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攜手合

作，為市民提供更多消費選擇，「再以飲食為

例，一些提供食物服務的社企，例如食物銀行

或可提供廚房的，不妨多跟本地農作物供應者

合作，提供本地生產的食物。」至於產品的有

機認證、公平貿易認證等，他認為可以在這些

最理想的水平下再設等級，讓生產者逐步提高

標準，這樣就能減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門檻。

「本地菜賣得貴，是因為現時的環境不利於生

產，但只要我們肯嘗試，相信可以改變的，到

時就會有更大的市場空間。」

佐敦里內依舊一片祥和，貓與雀和平共處，並

不像《貓捕雀》所寫的「物與物相殘」，相信

就是這個畫面令人感覺舒服。盼望香港也能保

持這種開放和多元，讓每一個香港人都有更多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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