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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生產要素 

l “生產要素”即係生產過程中所使用嘅投入。 
l “生產要素”可以分成三類： 
n 人力資源 
n 天然資源 
n 人造資源 

 

B.5.1. 人力資源 

l “人力資源”包括兩部份： 
n 勞力 
u 勞力係指工人喺生產過程中所提供嘅體力及腦力。 
Ø 唔好忘記有“腦力”！好多人返工都係靠“食腦”嘅。 

n 企業家職能 
u “企業家職能”係指企業家喺生產過程中提供嘅服務。當中主要包括： 
Ø 為企業作出經營嘅決策（例如生產咩物品）。 
Ø 承擔經營嘅風險。 

 
² 可能你會問： CEO都要食腦。咁佢係 “企業家”（即提供企業家職能嘅人）定“工人”（即
提供勞力嘅人）？ 
n 其實最簡單嘅分法就係睇佢駛唔駛“承擔經營嘅風險”（例如承擔經營嘅損失）。 
u 留意，我哋唔可以話因為“如果受薪員工做得唔好而令企業回報受損，最終都會影
響佢哋嘅收入、甚至失業”，所以員工都要“承擔經營嘅風險”。 

u 相反，就算企業嘅股東冇參與企業嘅日常管理，但因為佢哋要“承擔經營嘅風險”
（因為股東向企業提供資金），所以股東係有提供企業家職能嘅。 

 
勞力 
l 講多次：勞力係指工人喺生產過程中所提供嘅體力及腦力。 
l 而根據課程，我哋要對勞工、勞力有以下幾方面嘅認識：  
n 供應 
n 生產力 
n 流動性 
n 各種工資制度 

 
² 我哋第一樣要學嘅就係“勞力嘅供應”。 
 

l 提到供應，我哋首先要“將勞力數量化”（如果唔係又點知有幾多）。 
n 數量化後，勞力係指所有工人嘅總工作時數。 
n 用公式表達就係： 勞力 = 受聘工人嘅數目 X 每位工人嘅工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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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基於以上“勞力嘅計算方法”，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國家嘅勞力供應會受到“人口結構”、
“社會環境”、“政府政策”等素影響： 
n 勞動人口嘅數目 
u 勞動人口係指 15歲或以上、非全職家庭主婦、非全日制學生、非永久偒殘人士及
非退休嘅人口數目。 
Ø 留意我哋並唔理依 D人有冇就業（睇埋下面嘅勞動人口參與率）。 

n 勞動人口參與率（即 
勞動人口  歲或以上人口× 100%） 

u 如國家人口不變，較高嘅勞動人口參與率自然可以供應較多嘅勞力。 
n 男性佔勞動人口嘅比例 
u 依度假設咗另性嘅受聘率或工作時數較女性高。 

n 移民人口嘅數目 
u 移民會直接影響勞動人口嘅數目。 
u 一般當遷入移民多過遷出移民嘅時候，勞力供應會相對增加。 
Ø 當然都會有例外，例如新遷入移民可能因為搵唔到工而拉低勞動人口參與率。 

n 工人嘅工作時數 
n 全日制學位嘅數目 
u 少 D全日制學位，自然就多咗人因“失學”而返工！勞動人口參與率自然會高。 

n 日間託兒服務嘅數目及質素 
u 日間託兒服務嘅數目及質素會影響有子女嘅女性返工嘅比率。 

n 社會風氣、傳統習俗 
u 社會風氣會影響勞動人口參與率。例如女性結婚生仔後仲會唔會返工、或家庭主婦
會否僱主菲僱而自己去返工。 

n 社會經濟環境 
u 社會經濟環境唔好，工人嘅工作時數可能會提升（加班、返兩份工）。而家庭主婦
亦可能被逼返工。而大學畢業嘅學生可能會怕搵唔到好工而繼續進修。 

n 最低合法工作年齡 
u 勞動人口係由 15歲開始計，但如果政府另外定立合法工作年齡，咁就會直接影響
勞力嘅供應。 

n 工人嘅退休年齡 
n 公眾假期嘅數目 
n 最高每周工作時限 
u 香港就冇依類法例。但歐美（例如法國）就有。 

n 薪俸稅制 
u 較低嘅薪俸稅率會導致勞力供應上升。 

n 失業保障、社會福利 
u 歐美好多國家就因為薪俸率高、社會福利好而令一 D人唔返工。 

 
² 雖然以上嘅 list好似好長，不過大家只要明白咩嘢可以影響“勞力”，要作都唔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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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我哋第二樣要學嘅就係“勞力嘅生產力”。 
 

l 勞力生產力係指每單位勞力嘅平均產出。 
n 簡單嚟講即係計算勞力嘅“質素”。 
u 舉個例，老闆出高 D錢請一個勤力、醒目嘅工人，可能好過請兩個成日 hea、又做
錯嘢嘅人。 

n 計數例子：一間工廠請咗 100工人，每天工作 8小時。工廠一天可以生產 1600貨。 
工人嘅總勞力 = 100 x 8 = 800小時 
所以，工人嘅生產力 = 1600 / 800 = 2件貨/小時。 

 
l 基於“勞力生產力”同勞力嘅質素有關，我哋可以理解到生產力受以下嘅因素影響： 

n 培訓及教育 
u 在職培訓、教育等可以提升工人嘅工作能力，生產力因而提升 

n 工作環境、勞資關係 
u 合適嘅工作環境、好嘅勞資關係有助提升生產力。 

n 資本物品嘅質素 
u 透過提供更好嘅資本物品俾工人（例如更快嘅電腦、合適嘅工具），勞力嘅生產力
可以得到提升。 

n 工資制度 
u 一般嚟講，將工資由“計時”變成“計件”或“佣金”形式能提高勞力生產工。 

n 工作前景、晉升機會、花紅及工作表現評核等制度 
u 企業可以透過適當嘅制度嚟鼓勵工人更勤力地作出好表現。 

n 生產方式 
u 企業可以透過分工或改善生產方式、技術嚟提升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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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我哋第三樣要學嘅就係“勞工嘅流動性”。 
 

l “勞工流動性”可以分成兩種：“職業流動性”同“地域流動性” 
n 職業流動性 
u 職業流動性係指勞工從某種職業轉換到另一種職業嘅容易程度。 
Ø 而容易程度就包括意願同能力 

u 例子：王小姐由文員轉行做模特兒。 
n 地域流動性 
u 地域流動性係指勞工從某一個地方遷移移到另一個地方工作嘅容易程度。 
u 例子：菲律賓人嚟香港做菲傭。 

 

 
l 勞工嘅職業流動性會受到以下嘅因素影響： 
n 金錢收入 
u 若現有嘅職業所帶嚟嘅金錢收入較低，人們較願意轉職到其他職業。 
u 相對地，如果某一職業帶嚟嘅金錢收入較高，咁亦會吸引人轉業至該行業。 

n 非金錢收入 
u 除咗金錢收入外，勞工往往亦會因為其它非金錢收入而轉業。 
u 例如工作時間、環境、晋升機會、社會地位。 

n 行業興衰 
u 隨住社會發展，某些行業可能會萎縮或消失、某些行業可能會興起或擴展。勞力因

此“被逼”轉業。 
n 勞工年齡 
u 隨著年齡及有關現有職業經驗嘅增長，勞工會失去轉職嘅意願。 
u 另一方面，想轉職嘅勞工亦不易被聘用。 

n 專業智識及技術水平 
u 要求專業知識或技術水平嘅職業往往比較難入職（例如醫生、工程師）。 
u 同樣也，專業人士亦較少轉職（因為金錢、社會地位等因素）。 

 
l 而勞工嘅地域流動性就會受到以下嘅因素影響： 
n 交通 
u 相地域之間嘅交通網絡越發達（包括來往兩地嘅時間、金錢），勞工嘅地域流動性
就會越高。 

n 政治因素 
u 當某國家嘅政治環璄唔穩定嘅時候，地域流動性會提升。 

n 政府政策 
u 國家可以透過訂立條例嚟限制或鼓勵輸入或輸出勞工。 

n 經濟環境 
u 當兩地嘅經濟環境差距大（或某地嘅經濟差）嘅時候，地域流動性會提升。 

n 社會因素 
u 不同嘅文化、語言、種族會減低勞工嘅地域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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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最後一樣有關勞力要我哋學嘅就係“各種工資制度”。 
 
l 工資制度即係“計算要支付給勞工嘅款項的方法”。 
 

l 工資制度主要有以下幾種： 
n 計時工資 
u 我哋講嘅“月薪”、“日薪”同“時薪”其實就係“計時工資”制度。 

n 計件工資 
u 勞工嘅工資係按勞工嘅實際生產量嚟計算。 

n 底薪加佣金 
u 依個工資制度可以講係“計時工資”同“計件工資”嘅混合體。 
u 勞工可以按計時工資得到一個基本薪金（底薪），然後再按工作表現（即計件工資）

收取佣金。 
n 底薪加利潤分享 
u 依個制度同“底薪加佣金”差唔多。 
u 不過勞工唔係按工作表現收佣金，而係分享廠商嘅利潤。 
Ø 例如財政年度結束時，廠商把某一個百分比嘅利潤攞出嚟，以花紅嘅利式分俾
員工（實際每位勞工嘅花紅極有可數會因勞工嘅階級及工作表現而有分別）。 

n 分賬制 
u 分賬制同“分花紅”差唔多。但勞工分享嘅唔係廠商嘅整體利潤，而係直接按某產
出、某個百分比嘅銷售收益作為工資。 

u “分賬”同“利潤分享”唔同。 
Ø 例如歌星出嘅兩張 CD，一張有錢賺、一張有虧損、而廠商整體利潤係負數。 
Ø 因廠商整體利潤係負，所以按“利潤分享”計數，歌星係唔會有錢收嘅。 
Ø 但喺分賬制入面，因為第一張 CD有銷售收益，所以歌星會有錢收。 

 
² 每種工資制度都會有佢嘅好處同壞處。而所謂嘅“好處同壞處”又可以分成“對廠商（即僱

主）嚟講”同“對勞工（即僱員）嚟講”兩方面。 
n 要每個制度列晒出嚟或者背晒佢可能會好花時間。但其實只要係明白依 D制度嘅意思，
大家可以當吹水咁吹返出嚟。 

n 而某一種制度嘅好處好多時都會係同另一種制度嘅壞處有關。 
n 試吓當自己係老細或者員工咁係，你就會好容易作到 D好處同壞處出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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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例如對“計時工資”嚟講： 
n 對廠商嘅好處包括： 
u 容易計數要支付給勞工嘅工資金額。亦因此較容易預算數係勞工工資上嘅營運支
出。 

u 因為勞工嘅收入唔會因產出數量提升而增加，所以工人唔會重量而唔重質。因此廠
商會較容易監控產出嘅品質。 

u 因為員工收入穩定，所以勞資相方嘅關係亦會較為平穩。 
u 廠商可以獨享所有利潤。 

n 對廠商嘅壞處包括： 
u 因為員工嘅收入唔會受到產出嘅數量同品質所影響，所以勞工可能會傾向躲懶。勞
工生產力因而下降（正所謂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 

u 因為工人傾向躲懶，廠商要想方法去鼓勵勞工生產、亦可能要加強對勞工工作表現
嘅監控。 

u 當產品銷售欠佳或有虧損時，廠商仍然要向勞工支付工資。 
n 對勞工嘅好處包括： 
u 可以明確地計算到收入。 
u 收入唔會因為受到廠商嘅銷售或利潤影響，所以比其他工資制度較為穩定（但唔一
定會多 D）。 

n 對勞工嘅壊處包括： 
u 當勞工工作表現突出時，工資亦不會因而增加。 
u 相對於其他工作表現欠佳或怠慢嘅勞工，這制度顯得不公平。 
u 當廠商賺取到巨額利潤時，勞工不會得到額外收入。 

 
企業家職能 
l 講咗咁耐勞工，我哋終於可以講第二樣人力資源：企業家職能。 
n 重溫：“企業家職能”係指企業家喺生產過程中提供嘅服務。當中主要包括： 
u 為企業作出經營嘅決策 
u 承擔經營嘅風險 

 
l 為企業作出經營決策所以話係包括所有嘢嘅決定，包括： 
n 生產嘅產品同生產幾多。 
n 使用咩生產嘅方式（點樣生產、點分工、用嘅機械、僱用幾多勞工）。 
n 點樣推銷產品，包括方法、售價等等。 

 
l 至於“承擔經營嘅風險”，我哋最主要要明白嘅係： 
n 企業家已對廠商作出資本上投資。 
n 因此當廠商有利潤時，佢哋嘅投資先會有回報。相反佢哋就要承擔損失。 
n 相對地， 
u 勞工係冇向廠商作出資本上嘅投資。勞工提供勞力後便可以根據工資制度而得到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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