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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凧多香港人的記憶中 ,穿膠花就是他irl的 童年 。一家人放工放
學後 ,坐在小小的房間里面一同穿膠花 ,不断組装花癖 花ヽ志ヽ

花葉等等的材料 '一倣便是半夭 。道就是五 六ヽ十年代普遍的現
象 :クトエ (OutwOrk)o我 Pl珍著逍次機會 ,再一次尋我那些年 ,

一起宇膠花的日子 。

五 六ヽ十年代香港膠花工業興起 ,営 時不少人毎夭把一袋袋的原
料搬国家 '全 家人口在―起ェ作 ,完成装装的産品 ,並透過中間
人送回工廠 ,接件螢酬 ,多 労多得 ,道就是クト判工業。香港人製
造的膠花質優償廉 、交貨期準 ,今世界的訂阜湧到香港 ,帯動香
港工業螢晨 。

タトナ1工 業典五 六ヽ十年代的工業姜晨環ri相 ォロ。可是 ,為 何香港
由一個韓口港韓型為製造工業?lt磨 因素今タトナJェ 業奥起 ?以及
クトナ1工 業生産模式封雇主又有ll膠 吸引之虎 ,使 他「 1以 壇個模式
代替首式工廠生産的模式咤?是 因為工作人手安排弾性?或 是因
為外ソ1二 人生産力高?還是因為減少生産開支 ?

fIK佃 訪間了小時候便接鯛外ナ」工業的許太 ,地従鄭居口中得失口llt

クトエ的途裡 ,也国想嫌取零用錢千口喜軟手作17E兄 ,所 以接調不同
種類的クト半1工業。面ユ地閣述了不少外≠J工 業中的程序オロ所調「中
間人」的資訊 。我ャ1矢口道タトナ1工業多有一星期的限期 ,更 會注重
質素'所 以質素千口質量需並存。地l15用 分工解決追lEl問 題 '例 如 :

一件友服會由雨lE二 人完成 ,毎 人各自負責一邊手袖 ,道様可以
更快完成一lEl工 序。然而 '営 中

"有
役多工序是不為人矢口的。

八 九ヽ十年代的工業逐漸式微 ,大部分工廠為減低生産開資而」ヒ
移 ,導致香港越来越少工廠 ,外 ≠J工 業国而受到影響 。ヵ口上営叶
開始推行免費教育等優烹 ,二人不再依棄クトェ維持家計 ,今外ソ1

工業式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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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号 言

11那些年 ,我佃一起穿膠花的曰子

壇些年 ,我 71放 學後會息様過 日子 ?我 71會 参カロ課タト活動 ,例
1口 :羽毛球隊 ヽ中

西染班 合ヽ唱圏等 。毎―夭放學後 ,都 多姿多采 '進 行不同課外活動 。我「 1也 有

課後補課 ,同 學不會有歌息 系ヽ解的時間。我ヤ1又 會到補習社補習 ,希 望能在考

試得rl好成績 。但那些年 ,我 fl上 一代放學後又會倣甚慶 ?特 首梁振英的母親 ,

毎天把一袋袋的貨品及原料搬国家中 ,梁 振英千口他的兄弟姉妹放學後便回在一起

微「童工J,一 家人聰著牧昔機工作 ,謙 十元八塊材補家計 。立法含議員謝偉俊

指他小學時倣手作仔 ,除 了穿膠花 ,長 含剪線頭 把ヽ未古力糖果入樽等 ,一 家人

邊聰1文 機4徴手工 ,也是一種架趣 。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従六 七ヽ歳 FT7始 穿膠花 ,

宜至約十二茂 ,一袋載満紙皮袋的膠花可更二至三元 '他覺得回報算不錯
1。

封

上 一 代 的 基 層 市 民 来 説 ,放 學 後 国 家 倣 穿膠花 剪ヽ線 頭 等タトエ材補家

計 ,是 他71成 長過程中的集値回憶 ,也 是香港工業的一種特色。我 F月 希望在道個

研習報告中 ,了 解クトエ興起原因 '外工系統的運作 ,和 外工在ノヽ 九`十年代式微

的原因 。

12研 究方法ォロ文献理拝

香港工業在八十年代漸漸式微 , クトエ也随普ェ業北移而肖肖消失 ,封 クトェ有認識

1短
済日報 (29/11/2011):基 層上流受阻 穿膠 花 歳 月不再



的人士f● 工廠老間都因工廠還移而各散東西'在 香港只能我ζl― 些曽倣外工的人

士 ,但典他fl談 起タトエ ,他 fl的 大都話那些東西由家中長輩我来 ,他 11只 是常手

完成。幸好 ,我作1我 Fl許太倣訪間 '地小時候便主動去我外工倣 ,除 了謙謝零用

クト'地 也喜歓逍些手作,尤其是,T珠 片。故此 ,訪 問是珍貴的第一千資料 。

在二手資料方面 '我 fl我 ,1呂 大柴教授的著作Waged WOrk at HOme:The Sodal

Organレ aJon ofindustnal outworkin Hong Kong,封 クトエ的性質 制ヽ度 韓ヽ贅 歴ヽ

史各方面 '有 更全面的描辻矛口分析 '今我作1封 タトェ有深入討論禾口見解 ,内裡更引

述不少統計千口訪問 ,資 料詳菫可棄。我佃着宅や訪間資料相互印證和Lヒ 敦 ,午我

個封クトエ有更深入的認識 。

*版権所有
一家大知在家裡餃クトエ常補家計 ,是

六七十年代基層市民的普邊生活富

昭 o

13章 節介紹

本報告共分為四個部分 ,除 引言外 ,在 第二章 ,鑑於香港クトエ在五 六ヽ十年代P.l

始螢晨大規模螢晨 ,我 ヤ1會探究一下呑港クトエ在営時逹勃的因素 ;在 第二章 ,我



fl會深入探究タトエ系統的模式 ,了 解営中的遅作 流ヽ程 ,甚至二廠ナロ何管理クトエ

ニ人産品的品質不口残率 ;第 四章貝1是本報告的終結部分 ,我
lll會探究一下為何外

工在八十年代開始式微 ,並 以膠花業作個案分析 ,看 クトエ的霊活性千口封香港工業

的貢献 。



第二章 :香港五 六ヽ十年代クトエ蓬勃的螢晨

21香港工業特色 :タトエ

タトエ (OutwOrk),日 F外 ナ1工業 ,是 指牌一些無需複雑技術矛口設備的tuェ程序 ,邊

過中間人螢給居住在木屋匠 廉ヽ租屋的基層大承 ,大 多数是女性 '特 ア1是 家庭主

婦'因 女性的手しヒ較霊巧オロ而ユ細ヽ'在 家中完成二序'是呑港工業的一大特色。

.I太指出タトエ以上婦為対象 ,国 為主婦除了照顧子女 '也有不少空間時間 '可 以

倣クトエ甘補家計 。営時的女人じヒ較保守 '外 工能方便地ヤ1照顧家庭 '又 不用抱頭

露面。雖然クトエ以上婦為対象 ,但工作的 '除 了主婦外 '営 時的小lll友 ■有甚蕨

娯条 '所 以未成年的學童放學回到家裏 ,亦 會甘.lL「 工作J嫌取1文 入 。早期的クト

エ有串膠花 串ヽ珠仔 宇ヽ線頭等 ,種 類不一 '後期多了需要自購機械在家裡生産

的クトエ ,例 ナロ製衣。許太指出管時流行的外工 ,退市,T珠 片 豊ヽ公仔眼。

工廠二人工繊製公任杉 ,在 遅工時壇工序可由クト

エエ人在家進行 '固 片摘 自香港歴史惜案館

呂大集教授根擦統計数字指出 ,一 九二零年代香港的クトエ開始流行 '在七十年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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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為最高峰 ,並維持蓬勃套晨至八十年代中期
1。

而随者工業生産工庁北移中

国大陸 ,タトエォ慢慢式微。其寅 ,タトエ早於上世紀初已在香港出現 。呂大柴教授

根振一九二零年経済資源委員會(Economに Resources Commttee)属 下的 Factory

and HOme and cOttage industnes sub_Commlttee報 告 ,指 出早在一九一零年代 ,

香港已有タトエ存在 。報告指出龍記火柴廠 (Loong Kee Match Factory)首 時已在

紅働オロ油麻地招請外工二人 ,在 自己家裡製造火柴金和給火柴金貼上標数 ,他
fl

是以件薪計算薪金 ,毎一千個火柴金有一元二仙新酬。fL又 引述一九二九年一分

報告 ,描述一名二十二茂女子従事タトエ的情況 ,追女工在西湾河共地的千干千口捜

子同住 ,地為簡箕湾的潟強樹膠製造廠 (Fung Keong Rubber Factory)夕 T牲面 '

地毎夭在家中夕T二 十雙権子 '毎夭可謙七角至一元 '営 時有 1,760名 女性従事橡

膠戦タトエ。根披五十代年徒畳事務署年報 ,管 時的クトエ有車手套 造ヽ吹管 釘ヽ珠

片 造ヽ藤器千口切割二石等。根薇一九六一年人口普査,香港従事外工工作的人口 ,

有 10,783人 ,営 中男女じヒ例相若
2。

22クトェ典香港工業会晨的関係

由前文所見 '在上世紀初香港已有外工存在 ,但 為何在二十年代開始特ア1奥旺 ?

原来外工依頼工廠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戦以前 ,工 業規模不大 ,経 済依頼韓ロ

貿易。香港因為海港優良 設ヽ施完善千口地理位最優越 ,成 為世界海上運輸中途靖

千口韓口港。由於香港位虎中国的大Fl,タト国貨物由香港運往中国内地 ,中 国貨物

也由呑港行錨世界。仁香港何以由韓口港韓型為工業城市泥?答案是韓戦。韓戦

爆会'聯 合國封中国禁運,香港韓口港地位不再。幸好営時上海企業家末到呑港 ,

' t-ui, tai Lok 1t9sn1: waged work at Home: Thesociar organization ofrndustrial outworkin Hong
Kong, p.53. Aldershot: Avebury
' Lui, Tai Lok (1994):waged work at Home: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rndustrial outworkin Hong(ong, pp.51-52. Aldershot: Avebury

5



帯来資金矛口技術 ,大量難民也来rl香 港 ,又帯来廉債労工 ,か 上香港政府積極不

千預政策'香港工業便蓬勃套晨。一九六一年'工 業化本地生産終値百分え 236,

催用百分え四十二労動人口
3。

香港工業一枚獨秀 ,工廠歎曰大量増加,而香港

工業又依頼タトエ ,故此クトエ自二十年代起不断向上螢晨 。

為何呑港工業又依頼外工呪 ?三千口呑港工業的特徴有開。呂大柴教授指出香港エ

業有三大特色 :分ア1足 出口主導 労ヽ動密集千口以小型工廠為主。香港工業是労動

密集型工業 ,指進行生産主要依棄大量労動力 ,封技術和設備的lFK頼 程度低 ,所

以需要聘請役多二人方便生産 ,以 鷲補快乏先進設備和技術的鉄結。面■ '由 於

呑港工業是出口主導 ,香港製造業是銀随海タト市場的潮流而生産 '但潮流贅動十

分大 '消 費者的需求會随時韓贅 ,使香港工廠在正規二人以外 ,需 用
'卜

工系統支

援 '方便短期的大量生産 ,也方便随時韓換生産線生産不同産品。而ユ'呑港小

型工厳的資金千口地方有限 ',え 有足鈎地方儲存原料和貨物 ,所 以着一些無需複雑

技術fH設 備的か工工序 '透過中間人外ナ1給 外工二人在家中完成 '足 方便運作千ロ

加快製造速度的生産模式
4。

所以依頼クトエ是香港工業一大特色。

23クトエ生産模式的優謝

二人以クトナ1的 形式カロ人生産行,1,在 家中進行簡易的生産程序 '壇種形式有別於

在工廠的生産模式 '重 鳥在於二人千ロエ廠的関係 ,タトエニ人不足正式員工 ,不 受

労工法例的規管。他lll在 自己家中工作 '不 在催主的控市1オロ管理下工作'更 不在

工廠範国内工作,在 法律上難以界定クトエニ人和廠主的催備関係 ,因 」ヒクトエニ人

t 
Lui, tai t-ok 1f9941: Waged Work at Home: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ndustrial Outwork in Hong

(on8, p.46. Aldershot: Avebury
n Lui,tai Lok 1199a): Waged Work at Home: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tndustrial Outworkin Hong
Kong, pp.72-77 . Aldershot: Ave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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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受労工法例保障 ,正 因タロ此 ,クトェ制度有利催主 。

首先 ,傷主傾向使用タトエ系統 ,是 因為香港工業以タト蛸為主 ,出 口産品因潮流而

改雙 '因 而生産的産品経常改贅 ,而ユ pr阜数量也毎次不同。使用クトエ形式 ,工

廠能使用額タト人手去生産産品遅訂単 ,這壮大了整個産品的生産線 ,尤其是較小

型工廠更加需要額タト人手去完成訂単 ,使工廠能在短時期完成訂単而又能維持盈

利。比タト,外 工模式的人手安排十分具弾性 ,工廠可在遅工時期聘請更多クトエエ

人紆緩生産線屋ヵ ,而在非高峰期又可暫停使用クトエニ人。正正因為呑港出口産

品易受潮流影響 ,出 口産品種類和.I単 波動大 ,クトエ模式適合呑港ェ業使用 ,工

廠可弾性安排人手去生産産品 ,去迎合市場需要。男外 ,'F使工廠在接訂単高峰

期出現工廠二人短快 ,工廠也可以クトエニ人作臨時生産人手 ,不 同的只不過是タト

エニ人在自己家中生産 ,完成.T単 生産
5。

外工又育助減低生産成本 ,低 的生産成本並不代表クトエニ人的工資低,而是由於

クトエニ人不是正式催員,而不受労工法例規管 ,歿有労ェ福利 ,所調労ェ福利 ,

指有薪仮期 産ヽ仮 額ヽ外奏励 勤ヽェ奏、超時加班費等支出 ,催生不焚為クトエ提

供追些福利 ,吸 引香港工廠去使用追種生産模式 ,補 助催主節省生産成本。除此

えタト'使 用タトエ模式 ,也甘助工廠節省租金不口購買機械的支出。クトェニ人在家中

工作 ,而ユ他lrl使 用自己的機器生産産品 ,換 句話説 ,工廠把租金 器ヽ材的支出

韓嫁予タトエニ人 ,由 クトエニ人自己承糖逍些費用
6。

クトエ的薪金足以件薪計算的 '通 常是以一傍或一件作為計算単位 ,追鼓働他作1多

生産以獲取高薪金。而■ ,クトエニ人多是居住在公屋 ,大 部分都是基層甚至較貧

t Lui,tai Lok 1199C)i Waged work at H ome: Th e sociar orga n ization of rndustriar outworkin Hong
Kong, p.72. Aldershot: Aveburyo 

Lui,Tai Lok 1199+): Waged work at Home: I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tndustrial Outworkin Hong
Xong, p.76. Aldershot: Ave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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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市民 '他 fl倣 クトエ生産 ,藉提高自己的生産以獲取較高薪金来常補家計矛口維

持生活 '因 此他lrl的 生産力是十分高的。相 Lヒ 上下 '工廠二人的生産力相封地較

低 ,国 為嘗時部分工廠二人是以日薪計算薪金 ,也 貝F是 生産多少也是相同薪金 ,

封しヒえ下 '工廠二人的生産力首然也較低。雖然工廠會提供美働予努力工作的工

人 ,逍些工廠二人的生産力也役高 '但タロ呆以純薪金的情況下 '日F不 包括美働下

的生産情況 ,工廠二人的表現就大不女ロクトエニ人
7。

因比 ,工厳傾向使用タトナ1エ

業模式。

縫括而言 ,クトエ系統通合香港工業 ,逍種工業模式補助催主減低生産成本 ,而ユ

可以随lll増 減クトエニ人敦日配合生産線 ,tl上 外工二人更有高生産力 ,吸 引香港

工廠使用壇種工業系統 。

' Lui,Tai Lok 1199n1: waged work at Hom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rndustrial outworkin r-rong
Kong, p.77. Aldershot: Ave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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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クトエ系統的運作模式

31クトェ的招聘

タトエニ人是由工廠在一些公替屏屋招請回来 ,他 ク1多 半クト是低入人士。家庭主婦

以及老人家在這些公営房屋是較専業的クトエニ人,家 庭主婦會以倣クトェ嫌錢甘補

家庭支出,而老人家国在退休後漫有退休金,只 能従政府庭拿取微小的老人福オ1,

故此要微クトエ嫌取一些零用錢
ユ。

*版椎所有
一九六零年新落成的費大ll徒互

E'廠商喜歎在新落成的公誉房

屋招請クトエエ 人 ,国 片摘自香港

墜史惜案館

工廠可以従正式途鯉招請クトエ ,他
『 1會在公誉房屋招請 ,工廠特ア1喜 歓在新落成

的公誉房屋作為主要招請二人的地難 ,原 因是家庭主婦還未被其他工廠聘請 ,會

較 易招請 ,而ユ由於新入侠 ,大 多数主婦都想倣クトェ嫌取金錢鷲補在搬屋時買家

居用品的金錢 。営住客搬到新房屋時 ,ェ廠會向lI客 派螢ェ廠的名片 ,或 把名片

放進他ヤ1的 信箱中。若住客封クトナ1工 作有奥趣 ,他 個會聯絡ェ廠 。也有工廠在報

t Lui,tai Lok1t994): waged work at Home: Thesocial organization ofrndustrial outworkin Hong
Kong, p.94. Aldershot: Ave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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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刊登廣告 ,招請クトエエ人
2。

工廠也會透過非正式途役聘請タトエニ人 ,者工廠只需少許クトエエ人 ,他 個會71K以

前在工廠工作的二人 ,夕
J女ロー班女二人為了生小核子而辞去工作 ,工廠會邊請他

11作 外工二人。又透過他Pl介 紹親朋戚友 鄭ヽ居倣外工二人。追lEl方 法的優結是

由熟人介紹来的クトエニ人都較可菓
3。

32中 間人在タトエ運作的角色

大多数工廠會聘請中間人管理クトエ的遅 作。最簡単聘請中間人的方法是請一些辞

去工作去生小核子的前員工 ,請前二人的原因是他lFl了 解工廠遅 作 '有助管理外

≠1工 作以及控オJ産 品質量 。
ltL IFl可 以分套クトエ給郊居 、規友fp朋 友 。男一 lEl聘 請

中間人的方法是問工廠裡的二人有浪有興趣倣中間人 ,以嫌取額外金錢。因此 ,

中間人的主要工作是常助廠商管理クトエ千口建立クトエ的運作模式
4。

*版檀所有

ほ商喜歓在裁工廠離職的二人袴任クト

ニ中間人 ,国 片摘 自香港歴史惜案館

t- 
Lui' tai Lok 1199a): waged work at Home: The sociar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r outwork in HongKong. p.95. Aldershot: Avebury- 
Lui, Tai Lok (1994):Waged Work at Hom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ndustrial Outwork in HongKong, p.97. Aldershot: Avebury

" Lui'Tai Lok (1994): waSed work at Home: The s.ciar organization of rndustriar outwork in HongKong, pp.98-99. Aldershot: Ave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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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人最重要的工作 '包括 :

1計算完成的産品数量和管理クトエ的新酬

2分配工作

3監察千口協調不同生産工序

4廠商典二人的聯繋

登記産品数量千口材料的種類的目的有雨個:第一 ,中 間人要向催主負責任;第二 ,

可以常助楡査生産時失去的材料。管理工資支付是最基本的會計工作,毎一個タト

エニ人都市自己的記事薄 ,記下llk集 クトエ的歎量千口完成的時間。分配工作是中間

人最重要的工作'他 lF5可 以簡単地路分配給クトェ,但追會倣成問題和手議。第一 ,

中間人需要給タトエ合適的工作,因 為有些工作只需短時間内完成 ,而 有IP・ 需要長

時間完成 ,所 以中間人需要分配逍合的工作給可以準時完成的人 ;第 二 ,不 同工

作有不同性質 ,有 些容易庭理 ,較容易嫌取金錢 ,所以 ,中 間人一定要公平地分

配工作。中間人又須共催主オロクトナ」二人維持良好関係,国 為中間人需要確保クトエ

人手的供應 ,亦要保謹産品的質素 ,有時理要訓練新手
5。

中間人的薪酬有不同的支付方式 ,催 主可以固定年一分外工的薪酬 ,中 間人収取

額外管理薪金 ;催 主也可以路整個クトエ固定―個債錢 ,由 中間人承包 ,決定クトエ

ニ人的薪酬 ,謙取中間的差債 ;也有些中間人本身也是クトエニ人 ,他 夕1,そ 有額クト

的1文 入
6。

t 
Lui, Tai Lok 1199A):Wa8ed work at Home: The socialorganization of tndustrial outwork in Hong(ong, p. 100-103. Aldershot: Avebury

u Lui,tai Lok 1t994): waged work at Hom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rndustrial outworkin Hong
Xong, p.106. Aldershot: Ave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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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品 質管理典工廠クト的生産線

中間人亦足クトエ的品質管理員,中 間人會教タトエエ人正確的工作方法 ,尤其是新

産品 ,中 間人會先到工廠學習新産品的製作方法禾口生産過程 ,然 後教タトエニ人正

確的生産方法。中間人最主要的責任是保護産品能殉妥善生産 '国 此 ,中 間人需

要確保製造産品時没有任何錯誤 ,他 fl會到二人家中楡査産品 ,若 螢現有任何錯

誤 '中 間人需糸1正二人的錯誤 '以 避免二人再犯同様的錯誤。而■ '中 間人又須

特ア1看 管新手 ,因 為他『 1特月1容 易犯錯。道個監察過程不足在産品完成後進行 ,

而是在生産過程中進行'而ユ越早越好,因 為ナロ呆製作出現錯誤 ,タトエニ人要「執

難」'貝F是 器産品折F■l重 新組合 '用 在折開和重新組合的時間費時 ,而ユ浸有額

タト薪金 ,所 以クトエニ人都願意中間人管理品質
フ。

中間人甚至可以牌タトエニ人的工序整合,在工廠以クト建立―條生産線 ,営 中間人

牧rl材 料後 '他 fl會把生産過程分成幾 lE部 分 。外工二人會組成若千小組 ,毎一

組 負責不同工序 '首 第一組完成 自己的部分後 ,産 品會給下一組饉箱完成 ,例 渋ロ

itt玩 具車 ,組 装車輪會山一組外工二人徴 ,面 装飾車身會由男一組二人倣 。追可

以今十1作 過贅得緊密 ,而■ '可 以提高装率 '国 為ナロ果一組外工二人進度緩慢 ,

會抱延下一組タトエニ人it度 ,但 限期不雙 '下一組クトエニ人便要遅工 。外工二人

會壼量違免自己的進度影響他人 ,所 以這種分工便産生無形的墜力 ,今生産技率

提高
8。

' Lui, Tai Lok 1t994): waged work at Hom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rndustrial outwork in Hong
Kong, p.110. Aldershot: Aveburv
' Lui,Tai Lok (1994):Waged work at Home: Thesocial organization oflndustrial outwork in Hong(ong, p.96. Aldershot: Ave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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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縫結

41呑港在九十年代クトナ1工業漸漸式微

上世紀七 八ヽ十年代 '香港租金和二人薪酬上升 ;相 反 '由 於中国大陸在一九七

九年守行改革開放政策'租金和二人薪酬非常廉宜 '吸引不少香港廠商在八 九ヽ

十年代間把工廠北移上大陸 '為 求減低生産開支。国此在九十年代呑港工廠数日

大減 ,生 産線既然北移 'クトエ也無可立足。此タト,呑 港教育政策螢晨成熟 'ロロ使

基層市民 '也 能接受免脅教育 '器 来能我到一分好工作 '有較豊厚的薪金 '無需

革クトエ来維持生計 '所 以タトエニ人人藪大幅下降 '因 此 ,在九十年代タトエ漸漸式

微 。

42 由膠花業的嚢晨看外工封香港工業的貢献

由中間人那裡領取工廠一些半成品或者材料国家tl工 '嫌取金錢 '就是クトエ '但

一般人又習慣涵蓋構為「 穿膠花」。我『 1就 由膠 7rd業 看外工的霊活性 ,及其封香

港工業的貢獣 。在二十年代中期 '欧 美流行人造花怖置家居 '這 些人造花也そ我

11所 説的塑膠花 。刀「時塑膠花是以lHI阜 サ閣生産 ,所用的塑注機是半 自動甚至是

手動 '而 模具貝1以 人手離亥1'整 個生産過fi都 在工廠裡進行 。

六十年代是香港塑膠花工業最典盛的rll期 '由 於海クト市場封塑膠花的需求大増 '

但製造商一時未能應付大量訂阜 '廠房地方也不足應付 ,又 快少二人 ,製 造商想

rl了 一個解決方法 ,便 是以クトエニ人代暮。為増加生産力 '製造商半穿膠花道個



分工密集的生産工序 ,透過中Ful人在徒畳匠招請一些低収入家庭 ,搭材料帯国家

中生産 。

1958年 '正 在塑膠工嗽年膠花的女

工 '国 片摘自郊官鴻 〈駄致向上着―

す港五十年代社合影像〉

在クトエ的補助下 '膠 花廠封海ウト訂阜應付自女口,山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七零年追十

一年間 '膠 花出口量大大増加 ,債 値由六十一百高上升至四億一千六百高 。但好

景不常 '一 九七四至七二年間 '螢生了石油危機 '塑 膠材料短峡 ,か 上経済衰退

的問題 '専致望膠花的出口量大大減少 ,因 此整lEl工 業也Prl始 衰落起来
1。

由膠花業便可看rl厳 商生産的霊活性 。在膠花流行時 ,製造商不需投入資金横張

廠屏 '也 不需増カロ正規工人人手 ,便 能増加生産 。営膠花業面封石油危機 ,製 造

商在先前因為晨有在廠屏千口人手横張有巨大投資 ,故此漫有巨大損失。石油危機

過後 '海クト市場封塑膠花失去奥趣 ,製造商政為生産人造絲花 ,並 器塑膠花生産

線政為生産聖誕樹千口塑膠生果 '成 功韓型 ,一 九八四年 ,整 個人造花業出口債値

超過十一億 ,是 主要競争封手台湾的二又四分一倍
2。

1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1985): Hong Kong,s Artificial Flower tndustry and the

artificial Flower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 Hong Kong: HKTDC2 
Hong Kong Trade Oevelopment Council (198S): Hong Kong,s Artificial Flower lndustry and the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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呑港工業以小型工廠為主 ,但工業産品行蛸世界 ,由 膠花業可見 '廠商使用タトエ

系統的霊活性去適應国際市場口味贅fヒ
,クトエ封呑港工業貢献良多。一九七七年

英国衛報報専香港童工問題 '封タトエ在呑港工業中措営的角色有以下描述 :

軟以千・I的 タトニ人縫製公仔杉 組ヽ合及装飾玩具士兵和動物。

在呑港任何徒畳大度 ,由 早到晩 ,由 五歳小核子1他 七十歳祖

父母 '都 忙於徴公仔杉 玩ヽ具 牛ヽ仔悔和膠花等クトエ 。壇隊

外工軍回在呑港労工法例以タト,路 家居贅成迷体工廠 ,タトェ

ニ人是香港工業生産線上絶封重要的紅成部分
3。

由上文所見,香 港工業之所以在七 ノヽヽ十年代大放異彩 '追 隊クトエ軍国居功不少 '

但成就的背後 ,外 工二人的辛酸又不足我fl可 以理解 。在同一段新聞 ,報 導了一

名寡婦要奏大五個子女 ,毎夭五時起,1含 店洗婉 ,下 午国家車公仔杉 ,地車一百

件公仔杉獲得一締二英礁報酬 ,地 的子女還要組装玩具 ,可 見営時生活的報苦 ,

是我佃壇一代難於理解 。就好像立法會議 員梁燿忠読 ,外工「根本就是一個生活

模式 ,是 営時環境造成 '不 覺得壇就能均代表香港精神
4。

J

七十年代 ,雨 名男童二正在搬ニクトエ材料回

家 ,日 片摘自Guardian Extra

artificial Flower Market in the United S,.a;, rr. ,"r, *""r, ,*;3 
Gua rdia n Extra 122/417977): Ihe price of a child in Xong x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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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経
済日報 (29/11/2011)「 基層上 流 受阻  孝ば 泥 項 i不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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