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與社會閱讀篇章(1) 

「共享」光環已掉下來? 

請同學細心閱讀： 

 

背景 

共享經濟發展至今已逾十載，過程可謂高低跌宕，早年受人追捧，在不同行業百

花齊放，滲透至日常生活各個範疇，給人「幾乎所有事物都可以共享」的印象。

不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不少乘熱潮而起的共享企業因經營困難紛紛退場，

留下來的亦面對不少挑戰。 

 

有論者認為共享經濟熱潮已過，各樣問題逐步浮現後光環不再；亦有人認為，開

創新事物遇到困難、短暫的不協調在所難免，經調整後共享經濟仍大有可為。 

 

最知名的兩間共享經濟龍頭企業 Airbnb 和 Uber 在 2008 年相繼成立，自此共享

經濟模式在全球掀起熱潮。英國市場調查公司 Juniper Research 估算，2017 年全

球共享經濟的市場規模為 186 億美元，預料至 2022 年將達到 402 億美元。中國

國家信息中心亦指出，預計 2025 年共享經濟將佔國內生產總值高達兩成。共享

經濟曾被認為是前途無可限量的商界新星，發展過程卻並非處處順利。 

 

競爭激烈難獲利 

早期的共享經濟模式都強調「閒置資源共享」的理念，這些閒置資源本身並非由

共享企業擁有，企業只是設置平台連結資源提供者與使用者。然而，僅創建共享

平台所需的資源和技術門檻普遍較低，意味企業或須面對激烈的行業競爭，如新

興平台可能以較低價或折扣優惠搶攻市場，其他平台就可能須調低服務價格來吸

引原有用戶，形成惡性競爭。 

 

有些共享企業則不只營運共享平台，而是投放大量資金生產或購置資源以供出租，

如共享單車、充電器等，惟其高成本加上出租資源的管理成本容易導致經營困難。

再者，消費者選用共享服務的誘因之一，是能以較便宜價格獲得與傳統行業相似

的服務，例如共享住宿的價錢一般比酒店便宜，否則消費者大可選用後者，故以

低價為賣點的營運模式成為其獲利的先天限制，導致世界各地共享企業倒閉的消

息在過去數年間不絕於耳。 

 

固有經濟現衝突 

共享經濟顛覆了傳統商業模式，對中介、代理及生產商等界別帶來很大影響。不

僅如此，共享經濟讓消費者以嶄新途徑獲得所需的產品和服務，但服務範疇通常

並非原創，而是常與傳統行業有重疊，如網約車與租車業、共享住宿與酒店業、



共享辦公室與商用樓宇租賃等。共享經濟崛起無疑增加了市場競爭，衝擊這些傳

統產業的生存空間。2018 年香港的士業界曾發起「反白牌車」遊行和慢駛，控

訴以 Uber 為首的網約車企業嚴重損害業界利益和從業員生計。 

 

另外，有不少人擔心共享經濟模式對現存法規帶來挑戰。在香港經營為期少於

28 天的短租場所須按《旅館業條例》領取牌照，而場所亦受消防裝置、樓宇結

構等嚴格規管。因此，共享住宿某程度上無異於經營無牌旅館，對酒店業界造成

不公平競爭，對住客亦欠缺保障。傳統產業排斥和監管制度未能跟上轉變無疑成

為共享經濟發展的阻力。 

 

零工剝削惹爭議 

共享經濟將閒置資源變成有經濟價值的服務，而閒置資源往往不只實物，還附帶

人力服務，如共享汽車不一定只是汽車租賃，還包含司機接送服務；很多時共享

的更直接是勞動力、知識和技能等人力資源。故此，不少共享經濟模式難以迴避

論及人力資源管理的議題。 

 

不少網上共享平台方便人力服務的消費者找到提供者，促使零工經濟蓬勃發展。

理論上，共享企業僅提供服務配對，服務提供者屬自僱性質，兩者不涉及傳統定

義上的僱傭關係。惟現時愈來愈多人透過共享平台獲得工作機會，部分人甚至以

此為全職工作，卻無法享有有薪假期、醫療保險和遣散費等勞工福利和保障，令

人質疑共享企業假借「合作夥伴」之名，規避應承擔的僱傭責任。 

 

今年 2 月，英國最高法院裁定共享汽車企業 Uber 旗下的司機為受僱者，應享有

法例保障的勞工權利；美國新澤西州勞工部亦就 Uber 沒有為旗下司機報稅，提

出追討高達 48 億港元的訴訟，反映了各地政府相繼重新檢視共享經濟模式下的

僱傭關係，以及共享企業應承擔的僱傭責任等，或將大幅增加它們的營運成本，

增加經營難度。 

 

共享經濟雖衍生出各種營運和監管上的問題，但它出現至今不過十數年，無論企

業、消費者和各地政府仍在不斷適應和調整。共享經濟不但能善用資訊科技，為

人們生活帶來便利和更多消費選擇，而且利用既有資源創造新價值，符合可持續

發展理念，或能成為經濟轉型的契機和助力。 

 

  



表一 不同範疇的共享經濟例子 

 

 

共享價值 不只賺錢？ 

2016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享住宿平台 Fairbnb主要提供有益社區、公平的住宿選擇，

將交易利潤回饋社區。Fairbnb 只限房東出租一個單位，所收取的旅客佣金一半

支持平台開銷，另一半則支援當地社區建設項目，例如植樹、促進基層工作機會

等。坊間亦有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易平台，如香港的 TradeDuck，旨在有效促進物

品循環再用，延長物品的使用周期，令用戶達致互惠互利的雙贏局面。由此可見，

「共享」理念不只可以是一門生意，亦可在應用上體現社區或環保價值。 

 

疫情肆虐 不宜「共享」？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續逾一年，各地政府陸續推出防疫措施，如限制人口流動和社

交距離等，加上民眾憂慮「共享物品」的衞生風險，導致不少共享經濟行業都面

臨逆境。從共享生活用品，乃至汽車、辦公室及住宅無不受到沉重打擊。共享住

宿企業 Airbnb 去年中為節省營運成本遣散四分一員工；共享辦公室亦因疫情下

遙距工作普遍而需求大減。不過，部分共享行業在疫情下的需求不跌反升，特別

是知識和技能共享等不涉及實體交易的領域，反映共享經濟利用資訊科技平台的

特性，比傳統實體經營的商業模式仍然具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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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完畢後，請到以下連結回應問題： 

生活與社會閱讀篇章(1)： 

https://forms.gle/8iod2ZA8WMwJbBe66 

 

 

https://forms.gle/8iod2ZA8WMwJbBe66


思考問題： 

1. 共享經濟為什麼會在近年流行起來？ 

2. 共享經濟為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