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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專欄〈一名經人〉 
貧富懸殊正重燃 無怪法國民心變 

法國總統大選終於鬆一口氣，雖然最壞的極左對極右局面並無出現，但是從極左、

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和極右的得票比例跟選前民調頗吻合所見，選民分佈相當均勻

（uniform distribution），雖未至呈多極的嚴重分化，但肯定不是反映團結的正態分佈。

著名法國學者 Thomas Piketty最近便論及該國兩個多世紀以來的懸殊情況（見參考）。 

 

研究先將國民按其財富排序，再比較首一成、次四成和最後五成人所佔的財富比例

【圖一】。觀圖所見，一戰以前社會皆極懸殊的，一成人擁逾八成財富。之後至 1980

年代初則拜社會主義所賜而情況大逆轉，一成人只擁五成財富。不過此後至今卅餘年，

鐘擺卻返回懸殊的一邊；最明顯的，是頂一成人財富佔比趨增，底五成人佔比趨減。 

 

圖一：法國各階層的財富佔比 

 

 

若論頂層 1%，懸殊情況應更明顯。到底懸殊怎來？從頂 1%的收入與財富佔比，

可見資本收入佔最多，其次是財富本身，最少是勞工收入【圖二】。剛剛提到，自 1980

年代至今懸殊再擴，同期的頂層 1%資本收入與財富大增，可見「錢搵錢」是主要原因，

以「力搵錢」少之又少。這正是資本主義下的典型結局，不只法國，其實舉世皆然。 

 

圖二：法國最高 1%人的收入或財富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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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是哪批人最有錢呢？常理推斷，年紀愈大的應累積到愈多的財富。重溫圖一，

底五成人的財富佔比是自約 1970 年起趨跌的。比較當時、1995 與 2010 年的年齡分佈，

可見少壯層在 1970 年代相對好景，到五十歲上下知天命的一層，則 1995 年時最風光，

而六、七十歲的則在近年最好【圖三】。由此可知，社會不滿聲音是一路在年輕化的。 

 

圖三：法國各年齡層的財富相對整體成人財富 

 

 

說錢搵錢，怎樣搵呢？透過什麼渠道發達呢？研究員拆解了財富及其增值的源頭，

可見法國個人財富總和對 GDP 比例自 2000 年起急升至 2007 年，顯然是自樓市賺到的

【圖四】。那幾年樓市財富暴漲之象多少如我們在海嘯後的幾年，民怨自然不難理解。 

 

圖四：法國個人財富總和對國民收入比例 

 

 

圖五：法國最高 1%財富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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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整體來說，海嘯前的財富增長由樓市帶動，但對財富最頂層 1%的人則不然。

如圖所見，1980 年代中至 2000 年正是這 1%的人紙上財富增值最快速的年代【圖五】。

其實法國股市在近五年幾來反覆上升，近月更有突破十多年降軌之象，紙上富貴歲月，

似乎又再來臨。其實以 Thomas Piketty 等人據近年數據推算，富人愈富的情況將會自

1980 年起一路惡化，至 2150 年將重返 19 世紀的首一成人擁八成財富之象【圖六】。 

 

圖六：法國最高 10%財富佔比推算 

 

 

只是對比更為資本主義的美國而言，法國的頂層財富集中度才有所不及【圖七】。 

 

圖七：法國與美國財富集中度 

 

 

或許法國的懸殊情況未很厲害，主張大力再分配財富的極左候選人梅朗雄才落選。

極右的勒龐能進級次輪，顯然跟其脫歐主張有關。看來法國人的不滿較多遷怒於外人，

多於本身的內部不均。是否如勒龐眼中，一切的懸殊都由外圍尤其歐洲整合所帶來呢？

這個問題雖然不易找出客觀答案，但情緒上已帶出明確的信念──尤英國脫歐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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