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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利未記二十五章中禧年的行動反思香港勞工權益 

 

香港於 1998年修定 1999年起 5月 1日勞動節為法定假期1，同時最低工資已成

立多年2，不過香港的勞工權益有否被關注？勞動階層的工人有否在現行的勞工法例

下，可以獲得基本生活保障？或許有人會質疑在自由經濟體系下，工人和工資都是按

市場需求所定，符合自由經濟原則同時亦不違法，香港亦沒有出現有人被強制勞動。

然而令人擔憂的是過去勞動階層的收入並未與通脹一同上升，與此同時物價指數不斷

上升，勞動階層所面對的經濟壓力，特別在近年的疫情下尤顯得困難。本文將會以分

析近年在疫情下，香港勞工所面對的問題，透過利未記二十五章中禧年的行動作倫理

反思。 

 

經濟困境的不安 

 

自 2020年起疫情爆發以來，因封關、限制社交和人口流動等的防疫政策，對香

港經濟帶來巨大打擊，多個行業包括旅遊、零售、飲食、服務業等出現倒閉潮、裁員

潮，而前線員工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即使未被裁員亦需放無薪假期。根據政府統計處

於 2021年發表的調查報告中顯示「物流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餐飲服務」、

「零售」行業都是處於每小時工資中位數最低的四個行業。3以平均中位數的工資所

計，這些行業的顧員，每月需要工作接近 207小時才可以達至每月個人平均開支。4這

些數字顯示工資低的僱員需要長時間工作賺取薪金以應付基本生活所需。然而在疫情

影響下，他們面對的是經濟壓力和在前線工作染疫危機的兩難局面。特別是外判的清

潔工人，在原本接近最低工資的收入下，需要為養家而工作，即使並未有如其他行業

有開工不足等的情況，但事實上疫症肆虐，工作環境染疫危險性高，同時若遇上強制

檢測、隔離、甚至染疫，不能得到有薪病假同時亦「手停口停」。面對不知何時會被

                                                
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 CB(2) 66/98-99(01)號文件：一 九 九 八 年 假 期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發表於 1998年 6月 26 日）https://www.legco.gov.hk/yr98-

99/chinese/bc/bc51/papers/p66c01.pdf。 
2 根據勞工處資料顯示，最低工資條例於 2011年 5月 1日實施。參見勞工處：「最低工資條

例（香港法例第 608 章）」https://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5.htm ，2022

年 5月 1日查閱。 
3 政府統計處：「2021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發表於2022年3月31日）https://w

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14/att/B10500142021AN21B0100.

pdf。頁30。 
4 根據政府統計處調查結果於2019到2020年度每人每月平均開支為$10708，比起上一次5年前

的統計上升4個百分比。而三個行業每小時工資的中位數：「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為$47.

1，「餐飲服務」為$53，「零售」為$53.7。參見政府統計處：「2019/ 20 年住戶開支統計調

查 及重訂消費物價指數基期」（發表於2021年6月17日）https://www.censtatd.gov.hk/en/d

ata/stat_report/product/B1060003/att/B10600082020XXXXB0100.pdf。頁1。 

及「2021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發表於2022年3月31日）https://www.censtatd.

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14/att/B10500142021AN21B0100.pdf。頁30。 

https://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bc/bc51/papers/p66c0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bc/bc51/papers/p66c01.pdf
https://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5.htm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14/att/B10500142021AN21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14/att/B10500142021AN21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14/att/B10500142021AN21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60003/att/B10600082020XXXXB0100.pdf%EF%BC%8C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60003/att/B10600082020XXXXB0100.pdf%EF%BC%8C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14/att/B10500142021AN21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14/att/B10500142021AN21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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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檢測或隔離而被迫停工，只好冒染疫危機而「餐搵餐食」。在疫情下是有工作值

得可幸？還是不用外出工作減少染疫機會可幸呢？至今，政府仍未將「新型冠狀病

毒」納入為職業病，即使因工作關係接觸病者而染疫並不得到保障。 

 

面對疫情和工作困難，不少勞工團體和工會均向政府倡議政策以保障基層勞

工。可惜的是政府傾向以保障中小企業為前題下以「保就業計劃」為商家提供補貼，

然而此政策卻有不了漏洞，例如以僱員人數作單位以向商家提供補貼，促使有商家解

雇現有員工，再以低薪聘請新人，得到津助同時減低人工成本；以僱員人口作指標並

未減低僱員被迫放無薪假的機會。其中外判工人的合約更不能與全職員工相等地得到

「保就業計劃」的保障。基層勞工於疫情間面對失業、停工、就業不足、低收入等問

題並未得到支援，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曾就基層勞工於疫情間的情況作出調查，而調查

結果顯示近 5成人曾因檢疫措施而無償停工、近 7成人曾失業或正失業，可見疫情下

對本來已生活捉襟見肘的基層勞工更變嚴峻。5 

 

不公平的待遇 

 

盡管政府於第六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為政府相關機構的清潔工人及保安人

員、醫院管理局服務承辦商的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前線回收業員工等提供補助，遺

憾的是政府只「呼籲」私人企業及其他機構向一直緊守崗位的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提

供支援。6同是抗疫的前線員工，亦因其受聘於不同機構、公司，而得不到實際支援。

當中有港鐵和銀行業外判的清潔及保安工作人員向傳媒表示並未受助於有關政策，有

疫情中並未有得到支援。7主要問題源於「防疫抗疫基金」對特別行業、工種提供補助

是政府透過企業、相關機構、承辦商發放津貼，而不是有關行業、工種的僱員自行向

政府申請津貼，以致涵蓋的範圍不夠全面和直接。衍生出同行卻有部分人得到津貼、

有些卻沒有津貼的不平等現象。 

 

                                                
5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疫情下基層勞工就業 及政府支援情況問卷調查」（發表於2021年5月

2日）https://soco.org.hk/pr20210502/，2022年5月1日查閱。 
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告：「有關政府支援前線清潔及保安人員措施涵蓋範圍」（發表

於2022年3月19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3/19/P2022031900742.ht

m。 
7 香港01：「 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港鐵外判清潔工續無份 職工會：做法匪夷所思」（更新

於2022年3月20日）https://www.hk01.com/18%E5%8D%80%E6%96%B0%E8%81%9E/749114/%E7%AC%

AC%E5%85%AD%E8%BC%AA%E9%98%B2%E7%96%AB%E6%8A%97%E7%96%AB%E5%9F%BA%E9%87%91%E6%B8%A

F%E9%90%B5%E5%A4%96%E5%88%A4%E6%B8%85%E6%BD%94%E5%B7%A5%E7%BA%8C%E7%84%A1%E4%BB%BD

-%E8%81%B7%E5%B7%A5%E6%9C%83-%E5%81%9A%E6%B3%95%E5%8C%AA%E5%A4%B7%E6%89%80%E6%80%9

D，2022年5月1日查閱及香港01：「銀行外判清潔工未能受惠防疫抗疫基金 工會促一視同仁

 」（更新於2022年3月31日）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52846 ，2022年5月1日查

閱。 

https://soco.org.hk/pr20210502/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3/19/P2022031900742.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3/19/P2022031900742.htm
https://www.hk01.com/18%E5%8D%80%E6%96%B0%E8%81%9E/749114/%E7%AC%AC%E5%85%AD%E8%BC%AA%E9%98%B2%E7%96%AB%E6%8A%97%E7%96%AB%E5%9F%BA%E9%87%91%E6%B8%AF%E9%90%B5%E5%A4%96%E5%88%A4%E6%B8%85%E6%BD%94%E5%B7%A5%E7%BA%8C%E7%84%A1%E4%BB%BD-%E8%81%B7%E5%B7%A5%E6%9C%83-%E5%81%9A%E6%B3%95%E5%8C%AA%E5%A4%B7%E6%89%80%E6%80%9D
https://www.hk01.com/18%E5%8D%80%E6%96%B0%E8%81%9E/749114/%E7%AC%AC%E5%85%AD%E8%BC%AA%E9%98%B2%E7%96%AB%E6%8A%97%E7%96%AB%E5%9F%BA%E9%87%91%E6%B8%AF%E9%90%B5%E5%A4%96%E5%88%A4%E6%B8%85%E6%BD%94%E5%B7%A5%E7%BA%8C%E7%84%A1%E4%BB%BD-%E8%81%B7%E5%B7%A5%E6%9C%83-%E5%81%9A%E6%B3%95%E5%8C%AA%E5%A4%B7%E6%89%80%E6%80%9D
https://www.hk01.com/18%E5%8D%80%E6%96%B0%E8%81%9E/749114/%E7%AC%AC%E5%85%AD%E8%BC%AA%E9%98%B2%E7%96%AB%E6%8A%97%E7%96%AB%E5%9F%BA%E9%87%91%E6%B8%AF%E9%90%B5%E5%A4%96%E5%88%A4%E6%B8%85%E6%BD%94%E5%B7%A5%E7%BA%8C%E7%84%A1%E4%BB%BD-%E8%81%B7%E5%B7%A5%E6%9C%83-%E5%81%9A%E6%B3%95%E5%8C%AA%E5%A4%B7%E6%89%80%E6%80%9D
https://www.hk01.com/18%E5%8D%80%E6%96%B0%E8%81%9E/749114/%E7%AC%AC%E5%85%AD%E8%BC%AA%E9%98%B2%E7%96%AB%E6%8A%97%E7%96%AB%E5%9F%BA%E9%87%91%E6%B8%AF%E9%90%B5%E5%A4%96%E5%88%A4%E6%B8%85%E6%BD%94%E5%B7%A5%E7%BA%8C%E7%84%A1%E4%BB%BD-%E8%81%B7%E5%B7%A5%E6%9C%83-%E5%81%9A%E6%B3%95%E5%8C%AA%E5%A4%B7%E6%89%80%E6%80%9D
https://www.hk01.com/18%E5%8D%80%E6%96%B0%E8%81%9E/749114/%E7%AC%AC%E5%85%AD%E8%BC%AA%E9%98%B2%E7%96%AB%E6%8A%97%E7%96%AB%E5%9F%BA%E9%87%91%E6%B8%AF%E9%90%B5%E5%A4%96%E5%88%A4%E6%B8%85%E6%BD%94%E5%B7%A5%E7%BA%8C%E7%84%A1%E4%BB%BD-%E8%81%B7%E5%B7%A5%E6%9C%83-%E5%81%9A%E6%B3%95%E5%8C%AA%E5%A4%B7%E6%89%80%E6%80%9D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5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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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政府傾向商家提供援助，多於直接向受影響的員工提供支援的政策方

向，造成企業和僱員間可能出現剝削、不平等的現象，企業得到津貼後減薪、無薪

假、解僱後再招聘等，資方擁有絕對的主導權，而在經濟困難的大環境下，僱員為保

全工作而被迫妥協或接受。而近年多個大型勞工團體、職工工會包括香港最大的工會

聯盟「職工盟」和最大單一行業會員的工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等解散，使工人運

動受到打擊，和勞方倡議力量減弱，僱員失去發聲的平台。根據國際工會聯合會

(ITUC)於 2021的全球權益指數報告中顯示，近年香港與柬埔寨和緬甸面對工會代表被

高調逮捕，是嚴重損害了工人的代表權。同時香港亦有報告中被點名指出政府侵害工

人的集體談判權、破壞職場中的民主權益。同時間在疫情的雙重打擊下，使勞資關係

變得更加不平等。8 

 

安然居住的保障 

 

在利未記二十五章中，而禧年的設立是整個二十五章的重心，禧年的行動為要

使以色列人即使面對窮困、欠債，等生活問題中得到保障、從經濟困境中被釋放，並

在地上安然居住。傳統上大多關注到「禧年」的歷史性、是否真實地實踐過。9 然而

除了從歷史進路了解有關禧年的可行性和可能性之外，由於利未記的二十五章同時亦

被分為「聖潔典章」（Holiness Code) ，所以亦可透過祭司傳統中聖潔學派的觀念去

詮釋禧年。從祭司傳統理解利未記二十五章是一個被記述的節期，而禧年這個節期是

透過安息、歸還產業、釋放奴隸等的一個重序的行動(enactment) ，在五經的其他地

方亦有出現與禧年內容相同的描述。10禧年所關注的並不只是「地」，而是在社會中的

經濟、生產活動和財產的管理，避免社會的財富過於傾側。從祭司傳統的觀念中禧年

是提醒人要從經濟效益、財產擁有權等中放手，知道耶和華才是萬有的擁有者。11 

 

利未記中的社會是農耕社會，同時亦是以色列人透過耕地、農產而維生。12在第

七年安息年「地」要守安息、不可耕種、不可收割、不可修理葡萄園、葡萄樹、採摘

葡萄，而地所出產的要給僕人、婢女、雇工、寄居的，也要給養的牲畜和野外的走

                                                
8 國際工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2021全球權益指

數報告」(發表於2021年6月30日) https://files.mutualcdn.com/ituc/files/ITUC_GlobalRi

ghtsIndex_2021_EN-final.pdf ，頁5-6。 
9  Gregory C. Cirichigno.1993 Debt-Slavery i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Sheffield: JSOT Press, JSOTSup 141 P.55-100 
10 民數記三十六章 7 節記述有關西羅非哈死後歸給的女兒的產業，會成為丈夫的產業，而到

禧年時便會歸為其他支派的產業；申命記十五章亦出現債主免債、幫補貧窮弟兄、釋放奴隸等

的記述。 

11 「我是你們的神」是聖潔學派的寫作特色。Israel Knohl. 1987. The Priestly Torah 
Versus The Holiness School: Sabbath and Festivals.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vol.58 P.114, Jstor: Http://www.jstor.org/stable/23508253  
12 Erhard S Gerstenberger. 1996. Leviticu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P.374. 

https://files.mutualcdn.com/ituc/files/ITUC_GlobalRightsIndex_2021_EN-final.pdf
https://files.mutualcdn.com/ituc/files/ITUC_GlobalRightsIndex_2021_EN-final.pdf
http://www.jstor.org/stable/2350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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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利二十五 4-7）表示全地所有的生命，包括「地」都得到休息和供應。13安息的

意義是強調停止手上的工作，享受神的供應。同時安息年的自然出產，是給你們作食

物；就是給你，你的僕婢、雇工和寄居的，就是與你們一起居住的人；甚至你的牲

畜，以及你那地的走獸，都以安息年的出產作食物。」經文中所指的「你」是擁有

地、僕人、婢女、雇工、身邊有寄居的人，讓為你服務、生產的人有休息、有飽足，

而不是不停止地生產、為工作而忙碌。第七日的安息日與第七年的安息年都關注工作

的人從勞碌中得有享受神的祝福和供應，主人、土地擁有者、僱主不是只顧推動生產

力和濫用讓人工作的權力，而是每一個生命、不分社會階層、性別都同等地得著神的

祝福和供應。14 

 

相對現代經濟社會，在香港生活需要透過工作、勞動等賺取金錢，而租金和樓

價是港人生活負擔中佔最大比例。15當時以色列中有因不同原因而變賣土地、失去土

地、寄居在外地的人，需要透過勞動來償還債務、透過勞動、工作來換取生活所需。

農耕社會可能出現農產失收、生病、家庭成員死亡、禽畜生病、死亡、意外和一些個

人因素，可能犯錯、懶惰等，使家庭經濟出現困難而變賣部分土地，透過為買地者耕

種而償還貸款、甚至變賣自己作奴隸（利二十五 25，39）。然而不論處於欠債、受經

濟壓力而賣身等任何原因引致的經濟困境，都同有享受安息的權利，在債務壓力和勞

動中有喘息的空間。 

 

「在七月初十，你要吹角，在贖罪日，角聲要響遍你的全地。 你們要把第五十
年分別為聖，向全地所有居民宣布自由；這一年是你們的禧年，你們各人要歸
回自己的地業，歸回自己的父家。」利二十五 9-10 （新譯本） 

 

在七個安息年後，第五十年是禧年，經文強調禧年的行動是要「分別為聖」、

「宣布自由」、和「歸回自己的地業，自己的父家」，並由贖罪日，開始贖罪日的意

義是使生命的罪被洗淨而得重生，從混亂中恢復秩序、重構和修補崩壞的世界和社會

秩序16；同時亦指向神的赦罪的恩典，在神面前每一個生命都是平等，不分階級、性

別、地位、經濟能力，需要神的寬恕。17「分別為聖」用連接詞「ו」連上「你們要宣

                                                
13 John. E Hartley.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Leviticus. Grand Rapid: Zondervan, 
Accordance by Oaktree Software, Version 2.2 P.433. 
14 René C. Padilla. 1996. “The Relevance of the Jubilee in Today’s World: 

Leviticus 25.” Mission Studies 13, no.1: 12-31.pp.14. 
15 根據統計處調查的開支權數，因應疫情而作出調整後住屋佔開支從 2014-2015 的 34.29 百分

比提升至 2019-2020 的 40.25 百分比。參見政府統計處：「2019/ 20 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及

重訂消費物價指數基期」（發表於 2021年 6月 17日）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

a/stat_report/product/B1060003/att/B10600082020XXXXB0100.pdf。頁 1。 
16 Frank H Gorman. 2009. The Ideology of Ritual : Space, Time and Status in the 

Priestly Theology. Sheffield, Englan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P.108-109. 
17 René C. Padilla. 1996. The Relevance of the Jubilee in Today’s World: Leviticus 
25. Mission Studies 13, no.1: 12-31.pp14.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60003/att/B10600082020XXXXB0100.pdf%EF%BC%8C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60003/att/B10600082020XXXXB0100.pdf%EF%BC%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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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自由」顯示分別為聖和自由的關係，自由指向與從罪和不潔中釋放，亦指向從壓迫

和負擔中被釋放，而二十五章 10節下「歸回自己的地業」、「歸回自己的父家」亦表

明結束流離、結束為奴的生活、結束為生計、經濟和債務的失序，歸回自己的家庭、

地方再重新開始。 

 

平等的原則 

 

第 15-17節處理歸回自己的地業中的買賣，按收成減去賣地的價贖回土地，當

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彼此不可虧負」。另一方面，神亦指出需要幫助這些陷入困難

的人，他們的近親要幫忙贖回土地；幫補照顧、借款不取利；若變賣為奴不可嚴苛對

待；若變賣給外人為奴要幫忙贖回。(利二十五 25、36、39、43、47）而這些債務、

奴僕的身分、貧困的情況會在禧年被取消。不從困難中的人取利、不在買賣中有剝

削、不壓榨工人，是杜絕富者愈富而窮者更窮苦的情況，亦是對在困境中的人一個安

全保護網。同時也是為困境中的人帶來希望，使他們不會永遠在債務和經濟壓力中，

不會永遠在貧乏苦困中，在歸回自己的地和家時，有重新開始的機會。 

 

反思今天的社會中，人力資源只被當作生產和謀利的工具，在政府的投標外判

工程，以價低者得競投方式的招標，承辦商為成功取得投標，會將標書價格壓低，同

時為減低成本增加利潤，壓低外判工人的工資，變成層層剝削，最後工人所得到的，

只是上層分享利潤後所剩下的。在缺乏監管下，承辦商為盡量減低成本而無視外判工

人的基本保障。18而面對經濟需要，工人只可被動地接受剝削，而近年對工會為工人爭

取權益的行動，往往被打擊，削弱工人為自己爭取權益的力量，造成勞資雙方地位的

不平等。19禧年的釋放和自由，免除債務、免除奴隸的約束、歸回自己的地和家，不是

一種共產、共富主義，而是重序社會，避免加深貧窮問題，同時避免主人、土地擁有

者擁有無界限的權力欺壓欠債的人和工人，讓每一個人有可以脫離困境、脫離被勞役

                                                

 
18香港 01：「專頁：剝削清潔工, 繁華的恥辱 香港是這樣對待擦亮她的人」https://www.hk

01.com/issue/341/%E5%B0%88%E9%A0%81-%E5%89%9D%E5%89%8A%E6%B8%85%E6%BD%94%E5%B7%A5-

%E7%B9%81%E8%8F%AF%E7%9A%84%E6%81%A5%E8%BE%B1-%E9%A6%99%E6%B8%AF%E6%98%AF%E9%80%99

%E6%A8%A3%E5%B0%8D%E5%BE%85%E6%93%A6%E4%BA%AE%E5%A5%B9%E7%9A%84%E4%BA%BA?itm_sourc

e=universal_search&itm_campaign=hk01&itm_content=issues&itm_medium=web 2022 年 5月

1日查閱。 
19 國際工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指出香港的國泰航空

公司侵害工人的權益，同時香港的工會領袖被拘捕和工人抗爭運動被打壓，是侵害民主自由和

對工人的保障。國際工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

「2021全球權益指數報告」(發表於 2021 年 6月 30 日) 

https://files.mutualcdn.com/ituc/files/ITUC_GlobalRightsIndex_2021_EN-final.pdf 。

頁 11，18。 

https://www.hk01.com/issue/341/%E5%B0%88%E9%A0%81-%E5%89%9D%E5%89%8A%E6%B8%85%E6%BD%94%E5%B7%A5-%E7%B9%81%E8%8F%AF%E7%9A%84%E6%81%A5%E8%BE%B1-%E9%A6%99%E6%B8%AF%E6%98%AF%E9%80%99%E6%A8%A3%E5%B0%8D%E5%BE%85%E6%93%A6%E4%BA%AE%E5%A5%B9%E7%9A%84%E4%BA%BA?itm_source=universal_search&itm_campaign=hk01&itm_content=issues&itm_medium=web
https://www.hk01.com/issue/341/%E5%B0%88%E9%A0%81-%E5%89%9D%E5%89%8A%E6%B8%85%E6%BD%94%E5%B7%A5-%E7%B9%81%E8%8F%AF%E7%9A%84%E6%81%A5%E8%BE%B1-%E9%A6%99%E6%B8%AF%E6%98%AF%E9%80%99%E6%A8%A3%E5%B0%8D%E5%BE%85%E6%93%A6%E4%BA%AE%E5%A5%B9%E7%9A%84%E4%BA%BA?itm_source=universal_search&itm_campaign=hk01&itm_content=issues&itm_medium=web
https://www.hk01.com/issue/341/%E5%B0%88%E9%A0%81-%E5%89%9D%E5%89%8A%E6%B8%85%E6%BD%94%E5%B7%A5-%E7%B9%81%E8%8F%AF%E7%9A%84%E6%81%A5%E8%BE%B1-%E9%A6%99%E6%B8%AF%E6%98%AF%E9%80%99%E6%A8%A3%E5%B0%8D%E5%BE%85%E6%93%A6%E4%BA%AE%E5%A5%B9%E7%9A%84%E4%BA%BA?itm_source=universal_search&itm_campaign=hk01&itm_content=issues&itm_medium=web
https://www.hk01.com/issue/341/%E5%B0%88%E9%A0%81-%E5%89%9D%E5%89%8A%E6%B8%85%E6%BD%94%E5%B7%A5-%E7%B9%81%E8%8F%AF%E7%9A%84%E6%81%A5%E8%BE%B1-%E9%A6%99%E6%B8%AF%E6%98%AF%E9%80%99%E6%A8%A3%E5%B0%8D%E5%BE%85%E6%93%A6%E4%BA%AE%E5%A5%B9%E7%9A%84%E4%BA%BA?itm_source=universal_search&itm_campaign=hk01&itm_content=issues&itm_medium=web
https://www.hk01.com/issue/341/%E5%B0%88%E9%A0%81-%E5%89%9D%E5%89%8A%E6%B8%85%E6%BD%94%E5%B7%A5-%E7%B9%81%E8%8F%AF%E7%9A%84%E6%81%A5%E8%BE%B1-%E9%A6%99%E6%B8%AF%E6%98%AF%E9%80%99%E6%A8%A3%E5%B0%8D%E5%BE%85%E6%93%A6%E4%BA%AE%E5%A5%B9%E7%9A%84%E4%BA%BA?itm_source=universal_search&itm_campaign=hk01&itm_content=issues&itm_medium=web
https://files.mutualcdn.com/ituc/files/ITUC_GlobalRightsIndex_2021_EN-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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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可以有安然居住的可能。20禧年所指向是每個生命的自由，是免於被經濟操控

和壓迫中的自由，每個人有安居樂業，生存為人的基本價值，而不是只被利用為生

產、謀財的工具。 

 

禧年所宣告的自由和釋放是為奴隸、為受壓迫者、受困境中的人的行動，向擁

有權力、財富的主人和財主，因承認一切從神所得的恩典而放下自己的權利，免去債

務、免去勞役，雙方都得以自由，不再是主人、奴隸的身分；不再是壓迫和受壓迫者

的關係。21禧年不單是過去以色列人的律例，亦是耶穌的教導對貧窮人和受壓迫者的好

消息(路四 17-19) ，不再受貧窮、病患、壓迫下的自由。對今天而言，是指出每個人

幫助、扶持在困境中的人的義務和責任，不單顧自己的事，應要關顧弱者的需要。再

者，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下，不倚靠權力和無形的經濟操控，透過買賣中剝削窮人；不

濫用權力去勞役工人，使工人得到應有的工價和基本生活水平；平等地讓人得到生活

所需和基本保障。22禧年的願景是透過人放下自身的利益去建立出來，當人都關注到身

邊人的需要、勞工的訴求、消除勞資雙方的不平等、避免透過權力和政治操控而獲

利，使人都得以在地上安然居住，重序神創造人的美好。 

  

                                                
20 Gorringe指出聖經多處出現不公義的情況，例如列王紀上二十一 19 節記述撒馬利亞以色列

王亞哈殺了人又拿了產業；阿摩司書八 4-6中透過買賣剝削窮人；耶利米書二十二 13指出不

公義蓋房造樓、白白使人的手工不得工價等。參見 Timothy Gorringe.1994. Capital and 

the Kingdom: Theological Ethics and Economic Order. New York: Orbis Books. P.117.  
21 Patrick Oden. 2019. Hope for the Oppressor. Lanham: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P.93.  
22 René C. Padilla. 1996. “The Relevance of the Jubilee in Today’s World: 

Leviticus 25.” Mission Studies 13, no.1: 12-31.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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