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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
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
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
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
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格局起變；跨
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都市想像，追求不斷發展；新媒體盛行，打開
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
構的中港對立，繼續衝擊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
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
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
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
中「本土」、「殖民」、「國族」、「資本」及「全球化」等因素如
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
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
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
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由2002年起，一眾香
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
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
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分認同；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8) 介入香港當前現況，對中國重申香港主權進行切要記述；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
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
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
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
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
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
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
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4

房屋空間與生命政治: 以香港公營房屋為例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
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6 謝曉陽.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謝曉陽。2016。「房屋空間與生命政治: 以香港公營房屋為例」。
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主編）。《香港社會文化系列》。取自
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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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治者以公營房屋政策作為管治手段，把人口變成可供管

治之物(governable object)，由來已久。早在19世紀，部分

歐洲國家已在管治技術上，透過各種統計數據將人口知識化，

從而釐訂合乎其統治需要的房屋政策(Flamand，2001)。然

而，這樣的管治思維(governmentality)及其權力操作往往要在

不同時候，不同情況，作出不同調整。本文探討的課題就是，

英國殖民者曾如何反覆調整公營房屋政策來配合他們的晚期香

港政策，包括抵禦冷戰帶來的意外衝擊，確保其宗主國地位，

延伸其「日不落帝國」餘暉。

在 現 有 的 香 港 公 營 房 屋 研 究 中 ， S m a r t ( 2 0 0 6 ) 曾 指

出，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大量難民及災民或因國內戰

亂，或因逃避共產主義，持續湧入香港，迫使當時的殖民政

府興建第一座徙置大廈來處理這些急增人口。是故，香港的

公營房屋在當時僅是屬於救災工程，尚未屬於具有自身追求的

房屋政策。到了1960年代，由於香港工業急遽發展，當時的

公營屋房除了繼續發揮「安置」作用之外，還正如Castells & 

Kwok(1990)所言那般，已在官方的政治經濟計算中，變成維

持香港內部提供「廉價勞動力」的機制。香港的公營屋房也有

好一段時期例必興建在工業區的周邊，成為配合工業發展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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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下及1970年代，雖然有論者提出這個年代才是有「真正

房屋政策」(趙麗霞，2003：221-242)的開始，公營房屋終於

以提供住所作為出現因由，可是這個年代也是殖民政府以公營

房屋來進行「全面治理」(羅永生，2014：14-30)的開始，進

一步成為了英國殖民者用來維持晚期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段。

若 以 傅 柯 的 理 論 語 言 來 說 ， 利 用 公 營 房 屋 對 人 口 進

行 全 面 管 治 ， 在 理 解 上 其 實 就 是 「 生 命 政 治 」 的 一 種

( F o u c a u l t ， 2 0 0 4 ； 1 9 7 6 ： 1 7 5 - 2 1 1 ) 。 「 生 命 政 治 」

(b iopo l i t i c s )是由傅柯自創出來的一個理論字眼(法文為

Biopolitique)。「Bio」在其希臘原文的字意為「生命，生活

的過程和方式」，所以「生命政治」所指的就是「攸關生活

過程和方式的支配與角力」。傅柯指出，在運作方式上，生命

政治的主要特點是要生活過程和方式變成可以控制的對象，透

過知識／權力的介入，設計大量細微的管治技術，使得生活過

程和方式合乎管治需要(同上)。為了增進認識，加深理解，本

文將以「生命政治」為分析軸心，並以建築設計為分析重點，

闡釋香港的公營房屋作為管治技術有何重大變化，特別是「家

庭」作為私人生活的主要場地如何受到愈來愈精心設計的公共

政策干預及控制。透過這樣的研究方式，本文嘗試在現有的政

治經濟分析之外(余偉錦，1996；劉國裕，1996)，指出香港

公營房屋作為管治技術，還在生活政治層面涉及什麼值得注意

的管治思維和相應的空間部署與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