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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古至今，人類都用不同方法來進行交易。

像是古代的「以物易物」、後期研發的貨幣、上世紀

開始流行的八達通和我們的主題《電子貨幣》等等。

我們將會在此報告中回看 

2009 年第十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的作品 --「『對』與

『不對』 八達通餘額」（參加編號為 100201043）

從而與現時的交易方法作比較，闡述我們的觀點，指

出現今社會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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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對』與『不對』八達通餘額 」

這份報告的參加者做了幾項關於八達通的訪問，從分

析結果中可見幾個當時人使用八達通的情況：

1、大部分人使用八達通時都不太會格價

很多人明知所購買的物品價錢高昂，

也會使用八達通消費。

但如果他們是用現金付款，會先格價才買。

當中的原因包括：交易快、不用攜帶零錢等

難道有重量的金錢才有價值？ 

2019 年，對金錢的概念還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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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部分消費者都會查看八達通的餘額，

卻不會記錄下來。

研究報告指出，只有少部分人會核對收費與商品的價

格是否相同，消費的同時不知自己消費了多少。

會查閱餘額，

卻不記錄下來那部藍色的查閱機器

還有用嗎？

會收到消費的單據，卻不檢查清楚，

那些單據跟廢紙有何不同？ 

2019 年，消費者對自己的消費能力還

是那麼模糊不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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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達通與信用卡連結的功能淡化了消費

者了解自己購買力的意識。

八達通連結信用卡後有自動增值的功能，不用增值，

消費者更沒有意欲去查看自己的消費情況。

與信用卡連結，只會令消費者忽略自

己的購物力嗎？

私隱容易外洩嗎？ 

2019 年，消費者還會關注

這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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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八達通的情況外，報告還提及消費者在使用

八達通時的權利、風險漏洞和責任。

權利 風險

消費者的知情權 知道餘額 顯示器上資料未

必正確，而且沒有

顯示舊餘額，很難

判斷付的款跟商

品價格是否相同

消費者的選擇權 能選擇是否用八

達通或被多扣錢

時追討賠償

可能只是幾元幾

角，因此不太在意

消費者的責任 保障自我利益，了解個人購買能力，自

行記錄餘額，檢討個人消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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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八達通外，現時還盛行其他電子貨幣、網上交易。

例如：支付寶、微信支付、applepay、payme 等。

我們將從幾個個案去分析。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原有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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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的知情權的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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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
我們查閱八達通餘額時需要用藍色的八達通查閱機。

這樣才能知道自己的八達通餘額，又或者會找紙筆抄

下自己用了多少錢。

但現在，
似乎已經沒有關於知情權的問題，

因為現在手提電話有「八達通 Octopus」這個應用程

式，還可以到網頁打自己的八達通編號，那就能查閱

餘額，

非常方便，消費開始變得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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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麥凱晴的爸爸

我的爸爸在澳門工作，

一星期回香港大概兩日，

因此揉合了兩個地方用電子貨幣的習慣。

爸爸說他對電子貨幣不能說是安心，又不能說是

不安心，要看是甚麼性質的電子貨幣。

他說他能安心於以儲值形式使用的電子貨幣，因為他

有知情權，他可以知道自己的餘額，並能看到

以往的消費紀錄。

跟 2009 年的情況不一樣，他不用主動去記錄消費紀

錄，應用程式內自有紀錄。而且，每次用電子貨幣消

費時會傳訊息通知到手機，餘額、交易時間、交易款

項都列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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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能清楚自己的消費能力，知

情權大了。

於是，他在使用電子貨幣的過程感到安心。他能清楚

知道自己花費了多少、還有多少餘額、過去消費的傾

向等。不用擔心不知道自己的錢花了在哪兒，因為不

用自己了解，應用程式會自動告訴我們。

從爸爸的個案可見， 2009 年《八達通》個案中提及的

問題，到 2019 年已經改善了許多，風險也大大降低

了，知情權好像也大大提高了。

甚至市面上已經有不同的電子貨幣可以使用，例如 

tap&go、支付寶、 Payme 等，

我們對自己的消費都變得

瞭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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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時今日，

知情權不單落於消費者身上。 

1
當我在淘寶購物時，

結帳完再回到首頁的時候發現

推薦貨品(猜你喜歡)那裏，

大部分都是關於剛才我買的東西，是同類型的貨品。

甚至之前我買完去台北的機票後， 

Facebook、網頁上全都彈出

有關台北的酒店和台北餐廳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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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姓張男子有一天與朋友吃飯食，

在手機裡打開了 Facebook，彈了舒適堡免費健身廣

告，

朋友問他：「乜你近排好肥咩?」

張姓男子頓時感到尷尬。

因為早前張男姓男子在手機上搜尋過關於健身的資

訊，

但沒有想過竟然在 facebook 彈了廣告，

最重要的是被朋友看到，真的非常尷尬。 

4

我們去到某一個地點後 ,

電話能夠徵測到我們在哪裡，

之後 google、facebook 都會彈廣告，

彈出該地的餐廳、服裝等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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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現時科技十分發達，任何事情也能在網上解決。但網

上黑客的風氣肆虐，在網絡上一切都不安全，尤

其是關於個人資料的。

私隱安全十分重要，有責任要保障自己的利益，我們

也有選擇權去令自己的資料不被外洩，因此有些人選

擇只用儲值式的電子貨幣。

但我們總要登入，才能使用那些電子貨幣。那麼，別

人又容易盜取密碼和資料嗎？

我們知道了更多，

別人也知道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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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消費者的知情權開始變得不只消費者自身知道了，我

們的消費足跡、消費意向、興趣都開始被

追蹤了，好像去到哪裡都會被人知道，

好像有許多雙無形的眼睛在監視自

己的消費，

就連一些比較私人的興趣都被知道了，似被大數據掌

管著我們一樣。

那麼，這還是知情權嗎?

曾聽說有人不會使用網上支付和在網上購物，我感到

非常可惜。因為在這個智慧城市、大灣區融合中，電

子支付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私隱度的這些問題是否需要更加關心呢？

我們是否需要正視這些問題呢 ?

這樣才能安心使用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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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Chap

選擇權選擇 

z 

ter 2



  
 

  
 

 

 

 

 

 

 

  

 

 

 

 

 

 

 

 

 

十年前，大家用八達通，最多都是被別人騙那幾元幾

角。

但今時今日，有很多不同的電子貨幣可以選擇使用，

可以方便我們的生活。

不過，我們看見有一些的例子...... 

#1 組員麥凱晴的故事

「有一天，媽媽跟我在聊天，其中發現了些媽媽對金

錢和電子貨幣的價值觀。

我們正在商討關於暑假去旅行的事宜，媽媽說爸爸問

我跟哥哥是否要出一分錢，畢竟此次旅行的費用都頗

大，而我和哥哥都有儲蓄的習慣，希望我們分擔一點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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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地，爸爸先前說送我一塊羽毛球拍和一雙球鞋，

讓我先墊支，他遲些再過數給我。我就跟媽媽說 :「不

如我不用爸爸送球拍和球鞋給我，把那些錢當作是旅

遊的費用。」媽媽說要爸爸先過了球拍和球鞋的數給

我，然後我再親手把那些錢交給他，不要過數。

因為這才有「錢」的感覺，

而匯款的感覺很虛擬，不夠實在。

而且，失去了的金錢，

再親手接回的感覺會比較好。

她更說，未來給家用的時候也要記住這種觀念，不要

匯款，要給鈔票，還要穩定的給，不要一次過給了一

段時間的家用，感覺會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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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真實的貨幣才有「錢」的感覺，

過數的感覺不太好，因為看不見，觸不到。即使比較

方便，別人會沒這麼好受。

到底，甚麼才是錢呢，

戶口的錢就不是錢嗎？

為何媽媽說爸爸寧願收鈔票，也不要匯款呢？」

對於麥凱晴的媽媽來說，「選擇」可能是覺得用錢才有

那種實在感，即使匯款跟給「真金白銀」的金額相同，

卻寧願子女給他們現金。人總比較相信肉眼看見的，

觸得到、碰得到的，就像媽媽說不要匯款給爸爸和未

來的他們，她說拿得上手的，才感覺我真係給了他們

錢。

她選擇了相信真金白銀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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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內地的風氣是使用微信支付，我們也可以看見他

們的選擇。

#2 組員麥凱晴的內地親戚

「內地十分流行電子支付，外出基本上不用帶錢包，

只需一部電話、幾個電子支付程式就足夠了。

他對於使用電子貨幣感到十分安心，應該說是毫無憂

慮之處。

他連 過年發紅包 也是透過電子支付程式發的，

他說內地的 乞丐和街頭藝人 也是用電子支付

程式來乞討和收貼士的，流行得很誇張。

他從來沒有擔心過任何私隱、轉賬、餘額的問題，

因為內地每個人都十分依賴電子支付，習慣成自然，

不覺得有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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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親戚的個案可見，社會對電子支付的態度能影響個

人的看法。親戚根本不需要關心甚麼知情權、選擇權、

風險等，因為每個人都是如此使用電子支付時，自己

擔心才是

異類 異。

原來身處在不同的社會環境，

對電子貨幣的看法也會不同

即使居住在同一城市，年齡也是每電子支付有香港那

麼具有爭議性的因素之一。

對他們來說，「選擇」可能是電子支付，

他們慣用了電子支付，出街時只需帶備一部電話就可

以當錢包用，也從不擔心有危險的問題。

他們選擇完全相信科技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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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這一代喜歡使用什麼呢?

我們各自都想一遍究竟我們喜歡用什麼。

#3 組員周汶靜 

Tap & Go

因為它是一張儲值卡，要把金錢增值入那張卡先可以

用錢，然後它就可以成為學生版的信用卡，當它是 

Master Card 用。

我覺得它很安心是因為這張卡沒有太多的個人資訊，

只有自己的名字在卡上，即時我跌了，我也不擔心我

的資料會被別人知道。

縱使裡面的金錢可能會被人用了，但我也可以盡量在

我知道自己遺失卡的情況下打電話去報失我的卡並停

止金錢被使用的機會。 

z 



  
 

  
 

 

 

 

 

 

 
 

 

 

 

 
 

 

 

 

 

 

 

  

 

  

 

原來

對於我們來說，

「選擇」

可能是 Tap&Go 儲值卡，一張輕便的卡、連

接著電話的應用程式 ,就可以當 Master Card

來使用，方便又快捷。

我們選擇了相信 Tap & Go

的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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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但組員周汶靜媽媽又有點特別

我的媽媽是一位思想傳統的家長，她沒有信用卡，可

能她這輩子也不會使用信用卡，我也曾經問過她：你

不會覺得使用信用卡比較方便嗎？但她原來覺得使用

信用卡很不踏實，如果去買東西的時候很容易會

不知不覺就越碌越多，她比較喜歡使用現金，

因為可以預算自己究竟會使用幾多錢，所以她錢包裡

永遠都會有幾張 100 元紙。

我與媽媽一起逛街時，如果她不夠錢就會去銀行「襟

錢」，於是我便介紹她使用 Tap & Go，但她卻不領情，

她總罵我這些卡很不安全，她說現在很多新聞都有被

人盜用資料的案例，甚至還阻止我使用呢！

更奇怪的是，我覺得我媽媽十分矛盾，有一次我跟媽

媽回鄉，但近年大陸的支付方式漸漸變為微信支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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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付寶，因為我的親戚都是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寶，

但她卻沒有反對我使用，沒有說甚麼網上支付是很危

險的，很不安全的，自己還開始使用呢？！

可能她心目中的安全是建基於她認為哪種支付方式比

較多人用，或是她身邊的朋友，親戚是用甚麼支付才

覺得那一種支付方式是好用的

對周汶靜的媽媽來説，

「選擇」可能是她憑著自己的認知去選

擇使用那款付款方式，

她不認識 Tap&Go ，所以她認為儲值卡是不好的;但

她的親戚都使用微信支付，所以她便覺得這個是很好

用的，很安全的。

她選擇了跟隨潮流，

跟著身邊的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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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每個人的選擇的背後都會有介意和

不介意的地方

有些人覺得某些的付款方式會很方便，但背後又牽涉

到私隱、甚至安全性的問題；

相反，有些人不會用某些的付款方式，

可能覺得麻煩或者危險，但可能少了許多方便。

可能有人會選擇金錢，因為真金白銀才有真實感；

有人會選擇電子支付，因為是他們慣用的支付方式；

而我們，選擇用 Tap&Go，

因為方便而且安全，亦有人會從眾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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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大家在乎的可能已經不是哪種付款方式最方

便快捷，而是大家因為的習慣不一。

有些家長可能不了解青少年在用什麼電子支付，他們

不知道那樣東西是什麼，在他們的認知中沒有這種概

念，所以就把它定義成「不安全的電子貨幣」。

又可能，有人喜歡金錢那實在感。

同樣是 100 元港幣，

但匯款和鈔票的感覺大大不同。

真金白銀的，就似真的在付款，

金錢有經過自己手。

而匯款的感覺不真實，

付了款好像沒付似的。

就似麥凱晴的媽媽，就喜歡這種實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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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選擇完全相信科技的便利

完全使用電子支付系統，不管是日常的瑣碎事，還是

大型的付款，小至給乞丐錢，大至公司購買貨品，都

是使用電子貨幣。

麥凱晴的親戚，就是如此。

但同時又有人會很矛盾，看見身邊的朋友用什麼，

他們就跟著用什麼。當他們認為朋友說得有道理時，

最後又改變了自己原來的選擇，

跟從別人的選擇，

終究還是敵不別人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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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周汶靜的媽媽，為了別人的目光而改變自己原來的

觀念。

不同持份者會有不同的選擇，

而這些選擇，無分對與錯，

只是執重的地方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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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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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八達通剛剛開始普及，人們的袋子裏慢慢

地多了一張名為八達通的小卡。因為有了這張小卡，

上一代身上漸漸帶少了硬幣，以八達通取代這些沉重

而又不方便的銀紫荊花。

他們那一代，很害怕很害怕弄丟八達通卡，因為害怕

煩瑣的補領手續，又擔心會被別人執到後用光所有金

錢，所以他們總是會很在意八達通卡，

z

例如我的媽媽，她會用一個特別的卡套裝着，那

個卡套有一條可以伸縮的橡筋圈，掛在袋子中，

以避免遺失。

但相反，她的一堆金錢，包括紙幣和硬幣，都總

是疏散地放在各個衣服和褲袋子中，這裏一堆那

裏又一堆。

我發現，在她的眼中，好像認為八達通卡比金錢更為



  
 

  
 

 

 

 

 

 

 

 

 

 

 

 

 

 

 

  

重要。

現實中輕得只有數克的八達通卡竟比起

沉澱澱的金錢更為重要

我們很看重的金錢是否愈來愈無形態

變得如一張晶片般裝嵌於八達通內，又同時撐起住我

們的日常生活。

但十年後處於新世代的我又如何？在我眼中，跌八達

通也不過如是。

我想分享一個關於我和我的十多張八達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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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總是把東西都弄丟的人。在中一至中四其間，

我已經遺失了十多張八達通，別問我弄丟了多少張，

因為我已經不記得了…

是多到不記得？我不在意？

還是「跌八達通」這事

微不足道到不至於我放進辛勞的大腦？

跌過 n 次之後，我發現…

其實我不再對「跌八達通」這事有恐懼，我也不會介

意八達通內原有多少金額，損失了多少金錢。跌了多

少次，就再補領一張新的八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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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都只是佔二十多元行政費，

反正最後我舊的餘額都會轉到新的那張去，

反正我跌了八達通後我仍然有眾多電子貨幣，

反正重新補領一張八達通的時間這麼快，

反正我最後都會有八達通用。

哪我為什麼還要在意跌了那張又小又起不了什麼作用

的八達通卡。

對喔，我的責任應是好好保管八達通卡，

妥善保存爸媽給我的零用錢，但其實我根本毫不介意

它的死活，一些不見後仍可以取回和追索的東西，

其實我沒有原因要好好保管這張卡，

所以對我來說這完全談不上是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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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責任又有何變化？

從妥善保管好錢包到八達通，

又再到保管好一組八個字的密碼。

身為善忘代言人的我，會否比其他人付上更大的責任。

該為了安全和提高私隱而使用不同

的密碼？

還是為了容易牢記害怕弄丟而採用

同一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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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

原來我們對金錢的概念一直都在改變，

金錢從實體變得愈來愈無形，我們所看重的亦由

重變輕。

由金錢到八達通，再由八達通轉去各種電子支付 

Apps。

原來現在愈無形態的東西對我們

愈重要愈不可失去，

愈實在的東西我們卻並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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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原來我們對金錢的概念一直都在改變，金錢

從實體變得愈來愈無形，我們所看重的亦由重變輕。

由金錢到八達通，再由八達通轉去各種電子支付

Apps。

原來現在愈無 形態的東西

對

總

結



  
 

  
 

 

 

 

 

 

 

 

 

 

 

 

總結以上關於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和責任，我們

發現這代使用金錢的概念與十年前，甚至上一代有極

大分別。

相比十年前《八達通》的報告， 2019 年，科技進步了

許多，付款方式林林總總，貌似也愈來愈方便。現時

出街可以不帶錢包，不帶八達通，只要一部手機，幾

個電子支付程式就能解決一切消費。

在知情權方面，我們自身的知情權大了。從前要主動

查閱八達通的餘額，現在的應用程式會自動告訴你。

而電子支付程式還能替你將一切消費分類，每次付款

時會傳送訊息給用家，不用主動了解，也能知道自己

的消費情況。

可是，我們的知情權大了，別人的知情權同樣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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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搜尋器會保存我們的消費紀錄，並加上「你可能

喜歡」等的選項，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偏好，可能讓個

人私隱暴露出去。而且，使用電子支付程式要先輸入

個人資料，那可能會有資料洩漏的危機。

在選擇權方面，我們能選擇使用各式各樣的電子支付

程式。每個持份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支持使用電子

貨幣，有些半信半疑，有些完全不相信。

這全都是消費者的選擇，他們的選擇權大了。

在責任方面，消費者擁有權利時同樣擁有責任。可能

是要好好記住自己的電子支付程式的密碼，或是牢牢

緊記這些容易被忘記的消費系統。由無形轉到有形，

觸不到到觸得到，轉變十分大，責任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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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香港和內地正積極發展大灣區這個計劃，圍繞中

國珠江三角洲地區伶仃洋組成的城市群，包括廣東省

九個相鄰城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

山、江門、惠州和肇慶，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

區。這個計劃能帶動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發掘各地

的潛力，打通內地與港澳的脈絡，融合中港文化，各

地人才互相交流。

包含了許多中國內地的電子支付，在這些地方，電子

支付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香港有電子支付的

市場不太大，相比起是蠻大對比的。

隨大灣區的發展，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距離越來越窄了，

香港接收內地訊息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了。在電子支付

盛行的年代，我們也會被漸漸融入其中嗎？

未來的我們，越重的事情會變得一文不值嗎？最後會

連銀仔也不重要呢？五年、十年後，我們的知情權會

繼續增加嗎？知道得更清晰嗎？選擇會增加了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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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責任呢？香港會否跟著現時的趨勢發展？會跟現時

中國內地使用電子支付一樣普及嗎？

不過，當一些消費者對電子消費仍有懷疑和介心，擔

心著其私隱度和安全性等方面，我們要邁進成為大灣

區智慧城市的一部分時，又如何可以做多一點點，把

為這群對電子消費有保留的消費者注入強心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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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消費交易中，我…究竟是誰？我是一個精明的

消費者？是八達通的編號 ，還是淘寶上的交易號碼？

「我」好像慢慢地被一堆數字取代我的身份，被一堆

數字影響我要走的路。就像 Google 總自以為是將「我

有興趣」的資訊放於我面前，像淘寶總是把「我近期」

看過我商品重覆出現，像 Instagram 總是留意「我過去」

一週在留意什麼。我，好像只是一堆數字並且於大數

字中。我的消費意向和喜好被洞悉被揣摩，我被信息

洪流的流水任意擺佈，不停隨波流動，我所走的路都

由大數據主導和控制，如被一個包圍網圍繞着。

這樣下，我的消費還是自由嗎？我，還是一個消費者

嗎？在我看來，我只不過是一個被消費的消費者，所

謂的消費自由和自主性，其實都只會一天一點被侵

蝕。

或許若干年後，這個世界再沒有消費者，人人都化作

一堆包舍你喜好的數字，被大數據玩弄於股掌之中，

卻毫不知情，活在這個烏托邦的電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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