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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中士  

 

 

為甚麼要在這門通識課程中安排貧窮議題？老師本身的職種是離倡議基本無條件

收入以改革貧富日益懸殊社會問題學者所指出的不穩定無產階級指標1有多遠？如何說

服台下學生不把你的話當不食人間煙火的空話？又如何讓他們關注在這樣的體制下貧

窮會成為他們再怎麼努力都擺脫不了的宿命？更進一步的要他們出心靈雞湯的競爭模

式與成功故事陷阱有可能嗎？這條件下，我們又如何喚起學生關注貧窮議題的意識。 

 

因為台灣特殊的非民主威權體制政經歷史背景，即使是高教領域裡具高社經地位

表象的大學教職也早已受到不穩定無產階級裁大的衝擊，在黨國一黨專政所形成的侍

從制與權貴資產階級裡，公立、國立教職如同軍、警、特與公務員般，形成超穩定特

權結構，以鐵飯碗的表象包裹著不斷與現實社會飽受全球化與新瞀由主義加深的勞動

者貧窮化衝擊的會安全資源的區別，於是形成特殊的公私立教師待遇的體制不平等，

在此背景下，也可以解釋在既得利益集團和階級自我保全反應，在回應國家壟斷資源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1 指標有七項：1.只要你願意，你能找到可接受的工作；2. 你有穩定收入；3. 你不會被任意資遣；4. 你
的工作內容和地點不會被雇主任意更動，在工作裡你有向上流動的可能性；5. 若你想培養特定工作技

能，能從社會或職場獲取資源 6. 職場有安全措施避免你因工作遭遇意外或疾病，若不幸遭遇，有補償

和支持措施；7. 若對工作或雇主不滿，你在社會上有足夠的發聲管道。以上指標越少便越接近不穩定

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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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正義條件，連國立大學也產生了高比例兼課老師，加入私立高教中不正常高比

例的約聘、承攬、零工等非典就業大軍。經此說明，可立即跟學生立即站到同一陣線

，讓學生理解貧窮問題是舉世皆然的人類社會困境。 

 

  在這門跨越文化偏見與歧視的課程目標言，貧窮議題最固著的舊維便是把貧窮

問題個人化，藉由貧窮為個人乃至於家庭種族遺傳的懶惰、愚笨不理性與壞習性所致

而迴避了看似是遙不可及難以撼慟的社會政經體制該負的責任──個人的改變政經結

構的公民責任。 

也就是說，在這章節主題的設計上，必須擺脫過去看貧窮人口的慈善施捨觀點，

要讓學生明白是怎樣的分配不正義讓貧窮人口大軍日益壯大，而國家只會或只能做些

塗糊表面破洞的無效社會救助，對財稅的變革、居住正義的扭轉與無條件基本收入的

可能都不敢提出乃至於嚐試。 

 

這當然不會是成功術、理財學的指引，這個貧窮專輯的單元當然不會是貧窮觀光

，當然也不會是政治正確的國家資本主義下虛偽的扶貧脫貧計劃，我們要學生直視 1%

對抗 99%的現實，脫貧不能在造成這極端金字塔結構的市場競爭邏輯上要學生鍛練體

魄的向上仰功成功人士的位置，反而是要學生從壯大參與分配正義的溝通與互動上，

認知自己的公民責任，這是唯一可能。 

 

本貧窮單元的學生回饋評量可用課程後盤點貧窮與反貧窮的新舊觀點與做法上，

經由對照新舊觀點，看能否讓學生原有對窮人的看法獲得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