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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說家石田衣良在「池袋西口公

園」系列其中的一故事提到，當今日本派遣

／飛特族與網咖難民的困境。一個每天努力

當派遣工的年輕人，所賺的錢卻僅夠他住網

咖，而他的願望，竟然只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可以把腿伸直睡覺的小窩（網咖空間很小不

足以伸直身體睡覺）。

別以為石田衣良寫的故事是虛構小說，

那是真實發生的社會問題。在日本，派遣員

工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一個月能夠領到15~20萬

元（日幣）的薪水，但是派遣公司就先抽走了

30~40％，而且這份薪水沒有含括任何社會保

險，甚至派遣公司還要先扣掉食宿費用，勞

工實際拿到手的薪水，往往只有5~10萬日幣。

這樣的收入，別說存錢，就連租一個小房間

都租不起。因為租不起，所以只好去住網咖。

面對貧窮或職場失敗問題，大多數人

直覺認為是「個人管理」出現問題，像是懶

惰、不求上進、好高騖遠等等，根本不值得

同情。年紀大一點的人還會賣老說，「誰不

是窮過來的」、「要拚才會贏」。草率地批

判窮人都是懶惰鬼，是最常見的錯誤。

貧困問題，絕大多數並非個人管理

出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出現巨大變化所

導致。日本反貧困社會運動發起人之一湯

淺誠在其著作《反貧困》從社會底層者的慘

況，逐步引導讀者發現貧困問題的真正結構

性成因：社會安全網徹底崩解。 

首先是安全聘僱系統不再，政府默許派

遣等非典型聘僱方式毫無節制的發展，遲遲

不肯調漲基本工資保障最底層的員工，勞動

聘僱制度出了很大的紕漏，非典型就業／派

遣越來越多，就算拚了老命工作，還是賺不

到足以租個小窩三餐溫飽的錢。

其次是社會保險網脆化，沒工作的窮人

根本沒辦法參加（想想臺灣那六十萬健保被

鎖卡的健保難民），最該被保護的窮人竟然

被社會保險網排除在外。 

最後是公家社會救助網不合理的嚴苛，

不肯根據物價指數調漲社會救助金，在官僚

作業模式以及對貧窮者的錯誤刻板印象，導

致某些應該被救助者無法獲得救助，更別說

還在社會救助系統方面百般刁難窮人（例

如，窮人如果有父母，政府官員會要他們去

投靠父母，反之亦然，另外像是有工作、有

房屋也都不能申請社會救濟，制度非常僵

化）。甚至認為人應該自食其力不該尋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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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一跤，就摔到谷底？─《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

人幫助而拒絕幫助，逼得窮人根本沒辦法翻

身，根本是叫窮人去死。

今天的社會環境，當一個人沒有社會積

蓄的人一但在人生路上跌倒，就會像溜滑梯

一樣跌落到社會谷底，再也翻不了身。窮人

要的並沒有很多，只是有個遮風避雨，每天

能夠吃飽、穿暖，如此而已，但在溜滑梯社

會裡，失敗組想要苟活卻是越來越難。這才

是造成當今社會貧困橫行的真正原因。

除了社會安全網崩解，另外還有很多不

肖商人抓準了窮人商機，推出各種壓榨窮人

已經非常微薄之收入的商品／服務，例如網

咖過夜雖然比租房子便宜，但盥洗和寄物卻

要另外收錢，加總起來也是一筆龐大開銷，

另外像派遣公司連食宿費都要按照市價向派

遣工計算，也是不合理的剝削（我們都知

道，大量採購應該比較便宜才對）。

過去的社會，大家族作為社會安全網，

家族內有人受傷跌倒，可以回到家族中休

養，等待機會東山再起。今天的社會，大家

族瓦解，小家庭崛起，圖個溫飽越來越難，

一但生病或發生意外無法工作，幾乎就注定

要落入貧困，因為再沒有其他機制可以幫助

跌倒者站起來。人只要在社會上滑一跤，就

直接滑落社會底層，再也爬不起來。

至於那些可以大聲說，我是靠自己努

力才成功的人，作者說，其實都不是靠自己

的努力，而是先天／後天擁有很多的社會積

蓄，像是重視教育的父母願意栽培孩子，能

夠給予孩子溫飽無缺的家庭環境等等。 

人只要活著，就是依靠某種程度的社會

積蓄而生存著，你我今天能夠擁有還不差的

生活，都是因為還有社會積蓄的幫助。今天

的貧窮問題，就是累積社會積蓄的機制逐漸

瓦解，許多人生下來就輸在起跑點上，被打

入貧困階級，沒有機會受好教育、找到好工

作，改善生活環境，一直活在社會底層，無

法翻身。

別再以為貧困是貧窮者自己造成的，

造成貧困社會的，不只是政客官僚和資本家

對窮人的剝削，更是像你我一樣，廣大而冷

漠的市井小民，對貧窮問題有錯誤認識，造

成政府與資本家可以肆無忌憚地剝削窮人。

也就是說，是你我對貧窮問題的不關心與默

許，無良企業主和政府官員才能繼續剝削弱

勢勞動人口（否則的話，為什麼社福預算永

遠不足且偏低，遠不及發展經濟對企業的讓

利補貼？）。

雖然臺灣的情況看起來還沒有湯淺誠描

述的日本那麼嚴重，但很可能是因為貧窮在

主流媒體中總是被邊緣化、被掩蓋起來，政

府也有意忽略，造成看不見貧窮，貧窮的情

況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嚴重（當然也可

能是臺灣的社會安全網還沒有像日本崩解的

那麼厲害，加上生活費不像日本那麼高，才

和緩了貧窮問題的嚴重性），因為，湯淺誠

書中描述的貧困問題，例如因為太窮而去偷

竊，好去吃牢飯，在臺灣也屢屢上演。

湯淺誠說，崩解的社會安全網，必須重

新建構起來。建立能夠幫助那些人生旅途中

一時摔跤的人再站起來的機制。幫助他們，

其實就是幫助我們自己。因為，如果落入底

層的人太多，資本家將能利用此情況形成向

下競爭，讓中產、中下與貧困階層互相猜忌

甚至互相競爭，從中得利，你我等一般市井

小民將走上大多數人向下競爭、日漸貧困的

可怕負面循環，無法從溜滑梯社會的人間煉

獄中脫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