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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從一則時事新聞報導談起

這是一場持續在上映的人性拔河……

影片3: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S0boj4-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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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擺盪於『體感貧窮』、『生計難民』的迷思與反思

台灣低收入戶人口連10年下降、2022年28.8萬人，僅占總人口1.25％

相當於貧窮率不到1.3%，遠低於世界各國

                        「體感貧窮」的後真相圖像

高齡兒少貧窮化

社會新鮮人學貸貧窮化

勞動族群工作貧窮化

代代貧窮複製世襲化

家庭生計通膨貧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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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貧窮—體感貧窮」的意涵解讀

從窮人到貧戶

從絕對貧窮到相對貧窮

從客觀貧窮到主觀貧窮

從直接貧窮到精緻貧窮

從特定事件的過渡性貧窮到無所不在的生活性貧窮

從福利身分的中低收入戶到社會低端人口的近貧族群

從官方最低生活水準的貧窮線到貧窮資格的認定爭議

從貧富差距到社會不均

從個體性貧窮到區域性貧窮

從外顯的體感貧窮到內隱之身心怯志



11/3/2023台灣低收入戶人數連續10年下降，2022年僅占全台總人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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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社會裡一項重大的發展性危機

生活世界的經濟不安全情事……

勞動意願、就業能力及其所得維持不足之結構性限制

從不婚、晚婚、少生、不生、難生到租不到房屋、買不起的房價

以至於無法生養的『立業—成家—安居』願景

對照於『失業—畏婚—無殼』怨景

                      貧富階層化抑或階層深化的『生計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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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制度—大環境」的論述軸線

身心靈的「個人動力」

真實生活境遇的「家庭區位動力」

相關典章制度設計的「系統動力」

個人

家庭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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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學術社群對於底層階級的關懷意涵：
         從遊民、街友、無家者出發

就論文的出版年代

最早以「遊民」為名的學位論文係於1995年的

〈底層的社會建構與自我認同：以台北市遊民為例〉（吳秀琪）

〈台北市遊民生活適應問題之研究〉（黃玫玲）

〈遊民的社區生活與遊民服務：台北市萬華區的遊民研究〉（陳自昌）

近期最新的學位論文為2023年的

〈大學生對於中高齡遊民的權益認知研究——以台中市大學社工系學生為例〉（林穎潔）

〈被埋沒的底層「疫」見：以解釋性互動論探討新冠肺炎下遊民之生活經驗〉（張凱淳）

〈藉酒澆愁？減酒增酬？——以台中市之遊民為例〉（梁世和）

〈遊民工作者性別角色態度對遊民服務之影響〉（許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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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以「街友」為名的學位論文係於2014年的

〈《看見》：從「街友關懷」反思紀錄影像的再現及觀看〉（魏瑜君）

近期最新的學位論文為2021年的

〈人生逆轉契機——以社會投資報酬看N市街友輔導個案社會成效〉（楊豐瑜）

最早以「無家者」為名的學位論文係於2019年的

〈無家者的身分管理策略：以花蓮社福機構為例〉（張庭瑄）

〈邁向無家者支援網絡——以台北市為例〉（許哲韡）

〈輔導無家者就業的工作困境與因應〉（羅珮貽）

近期最新的學位論文為2023年的

〈暗燈下的身影——無家成年女性家庭生命經驗之探究〉（林詩苹）

〈臺灣女性無家者生活困境之探討〉

（鄭皓方〈無家者之家——台北捷運民權西路至圓山站軌道空間計畫〉（伍安瑜）

〈淺嚐人生百味，社會企業協助無家者脫遊探討〉（蕭程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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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論文

方孝鼎（2001）〈台灣底層階級研究：以台中市遊民、拾荒者、原住民勞工、外籍勞

工為例〉

張志豪（2012）〈從遊民到遊牧:一個「心理專業」助人者朝向「基督信仰」實踐工作

者的移動軌跡〉

陳治慶（2014）〈遊民的社會排除與被害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

王淑楨（2016）〈臺北市遊民社會福利需求之研究〉

許志明（2018）〈批判和實踐典範的會診初探——以臺灣電視遊民新聞為例〉

陳靜琳（2021）〈臺北市遊民心血管疾病與傳染病之盛行率與風險因子評估研究〉

從都會區的都市遊民，以擴及到非都會區的個案研究
及其群居抑或返鄉回歸主流社會等議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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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階級、遊蕩歷程、漫遊者、身份流動性、安置輔導、身分管理、外展工作、

低溫訪視、遊民工作者、收容所、租屋、反覆脫遊入遊、慈善、貧窮、遊民讀者、

刻板印象、乞討、空間領域性、社會空間關係、危險他者、偏差行為、污名化、

內隱偏見、微歧視、社會歧視、社會隔離、社會排除、微攻擊、歸因、父權意識、

規訓整斥、節制飲酒、自我效能、增強權能、賦權、充權、公民權、自我形象、

遊民導覽、犯罪被害、住房權、平等權、社會權、倡導、自我認同、社會照顧、

同伴動物、社會支持、社會融合、就業輔導、就業服務、社會企業、社會創新、

社會影響、醫療服務獲得、公私協力、契約委託、遊民政策、利害關係人理論、

敘事研究、自我敘說探究、實踐式研究、建制民族誌、家族治療觀點、情緒療癒、

戲劇治療、殘補式社會福利觀點、參與式觀察、解釋性互動論、 社會排除觀點、

社會建構論、日常活動理論、社會投資報酬、積極性的差別待遇

心智圖而來之於「遊民、街友、無家者」的認知基模意象



四、從宗教福利思想及其宗教福利服務的映照意涵

無論是就實際的運作抑或抽象的思維層次

宗教與社會福利兩者兼具有選擇性的親和關係（elective affinity）

基督宗教：舊約教訓

基督宗教：新約教訓

儒家文化

大乘佛教

民間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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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福利的具體歸類包括有：

1.宣化事業：為宣佈教義、發揚教旨以達到社會教化目的所經營的事業

2.宗教性事業：有關宗教性質的相關活動

3.學藝事業：為培育人才、宣揚教理與研究真道所舉辦的事業

4.公益慈善事業：為求濟助老人、兒少、障礙者與急難者等所舉辦的事業

5.衛生事業：為救濟病患防止惡疫蔓延

6.土木事業：為興盛公共事業，援助公益

7.社區事業：為配合社區發展，而專門興辦的事業

8.公益事業：針對社會新興議題，所倡導的各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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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層
次的需
求

社會層次

的需求

心理層
次的需
求

宗教福利服務新典範的主要向度

「經濟危機及其安全」「人格危機及其安全」

「文化認同危機及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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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性的慈善』（religious charity）人類用以推動福利工作的主要動力

濟貧法時期

工業革命時期

福利國家時期

福利社會時期

五、從宗教社福化到社福宗教化的社會學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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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善與施捨的文明化意涵

從不事生產、好吃懶做、不知上進、遊手好閒、

依賴福利到治安問題、環境衛生、公共整潔、病毒傳染

成為了這群無家者的刻板印象與人身標籤

從偏見、歧視到外顯的攻擊行為

讓行善與施捨之於

遊民、街友的協助、培力

要如何有其與時俱變的

文明化意涵思考…….
影片5: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npNSPLW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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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為什麼會變得無家可歸？
                  

他，曾經是西進中國的台商
他，曾經是野雞車大亨
他，曾經是工廠作業員
他，曾經是家暴受害者

每一個街頭的他，都有一段故事

七、代結論：一場未竟其功的社會包容變革工程

《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

社工們則是他們的支持者和傾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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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街友年輕化！35歲男流浪原因曝 窮到「只吃饅頭配水」

【街頭大聲公】不讓萬華街友群聚！他喊「公園遮蔽物全拆掉」無家者沉痛發聲：很難受@ChinaTimes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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