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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 1980 年代以來，全球化快速變遷，資訊科技日益精進，國際政治經濟的迅

速轉變，經由蘇聯瓦解成十幾個國家、東西德合併、南北韓和解，到至今看來，

世界已經面臨了一種全球結盟或競爭的局面。但也由於整體結構轉變，對個人、

家庭及社區的影響驟增，除了生命延長、終生學習成為必要性的課題之ㄧ外，而

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失業、貧窮及社會排除問題也逐漸浮現。台灣的整體趨勢

迅速轉變，許多介於貧窮邊緣的人口逐漸浮現，而現今的社會學家以及學者們，

紛紛定義為『新貧階級』。   

  本研究企圖以新貧階級、學者、社會大眾的角度去了解新貧階級的形成狀況，

面對此一政府來不及定義並且給予救助的群體，新貧族以及政府如何應對。針對

新貧階級可能面臨的四大方面社會問題，包括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教育問題以

及健康問題去深入探討，分別以新貧階級的五大族群，包含了單親家庭（由其是

女性單親家庭）、工作的貧窮者、低度就業者、低教育者以及子女數多者的家庭為

主要的研究對象，採以質化研究、量化研究為輔。分析的技術將以因素分析方法

以及三角交叉檢定法。此外，在研究開始至結束，研究者撰寫分析備忘錄來記錄，

由這樣的方式來重新檢視編碼的資料。 

  研究中發現政策立法與實務工作之明顯差距，在於中央與地方及政府與民間

欠缺協調連繫，救助業務與福利服務欠缺銜接配合，資源不足與分配不均，以及

積極性救助工作之落實問題等現象，顯示目前社會救助體系之整理結構與功能極

待強化。面對著愈趨動態複雜的社會，以及不斷昇高的社會安全需求，救助體系

的角色、功能極待重估，救助工作實施極需調整，以因應環境的變化。 

 

 

【關鍵字】工作貧窮、近貧、全球化、社會排除、新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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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們強烈支援公平的全球化，使包括婦女和年輕人在內的所有人，都能享有

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體面工作。我們決心將這一目標，作為國家和國際政策以及

包括減貧戰略在內的國家發展戰略的中心目標，以此作為我們實現千年發展目標

工作的組成部分。（聯合國大會，2007） 

  自 1980 年代以來，全球化快速變遷，資訊科技日益精進，國際政治經濟的迅

速轉變，經由蘇聯瓦解成十幾個國家、東西德合併、南北韓和解，到至今看來，

世界已經面臨了一種全球結盟或競爭的局面。 

  但也由於整體結構轉變，對個人、家庭及社區的影響驟增，除了生命延長、

終生學習成為必要性的課題之ㄧ外，而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失業、貧窮及社會

排除問題也逐漸浮現。根據瞿海源在社會學的研究，社會問題現分為兩大類，分

別為貧腐敗行、生活困難。以此不難看出，在所有的社會問題中，貧窮一直可以

說是萬惡的根源。 

  由於貧窮一直是從古至今無法徹底根除的問題，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似乎

就伴隨著貧窮問題的存在。而自有文明以來，所有執政者皆總為此深感困擾，下

層階級的人民也總難以擺脫此種文化。近幾年來，由於社會變遷快速，造成原先

就難以定義的貧窮更加模糊界線。 

  Ｍ型社會的到來，造成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而鎮日擔憂一頓溫飽的人卻變

成需要開始學著習慣這種情況的惡化。在這樣的環境下，每個人似乎都須體悟到，

只要是身為這個地球的一份子似乎都可能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的體驗化。 

  關於「趨貧」與「新貧」的論述思考：前者直指著的是因應於大環境條件而

來的社會事實，亦即，景氣蕭條、產業出走以及大規模失業潮等等的結構性因素

取代了過去個體層次的道德敗壞，這除了讓中產階級從經濟性指標的階層化效果

擴及而成為某種的中間階級外，一種對於未來性的恐慌與畏懼，更是深化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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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以及相對剝奪感。(王順民，2007）由此可知，台灣的整體

趨勢迅速轉變，許多介於貧窮邊緣的人口逐漸浮現，而現今的社會學家以及學者

們，紛紛定義為『新貧階級』。   

  在許多關於貧窮的研究中，不難發現新貧階級也成了最新必須解決的問題。

許多學者也紛紛強烈建議政府需提出有效的政策因應。…除了貧富差距日益加大

外，近幾年來失業率、犯罪率與自殺率也跟著不斷的升高。不僅低收入戶戶數及

人數持續增加，大學生繳不起學費、國中小學生繳不起營養午餐費與代收代辦費

的人數亦逐年增加。因此，要改善貧富差距擴大所帶來的社會衝擊，除了發展經

濟、增加就業機會外，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不僅要強化現行的社會救助體系，

政府還必須關注越來越多被邊緣化的「新貧」與「近貧」。…（詹火生、林建成，

2007） 

  也有學者提出了現今的社會政策對於新貧的問題儼然已經不敷使用。…然而，

這樣的制度設計在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動下卻不盡適用，因為就業機會本身即是一

個強烈的不確定因素，有工作能力與意願但卻無法就業的情形，在現代社會中的

可能性正與日遽增。社會救助的範圍已無法再侷限於舊有的老、弱、病、殘，而

必須充分納入「新貧」的概念，才能連接就業服務方面的相關措施，作為一個有

效的生活安全網。(古允文，2003）。 

  總之，對於現今的社會而言，不論有無工作似乎都可以一不小心就陷入了貧

窮的陷阱之中，所以也出現了 Working Poor 一詞，而面臨這樣標準嚴苛又難以取

得的社會救助，人們幾乎是毫無招架的能力的。大學的四年裡對於社會工作有了

深一層的了解後，這些問題自那時以來，就一直想要瞭解問題所在，加上整個大

時代變遷後，造成家中也成為新貧階級的一份子， 對於我來說，此研究是上研究

所的目的以及試圖找出真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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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欲了解以下幾點： 

台灣的新貧階級形成背景； 

台灣的新貧階級目前的狀況為何； 

台灣的新貧階級對台灣社會及一般民眾造成的影響為何； 

面對新貧階級的社會問題台灣政府的因應情形； 

未來台灣政府的政策對台灣新貧階級的相關應對方式； 

最後，是探討新貧階級的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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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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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投注於貧窮的學者相當多，也提出了許多針對於貧窮的研究。但不可否認的，

貧窮的問題無法因為一篇研究而作出什麼大的改變或是大的政策。本文雖有意對

整個大社會做出些許貢獻，但由於此篇論文無法克服金錢、時間、空間的限制，

所以無法代表整體新貧階級的問題。 

不可諱言的，新貧以及近貧的人數以及實際所面臨的情況難以掌握，對此深

表遺憾，此外，基於研究倫理，所以，無法呈現最原始的資料，但還是會將誤差

降至最低，以免影響研究過多。無法做到全國普查的深度，所以將限定於從台中

市找出樣本，故無法考慮到是否因為北、中、南地域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或

是致貧因素。分別列點於以下： 

1. 人數難以掌握 

2. 時間的限制： 

3. 研究倫理： 

4. 個案選擇方式過於集中 

 

  第五節 預期成果 

1. 瞭解目前台灣的新貧階級的形成問題。 

2. 蒐集各界對此項問題的認知以及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及建議。 

3. 瞭解相關的解決辦法以及建議並做出整理及評估。 

4. 了解各國（主要國家）在面臨此一問題做出的因應方法及自我檢討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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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新貧議題的浮現以及對於社會的衝擊 

     我們強烈支援公平的全球化，使包括婦女和年輕人在內的所有人，都能享

有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體面工作。我們決心將這一目標，作為國家和國際政策以

及包括減貧戰略在內的國家發展戰略的中心目標，以此作為我們實現千年發展目

標工作的組成部分。（聯合國大會，2007） 

  有些人因為全球化而被貧窮襲擊，所以認為全球化就是恐怖主義。而社會包

容反對由全球化所產生的社會排除。自 1980 年代以來，全球化快速變遷，資訊科

技日益精進，國際政治經濟的迅速轉變，經由蘇聯瓦解成十幾個國家、東西德合

併、南北韓和解，到至今看來，世界已經面臨了一種全球結盟或競爭的局面。 

  但也由於整體結構轉變，對個人、家庭及社區的影響驟增，除了生命延長、

終生學習成為必要性的課題之ㄧ外，而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失業、貧窮及社會

排除問題也逐漸浮現。根據瞿海源在社會學的研究，社會問題現分為兩大類，分

別為貧腐敗行、生活困難。以此不難看出，在所有的社會問題中，貧窮一直可以

說是萬惡的根源。 

  在社會學中關於貧窮、階級的相關理論，以社會學大師韋伯的分析中確定社

會階層有三個方面影響，分別為：財富（經濟地位）、權力（政治地位）和聲望（社

會地位），而這個分析至今仍是在研究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基礎，也就是因為這三個

方面的影響，造成社會上絕大部分的貧富不均。 

  多數的社會衝突理論學者認為衝突的起因是因為社會地位、文化規範、社會

結構等變數來解釋進攻與戰爭這樣的社會現象，而劉易斯‧Ａ寇舍（Lewis A. 

Coser,1913-）沒有深入探討這些變數，但能看到社會客觀變數的作用，他表明遵

循涂爾幹『一種社會現象要用其他社會現象來說明』的社會學方法論原則。而他

認為，衝突的起因有以下幾點，分別為：不平等社會系統、下層被剝奪狀態、對

群體或社會的忠誠、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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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貧窮一直是從古至今無法徹底根除的問題，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似乎

就伴隨著貧窮問題的存在。而自有文明以來，所有執政者皆總為此深感困擾，下

層階級的人民也總難以擺脫此種文化。近幾年來，由於社會變遷快速，造成原先

就難以定義的貧窮更加模糊界線。 

 

  第二節  國外新貧之研究現況 

        2.2.1   國外對於新貧的相關理論 

提到貧窮，就不能不想到英國學者亨利梅葉（Henry Mayhew）。他是首先開始

從事貧窮現象的系統分析，曾經發表過『倫敦勞工與倫敦貧民』的書，這在當時

的英國社會造成軒然大波，但貧窮的問題自此開始獲得一連串的研究以及其他學

者的注意。就目前來看，評論貧窮產生的理論可以由以下幾個闡述（引自徐震等，

2000）： 

第一， 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 

  此一理論認為貧窮被視為個人特質作用的結果。因為貧窮者可能本身先天殘

障；或生活習慣忽視衛生保健而體弱多病；或擁有懶惰、缺少工作動機、酗酒賭

博等生活惡習；或嗜好不良徒增消費、缺乏維持家庭經濟有關之技能；或欠缺教

育及謀生所需的知識技能；或無能維繫或運用社會支持網絡資源等。 

第二，雙重勞動市場論（Dual Labour Market Theory） 

  此一理論認為貧窮問題肇因於不公平的勞動市場結構而非個人特質。在資本

主義經濟制度的社會中，由於鼓勵自由競爭，必須以價格來調節市場供需，因此

並非是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在此種情況之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非如人

力資本論所指，是生產、分配最有效的一種制度。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公平社會

制度造成貧窮問題的累積。所謂社會制度不公是指出及勞動市場（Primary labor 

market）與次級勞動市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的資源分配不均。 

第三，貧窮功能論（functionalist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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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論者以社會體系的存續關係來解釋貧窮的功能。社會是由若干個關係次

體系所構成，各體系之間不但具有互賴關係，且每一個體系對總體系而言都具有

某種作用，具備功能性之重要存在（functional importance）。所有社會中的人們都

分別立於不同的社會位置或地位（positions or statuses）。為了保證所有的位置都有

成員，每個位置有其對等的固定薪資，而分配於不立社會位置的人們，會有上升

的動機達到更高的位置。因此，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是必要的，而貧窮也是一樣的

『必要的惡』。 

第四，貧窮文化論（culture of poverty） 

  貧民之行為模式、時間意識、團體意識、消費模式、價值系統、家庭結構、

親族關係、及宇宙觀等生活方式有許多共同之處並跨越地域而存在，形成一種獨

特的、永久的次社會或次文化。在此文化下的人們將會產生特殊的特質，不僅形

成一種習慣性的生活型態，亦將透過社會化的過程代代相傳，而使下一代更難逃

避貧窮的厄境。 

第五，貧窮的病態學觀點（pathological approach） 

  將社會比擬為一個有機體，就像受病毒侵襲的人體會產生的病狀一樣，社會

問題就是社會的病態症狀常使干擾其正常運作。為什麼會出現病態症狀呢？部分

個體無法適應整體社會的變遷水準（社會化失敗）；或社會內部的發展失衡；或整

個社會無法跟上世界體系的腳步等，都是造成社會病態的原因。此觀點即是將貧

窮視為是社會化過程不順利的個人及家庭所製造的社會病態之一。社會化失敗的

個體吳學習與發展的動機，具較差的身心社會條件，因此在收入及發展機會各方

面常受到限制，而身陷貧窮的境界，形成貧窮循環（cycle of poverty）。 

以上五個理論接試圖尋找貧窮最根本的原因。但由於貧窮的問題隨著各個時

代的轉變而有所不同。筆者的觀點認為，現今沒有一個單純的理論可以去完全解

釋貧窮，而這五個理論皆有其說詞以及著力點，每個皆可以說明貧窮，但卻都無

法完全解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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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國外的新貧問題現況 

羅婉云(2007)於碩士論文中提到，Harrington 指出在六○年代後，英美國家形

成一種新的貧窮；相對於舊貧（old poverty）指的是無法滿足正常生活條件，新貧

（new poverty）係指「那些在快速邁向富裕之落後者的貧窮」（a poverty of low 

aspirations among people who had been left behind in the rush to affluence）；這些低

成就落後者，Harrington 稱之為「被拋棄的人」（the rejects）。對這些人而言，技

術革命不僅沒有帶來好處，反而將他們從新就業模式中排除（引自黃志鑫、林志

鴻、林昭吟 2003）。新貧（New Poverty）時期對貧窮現象所強調的是，致貧因素

原本就具有著複雜性和異質性，再加上工作者所面臨的就業不安全感，以及貧窮

者在結構上的顯著轉變等等因素的探討，進一步地開啟了英美等自由主義國家關

於工作貧窮的研究。 

  吳珮瑩(2005)在研究中所談及的，對美國而言，「新貧」問題主要是指在一

九八０年代之後，貧窮人口的大幅增加（特別是相對貧窮），以及貧窮人口組成

的特徵改變：除了新貧人口中的女性單親家庭和無家可歸者以外，還包括為了降

低失業率而造就的許多隱藏低薪工作窮人（working poor）。不僅如此，她更進一

步歸類出，造成失業的原因是因為不穩定就業使得失業率提高，失業人口的結構

比例多半為青少年，而之所以問題會如此嚴重，則是因為這些失業的時間，都是

長期的。由此可以知道，一旦落入失業的陷阱之中，時間一長，將難以擺脫貧窮

的狀態。 

  許多人認為，提到貧窮就無法不去注意到社會排除的問題。的確，在吳珮瑩

的論文中提到排除的概念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狀態，指出在社會關係中被烙印或

是負向的態度，無法融入在與他人不同的社會連結中。社會排除主要有三個典型

的不同面向（引自Choffe, 2001: 207）：    

1. 在經濟面向，包含了失業與沒有工作機會，長期或不斷重複處於收入不足的狀

態下，是判別貧窮典型的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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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知道或不會使用社會、公民以及政治上的權利。 

3. 在社會關係上，所描繪的是一種社會底層的形式，他們遭遇經濟上的危機，以

及缺乏由個人、家庭或社會群體中所產生的權利的一種狀態。 

  由此上幾篇可以知道，新貧問題不僅止於台灣社會。在歐美以及各個國家似

乎也面臨這樣的窘境。而新貧問題值得注意在於，它往往是伴隨著失業或是社會

排除這些情境。而家庭結構以及其他的社會因素也可能造成新貧的出現，這雖然

是一個新興的議題，但卻值得世界各國的人注意以及關心。圖為美國、法國以及

台灣對於貧窮、新貧、舊貧的比較，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新貧在各國的狀況皆不

同，當然政府必須因應的政策也無法移植他國。 

 

資料來源：羅婉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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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國內新貧之相關研究 

       2.3.1   國內對於新貧的專家論點 

  在表格中，可以清楚的發現，從過去至今，對於貧窮的定義越來越難。而也

在社會的快速變遷中，家庭型態以及勞動市場的轉變，不僅僅是就業型態轉變，

人口特質也與過去大不相同。 

 

資料來源：吳珮瑩（2005） 

  的確，很多學者為此紛紛發表了許多相關的文章，不只是將矛頭對準全球化

所帶來的衝擊，也試圖尋找責任歸屬。以下蒐集了幾篇文章，試著從經濟的角度、

全球化的趨勢下以及社會層面來看現今的新貧問題。 

1. 李紀珠（2007）在文章中認為，政府心向優勢權貴，漠視弱勢族群困境的資

源分配方式，加重台灣近年貧富不均及社會階級流動停滯的現象。使近六年，

低收入家庭戶增加三萬，而每五個貧窮家庭，就有一個陷入二代的貧窮循環。 

2. 薛承泰（2007）M 型社會係指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富者在知識優勢中，大賺全

球的錢，財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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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而淪落到下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M 的左邊是低收入者，右邊

是高收入者，兩者人數會越來越多，中間的中產階級人士則越來越少，在中

間這塊，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字型一樣。…因近年來台灣的一般薪水階

級收入原地踏步，可是油價節節上升，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漲，子女

的教育與養育成本更是令人吃不消，愈來愈多人自認為是所謂的「近貧階級」

（near poor），如果因就業不穩定乃至於失業，還可能成為「新貧階級」（new 

poor）。…由於 M 型社會乃是個趨勢的描述，正確的說法應為 M 化的社會型

態。換言之，如果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原本接近一個鐘型（常態分配曲線）

或倒 U型，那麼中間部分比例逐漸減少而令兩端凸起，即是 M 化。然而中間

部分比例減少，並不一定會均勻地推向兩端。…台灣當前除了傳統的「貧窮」

有增加趨勢，更重要的是「趨貧」（approaching poor）或「近貧」（near poor）

現象的存在。當大量的中產階級的收入沒有隨著物價上升，家庭日常生活費

用以及子女的養育與教育成本又不斷提升，負擔與壓力一旦持續下去，中產

階級將逐漸「普羅化」，甚至向貧窮靠近。一旦家中主要負責家計者，失業、

欠債、生病，家庭即易陷入困境；可是現行的社會救助對於此類的「急難」，

能發揮的功能相當有限！…。 

3. 鄧欣怡（2007）。經濟成長率的數字雖然十分亮眼，導致執政黨沾沾自喜，

可是大多數位於 M 型社會底層的民眾可能高興不起來，因為 07 年 10 月與民

眾息息相關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高達 5.34 ﹪，創下十三年來的

新高。…對於Ｍ型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而言，經濟成長率的數字再高再亮眼，

但是如果薪水沒漲，工作沒著落，物價飆高，那麼高經濟成長率一點意義也

沒有。 

4. 王順民（2007）。基本上，無論是原始的抑或是調整後的所得差距倍數，應

該要正視的是貧富差距背後所可能隱含的累積性、滾動性以及多重性的發展

後果；連帶地，對於所得差距之形成原因、經驗事實以及構造影響，三者之

間的貫通與串聯，理應要有通盤結構性的深究、討論，否則，漂亮數字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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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直指的還是一種不斷深層、惡化的人身剝奪感受。…這也使得取得中低

收入資格的『舊貧』、接近中低收入標準的『近貧』以及深感所得不穩定和

經濟不安全的『新貧』等等的貧困現象，是有可能將台灣地區的 M 型社會從

高狹峰朝向低闊峰的分佈型態前進…。 

  國內雖有許多學者對於新貧提出了想法以及觀點，但卻可以明顯發現對

於社會衍生問題的注意，卻始終難以排除政治因素。查詢關於貧窮問題的文

章，執政黨的智庫對此多半閉口不提，而在野黨的方面卻和執政黨大相逕庭。 

  不論政黨為何，我們都必須承認，貧窮的問題已經變形。它的型態已經與以

往大不相同，當然，政府也就不能再以過去的應對方式來敷衍這些問題。筆者在

此雖然可以發現對於新貧問題的產生許多學者以不同的角度來解讀以及提出建議，

或許有些很難不帶以些許的政治色彩，但也可以發現不只是數字會說話，現今所

面臨的局勢也是如此。 

       2.3.2   國內的新貧問題現況 

  關於直接研究國內新貧階級的肇因的論文，實在有限。本文找到間接提及關

於新貧階級問題。以吳珮瑩(2005)所整理出的新貧問題是由家庭型態、勞動市場

以及社會政策三者交叉變化所產生的產物。故由家庭以及結構性失業找到許多相

關的文獻。面對這樣一個新貧人口攀升的時代，有些學者甚至ㄧ語道出了『一個

國家，兩個社會！』。對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新貧的問題實際存在於社會之中，但

卻難有完全根除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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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新貧相關定義 

2.4.1  新貧與全球化 

    新貧與全球化：何謂新貧？在歷史上，每一次的新貧問題都與資本主義的發

展息息相關，第一波是商業革命，第二波是工業革命，而第三波新貧則肇因於全

球化、資訊革命與後工業時代的社會結構轉變。一九九八年，歐洲知名社會學者

迪克森（John Dixon）和馬夸洛夫（David Macarov）就指出：「一種全球性貧窮，

正透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社會經濟效應而逐漸形成。」此刻的新貧議題，正是歷

史上的第三波貧窮，它正影響著地球村的各個角落。二十年前，它率先衝擊歐、

美各國，現在，它登陸台灣，即將顛覆大家過去對貧窮的認知。除了標準過苛外，

一個相當弔詭的邏輯是，在計算家庭是否符合低收入戶標準時，只要是有工作能

力的人，政府都以基本工資計入家庭收入，但其實，他們是沒有收入的。如果你

要尋找台灣的新貧面貌，無法在低收入家庭裡發現他們。問題是，這條貧窮線（低

收入戶）的制訂標準是以政府的社會福利預算考量，與實際狀況有極大差距。曾

經參與台灣貧窮線修訂的林萬億估計，台灣的新貧階級的比率，早已超越五％，

是絕對貧窮人口（低收入戶）的六．六倍，但這群新貧卻沒有機會進入救助系統。

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指出：「這群新貧階級是台灣最苦、最窮的一群人。」因為，

這群新貧階級八成以上，被排除在社會救助體系大門之外。 

2.4.2新貧與社會排除 

    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由法國學者 Lenoir 於 1974年提出，是一個多元

的概念，它不但含有經濟資源上的長期匱乏，尤為關注的，是人在社會關係上、

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參與上被長期隔絕的狀況.這種可稱之為個人長期無法實現

的某種能力和功能的匱乏（Sen,2000），不僅可能導致經濟貧困，甚至使被排斥者

不能享受到公民地位(citizenship)所賦予的公民政治及社會權利（Room,1995；

Atkinson,1999）。而這種權利不可能依靠提供經濟援助和保障救濟來賦予。影響社

會排斥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缺少工作機會、低學歷、缺少技能、體弱、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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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政治和社會參與等因素相互惡性影響，導致社會關係網路喪失而陷入邊緣困局。

近年來，歐洲學術界在社會政策的研究中非常重視社會排斥概念，凡有關貧困及

社會不平等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投向反對社會排斥，增加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

上。 

2.4.3 新貧階級與新貧族 

    新貧階級：瞿海源（2005）1970年代末期，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讓富

裕社會中出現一群社會邊緣者，由於不穩定的就業、家庭結構的變遷與社會保障

的限制，因而出現了新貧問題（New Poverty），這群新貧者包括失業者、就業不

安定者、單親家庭、遊民等，而此一族群又稱之為新貧族。 

     2.4.4  新貧與工作貧窮 

    工作貧窮（working poor）：是勞動底層的弱勢工作者，亦可稱之為低收入者、

低薪工作者、低度就業者、弱勢者。由於他們是最底層的工作者，因此勞動結構

的變遷都將直接衝擊到他們。Miller（2002） 

         2.4.5  貧窮女性化 

    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由Diana Pearce 提出的概念，近三十年

來學術界累積許多貧窮女性化的討論。由於貧窮女性化一開始是描述貧窮女性比

例偏高的現象，故並無明確的操作型定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5年提出「貧

窮女性化」的觀點以表達貧窮在階級之間所出現的差距外，更提出就兩性之間在

取得資源差異而引申的貧窮問題。有關概念亦有效套用在現今香港的現況，包括︰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於貧窮的處境，在貧窮人口中，女性的數字比男性高；全球

以女性為戶主的家庭普遍以比男性為戶主的家庭貧窮；貧窮是一個循環︰當女性

因種種社會因素而陷於貧窮時，除非婦女處身的社會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平權

政策助婦女脫貧，否則這個家庭要離開這個貧窮循環比較困難，而且不單只婦女

個人面對貧窮，而是婦女的下一代亦會因缺乏社會支援而繼續處於貧窮狀況。（王

德睦、何華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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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 

台灣新貧是絕對貧窮人口的六台灣新貧是絕對貧窮人口的六台灣新貧是絕對貧窮人口的六台灣新貧是絕對貧窮人口的六‧‧‧‧六倍六倍六倍六倍 

目前這群新貧族最具代表性的三個族群就是：低薪的貧窮工作人口（working poor）、

有工作能力卻失業的人口，以及女性單親家庭。以下試著以幾個實際的例子來簡

述目前的新貧問題： 

陳進義陳進義陳進義陳進義，，，，賣命卅年賣命卅年賣命卅年賣命卅年，，，，遭資遣遭資遣遭資遣遭資遣        原以為是鐵飯碗的工作沒了原以為是鐵飯碗的工作沒了原以為是鐵飯碗的工作沒了原以為是鐵飯碗的工作沒了        現在最現在最現在最現在最

欠缺的欠缺的欠缺的欠缺的，，，，不是錢不是錢不是錢不是錢，，，，是希望是希望是希望是希望！！！！    

林定娜林定娜林定娜林定娜，，，，卅四歲卅四歲卅四歲卅四歲，，，，單親媽媽單親媽媽單親媽媽單親媽媽        經營五股家具工廠倒閉經營五股家具工廠倒閉經營五股家具工廠倒閉經營五股家具工廠倒閉        擺麵攤月入擺麵攤月入擺麵攤月入擺麵攤月入

六千六千六千六千，，，，養五個小孩養五個小孩養五個小孩養五個小孩 

梅花梅花梅花梅花－－－－卅七歲卅七歲卅七歲卅七歲，，，，單親六年單親六年單親六年單親六年        前夫曾是年入百萬的工廠老闆前夫曾是年入百萬的工廠老闆前夫曾是年入百萬的工廠老闆前夫曾是年入百萬的工廠老闆        如今車如今車如今車如今車

布邊布邊布邊布邊、、、、打零工扶養女兒打零工扶養女兒打零工扶養女兒打零工扶養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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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工作的貧窮者 

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社會政策    

� 失業問題 

� 家庭問題 

� 心理健康 

� 債務問題 

� 住宅問題 

� 健康照護 

� 收入不穩 

低度就業者 

子女數多者 

單親家庭，由其是女性單親家庭 

低教育者 

新貧階級面臨的社會問題新貧階級面臨的社會問題新貧階級面臨的社會問題新貧階級面臨的社會問題    

1. 經濟問題 

2. 社會問題 

3. 教育問題 

4. 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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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蒐集方法 

一、主要資料 

(一)問題建構法 

(二)非參與觀察 

(三)觀察記錄：以敘述以及說故事的方式，先整理逐字稿內容，再擷取相關

需要的部分加以檢驗。 

(四)半結構性的訪談 

(五)問卷調查：社會判斷理論（Social Judgment Theory，簡稱 SJT）建構研究

的評估架構，進行抽樣問卷調查。 

二、次級資料清單 

(一)政府或半官方機構之刊物 

政府機關的相關統計數據以及研究，包含內政部社會司、地方機關的社

會局，或是智庫的資料蒐集。 

(二)早期研究 

� 主要蒐集一些在此領域研究頗富盛名或是有特殊見解的專家學者，

包含國內學者王順民、王篤強、官有垣、林萬億…等等，國外學者

有Amartya Sen…等等。 

� 相關的論文研究包含，吳佩瑩. (2005). 新貧問題與社會救助政策

的改革.…等等。 

(三)個人紀錄 

在此領域相關的資料蒐集以及書籍閱讀。 

三、調查方法選定 

� 社會指標研究 

� 半結構化研究 

� 個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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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樣本與母群體 

  對象設定為貧窮領域中的新貧階級，新貧階級在台灣目前約可以粗分為三大

人口群：包括了工作貧窮的人口、有工作能力但失業的人口以及女性的單親家庭，

而其中的有工作能力但失業的人又可以分為隱藏性失業者、低度就業者。 

母體：台灣的新貧階級的家庭 

樣本： 

1. 低教育者 

2. 單親家庭，由其是女性單親家庭 

3. 子女數多者 

4. 低度就業者 

5. 工作的貧窮者 

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在以上這五個新貧的群體中按照所佔的比例抽樣，

是依照母體的特性把他們分成幾個層級，然後以他的百分比抽取樣本當作研

究樣本。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採以質化研究以及以量化研究為輔，此外，本研究中所談到的研究方

法，將試圖蒐集整理台灣新貧階級相關的社會指標資訊以達到瞭解目前在台灣

呈現的新貧階級的相關問題，而國內外相關學說文獻也將有助於整理分析此項

研究的問題，也能了解到國內外學者對於新貧階級的看法以及研究。 

分析的技術將以因素分析方法以及三角交叉檢定法。此外，過程中也會資

料進行編碼，以開放式編碼進行，主要是將關鍵字、事件、主題…編碼，因為

企圖把大量資料濃縮成幾類；接著使用主軸式編碼，在這個部分會將焦點放在

先前的編碼主題，而較不是資料本身，最後是選擇性編碼，此時可以再一次的

掃描資料和之前的編碼。在研究開始至結束，研究者撰寫分析備忘錄來記錄，

由這樣的方式來重新檢視編碼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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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未來將更精確的去編輯以經濟面、社會面、政治面為重點的訪談，為求訪談順利

流暢以及嚴謹度，本研究暫擬定訪談大綱為下： 

壹、基本資料： 

個案身分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職業有無固定的居住地、

家庭狀況、家庭人口、子女數、家庭總收入、無就業能力人口、有無債務…

等基本資料。 

貳、心理層面： 

透過觀察以及詢問瞭解新貧造成的問題是否影響到訪談對象的心理健康。主

要詢問包括：失業或是其他成 為新貧階級的過程後，是否造成失落、抑鬱、

擔憂、焦慮、緊張…等等，而孩子是否因此而無法全心唸書或是家中其他成

員是否無法專心做其他事情？ 

參、福利使用： 

是否有使用福利服務以及福利使用的項目、使用的頻率以及福利的來源為何？

在使用福利的同時是否會感到他人異樣的眼光或是有烙印化的現象產生？健

保有無？ 

肆、與外界的互動： 

成為新貧階級後，是否會影響到與他人互動模式？他人的對待方式是否有不

同的地方？而經由媒體的傳播過後，對於新貧的看法是否有無改變？ 

伍、對未來發展以及對政策的期望： 

是否有無規劃或是對於政府有無特別的期望？對於現今的對新貧階級政策有

什麼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