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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13歲的小傑被送到中途之家時，還有幾顆乳牙沒落下，個子清瘦、營養不良；他被

分配到十人一間的上下鋪，生輔老師管教嚴格，小傑卻滿足得露出可愛的小虎牙，

他說這是第一次感覺被人關愛。   

七、八歲懂事時，他就看著父母、兩個舅舅跟著阿公阿嬤吸毒販毒，大人們總呼朋

引伴窩在房裡，共用針頭與吸食器，屋裡充滿濃烈的塑膠味；狂歡後，歪斜的針

頭、乾漬的血跡，就由家中唯一清醒的小傑善後。小傑說：「他們一旦這樣做（吸

毒）我就很不喜歡；安非他命、海洛英、大麻，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人會管我，我就

等於一個人，像鬼一樣⋯⋯。」  

全家6位大人在過去幾年間，因販毒相繼入監，被通緝的阿公最晚入獄。有長達3年

的時間，阿公「跑路」到外縣市避風頭，小傑白天上學，晚上就與阿公會合，早上

再由阿公送回學校。這讓他上課總無精打采，時而中輟，而當阿公也被逮後，他就

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   

失去家人照料的小傑，來到一所專門留容國中中輟生的學校，在這裡他遭遇到與他

生命經歷一樣艱苦的少年：A的父親長期失業後酗酒不顧家庭，的外配母親被父親

家暴離異，C幾乎被棄養，為生存曾偷竊、討債。  

台灣有一群少年，正過著和自己年紀極不相稱的生活，遭遇多數成人一輩子也未曾

面對的幽暗。他們之中，多數來自政府定義下的「 」。高風險家庭





105年度，高風險家庭通報數為27758戶，這些家庭裡有兒少人數42741名。但通報後只有約
三分之一會開案服務，正式開案數11182戶。資料來源／衛福部。

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

高風險家庭有複雜的成因，有的是父母入獄，無法照料子女，也包括照顧者因貧

困、失業、重病、罹患精神疾病等，無法照顧家中孩童；2004年開始，政府啟動

，為風險的兒少提供預防服務。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過去3年，高風險家庭通報數從2萬5千戶增加到近3萬戶數，牽

涉的孩子高達4萬3千位，這之中，12歲到未滿18歲的少年，就有將近1萬6千名。

而台灣每年還有近3千5百名風險更高的兒少，因家庭無功能，必須被送入安置機構

裡。 。這群少年如同活在欠缺家庭

失能與社會支援的廢墟狀態裡。他們是一群不被國家看到的存在。 

高

風險家庭的通報系統

台灣風險家庭下的少年，初步估計超過2萬名



資料來源／衛福部

長期關注高風險家庭的政務委員林萬億說，這些年台灣的高風險家庭數持續成長，

在通報前，孩子們早已傷痕累累，「我相信還有一些黑數沒有被通報。」  

活下去，都是一場搏鬥



沿著國道3號，距離熱鬧的斗六市，僅15分鐘車程，彷彿是個心跳停止的地方，沒

有活力的所在：青壯人口大量外移，留下老幼和失能者孤零勉力地生存著。   

16歲阿姚的家，是個縮影。   

走過堆柴的大院，屋子裡巨大神明桌上頭擺著關公、媽祖、千手觀音、唐三藏等神

明，牆頭紅紙寫著「朝朝暮暮神降臨」。房子到處龜裂，陰暗處蜘蛛結網。阿姚領

著我們到他的房間，唯一的燈泡連著電線頭搖晃空中，裡頭一團黑，書桌上擺著刺

青機和一瓶開封喝去半罐的烈酒。   

阿姚的母親四十出頭，跟5個男人分別生了6個小孩；做乩童的阿祖和姨婆負責照顧

這群同母異父的孩子。他從小被放養自找生路，小四時就與家庭背景相似的同伴瞎

混，跟著「會館」出陣頭。   

「我早餐沒錢買，沒路，就去會館，去一次（陣頭），擋得了一禮拜，」他說，每

次出陣頭8百或1千元的紅包，夠他吃飯、抽菸、買酒。長期扛轎，他的背厚實而

拱，卻也壓縮了身高。   

農村的早婚、複雜的婚姻、重組的家庭、脆弱的經濟⋯⋯，阿姚只淡淡說：「我

，很衰，出生在這種的（家庭）」。他右上臂刺著八爺，左手虎口刺著他

誤以為很酷的納粹標誌，經常露出防禦的眼神。他喝酒抽菸拉過K，曾因拿磚頭傷

人、結夥械鬥，短暫進了少年觀護所。他用身體對抗自己和社會，抗議生命裡囊括

的不幸。   

來自雲林的 ，是少數理解在脆弱家庭成長是什麼模樣的成人。父親在他

8歲時過世，不識字的母親一人做工幫傭扶養5個子女，劉建國還記得他得負責騎腳

踏車到廟裡領紅包、棉被、米和醬油，他求學階段被歧視，目睹母親被欺負，「那

時的我，其實就是高風險家庭的孩子。」   

哪

會按呢

立委劉建國

https://www.facebook.com/liucnko.fans/


那不單只是窮困，那種困是「負」的，負到當少年有一點行為能力時就得扛，或是

想逃。   

過去20年，這個問題在惡化中，劉建國觀察到，雲林增加了「三多」：單親外配

多、隔代教養多、失業者多；他們共通的處境是近貧。他說，雖然家貧不一定失去

功能，但只要主要照顧者罹病或失業，整個家就深陷困頓，「而且在六都之後，城

鄉差距，愈差愈大，愈來愈恐怖，愈來愈離譜。」  

為金錢憂慮的百元少年

不只離島或偏鄉，都市邊緣也有為數不少因家庭脆弱、欠缺照顧，而在街頭自求生

存的少年。在新北市蘆洲和三重，和台北一橋之隔，就聚集了一群「百元少年」。   

擔任社工17年，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主任侯雯琪這麼形容他們：每天靠100

元過活，早午一顆茶葉蛋外加豆奶一罐，晚上一大碗滷肉飯配上免費的湯，偶爾到

少年之家或非營利組織飽餐一頓；也有孩子在便利店的貨架下，撿拾客人掉落的零

錢。   

現在21歲的嘉妤在中學時就是百元少年的一群。瀏海齊眉，臉龐稚嫩，21歲，已是

5歲和2歲孩子的媽媽。   

嘉妤的父親是個水泥工，長期向母親和她施暴，失業後更成天酗酒，「他常捶我肚

子，拿我頭去撞牆。」於是，她自14歲便翹家、被學校報中輟，高二那年她半刻意

的懷孕，奉子成婚，她說：「明知道這條路（早孕）不好，但為了逃離原生家庭，

腿斷了也要爬過去。」今年，嘉妤的父親因多重疾病過世。她說，父親的死，叫她

感到解脫。   



年輕時結下的婚姻不如想像美好，婆婆經常給嘉妤臉色，而她的年少丈夫戒不掉交

友軟體，玩心重，兩人去年離婚，但沒有足夠的學歷和經驗，工作不穩，無處可

去，只能暫住前夫家。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每年約有900位15-17歲小媽媽們，但生育後繼續就學者，

不到四分之一。 



資料來源／兒童權利公約民間監督聯盟，《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侯雯琪經常和社工走入撞球店、機車行、公園，在社區裡發現像嘉妤這樣處在風險

裡的少年少女。她說，這群少年少女的父母們多半從中南部或東部，一路往北，遷

徙到新北找工作，「多數開貨車或在工廠加班，夫妻兩人或單親一人撐全家家計，

連睡覺時間都不足，更無能力教育孩子。」

林萬億說：「我們ㄧ年生不到20萬個孩子，生都那麼辛苦，我們為什麼不能讓每個

孩子都獲得好好的成長？」   

當中產家庭的少年開始各式的學習和體驗，甚至護照上蓋滿遊走世界的印記，積極

探索自我，為成人生活和職涯累積基礎，那群沒被偵測出、無法好好成長的少年，

跑去哪裡？   

台灣社會對少年的想像匱乏，總以為少年不是在家裡、就在學校裡受教育，事實上

他們經常散落在社會邊緣的角落，甚至早早進入勞動體系，養活自己。  

貧困而落入童工之門

他們之中有的為了糊口，有的為了脫離家庭施加的暴力和壓力，被迫成為童工或少

年工。《報導者》採訪了這群少年童工，他們或在農場／工廠裡搬運、做水泥工助

手、裝潢助理、舉牌人、婚宴廣場服務生、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便利店店

員⋯⋯。   

例如在凌晨2點的雲林西螺果菜市場，有鄰近嘉義或遠從台東來的少年，跟車到農

地搬菜，天亮前載回西螺，一趟千元起跳；在口湖鄉，我們遇到幫阿嬤串蚵的女

孩，她腳踩鑽孔機在蚵殼上打洞，每11個蚵殼成一串，每串1.8元。  



其中一位因生計離開學習軌道的女孩佩芸，特別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父親少了一條

腿，母親是外配，全家近貧但申請不到中低收，於是她未成年就開始打工；大學時

為了白天工作，選讀夜間部，但半工半讀讓她疲憊不堪，唸了兩年便休學，如今在

泰式按摩店全職。每個月，她得按壓40個陌生客人的身體，勉強拿超過2萬1,009元

的最低工資。「我們常躲在門簾後頭看上門的客人，有次遇到一個110公斤的客

人，心想完了，果然，按壓完，我自己也散了。」   

談到日本偶像團體傑尼斯和作家夏目潄石時，佩芸才迸發青春語調說，想在白天讀

書、想存錢去日本⋯⋯，但開心念頭稍縱，心底絕望就出現：「討厭別人跟我說不

要放棄、人生美好要積極⋯⋯那是看不見我們底層人生的處境。」   

還有一群少年，完全逸出法律規定，在勞動體系裡被雇主或工作環境剝削。   

9月初，距離夏日播種期已過了兩個月，農田作物需要養護與施肥；凌晨4點多，17

歲的土豆正準備到農民的田裡，為他們代噴農藥。今天的作業地點面積九甲，三人

一組，搭配一台農藥車；土豆是團隊裡最年輕的，15歲開始農藥代噴，他的夥伴們

20出頭，也從未成年開始了這份工作。他們多數時擔任助手拉管線，偶爾負責噴

藥。   



從事代噴農藥工作的少年土豆。（攝影/余志偉)

厚重白濛濛的霧，罩著綠油油的田，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們身在虛無飄渺的山野

間，存有幾分浪漫。其實少年身上揹著200多公尺的長管，沒有口罩和任何防護措

施，管子裡噴出的是他們親手調配的農藥水。   

這些年，雲林有全台為數最多的農藥車，全是少年當家，代噴範圍到桃園、彰化、

嘉義、南投。少年速度比老農俐落，小腿肚在崎嶇水田裡也能快步移動。「老班都

被我們打掉，他們做的速度太慢了。」土豆有個肥肚腩，長相比實際年齡成熟許

多。   



早上9點收工時，土豆沾滿泥土的雙手，數著千元大鈔，噴一分地每人能領上60

元，今天九十分地，他賺進5千4百元。

但看似很好的收入，卻是他用命換來的。   

土豆的家是早期以米糠、牛大便、蚵粉混合一起，用竹片建成的老房，房子一隅有

個廢棄的灶。父母很早分開，母親不在身邊，主要由阿嬤扶養；15歲那年，中風的

父親、阿嬤相繼過世，剩下一個也在做粗活的哥哥和失業的叔叔。他很早就得自

立。   

土豆的高中會考成績有4，原本可以讀上公立高中職，但家貧沒錢付學費，無法升

學，得想方設法養活自己：他鋪過校園PU跑道、到高海拔山上搬菜、在工地裡運水

泥，「很恐怖，有時連鷹架都沒有，直接放個鐵架讓我們走。」他說。   

農藥代噴是高風險的工作，不少老農的肝硬化與農藥代謝不掉有關。我們訪談曾在

這一行待過的少年，他們不清楚農藥是否傷身，但他們代噴後，常感到全身灼熱、

想吐，洗完澡後昏睡到隔天。   

土豆的確中毒過一次。 他回憶起，「有天突然下大雨，下雨後馬上出大太陽，身體

整個縮起來。我就推著繩索，邊推邊吐。」那次他到診所吊點滴「解毒」，之後他

不敢多想噴藥的影響，「不知道耶，現在還年輕吧。」

當台灣主流社會高喊著為下一代累積競爭力，卻很少意識到有為數不少的少年少女

們根本沒有選項。他們生活中缺少榜樣和文化刺激、欠缺人脈網絡和社會資本，最

後賣體力、賣身體，甚至賣尊嚴。   

不論是國際或台灣，多年前都明文限制童工的工作條件。國際勞工組織（ILO）八

個勞動公約裡，就有兩個 ，以避免身心尚未成熟的少年，過早耗盡體力童工公約



或被人利用。台灣《勞基法》的 則為童工專章，其中明訂未滿16歲受僱工作

者為童工，有嚴格的工作限制；18歲以下也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 

沒家人照顧、也沒有錢學一技之長的土豆，從15歲開始當起童工，這些風險的工作

讓他攢了錢，添了冷氣、床墊、二手車，也為他窘困的人生，贏回些許尊嚴和安全

感。（編按：在截稿前，土豆告訴我們，噴了兩年農藥，他決定離開這一行，另覓

一份安全穩定的工作。）  

只要活下來，這群少年們沒想太多，他們沒意識到自己成為勞動市場裡的羔羊：經

常深夜工作、工作超時、不達基本時薪133元、鄉村普遍沒有勞保。我們為此詢問

雇主，大多數拒訪，只有一家雇用多位少年的鮮蝦冷凍工廠老闆，大談他如何給清

貧少年機會；但採訪後一位女孩簡訊告知我們：「時薪100元，比想像低很多，而

且出貨時常加班到10點。」   

目前台灣並未調查童工與少年工的勞動力情況，唯一管道是用勞保去勾稽。《報導

者》向勞保局調閱2016年9月的數字（不含建教生人數），未滿18歲投入勞動市場

的有31456名，其中 有2921人。過去5年，每年同時間（9月份），都

有3萬名以上的少年工和童工。這數字不包括未投保，難以計算的 。

事實上，雇主一旦使用童工或未滿18歲的少年工，都必須提交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

與年齡證明文件，同時得附上工作計劃，確保其未執行高風險工作。但一位六都勞

動科長告知，縣市勞動局處除了抽檢學生暑期工讀情況外，沒有針對童工的勞動環

境檢查。而另一位執行童工業務審查的科員私下表示，他從未實地勘查童工的工作

現場是否安全，「我蓋那個章都是在不了解情況下蓋的，內心有點不安。」   

過去一年間，以 為主的民間團體發現，少年在勞動市

場被嚴重剝削。但政府部門似乎視而不見。由於台灣是聯合國人權兩公約的簽署

國，2017年1月，在聯合國委員首次赴台關切少年勞動審查現場，當時勞動部回應

竟是：「台灣未滿18歲的兒少從事勞動的人數很少，且現行制度完備。」   

第5章

未滿16歲

黑數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ParaDeatil.aspx?Pcode=N0030001&LCNOS=++44+++&LCC=2
http://www.youthrights.org.tw/


長期研究勞動市場的文大勞工關係系教授李健鴻就批評：「台灣最糟糕的是，沒有

童工調查的數據。幾十年來，不調查，不重視，童工是被掩蓋的議題。」  

從中產思維和升學系統逸出

經濟的負擔，混亂的家庭氛圍，這群自立少年，有為數不少的人早在小學四、五年

級，課業就落後；太早的勞動，累積的社會化和疲累，讓他們很早脫離學習的軌

道，陷入惡性循環裡。   

成大資訊工程系教授蘇文鈺，從2014年起帶著大學生走進嘉義東石布袋，教中小學

生寫程式，他說進到偏鄉就受到震撼教育，一般國中生早該會的簡單的單字，如

「read」、「write」都拼不出。他說：「我們太重升學和分數，習慣教育習慣照顧

前三分之二的人，那後三分之一的多半被放棄，他們連好好念書的基本權利都無法

享有，更遑論生涯規劃、完成夢想。邊緣學生幾乎被放棄。」（相關報導：〈

〉）

他直到進了東石，才知道面對這群可能沒飯吃、家裡有情緒困擾、父母未教導紀律

的孩子，他們必須扮演「第二個媽媽」的角色。於是，他給授課老師們的兩個

KPI（指標），都與成績無關，而是：學生要覺得課堂好玩、得帶好吃的食物讓學

生吃飽。他說，這樣才不會丟掉孩子。   

脆弱家庭的小孩，如果學習不利，又沒遇見重要的他者，拉自己一把，就容易中輟

中離。教育部統計中，台灣104學年度中輟的國中生有近4千名，但到了高中，中離

生的人數卻超過2萬3千名。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分析過，12年國教後，雖然高職學費全

免，但雜費、實習費、書簿費等費用加總，就讀私立高職的學生，每學期費用也落

在7千到1萬5千元。不像九年義務教育的強迫入學，這群家困的少年中斷就學的情

【教

育篇】學校KPI為何讓少年們脫隊？

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risk-youth-zero-dropouts


況，看來從國中往後（高中）遞延而已。不幸運的，失學失業，落入地下經濟，甚

至犯罪。   

過去10年（2006年到2016年），台灣少年的犯罪人數並未隨少子化減少，在詐欺

和毒品交易這兩項，少年犯罪成長率各增長250%以上。

我們和二、三十位曾進入少年觀護所、以及進到黑道經營的公司／會館的少年們訪

談，他們身上有各式從小型到大型的犯罪：偷竊、搶銀樓、討債、販毒、重傷害、

殺人罪。在他們的人生中，很少人教導過他們何謂風險與界線。而原生家庭的根基

不穩，哪裡願意收留接納他們，他們就容易在別處生根。（相關報導：〈

〉）  

諷刺的是，法務部每一年花在少年矯正機關的經費達7億7千萬元，相較之下，政府

投資中輟中離生的教育才兩億元、弱勢少年職訓每年也僅僅約4千多萬元。

社會的中產思維只看得到升學教育常軌裡的少年，但邊緣少年幾乎活在另一個平行

世界。  

被退貨的少年

《 》（簡稱《兒少法》）已實施6年，目前中央與地

方政府對處於風險中的少年，推出各式政策與服務：衛福部與縣市社會局處所搭起

的高風險家庭通報、司法體系對非行少年的安置、教育體系對中輟少年的照顧、勞

動體系對弱勢少年提供的職訓等。   

面對處在邊緣的少年，整個系統的反應相當過時，且充斥盲點。   

首先，台灣幾乎是轉過頭去，不看見邊緣少年的困境。   

【江湖

篇】幫會裡的少年兄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risk-youth-join-gangster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


一旦少年或他的家庭被標籤成一個充滿麻煩者，就極容易被學校、安置機構「退

貨」。   

創辦人洪錦芳經常審視台灣各地安置中心，發現有安置

中心會「選孩子」，「對小四以上的孩子，敬謝不敏，因為兒童討人喜歡，容易獲

得募款。」而台北地院少年法官蔡坤湖也多次為被列入保護管束的少年轉學，希望

少年重新開始，但每回接手的學校只要看到案底，都會提心弔膽，甚至用各種軟釘

子要學生離開。   

相較社會用最簡易的方法隔離邊緣少年，鄰近的香港，卻是很主動地找出不被家庭

和學校接住的少年們。香港目前已建立數百位24小時的外展社工，甚至香港社會福

利署過去幾年，撥款成立網上外展隊伍，為的是向外找出潛在的邊緣少年。（相關

報導：〈 〉）

《報導者》前往香港調研後發現，一開始香港是很功利地思考少年問題。他們認

為，這群人是必要的勞動力，如果不能早點挖掘這群隱蔽和失落的少年，並協助他

們發展能力，最後社會要花費更大的力氣，解決危機。   

除了普遍的視而不見，台灣另一個巨大的盲點是，在少年政策上，政府各部門未能

勇於認事，以「殘補式」、「充滿形式主義的KPI」來解決問題。由於問題核心經

常源自家庭，又同時牽涉少年的發展，自然是以衛福部為核心，輻射到教育部、勞

動部等部門。   

但以運作了13年的高風險通報系統為例，林萬億不諱言，光是衛福體系，就因政府

員額有限，大量外包高風險家庭的服務，造成公務體系社工與外包社工間角色的混

淆，內外整合困難，此外，橫向連結更形欠缺。   

例如，當體制外的社工如果發現家庭風險核心，源自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是否能

順利中介醫療治療？若核心是家長失業，能否能協調勞動局處協助？若孩子因家庭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香港篇】社工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http://www.childrenhome.org.tw/
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risk-youth-hongkong-solution


而學習狀況不佳，社工能否進入學校與老師溝通？   

林萬億說，就他了解，社會局處一旦外包，就認定「這是 （指外包社

工的事）」，結果是沒人承擔和問責，電腦紀錄顯示著「任務完成」，「我們看到

的不是這個孩子有沒有被解決的問題，而是這些單位可不可以找到excue（藉

口）。」 （編按：「已被開案」、「曾被家訪」成了孩子一旦出事時，政府的藉

口。）

政府有些方案較為積極，例如透過職訓，提供少年能有及早自立的條件，可惜只做

了一半。   

以落實9年的「 」為例，是政府針對18歲以下的中離生，順利過

渡到就業的職訓計劃，由青輔會（教育部青年署前身）每年投入約4千萬；學生在

上完4個月的課程後，會被安排兩個月的職場見習，這段期間，由雇主培訓少年學

習一技之長，也支付受訓學生兩個月薪水，讓他們在受訓期無後顧之憂。   

但對比每年2萬3千名的中離生，參與「少年On Light」的人數每年約250人，數字

間出現巨大落差。承接計畫的第一線社工告知，問題出在課程，「（4個月）上課

期間沒薪水，對這群學生來講，賺錢很重要，有學生跟我說明天有人找他出陣頭，

一天有伍佰塊，他就去了，就不會來上課了。」 而政府的課程設計不太符合少年就

業的迫切需求。「它的就業準備課程有200個小時，同樣在上法治教育、性別平

權。」葉大華認為強調上課的傳統教育思維，忽略這群揹負生計的少年，需要的是

確保未來有一技在身的工作。   

恁家的代誌

少年On Light計畫

https://www.facebook.com/youthonlight/


邊緣少年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增能；政府和社會必須提供合其所需的政策，為他們打開機

會之門。(攝影/余志偉)

舊計劃留不住孩子，政府便急著提出新計劃，把這群邊緣少年越推越遠。 2013年行

政院組織整併後，青輔會降級併入教育部成立青年署，今年起將原本的「少年On 

Light」改為「 （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劃）」後，新的作法是：

取消中離生的職場見習計劃。  

未未計劃

http://www.yda.gov.tw/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SiteID=563426067575657313&MmmID=563620315251555725


曾擔任教育部外聘督導的輔大社工系教授林桂碧認為，這恰好突顯了教育部的本位

主義，「他們現在推12年國教，要降低中離生的數字，當然就會希望學生都回學校

上課，就業就不關他們的事了。」   

「未未計劃」上路後，讓不少老師急得跳腳。原本的「少年On Light」雖不完美，

但保障就業，還有誘因吸引需自立的少年。但取消就業協助後，「我們找到這群孩

子，只讓他們上固定的課程就結束了，那他們以後該怎麼辦？」承接中輟中離生近

20年， 主任游美貞的語氣中，止不住擔心。   

青年署職場科科長高蘇弘解釋，教育部還是主要負責在學校裡的學生，這群少年如

果有就業需求，可轉由各縣市勞政部門協助。   

而勞動部門又是怎麼想？即便勞動力發展署曾制定辦法，將弱勢青少年明訂為

，但攤開勞發署的「弱勢青少年職涯準備計劃」，資源不多，每年參訓

的青少年才60多人，編列預算不超過400萬。   

鄰近的香港，同樣是為少年自立做準備，卻較有其前瞻性，他們結合公私部門，企

業甚至把培力少年做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共同為邊緣少年釋出真正有意義的工

作訓練和就業機會。   

從殘補到增能 從單打到整合

賽馬會資助的「Clap計畫」（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是香港目前最重要的職訓

計畫，他們預計5年內投資5億港幣，約20億台幣，與台灣相差10倍（台灣未未計劃

加弱青計劃，每年約4,400萬元，5年約為兩億多元），為失學、失業的少年提供生

涯規劃，開辦不到兩年，已有近3千名少年完成培訓。   

宜蘭得安家庭關懷協會

就業

扶助對象

http://www.dafamily.org.tw/


這是全港第一個連結公部門、企業以及學校的職訓計畫。負責計畫督導的香港浸會

大學社工系教授黃昌榮解釋，這和過去習慣的政府出錢、發給NGO團體執行的模式

不同，他們努力在兩者間加入專案管理的團隊。

黃昌榮是團隊的領導者，他要向出錢的賽馬會提供成效評估，也要為第一線的社工

培養即戰力，「所有社工對生涯規劃都沒有什麼概念的，因為這不是傳統社工提供

的服務，⋯⋯我們要去發展一套臨床技巧的課程。」   

擔任社工超過10年的高佩怡，她的頭銜是「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她

帶領9個人的團隊做到橫向連結，不只連結政府資源，還要讓香港上市櫃公司，例

如香港機場和航空公司等提供培訓機會，她說：「只要他們（少年）看到未來生涯

的發展性，就算培訓期間薪水少一點，他們都會願意參加的。」   

鏡頭拉回台灣。風險家庭下，父母跌入深淵，少年經歷各種排除、歧視，有些人靠

著意志力催到滿檔，不認命地把自己從廢墟狀態裡拔出來。   

「但這絕對是社會的責任，」政委林萬億不諱言地說，十多年來，高政府並沒有有

效地解決脆弱家庭的風險。   

林萬億緊接著說，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裡已編列了9億元的預算，主要是希望建立

一個以社區為服務基礎，跨部會協力家庭的「社會安全網」計劃；其中，社工人數

預計從目前的一千多位提高到約兩千位。這個計劃預計明年1月推出。   

即使明年安全網順利上路，這仍只是跨出一小步。   

除了跨部門得協力整合資源外，台灣社會對於邊緣少年的想像，必須有很大的調

整。因為這群少年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重新與社會和社群連結，他們也必須累



積能力，看到職涯發展的可能，重建對生命的信心。只有這樣，才有機會解除他們

如同廢墟的生命狀態，減少貧窮的世襲。   

社會有責任，讓這群少年，看見一絲希望。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人權 教育

廢墟裡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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