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財務支持青年世代團結





青年貧窮



貧富差距擴大

• 主計總處於今年4月29日公布民國110年家庭財富分配統計，全國
家庭財富由低至高，分為5等分，前、後20％的家庭貧富差距達
66.9倍，30年前是16.8倍相較。

• 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處長潘寧馨坦言，台灣貧富差距有擴大趨勢，
但他強調這是高度自由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 澳洲家庭貧富差距為93.1倍、英國109.5倍、韓國140.1倍、法國
627.4倍。





• 1991年台灣財富吉尼係數為0.47

• 2021年台灣家庭財富吉尼係數為0.606

• 澳洲0.611

• 英國0.62

• 日本0.678

• 法國0.676

• 德國0.727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



NUMBEO網站房價所得比

• 台灣房價所得比：22.1

• 在人均2萬美元以上國家區域排名第二高





• 根據歷年房價負擔能力統計資訊，20年來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增幅不到兩成，但住宅中位數總價漲幅卻逾兩倍。



今年總統大選三黨之青年政見

•民進黨
• 1.減輕高教學費負擔

• 2.百億海外圓夢基金

• 3.擴大投資技職教育

• 4.補助在職青年參與職訓

• 5.支持青年創新創業及地方創生

• 6.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

• 7.推動25萬戶社宅、25萬戶包租代管、50萬戶租金補貼

• 8.精進新青安貸款



•國民黨
• 1.鼓勵上市櫃公司提撥盈餘加薪

• 2.中小企業加薪扣抵稅額

• 3.基本工資調至33,000元

• 4.低薪上班族所得稅減半

• 5.就學貸款免利息

• 6.40歲以下首次購屋全額貸最高1500萬

• 7.租屋支出列入所得稅特別扣除額

• 8.推動租屋實價登錄及空屋囤房稅



•民眾黨
• 1.增加勞工家庭照顧假

• 2.推動AI人才培育計畫

• 3.政府輔導私立大學轉型

• 4.中小企業加薪扣抵稅額

• 5.社宅儲量未達5%前減少國有地標售

• 6.促使開發商承諾一定比例做為長期租賃住宅

• 7.房東租賃所得分離課稅

• 8.租屋支出列入所得稅特別扣除額





PwC《2024全球AI職缺動態調查報告》

• 從2019年至2023年職缺變化來看，容易被AI取代的職位如UI設計
（-46%）、Javascript工程師（-37%）、電話行銷（-37%）和電腦
繪圖（-30%）等職缺急遽減少。



人力資源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數據分析
• 光是9月就有5616人因AI技術失業，2024年全年總計1萬2742人被
裁員。截至目前，大多發生在科技業。另外，企業雇主招聘也正
在下滑，美國雇主9月計畫招聘人數為40萬3891人，年減32%。

• 這些跡象均表明，企業正利用AI實現工作自動化或降低勞動成本
等降低成本的措施，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提高獲利。









• 國防部長顧立雄表示，這不是遼寧號首次航經台海，但都在國軍
密切掌握中。他並說，按照聯合國的決議，中國封鎖已經是一個
戰爭行為，國際不可能坐視不管。





全球暖化

• 相較於工業化前，全球平均溫度已經上升近1.5°C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出的《2024排放差距報告》顯示，除非立即
且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否則本世紀氣溫上升幅度可能達到
災難性的2.6至3.1°C。





平均地表溫度









海平面上升六公尺會淹沒的地方



•預估全球本世紀海平面上升2.5公尺以上，而台灣
是全球平均2倍

•綠色和平組織認為未來30年台南市將淹沒426.65平
方公里，新北市則會影響75萬人，台北車站也會淹
沒







•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 1997年《京都議定書》

• 2015年《巴黎協定》

• 目標：2100年前，將全球均溫上升控制在1.5°C內





常民政治是解方

• 何謂常民政治？

◆一不當官、二不參選的普通老百姓，建立起參與及監督公共政策的機制。

• 由民間倡議，職業政客及政黨收割的模式最成功:

◆在現行的制度底下，政治人物自行提出倡議與改革的風險太高，媒體開放、
民眾易抗議

◆要推進政策的調整，更有力的推動模式是由倡議者負責倡議，與大眾持續
溝通、創造理解後由文官採用，進而降低其政治風險。



台灣有常民政治發展的條件

• 台灣是個島，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自主。

• 從戒嚴到解嚴的歷史發展。

• 台灣的規模適中：只要有1萬分之一的公民出錢出力，目的在為
公而非為己，就有成功的機會。



台灣常民政治的成果
以「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為例

•運作機構包括:
◆人本教育基金會

◆四一○教改聯盟

◆中華民國教育改革協會

◆全國教師會促進會

◆927搶救教科文行動連線

◆選教育當總統行動聯盟600個教育團體



經過：民間成功對抗政客！
• 1.1995年民間著手起草《教育經費管理法》

• 2.1997.7.16~18國民大會凍結了原憲法第164條

• 3.1997.9.27 民間團體遊行並在國父紀念館前發動 5000名師生戶外教學(罷課)

• 4.1997.11劉進興提出《教育經費國庫負擔法草案》

• 5.1999.12 李慶安、朱惠良、范巽綠等跨黨派提出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草案》

• 6.2000年「選教育當總統行動聯盟」評許信良、朱惠良為五組總統候選人第
一名；陳水扁、呂秀蓮為五組總統候選人第二名

• 7.選前兩天，陳水扁的競選團隊主動致電給教改團體成員，表示願意支持其
所提出「保障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GNP)百分之六下限保障」

• 8.2000.6 各教育團體要求總統兌現承諾，否則將與新政府決裂，同時發動大
規模抗爭

• 9.教育團體與主計長林全協商以政府歲入 21.5% 為政府教育經費編列下限





影響

•1.教育經費平均每 4.4 年增加約 1000 億
•2.台灣教育發展不會受限於財源短絀：過去二十
年來，新增的教育經費用來推動12年國教、降低
每班學生人數、增加每班教師編制、充裕水電、
網路與資訊建設、為國中小學生每班教室裝冷氣、
補助私立大學生與高中生學費、補助學前教育等，
各種教育改革的訴求從未因財源短絀而難以實行
•3.常民政治透過「行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
及「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參與教育
財政治理



《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可能造成的問題

• 《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三讀通過，中央政府每年將轉移3753 億
給地方，行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中爭端必起。

• 中央政府必然主張：循例， 24 個主政單位的教育經費應分擔數
公式的一大參數是自有財源，縣市的自有財源增加了，應分擔數
當然要跟著增加。



•請參與「教育財政人才培力工作坊」
並加入「教育財政人才培力聯絡網」



台灣常民政治的現況

•各領域都出現無以為繼的狀況

•解嚴世代已年逾六十，多半淡出社運

•青年世代生活較為困頓，又沒有政治壓迫需要團結
抗爭的強烈動機，微觀的社會運動頗為活躍，但少
見投入改變社會制度的宏觀層次



大齡世代可以做什麼？

•比起青年世代我們有多一點能自由運用的財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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