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安全

發佈：2011-01-27, 週四 00:19
點擊數：10236

何謂遊民呢？簡單來說凡是民眾有露宿街頭或公共場所的行為，就可以稱之為遊民了。但若依法
令來規範的話，以臺北市而言，依據臺北市遊民輔導辦法第二條所定義的則為： 

一、於街頭或公共場所棲宿、行乞者。
二、疑似罹患精神疾病、身心障礙而遊蕩無人照顧者。

      然而人民為何會變成遊民呢？就臺灣的遊民來看，推究其原因是非常複雜廣泛的，包括產
業結構、住宅政策、社福制度以致於個人因素等等，然而遊民人數的增加，不是急劇的暴增，而
是逐漸累積的。不像日本因為有1990年的泡沫經濟衝擊，造成大量遊民產生(尤其是從事建築的臨
時工)；或是韓國在1997年所遇到的金融風暴，產生的龐大失業潮進而讓遊民人數短期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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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遊民排隊等住宿）

（東京遊民排隊等餐點）
   

      所以整體來說，臺灣的遊民數量是以逐漸成長又緩慢減少的方式(死亡、安置、取得社會
福利或再就業等等)在累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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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臺灣，遊民的人數又以臺北市最多，這也與世界各國相仿，凡是都會型的城市裡，就
會有遊民的聚集。而臺北市的遊民，究竟有多少？還有他們爲什麼會成為遊民？又是如何在這都
市叢林裏，艱困的生存呢？這就要從臺北城的發展說起了。  

   
      一府二鹿三艋舺，就說明了臺灣早年發展的過程，而在臺北，萬華又是最早開發的，所以
相對也吸引了產業與人潮，而早年的一些找臨工的羅漢腳，和生活困難的行乞者，也就跟著往萬
華討生活了，也因為如此，在日據時代所成立的愛愛院，成為臺灣第一個照顧乞討者與遊民的庇
護所。  

  
      過去萬華是遊民聚集最多的地方，然而隨著臺北都市化的成熟；加上交通樞紐的臺北火車
站及其周圍的公車、捷運等公共設施陸續完成後，中正區已成為目前臺北市遊民聚集最多的區域
。根據筆者多年來服務中正區遊民的經驗，加上鐵路警察局的統計，中正區的遊民數量約380位
左右，其中尤以臺北火車站和周圍的公車站、商店街及公園最為密集，約有350位上下。而萬華
區現在則以龍山寺前的公園和周圍商店街為最多，過去統計約有170位，但若含其他零散的聚集
人數，萬華則約有近200位，在臺北市除了中正與萬華區為遊民人數最多外，另外大同區和中山
區，也有為數不少的遊民數量，粗估各約有近百位左右的人數，其他區域則都只有零星的遊民聚
集，數量上而言各區平均約在十數位而已。  

   
      總的來說，臺北市的遊民數量大約在八百至一千人之間，然而事實上遊民的統計，是無法
完全正確的，所以只能靠持續的長期追蹤和大約的估算。  

    
      值得一提的是，龍山寺前的公園廣場，因為遊民聚集的問題一直被社區居民所詬病，但事
實上，在公園長期使用的，還有當地的居民(有些是獨居老人、低收入戶、身障的朋友等等)所形
成的一個特殊的生活型態，像是跳蚤市場、路邊攤、六合彩簽賭、下象棋、聊天和休憩等長時間
的公園聚集，也是其他公園所看不到的居民生活方式，所以一味的說都是遊民在霸佔公園、影響
市容，確實也太過於汙名化了。  

  
      遊民過去的背景？因為遊民的平均年齡約在五十五歲左右，也就是說他們大部分是中高年
齡又低學歷，甚至是沒有一技之長的人，而所謂的沒有一技之長，並不是說他們什麼都不會，而
是這跟臺灣的產業結構的快速改變有關。過去台灣有許多的成衣業、加工業跟塑膠業等等，他們
需要的只是簡單的技術員而已，後來因為台灣勞工薪資上漲，很多公司不是往大陸或東南亞遷移
；不然就是用機器取代人力，而淘汰了他們。  

  
      而萬華區與大同區，則是過去擁有繁榮的光景，現在屬於較老舊的社區。那裡也有著過去
遊民工作過的歷史，例如大同區有名的打鐵街，就是很多車床、沖床工場聚集的地方。萬華區過
去印刷廠四處林立，但是隨著電腦化加上市場的需求轉變，這些行業也都逐漸沒落或是遷移了。
所以有些遊民朋友過去的工作經驗，也都接觸過這些類型的行業，甚至還因此受到過職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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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大同區的臺北橋下還有過去的龍山寺旁，都是臺北很有名的臨時工市場，而一
些經歷過建築板模經驗的遊民朋友，也曾為臺北的建設，付出過心力與歲月。  

  
      而在產業轉型或是轉移的過程中，其實並沒有很多人因此受到衝擊，而大量流落街頭。失
業---是人民變成遊民的一個重大衝擊；但是最終造成流浪的原因，則涵蓋太廣。筆者工作的經驗
下來，最常聽到遊民朋友在反省自己時，常會脫口說出兩句台語的俚語。一句是：「賺溜溜、甲
溜溜」；另一句則是：「少時不會想、吃老不像樣」。     

  
      點出流浪的原因，並不是要責怪遊民朋友，而是希望政府與社會在了解遊民後，可以提供
另一些出路和資源，來讓他們有再站起來的機會和勇氣，甚至最終可以得到照顧。因為沒有人會
想要終其一生四海為家；但如果能以四海一家的心，去看待他們，給予包容的空間，相信遊民終
究會變成居民、會變成市民，因為他們畢竟也是我們的國民。  

   
      遊民朋友如何在流浪的日子裡度日過活呢？其實遊民謀生的方式有很多，但都因為他們受
限於自己的先天與後天的條件，所以無法順利返回主流的就業市場，像是一些身心的障礙；或是
因為職業的傷害，以及不幸得到中高齡的慢性疾病纏身等所造成。還有一些則是因為在外流浪時
，受到現金的利誘而做了不法的事情，輕則戶頭被列為警示帳戶，遭法院凍結無法使用，而影響
就業；重則觸法入監服刑，還背了前科，就業之路就更是遙遙無期。  

   
      所以很多遊民朋友，多半是找一些不用證件還可以現領的臨時工作來做，像是廟宇節慶的
遶境活動，稱之為出「紅陣頭」(臺語又叫紅坑)；或是喪葬儀式的活動，稱之為出「黑陣頭」(臺
語又叫黑坑)，這些陣頭活動，除了讓遊民朋友可以賺到微薄的費用和免費的衣物、餐點外。重要
的是，可以讓他們暫時走出陰霾，去感受到社區熱鬧的氣氛。廟宇在台灣，對遊民朋友而言，是
一個很重要的資源，除了有出陣頭賺錢的機會外；廟宇的供餐、香客的濟助，甚至廟方的同情而
給予住所或擔任常住的廟公等，也都時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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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朋友出紅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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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朋友出黑陣頭）

      出陣頭之外，另一個比較固定，也滿多遊民朋友會做的工作，就是---舉牌，所謂的「舉牌
」，就是在路口常可見到有人舉著賣房子的廣告，尤其是星期五、六、日時，很多遊民朋友就會
跑去派報公司，等著分派到定點去舉牌賺生活費用。  

   
      除此之外，有時一些臨時需要大量人力去做場地的清潔打掃，或是建地的清理時，甚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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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造勢等等，也會有人專門到火車站等地來找遊民朋友前去賺錢。  

   
      不管是上述的各類工作，其實待遇都不太高，工作機會不多也不固定，所以光顧飽三餐就
很不容易了，根本無法妄想去租屋生活，尤其是住在臺北市。  

   
      所以有些遊民朋友受不了現金的利誘，加上對於資訊的不熟、法律的不清楚情況下，被不
法份子拿去做人頭報稅、開公司、賣帳戶、辦手機、娶外籍配偶等等，甚至被賣器官還有被帶去
國外，弄成意外身亡，詐領保險費的慘劇，也都發生過。  

    
      以臺北市而言，目前是台灣遊民最多的城市，所以相關福利措施和民間團體也比較多元，
由於中央在社會救助法中規定，遊民是地方政府自己的責任，所以在各縣市政府、各自為政的處
理方式下，也發展出各自城市的服務特性。  

  
      在臺北市，目前服務遊民的方式，簡單分為三種方式：一是安置、再來是就業和社區生活
照顧等三部份。  

   
      一、安置：目前臺北市有公立的臺北市遊民收容所以及委外經營的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平安
居，提供安置照顧外，也和一些在北市服務遊民的民間團體以及旅館業者合作，提供場地供遊民
朋友就近暫時住宿等等。  

   
      二、就業：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有一專門協助遊民朋友就業的部門，除了提供就業資訊外，
也給予衣物和短期的就業輔導金還有持續就業的追蹤輔導協助。  

   
      三、社區生活照顧：是針對暫時無法就業，也無意接受機構安置的遊民朋友，在社區生活
時所給予的輔導照顧。目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在萬華成立一遊民專責小組，除了提供免費盥洗、
衣物、避寒物資、短期派工、緊急避寒協助外，還有社工員做個案的諮商輔導，以及醫療等服務
，讓遊民朋友暫時在外流浪時，也可以得到基本的生存照護。  

    
      然而這只是地方政府自行訂製的服務方案，所以各縣市也沒有一定完整的服務流程和資源
，有些縣市政府因為遊民數量不多，所以只有提供遊民當發生重大事故後，變成無法自理時的安
置照顧而已，至於遊民平時的生活，就只能靠民間團體，提供的餐點照顧來過活了。縣市的不同
調，衝擊最大的就是社福資源的身份取得，因為目前戶籍地址是必要的重要條件，所以在跨縣市
的協調與溝通時，就容易出現認知上的落差，而造成遊民取得社福資源的困難。  

   
      如果中央可以統一訂製遊民輔導辦法，然後由各縣市依實際現況辦理，屆時地方政府的跨
縣市溝通，也有一致的遵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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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日本為例，2000年開始制定了遊民自立支援法案，經過幾次修訂後，再由地方政府依法
辦理，像是對於遊民的定義、相關資源的使用等等，由中央發布交由地方政府執行，至少讓地方
政府有了一個依據的法令和討論的焦點。而日本的遊民問題也是非常嚴重，也因為如此，就有許
多服務遊民的團體出現。  

   
      他們除了服務遊民外，也出版許多刊物、辦座談會、攝影展等等方式，來介紹遊民的問題
。讓社會、讓民眾可以多了解他們的狀況，並且還成立遊民的足球隊與小劇團等表演團體，透過
參加國際的遊民組織活動，擴大遊民議題的交流與討論，當然也有些社運團體，會以抗議的方式
捍衛遊民在公共場所的居住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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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社運團體號召遊民去遊行）

（在日本發行的多種遊民刊物）

   

      在日本的服務經驗中，自己覺得比較有可以參考的，是一種提供遊民準備就業；或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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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時的中長期的住宿方式，日本政府提供經費，由服務遊民的民間團體與社區的房東租屋，做
內部的裝潢整理後，再以低價甚至免費的方式提供給遊民住，因為房間數量少，而且原本該住所
，長期以來就是社區居民所熟知的租屋住宅，加上沒有明顯招牌和大量遊民進住，所以比較不會
引起居民反彈。  

   
      以下是2008年，筆者去東京所參觀的一間兩層樓住所，那時才剛完工，而且第二天就開始
供遊民進住，裡面總共可以住16位男性遊民(由東京的服務遊民團體提出個案申請)，住宿期間完
全免費，讓遊民在準備工作或是開始工作時，可以得到一個像家的住所，安心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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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東京的一間遊民公寓

公寓內部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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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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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的格局

      筆者覺得，因為目前在臺灣，遊民普遍遭居民排斥、社區反彈，所以要額外增建遊民的庇
護住所，是很有難度的。而且集體通鋪式的安置管理，會讓有行動工作能力的遊民，覺得沒隱私
且無自由，而不願意前往居住。但若是選在偏遠地區提供住所，對於遊民朋友要就近找工作，或
是因此要遠離熟悉的區域，都會造成阻礙，而不願意進住，所以也許可以用此方式，在臺北市化
整為零的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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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而言，在臺北市，尤其是大同區和萬華區，有許多便宜的老舊房舍，長年以來就是以
租屋為業，許多領有社福補助的老殘者；以及收入不高的打工族，都是他們固定的客源，它們之
所以便宜，是因為這些房舍大都老舊，加上地點在複雜的巷弄裡，而且房間狹小簡陋所致。  

   
      如果由政府出資，交由服務遊民的社福團體與房東簽約，長期租下後做簡單的裝潢整理，
再以中短期的輔導方式，讓遊民朋友居住。一來該住所原本就是出租使用，居民不至於反彈，加
上入住人數不多也就沒有聚集的疑慮，而且有房東與社福團體可以就近關懷照護，讓遊民朋友可
以立即的離開流浪的環境，也能為將來工作或取得社福資源前，有一個安心的棲身之所。  

   
      遊民大多而言，是中高齡居多，要他們透過就業之後，可以擁有一個房子，打造一個家，
事實上是有相當難度的。畢竟他們能做的工作，普遍都屬於低薪資的類型，反倒是利用他們在此
居住的時間，可以透過工作，維持安全穩定的生活，重建自己的自信心與自尊心外；也可以趁機
慢慢的處理，遊民朋友之前面臨的法律或是家人的狀況。等到年紀滿65歲或是符合低收入戶申請
後，即可順利申請成功，為日後的照護與安置做好準備，反而比較符合現實。  

      而年輕的遊民朋友，可以透過這樣短期的免費居住；或是低價租住的輔導方式，得到經濟
上的喘息，等到自己工作穩定或是有累積到一定積蓄後，就必須離開，然後到其他地方自行租屋
獨自生活了。  

    
      提供服務遊民的方法與資源，當然是希望人民能夠有機會不要再露宿街頭，但是事實上，
流浪的狀況確實是無法完全解決，民眾也都必須認知到，遊民在都會城市裡，是一定會有的，而
且未來造成遊民的原因，也會越來越多元與複雜。所以在服務遊民時，也要教育市民，讓他們知
道遊民的事實存在都市的狀況。   

      當然，政府除了在人民流浪的時候提供協助外，更應該在人民要開始生活甚至生存出現困
難時，給予協助。畢竟遊民是人民經過許多原因與挫折後的結果，而這些原因和結果，很多必須
是由中央來面對和解決的。  

    
      像是就業政策，目前國內派遣制度與臨時約聘工作，越來越普遍的佔據了勞動市場，勞工
朋友面臨著低薪資又沒保障的工作，加上許多身心狀況不若以往的中高年齡和身心障礙者，在現
今的就業職場裡，是更不容易找到能夠糊口的工作，這些狀況都會是衝擊到人民變成遊民的危機
。  

    
      而社福資源的給與標準，是否真的能符合現在的生活消費水準？還有現行的社福、醫療網
絡，是否能更周全的照護到弱勢族群？像是精障病友們，在流落街頭時，該如何有效又妥善的照
顧與協助，還有遊民朋友在面臨醫療與健保時，其實各縣市政府，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處理流程。
 

    
      房價，更是多數人民心中的痛，在臺北市，每天有數百萬的工作人口湧進市區打拼，但是
卻無法在可見的未來，夢想在臺北市購屋成家。因為大部分人的薪資與積蓄，是永遠追不上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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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隨時三級跳飆漲的地價。抑制房價，是政府刻不容緩要馬上而且持續去做的事情，否則貧富的
差距越來越大、貧富的生活空間也就會越來越極端，未來在臺北市，難保出現的不會只是貧困聚
集的「貧民窟」；而是平民大眾看到臺北的房子，因為都買不起而哭泣的「平民哭」了。臺北市
也將出現的，不會是保護居民生活的「護城河」；而是切割居民貧富的「富城河」了。

      上述的種種，只是希望中央單位別再把遊民問題當成地方政府的責任，該用更積極的態度
，去面對台灣目前中小企業和龐大的勞工朋友生活的困境，並能做有效率的解決，否則人民通往
遊民的流浪之路，將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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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過世遊民---泊仔的作品）

作者楊運生為大阪市立大學 Urban Research Plaza 台北辦事處 Taipei Homeless Assistance
Network負責人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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