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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1990年、高學歷、啣著滑鼠出生、低薪、看不到未來



《iGen》導讀
https://reurl.cc/62vNeM



2020年4月，大家出版



厭世代專題發想





獨老者的餐桌





不得已的鬥士



不得已的鬥士



不得已的鬥士



網址 https://activity.thenewslens.com/hospicecare/html/index.html

https://activity.thenewslens.com/hospicecare/html/index.html




一個1995年的恐怖故事



一個打工62天賺5萬6千元台幣的恐怖故事



一個三寶便當55元，時薪33元

註：1995年的輔大校園餐廳、新莊中正路餐廳，普通便當約30元。





一個三寶便當110元，時薪133元

註：2016年台北吳興街餐廳、板橋便當店有105元便當。2019年時薪為
150元，2020年調整為158元。



15,840 vs 23,800*

註：1995年與2020年的基本工資。



20年前理想起薪是3萬以上，基本工資兩倍



20年後的現在，理想起薪是多少？



校園演講時，有學生告訴我2萬5就好



台灣發生什麼事了？







1994年
大學畢業生67823人，碩士11706，博士848，副學士10萬人，
大專畢業共18萬人

2001年
大學畢業生14萬人（前一年只有7萬），副學士12萬，碩士2萬
6千人，博士1501人，大專畢業生將近30萬人

2004年
大學畢業生21萬人，碩博士一路成長，共有33萬大專畢業生

2014年
副學士不到2萬人，大學生將近23萬，碩士有將近6萬人，接近
1994年的大學生人數



























高教擴張，助長階級複製與流動停滯



1995年起，台灣薪資開始停滯



90年代產業西進，失敗的產業轉型



不再是製造業領軍，六成以上服務業



成本弊病

服務業以降低薪資和非典型就業
來面對市場競爭，因此服務業越
發達，產業內的多數勞工卻反而
面對低薪的困境。



20年前的3萬元，可以在台北活下來嗎？



20到34歲的厭世代



每月經常性薪資<3萬



137.9萬人



45%
註：行政院主計處「105年人力調查報告」



台北市的平均支出是2萬9千245元（2017）

註：2016年為28,476 元



我們的政府卻一天到晚說物價平穩





年輕人沒有競爭力愛花錢？



Credit:網路



如何厭世？負能量與反心靈雞湯的時代



談厭世…
六年級以上：你想幹嘛？別作傻事！
七年級以下：好厭世喔…



厭世是一種集體情緒、自我解嘲，對現實的反擊



你才厭世！你全家都厭世！



一整個世代都厭世：厭世+世代



如何尋找採訪對象？



突破同溫層



人際網絡、其他報導、隨機取樣



不是取暖，而是促進世代溝通



一位厭世代青年的致謝



我的爸媽終於理解我的困境了！



高房價、學歷貶值、低薪、勞動不友善
失敗的教改、失敗的產業轉型……



上個世代的人是怎樣的人？



三年級與四年級schema：媽媽請你也保重、愛拼才會贏

◼ 信奉權威
◼ 白手起家
◼ 成功=穩定
◼ 台灣錢淹腳目
◼ 重視禮節與規範
◼ 規律工作與生活
◼ 為了工作而生活，可以忍受枯燥工作
◼ 類比時代的人際關係（見面三分情）

典型電影：多桑



五年級與六年級schema ：我的未來不是夢

◼ 對未來充滿希望
◼ 傳統價值漸漸崩解
◼ 開始對新時代的創新有所了解（.COM創業）
◼ 大量接受新知與衝擊（網路、多元成家）
◼ 開始運用資訊生活與工作
◼ 開始不期望的穩定生活與工作
◼ 前數位時代的人際關係（網路尚未滲透）

典型電影：小畢的故事、我的少女時代



七年級以後schema ：爛泥（草東沒有派對）

◼ 價值變動劇烈
◼ 知識水準史上最高
◼ 新知是生活日常
◼ 面對面的溝通不再必要
◼ 不再認為穩定工作是必要的
◼ 生活的意義大於工作的意義
◼ 如果要工作，就必須是有意義，或好玩
◼ 網路就是生活，No signal no life.

典型電影：穿著Prada的惡魔



逐訊號而居的生活



七年級之後到厭世代：網路崛起後的一代



化解偏見



沒有包容就沒有理解
沒有理解就無法同理
無法同理就沒有行動



「大人們」的典型言論



「我們平均起薪都有四萬多啊，但年輕人不來啊」



一切都因為無法包容與不理解



厭世的源頭？



台灣經濟現況？



白手起家的時代已經過去



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的研究
1990年代之後新創資本額？



3400萬



1963年到1996年，台灣創下
平均GDP超過9%的紀錄，被
譽為「經濟奇蹟」



3.8%
註：2000年至2015年，行政院主計處



經濟高度成長的時代已經過去



138 萬3,981 
家

97.69%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或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二、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未滿一百人者。



642 萬4 千
人

72.5%



全球經濟趨緩，中小企業也厭世



企業出生率

13% → 6%



企業死亡率

3% → 9%



GDP魔法



（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出口）- 進口總值



擴大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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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稅淨額 受僱人員報酬 營業盈餘 固定資本消耗



美國經濟學家顧志耐（Simon Kuznets）：
「GDP無法評估一個國家的經濟。」（1934）



厭世大未來？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推估，20年後「扶老比」

44.8%



2.2名青壯年扶養1位老人

備註：老年人口＝65歲以上人口；青壯年人口＝15-64歲人口
扶老比＝老年人口÷青壯年人口×100%



5.6



轉型的艱難



不轉型就…



媒體的目的不是審判，而是監督。

──《華盛頓郵報》，Carl Be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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