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視台灣廣場評論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7期／2012.03.30   101 

建設公平正義的社會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舊（2011）年9月美國有一群少年人，透過「臉書」（Facebook）等網際網路的工

具，號召群眾在紐約發起「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 

  這項沒有組織性、沒有領導者的社會運動，經過廣播媒體的報導之後，吸引真多工

會團體與大學生團體的加入。「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真短的時間內，延燒至全美各主要

城市，再進一步串連到全世界各地，有真多人以實際的行動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表達對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支持。 

  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他們有需要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痛苦。大多數

大學剛畢業的菜鳥，為了生存不得不從事最低薪資且沒有前途的頭路。他們普遍沒有醫

療保險，要支付學生就學貸款。在種種的壓力之下，有的人甚至連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

都無法度得到滿足。他們是社會失業率上升的受害者、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犧牲者。政

府漠視他們的需求，獨厚大財團、大資本家的利益，使他們充滿挫折感與憤怒。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產生，來自於人民向政府提出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社會的訴

求。這群參與「佔領華爾街」抗議運動的人，自稱「我們是99％」（We are the 99%），

代表他們是社會絕大多數的人。99％的人的權利，被佔總人數1％少數大資本家綁架，政

府放任這些貪財的大資本家競相奪取國家的資源，造成社會不公義的現象。這個抗議運

動對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可能影響，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凸顯貧富懸殊的現狀，人民對所得差距不斷擴大的不

滿，對失業率不斷上升的無力感，以及對國內經濟持續惡化的挫折感。類似的情景出現

在台灣社會，台灣人民面臨著同款的遭遇。 

  如何打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使台灣人民安居樂業，給少年人看見未來的希望，

這是政府責無旁貸、需要全力達成的目標。 

  （本文播出日期2012年3月20日民視「台灣廣場」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