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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策展概念（子題展） 

 

想像一下：有一天，在你生活的城市裡，所有的清潔隊員、清潔工跟拾荒者

消失，整個城市會變成什麼樣子？ 

 

再想像一下：同一個城市，不見的人換成市長（好像滿多實際案例，不必動

用想像力？），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假如，在你想像出來的畫面裡，清潔隊、清潔工、拾荒者消失，景象遠比市

長神隱可怕；或者，老實說，你根本想不到自己的生活，會因少了市長而有什麼

不一樣；那麼，有趣的問題來了：為什麼，對人們生活似乎更不可或缺的清潔隊、

清潔工、拾荒者們，領到的薪水遠比市長低，而且還承受著許多人輕賤、蔑視？ 

 

2023 年，台北、新北市人口合計 655 萬 3006 人，產生了 285 萬 8402 公噸

垃圾（一般廢棄物）。廢棄物總量除以人口數換算下來，每位台北、新北市民，

一年平均製造約 436 公斤，每天近 1.2 公斤垃圾。 

 

為了不讓城市被垃圾淹沒，每天，多數長期只領基本工資，在外包制度下總

要擔心標案結束後失去工作的清潔工，在捷運站、學校、醫院、辦公大樓、公寓

大廈裡清掃（提醒：清潔工的工作遠不只收、倒垃圾）；街頭上，則是清潔隊員

和拾荒者（收入遠遠不到基本工資）們無論烈日、風雨，冒著極高風險於車陣中

穿梭、收運。 

 

而令人疑惑地，儘管在生活中，你我遭遇清潔工、清潔隊、拾荒者的機會所

在多有，但似乎，這些整個城市都仰賴他們來維繫可居的勞動者，只有在人們對

之鄙夷、責怪的時候，才是被感知到的存在；其餘時間，總處在彷彿隱形般不被

看見的狀態。城市生活在文明、舒適背後，有著隱形人勞動現場的高度職安風險，

與就業不穩定、工作貧窮下日子朝不保夕，這片無人知曉的暗面。 

 

我們要讓暗面見光，使這座城市，真正成為一個所有人都能尊嚴勞動、不虞

匱乏的包容城市。所以，隱形人們決定在這裡現身，讓你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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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貧窮人的台北」（母體展）簡介 

 

貧窮人的台北為每年 10 月的系列倡議行動，自 2017 年起，由台北關注無家

者、都市原民、社區與青年等都市貧困者的 NGO 所發起，至今累積 17 個組織加

入。透過展覽與群眾行動，陪伴大眾以貼近貧困者的視角，理解都市貧窮議題。 

 

第一年的貧北，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為主題，從時代脈絡簡分出貧窮

的樣貌；2018 年，「4AM」紀錄 4 位貧窮者的日常，使觀者貼近貧窮者立體而富

具層次的樣貌；2019 年「儘管如此，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由 15 位主角說出 15

個在生命中，因為貧窮而難以被理解的選擇；2020 年「發聲練習」以工作坊方式，

與貧窮經驗者共同創作；2021 年，遭逢疫情改以線上展出，邀請貧窮經驗者與社

會工作者，用文字、聲音、繪畫、影像等方式，記錄自己疫情期間的故事、心境；

2022 年，貧窮人的台北逐步將發聲的平台交還給具貧困經驗者，舉辦四個全天

的嘉年華論壇活動，透過貧困經驗者第一人視角的觀察和理解，向他人分享身處

其中的生命故事，促成彼此更深刻的交流與理解。 

 

2024 貧窮人的台北，邀請各領域的藝術家、創作者、設計師進入窮學盟組織

駐村，用更長時間的田野蹲點，認識議題、採集匯聚貧困經驗者的聲音；藉由藝

術創作，引發觀展人更多共鳴。 

 

2024 主題：城市的解夢 

 

解夢的概念、與貧窮議題扣連 

 

「現實生活難解的意義，人們會去夢中挖掘。」夢境沒有分明的對錯，而是

反映出了被埋藏的情緒、需求，甚至集體的過往；而這恰如貧窮在城市的處境：

真實存在卻被壓抑；貧窮者與其生活狀態隱沒在繁榮之下、難為人所見之深處。

邁入第七屆的貧窮人的台北，我們重新思考主體如何訴說貧窮經驗，以達到真實

與大眾的共感、交流。貧窮在城市既是明顯被對照而出，卻又幽微、難以討論的

議題。既是對照，背後便隱含著被區分開的二者；然而即便在不同的生長環境，

人仍擁有相似的情感、嚮往，而那便是展開對話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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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主題：城市的解夢，便企圖以「解夢」作為拉起共感的開端。入睡後，

人在夢裡來到同一座城市，以新的視角、姿態在其中探險，感受一場場或寫實或

魔幻的場景與故事。展覽運用解夢步驟：「聯想」、「探索」、「詮釋」、「意義化」

做為指引，逐步蒐集名為「夢」的作品與清醒世界的連結線索。心理學認為，夢

的內容將提供給夢者應該注意到的生活事件；汲取此意向，經驗者、工作者與藝 

家共同打造一個個名為「夢境」卻實際反映社會狀態、群體處境的創作，以此試

圖喚醒社會注意真實存在、卻藏遭隱蔽的貧窮。 

 

大眾對污名群體的排斥，多源自於感到陌生以及對未知風險的防範。當走入

夢的場景，聆聽經驗者現身說法、感受其處境與遭遇，將會發現迥異的生命中，

存在與自己相似的情感、企盼——最終體認你我同身為人。於「夢」的尾聲、回

到清醒世界之前，解夢步驟來到「意義化」階段，貧北在此以議題展間、實體論

壇等媒介，傳遞給參與者「回到」真實時能持續關注、深究的理論及行動，讓人

有意識地將「夢」的效能付諸實踐。 

 

核心議題：「風險社會」與「包容性城市」 

 

本次貧北探討的核心環繞在「風險社會」及「包容性城市」二概念。 

 

關於「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概念，此處引用自公益責信協會《公益觀察

2021：風險社會裡的信任與連結》： 

 

過去這一年，襲捲全球的 COVID-19、臺灣太魯閣號出軌事件，與早年

的金融海嘯和福島核災，共同點都是災難—實質上都是人類創造或改變系統

所造成的災難。這些事件演示了，人類未必真的理解我們創造了什麼，或注

入這股改變如何牽扯其他的動力。科技的高度複雜和不可控制，加上社會錯

綜複雜的動力，逐漸溢出人類可以理解的範疇，德國社會科學家貝克(Ulrich 

Beck)即認為，人類社會已從工業社會進入風險社會。 

 

面對混沌，必須抑制想要控制的衝動，取而代之的是，「在同聲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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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反饋與彈性對抗的舞步中，學習接納糾結無解的系統」。不確定、不

穩定和相互矛盾，便成為人類必須與之共存的「新常態」(new normal)。 

 

「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y）概念則回應了風險社會所提出的警示，認為

群體的多樣性是維持韌性的關鍵，進而提倡在文化、勞動力、社會團體、住宅、

社會保障制度等面向創造多元。 

 

在城市，市民權意味人皆有移動跟選擇居住地的自由，此流動被視為人開發

自我潛能與促成認同群體的助力，並進一步創造城市發展。但回到貧窮者，大眾

低估了脆弱的階層遷移到新地點並且融入生活、得到支援，其中的困難度。有人

即便生活不好，仍然存在在這個地方，是因為其在此地有支持網絡。 

 

每個社會都會有底層群體。部分人能被制度接住，部分人則是被社區、親屬。

在台灣，家庭網絡具有極大功能，其次則為社區。對照 3 年疫情席捲全球，以及

2021 年三級警戒下的台北萬華如何快速建立起互助的防疫、物資配送網絡，在

在可見台灣社會具備內部強韌支持網絡。「包容性城市」雖為聯合國提出的概念，

台灣卻早已具備實踐經驗。整體社會的參與是促進包容城市的關鍵，藉由底層群

體的現身、各群體的交流，從相互的聆聽與學習中搭建，相信將織出一面強韌的

網，使人不再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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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展覽、周邊活動規劃及執行狀況、成效 

 

一、展場空間規劃 

 

本子題展於「Lab-22 拾驗室」進行，展場空間平面圖如下。展覽內容及展場

空間利用可分為「展板陳列及文物件展示」（出入口、自由運用空間）、「影片

放映」（休息區）兩部分，以下分別簡述。 

 

 

Lab-22 拾驗室平面圖 

 

1. 展板陳列及文物件展示 

 

觀展者進入展場後，首先置身的是「展板陳列及圖文展示區」（出入口、自

由運用空間）。展板圖文內容根據地一部份策展概念，以文字說明、介紹清潔人

員、拾荒者、清潔隊員之勞動過程與工作待遇，搭配呈現勞動現場照片。另外，

也有藝術家與策展團隊共同製作的裝置藝術作品，以及清潔人員、拾荒者、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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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勞動過程、現場之代表性物件。 

 

 

展板配置圖 

 

 

展場實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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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實景 2 

 

 

 

展場實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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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實景 4 

 

 

 

展場實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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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實景 6 

 

 

展場實景 7 

 



10 

 

 

展場實景 8 

 

 

展場實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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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實景 10 

 

 

 

 

 
展場實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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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實景 12 

 

 

 

展場實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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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片放映 

 

展場動線最後為「影片放映區」（休息區），全天依序輪放《回收場的夏天》、

《垃圾天使》、《無痕模式》三部短片，各影片簡介如下。 

 

回收場的夏天 

導演 陳浩維 

年分／國籍 2023／臺灣 

片長／規格 29 min／DCP 

影片網址 
https://www.ptsplus.tv/zh/programs/8ee3d0f4-038c-4031-a08c-

bffeb7d10106 

參展、獲獎 

入圍：2023 釜山國際影展短片競賽、2023 金馬獎最佳劇情短

片。 

得獎：2023 台北電影節最佳短片、2023 金穗獎最佳劇情片。 

劇情簡介 

十七歲的小萱正值叛逆年紀，卻因家裡經營回收場，只能坐

困場內整理資源回收物、照顧小妹。眼看媽媽對拾荒者總是

多一分貼心，為何她想打扮、買新東西，卻樣樣不行。心裡

的積怨越埋越深，小萱拿著媽媽交派的錢，決定與朋友出去

玩，母女間的爭吵一觸即發。 

 

 

《回收場的夏天》劇照 

 

 

https://www.ptsplus.tv/zh/programs/8ee3d0f4-038c-4031-a08c-bffeb7d10106
https://www.ptsplus.tv/zh/programs/8ee3d0f4-038c-4031-a08c-bffeb7d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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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天使 

導演 朱維立 

年分／國籍 2019／台灣 

片長／規格 13 min／HD 

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_SdpIHbH7M 

劇情簡介 

這是一群為我們生活服務的人。 

當城市裡的失能獨居老人無法自己倒垃圾？當炎炎夏日

河岸旁驚現魚群暴斃，三天後的音樂狂歡派對就要登場？他

們宛如有魔法一般地為我們打造一個乾淨、美麗的台北城。

他們是誰？他們是一群為我們生活服務的人，是守護這個城

市的垃圾天使！ 

當城市開發永無止境、環境變遷愈發難以掌握，垃圾天

使們正面對琳瑯滿目勤務的種種挑戰。為了台北乾淨美麗的

市容，他們總是義無反顧。韋志面對每天搬不完的傢俱和垃

圾，清潔隊員的工作必須刻苦耐勞，颱風天也要能冒著風雨

出門災後復舊恢復市容。藢鏻，一個女性清潔隊員，也要甚

麼都敢做，百毒不侵，死貓死狗死魚都沒在怕。他們時時刻

刻都在為我們的生活服務，絕不只是我們以為的「每天追垃

圾車的五分鐘」而已。 

這部片將帶領我們，看見在城市的光鮮亮麗背後，以及

市民習以為常的垃圾清運工作外不為人知的一面。 

 

 

《垃圾天使》劇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_SdpIHbH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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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痕模式 

導演 周家立 

年分／國籍 2024／台灣 

片長／規格 10 min 

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N4XJNY853ec?si=M3RZysQm2zjwd8re 

參展、獲獎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13 年勞動影像工作坊第一名作品 

劇情簡介 

「台北捷運是世界最乾淨的捷運站！」 

台北捷運常被新聞冠以乾淨之名，然而過去幾年也有發

生一些勞務爭議，但對於身在其中，每日進行繁重勞動的捷

運清潔員，又是怎麼觀看自己，觀看每日上班的地方呢？ 

《無痕模式》是清潔員宇宙的首部作品，以找尋捷運清

潔員為起點，透過觀察他們的勞務工作，並結合蒐集而來的

背景故事，以「戲劇再現」為引，為隱身在人群中辛勤工作

以維持捷運站整潔的清潔員發聲，重構他們存在的痕跡。 

 

 

《無痕模式》劇照 

  

https://youtu.be/N4XJNY853ec?si=M3RZysQm2zjwd8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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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實景 14 

 

二、周邊活動 

 

搭配母體展「展間講座」、「團結之夜」、「貧窮論壇」、「真人圖書館」等活動

設計，本子題展策展團隊規劃四場展覽周邊活動，以下簡述活動內容。 

 

1. 團結之夜：拾荒體驗活動 

 

時間：10 月 20 日（日）14:00-17:00 

地點：Lab-22 拾驗室（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334 號 B1） 

參加人數：8 人 

活動內容：帶領參與者分組到社區及周圍的街道體驗拾荒一個小時，之後回到活

動場地整理、分類、打包，最後分組到回收場參觀並賣出手上的回收

物。藉由活動帶領與參與者的分享，讓他們體驗回收工作的辛勞，並

了解到回收工作的重要性。 

帶領者：施舜仁（五角拌 共同創辦人） 

賴阿姨（五角拌 培力拾荒者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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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14:00-14:40 開 場 與 活

動介紹 

1. 活動介紹 (5min) 

2. 拾荒者現況簡介 (20min) 

3. 參與者分組、自我介紹 

(15min) 

Lab-22 拾驗室 

14:40-15:40 拾荒體驗 跟著拾荒者業師到戶外進行體驗，

了解拾荒者每日真實的生活 

南機場周遭 

15:40-16:30 回到活動場地整理回收物並分類，

並由拾荒者業師及工作人員帶領

到附近的回收場販賣撿到的回收

物 

Lab-22 拾驗室 

16:30-17:00 結尾 團體內心得分享、結尾 Lab-22 拾驗室 

 

 

「團結之夜：拾荒體驗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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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跟著垃圾車遊中正萬華1 

 

以台北市中正區及萬華區南機場附近垃圾車路線，路線的選擇原則是：涵蓋

都市裡的不同風貌，住商混雜、新舊並存，人行道有一定的腹地空間。讓民眾體

驗在台北市車水馬龍的鬧區裡，如何讓丟垃圾與收垃圾是一件安全且幸福的事？

如何能讓民眾和隊員能有一個雙贏的解方？藉此討論定時定點設專區的可能性。 

 

時間：10 月 24 日（四），20:00 至 22:00 

集合地點：Lab-22 拾驗室（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334 號 B1） 

帶路人：游欽雄（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企業工會 理事長） 

施舜仁（五角拌 共同創辦人） 

 

活動路線、流程 

中正區 忠勤里 泉州分隊 20:45-20:55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05 號前停車場 

中正區 忠勤里 泉州分隊 21:27-21:30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313 巷 1 號 

中正區 忠勤里 泉州分隊 21:31-21:34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307 巷 1 號 

中正區 忠勤里 泉州分隊 20:35-21:37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301 巷 1 號 

中正區 忠勤里 泉州分隊 21:38-21:40 臺北市中正區西藏路 69 號旁 

 

3. 《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 

 

時間：2024 年 10 月 30 日（三），19:00-21:00 

地點：Lab-22 拾驗室（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334 號 B1） 

與談：盧昱瑞（《我們》導演） 

周佳立（《無痕模式》導演） 

陳嶸（《無痕模式》攝影、剪輯） 

陳采霓（《無痕模式》製片、剪輯、美術） 

主持：廖宏翊（五角拌 金孫） 

鄭中睿（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顧問） 

 

1. 本活動最終因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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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介紹 

片名 我們 

導演 郭麗君、游昌樺、盧昱瑞、陳香松 

年分／國籍 2007／台灣 

片長／規格 66 min 

劇情簡介 

「我們平均每個人每月製造 20 公斤的垃圾，我們平均

一個月收的垃圾量約 20 幾公噸，我們平均每人享有 3800 平

方公尺的公共空間，我們平均每人負責 4982 平方公尺的清

潔區域，我們一共有 632 個馬桶和小便斗，我們只有二隻

手……「我們」一篇記錄了在大學校園內默默工作的清潔工

人，呈現清潔工的種種面貌，以及其面臨的不同勞動條件。

他們就是我們。 

 

 

《我們》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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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實況 1 

 

 

《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實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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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實況 3 

 

 

《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實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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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實況 5 

 

 

《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實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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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簽到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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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痕模式》放映及映後座談簽到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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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                                                                                                                     

 

時間：2024 年 11 月 8 日（五），19:00-21:00 

地點：一碼 IMMA（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334 號 B1） 

與談：施舜仁（五角拌 共同創辦人） 

游欽雄（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企業工會 理事長） 

蔣萬金（退休清潔隊員） 

鄭中睿（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顧問） 

主持：陳淑綸（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總幹事） 

 

 

「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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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2 

 

 

「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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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4 

 

 

「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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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6 

 

 

「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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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8 

 

 

「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實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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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簽到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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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隱形人現身』座談」簽到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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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經費總支出明細表 
 

科目 臺灣民主基金會 
主婦聯盟 

生活消費合作社 
單位自籌 合計 

撰稿費 9,361 - 183 9,544 

拍攝費 - 27,000 - 27,000 

設計費 70,000 32,000 - 102,000 

創作費 - - 30,000 30,000 

授權費 - 11,000 9,000 20,000 

材料費 26,639 - 10,762 37,401 

出席費 14,000 - - 14,000 

導覽費 - - 3,000 3,000 

交通費 - - 2,980 2,980 

支出合計 120,000 70,000 55,925 24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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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展板文稿 

 

展板 1 這個城市的垃圾必須有人收 

 

想像一下：有一天，在你生活的城市裡，所有的清潔隊員、清潔工跟拾荒者

消失，整個城市會變成什麼樣子？ 

 

再想像一下：同一個城市，不見的人換成市長（好像滿多實際案例，不必動

用想像力？），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假如，在你想像出來的畫面裡，清潔隊、清潔工、拾荒者消失，景象遠比市

長神隱可怕；或者，老實說，你根本想不到自己的生活，會因少了市長而有什麼

不一樣；那麼，有趣的問題來了：為什麼，對人們生活似乎更不可或缺的清潔隊、

清潔工、拾荒者們，領到的薪水遠比市長低，而且還承受著許多人輕賤、蔑視？ 

 

2023 年，台北、新北市人口合計 655 萬 3006 人，產生了 285 萬 8402 公噸

垃圾（一般廢棄物）。廢棄物總量除以人口數換算下來，每位台北、新北市民，

一年平均製造約 436 公斤，每天近 1.2 公斤垃圾。 

 

為了不讓城市被垃圾淹沒，每天，多數長期只領基本工資，在外包制度下總

要擔心標案結束後失去工作的清潔工，在捷運站、學校、醫院、辦公大樓、公寓

大廈裡清掃（提醒：清潔工的工作遠不只收、倒垃圾）；街頭上，則是清潔隊員

和拾荒者（收入遠遠不到基本工資）們無論烈日、風雨，冒著極高風險於車陣中

穿梭、收運。 

 

而令人疑惑地，儘管在生活中，你我遭遇清潔工、清潔隊、拾荒者的機會所

在多有，但似乎，這些整個城市都仰賴他們來維繫可居的勞動者，只有在人們對

之鄙夷、責怪的時候，才是被感知到的存在；其餘時間，總處在彷彿隱形般不被

看見的狀態。城市生活在文明、舒適背後，有著隱形人勞動現場的高度職安風險，

與就業不穩定、工作貧窮下日子朝不保夕，這片無人知曉的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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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讓暗面見光，使這座城市，真正成為一個所有人都能尊嚴勞動、不虞

匱乏的包容城市。所以，隱形人們決定在這裡現身，讓你看見。 

 

參展單位：五角拌、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企業工會、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展板 2-1 認識清潔隊 

 

 

照片提供者：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企業工會 

 

台北市清潔隊在市內每個行政區，都編制有一個「區清潔隊」；另外，還設

有跨區的直屬隊、溝渠隊、資源回收隊、公廁管理隊、廢棄物處理場及三個焚化

廠。在清潔隊的所有業務中，市民們最熟悉的，應該是各區隊每天在全市 188 條

路線上的 4402 個定點，進行的「三合一」（垃圾車、資收車、廚餘車）垃圾收運。

此外，直屬隊和溝渠隊，則分別負責清洗（使用掃街車、洗街車）全市道路的路

面、牆面（隧道、地下道、高架道路），與清疏下水道、箱涵、涵管及明溝。目

前，全台北市共有 4776 位清潔隊員，服務總人數超過 250 萬市民。 

 

 

清潔隊員的職安風險很高，最常發生的職災類型有三：首先，是垃圾收運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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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交通事故被撞；其次，是從垃圾車、資收車的後車斗等高處墜落；第三，則是

搬運、壓縮垃圾時，遭垃圾袋裡的尖銳、易碎物體切、割、擦傷。最近幾年在工

會努力爭取下，環保局積極加強裝備及改善工作流程、提升待遇福利，清潔隊員

的工作環境也逐步改善。 

 

清潔隊區隊的一日 

 

日班 

03:00 巡收果皮箱及清運違規垃圾包 

05:30 打卡上班 

05:40 掃路、清溝、巡收果皮箱 

08:30 拆廣告、收運大型廢棄物 

處理 1999 陳情、申訴案件與里長交辦事項 

10:30 休息 

13:30 掃路、清溝、巡收果皮箱 

拆廣告、收運大型廢棄物 

處理 1999 陳情、申訴案件及里長交辦事項 

15:00 打卡下班 

 

夜班 

15:30 打卡上班 

15:40 收運轄區學校垃圾及回收物（須於 16:15 前完成收、轉運，清空車輛準備

晚間三合一線上清運） 

16:40 第一趟晚間三合一線上清運（至 17:40 轉運 ） 

19:00 第二趟晚間三合一線上清運（至 20:00 轉運） 

21:20 第三趟晚間三合一線上清運（至 22:30 轉運） 

22:45 小車巡視轄區無主垃圾、果皮箱、髒亂點，清洗廚餘桶和車輛 

23:10 轉運站車輛結束傾洩與轉運勤務，在焚化廠洗完車後回到停車場 

23:20 職工開始盥洗，清洗整理自身衣物結束一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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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板 2-2 北市環保局工會 26 載 

 

 

 

民國 87 年 7 月 1 日，清潔隊員正式納入勞基法。即使勞基法早在民國 73 年

實施，也得等到解嚴後 10 年，清潔隊才有了自己的工會，不再是街頭上「那默

默的一群」。初始由垃圾車駕駛為主著手工會的籌組。成立後，面對勞委會解釋

為非法，工會結合北市產總努力衝撞出第一個屬於清潔人員的公務機關工會。 

 

成立後一年，會員人數從發起的 36 人突破 1000 人，三年內達到 3500 人加

入。至今會員人數已來到 4449 人，入會率高達九成三！ 

 

反外包、要人力一直是工會的基本立場。希望與民生相關的垃圾清運、市容

整潔，不該將本求利的民營化，而要維持公共服務的價值。而拒絕精簡人力補足

人力，才能為市民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 

 

即使外包對工會爭權益時如「惘惘的威脅」，但一句再爭就外包的魔咒也嚇

阻不了工會行動的決心。包含提高清潔獎金至 10000 元、駕駛安全獎金至 1500

元、落實發放夜點費以及簽訂僅會員才能享有保障的團體協約。讓我們的會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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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工作平安回家，打造安全友善的職場更是工會每天的日常。 

 

我們自始至終都站在街頭，為市民掃除障礙物，也為台灣工運以及一個更美

好平等的社會掃除障礙物！ 

 

展板 3 了解拾荒者 

 

 

攝影：唐佐欣 

 

根據統計，全台灣目前約有 11000 名拾荒者。2023 年，全台總計 680.4 萬噸

回收物裡，有將近一成、64.7 萬噸由拾荒者收集，逼近所有清潔隊的回收量 69.6

萬噸。在各縣市清潔隊長年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拾荒者無疑構成台灣資源回收體

系的重要支柱。 

 

拾荒者，大多是因為中高齡、身心障礙等因素，無法進入正式勞動市場的弱

勢勞動者。據五角拌觀察，在台北市萬華地區，一位全職的拾荒者，每天收集、

整理、販賣回收物，工作 10 到 12 小時，整個月收入僅 5000 到 8000 元。儘管資

源回收對公眾利益的貢獻重大，拾荒者的所得卻極為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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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台北市，拾荒者還因市府禁止回收場設置在住宅區，而面臨生存困

境。作為回收體系最深入鄰里、巷弄的零細末稍，拾荒者普遍使用手推車，步行

運送回收物；唯有在步行可及範圍內，既有稠密的居民、商家供給，又有回收業

者收購，拾荒者才能夠營生；台北市對回收場址的限制，形同斬斷拾荒者生計。 

 

除了回收場外，拾荒者也需要足夠的空間來整理回收物。台北市地狹人稠，

拾荒者通常只能利用家門口或附近空地，來暫時堆放。但這樣的做法，常引來附

近居民、里長抱怨，甚至向環保局檢舉；環保局每次開罰，金額 1200 元至 6000

元不等，接近拾荒者半個月的收入。都市規劃中缺乏回收處理空間，成了台灣回

收系統嚴重的問題。 

 

拾荒者的一日 

 

07:30 從家裡將昨天晚上累積的回收物，趕在回收場開門時推去賣掉 

08:30 空車前往各回收點，沿途邊收邊初步分類。 

10:15 手推車裝滿，推回家。 

11:15 到家，進一步仔細整理回收物，然後吃飯、休息。 

13:40 午休完畢，將回收物推往回收場。 

14:00 抵達回收場，將整理好的回收物販賣兌現。根據當天的回收物量，可能需

要跑個兩到三趟 

16:45 出發前往附近的垃圾車停靠點。 

17:30 抵達垃圾收運點，向民眾收取回收物，低價、不能賣的交給回收車。 

18:30 從垃圾收運點回到家，初步整理回收物、結算當日所得，然後收工吃飯。 

 

展板 4 我們也是人，不是鋼鐵人 

 

雄仔，1975 年出生，233 歲入職台北市環保局清潔隊。剛入職時環顧四周，

他是當時隊上最年輕的清潔隊員。當年清潔隊徵試都是四十幾歲的中年人。還有

人對我說：「年輕人！沒有前途才會來這裡，應該在外面拼！」但現在的清潔隊

員都是大專大學畢業，甚至碩博士也都搶著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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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雄仔與蔣萬金理事長會勘打撈死魚作業 

 

掃不完的那條路 

 

報到後，被分配到日班掃台北車站，那可是人來人往的一級戰區。他戴著口

罩，看到人就閃，希望不要遇到認識的人。游欽雄說：「甚至我老婆怕我跑掉，

還陪我去掃！」 

 

「剛開始，我也覺得掃路沒什麼困難。但恰好遇到季節變化，我一個人在中

山南路要負責三個紅綠燈。」「落葉真的掃不完，這才知道拿那個『大支筆』不

是那麼簡單，不是說靠蠻力就能解決的。甚至當時還會遇到貓狗屍體，真的很臭，

長蟲又爛，還是要處理。作業時，掃完了一回，一轉頭怎麼後面又一樣？又是一

整面落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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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掃街作業 

 

 
(照片三)登革熱孳清作業 

 



41 

當災難來臨時 

 

當大家期待颱風假的小確幸，對清潔隊來說，卻是膽戰心驚的一天。颱風假

結束市民上工前，清潔隊員要比整個世界都更早清醒，「要立刻恢復乾淨的街道，

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過。」但天威總是難測，誰能預知颱風的大小？2001 年納莉

風災，阿不拉去支援內湖區隊東湖清運災後垃圾，一天 24 小時，他災後復舊一

天做了 27 小時，除了洗澡才回家，支援完東湖，再去協助清理台北市政府地下

停車場。「淹的慘不忍睹，那個泥沙我們帶去的袋子都不夠裝！」2001 納莉、2015

蘇迪勒是目前為止隊員們心中的黑名單。 

 

 

(照片四)颱風天救災 

 

超乎想像的垃圾 

 

還記得領班對新報到的隊員做勤前教育，第一句話就是「處理垃圾，你自己

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凡是在路上的各種廢棄物都是清潔隊員要處理的，還包

括河裡飄上岸的死魚。2020 年入夏以來最熱的一天，台北市氣溫衝至 39.7 度，

大量的死魚湧進雙園出水口，全台北市的清潔隊動員起來，市長下令四天內清理

完畢，要讓大稻埕的煙火絢麗升空。「那時候，每個區隊做完自己的勤務就來支

援，你撈完了，對面新北河岸的死魚又飄過來」「魚屍爛掉了最難撈，你一抓它

就整個碎掉了，又臭又黏我幾乎那幾個月都不想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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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五)2018 打撈死魚作業 

 

待在清潔隊 28 年，清潔隊的業務真的是包山包海，幸好我們有個工會，可

以讓我們做得有尊嚴，活得像個人。 

 

展板 5 垃圾收運有專區，人車安全有保障 

 

 

 

 

阿昌是台北市環保局的駕駛，每逢倒垃圾的日子，他會坐上壓縮車，沿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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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小巷收運垃圾。阿昌每天努力工作、認真開車，途中看到一些令人擔心的狀況。

讓我們跟著阿昌的車，來看看他的一天吧！（圖 1） 

 

車輛臨停併排， 塞車逆向好驚險！ 

 

垃圾車到達收運點，阿昌停車、隨車隊員擺放三角錐，袋子桶子一切就位，

開始展開清運垃圾的一天。許多收運點位在狹窄道路，垃圾車與路邊車輛併排停

在路上，如果單向只有一個車道，後方車輛若要繼續通行，只能切到對向，阿昌

每次看到都捏一把冷汗。這時，後方一台公車來了，即使阿昌已經把車盡量靠邊，

公車仍會稍微切到對向車道，路上交通頓時打結。（（圖 2） 

 

 

 

台北市清運時間從下午五點開始，剛好碰到下班車潮，阻塞的情形更加嚴重

（圖 3）（。為了免追追撞，清潔隊用三角錐、跑馬燈來警示後方駕駛，禱車車後的

市民跟清潔隊員不會變成夾心餅乾。（（圖 4） 

 

 



44 

  

 

收運時間緊迫，垃圾爆量好忙碌！ 

 

達住宅區附近的收運點，車子還沒停妥，大家便一擁而上（（圖 5）（。台北市垃

圾車採沿線收運，例如中正南昌分隊，一條路線 16 個點、每個點只有 2~5 分鐘，

在這短短時間內，清潔隊員要收垃圾、收廚餘（、資源回收，還要導導民眾做分類。

除了繁雜的工作，沿線收運環環相扣，如果阿昌沒有準時抵達下一個點，只怕又

會接到市民投訴。在時間壓力下，也提高發生職災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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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趕著倒垃圾，人車爭道好危險！  

 

許多對街的居民提著大包小包，違規穿越馬路來丟垃圾（（圖 6）（。時間到了，

阿昌準備發車，突然「碰」地一聲！原來是有人急急忙忙跑來，結果跌一大跤。

旁邊民眾都嚇了一跳，阿昌卻習以為常。每天除了看到市民為了追垃圾車，拔腿

狂奔仆街，還有市民騎著機車上演飛車追逐，實在險象環生。（（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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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觀點 

 

我們從阿昌的視角可以看到，沿線收運有許多隱憂，而工會推動多年的「定

時定點設專區」，主張劃設垃圾車、資收車的停靠區，解決道路臨停併排問題，

並且拉長收運時間，市民不用追車、清潔隊落實垃圾分類，降低大家車禍受傷的

風險。 

 

如果你也認同工會訴求，歡迎用貼紙投下一票，讓丟垃圾變得更安全！ 

 

（示意圖） 

贊成定時定點設專區 不贊成定時定點設專區 

  

 

展板 6 看見清潔工 

 

 

攝影：梁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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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你只要出了家門，幾乎無論走到哪裡（集合住宅、辦公大樓、百貨

商場......），都享受著清潔人員的工作成果。由於清潔工實在人數太多、分佈太廣，

這邊，我們只介紹一個也許是所有大台北地區居民，都曾停駐並與清潔人員擦身

的場合：捷運。 

 

台北捷運路不含環狀線及淡海、安坑輕軌（這 3 條路線屬新北捷運），共有

6 條路線、112 站。目前，整個北捷，總計使用 652 位清潔人力。不過，這 652 位

清潔人員雖然在北捷工作，但其實並非北捷員工，而是所謂「委外人力」。 

 

在委外制度下，北捷曾被揭露清潔人員的勞動權益問題。2017 年，媒體報導

北捷的清潔勞務，由幾家董監事高度重疊的公司接連得標；每次新、舊公司交接，

「舊公司」都威脅清潔人員除非簽署「自願離職書」，否則不會被「新公司」僱

用，利用勞工希望保住工作來一次又一次把年資歸零，規免若持續由同一家公司

得標、僱用，勞工年資累積、特休增加的成本。2018 年，監察院發布調查報告，

證實上述情形。 

 

北捷這個狀況，在政府勞務委外案件中並不稀罕，甚至遠非最惡劣的情形。

儘管事實上，清潔人員對每個政府機關的運作都不可或缺，但由於工作內容被視

為「低技術」，各機關普遍不把清潔人員算作執行業務所需的核心人力，可以外

包出去來「節省支出」。在清潔勞務多數採取最低標的情況下，廠商削價競爭得

標後，往往會竭盡所能壓低人事成本、搾取利潤，甚至達到違反勞動法令的地步；

最常見的，是少給加班費跟假日出勤工資，以及勞保高薪低保、簽訂定期契約。 

 

捷運站清潔工的一日 

 

捷運站每天從早上 6 點營業到晚上 12 點，清潔人員的工作時間相應分成早

班、小班（即小夜班）兩班制。每班的基本人力、掃區配置，是 1 人負責大廳、

1 人負責月台、1 人負責廁所；空間跟旅運量較大的車站，再視需求增配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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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班 

06:00 大廳清潔人員上班 

06:30 月台清潔人員上班 

07:00 廁所清潔人員上班 

14:00 大廳清潔人員下班 

14:30 月台清潔人員下班 

15:00 廁所清潔人員下班 

 

小班 

14:00 大廳清潔人員上班 

15:00 月台清潔人員上班 

16:00 廁所清潔人員上班 

22:00 大廳清潔人員下班 

23:00 月台清潔人員下班 

00:00 廁所清潔人員下班 

 

展板 9 清潔工作車的心聲 

 

 

攝影：梁家瑋 

 

「我每天工作完回家只想躺平，有一次我老公要跟我吵架，我就跟他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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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十分鐘，我給你講，想講什麼快講，十分鐘後我就會斷電。』」 

 

「像中午大家去吃飯，每個人大包小包，什麼飲料、汽水、吃完的果皮，連

同便當盒經過路過通通給你，那個時候，垃圾桶大概二、三十分鐘就要去收一次。

但你又不可能只守在旁邊，因為我們還有其它工作，比如說可能要去擦拭牆壁；

像我昨天就洗垃圾桶，然後站長說不行啊，牆壁跟地上噴滿飲料你也要洗。廁所

的話，尖峰時間是中午跟晚上七、八點。十二點，大家吃完就要上廁所，拼命上

到一、兩點，那個不是只有掃，是要顧在裡面。然後那一排站的，每個小時至少

要沖一遍。你覺得它是自動化對不對？可是男生會喝酒欸，還喝很多咖啡，我們

站在旁邊都聞得到。月臺也有工作，它有垃圾桶，還有那個門都要去擦的，不然

它不會這樣乾淨。月臺還要引導，我們有太多社會福利了，如果你是一個口齒不

清的，也沒辦法勝任。」 

 

「那個人流量，大到你做完人都虛脫了，你就是不斷迴旋。我常常講，自己

是一個陀螺，從上班開始就一直轉，一刻都不能鬆懈。」 

 

「每一個工作都是這樣嘛，都會有辛苦的一面。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認為

清潔工是最下等的，其實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勝任的，它工作複雜度很高，真的是

一條鎖得很緊、很精細的鍊子，你只要掉了一顆螺絲，就要有很多人去補。所以

我覺得我們北捷工作的人，真的算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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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展板設計及文宣圖稿 
 

 
展板 1 

 

 
展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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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板 3 

 

 
展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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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板 5 

 

 
展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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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板 9 

 

 
網宣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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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宣圖 2 

 

 
網宣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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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宣圖 4 

 

 

 

 

 
網宣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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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宣圖 6 

 

 

 

 

 
網宣圖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