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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工作坊跟進活動 

 

活動 1：「相」看貧富差距 

活動目的： 

1. 認識貧富懸殊的真實情況 

2. 反思貧富懸殊的成因和影響 

 

時間：20分鐘 

 

流程 

時間 活動 物資 

5分鐘 《相片拼圖》 

1. 預先將相片列印及剪碎 

2. 隨機分 4組，每組派發 1份拼圖碎片 

3. 在 5分鐘內將拼圖組合 

相片 x 4 

15分鐘 《不平等問與答》 

1. 每組一張大紙和白板筆，用 5分鐘時間細心閱讀及觀察

圖片，和組員互相發問，可以運用 5W1H (Why, When, 

Where, Who, What & How)幫助思考，要和貧窮或貧富懸

殊或不平等相關。 

2. 精選重要問題寫在大紙上 

3. 寫完後和另一組交換，對方要儘量回答，將答案寫在問

題後 

4. 逐組讀出問題和答案 

5. 老師可用模範答案回答，或引導其他學生回答或續問。 

 

解說問題： 

1. 相片給你甚麼感覺？ 

2. 你覺得相中人在做甚麼？如果你是相中人會覺得怎

樣？ 

3. 相中怎樣看到貧富差距的問題？ 

4. 你覺得甚麼原因導致相中的地方出現貧富差距的問

題？ 

5. 你覺得相中的政府做了甚麼(政策)？又沒有做甚麼？你

覺得政府應怎樣回應？ 

6. 如果你要拍一張相去表達貧富懸殊，你會拍甚麼？怎

樣拍？ 

大紙 x 4 

白板筆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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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1 

 
 

(Credit: Tiara Audina / 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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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2 

 
  

(Credit: Zed Nelson/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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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3 

 

(Credit: Andy Hall/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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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 

 
(Credit: Eleanor Farmer/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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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解說 

相片 1 (Credit: Tiara Audina / Oxfam) 

觀看未來：在印尼耶加達，一位父親手抱著他的女兒，站在那一片最

近為發展而被拆卸的土地上，默默看著對岸那豪華的住所。 

 

過去 20年，印尼貧富的差距增長速度比東南亞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快。

印尼最富有的四個人的財富比最窮的 1億人還要多。不平等不但減慢了滅貧進度和經濟增長，更

危害社會凝聚力。 

 

相片 2 (Credit: Zed Nelson/Oxfam) 

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富有地區，名叫帕克赫斯特的地方，一名 39歲的地

拖頭小販簡飛卡達站在法拉利跑車前說：「南非變得越來越差，公共學

校沒一間像樣，在政府工作的人都非常有錢，剩下的我們卻非常貧

窮。」 

 

相片 3 (Credit: Andy Hall/Oxfam) 

倫敦著名景點特拉法加廣場搖身一變成為一個互動的熱帶稅務天堂！

這倡議活動由樂施會、Action Aid 和 Christian Aid籌備，趁國際反貪污

大會期間向英國政府和國際領袖施加壓力，要求同意打擊避稅的方

案。 

 

相片 4 (Credit: Eleanor Farmer/Oxfam) 

越南曾有一個不錯的滅貧成效，但今日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情況正影

響數十年的成果。越南裡最富有的 210人一年賺取的錢足以令 3.2百

萬人脫離貧窮並終結絕對貧窮。言論和機會不平等正加劇經濟不平

等，令最貧窮的人完全被排在外。數百萬名少數族裔人士、小農、新

移民、非正式工人和婦女成為貧窮人，他們不能享受服務，未能參與

政治制定，更要面對嚴重的歧視問題。要處理這危險的貧富差距，越南應立即改善管治、稅制、

公共開支、公共服務、勞工權益和公民參與。 

  



 

7 
 

活動 2：「解決貧富不平等」四方會談 

活動目的： 

1. 代入不同持分者的身份並思考貧富懸殊的責任 

2. 引發同學思考解決或改善貧富懸殊的方法 

 

時間：50-60分鐘 

 

流程 

時間 活動 物資 

10分鐘 《認識你的角色》 

1. 分成四組，分別代表農民、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 

2. 教師則擔任會談主持 

3. 閱讀自己角色的「角色自白書」，並和組員討論問題。限時 10

分鐘 

4. 各派出一位正代表、兩位副代表出席三方會談 

角色自白書 

30分鐘 《四方會談》 

1 先由主持表達對風沙國近日的稅制改革表示關注，邀請四方一

同討論「如何解決或改善貧富不平等的問題」，並講解會談程

序安排。(2分鐘) 

2 四方會談分三部分，限時 28分鐘： 

2.1 立場表述：每組輪流有 2分鐘表達對國內不平等情況的立

場、看法和解決方案，共 8分鐘 

2.2 互動討論：四方表達後會有互動環節，限時 15分鐘，各

自可向對方提問和協商，務求在會談結束時能達致共贏的

方案。 

2.3 總結討論：在最後 5分鐘要提示各方必須達到一個共識。

最後 1分鐘請政府宣佈最後達成的方案 

3 過程中主持要中立持平，除需要控制場面或平衡各方有充足表

達的時間外，盡量不要干預討論或提出意見。同學若不能達到

共識，不要勉強，可留待「會談後解說」中討論。 

4 其他同學可觀察四方的論點並提寫在工作紙上，於「會談後解

說」時分享 

 

10-20分

鐘 

《會談後解說》 

1 教師與同學進行會談後解說環節，以深化及整理經驗和感受。

整理過程中教師宜做三件事，以提高同學學習動力： 

1.1 少說：少說自己的看法，不直接提供模範答案，讓同學在

互相腦震盪中引發創意和想像 

1.2 多聽：多聆聽同學的看法，重視和尊重任何意見，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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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不否定、不設立場 

1.3 多問：多向同學發問，引發同學思考。問題宜使用開放式

句子，簡單、直接、中要點，每題只問一件事。 

2 可先邀請觀察的同學分享 

3 討論以下問題： 

3.1 這個方案是否最好的方案？怎樣才是最好？ 

3.2 各持份者對這方案有甚麼看法？ 

3.3 你覺得這方案可否解決貧富懸殊？為甚麼？ 

3.4 你覺得其他持分者的論點合理嗎？對你來說有哪些是新論

點？ 

3.5 討論的過程如何？有遇到困難嗎？如何解決這些困難？ 

3.6 若果現實世界中你真是 XX的身份(四個角色其中之一)，

你覺得怎樣？你覺得你要不要為貧富懸殊的問題負上責

任？你覺得你會做甚麼去回應？ 

3.7 這個會談使你對貧富不平等的議題有甚麼新發現？ 

3.8 你覺得你現在或將來可以怎樣回應這議題？ 

 

參考資料 

樂施會「實現平等：消除貧富差距教材套」，點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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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印以下內容並派給四組同學) 

《99:1》延伸學習活動—「解決貧富不平等四方會談」 

政府自白書 
風沙國一直以來都很貧窮，作為政府，當然希望能夠幫助巿民改善生活。提供稅務優惠以引入

外資，在國際間相當普遍。引入外來資金，可以改善國內經濟，創造就業機會，並且可以收取

企業利得稅去增加財政儲備，以致政府能撥款更多資源到教育、醫療、公共服務和基建上，直

接令所有人受惠，所以政府必須與商界保持緊密合作。假若沒有足夠儲備，很多民生議題便可

能要擱置，直至有足夠資源為止。另外，巿民有責任和義務繳交當納的稅款以保持政府運作順

暢，明白有部份人可能需要援助，政府會密切留意各項統計數字以制訂適當的政策。受政治、

經濟、財務等多重影響下，政府有需要時對稅率作出調整非常合理。參與四方會談只是希望聽

取意見，但不一定會按民間意願改變政府施政方針。 

 

請討論一下以下問題： 

1 政府對經濟發展持甚麼看法？政府與商界保持怎樣的關係？ 

 

 

 

 

2 公共資源、財政儲備和稅款是甚麼關係？政府的理財理念如何？ 

 

 

 

 

3 政府在不平等問題上持甚麼態度？ 

 

 

 

 

4 請以政府身份提議一個各方可能會接受的解決方案，但前提是不能削減政府的管治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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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延伸學習活動—「解決貧富不平等四方會談」 

企業自白書 
作為企業，賺錢絕對是最重要目標，只要能夠將利潤最大化，企業都會考慮。一方面風沙國人

力成本便宜，可大幅減低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最近提出了不少有利企業投資的政策，包括提供

稅務優惠、發展補貼都非常吸引，而且政府更非常願意與我們配合，在最近的收地建廠事件上

政府也很出力。在這裡發展另一個好處是政府並不嚴厲監管企業運作，所以一如其他大企業一

樣，我們也會將大部分利潤都撥入離岸公司，以降低稅務壓力，增加企業流通資金，但風沙國

的應納稅款，我們一分錢也不會少付。至於政府如何處理國家管治事宜，我們都不會干預，除

非會影響到我們的營運前景，例如政局動盪、發生暴亂，那我們便可能需要與政府協商討論，

甚或撤資，但以目前政府的管治手法來說，相信都對我們較為有利。參與四方會談只是希望表

達我們對政治的中立立場，同時希望我們的投資不會受所謂不平等的謠言所影響。 

 

請討論一下以下問題： 

1 企業有甚麼目標？企業認為風沙國如何，特別是政府？企業和政府保持怎樣的關係？ 

 

 

 

2 企業的理財理念如何？財務管理上做了甚麼去達致「利潤最大化」？ 

 

 

 

3 企業在不平等問題上持甚麼態度？ 

 

 

 

4 請以企業身份提議一個各方可能會接受的解決方案，但前提是不會影響企業的營運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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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延伸學習活動—「解決貧富不平等四方會談」 

農民自白書 

作為農民，我們只希望風調雨順，農作物有好收成，有衣有食便當知足，榮華富貴太遙遠了亦

不可能發生。不過自從企業來到風沙國，我們的惡夢便開始了。政府不和我們說一句便將我們

祖宗的土地都給了企業，說好的補償從來都沒出現過。我們抗議換來警察驅趕，在政府諮詢意

見時表達立場，但政府卻完全無視我們。沒錢又沒地，我們也不知道怎樣捱得過那個旱災，那

個政府竟然還要加稅，說甚麼提供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交稅是公民責任，全是隨口說，繳稅

後的錢一分錢都沒有改善過我們的生活，不知道是否被貪污了！有錢人賺那麼多卻不用繳稅，

正常人都知道這是荒謬到極吧！不去追有錢人收稅卻加我們重稅，簡直為富不仁！參與四方會

談當然是要政府正視貧窮人的需要吧！不是我們不努力，而是政府政策、制度和公共資源分配

不公平！ 

 

請討論一下以下問題： 

1 農民有甚麼心願？農民的惡夢是甚麼？ 

 

 

 

2 農民對企業和政府分別有甚麼觀感？農民認為政府應怎樣做去回應他們的需要？ 

 

 

 

3 農民在不平等問題上持甚麼態度？ 

 

 

 

 

4 請以農民身份提議一個各方可能會接受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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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延伸學習活動—「解決貧富不平等四方會談」 

非政府組織自白書 

作為非政府組織，當然要幫助弱勢群體、監察政府和企業、為不公不義的事發聲！回顧風沙國

近日發生的情況，政府為討好企業，不惜提供各項稅務優惠、補貼，容讓企業避稅卻又將財政

重擔加於農民身上，我們是非常反對的。政府有責任維持社會穩定，政策制定時必須平等、公

開、透明，在公共開支的分配上要盡力為基層著想。我們倡議政府必須加大力度增加公共開

支，創建一個人本經濟，讓社會上 99%的人都可享有平等的未來。另外，我們建議政府檢討現

行稅制，實行「能者多付」原則，研究不同增加政府收入方案的可能性，包括研究調整獲得高

額利潤的企業利得稅率，從而實現稅務公義原則，加強再分配的功能，收窄貧富差距及社會不

平等，創造更公義的社會環境。而企業亦應生產足夠的而不是最多的利潤，視基層員工為重要

資產，承諾給予員工「生活工資」，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請討論一下以下問題： 

1 非政府組織的目標是甚麼？他們是站在哪一個立場，傾向基層還是傾向政府？ 

 

 

 

2 非政府組織對企業和政府分別有甚麼看法？ 

 

 

 

3 非政府組織建議政府和企業應怎樣做去收窄貧富差距？ 

 

 

 

 

 

4 請以非政府組織工作者身份提議一個各方可能會接受的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