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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透 樂施會探討全球貧窮議題貧窮識事 通識教師傳授如何解讀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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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在印度與當地伙伴合作，鼓勵女農民認識自己的
權益。� （Rajendra�Shaw/ 樂施會）

朝鮮無核化存隱憂 印度偏見文化  阻婦女脫貧

制度向男性傾斜��僅一成婦女擁土地權
印度不少婦女以務農維生，但部分婦女只被

承認為「農業勞工」，連成為「農民」的資格都
沒有，無法申請政府的資源，例如貸款等。因制
度向男性傾斜，當地僅一成婦女擁有土地權，部
分婦女甚至連下田勞動的權利也沒有。例如在印
度北方邦的農婦 Suresho Aina 因落田耕作，被夫
家認為她「拋頭露面」，逐她離家。失去夫家支
持，她只希望分到一小塊田耕作自力更生，但遭
夫家拒絕，生計頓成問題。這遭遇正是印度不少
農婦的寫照。

過去 9 年，樂施會的伙伴 AAROH 領導超過
9000 名女農民參與倡議運動，推廣「女農民」的
貢獻，並促使 6800 名男性與其配偶分享土地擁
有權。Suresho Aina 其後在樂施會和伙伴的支持
下，接受農業培訓及獲租借農地。經過兩年半的
努力，她夫家終同意在其中兩畝地的地契上加入
她的名字，令她取得農民資格。可是，除了家庭
壓力，社會既定觀念亦令婦女發展寸步難行，例
如 Suresho 到銀行申請農戶信用卡時，竟因女性
的身分遭銀行經理游說撤回申請。經多次嘗試，
她終獲政府提供的農民津貼。她購置一台二手拖
拉機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成功脫貧。

全球三分二文盲是女性
印度是全球人口第二大國，女性貧窮問題嚴

峻，根據聯合國 2015 年發表有關全球婦女狀况
的報告，印度女性的平均收入低於男性 32.6%。
但女性貧窮非印度獨有的現象，綜觀全球，女性
平均收入低於男性 24%。女性收入不及男性其一
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機會較少。目前，全球接近三

分之二文盲是女性，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
然偏低。不少女性，尤其出身農村的，往往被家
庭阻止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另一重要原因是家
庭崗位限制，婦女多被認定需處理家務及照料家
人，以致她們可選擇的工種大減。她們大多從事
低薪和沒有保障的工作，如外判清潔或零散工。
在亞洲，75% 的女性從事非正規經濟活動，包括
小販、家庭傭工等缺乏有薪病假、產假等勞工保
障的工作。由此可見，根深柢固的偏見，令全球
很多女性缺乏機會脫貧。

我們身處的香港，女性貧窮問題同樣較男性
嚴重。2016 年《香港貧窮情報告》顯示，女性
貧窮人口（政策介入後）達 539,900 人，較男性
的 456,000 人為高。香港政府統計處資訊顯示，
2015 年貧窮住戶當中，兩性就業人士的收入差距
達四成。而本港女性的貧窮狀况進一步變差，貧
窮人口中女性的百分比由 2001 年的 51.2%，擴
大至 2015 年為 53.7%，情值得關注。

本地婦女要兼顧家庭��選低薪工作
樂施會於 2016 年發表《香港婦女貧窮狀

報告》，指出其中一個原因是本地婦女大多要兼
顧家庭，她們大多只能挑選低工資、低勞工保障
的工作。就此樂施會提出發展墟市、改善零散工
待遇以及加強託兒服務等建議，希望有助本地女
性脫貧。

無論在印度或是香港，每個人不論性別，
都應如電影中的主角般擁有追求夢想和發展的權
利。你又對改善本地女性貧窮有何創意點子？只
要社會上每人多走一步，更平等的世界不會只是
夢！

Suresho�Aina 多番爭取後，終獲政府津貼購置二手拖拉
機，自力更生。� （黃嘉慶 / 樂施會）

近來上映的《打死不離歌星夢》，
躋身全球三大賣座印度電影，感動
各地影迷，你也是其中一位嗎？電
影中的女主角自小夢想成為歌星，
但父親並不認同，更強迫她跟陌生
男人結婚。電影故事雖為虛構，但
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印度仍然普遍。
性別不平等不只窒礙女性追求夢想，
更是女性貧窮的主因。
� 文、圖：樂施會

印度有婦女縱然每天辛勤耕作，卻不被政府承認為農民，沒法享有政府提供的資源。����� （Rajendra�Shaw/ 樂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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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A

韓朝局勢有新進展，雙方展開和談，而且有望
把休戰協定改為和約，也開始商討無核化的議題。可
見雙方的局勢漸見好轉。不過，亦有評論指韓朝側重
於和平多於無核，所以朝鮮如何實施無核化的進程仍
存隱憂。

韓國總統文在寅和朝鮮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在板門店
和平之家簽署《為實現半島和平、繁榮和統一的板門店宣言》，
兩人放下簽字筆後互相擁抱，現場響起掌聲。

宣言最受國際關注的是朝鮮答應締建「無核的韓半島」，
韓朝會積極努力爭取國際社會支持與協力實現「半島無核化」。
青瓦台高官稱，今後針對朝鮮無核化措施，韓美將分階段討論
所需措施。《京鄉新聞》引述韓國外交消息人士稱，「完全無
核化」是朝美峰會可達成功的「關鍵字眼」，為朝美峰會討論
具體無核化方案的「基礎」。該報的分析認為，韓國協助朝鮮
努力擺脫因核問題而陷入的國際孤立，也是朝鮮改革開放的信
號。

宣言還矢言「韓半島再沒有戰爭」，全面停止敵對行為，
促進官民交流。另外，為使長達 65 年的韓戰休戰協定改為和約，
將積極推動韓朝美三方或韓朝美中四方會談；儘管韓朝希望這
能在 2018 年內達成，但分析認為這要視乎朝美協商的進展。

這是韓朝第 3 次峰會。韓國總統金大中 2000 年 6 月與朝
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在平壤會晤，簽署了《北南共同宣言》。
2007年10月，韓國總統盧武鉉訪問平壤3天，與金正日簽署《北
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華爾街日報》指出，今次宣
言提及「和平」11 次，「核」或「非核化」僅 4 次，突顯韓朝
側重紓緩緊張及改善關係，在無核化議題上避重就輕。平壤始
終未確切闡述「無核化」的程度。

資料 A 中像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人把牆上的按鈕調校至「和談」，按鈕上
還有「和平」、「暫停」、「核彈試射」和「戰爭」等選項，並說「搞掂」二字。
圖中另一名像韓國總統文在寅的人在歡笑拍掌，但額上和臉上隱見汗水，彷彿
有點擔心。由此可見現時韓朝局勢漸趨穩定和和平，朝鮮願與韓國和談，但前
景仍不明朗，因為「核試」和「戰爭」仍是朝鮮的選項。

資料來源：�〈韓朝宣言�年內結束戰爭狀態�文在寅金正恩三八線
握手�「歷史新開始」〉，《明報》，�2018.04.28

資料來源：尊子漫畫，《明報》，2018.04.28

問題及答題指引

答題指引

1. 以和談解決國際紛爭有何好處？（6分）

避免開戰：
和談是國家之間透過商
議，共同尋求解決分歧
的方法。透過和談，雙
方減少對立，可避免戰
爭或貿易戰，令雙方避
免蒙受巨大損失。

2.  國家應否保持核子武器？舉出一項支持和一項反對理據以作

說明。（6分）

答題指引

支持理據：
核武殺傷力強大，如一國持有
核武，即對其他國家構成壓力。
持有核子武器有助國家在國際
舞台上爭取話語權，或在處理
紛爭上具談判「籌碼」。

保持國家聲譽：
和談代表國家之間願
放下對立立場，並尋
求解決方法。這能向
世界各國展示國家願
意解決問題的態度，
保持國家的聲譽。

更易解決紛爭：
不少紛爭源自國家之間的利益和信
念的衝突，一時之間難以完全解決。
如以和談方式磋商，雙方可就解決
方法設時間表和進程，或先解決爭
議不大的部分。相比起雙方態度強
硬，毫不退讓，和談更能解決紛爭。

反對理據：
核武殺傷力強大而影響深遠，
如果操作不慎或落入不法分
子手中，對國家自身甚至全球
都可能帶來巨大破壞，所以無
核化才能真正確保國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