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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的法鼓講座，請到了在台大政治系任職的劉康慧副教授，他在美國印第

安那大學取得了公共事務博士學位，並在香港任教過九年，對慈善組織的運作何

如促進社會平等有著極大的熱情。 

 

  放眼全球，有將近八億的人屬於極端貧窮，他們無法取得生存所需的最低需

資源，諸如水、食物、衣物，更嚴重缺乏教育與醫療資源。這八億人，雖然絕大

多數集中在非洲，但其時也有許多的極度貧窮階級分布在已發展國家。自人類有

慈善的歷史以來，這些處於極度貧窮的人，一直都是救濟和幫助的對象，歷來也

有不少的統治者曾誓言消滅貧窮，但直至今日，世界上還是有人因為沒有食物而

餓死，因為沒有水而渴死，因為沒有最基本的醫療資源而病死。聯合國在２０１

５年，制定了永續發展目標，誓言要在２０３０年消極端度貧窮。為了達成這個

目標，瞭解貧窮背後錯綜複雜的成因，制定更加完善的策略，勢在必行。 

 

  作為慈善組織，可為的除了單純的發放物資，解決當下的困難之外，了解貧

窮的成因，從而制定完善的對策，更是長遠的解決之道。講者也提到，在現今的

社會科學，對貧窮成因的瞭解，主要有四個理論：人力資本論、社會結構論、貧

窮文化論與救濟依賴論。四個理論涵蓋了從先天性的缺陷、社會結構不良、家庭

影響到自身不努力的內因與外因。從貧窮理論出發，社會福利組織亦制定了若干

不同的對策，包含：共同生產、AI 的分析應用、微型創業貸款、隨機對照實驗

等。除了對治當下水和食物的缺乏，更多是提供教育、健康和就業等，消滅貧窮

根本的長遠計畫。 

 

  能夠住在台灣，而且有機會學佛，我們非常幸運，不太可能會面臨飢荒，或

是教育資源與健康資源的缺乏。但是要時時想起，在這地球的各個角落，都有人

在受苦，從眼前的資源缺乏，到無始以來在六道中輪迴不斷之苦。從而發起對世

間的出離心，發起願一切眾生得現前安樂與究竟安樂的菩提心。當我們以菩提心

行慈善事業的時候，就不僅僅是世間的善法，而是菩提道上成佛的資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