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青年重新探索工作意義 期望改善生產至上之模式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面對社會與生態變遷的迫切要求，近年有越來越多的法國年輕人

開始重新衡量工作對於生活的重要性，他們不再把工作當作生活中唯

一要事，主張應思考一種簡樸的新生活模式。針對此現象進行研究的

法國哲學教師賽琳娜·瑪蒂（Céline Marty）在其新書« 更好的生活，

更少的勞動：反生產主義哲學的構想 » (Travailler moins pour vivre 

mieux)中，探究了當代社會中人們與工作之間的關係，並討論法國目

前部分年輕人為何不再認為工作是生活的核心。 

賽琳娜指出，現在年輕人希望能在工作與個人生活之間重新找到

平衡，這種現象其實是上個世代重視個人職涯表現的結果。從 1970 年

代以來，管理方式產生了深刻改變與影響，人們對於「勞動」或「工

作」的觀念變得非常「個人化」，每個人不只需要工作，也必須在工作

中獲得成就，對於個人職業的想法，成為人生感到滿足快樂或挫折失

落的源頭。於是，這些受教育取得文憑的年輕人朝有機產品領域發展，

希望自身所為有益於環境；或者期待除了工作，能保有更多個人時間；

另外有些年輕人甚至將這樣的轉變延伸到政治面向。 

對部分年輕人而言，是因為抗拒現有的社會階層體系，才促使他

們重新思考工作對人生的意義。職業生活的重要性在於讓他們可以展

現自己的個人獨特性與身份認同，能讓他們願意投入其中並找到意義

的任務才是工作，而不是那些「無關緊要的鳥工作」（bullshit job）。

因此，工作應該是一項可以有具體成果且對地球有益的任務，在面臨

迫切的生態危機下，這些年輕人希望能改變既有的生產模式。 

此外，這代年輕人見證了他們父母由於勞動市場不穩定所遭遇的

身心傷害，也開始瞭解有份工作已不再代表生活保障。年輕人的擔憂

正在西方各國蔓延，從而引起各方呼籲減少工作時數的重要性，某些

團體更主張應徹底地拋棄我們既有的工作觀。換句話說，應該從沈重

的僱傭契約關係中自我解放，好將更多時間留給自己與身邊的人，維

持生活其他面向如家庭、親友關係、個人興趣與志業等的平衡，構想

一個更尊重人性與自然的社會體系。 



 

 

年輕人希望在這個新理想體系中，能揚棄人生「必須工作」的想

法，建立一個不論其身份或從事之活動、人人都能有份基本收入的簡

樸社會。事實上在 1798 年，英裔美國思想家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早已提過這種「全民基本收入」（Revenu universel）制度，並

且在 1990 年代，有許多生態保護主義人士也曾再次提出。的確，更

少的勞動代表較少的收入，但人們將會更少地移動與消費，污染環境

的機會也隨之減少。這份政治願景提案也意謂著，我們必須重新反思

社會中哪些活動為不可或缺？哪些活動又是非必要的？ 

賽琳娜還表示：儘管法國在減少工作時數的制度改革上頗有成效，

但仍難以重新反思社會生產體系的核心基礎。目前的總統競選活動中，

幾乎所有參選人都不再觸及這項議題。在 2017 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中，

我們曾大幅討論由當時社會民主黨參選人貝諾瓦·阿蒙(Benoît Hamon)

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但這幾年來卻無人再討論這項制度的

可行性，其他關於「學生基本收入」的類似政策，也不再出現於總統

參選人的政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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