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04 臺灣長照制度的演化：整合與科技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台灣的長照制度從 2007年到現在，已經超過十五年。雖然長照制度當初的確是為了回應台

灣高齡化社會所衍生之照顧需求的制度，但今日的長照 2.0已經與當初長照十年計畫剛開始實

施的內容有所差異。一方面，長照制度納入全年齡的失能障礙者，另一方面長照服務法的實

施，也把障礙服務都納入長照服務，長照服務和障礙者照顧有著整合的可能。周怡君、周倩如

的「從重度肢障者的自立生活觀點比較臺灣長照居服與障礙者個助制度」，試圖從長照居家服

務和障礙者個人助理制度來進行比較，探討長照服務和障礙服務的能與不能。另外，政府支付

之外的長照服務透過科技的發展，以數位媒合平台媒合有需求的長照使用者和服務提供者，但

是這是否該受到國家管制？國家又該以何種方式、何種頻率來進行管制？林倖如老師的「現行

臺灣長期照顧服務數位媒合平台之行政管制法制及問題」，嘗試描述長照與科技所衍生的制度

與可能問題，並嘗試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而林谷燕老師的「德國數位長照應用給付之支付費

用協商與仲裁」，提出德國長照保險制度對數位長照應用給付的做法，恰好可對照台灣的現

況，提供台灣科技長照給付或服務的參照點。 

 

主持人/ Chair：黃全慶 

 

發表人/ Presenter：周怡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專任教授）、周倩如（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理

事長） 

題目/Title：整合可能嗎？從重度肢障者的自立生活觀點比較臺灣長照居服與障礙者個助制度 

 

摘要/Abstract： 

  自立生活（independent living）一直是障礙人權模式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一，意指障礙者

能自由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與服務方式，個人選擇生活的權利不應因為障礙狀況與程度而

有所減少。而過往的照顧服務往往過於強調照顧者的專業，容易忽視被照顧者的想望與生活選

擇權利。依據衛福部 2022年底統計資料，台灣重度以上（極重度）肢體障礙者人數至少 46,041

人，多數需要相對高密度且長時間的一對一服務，以支持其居住社區，而非住進隔離式住宿機

構。因為臺灣個人助理（personal assistants）制度基於資源限制，導致使用時數有限，使重度肢

障者單靠個助時數，不足以維持其在社區的基本生存需求，常得另外申請使用長照（Long-

term-care）服務的居家服務（home care）。因此，遂有長照與個助制度應整合服務，讓重度肢

障者能合併時數、使用服務更方便的討論。不過，台灣長照服務是在 1997 年時為因應高齡社會

失能長者的照護需求而建立，而 2012 年推動的障礙者個人助理服務，則是為了支持障礙者的自

立生活。兩者制度無論在制度核心價值、服務評估、服務方式、服務目標都有差異，近年來，

台灣長照服務對象納入全年齡的失能障礙者，也有專家開始倡議具自立生活特徵的自立支援

（restorative care）服務模式，顯示台灣長照制度仍在不斷演化，且有整合障礙者服務的精神與

使用者的可能。但究竟長照制度要如何改變、才能符合障礙者的自立生活精神，使兩者制度整



合成為可能？本文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從障礙者自立生活的觀點，比較分析使用過長照

居家服務和障礙者個人助理制度的重度肢障者經驗，探討台灣目前長照與個人助理制度整合的

可能與困境。 

  

關鍵字：自立生活、重度肢障者、居家服務、個人助理 

  

國科會計畫編號：NSTC 112-2410-H-031 -037 -MY2 

發表人/ Presenter：林谷燕（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題目/Title：德國數位長照應用給付之支付費用協商與仲裁 

 

摘要/Abstract： 

  德國聯邦政府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通過服務與長照之數位現代化法草案（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digitalen Modernisierung von Versorgung und Pflege，簡寫為：DVPMG），並於 2021

年 3月 17日向國會提出。國會通過後，於 2021年 6月 3日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並自同年同月

9日施行。立法內容係將數位長照應用軟體作為一種長照給付，例如，提供照顧需要者某長照 APP，

以降低照顧需要者自主或自理能力的障礙，以及避免照顧需要情形惡化；或是提供其補充性協助

服務之數位長照應用軟體，由居服人員於對之進行服務時使用該軟體，藉此促進照顧需要者、家

庭照顧者與居服人員間之互動。此法雖然於 2021 年 6月 9日開始施行，但作為長照給付則須於

相關措施建置完成後，始得開始提供。相關建置例如應用軟體製造商之申請該產品成為給付項目

之程序與救濟，以及長照保險人對該給付之支付額度的協商等。本研究以 2023 年 5 月 30 日聯

邦保險人總會與產品製造商協會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協商出之長照保險支付制度規定為核心，嘗

試了解整體協商程序、支付額度之確認，以及產品製造商對產品的初步定價，同時包括無法達成

協商結果時之仲裁。期望提供數位長照熱潮下，德國現行相關政策與法制的發展及其未來可能面

臨的挑戰。 

  

關鍵字：德國、長照保險、數位長照、長照支付制度 

  

國科會 110-2918-I-180-002 

發表人/ Presenter：林倖如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 

題目/Title：臺灣居家照顧數位媒合平台之行政管制法制現況及問題 

 

摘要/Abstract： 

  隨著長照服務法 2017 年開始施行，在政府積極推動長照 2.0 計畫之下，各類長照服務資源

及長照人力已在全國各地顯著成長，而民眾依長服法申請利用法定長照服務的利用人數也逐年

遞增；然而，或因受限於現行法定長照服務給付上限（服務類別及時數），未必能滿足失能需要

長期照顧者及其家庭之需求，或是出於申請外籍看顧工但尚未受核准前之等待期間的照顧需要，

或者基於臨時住院看護或照顧者因故突然無法提供照顧等突發性照顧需要，未必能透過尋求外

籍看護工及長照 2.0法定長照服務兩途徑來解決，民眾不得不立即尋求其他照顧人力情形，甚為



常見，而此也是本國籍照顧人力（亦即長服法所稱「個人看護者」）的主要服務對象。是以，向

需照顧者及其家人迅速地提供當下所需照顧人力所在資訊，並使個人看護者得隨其意願接受不

同個案服務委託來確保個人收入，媒合此兩者間需求與服務提供之居間仲介服務，乃應運而生；

近年來更隨著數位科技之發展及智慧型手機利用之普及，在國內已有陸續出現包括優照護、愛長

照、我罩你（I Care You），家天使等居家照顧數位媒合平台（以下稱居家照顧 APP）。所謂居

家照顧 APP，具有向需求者即時地提供妥適照顧人力資訊、線上諮詢及預約服務，進而媒合需照

顧者之需要與個人看護者之服務提供，進一步促成需照顧者及個人看護者二者間長照服務契約

之締結及履行，並收取報酬等特徵。此類長照服務仲介服務，性質上係屬民法居間契約；雖說尚

非現行長服法第 21 條第 5 款規定「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類」，但是同法另明文「非

長照機構，不得為長照服務之廣告」（第 29 條第 1 項），且規定違反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第 51條第 2項）。是以，前述居家照顧 APP所提供資訊及媒合服務等事項，

是否涉及長服法所稱「長照服務之廣告」？而此問題之癥結，實取決於居家照顧 APP 是否為現

行長服法之規範對象？涉及同法長照人員、長照機構以及接受長照服務者權益保障規定之適用

疑義，也須進一步釐清現行法令對於居家照顧 APP 之行政管制法制全貌究竟為何？此一問題。

是以，本報告將從社福公私協力觀點，先剖析在現行長照法採取混合長照政策下之多元長照服務

輸送體系，梳理長照服務居間媒合機制之管制現況，並說明居家照顧 APP 之法律定位；其次，

針對居家照顧 APP 所可能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是否涉及長照法法定長照服務項目，檢討分析其間

所涉及行政管制法規範之具體內容，並藉由相關行政爭訟案件之檢討，指出現行居家照顧 APP

行政管制法政策所待解決的幾個問題。 

  

關鍵字：居家照顧媒合 APP、混合長照政策、長照服務仲介管制、長照服務廣告 

  



1-3-105 描繪照護地景：台灣慢性病實作的位移、重組與想像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本書以高血壓、糖尿病與慢性腎病案例，探討台灣防治體制變遷。尤其是藉由醫療社會學

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洞見，以位移取徑發展的體制分析繪製體制地圖，定位專業視野如何形塑

在地照護地景。 

  

  本書嘗試發展雙重探索。一方面是追溯經驗脈絡，二十世紀中葉起源自歐美的實證醫學在

全球急速擴散，本地也在各種歷史機遇下積極引介各種知識、技術與政策。多種醫療、公衛、

衛教、政策與社會行動者在引介及在地化過程中競逐，位移慢性病的問題脈絡、疾病定義、專

業架構、臨床指引、衛教模式、防治政策與社會批判，進而重組本地當前的慢性病醫療與社會

體制。本書藉此定位各種醫療—社會行動者介入體制佈署的過程與影響。 

  

  另一方面是剖析各種專業視野的在地影響。本書剖析包括醫療、衛教、政策，以及社會等

專業視野，介入本地的多重脈絡。由位移取徑的體制分析以三層次檢視這些視野的實作：首先

專注於這些視野由原生地到非原生地引介中的位移;其次關注位移中的實作叢集如何重組在地;

再者定位多元視野的認識叢集如何想像與協作，形塑體制佈署。藉由聚焦於各種位移、重組與

想像實作競逐的分析，本書以體制地圖描繪理論、視野與在地實作的關連，釐清在地照護地景

變遷。本書藉此定位各種專業與理論視野的體制化軌跡，並以居間、自我後進、在地化與批判

等概念，回應醫療化、專業權力、藥療化、生命治理與後進追趕等，多數源自歐美社會脈絡的

理論。 

  

  本書貢獻如下：第一，將本地經常引介的歐美先進全景視野，定位於歐美歷史—問題脈

絡。第二，闡述本地行動者的位移、重組與想像實作競逐，如何形塑三種慢性病防治體制變遷

的差異。第三，深度剖析這些體制所凸顯的多層次專業、醫療、社會與政策意涵，並藉此回應

既有社會理論。第四，繪製多重在地照護地景的體制地圖，以想像未來照護的可能性。 

  

  本書希望有助於各界將目光由國際移向在地，讓每一種曾在此地發揮影響或有機會造成影

響的知識、視野或立場能進一步關照彼此，創造更適合發揮的機遇，以改善台灣的醫療與社會

照護體制。 

 

主持人/ Chair：蔡友月 

評論人/ Discussant：黃柏堯、蔡友月 

 

發表人/ Presenter：林文源（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個人簡介： 

  林文源博士，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研究領域為社會理論、醫療社會學、科技與

社會研究。曾獲 2014年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2014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著

有專書《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從行動者網絡到位移理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合

作編輯《科技 社會 人》系列叢書 4 輯、《寫給青春世代的 STS 讀本》系列 2 輯，以及《把生

活帶進實驗室》（皆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人文社會的跨領域 AI探索》（國立

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記疫：臺灣人文社會的疫情視野與行動備忘錄》（大塊文化出版社出

版），建置《記疫》網站累積 COVID-19疫情下台灣人文社會經驗，以及監製《記疫台灣》紀錄

片三集（CNEX發行）。 

  

  近年延續探索台灣醫療體制，進行當代中醫實作與體制變遷研究，並致力於推動人文社會研

究之公共化，包括： 

1. 「記疫」，請見專書、記錄片與網站 

2.  「公共化 AI」，請見清大人文社會 AI 應用與發展研究中心 

3. 其餘請見林文源個人網頁 

 

  

https://covid19.nctu.edu.tw/
https://nthuhssai.site.nthu.edu.tw/
https://cge.site.nthu.edu.tw/


1-3-106 審議民主與教育 

主持人/ Chair：李仲彬 

 

發表人/ Presenter：林國明（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葉欣怡（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題目/ Title：公民審議如何影響政府決策與社會實作？「作伙學」與審議民主在知識論層次的價

值 

 

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以「作伙學」審議計畫做為案例，討論審議實踐如何影響政府決策和社會實作。111

年大學申請入學採取學習歷程檔案。高中端對大學審查學習歷程檔案的原則充滿焦慮和不確定

感。因應這樣的社會氛圍，教育部高教司於 2020 年起，委託台大社會系團隊執行學習歷程檔案

審議計畫（簡稱「作伙學」），於全台灣各縣市透過實體與線上兼具的形式辦理一百場以上的審

議討論活動，邀請超過 3000 位高中老師、學生、家長和大學教授參加審議。審議的成果不但促

成教育部做出多項政策調整，也影響大學端如何審查、高中端如何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的社會實作。 

  

  本文的分析指出，作伙學的經驗，對審議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重大意義。「微型公眾」

（mini-publics）的公民審議，是一種「公民為社會集體做判斷」的模式，預設已知的問題、爭議

和方案，公民審議要做的，是在既定的問題框架下，汲取相關的資訊與意見，審慎評估不同的觀

點，做出「合理的」的集體判斷和決定。但在學習歷程檔案的審議中，問題和解決方案都是未知

的。例如，學習歷程檔案的制度設計與實作，有哪些問題，造成高中教學現場的不滿和焦慮？大

學教授在審查學習歷程檔案時，重視哪些原則？這些原則與 108 課綱的政策目標是否契合？高

中老師要如何引導、學生要如何準備學習歷程檔案，才能符合大學的審查原則？這些問題和解方，

都不是已知的，而是在審議過程中出現，界定，和經過討論而獲致同意的。也就是說，學習歷程

檔案的審議，顯現了審議民主在建構事實、界定問題和尋找解決方案等「知識論」（epistemological）

層次的價值。 

  

  本文因而提供一個不同於既有文獻的視野，主張從「知識論」(epistemological) 層次的價值，

來分析公民審議如何影響政府政策和社會實作。這個分析觀點，側重於相關行動者如何認知到公

民審議所產生的政策建議和實作指引，是有公共的可信度（public credibility），是接近事實又能

解決問題的。本文一方面從審議的技藝（deliberative crafting）和程序設計，來分析作伙學如何產

生具有「公共可性度」的政策建議和實作指引，另一方面從政府連結相關行動者的關係和政策網

絡，來分析具有「公共可性度」的審議結論如何產生影響。 

  

關鍵字：公民審議；政策過程；程序主義；學習歷程檔案；教育改革 

發表人/ Presenter：盧孟宗（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葉欣怡（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

授） 

題目/Title：公共說理與程序主義：以參與學習歷程檔案審議的高中教師經驗為例 

 



摘要/Abstract： 

  審議民主期待受政策效果影響的公民在充分知情的訊息中經由彼此說理逐漸形成具有共善

（common good）的共識性原則，並引為政策基礎使意見包容於決策過程並具有正當性。而共善

與公共理性／說理（public reason）的連結，以及如何得致公共說理的可能，不只關乎審議民主

的效能，更是其核心價值。 

  

  本文以參與高中生學習歷程檔案審議會議的高中教師在審議活動中的溝通討論紀錄為文本，

並以不同場次的參與觀察和後續深度訪談為分析資料。發現做為考招制度變革過程中關鍵行動

者的高中教師，雖然在構想、設計和規劃結合學科邏輯與素養邏輯的考量，以及新制度蘊涵的政

策價值等立場意見分歧，然而經由程序安排─包括與相同（高中教師）、異質（學生、家長）參

與者的審議對話，他們仍能得致對於教育理念、價值等共識。這項經驗突顯公共審議的幾項特徵

與可為反思之處。其一，對特定審議主題有不同面向、層次的歧異，然此並不意味無法對主題的

其他部分達成價值或理念等層面的共同基礎；其二，面對與自身類同或異質的審議成員，會產生

不同的說理內容與過程，從而豐厚對特定議題的公共理性的詮釋理解。其三，因此公共理性的多

元內涵不是單純內建於不同社會位置行動者的處境知識，而是在審議溝通過程中，經由不同的程

序配置所促成的對話說理而逐漸成形。 

  

關鍵字：審議民主、公共理性、程序主義、學習歷程檔案 

發表人/ Presenter：林祐聖（清大社會所副教授） 

題目/Title：惹人爭議的學習歷程檔案：夢幻文件的觀點及其修正 

 

摘要/Abstract： 

  學習歷程檔案自 108學年度上路以來，就引起諸多的批評與質疑，這樣的爭議引發本文兩個

研究問題。首先，為何一個如教育部具有豐富資源的組織，會制定出實踐困難的政策。本研究從

組織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採取夢幻文件的觀點，指出學習歷程檔案具有夢幻文件的計畫性質，也

就是象徵組織能解決當前的教育難題，卻不易達成目標。本研究探討為何學習歷程檔案成為象徵

意義高，但功能意義低的夢幻計畫，本研究假設組織文化、組織結構與組織的民主創新能力影響

著組織計畫的夢幻程度。其次，本研究也藉由考察目前教育部關於學習歷程檔案的審議計畫「未

來議起來」的進行，討論審議民主能否作為減少組織計畫的夢幻程度的策略，讓計畫不僅具備象

徵意義，也能在實際上有效的達成計畫的目標。 

  

關鍵詞：夢幻文件、審議民主、學習歷程檔案、108課綱 



1-3-107 搜尋社區行動主義的能量：南方的實踐經驗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活躍的公民社會包含了兩個互為交織的部分：積極公民以及活躍的社區行動主義

（community activism）。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多位師生，過去數年投入在教育部 USR實踐

計畫《搖滾社會力：在地關懷為導向的社企與公益實踐培力》以及國科會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

踐計畫《他鄉／故鄉：原民遷村的文化培力、創新與再生產》，本場次之論文皆與這兩大計劃

所支持的社會實踐與研究行動有關，共同的研究關懷在於理解南方社區行動主義的多元面貌、

歷史變遷與特殊性，期能對於未來的社區運動或者部落復振行動有所助益。 

主持人/ Chair：洪意凌 

 

發表人/ Presenter：夏傳位（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陳喬妤（屏東大學社發系碩士

生） 

題目/ Title：生活在他鄉：長治百合永久屋園區的離散與凝聚 

 

摘要/Abstract： 

  本文探討屏東縣長治百合永久屋園區 X 部落文化健康站的社造實踐、其所採取的特殊形式

及其實踐意涵。X部落在莫拉克風災中全毀，全體遷村至長治百合園區，原部落毀損的嚴重程度

事實上斷絕了所有返鄉的可能性。而該部落總人口僅不及一半居住於園區內，其餘半數以上皆散

居各地。在斷絕返鄉路、同時又不能同地聚居的情況下，照理說 X 部落的集體認同和內在凝聚

都將岌岌可危。但事實卻正好相反，X部落展現了極其強烈的原鄉認同情感，透過各種社造實踐

創造出宛如往昔山上時光的文化體驗場景，又透過強韌而擴展各地的家族親屬網絡以維持全部

落凝聚。某種程度上，X部落展現了經典「離散」團體的特徵：一方面斷絕返鄉之路卻對原鄉有

強烈情感依附；另一方面不得不以園區為「家」卻表現出抗拒與疏離。種種矛盾與曖昧體現在實

踐層面的特色，集中展現在 X 部落的社造發動主力—文化健康站的各種活動設計之上。兩位作

者均屬屏東大學人社計畫《他鄉／故鄉：原民遷村的文化培力、創新與再生產》研究團隊，對於

因為莫拉克風災遭到強制遷村的部落有一定的認識。基於這樣的認識，本文將從文化健康站的行

動方案切入，既呈現歷史—結構力量之偶聚（conjuncture）對於實踐條件和性格的限制與捏塑，

亦將探討實踐的未來意義與後果。 

  

關鍵字：莫拉克風災、永久屋園區、離散、遷移、地方認同 

發表人/ Presenter：吳品賢（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題目/Title：食農在地化？美濃校園供餐網絡中的行動與反思 

 

摘要/Abstract： 

  本文探討美濃地方學校在「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實施前後的食農實踐，包括農務實作、

飲食教育、午餐供應等面向，就其中所傳遞的食物與農的價值，嘗試補充另類食農網絡的鄉村觀



點。從 2022年 7月起，高雄市教育局配合中央政策，在地方認真推進「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

促成美濃學校午餐供應體系的整併，及體系內相關人員的變動，同時，也對地方學校在農事體驗

教育的操作形式帶來影響。這一系列的轉變，凸顯了校園中的食農實踐，既是教學過程亦是經濟

過程，而其中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既不同於全球化與自由貿易體系下的疏離，卻也不盡相同

於現有的多數社群支持型農業論述中提及的提攜關係。這些網絡變化的掌握與觀察，來自於作者

過去數年對於屏大之教育部 USR《搖滾社會力》計畫之參與。本文將透過參與式行動研究法，投

入當地校園自煮廚房倡議行動，以深入檢視農村中的食農行動網絡，以及美濃的社區組織行動者

在另類食農倡議過程面臨的難題。 

  

關鍵字：社群支持型農業（CSA）；地產地消；在地食物；鄉村性 

發表人/ Presenter：邱毓斌（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題目/Title：「拿麼厲害」之後：原民部落文化復振行動者的返鄉之路 

 

摘要/Abstract： 

  原住民部落的文化傳承與復振，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部落青年世代的「承先啟後」。

然而，這些青年行動者通常是經歷了一個「外出-返鄉」的歷程：許多部落仍然有貼紅榜的傳統，

慶賀誰家小孩考上高中、大學的同時，其實是建立了一個青年外流的輸送帶。這些青年世代，特

別是帶著文化復振念頭返鄉者，如何帶著使命（mission）成功返鄉，穩定地找到工作位置，將是

族群社區發展與文化延續的重要關鍵。然而，作者在參與屏大 USR 計畫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計畫過程中發現，這些返鄉歷程並非如當初「拿麼厲害」紅榜送離鄉時同樣的理所當然。本研究

將聚焦於屏東境內幾個部落的積極文化行動者的個人返鄉歷程，探尋其返鄉之路所面對的複雜

的社會機制，包含探究其族群認同的形成、返回部落的路徑與困難，以及定根（或無法定根）於

現有工作的策略。最後，本研究亦試圖指出何種部落特性與國家政策支持會有助於這類使命型返

鄉工作。 

  

關鍵字：原住民就業、文化復振；地方認同；社區營造 

  



1-3-112 地方的政治經濟學（一）：全球與地方食物體制的辯證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古典社會學積極叩問歷史變遷與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脫胎於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來

的歷史遺緒，政治經濟學始終穿透社會學家的社會關懷與問題意識，發展出鉅觀尺度的知識課

題。重大課題發軔的關鍵時刻，社會學家總能扮演知識的先鋒(pioneer)，提出時代最具洞察力

的詮釋(interpretation of insight)，至今仍令我輩激動澎湃不已。從 Marx、Durkheim、Weber到

Polanyi，他們提出一連串尖銳的提問，一言以蔽之，都嘗試解釋資本主義對於社會變遷的衝擊

與影響，並且找尋人類集體命運的可能出路。即使未必直接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乃至於有意

對抗主流的經濟學見解，政治經濟學的關懷與發問都貫穿了古典社會學。 

  

  在當代社會學中，古典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意識不能說已經消散，至少也相當委靡。我

們的學科裡，如今資本主義研究被貼上宏大敘述的標籤，許多課題被認為已有了定論，社會學

家逐漸沒有興趣挑戰生硬的政治經濟學課題。然而，「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形態，遠非事

實。歷史巨輪轟轟滾動，直至 21世紀的今日，全球經濟與地方社會累積了一系列難分難解的

新、舊課題，公眾仍然渴望瞭解自己與社會的命運，社會學家豈能無動於衷？尤其在鄉村研究

與都市研究的戰場，許多研究者仍然有感於歷史變遷視野與政治經濟分析的重要性，先後提出

了全球食物體制、農政變遷、資本都市化、時空修補等核心概念。延續 2022年台灣社會學年會

自籌論壇「轉變中的台灣鄉村與城市」的能量，2023年我們希望再以「地方的政治經濟學」為

號召，追隨古典社會學與現代社會學傑出典範的腳步，拋磚引玉，持續探問牽動人群集體命運

的關鍵課題。 

  

  地方的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分析視野，並非迴避宏觀且具整體性的理論想像，而是將政治

經濟學的鏡頭移轉到地方，試圖理解全球過程中的地方社會、在地制度鑲嵌與歷史條件，如何

回應、調節全球資本主義的變與不變。本場自籌研究論文場次以「地方的政治經濟學」作為一

個知識主張，分成兩個分進合擊的 panel。第一個場次以「全球與地方食物體制的辯證」為號

召，透過台中山城小農經濟的流通網絡、蚵仔消費的變遷、福建沿海的鮑魚養殖網絡、毛豆產

業的產業分工等田野個案，回應當代跨國食農體制前沿動態。第二個場次探討「土地與空間的

不均等發展」，則以台中市地重劃的自辦轉向、社子島的非正式政治與空間治理摩擦、大專租

屋市場的租隙與品質差異的形成，嘗試回應歷史遺緒、空間差異共築的當代都市人生之所繫、

集體市民願景。 

 

主持人/ Chair：葉守禮（逢甲大學創能學院助理教授、世界經濟與產業轉型研究中心主任） 

 

發表人/ Presenter：葉守禮（逢甲大學創能學院助理教授、世界經濟與產業轉型研究中心主任） 

題目/ Title：食物體制的結構轉型：山城小農園藝農業的發展與重塑 

 



摘要/ Abstract： 

  山城是台灣中部的一個地方農業經濟圈，其集體命運深深受到全球與地方食物體制複雜作

用的塑造。上世紀六○至八○年代一系列宏觀國內外政治經濟局勢的變革，推動食物體制的結構

轉型，不僅扭轉了山城農業的發展路徑，而且驅動了新型態多樣化園藝農業的繁榮發展。在這段

期間，山城農業商品鏈發生了劇烈的解組與重構，原先由地方農會（針對稻米產業）與青果合作

社（針對香蕉產業）主導的「合作化運銷體系」趨於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以果菜批發市場為中心

的「行口分銷網絡」，以及不同於以往的技術、制度與金融架構。食物體制的劇烈變化，不僅重

塑了山城農民的耕作策略與農業風格，而且重新定義了這個地區農業生態稟賦的市場價值，使其

轉化為台灣中部最重要的溫帶水果與園藝作物產區。本研究希望瞭解農業商品鏈如何具體驅動

一個地區的農業變遷，並進一步分析山城農民與農會如何回應食物體制轉變的挑戰。透過食物體

制的分析視野，我們發現山城農業鑲嵌於更大範圍的商品交換網絡之中，既受到宏觀政策與經濟

規律的導引，也受到微觀層面的社會網絡、市場制度、技術實作、生態稟賦等因素的型塑。 

  

關鍵字：行口分銷網絡、農業商品鏈、食物體制、小農農業、園藝農業 

發表人/ Presenter：許博翔（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題目/Title：逛夜市與烤蚵仔：台灣西南沿海漁村的變遷 

 

摘要/Abstract： 

  1960～1990 年代的台灣，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產業結構變遷。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吸引了

許多人離開自己的家鄉，同時逐漸提高大家的消費水平。雖然新鮮的海產在 1950 年代以前不屬

於大部分台灣人的日常飲食，但是從 1960 年代開始，台灣的蚵仔產量連年增長，從原本一年 5

千噸左右的產量，一路上漲到 1984 年歷年產量的最高峰 3萬 6千噸。同時，單位價格也不斷的

提高。保麗龍的大量使用，以及隨著工商業發展崛起的夜市與點心攤，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即便蚵仔當時有著價格大好的前景，但是本研究透過訪談蚵農、蚵工與蚵販發現，養殖過程工作

量大又必須靠天吃飯的特質，仍舊導致許多西南沿海漁村的居民，選擇進入工廠謀求穩定，或是

投入獲利更高的捕撈漁業。蚵仔養殖產業的人力缺乏，讓大部分蚵農從銷售按斤計算的蚵肉，轉

變成讓蚵販以 1300～1800 元左右的價格收購一簍簍的帶殼蚵仔。蚵販在收購這些蚵仔後，大部

分帶到了嘉義東石、布袋一帶進行加工，催生出了當地專業蚵工的出現。而近年烤蚵流行，又再

次改變了當地的產業結構。因此，地方社會的變遷，不是只有展現在因台灣工商業發展與轉移，

而造成的蚵農逐漸減少，或是青年回流上。專業蚵工以及烤蚵吃到飽等地方社會的轉變，更是為

了呼應連年增長的蚵仔消費。 

  

關鍵字：蚵仔、消費、鄉村研究、食物體制、社會變遷 

發表人/ Presenter：謝彤華（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題目/Title：「自由」的家戶雇傭：鮑魚養殖的農業勞動體制研究 

 



摘要/Abstract： 

  鮑魚的餵養需求以及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得雇工成為鮑魚養殖的必要投入。但不同於資本化

農場的類工廠式勞動組織，也不同於小農經營的家戶勞動安排，鮑魚養殖產業形成了「家戶雇工」

的勞動體制。本文通過對中國鮑魚養殖主產區福建某漁村的考察，從用工體制、勞動過程和生活

互動三個方面展開討論。研究發現，隨著商品化進程的不斷加深，鮑魚養殖雖仍保留了家戶經營

的基本樣態，但養殖戶早已退出具體的生產勞作，轉而雇傭內陸工人承擔出海餵食鮑魚、清理鮑

魚籠等日常生產活動。雙方的雇傭關係呈現一定的「自由」特質，養殖戶與工人沒有簽訂合同，

工人可自由安排上工時間，養殖戶的工資給付無需按月結算。這份「自由」既讓養殖戶得以進行

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進而開展經營活動，又為工人提供了一份不同於工廠的相對靈活的農業就

業機會。此外，工人與養殖戶混居的生活環境，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農業勞動組織脫嵌於當地社會

基礎，並且由於工人的大量聚居，內陸的生活慣習反而異地移植進海洋漁村社會，形塑出新的地

方社會風貌。不過，儘管「自由」的家戶勞動體制有其現實可行性，但勞工的結構性力量和自主

抵抗仍構成了產業發展的先天限制和地方治理的困境。本研究在剖析家戶勞動體制的同時，也反

思了現代農業以資本化、工業化為主導的經營模式。 

  

關鍵詞：鮑魚養殖、勞動體制、家戶雇傭、「自由」、現代農業 

發表人/ Presenter：林忠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題目/Title：全球商品鏈視角下的臺灣毛豆產業 

 

摘要/Abstract：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CC）分析視角主要研究廠商如何「升級」與跨國供

應鏈整合成為全球化成員，自 1990 年代提出後，該理論常作為研究農糧全球化理論基礎，並成

為農業政策分析工具。臺灣毛豆產業中，全球商品鏈分析視角多聚焦於品種改革、開放可大規模

耕作台糖農地、推廣機械化耕作等模式帶來的影響及改變。因此毛豆成為臺灣農業大規模機械耕

作代名詞，但該觀點並未處理商品鏈中廠商外的重要中介者，包括占據耕作面積 20-30%的小農

契作模式，以及衍生的農政單位治理模式與制度設計。此外，毛豆產業鏈治理過程往往將新品種

視為重要改革，也忽略廠商間種植(生產)技術革新。 

  

  因此本文以全球商品鏈理論，分析戰後臺灣毛豆產業發展歷程，商品鏈發展並非單純買方驅

動，主導廠商單方面決定鏈治理方向。作為商品鏈生產團體，臺灣加工廠、資本農盤商、及卯頭

與契作小農等不同行動者共同推動商品鏈發展。生產團體外，農政單位、風土氣候等其他行動者，

亦參與塑造商品鏈發展。 

  

關鍵字：全球商品鏈、買者驅動、鏈治理、毛豆 

  



1-3-113 照顧崩潰：疫情下的不穩定照顧與勞動（一）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2020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臺灣因疫情控制得當，並未發生大規模的

社區感染，後期更維持境內零確診率長達數月。2021年 05月起爆發疫情，以及後續的管制措施，

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影響。當疫情相關的封控管制措施實施之際，諸多

外部照顧資源，舉凡學校、托嬰中心、長照機構以及相關社區照顧資源相繼停擺，無論是有薪工

作者、還是無酬家庭照顧者，皆須面臨因疫情封控，產生之突如其來的親屬照顧問題。本自組論

壇為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自 2022 年 10月起執行之「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有薪工作、家庭照顧

與性別」研究成果初次發表，透過分析調查問券（回收 643 份）與質化訪談（目前 90 位，並持

續增加中），深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間，從事不同有薪工作的勞動者、或無酬家庭照顧者，如何

因應疫情及防疫措施衝擊，面對工作與家庭照顧衝突的困境。疫情的透鏡映照出 Care 在臺灣社

會的危殆處境與（有酬、無酬、家務）勞動性別分工的深刻糾結。 

  

  本論壇「照顧崩潰：疫情下的不穩定照顧與勞動」共將發表六篇論文，並分為上、下兩場次

進行。論壇上半場的主軸為疫情下的工作與照顧衝突，第一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有薪工作、家

庭照顧與性別〉將呈現量化調查結果，比較疫情前後臺灣民眾在有薪工作、家務勞動與照顧（包

含：老年長輩、成年病患或障礙者、孩童）的衝突、性別分工與協商；第二篇〈脆弱性的微觀修

補：疫情下單親婦女的經濟（不）安全與彈性就業〉與第三篇〈疫情下障礙者母親的就業與照顧

困境〉論文將深入探討疫情對於特定弱勢群體──單親婦女、障礙者母親的工作與照顧衝突情況，

突顯疫情與性別平等相關的問題。 

  

  論壇下半場探討不穩定／危殆（precarity）與照顧之間的關係。疫情對於勞動者的衝擊並非

平等的，特別是本就脆弱的勞動者。第一篇〈疫情下的「不穩定無產階級」？危殆的工作與照顧〉

將關注不穩定就業的勞工（precarious workers），他們如何經歷疫情對其經濟、照顧、家務安排

的衝擊，其因應策略及心理調適；第二篇〈照顧輪班：疫情期間居家照顧服務員的有酬工作與家

庭照顧〉與第三篇〈後顧之憂？疫情下平台外送員的工作與家庭平衡〉關心疫情下的核心工作者

（Essential workers）──居家照顧服務員、外送員，這群在疫情期間不可或缺，支撐臺灣社會根

本照護生活需求的勞動者，在其彈性化勞動背後鮮為人知的「後顧之憂」，如何在照顧國人基本

需求的同時面對自身經濟、照護、育兒的挑戰。 

  

  本研究為臺灣經歷新冠肺炎疫情補上重要的勞動與照顧面貌，預期豐富的研究成果、政策檢

視將可提供相關性別平等社會倡議、政策以及實務工作者參考。論壇發表的論文篇名與發表人詳

見下表： 

【照顧崩潰：疫情下的不穩定照顧與勞動】論壇 

篇名 作者 



論壇（場次一）—【疫情下的工作與照顧衝突】 

1.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有薪工作、家庭照顧與性別 
盧子樵、王舒芸、梁莉芳、石易平、李韶芬、洪

惠芬、覃玉蓉、劉侑學、 蔡承宏、尤慧晴 

2. 危殆的擴散或更新？新冠疫情下經濟弱勢單親婦

女處境與策略 
蔡承宏（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3. 疫情下障礙者母親的就業與照顧困境 洪惠芬（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論壇（場次二）—【疫情下的就業不穩定與照顧】 

4. 疫情下的「不穩定無產階級」？危殆的工作與照

顧 
李韶芬（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5. 彈性還是危脆？居家服務員的職業選擇、勞動條

件和工作認同 
梁莉芳（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6. 後顧之憂？疫情下平台外送員的工作與家庭平衡 
劉侑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主持人/ Chair：姜貞吟 

 

發表人/ Presenter：盧子樵、王舒芸、梁莉芳、石易平、李韶芬、洪惠芬、覃玉蓉、劉侑學、 

蔡承宏、尤慧晴 

題目/ Title：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有薪工作、家庭照顧與性別 

 

摘要/Abstract：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20 年 3月 12日宣布 COVID-19為全球大流行病。疫情及其相

關的管制措施，一方面影響公共衛生、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的其他面向；另一方面，也提供機會

反思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和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組織方式，例如：照顧。雖然台灣政府在疫

情控制和預防的成效獲得國際肯定，但其因應政策未能充分考量疫情間個人的照顧需求，以及

性別化的經驗差異。 

  

  本文為婦女新知基金會之研究案「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有薪工作、家庭照顧與性別」問卷成

果發表，藉由線上和紙本問卷所搜集的資料，資料收集自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6月，總共收

集了 634份問卷，其中女性填答者占 81.5%、平均年齡為 45歲。我們檢視新冠肺炎疫情對有酬

工作和無酬家務勞動與照顧的影響、帶來的轉變和衝突。研究發現，因管制措施與正式照顧資

源（包括學校、幼兒園、托兒所、長照機構和社區照顧據點等）被迫暫停，和疫情前比較，疫

情造成個人花費於家務和家庭照顧的時間增加，尤其在兒童照顧上女性的照顧時間增加，同

時，她們主觀感受的時間壓力和工作與照顧間的衝突也更為明顯。 

  

  本研究從民眾的調查結果反思國家防疫政策之性別盲點，特別是疫情衝擊下無酬家務勞動



與照顧對個人造成的影響、與有酬工作間的協商與衝突，以減少性別和社會不平等。 

  

關鍵字：新冠肺炎疫情、問卷調查、防疫控管政策、照顧、工作與家庭平衡 

發表人/ Presenter：蔡承宏（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專案助理

研究員） 

題目/Title：危殆的擴散或更新？新冠疫情下經濟弱勢單親婦女處境與策略 

 

摘要/Abstract： 

  Pearce（1978）提出「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概念，標示出在工業化社會

脈絡中，單親婦女及其家庭所處的經濟不安全及危殆處境，並聚焦於主流勞動市場參與的剝奪、

與家庭照顧價值的不被重視，「彈性就業」經常被視為一種單親婦女回應上述生活壓力與發展韌

性的形式。然 2020 年起的全球新冠疫情（Covid-19）大幅擴張，國家為防堵疫情，採取高強度

的防疫政策與規範，經常處於經濟劣勢的單親婦女並未獲得國家更多的扶助資源，其所處多重剝

奪也未被緩解、更甚是加劇，而彈性就業的可能性亦被再度提起。本文嘗試考察育有 12 歲以下

孩童且從事彈性就業的單親婦女，藉由訪談分析，將「彈性就業」視為這群婦女作為脆弱主體的

可行微觀修補策略，並進一步放置在新冠肺炎疫情擴張與國家治理力道加劇的具體脈絡中，探究

這群婦女的經濟不安全特質是否有所變化、及此微觀修補策略的具體特徵。 

  

關鍵字：單親婦女、彈性就業、新冠肺炎疫情、微觀修補 

發表人/ Presenter：洪惠芬（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題目/Title：疫情下障礙者母親的就業與照顧困境 

 

摘要/Abstract： 

  新世紀之後，「雙養家」逐漸成了育兒家庭的主流經濟分工模式。雙養家模式的崛起除了跟

性別觀念的轉變，促使新世代育兒女性有更高的意願停留在勞動市場外，不可否認地，它也跟新

自由主義影響下社會不平等惡化導致人們就業與所得不穩定的困境有關。在消費水準持續增加

與貧窮風險加劇的趨勢底下，單憑男性一人養家的經濟分工已不足以讓多數育兒家庭維持合宜

的生活條件；母親與父親共同承擔養家責任成了育兒家庭防範貧窮最好的經濟分工策略。但對育

有障礙子女之家庭，雙養家作為防貧的經濟分工模式卻可望而不可得。對障礙者公共照顧服務的

不足以及障礙子女成長過程所遭遇到的歧視，都逼使障礙者的父母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和力氣

在子女的照顧和教養上。國內外有相當多的文獻都指出育有障礙子女家庭有更高比例採取傳統

「男性養家」的經濟分工模式。然而，障礙子女的養育成本也相對高，也因此有高比例的障礙兒

母親會在孩子年紀稍長後，透過工時相對彈性的非典型工作兼顧養家與孩子的照顧。這種「一又

二分之一」養家模式在疫情期間遭受極大的挑戰。一方面，以社交隔離為原則的防疫政策讓餐飲、

照顧服務員這類非典型工作機會變得更不穩定、甚至中斷。另一方面，學校與照顧機構在疫情期

間的頻繁關閉，也讓障礙孩子停留在家的時間變長，但大環境對障礙者的不知情與污名下，障礙



者母親比起一般母親更難將障礙孩子的照顧移轉出去，她們面對的照顧負荷又比一般孩子的母

親更加複雜與多重。本文將試著聚集在障礙者母親的訪談文本，去呈現她們在疫情期間的就業與

照顧困境。本文認為障礙者母親在疫情期間的生命困境，並不單純是社交隔離政策、或照顧機構

關閉所造成的後果，它也在凸顯了障礙者家庭「一又二分之一養家模式」根本上的侷限性。本文

期望透過指出其侷限性，對雙養家模式下的性別平等策略作進一步的反思。 

  

關鍵字：新冠肺炎疫情、障礙歧視、非典型就業、雙養家模式 

  

  



1-3-114 「國立臺北大學人社標竿計畫」期中成果發表（一）：當代台灣青年數

位生活與教育取得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對當代的青少年來說，參與社群媒體並建立自己的網路串連管道，乃是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日常，此一嶄新的社會互動模式形塑當代青少年成為「數位世代的青少年」。本

研究團隊建構數位生態系統理論，以家庭與學校場域中的個人、家人、同儕、師長為對

象，自 2023年 1月起進行創新型態的追蹤調查，此次為期中成果發表。在這個場次中，

我們聚焦於青少年與家人，以數位教養、數位互動及數位溝通為主軸，探討數位影響下

的當代青少年親子家庭特色。 

 

主持人/ Chair：陳婉琪（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梁展章（國立臺北大學社學系副教授） 

題目/ Title：Becoming-fictosexual: Romantic relationship and attachment to fictional characters from 

the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摘要/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virtual worl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have become 

attracted to the fictional characters they encounter in animation, comics, and video games (ACG). 

Sometimes, attraction can evolve into “strong and lasting feelings of love, infatuation, or desire” towards 

some 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this is referred to as fictosexuality or fictophilia (Karhulahti & Välisalo, 

2021, p. 1). The popularity of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 devices with human-like interfaces promotes an 

emotional affinity between users and devices (Han & Yang, 2018). Recent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alternate reality games and dynamic conversation systems in computer games, have made 

relationships with fictional characters similar to those of actual human beings (Brackin, 2013). In 

particular, these computer games allow players to control their avatars and interact with items and 

characters in the game, further encouraging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s with game characters 

(Jin & Park, 2009). However, in the allonormative and anthropocentric world, fictosexuality is often 

considered abnormal because of its imaginary nature and stigmatised as an effect of addiction to ACG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Liebers and Schramm (2019) reviewed studies on one-way bonds 

established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a character since 1956. They discovered that many of these studies 

carried a negative nuisance towards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considering them problematic, and focusing 

on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engaged in them (Liebers & Schramm, 2019). 

In sum, past studies often consider the intense feeling towards fictional characters pathological 

(Karhulahti & Välisalo, 2021.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amine the engagement of romantic and sexual attrac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fictional characters from the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The Posthuman theory points 

out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human embodiment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blurred and that the 

anthropocentric assumption that supports asymmetrical rela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onhumans can 

no longer be sustained (Åsberg and Braidotti, 2018; Hayles, 1997). According to this interpretation, 

fictosexual relationships are as valid as all allosexual relationships and carry with them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our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allonormative and anthropocentric) intimac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0 young adults in Taiwan, who self-identified as fictosexual or were engaged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with fictional characters from ACG, this paper employs the concept of assemblage 

(Deleuze and Guattari, 2004) to reveal the productive effects of fictosexual relationships in these young 

people’s life goals and human relationships (friendship, romantic relationship, familial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hegemony of compulsory sexuality towards humans (Matsuura, 

2020) and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human relationships and fictosexual relationship 

induce fictosexual individuals to be conscious and analytical of their romantic and sexual feelings. 

  

Keywords: Fictosexuality; posthumanism; digital intimacy; assemblage theory 

發表人/ Presenter：王淑貞（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題目/Title：競爭的價值：升學主義與現實利益下的重考決定 

 

摘要/Abstract： 

  為破除升學主義之桎梏、促進升學適性等目標，國內實施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已餘 20個年頭。

然而，隨著近年來考招制度的陸續調整，大學重考率的上升又再成為社會關注焦點。雖然各界對

重考行為有其解釋，但鮮少具有系統性、來自重考生觀點的第一手資料分析。是故，學生決定重

考的因素為何？社會文化的情境脈絡扮演著影響的角色嗎？大學考招制度的變革與重考決定之

間真的具有關連性嗎？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及焦點訪談研究，蒐集 6位教長以及 10位大學重考生

之意見並加以彙整。研析顯示個人重考主要原因包括追求目標學校或科系、希望得到更高分的排

名成就、自我期許及不服輸的個性使然。這些背後更有來自家庭、學校、性別文化期待、追求熱

門產業及出路等考量。同時，考招制度的調整亦牽動重考決策，導因包括初次考試錯估情勢而意

外落榜、因應制度即將調整而降低備考成本、或有自評優勢之因素，例如選考制有益於個人聚焦

優勢考科、或是素養題型的綜融式考題有利於學科能力較成熟的重考生作答等，在預期成績效益

提升的誘因下，讓原本只有重考意圖的學生進而採取實際行動。依據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進一

步提出反思及政策建議。 

  

關鍵詞：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升學主義、大學重考生 

  

註：本研究係來自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計畫「考招資料分析與重考趨勢檢視（計畫編號：NAER-

2020-024-A-1-1-E3-03）」之部分成果。 

發表人/ Presenter：陳鴻嘉（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陳婉琪（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

系教授） 



題目/Title：高中性別比是否影響女性選擇 STEM領域 

 

摘要/Abstract： 

  基於性別刻板印象，在高中選組時，容易產生男生傾向選擇自然組，女生傾向選擇社會組的

結果，進而導致男生相較於女生，有較大的機會進入 STEM 就讀。然而這樣的結構限制近年來

似乎有些鬆動。根據媒體的報導，台灣多所明星女中的理組班級數遠多於文組班級，而從 STEM

相關文獻可知，若女生在女生同儕較多的求學環境中，因為沒有明確的性別角色期待，女生相對

有機會不囿限自己就讀 STEM 科系的可能性。準此，本研究檢視學測資料後發現，在控制數學

級分的情況下，大體而言，來自女生佔比越高的高中之女生，其傾向填 STEM的比例就越高。但

在數學學測成績好且來自女校的女生，其傾向填 STEM 的比例未必較高。其原因可能為其選擇

就讀理組時有跨文理組選擇科系的考量，再加上國立大學的商學相關科系對於數學學測成績的

採計乃至於加權，讓明星女校的學生傾向在高中時選擇理組，但在個人申請時，則未必傾向填

STEM科系。不過，若能將高中端的資料與學測資料串接，當可獲致更有力的證據。此外，STEM

文獻中除了同儕效應之外，尚有高中數理科教師為女性所產生的示範效應，此點則需要各高中各

科老師性別的資料與學測資料串接，才能進一步檢證。 

  

關鍵詞：STEM、同儕效應、行政資料、性別角色期待、性別刻板印象 

發表人/ Presenter：陳易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題目/Title：青少年數位平台使用與心理福祉之關連：數位壓力之中介效果 

 

摘要/Abstract： 

  過往的研究已經將青少年螢幕使用時間（screen time）的長短連結至青少年生理與心理健康。

特別是在數位時代下，青少年網路及手機使用的時間與其認知與情緒問題有所關連。過往研究指

出，青少年待在網路空間越久，越有可能與現實世界疏離，而這可能影響其作息時間的規律，進

而影響其認知及情緒的狀況。除了使用的時間外，青少年參與社交性的網站（如 Instagram、twitter、

抖音等）已經是常態。一方面，這讓他們能夠即時的與同學與朋友進行互動或是無時差的追蹤他

們有興趣的影音、消息與新聞。然而，另一方面，這樣的即時性也同時切割著他們可用的時間，

進而影響到他們日常的活動。晚近，學者將這種需要面對網路上無止盡資訊的吸引及社交網站上

無止盡的通知所造成的心理與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稱為數位壓力（digital stress; Steele et al., 2020）。

這樣的數位壓力伴隨著青少年身心發展及環境脈絡的轉變，很有可能對其生活習慣與作息造成

影響。特別是，為了要應付社交網站上的新通知、朋友所送來的訊息、朋友張貼的訊息及本身所

關注的 KOL的動態，青少年需要從有限可用的時間中找到一個平衡。而那些無法找到平衡的青

少年，就很有可能受到「數位壓力過載」的影響，發展出心理與生理問題。這個研究將使用「臺

灣數位世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追蹤研究」的資料來探討當代台灣青少年數位平台之使用與其心

理福祉之間的關連，並探究數位壓力是否中介數位平台使用與心理福祉之間的關連。 



  

關鍵詞：心理福祉、數位平台、數位壓力、青少年 

  



1-3-201 【跨領域交流】論壇系列（二）： 循環經濟 X社會科學教學實作 

主持人/ Chair：劉仲恩（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Panelist：邱花妹（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范政揆（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

計系副教授）、石玉華（一塊社計 創辦人）、陳宇翔（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1-3-202 性別（一） 

主持人/ Chair：趙彥寧 

評論人/ Discussant：余貞誼 

 

發表人/ Presenter：楊又欣 （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員） 

題目/ Title：重探閾限（liminality）：旅遊中踰越性行為的「社會—空間過程」反思 

 

摘要/ Abstract： 

  本文探討觀光客在旅遊中頻繁參與踰矩性行為的社會現象。過往研究廣泛卻片面地應用閾

限理論（the liminal theory）來解釋此現象，並採用線性的觀點將踰矩性行為化約為閾限空間的產

物。本文提出「社會—空間過程」（socio-spatial process）的概念來反思旅遊塑造閾限的機制，探

索觀光中踰矩性行為的社會學意義，並重新檢視旅遊與日常生活間的關係。透過陪同 65 位台灣

男同志旅遊泰國曼谷的移動民族誌，以及針對其中 42 位所進行的深度訪談，本文發現，不同時

空背景下發生的各種社會互動與空間行為作為節點，連接同時也激活了個體的類閾限狀態

（liminoid state）和空間的閾限（liminality），形成一個環狀迴圈，進而引發觀光客常態性的性

踰越。本研究也將閾限祛魅化，挑戰傳統上將其視為難以言説之實存情境的看法，揭露它僅是一

種合理化踰矩性行為的集體展演和社會論述，讓觀光客在宣洩禁忌情慾時仍能維持個人道德門

面，同時也鞏固日常社會的道德規範。最後，研究也發現觀光客是有意識地進行性踰越，並將這

些經驗轉化為展示特定身份認同以發展特定社會關係的社會資本，凸顯旅遊乃是日常生活的延

伸而非對立。 

  

Keywords: 閾限空間、性道德、性別、同志、旅遊／日常 

發表人/ Presenter：余貞誼（高醫大性別所） 

題目/Title：Gender in AI：從缺無到再現談數據中的性別秩序 

 

摘要/Abstract： 

  AI 產業中的性別比例一直是國際調查的重要標的，但細探台灣的開放資料庫，卻發現其中

缺乏以產業類型來統計的性別從業者比例，因而難以迅速探看台灣 AI 產業中的性別比例變化。

再者，當我們皆同意數據是發展 AI技術的基石時，探看台灣在開放資料庫的累積，即使性別主

流化政策的推行已使得各部會成立性別統計專區，但這些性別統計的資料中卻含藏著許多刻板

的性別預設與再現。上述無論是資料的缺無、或是資料中含藏不當性別預設的問題，都會影響我

們建制 AI應用的結果，一如 Jon Kleinberg 等人（2019）所主張的，訓練資訊庫的偏見會被用以

生成演算法的偏見。 

  

  本研究以台灣政府開放資料平臺為基礎，從資料端的呈現內容、分類方式與再現中蘊含的性

別預設，來討論其所含藏的性別秩序；同時分析當這樣的性別秩序存在於開放資料平臺時，將會

如何影響我們以此建構出的 AI應用可能性。研究目的在於理解開放資料平臺目前含有的性別預



設與偏見樣態，才能在以開放資料作為訓練資料庫的 AI系統建置中，避免源自於資料端的偏見

與社會性排除。 

  

關鍵詞：AI、數據、性別、開放資料、偏見 

 

投稿論文源自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名稱為「人工智慧的性別想像：從解開黑箱到性別解放」，

計畫編號為 MOST 111-2410-H-037 -018 -MY2。 

發表人/ Presenter：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題目/Title：如何以異性戀常規行事：一個晚近社會主義中國「小地方」的親密倫理研究 

 

摘要/Abstract： 

  本文將環繞「結婚」這個人類社會至為重要的親密關係締結方式，以陳析親密關係倫理實作、

社會場域、情感操演和異性戀常規性等概念、及其在晚近社會主義中國在地社會中的運作方式，

並希冀藉此理解改革開放後的巨大社會變遷，如何持續性地與個人及其所屬的親密關係網絡交

織互構。不少論者視新自由主義為中國當代親密關係的詮釋框架，本文則提出「晚近社會主義」

（late socialism）的概念，以試圖彰顯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具有

高度時間延續性的緊密關係，以及就社會治理與情感認同等層面而言，晚近社會主義或許較諸新

自由主義更富有彈性。此外，當代中國倫理相關之民族誌研究場址主要在一、二線高度現代化和

國際化的大城市、少數為閻雲翔代表的偏遠農村，然至今尚無針對經濟活動與社會關係締結模式

恐怕頗有不同之四、五線小縣城的田野調查。本文的田野場址為江蘇省長江南側某四線縣城「永

安」，研究時間自 2017年七月至今。 

  

關鍵字：中國四線城市、結婚、異性戀常規性、晚近社會主義、社會治理 

  

本文為 2019-2023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部分成果，案名：〈文明是怎麼建成的：習近平時代城

市倫理的民族誌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29 -046 -MY3。 

發表人/ Presenter：王心貝（中正大學研究生）、翁康容（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Title：育嬰假申請時間長短與時間類型之影響因素分析：性別、養家者與職場考量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旨在了解性別與主要養家者何者對於育嬰假申請時間更具影響力，藉此探討性別角

色期待、養家者之比較利益以及職場相關因素對育嬰假申請時間的影響。育嬰假申請時間除以時

間長短作為分析對象外，亦透過育嬰假政策所帶來的申請時間引導效果（六個月），來瞭解誰容

易申請小於、等於與大於六個月。研究使用 2020 年的「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關懷調查」，限

定生育一胎者，共有 2,244筆。結果顯示男性主要養家者申請時間最短，其次為女性主要養家者，

並以女性非主要養家者最長。經比較，性別角色期待與養家者的影響力旗鼓相當。申請時間類型

上，男性主要養家者最可能請六個月；女性主要養家者除與男性主要養家者相比時不容易請六個

月，其餘比較皆最可能請小於六個月；男性非主要養家者與其他類型相較時，請小於六個月的可



能性最低；女性非主要養家者除了與男性非主要養家者相比時不具顯著差異，其餘比較皆最不可

能請小於六個月。經比較，其中的影響力養家者身份比性別角色更勝一籌。職場考量因素中，著

重「組織要求」或「工作責任」之申請者，申請時間較短，且各時間類型申請機率高至低為小於、

等於、大於六個月，如此結果顯示，人力配置與理想工作者倫理仍箝制著勞工育嬰假申請時間。 

  

關鍵字：育嬰留職停薪、性別角色期待、經濟性比較利益 

  



1-3-205 汙名與不平等 

主持人/ Chair：吳嘉苓 

評論人/ Discussant：林文蘭 

 

發表人/ Presenter：林文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人社院學士班、運動科學系合聘副教授） 

題目/ Title：當加分成為「原」罪？解構原住民升學優待的污名 

 

摘要/ Abstract： 

  臺灣原住民升學加分政策實施逾七十年，每逢放榜針對加分的攻訐和檢討聲浪不斷。加分

如何成為原住民被攻訐的罪咎？究竟是何種歷史機遇導致原住民升學優待成為培力教育機會弱

者的武器，並點燃社會對立的煙硝？本文分析原住民升學優待的歷史變遷脈絡，透過描繪既存

的爭議來解構其中的污名。藉由收集政策文本、媒體報導、投書評論、網路文本和深度訪談作

為分析來源。研究發現如下： 

  

  原住民升學優待具備四項特點：一、從「降低錄取標準」變成「增加總分」。二、優待名額

從「內含」變成「外加」2%。三、「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作為考試分發加分 35%的依

據。四、專案調高指考分發外加名額到 5%，其他管道參採「族群文化學習歷程及多元表現」

酌予優待。 

  

  原住民升學優待奠基在「身分取向」和「補償正義」兩項運作原則，並衍生四種非預期效

果：第一、未受升學保障者產生相對剝奪感，造成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局面。第二、原住民承

受污名標籤的屈辱，並招致福利依賴的歧視和貶抑。第三、原住民學生在教育現場遭遇到關於

加分的戲謔揶揄和精神暴力，或被以各種符號和刻板印象誇大連結，造成心理壓力和隱形創

傷。第四、原住民彼此競爭升學機會，觸發優勢階級的複製，帶來原住民社群的階層化。 

  

  針對升學加分的非議成為原住民集體承擔的罪愆。本文梳理關於原住民加分的多元觀點

（如：補償說、興奮劑、強心劑、贖罪券、鴉片說），描繪原住民如何遭受到集體創傷，解構其

中的污名來源和效應。藉由提出改革芻議，希望消除敵意學習環境，打造友善支持的學習氛圍

和輔導機制，積極發展具有族群敏感度的教育課程，進一步消弭歧視、培養理解、包容差異。 

  

關鍵詞：升學優待、刻板印象、污名標籤、相對剝奪、反向歧視 

  

計畫：「原住民教育體制的變遷與實踐」（MOST 108-2410-H-007-100-MY2）、「正義或污名：臺

灣教育優惠政策的形構、變遷與爭議」（MOST 107-2410-H-007-040）。 

發表人/ Presenter：趙恩、黃淑玲（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題目/Title：1990-2020台灣民眾心理健康趨勢分析：性別落差與社會不平等的影響 

 



摘要/Abstract： 

 

背景：過去研究指出，這 30 年來國人面對失業率、離婚率、自殺率、晚婚、少子化及高齡化等

社會快速變遷的衝擊，心理健康問題有日漸嚴重的趨勢，然而相關研究付之闕如。方法：本研究

分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於 1990 年至 2020年所進行的每五年一次共七波的綜合問卷組調

查資料，共計 14，437筆。選取鄭泰安醫師發展的健康量表，以國人常見心理困擾為依變項。 

  

結果：（1）國人心理困擾情形，自 1990年逐年上升至 2005年（IRR=2.05，p<.001）達到高峰，

之後稍微下降，持平至 2020 年，我們將從兩岸情勢、社會變遷與政策介入分析趨勢成因。（2）

女性在每波調查的心理困擾狀況均較男性高，已婚男性相較單身男性的心理困擾顯著較少

（Bonferroni p= .049），但女性在不同婚姻狀態沒有顯著差異。性別分層分析發現，居住在直轄

市的女性，心理困擾顯著較多（IRR=1.11，p=.019）。此外，2020年資料增加照護責任自變項後，

發現女性若有照護責任，其心理困擾顯著較多（Bonferroni p=.036）。（3）其他有顯著影響的社

會不平等因素：相較 18-29歲，30-39歲（IRR=1.09，p= .040）的心理困擾較多，65歲以上（IRR=0.82，

p=.003）則較少。相較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者，大學及以上程度者（IRR=0.88，p=.032）的心

理困擾較少。相較目前有工作者，目前無業者（IRR=1.54，p<.001）的心理困擾較多。相較家戶

收入為低所得組，中所得組（IRR=0.88，p<.001）與高所得組（IRR=0.82，p<.001）的心理困擾

均較少。 

  

結論：社會與性別不平等，顯然是影響國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未來政府應致力推動公共化照

顧及減少社會不平等的相關政策。 

  

關鍵詞：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心理健康、性別落差、社會不平等、精神疾病 

發表人/ Presenter：陳宥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題目/Title：身心障礙者的汙名初探：以亞斯伯格症為例 

 

摘要/Abstract： 

  所謂的「汙名」（stigma）是在出現標籤（label）和區分（distinction）各族群、刻板印象（stereotype）、

階級高低以及由相對優勢的族群發起的權力關係時，可能會產生如此情況。部分少數弱勢族群因

個人特徵、性格、族群、血統等因素而面臨特殊落差，並未完全被社會接納，因此成為被汙名的

人群之一。而亞斯伯格症是自閉症類群（ASD）的一個分支，確診亞斯伯格症的人們在社交和行

為能力上可能面臨困難，儘管可能具有高智商和特殊專長，但由於其症狀，他們遭受社會「汙名」

化、歧視、欺壓和霸凌。所以，這些針對亞斯伯格症的汙名現象為何發生？又會對亞斯們帶來哪

些影響？因此本文將以文獻論述為主要方法，除針對亞斯伯格症的症狀及汙名現象進行簡介外，

也將探討媒體、醫療、教育、優生學及自我汙名化等方面與亞斯伯格症相關的汙名現象及其由來，

希望能深入了解他們對亞斯伯格症的汙名現象；最後並使用人權意識、法律觀點和教育改善等方

式說明如何改善社會中對於亞斯伯格症的汙名與負面現象，期盼以此幫助更多因亞斯伯格症而

面臨困難的人們。 



  

關鍵字：身心障礙者、亞斯伯格症、自閉症類群、汙名、刻板印象 

  



1-3-206 宗教的奧妙 

 

主持人/ Chair：齊偉先 

評論人/ Discussant：楊弘任 

 

發表人/ Presenter：蔡博方（清華大學生命科學暨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 

題目/ Title：現代「宗教」的法律爭議：法律想像的分析 

 

摘要/ Abstract： 

  本文的研究問題為：哪些「法律與社會」互構過程使得當代華人社會嘗試將宗教事務進行法

制化時數度遭遇難題?對此，我考察「宗教」這個概念與它在法制史上的數度繼受過程（指，明

文化、規範化），並以「法律想像」（Legal Imaginaries）作為分析架構來說明。本文資料為晚清

至民初的三種「宗教事務之法律爭議文件」：1.晚清社會（1960-1903）的 20份教案事件後續規

範文書、2.戊戌變法與民國初年的兩次「廟產興學」運動的政策文書與相關判決、3.於 1949 年

以前歷次關於宗教事務管理的修法與社會爭議。初步研究發現有三：1.從「時序秩序」（temporal 

order）來看，三種宗教爭議的法律想像，皆希望將過去所發生的紛雜，透過當下的秩序構成，形

成此秩序在未來的作用力，其中，法律想像涉及人員與事務的「安置」（arrangement）。2.從「問

題—解方」來看，法律想像為宗教爭議提供的方案（例：立約互保、公產公用、監督登記）既有

其簡要性、原則性特徵，也體現出部分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特徵。3.三種的法律想像

反映晚清民初的華人社會，對「宗教」爭議有其特定關注的趨勢變化，逐漸使「財產」事務（不

論是監督或管理）優先於「人群」事務。整體而言，透過法律想像中呈現的「宗教」，呈現出爭

議各方逐漸形成的本土「宗教」觀念。 

  

關鍵詞：晚清民初社會、宗教概念、宗教爭議、法律想像、社會想像 

發表人/ Presenter：范綱華（東吳大學社會系） 

題目/Title：台灣年輕成人宗教信仰之動態變化：新舊理論典範的檢證 

 

摘要/Abstract： 

  台灣對於一般大眾信仰動態變化的經驗與理論研究較為不足，需要較大規模的貫時性研究

才能更清晰描繪一般大眾在不同類型宗教之間的信仰變動情形。為了彌補既有研究的空缺，本文

使用「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主樣本在 2011年、2014年、2017年的成年期調查資料，以及

該樣本在 2000 年的青少年期調查資料，檢視台灣年輕成人的宗教信仰動態變化及其影響因素。

本文的研究目的包括：（1）勾勒台灣人於青年前期的宗教信仰動態變化圖像；（2）檢視台灣人

在青年前期的宗教信仰動態變化狀況，在何種程度受社會人口特質、宗教社會化歷程、人際依附

關係、負面生命境遇、身心健康等五個面向的風險因子所影響；（3）從生命歷程觀點，探究個

體在青年前期之宗教信仰動態變化型態與風險因子所蘊含的社會學意義。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本

研究的主要發現為：（1）除了基督宗教，其餘各宗教的信徒動態變化都在 50％以上，其中民間

信仰和道教的流動比例相對較高（2）「穩定有信仰」和「改宗」共同具有「父母信仰宗教」、



「心理困擾」、「正向親子依附」等類似影響因子，意謂宗教信仰變動和宗教社會化、心理壓力、

人際依附皆有相關；（3）自評健康對出離、先入再出、先出再入、改宗有正向影響。 

  

關鍵詞：宗教、改宗、信仰動態變化 

  

國科會計畫名稱：台灣年輕成人的宗教信仰動態變化 

計畫編號：111WFD0310193 

發表人/ Presenter：王志弘、蔡宛芸（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題目/Title：連屬公共性與跨域靈力：台北市「大樹公」的存活之道 

Articulated Publicness and Trans-territorial Magic Power: The Ways of Survival of “Dashu gong” in 

Taipei City 

 

摘要/Abstract： 

  隨著都市開發、農業聚落解體及族群遷徙，原為地方社群自然信仰的「大樹公」面臨消失危

機。然而，迄今仍有少數具靈力傳聞的老樹及相關信仰棲居於都市中，彰顯傳統元素在現代紋理

中的韌性，以及自然物轉化進入都市生活的過程。本研究通過文獻分析、實地考察及訪談，探討

台北市賦有靈力傳說的大樹公如何在現代都市中存活，藉此理解傳統性與現代空間的共存方式。

研究發現，大樹公的存活與再生，有幾種不同情形，區分為「連屬公共性」和「跨域靈力」兩種

型態。連屬公共性是指大樹公以某種型態連結上都市生活的新邏輯，進而成為新紋理的一環。例

如，不少大樹公與經常一同出現的土地公或其他神祇廟宇，納入都市計畫下的公園用地或官方獎

勵的綠地，結合休閒遊憩的集體消費公共性而成為公共空間元素。再者，1980 年代以降地方文

史及生態踏查興起，老樹成為寄托地方傳說、見證鄉土變遷的重點，官方亦出版老樹調查報告，

令大樹公連繫上都市文化公共性與老樹保護體制。跨域靈力則牽涉大樹公信仰的跨尺度連結與

轉化。例如日治時期遺留的福神信仰於戰後轉化為土地公，再連結上廟旁老樹護持的傳說。或者，

幾經更迭的地區信仰轉化為跨越兩岸的樹神傳奇，並藉此與其他地方廟宇形成交陪關係。 

  

關鍵詞：自然信仰、都市變遷、公共空間、樹木保護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倚樹成市：台北市都市樹木治理的資源化政治」（MOST 110-2410-H-

002 -143 -MY2）部分成果。 

 

  



1-4-104【社會學影響力】論壇系列：社會實踐的特色課程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社會學，內化的是社會實踐的鬥魂，期待進入實際場域，改造社會！ 

  社會學，養成的是在地關懷的精神，渴望貼近在地社區，刻畫社會！ 

  

  這絕不是空談！ 因為在台灣，已有許多社會學系所，透過用心規劃的創新、實驗、特色課

程設計，為學生們打造了跨進組織、踏入社區的機會渠道，得以大展身手！ 

  

  在這場論壇中，我們將聽到輔仁社會系的「社會參與暨實作」、清華社會所的「麥寮訪調

團」、中山社會系的「社會調查」和台北大社會系的「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的點滴故事！我

們將知道社會系師生們，如何在各種社會組織、在麥寮、在旗津、在三峽／鶯歌，展現了社會

學的知識與技藝，更累積了豐厚的具體實踐成果！ 

主持人/ Chair：潘美玲（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與談人/ Panelist：魯貴顯（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瑞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

授）、王梅香（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張毓芬（國立台北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1-4-105 學神：中國教育現場一手觀察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學神》以罕見的視角展示了中國的特權青年如何準備加入全球精英行列。本書展示了這

些有競爭力的中國高中生如何首先成為“學神”，也就是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然而，這些年輕

人的成功並不能歸因為不斷的刻苦學習，他們反而因為彷彿毫不費力的就能出類拔萃，看起來

就有如神一般。 

  

  此書探討了精英青少年如何通過吸收和執行圍繞地位的規則來實現目標。通過八年（2012-

2019）的參與觀察和跨時性的訪談，本書揭示了中國年輕人在追求菁英地位的過程中所學到的

重要教訓。首先，他們了解地位體系的運作模式，知道哪些特質受到青睞，並且全力展現之，

並且同時要避免展現那些不受歡迎的個人特質。此外，他們維持地位體系的方式包含在人際來

往中，預期自己會遭受到差別待遇，也表現出與自己地位相應的行為。這些表現引導並形塑了

他們與同儕、老師和家長之間的日常互動。最後，擁有資源充沛的父母的重要性非同小可。這

些父母可以幫助菁英子女面對潛在的障礙和失敗，成為可靠的外部援助。 

  

  本書用微觀、近距離的第一手觀察，強調學生如何磨練這些技能，描述在他們進入世界各

地的大學和職業生涯以及與同事和主管的關係中應用這些技能。《學神》強調了中國崛起下的

教育層面，揭示新一代菁英進入全球競爭領域的時代已然到來 

 

主持人/ Chair：陳婉琪（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教授） 

 

與談人/Panelist：陳克瀚（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藍佩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

聘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姜以琳 

  



1-4-106 Social evaluation in markets 

 

主持人/ Chair：韋岱思（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Andrew J. Argu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js A. Velem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題目/ Title：Optimal Distinctiveness and Multimodal Identity Claims 

 

摘要/ Abstract： 

Audiences engage with offerings whose identities signal both legitimacy as a category member 

and differentiation from competitors as a novel offering. We propose that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ntity 

claims is more engaging when moderately distinctive verbal texts are combined with highly typical visual 

texts. We test our hypotheses using original data consisting of both text and images contained in menus 

collected from 2,237 restaurants participating in an online food delivery platform in Taiwan. Our study 

leverages an innovative deep learning methodology to show that by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how audiences process visual and verbal identity claims we can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y audiences interpret particular multimodal configurations of identity claims as 

optimally distinct. 

 

Keywords: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ultimodality,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Categories 

發表人/ Presenter：Datova Nurbibi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js A. Velem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題目/Title：Fit Matters: Understanding Faculty Hiring Dynamics in Taiwanese Academia 

 

摘要/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mplex concept of “fit” in the evaluation and hiring of candidates for 

junior faculty positions within the academic labor market,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the context of Taiwan. 

The concept of fit holds significance as it pertains to both internal fitting with departmental culture and 

external fitting with broader organizational goals, such as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Drawing 

from a mixed-method approach, 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 and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full-time 

tenured faculty members from the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f top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explores how faculty members evaluate fit and make hiring decisions, aiming to unveil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inequalities in faculty hiring. It investigates how these dual 

aspects of fit impact the recruitment of early-caree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the native majority, 

affecting tenure-track and non-tenure-track opportunities. 

發表人/ Presenter：Tien Q. Nguyen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題目/ Title：The evolution of seller-buyer networks: A status ordering perspective 



 

摘要/ Abstract： 

Many firms take their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high-status partners as a powerful informational 

cue to be socially evaluated as being capable. Although previou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is 

perspective can affect firms' network expansion and exclusio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suppliers and 

buyers organize their relations with partners over time based on partners’ status is still limited. This study 

employs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f seller-buyer networks to argue that suppliers that accumulate higher 

partners’ status get significantly more new buyers, but also lose significantly more existing buyers. 

Furthermore, while the deviance in the status of a seller-buyer dyad makes the business relation more 

easily broken, the similarity in status makes the relation sustained better. A rich dataset of 58,239 import-

export contracts between cashew kernel sellers and buyers supports my argument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that the status of sellers and buyers 

determines the vitality of their ties. 

發表人/ Presenter：Jacky Kuo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題目/Title：The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Uber) Encroachment: Affordances and Change 

 

摘要/ Abstract： 

With the prevailing digital technolog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digital and legacy practices 

addressing the same social tasks does not produce radical change. That technology is the scope condition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typically ignored. We draw on the story of Uber’s encroachment 

on Taiwan’s taxi service industry to examine the change path caused by the shift of the socio-technical 

system, particularly the shift to digital technology. The layered module architectur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ffords the actors with hyper-division of practice, category-agnostic activities, and the automation of 

governance by embedding the rules in algorithms. These three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weaken the 

impact of change events once perceived as disruptive, producing an institutional symbiosis that 

accommodates the challenger and incumbents. We find that institutional battle driven by competing 

practices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practice grafting involving cross-level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orizing categories at the field level, boundary-protected reconfiguration of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of the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In the end,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field remains. Yet, the centrality shifts as change unfol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institutional logic 

manifests in the emergence and daily use of new practical vocabularies. 

  

Keywords: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 digital materiality, institutional accommodation, institutional 

apparatus 

  



1-4-107 照護的湧現：臨終議題的教育、倫理與變遷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在現今高度醫療化的社會中，生老病死幾乎與醫療體制緊密相關。近年來，我們開始反思

醫療專業介入和醫療選擇，更加重視醫療服務使用者的主體性和福祉，包括由治療（cure）轉

向關懷（care），從醫院轉向居家照護，尤其在人臨終之際，我們該如何提供符合個體需求並

協同合作的安寧照護。此外，台灣於 2018年已正式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

14％，因此高齡照護與臨終照護成為不容忽視的議題。我們不僅需要關注被照顧者的醫療資源

使用和完整性，更要考量照顧者的負擔、權利和支援網絡。在本次跨領域的場次中，三位研究

者將分享他們對於醫療教育、生命倫理以及安寧制度變遷的見解，試圖為台灣當前重要的醫療

議題帶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探討醫療照護中的各類行動邏輯、敘事與實作如何湧現且彼此連

結。 

 

主持人/ Chair：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盧敬文（童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 

題目/ Title：「斷食」真可「善終」？圍繞 VSED（自主停止飲食）討論的社會效應 

 

摘要/ Abstract： 

  近年台灣關於「死亡權」的社會運動，除了安樂死公投連署與尊嚴死立法的倡議，至近期畢

柳鶯醫師記錄陪伴罹患小腦萎縮症的母親臨終的《斷食善終》一書出版，透過社群媒體宣傳與類

似案例紀錄片面世，掀起一波針對斷食以加速病人死亡的社會討論。「斷食善終」的論述對於社

會大眾，尤其是家庭照顧者群體，對於照顧和死亡的看法與實作產生什麼影響？對於不同社會部

門―包含安寧療護專業團體、醫療工作者、政府衛生部門等―的影響又為何？本文回顧各國關於

VSED（voluntarily stopping eating and drinking）的文獻，於台灣的社群媒體搜尋不同社會部門行

動者的回應，整理相關新聞報導，與醫療工作者的回應進行文本分析，並以家庭照顧者和安寧療

護專業工作者二方面做初步討論。斷食「善終」本身意涵的模糊，加上由個別案例延伸到普遍性

臨床實作的過程，定義不明確導致照顧生命末期或長照個案的醫護人員與家屬之間的溝通落差。

社會輿論對「斷食善終」論述的高度興趣，顯示台灣社會對死亡自主權的期待，家庭照顧者無助

與自力求生的困境，也突顯提供臨終照顧的安寧療護專業團體與工作者在回應與支援上的力有

未逮。 

  

關鍵字：斷食善終、自主停止飲食、加速死亡、死亡權、生命末期 

發表人/ Presenter：王安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題目/Title：組裝與創新的「善終」實踐：台灣安寧的照護體制 



 

摘要/Abstract： 

  自 1990 年代多方的行動者所建立安寧照護網絡，確立安寧照護的法條、規範與制度，包括

2000年立法通過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本研究探討：台灣社會引入國外的安寧照護模式後，

如何裝備本土與外來的元素，形成在地的安寧照護體制，並影響在地的規範與實作？探討這個議

題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代死亡與臨終的社會組織特性，以及人們如何創造與維持文化性的理想死

亡。本研究欲以生命末期階段的照護體制（care regime）概念，揭露權力如何在死亡與臨終照護

實作中施展。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的主要材料是國際間與台灣主要安寧組織的出版品

與安寧照護相關研究論文、政府單位的立法院文書與統計資料。研究初步發現安寧團體透過建立

照護網絡，重新建構什麼是文化性適當的死亡。此外，台灣的安寧發展本土性的臨床佛教宗教師，

這是其他以佛教為主的東亞、東南亞社會比較少見的案例。台灣醫療專業倡議者策略性地拼裝不

同國家制度，或者是採用國際組織的標準。本研究欲想要凸顯台灣安寧照護體制富有在地創意，

不是只是照單全收外來的照護模式。 

  

關鍵字：照護體制、組裝、安寧療護、生命末期、善終 

發表人/ Presenter：Yvonne Hsiung (Dept. of Nursing, MacKay Medical College, New Taipei City, 

Taiwan), In-Fun Li (Dept. of Nursing,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New Taipei City, Taiwan) , Chia-

Tai Hung (Dept. of Nursing,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New Taipei City, Taiwan) 

題目/Title： Theory-base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and Prepare Front-line Clinical Nurses 

in Providing End-of-Life Care 

 

摘要/Abstract： 

1. Introduction/Background 

Nurses providing care and support during life-threatening patients’ dying process are anticipated 

to skillfully initiate advance care planning and facilitate end-of-life (EOL) decision making. However, 

front-line nurses at the deathbeds, especially those newly graduates, in general report insufficient training 

to deal with EOL situations. Baccalaureate nursing curricula in Taiwan often fail to offer competency-

base education, and since only a few nursing programs offer adequate didactic lectures and/or clinical 

experiences in qualified hospice institution, there is a lack of theory-base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to 

prepare and equip front-line nurses for palliative care, consistent with EOL patients and families’ last 

wishes. 

  

2.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control study is to evaluate effectiveness, from educational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ve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on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attitudinal, 



competence, and self-efficacy in providing palliative care for the EOL patients. 

  

3. Methods 

In this non-equivalent control-group study, a quasi-experimental pretest-posttest design was 

employed, with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junior students enrolled in a baccalaureate-nursing program 

from a Northern Taiwan Medical College. A total of 136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tudy in which 47% 

(n=63) have taken the elective course, and the remaining absent from the class experience were 

consider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in relation to palliative 

care attitudes, self-report competence, and self-efficacy were assessed; well-accepted measures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both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course, along with a 

teaching strategy rating tool and the conventional course evaluation required by the college. 

  

4. Results 

Results have shown efficacy of the theory-base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 attitudinal and 

competency categories. Baccalaureate junior nursing students were cultivated in their palliative care 

capability after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intervention. Findings drown from this study would inspire 

nurse educators to reset teaching-learning priorities; palliative care competency could be well-cultivated 

among nursing undergraduates through creative, appealing,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ultimately benefiting 

EOL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5. Conclusion 

Responding to the well-received desires of dignified death in Taiwan, an elective course in the 

baccalaureate nursing program has shown effectiveness to transform nursing students into relatively 

competent palliative care providers.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may shed light on the cultivation of 

palliative care competency for future educators and educational program developers. There exists an 

imminent need to increase front-line nurses’ capacity and cultivate baccalaureate-prepared graduates’ 

palliative care competence in order to meet the national needs in an aging society. 

  

Keywords: Front-line nurses, Theory-base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End-of-life care, Palliative care 

competence, Baccalaureate nursing programs 

  



1-4-112 地方的政治經濟學（二）：不均等土地與空間發展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古典社會學積極叩問歷史變遷與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脫胎於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來

的歷史遺緒，政治經濟學始終穿透社會學家的社會關懷與問題意識，發展出鉅觀尺度的知識課

題。重大課題發軔的關鍵時刻，社會學家總能扮演知識的先鋒（pioneer），提出時代最具洞察

力的詮釋（interpretation of insight），至今仍令我輩激動澎湃不已。從 Marx、Durkheim、

Weber到 Polanyi，他們提出一連串尖銳的提問，一言以蔽之，都嘗試解釋資本主義對於社會變

遷的衝擊與影響，並且找尋人類集體命運的可能出路。即使未必直接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乃

至於有意對抗主流的經濟學見解，政治經濟學的關懷與發問都貫穿了古典社會學。 

  

  在當代社會學中，古典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意識不能說已經消散，至少也相當委靡。我

們的學科裡，如今資本主義研究被貼上宏大敘述的標籤，許多課題被認為已有了定論，社會學

家逐漸沒有興趣挑戰生硬的政治經濟學課題。然而，「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形態，遠非事

實。歷史巨輪轟轟滾動，直至 21世紀的今日，全球經濟與地方社會累積了一系列難分難解的

新、舊課題，公眾仍然渴望瞭解自己與社會的命運，社會學家豈能無動於衷？尤其在鄉村研究

與都市研究的戰場，許多研究者仍然有感於歷史變遷視野與政治經濟分析的重要性，先後提出

了全球食物體制、農政變遷、資本都市化、時空修補等核心概念。延續 2022年台灣社會學年會

自籌論壇「轉變中的台灣鄉村與城市」的能量，2023年我們希望再以「地方的政治經濟學」為

號召，追隨古典社會學與現代社會學傑出典範的腳步，拋磚引玉，持續探問牽動人群集體命運

的關鍵課題。 

  

  地方的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分析視野，並非迴避宏觀且具整體性的理論想像，而是將政治

經濟學的鏡頭移轉到地方，試圖理解全球過程中的地方社會、在地制度鑲嵌與歷史條件，如何

回應、調節全球資本主義的變與不變。本場自籌研究論文場次以「地方的政治經濟學」作為一

個知識主張，分成兩個分進合擊的 panel。第一個場次以「全球與地方食物體制的辯證」為號

召，透過台中山城小農經濟的流通網絡、蚵仔消費的變遷、福建沿海的鮑魚養殖網絡、毛豆產

業的產業分工等田野個案，回應當代跨國食農體制前沿動態。第二個場次探討「土地與空間的

不均等發展」，則以台中市地重劃的自辦轉向、社子島的非正式政治與空間治理摩擦、大專租

屋市場的租隙與品質差異的形成，嘗試回應歷史遺緒、空間差異共築的當代都市人生之所繫、

集體市民願景。 

 

主持人/ Chair：葉守禮（逢甲大學創能學院助理教授／世界經濟與產業轉型研究中心主任） 

評論人/ Discussant：王志弘（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陳虹穎（國立政治大學

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卞中佩（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顏誌君（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培育）、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題目/ Title：自辦單元重劃的形成：轉型中的都市重劃治理 

 

摘要/ Abstract： 

  2004 年臺中市地重劃從政府公辦轉向廠商自辦的都市過程是地方土地開發矛盾的癥結點，

本研究想探討都市土地開發的驅動機制。研究問題是在臺灣農村地區轉化為邊緣都市地區之地

方土地產權體制，以及「普通城市」欲躋身全球城市之列的歷史—社會脈絡下，怎樣的結構因素

與都市治理技術，促使臺中市政府研發出自辦單元重劃，且作為 2000 年後臺中都市土地開發的

主導模式？它與西方新自由主義都市化所驅動之公私合夥都市治理有怎樣的異同？研究方法包

括深度訪談、市議會議事錄等一手資料。本研究認為臺中建立起「自辦單元重劃」的土地開發模

式，是執政菁英的治理正當性與能力瓶頸，以及獨特機會與條件所促成。在這些情勢下，執政菁

英透過自辦單元重劃回應既存的歷史遺留、部分在地人士與地主之不滿，以及土地財政的瓶頸。

九零年代亞洲金融風暴、九二一大地震重挫中部土地市場的土地財政影響，導致臺中公辦重劃抵

費地標售崩盤、還不出重劃基金的借款利息，乃至於影響市長的施政籌碼。後期發展區的解禁開

發壓力在即、部分地主不滿延遲開路補償，加上不滿限建的地主力量集結，導致臺中市政府研發

出緩解治理瓶頸的「自辦單元重劃」方案。 

  

關鍵詞：都市治理、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抵費地、治理的再政治化、成為「全球」 

 

Keywords: urban governance, The Land Equalization Fund, cost equivalent lands, re-politicization of 

governance, being global, 

發表人/ Presenter：李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題目/Title：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城鄉變遷：徵地、開荒、違建 

 

摘要/Abstract： 

  本文基於作者 2023年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及其城邊村的田野筆記。自 1992年動工以來，

張江高科從最初僅 33 公頃的「工業小區」，歷經三十年的擴張，成為佔地面積高達 9,500 公頃

的「張江科學城」，是現今中國半導體晶片設計、生物製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產業的關鍵基礎

設施。這座科技飛地，如巨獸般在上海城郊農田上匍匐、延伸、增殖。如此大規模的城鄉變遷，

對於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意味著什麼？結合檔案、訪談與田野觀察，我試著透過「被遷移者」的遷

移路徑，記錄科技園區的擴張版圖。 

  

關鍵詞：張江高科技園區，城邊村，徵地，安置，違章建築，農民工 

發表人/ Presenter：、許書涵（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大四生）、莊瑞珍（國立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學系大四生）、劉豐佾（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廖希翎 (Research 

Direct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clusive Economy Lab) 

題目/Title：暫無定所，委曲求「蜷」？ 鄰近大專校區租屋市場與租屋品質之空間不均分析 

 



摘要/Abstract： 

  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2018）指出，改善住宅品質有助於預防疾病、提升生活品質，並解決

貧困問題。台灣租屋市場有很大一部分圍繞在大專校區附近，相較於其他地區，大學生對於租房

的需求相對較高，但是可惜的是，大專校區附近租屋市場與租屋品質鮮少被討論的議題。本研究

分析 2019 - 2022 年的 591 租屋網的網路爬蟲資料。針對台灣中北部的大型都會區，包括台北

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和台中市，進行資料視覺化區位分析、雙變量與空間延遲模型分

析。回應本文研究問題 1. 都會區的房屋租賃市場是否存在鄰近大專校區與非大專校區的租金差

異？ 2. 都會區的房屋租賃市場是否存在鄰近大專校區與非大專校區的租屋品質差異？分析結

果發現，相較大專校區外的租屋市場，大專校區五百公尺內以及一千公尺內，每坪平均租金以及

月總租金皆顯著較高；分割單元房型（雅房與分租套房），距離大專校區五百公尺以及一千公尺

內有顯著較高的比例。換句話說，大專校區附近的租屋空間品質較差且租金較高，即使租屋品質

與租屋價格是一個市場機制決定的過程，假若政府不進行適度租屋市場品質管制，將使依賴原生

家庭經濟狀況的大學生或是初入社會的青年，面臨累積劣勢的困境以及暴露在高社會風險因子

當中。 

  

關鍵字：租屋市場、租屋品質、非典型租屋、空間不均 

  



1-4-113 照顧崩潰：疫情下的不穩定照顧與勞動（二）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2020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臺灣因疫情控制得當，並未發生大規模的

社區感染，後期更維持境內零確診率長達數月。2021年 05月起爆發疫情，以及後續的管制措施，

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影響。當疫情相關的封控管制措施實施之際，諸多

外部照顧資源，舉凡學校、托嬰中心、長照機構以及相關社區照顧資源相繼停擺，無論是有薪工

作者、還是無酬家庭照顧者，皆須面臨因疫情封控，產生之突如其來的親屬照顧問題。本自組論

壇為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自 2022 年 10月起執行之「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有薪工作、家庭照顧

與性別」研究成果初次發表，透過分析調查問券（回收 643 份）與質化訪談（目前 90 位，並持

續增加中），深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間，從事不同有薪工作的勞動者、或無酬家庭照顧者，如何

因應疫情及防疫措施衝擊，面對工作與家庭照顧衝突的困境。疫情的透鏡映照出 Care 在臺灣社

會的危殆處境與（有酬、無酬、家務）勞動性別分工的深刻糾結。 

  

  本論壇「照顧崩潰：疫情下的不穩定照顧與勞動」共將發表六篇論文，並分為上、下兩場次

進行。論壇上半場的主軸為疫情下的工作與照顧衝突，第一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有薪工作、家

庭照顧與性別〉將呈現量化調查結果，比較疫情前後臺灣民眾在有薪工作、家務勞動與照顧（包

含：老年長輩、成年病患或障礙者、孩童）的衝突、性別分工與協商；第二篇〈脆弱性的微觀修

補：疫情下單親婦女的經濟（不）安全與彈性就業〉與第三篇〈疫情下障礙者母親的就業與照顧

困境〉論文將深入探討疫情對於特定弱勢群體──單親婦女、障礙者母親的工作與照顧衝突情況，

突顯疫情與性別平等相關的問題。 

  

  論壇下半場探討不穩定／危殆（precarity）與照顧之間的關係。疫情對於勞動者的衝擊並非

平等的，特別是本就脆弱的勞動者。第一篇〈疫情下的「不穩定無產階級」？危殆的工作與照顧〉

將關注不穩定就業的勞工（precarious workers），他們如何經歷疫情對其經濟、照顧、家務安排

的衝擊，其因應策略及心理調適；第二篇〈照顧輪班：疫情期間居家照顧服務員的有酬工作與家

庭照顧〉與第三篇〈後顧之憂？疫情下平台外送員的工作與家庭平衡〉關心疫情下的核心工作者

（Essential workers）──居家照顧服務員、外送員，這群在疫情期間不可或缺，支撐臺灣社會根

本照護生活需求的勞動者，在其彈性化勞動背後鮮為人知的「後顧之憂」，如何在照顧國人基本

需求的同時面對自身經濟、照護、育兒的挑戰。 

  

  本研究為臺灣經歷新冠肺炎疫情補上重要的勞動與照顧面貌，預期豐富的研究成果、政策檢

視將可提供相關性別平等社會倡議、政策以及實務工作者參考。論壇發表的論文篇名與發表人詳

見下表： 

【照顧崩潰：疫情下的不穩定照顧與勞動】論壇 

篇名 作者 



論壇（場次一）—【疫情下的工作與照顧衝突】 

1.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有薪工作、家庭照顧與性別 
盧子樵、王舒芸、梁莉芳、石易平、李韶芬、 

洪惠芬、覃玉蓉、劉侑學、 蔡承宏、尤慧晴 

2. 危殆的擴散或更新？新冠疫情下經濟弱勢單親婦女

處境與策略 
蔡承宏（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3. 疫情下障礙者母親的就業與照顧困境 洪惠芬（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論壇（場次二）—【疫情下的就業不穩定與照顧】 

4. 疫情下的「不穩定無產階級」？危殆的工作與照

顧 
李韶芬（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5. 彈性還是危脆？居家服務員的職業選擇、勞動條

件和工作認同 
梁莉芳（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6. 後顧之憂？疫情下平台外送員的工作與家庭平衡 
劉侑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主持人/ Chair：覃玉蓉（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 

評論人/ Discussant：蔡培元 

 

發表人/ Presenter：李韶芬（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題目/ Title：疫情下的「不穩定無產階級」？危殆的工作與照顧 

 

摘要/ Abstract： 

  據官方統計，2022 年 5 月非典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79.8 萬人，占

全體就業人數 7%，失業者則有 43.4 萬人。在台灣，上述兩類超過百萬的社會群體是否構成 Guy 

Standing（2019）所稱的「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承受「社會不安全」的後果呢？本研

究將探討這群不穩定就業者，包括藝文工作者、外送員、餐飲觀光業勞工、自僱者、打工族、兼

職、斜槓工作者或打零工的家庭主婦等，他們如何面對疫情衝擊下更嚴峻的經濟考驗、照顧責任，

或在疫情前即得與危殆處境共存的經驗。這群常被官方統計模糊了面孔被簡化為「非典就業」數

據的不穩定勞工（precarious workers），他們何以自願或被迫選擇不穩定（precarity）？如何看待

與調配自身處境，諸如經濟、家庭與照護責任？他們如何經驗疫情逼迫縮減工作規模甚至失業、

照顧與家務負擔增加，並以何種「安全」策略保身安家？本研究將比較疫情前與後，本即處於就

業不穩定或危殆狀態的不同範疇勞動者，如何管理自身的不穩定，遊走於模糊的工作身份、家庭

關係和照顧責任之間，檢視疫情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其與性別、族群交織的境況，以及相關公共

政策措施是否有助於改善他們兼顧生存與照顧的衝突。 

  

關鍵字：不穩定無產階級、照顧、非典型就業、危殆（precarity） 

發表人/ Presenter：梁莉芳（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題目/Title：彈性還是危脆？居家服務員的職業選擇、勞動條件和工作認同 

 

摘要/Abstract：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老人和身心障礙者被視為高風險的易脆弱族群，但提供他們健康照顧服

務的工作者之勞動處境、身心福祉，以及其自身的照顧需求卻鮮少受到關注。本研究以「照顧輪

班」的概念，闡述居家照顧服務員在疫情間的如何協商有酬工作與家庭照顧，包括面臨的挑戰和

運用的策略。 

  

  藉由訪談有家庭照顧責任（包括：孩童、身心障礙或生病的家人）的居家照顧服務員，研究

發現指出，受訪者不但面臨因疫情間的健康風險、管制措施造成的工作不穩定和照顧現場的不確

定性，同時他們得回應疫情對家庭照顧帶來的改變，包括托育機構和學校的關閉、社區和居家照

顧服務的（暫時）終止等。因有酬照顧工作者與無酬家庭照顧者的身份認同，受訪者投入大量的

勞力、心力和時間進行嚴密的風險管理，以優先化服務對象以及家人的身心健康和福祉。聘僱彈

性和兼顧家庭照顧責任，是多數受訪的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從業動機，疫情的影響突顯聘僱彈性伴

隨的不穩定性（uncertainty）和危脆（precarity），以及其可能強化既有的家庭性別分工。 

  

關鍵詞：居家照顧服務員、新冠肺炎疫情、照顧工作、聘僱彈性 

發表人/ Presenter：劉侑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博士級研究人員） 

題目/Title：後顧之憂？疫情下平台外送員的工作與家庭平衡 

 

摘要/Abstract： 

  2020 年上半年出現百年罕見的傳染疾病，由於人類社會對於病毒特性與傷害未知，僅藉由

非藥物介入公共衛生手段，例如戴上口罩、社交距離、隔離、居家辦公與遠距教學等，試圖阻斷

病毒傳播以避免感染。然而，防疫工作不僅是健康議題，也同時改變人類行為與生活模式，影響

所及包括經濟、就業與工作家庭平衡等。雖然台灣被視為治理疫情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但期間仍

經歷學校或幼兒園反覆停課而事業單位持續開工，甚有長達百天的三級警戒，無論是學生或家長

均需藉由遠距來完成學業及工作進度，工作家長直接面對工作與家庭的衝突。然而，平台外送是

少數在疫情期間需求增加的行業，為減少外出受到感染的機會，透過飲食平台訂購餐點的人數大

幅攀升，也就是說當多數民眾降低社會接觸的同時，外送司機反而是必須踏出家門，穿梭在大街

小巷提供送餐服務，成為疫情期間十分特殊的工作樣貌。於焉，本文將考察育有 12 歲以下孩童

的平台外送司機，藉由深度訪談來呈現，他們在疫情期間面臨的工作與家庭衝突，以及如何化解

這些困境。 

 

關鍵字：平台經濟、外送服務、工作家庭平衡 

 

 

  



1-4-114 法律有關係：法律是什麼？怎麼變？如何影響我們生活？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法律與社會研究」（Law and Society Studies, LSS）領域在國外已發展近五十年，起初強

調運用社會科學知識來提升法律政策的效能，後來則關注法律和政治權力、組織生活以及日常

實踐之間的共構關係。LSS 研究者採取跨領域的視角，援引了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哲

學、人類學等知識，在不同學科的養分下，設定創新的方法論、嶄新的研究議題與多元的分析

架構。在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受西方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社會劇烈變遷的衝擊，因此發展出

獨特的學術焦點。 

  

  本書是第一本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的文獻地圖。作者們就 18 個議題，提供相關的概念、

論證與理論，以及近二十年來國內外的知識成果。全書分為三個單元、六個主題：首先，「拆

解」一般人對法律的認知，意識到法律理念實際上深受經濟發展、全球政治和科技創新的影

響，拼湊更完整的法律圖像。接著，「理解」法律的內在邏輯，從而掌握當下討論與改變法律

的核心議題。最後，回到法律的公平正義目標，從社會的主體能動中展現法律改變社會的能

量，並具體舉出家庭、性別與各種社會運動的案例，除了讓青年學子與研究者按圖索驥進入學

術對話，也讓人文社科讀者從而理解並思考，法律是什麼、怎麼變，如何影響我們生活。 

 

主持人/ Chair：蔡博方（清華大學生命科學暨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 

 

與談人/Panelist：鄭力軒（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怡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王曉丹（政大法律）、官曉薇（台北大法律系） 

  



1-4-201 新課綱下的學習困境與展望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108課綱倡議團隊「EdYouth」由第一屆新課綱學生共同成立。自 2022 年以來，EdYouth

針對第一線學生發放問卷，舉辦各種培力講座。在實踐過程中，我們接觸到許多師生面對課綱

改制感受到的期待與徬徨。 

  

  新課綱實施至今，針對現況已有眾多討論，其中不乏各校的大學教授、專家學者在各大媒

體、論壇發表想法。相比之下，教育現場師生較少有機會公開表達訴求。 

  

  為了真實反映教學現場師生在此波教改產生的種種感受，我們聚焦三個主題，分析享我們

所蒐集到的師生想法，以及 EdYouth 對新課綱施行的觀察：首先，「探討公立高中不同類組課

程編排差異衍生之影響」，透過課程計畫書了解不同學校彼此之間的課程編排差異，藉由不同

學校師生的角度，探討其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有效的解決方法。其次，「自發互動共好？——學

檔如何實踐課綱精神的反思」，主要揭示學檔與升學掛勾，致使使學生失去探索興趣的現況，

並分析政策落實的多重難處。第三，「自主學習，如何自主？——高中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困

境與支持」，探討學生執行自主學習的因素、遭遇的困境，並提出相應的支持建議。 

  

  這個場次藉由分享我們對於新課綱困境的看見，反映第一線師生的聲音，展望教學現場如

何突圍的契機。 

 

主持人/ Chair：阮資貽評論人/ Discussant：林文蘭 

 

發表人/ Presenter：林軒如、蘇信宇、黃千嫚 

題目/ Title：探討高中落實 108課綱數學領域研修三大特色之影響 

 

摘要/ Abstract： 

  108課綱上路至今討論不斷，數學領域研修之三大特色—十二年一貫、落實計算機工具之使

用、數Ａ數Ｂ分流，尤以分流問題受大眾關注。現行之分級制度是否真正達成適性教學，進而邁

向更貼近學生需求的教育資源分配，是本研究的核心。 

  

  本研究自此次課綱研修之特色出發，先後探討普通高中於計算機工具之落實及數學分流教

學現況。首先以數學領域研修歷程、此次研修特色、我國 pisa學力測驗表現及大考中心公告之學

生選考組合統計，作為後續討論之背景。接著比較他國與我國落實計算機工具使用之狀況。後透

過公立普高各校 112學年度課程計畫書，分析校際之間數Ａ數Ｂ的課程編排，歸納相似與相異之

學校，了解其異同來源與學校規模、區域、學生會考成績、學生學測表現等因素之關聯性，並透



過對師生的質性訪談進一步了解不同安排下，學生是否真正擁有學習的選擇權，抑或是被眾多現

實因素影響其學習策略。 

  

  藉由了解既存的困境，理解其與學校現實條件之間的關連，研擬可能緩解困境的解方。本文

建議教育決策單位能提供有效指引，針對痛點給予第一線精準且即時的支持，並能保有回歸學校

現實的彈性，讓 108課綱的精神得以真正落實。 

  

關鍵字：108課綱、課程編排、資源分配、分級教學、學習策略 

發表人/ Presenter：賴映帆、李瑞霖、鄭羽芳 

題目/Title：自發互動共好？——學檔如何實踐新課綱精神的反思 

 

摘要/Abstract： 

  學習歷程檔案自 111 學年度起，作為大學招生審查的重要依據。現行考招改革的支持者認

為，當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參採學習歷程，高中端才會正視並落實教育改革，讓學生能夠適性探索。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觀察到正因為學習歷程檔案與升學審查掛勾，學生反倒無法自由

的嘗試與探索，變成學生沉重的負擔。 

  

  EdYouth團隊於過去活動與訪談的經驗中也能看到，在不同城市、學校與家庭之間所給予的

資源差異，舉凡學校是否有開設不同種類的多元選修課程，到學生是否有時間去進行額外的探索，

都會影響學生對於學習歷程檔案製作的能力與內容的豐富度。 

  

  本研究將會從教育部對新課綱的政策目標，找出學習歷程檔案與新課綱精神之連結；並從教

師端與學生端兩個教育第一現場的面向，找出學生與教師在學習歷程檔案上面對的困境。透過與

學生之半結構式訪談以及團隊觀察的結果，期待能在此份報告中呈現學生在新課綱下落入的處

境。 

  

  期待我們能了解到在 108 課綱政策本意的多元探索之中，是否犧牲掉了資源弱勢學生的聲

音，並且分析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以致於學習歷程檔案的多元性，無法被真正落實在第一線的

教學現場之中。 

  

關鍵字：新課綱精神、學習歷程檔案、升學主義、自主探索、教育改革 

發表人/ Presenter：黃莨騰、曾顯柔 

題目/Title：自主學習，如何自主？——高中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困境與支持 

 

摘要/Abstract：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中明訂「高中三年內必須完成 18 節自主學習」，期許學

生從「自主學習」發展出「自發學習」的能力，希望扭轉過往學生「被動學習」的現象。藉由讓



學生以「開始自主行動」為基礎，向外延伸從探索和精進的過程中達成社會參與和學習溝通互動

能力。 

  

  在 EdYouth 撰寫的《2023 年的 108 課綱觀察報告》關於自主學習部分，我們調查與統整學

生自主學習的參與狀況，了解執行方式與過程中的困難。從中發現有約 5 成學生認為「想不到主

題」；在選題上，學生更面對「因應大學端期待」或「做自己想做的事」之間的拉扯；甚至有許

多學生因為沒有動機而不進行自主學習。 

  

  本文從表面上的學生「有沒有」做自主學習，進一步深入瞭解「怎麼樣的學生」會選擇從事

自主學習。藉由訪談學生，瞭解其各自對於「自主學習目標」的想法，以及形成這些想法背後的

原因，分析其所置身的學校組織和環境脈絡因素，指出各校資源的差異、自主學習相關規定如何

影響學生的自主學習行動。最後，綜合現場觀察的困境及理論，提出相關資源與支持系統的建議，

期待能協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增進自主行動意願，成為終身學習者。 

  

關鍵字：自主學習、108課綱、學習能力、升學制度、學習動機 

 

  



1-4-202 教育 

 

主持人/ Chair：陳斐卿 

評論人/ Discussant：馬國勳 

 

發表人/ Presenter：陳斐卿（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所暨師資培育中心特聘教授） 

題目/ Title：打開教育平台化的黑盒子：以國小作文平台為例 

 

摘要/ Abstract： 

  各地的教育都因為科技發展的飛速而經歷數位化學習的重大改變。數位化的優勢是強大的

儲存與演算等技術，但同時也簡化與數據化了學習的歷程與成果，引發人們關注數位化對教育的

潛在雙面刃影響。本研究以一所國小實施數位作文平台寫作教學為例，以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

透過民族誌與訪談，檢視平台化的作文實作產生什麼網絡效果？結果有二，第一，學生瓦解寫作

平台「量讀量寫」的原初設計，轉而被「如何快速完成」作文任務所吸引，湧現以「破解」作文

平台遊戲為主的活動，產生「再遊戲化」作文平台的網絡效果。第二，教師瓦解學生再遊戲化作

文網絡，拆解與重組引發遊戲化的行動體，形成實體與網絡交織之混種新網絡。數據化的基礎建

設徵召數據化的學習，如作文平台的計數字數功能，徵召學生善用複製文字功能以提升總字數；

又如累積代幣機制，徵召學生敏察平台內隱的強制學習設計，從而發展獨特的「破關機制」。這

些預期之外的網絡效果改變了「何謂好的作文」，彰顯教育平台化其實隱隱改變教學模式、評量

規準、學科本質，大舉形塑新的教育治理。因此，教育平台化看似是讓教育往前進化的象徵，但

也在無聲無息之中同時改變了教育的形式與內涵，這是教育科技發展過程中必須持有的警覺。 

  

關鍵詞：教育平台化、批判研究、數位學習、生生用平板 

發表人/ Presenter：張宜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題目/Title：學生的公平正義感知對課堂中搭便車行為的影響 

 

摘要/Abstract： 

  過去搭便車與社會正義的實驗研究挑戰人性自力且個人缺乏為公益貢獻的動機的預設，發

現個人對於公平正義的感知會影響行動者重視社會公益的程度。本研究基於此立場，將研究視角

轉移到教育過程中的公平正義議題，關注課堂中團體作業分工及評分的社會正義報酬。延伸 Jasso

的分配正義評估理論框架，研究設計上考量正義報酬的測量方式及測量對象兩個維度，同時包括

直接測量/間接測量及自評/他評等四個交叉面向，透過此方法，正義報酬之建構區分成個人層次

自我認知與集體層次團體認可之正義分數兩個面向，前者與個人實際報酬的差異得以建構個人

的不公平感知，後者則是團體認可其對團體的貢獻程度。初步研究結果發現，劣勢的學生容易對

不公平感有較強烈的感受，而較有公平正義意識形態的學生，也更傾向願意貢獻團體獲得更多他

人認可的正義報酬。此研究理論層次上幫助我們理解人們的不公平感知從何而來，以及影響人們

願意為公共財/團體報告貢獻的因素何在，回應傳統公共財搭便車的理論論述，探討個人特性、

對公平正義的態度及其所處環境脈絡（團體氛圍）如何影響個人在團體報告貢獻與報酬的公平感



知其及對公共財的付出。在實務上，透過理解學生對於團體作業的不公平感知運作方式，可以幫

助大學現場教師營造友善的團體合作模式，增進小組成員為團體作業的貢獻，以達到整體更好的

學習成效。 

發表人/ Presenter：馬藹萱（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題目/Title：從本地生校園跨文化經驗看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 

 

摘要/Abstract： 

  國際生常被移入國的高教機構視為是跨國文化交流與高教國際化的重要行動者。自 2000 年

以來，從歐洲開始出現「在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的呼聲，促使各國高教機構

逐漸重視高教國際化對本地學生的影響。儘管相關研究逐漸累積，但對於非西方脈絡下的本地生

經驗所知甚少。本研究以台灣為個案，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分析本地生在校園的跨文化經驗，從

而探討高教在地國際化的發展與影響。本研究的主要資料，來自台灣四所大學的 12場本地生焦

點訪談（共 52 位本地生參與）。本地學生的跨文化經驗集中於「與國際生互動」及「修習英語

授課課程（EMI courses）」兩方面。研究發現，文化與社會因素會影響本地生與國際生生間界線

的建立、維持或跨越。校園空間不僅建構學生的生活與學習場域，也進而形塑他們在學習與生活

上的跨文化經驗。學生甚至教師面對學校英語教學政策常缺乏充分準備，從而發展出各種因應策

略來回應學校由上而下的政策要求。本研究結果不僅支持群際接觸理論（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與整合威脅理論（integrated threat theory）的觀點，亦對這兩個理論的概念進行補充。本文並就

研究成果，對現行高教國際化政策與做法進行反思並提出建言。 

  

*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全球的趨勢，在地的聲音:台灣本土學術社群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

看法》（NSC 100-2410-H-004 -14）之論文 

  

關鍵詞：在地國際化，跨文化接觸，本地學生，群際接觸理論，整合威脅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