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105 「國立臺北大學人社標竿計畫」期中成果發表（二）：台灣家庭中的生

育意願、母職建構、和家務分工：多元的觀點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台灣家庭日趨多元化,本場次探討當代台灣青年的生育意願變動、母職的建構與實

踐、以及女同志同居關係中的家務分工。 

主持人/ Chair：趙思怡 

 

發表人/ Presenter：黃鈺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題目/ Title：為母則難？再探母職的社會建構與實踐 

 

摘要/ Abstract： 

  「母愛是天性」的論述時有所聞，女性也被視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然而過去許多學者便曾

指出，女性「必須」成為母親、「必須」為孩子全心奉獻等等形象是社會所建構。社會、文化乃

至於政策產製了一整套所謂對孩子「好」的育兒守則與文化規範，更同時形塑女性在「做媽媽」

時的視角。 

  

  本研究透過認知社會學的取徑，重新檢視與探討這些社會建構的母職想像，同時探究母親獨

特的視角並如何實作、甚至發揮其能動性。研究方法採取論述分析法，以衛生福利部所發放的具

體文宣、批踢踢媽寶板討論文章為文本，檢視其中的指引或規範背後所隱含的母職期待；並且透

過訪談，進一步分析在臺灣社會脈絡之下，作為母親的思考視角和帶來的影響。 

  

  研究結果重新勾勒出社會中對於「做媽媽」的深刻期待，與觀察和訪談到的實際母職做法相

互對應，強調現代母職所具備的能動性，也彰顯這些社會期待的諸多預設所帶來的壓力或侷限。

同時，本研究亦期待藉由刻劃出不同分類的母職實作分類，提醒讀者現代「做媽媽」模式的多元

性，是如同光譜、擁有彈性的存在；並且藉由詮釋母親們不同的認知框架與劃界方式，探討女性

同時作為母親，面對其多元角色經營的策略。 

  

關鍵字：視角、密集母職、母職身分、認知社會學 

發表人/ Presenter：林芳婷（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題目/Title：女同志性別實踐：從她和她的同居家事分工說起 

 

摘要/Abstract： 

  女同志是女性主義的實踐，挑戰來自傳統固化的壓迫，女性如何在身為「女人」與「同志」

雙重被壓迫者身分裡，突破性別差異化、自我性取向與獲得社會認同；透過她和她的同居家事分

工說起女同志的性別實踐。在過往的家事分工研究，多以異性戀視角設定研究對象與探討觀點，



且採用量化方式，呈現結果僅著重在兩性間家事分工參與程度平等性，未能有更深刻的對於家事

分工認知的看法與感受方面，於是，本研究試採以質化深度訪談方式、新家庭樣態同居生活，及

女性為研究對象，作為本研究的研究視角；在異性戀家庭為主流價值觀裡，探討女同志同居生活

的家事分工，如何透過家事分工模式的建立與協商，在異性戀的家事分工模板裡仿效與創新之間，

做她們的性別實踐。 

  

   本研究訪談七對同居 1 年以上且關係維持中之女同志伴侶後研究發現：一、在異性戀的家事

分工模板裡仿效與創新之間：女同志同居家事分工有仿效異性戀分工，尤以性別角色論影響為最;

創新仍是帶著平等意識在家事分工以共同協力為分工模式，並以引導式、互動交流式作為家事互

動，讓家事成為是一件有趣的事；在做家事不平等時，以愛與回饋來作為化解家事之間的落差。

二、在她與她的家事分工的發現：家事除了勞動力的家事，在她們的家事裡涵蓋情緒勞動，有別

異性戀的親友間互動的情緒勞動，是專屬女同志的一段自我認同的生命經歷，它影響至她們關係

裡的互動、也在她們與外界連結裡；另因本研究訪談正值疫情期待，發現有別過去研究理論：新

型態時間可得論，成為她們分工模式的影響因素。 

  

關鍵字：女同志、同居、家事分工、性別角色、性別氣質、性別實踐 

發表人/ Presenter：顏裕祥（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葉欣怡（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戴

翠莪（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陳易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題目/Title： 台灣青年生育意願的改變、以及其影響因素 

 

摘要/Abstract： 

  隨著少子化加劇，生育意願的探討更形重要。西方文獻顯示，個人生育意願會隨著生命歷

程的進展而變動，但是台灣既有文獻對生育意願的探討，幾乎侷限在橫斷面資料、單一時間點

的研究。針對文獻限制，本文使用長期追蹤資料，從生命歷程的角度來探討台灣青年的生育意

願改變趨勢、以及影響其改變的機制。本研究的實證發現將有助於我們更全面的了解台灣青年

的生育意願，也能更深入的掌握影響台灣青年生育意願的因素。 

  

關鍵字：生育意願、生命歷程、少子化 

  



2-1-106 Contesting Dis/abilities: diversity,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clusion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This panel offer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dis/abilities by focusing on diversity,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clusion. We seek to challenge conventional perceptions of dis/abilities by 

exploring the defining of disability and ability in various contexts including employment, life 

narratives, 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sexuality. We seek to reconsider societal perception of 

disabilities interact with personal narratives, identity formations, and agency of disabled. In 

addition, we try invite critical engagement on reconsidering the power of ableism, various forms 

of oppression and meanings of disabilities and abilities. 

This panel delves into dis/abilities with a focus on diversity,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clusion. 

By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perceptions, we explore dis/abilities' multifaceted nature across 

contexts like employment, life narratives, 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sexuality. We aim to reevaluate 

societal perceptions by examining how they interact with personal narratives, identity formation, 

and agency of disabled individuals. Additionally, we invite critical discussions on the power 

dynamics of ableism, oppression, and the diverse meanings of dis/abilities and abilities. Through 

these inquiries, we aim to foster an understanding that embraces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of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while dismantling prejudiced norms and promoting a mo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society. 

 

Keywords: dis/abilities, diversity,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ableism 

主持人/ Chair：張恒豪 

 

發表人/ Presenter：Po-Han Lee (Global Health Progra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題目/ Title：Disabled Sexualities as Queerness: Ambivalence and Resistance to Ableist 

Heteronormativity 

 

摘要/ Abstract： 

Sexuality is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dignity, encompassing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 

to others; it is also recognise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different human rights. Therefore, sexual rights 

include both liberty and wellbeing dimensions. Howeve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long been 

(though not always) neglected by sexual rights-related movements in Taiwan. Women’s rights advocat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protecting women/girl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sexual violence, while LGBTQ rights 

activists seek sexual facilitation in the social welfare domain. On the other hand, disability rights 

organisations have largely omitted sexuality and intimacy matters until recently. Here I consider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ities and empowerment and the limits of the ‘discrimination’ 



discourse. I argue that disabled sexualities are by themselves queer destabilising dominant sexual identity 

categories, complicating the heteronormative matrix in Taiwan, and revealing able-mind/bodied-ness 

embedded in the care context. Crip-queers – whose bodies and sexual lives are often suspended in an 

ambivalent time-space – are thus agentic and combative, constantly challenging the identity-based and 

autonomy-centred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sexual rights discourse. 

發表人/ Presenter：Tsung-Lun Alan Wa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題目/Title： Negotiating the Meanings of an (Un)authentic (Dis)abled Self 

 

摘要/Abstract： 

In a Goffmanian sense, disabled people make use of a variety of technologies to perform a body 

that is encouraged by the mainstreamed society in the front region (Goffman 1956). By wearing these 

technologies, disabled people devote a large amount of time to social clothing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Murray 2005). Taking deaf people for example, most deaf individuals do not take off the hearing aid or 

the external device of the cochlear implant until they are alone. A disabled body without connection to 

any technology is usually only present in disabled individuals’ back region.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we would presume that this “back-staged” disabled body may be construed to be the authentic self for 

some disabled people that is not usually witnessed by abled people.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disability, 

due to the hegemonic structure of ableism, an authentic disabled self can be negatively evaluated within 

the symbolic order of body categorization (Bourdieu 1979). When revealing the “real me” may not bring 

about a positive interaction, disabled individuals may not even construe a disabled self as the authentic 

self, creating much space of negotiation between authenticity and disability. 

 

This paper is built up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interviews with 19 deaf adults in Taiwan, conducted 

between 2020 and 2021. The data capture moments when the deaf interviewees participated in a linguistic 

experiment where they needed to read aloud written text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ir hearing 

technologies. Right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interviewee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feelings about not 

only the experiment but also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self during the experiment. Two broad types of 

narratives are identified. Some interviewees narratively framed the disabled body without hearing 

technologies as uncontrollable, emphasizing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present life from such a 

negatively disabled body to the researcher and alienating the disabled body as an unauthentic self that is 

unusually seen in the front region. Other interviewees foreground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bodies 

with and without hearing technologies and frame such differences as only located in a purely 

physiological realm. Only one interviewee highlights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disabled body without 

hearing technologies, framing the body in a positive way. With the various narratives, this paper aims to 

picture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 disabled self and an authentic self,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y use. 

 

  



2-1-107 在地安老關係的設計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根據國發會的人口推估資料，臺灣即將在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一方面社會變遷人口結

構面臨轉型，另一方面，醫療科技進步，健康餘命增加，在戰後嬰兒潮世代進入老年期之際，高

齡者多元的生活樣態與需求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社會照顧支持系統對於「在地安老」的意涵。 

  

  「在地老化」是長照 2.0 計畫推動的重要方向，其透過構築從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的多

元連續服務系統，期望讓老年族群能夠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維持原有生活型態的情況下安老。

然而，高齡照顧的意涵有多重性，建構在不同的關係與面對相異的地方和族群上；社會大眾對於

「老年」的認識與理解則是在這些關係互動中產生。 

  

  在我們透過制度面來推動社區照顧服務系統的建置過程中，會發現更關鍵的是在自身居住

生活圈的各種創造社會連結、相互照顧的多元關係設計。從不同地方生活的樣貌、跨世代的族群

互動、高齡生活的想像，可以發生多元的社會照顧支持關係可能性。本論壇透過包含空間營造、

創生共生、社區社群和青銀共學等角度的對話，來探究去談社會照顧關係的設計，藉由不同經驗

的分享，打開對於高齡照顧議題的多元思考。 

主持人/ Chair：陳懷萱（臺大創新設計學院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專案助理教授） 

 

與談人/ Presenter：梁鎧麟（暨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劉興光（屏東縣屏南社區照顧服務支

援中心主任）、劉素芬（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鄭宇捷（社區大學全國促進

會組長）、陸皓昀（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專員） 

  



2-1-112 「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成長歷程追蹤研究」期中成果發表（一）：數位

管教與數位互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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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Presenter：吳志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題目/ Title：家長數位管教策略與台灣青少年媒體素養的關聯性：青少年主動與家長分享數位生

活的中介效果 

 

摘要/ Abstract： 

 

研究問題：數位時代來臨，青少年雖然心智未臻成熟但卻每天耗費許多時間沉浸在大量資訊良莠

淆雜的網路世界裡，他們亟需發展出維持警覺、主動查證，並謹慎保障自身權益的媒體素養。看

著青少年子女面對這激烈湧現的數位洪流，家長們可能採取「限制」、「罪責」子女上網的防堵

策略，也可能採取「陪伴」子女上網的疏通策略。本研究探討這些不同數位管教策略與台灣青少

年媒體素養的關聯性，並援引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的觀點，以青少年主動與家長分享數

位生活作為中介變項，細緻化這當中的影響歷程。 

  

方法與分析架構：本研究使用 5,997 筆就讀九年級的台灣青少年調查資料（女 2,692 筆；男 3,305

筆），進行一系列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分析。 

  

研究發現：（1）對於台灣青少年的媒體素養，知覺家長採取「限制」與「罪責」數位管教策略

的效果未顯著，但採取「陪伴」數位管教策略的正向效果顯著（γ = 0.20, p < .001）；（2）知覺

家長採「陪伴」數位管教策略對青少年主動分享數位生活的正向效果顯著（γ = 0.64, p < .001），

而後者對青少年媒體素養的正向效果也顯著（β = 0.10, p < .001），這項中介作用效果顯著（estimate 

= 0.061, SE = 0.018, Sobel’s Z = 3.39, p < 0.001, 95% CI of bootstrapping = [0.025, 0.096]）。本研究

最後討論各項限制並依據發現提出對親職教育的可能啟發。 

  

關鍵詞：限制子女上網、罪責子女上網、陪伴子女上網、媒體識讀能力、青少年主動與家長分享

數位生活 



發表人/ Presenter：林姿慎（新竹縣光明國小） 

題目/Title：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親子數位互動的中介作用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應用華人「管教」概念，探討青少年知覺之父母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以及親子數

位互動在其間的作用，資料來源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TASAL)於 

2022 年蒐集之資料，選取性別、雙親健存、完整回答的 5430 個高一學生資料(女 2454 人，男 

2976 人)，使用變項包含知覺父母管教(生活管教、價值教導兩向度)、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及親子

關係(溫暖支持、衝突緊張兩向度)。採取因素分析、t 檢定、結構方程模式等方法進行分析。主

要結果顯示:(一)青少年知覺父母重視「價值教導」甚於「生活管教」(二)「生活管教」愈高的青

少年，其親子關係的溫暖支持愈低，衝突緊張愈高，「價值教導」愈高的青少年，溫暖支持愈高。

數位互動愈高者，溫暖支持愈高，衝突緊張愈低(三)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與溫暖支持、衝突緊張

的親子關係，及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親子關係間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四)管教、數位互動及親

子關係間的影響機制在青少年男女間明顯不同，數位互動在青少男的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間具

中介作用，在青少女生活管教及衝突緊張間具中介作用。本研究據此結果提出青少年期親職教育

的建議。 

  

關鍵字：青少年、管教、數位互動、親子關係、性別差異 

發表人/ Presenter：周玉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題目/Title： 數位世代青少年與家人間即時通訊：溝通品質與影響 

 

摘要/Abstract： 

 

研究問題：數位科技的各種應用軟體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溝通方式。對數位世代青少年而

言，即時通訊是否影響了與家人間的溝通品質？是否對其身心健康與幸福感產生作用？ 

  

目的與方法：本研究探討全臺青少年與家人間的即時通訊之溝通作用及其影響，資料來源為

「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成長歷程追蹤研究」2023 年的國七學生問卷，使用有回答與父母及與手

足使用即時通訊的 3671 位學生（女 1843 位、男 1828 位）資料。分析變項包含家庭凝聚力、與

父母及與手足即時通訊之溝通品質與滿意度、身心健康與幸福感（WHO5）。採取因素分析、

性別差異 t 檢定及路徑分析進行檢視。 

  

研究結果：(1)即時通訊溝通品質可清楚區分為關係促進與關係干擾兩向度；(2)青少女與父母間

的即時通訊頻率、與手足即時通訊滿意度高於青少男，而青少男與父母即時通訊關係干擾、身

心健康及幸福感則高於青少女。(3)與父母之間，家庭凝聚力、即時通訊溝通品質、滿意度、身

心健康及幸福感之間的直接與間接路徑均顯著；而與手足之間，即時通訊溝通品質與身心健康

及幸福感之間無直接作用，乃透過即時通訊滿意度間接影響。這些結果展現即時通訊對數位世



代青少年身心福祉的重要作用，且呈現父母與手足之間有所異同。 

  

關鍵詞：數位世代青少年、即時通訊、溝通品質、家庭凝聚力、身心福祉 

 

  



2-1-113 張力之下如何流動？跨海峽的青年、宗教與媒體交流活動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當兩岸緊張情勢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戰火是否引燃更是繃緊了國際地緣政治的神

經，但兩岸之間的關係並非冰封冷凍，依舊有著經貿往來、宗教活動，甚至更針對性的

發展出對台政策，意欲吸引台灣青年前往，以及透過兩岸媒體交流活動進行宣傳，擴大

中共對台影響力。 

  

  本論壇的四篇論文分別針對此歷史脈絡下，兩岸之間的青年、宗教以及媒體交流活

動進行分析。第一篇論文，沈秀華與鄭志鵬的「中共對台青工作的基礎建設」，探討中

國政府如何打造跨越國境的規範性/政治性、社會性、技術性與商業性四個結構制度，吸

納台灣青年前往中國求學與工作。第二篇論文，鄭志鵬與沈秀華的「交換了什麼？初探

台灣青年接受中國『落地招待』的理由與結果」，則進一步針對台灣青年接受中國政府

落地招待政策紅利背後的動機進行分析，並探究可能產生的交換結果。第三篇論文，張

貴閔的「製造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中國神像來台繞境的政治社會考察」，旨在探討中

國神像在台遶境的動員模式、過程與效應。第四篇論文，戴瑜慧的「綿裡藏針---習近平

時期的兩岸媒體交流活動」透過分析習時期 2012 年到 2022 年兩岸媒體交流活動的趨勢

變化、組織節點以及活動內容，分析中共對台影響力操作的權力施展面向 

 

主持人/ Chair：黃兆年 

 

發表人/ Presenter：沈秀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鄭志鵬（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 

題目/ Title：中共對台青工作的基礎建設 

 

摘要/ Abstract： 

  台灣青年是當代台灣與中國國族關係中多方欲對其工作的前線社群。太陽花運動後，中共以

「中國夢」更積極吸納台灣青年到中國交流、求學、就業與創業。這篇文章探討在統一台灣議程

上，中共如何制度化地建立起對台青年工作的「基礎建設」，以達到推動台青移動到中國交流與

發展、實體感受中國夢的號召，並對中國產生經濟與社會性依賴，進而默認接受一中原則。本文

以移民研究的「遷移基礎建設」（migration infrastructure）為分析架構，探討中共以及不同跨境

台灣與中國的政府或民間個人與組織，如何建立起規範性/政治性、社會性、技術性與商業性四

個主要對台青年工作的結構制度。我們發現四個基礎建設並非均質重要，但任何一項的缺少將讓

中共對台青工作推動受阻。各基礎建設有各自制度運作邏輯，但彼此間會相互強化與衝突地交織

運作。一方面，形成中共對台青縝密的制度性影響，其中各方行動者既是制度化中共對台青工作

的推動者，深受中共的制度邏輯影響，另一方面，在行動者各有其利益與認同邏輯，中共對台青

工作的基礎建設有呈現內卷化現象。研究資料來自相關中方的政策與媒體報導以及訪談台方相



關行動者與台青，透過探討中共所建立起促進台青到中國發展的內部結構樣貌，指認出中共對台

青工作的多元結構面向與彼此間的關係，同時也從制度面點出，中共對台青的基礎建設既是硬體、

也是符號、文化與社會工程，影響層面拓及台灣社會。這個研究具有政策性與中國因素相關研究

的學術意義。 

發表人/ Presenter：鄭志鵬（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沈秀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 

題目/Title：交換了什麼？初探台灣青年接受中國「落地招待」的理由與結果 

 

摘要/Abstract： 

  人才國際流動或是「人才外流」已經成為現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議題，本文主要想要探

究台灣青年近年來頻繁前往中國進行教育文化交流過程，是如何鑲嵌在中國對台灣的「一中原則」

政策以及因中國崛起而興起的「中國夢」架構下所進行的雙邊互動與遷移。更具體來說，台灣年

輕人作為中國國族主義的施展對象，中國政府是如何促進台灣年輕人至中國進行短期的教育文

化交流，甚至進一步遷移至中國讀書工作，進而企圖影響台灣年輕人親近、接受所謂的一中原則？ 

  

  在這個問題意識下，我們選擇這幾年台灣青年至中國交流一開始都會面對的「落地招待」作

為本文研究對象，探討這些年輕人接受此種中國政府政策紅利背後的動機以及可能產生的交換

結果。 

  

  本文發現這種理應不尋常的落地招待交流經驗有可能在中國刻意操作下成為台灣年輕人的

慣習，習慣日後與中國互動是以這種讓利的方式進行。從落地招待到求學與職涯發展，台灣青年

某種程度上有可能被中國政府「制度化」，因為接受落地招待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反而沒有落

地招待才讓人覺得訝異。這種把不正常變成正常，甚至內化，正是中國統戰與威權銳實力的效力

所在，也會形成我們對中國的集體性依賴，不僅會將部分青年鎖進中國，也會進一步降低台灣產

業的全球競爭力。 

發表人/ Presenter：張貴閔（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題目/ Title：製造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中國神像來台繞境的政治社會考察 

 

摘要/ Abstract： 

  神明信仰為台灣民眾最主要的信仰，根據近十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宗教組數據，道教和

民間宗教信仰者超過總人口六成，其中，台灣的神像或是神明香火多由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移民從

家鄉分靈而來。早期移民回鄉祭祖結合進香，但隨其在台灣逐漸落地深根後，也開始在台建立祠

堂和廟宇，而有「開台祖」和「開台祖廟」。1987 年底兩岸開放交流後，原本抽象、精神上的中

國祖庭，成為信徒具體可尋根謁祖的進香地點，國內宮廟興起到中國進香的風潮。在兩岸重新連

結、建構的分靈與分香網絡的脈絡下，神像作為靈力的具化，變成兩岸民間宗教交流中的主體。 

  

  神像的跨境移動應屬邊境行政問題，但在兩岸的世俗政權對立的脈絡之下，中國神像來台與



否以及來台形式，成為台灣執政當局與信仰社群之間的爭執點。本文探討中國神像在台遶境的動

員模式、過程、以及其影響。文章主要論點為：中國祖庭神像缺乏地方連結與歷史鑲嵌性，而必

須搭載接駕宮廟的廟際網絡，其每次來台遶境路徑，都須經由主辦單位重新協商，因此，中國神

像每一次來台，都是一個特定聚集事件的創造。其去鑲嵌化、人事集結的暫時性、各類參與者詮

釋的開放性，使每次事件發展的軌跡與效果有不可預期的特性，因此削弱祖庭神像的統戰效應。 

發表人/ Presenter：戴瑜慧（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系） 

題目/Title：綿裡藏針---習近平時期的兩岸媒體交流活動 

 

摘要/Abstract： 

  習近平上台之後高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國夢」，也因此將台灣放入中國政治

的重要議程。兩岸交流活動向為中共對台施展影響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的重要手段。

而習近平上台之後更加強調意識形態與宣傳工作，故本研究以 2012 年至 2022 年兩岸媒體交流

活動為研究對象，結合質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分析習時期兩岸媒體交流活動的趨勢變化、背

後的組織身分、主要的組織節點以及活動的舉辦和效應。 

  

  主要研究發現有三點。第一，隨著習政權的意識形態工作越趨針對青年、網路與娛樂，有

意識形態娛樂化的轉向，交流活動也從傳統媒體與論壇類，往流行文化增加。同時配合中共的

兩岸政策在 2017 年 3 月提出一代一線，在 2017 年出現兩岸媒體交流活動的最高峰。活動類型

也從傳統的新聞、論壇類，增加流行文化的類型，如電競、短影片競賽等，吸引台灣年青人參

與。第二、中共透過收編手段，埋下組織節點，扶植親近團體，使其成為活動舉辦的合作方。

第三，兩岸交流活動的推動背後充滿權力的運作。當交流活動面臨批評聲音時，出現的可能就

是杯葛與鎮壓。本研究在理論貢獻上反思目前的軟實力、硬實力的區分框架，指其忽略了複合

性的權力施展以及權力的變異性。透過分析兩岸媒體交流活動，發現權力施展呈現更細緻的宣

傳、收編與鎮壓三個面向，同時權力的施展手段亦會因時而變。 

 

  



2-1-114 經濟社會學 （二）：地方社會與經濟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晚近地方經濟無論在學術與公共政策領域都具有相當重要性。就公共政策而言，當代集中

在都會區的發展迫使各國政府開始思考如何重建地方經濟。就學術而言，地方社會文化紋理如

何影響經濟行動也是經濟社會學的關鍵課題。這個 Panel 聚焦在四個地方產業的發展，分別是

精釀啤酒、飲食觀光、療癒經濟以及養殖，凸顯地方社會與經濟行動間的動態關係。 

 

主持人/ Chair：鄭力軒 

 

發表人/ Presenter：黃書緯（台大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專案助理教師） 

題目/ Title：風土是門好生意：台灣精釀啤酒產業風土論述的浮現、生產與組裝 

 

摘要/ Abstract： 

  隨著地方物產的全球化，食物資源、食客與食物生產者的全球流動，「風土」（terroir）論

述被廣泛應用在各類農業食品上，這種過往在葡萄酒產業中以地理為基礎的論述方式如今已經

有了不同的操作方式。精釀啤酒（craft beer）也不例外。台灣小型精釀啤酒廠雖然因為法規限制，

難以像國外精釀啤酒廠以酒廠導覽的方式展演啤酒的在地味道，卻也隨著生產網絡的在地化延

伸出不同的文化展演方式。本研究試圖分析精釀啤酒業者如何藉著不同物件的組裝傳遞啤酒的

風味特色，並且反省在這重新組裝風土論述的過程中，風土機制與產地社會之間的關係如何改變？ 

  

關鍵字：風土、精釀啤酒、生產網絡 

發表人/ Presenter：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Title：小卷米粉經濟學：飲食觀光做為地方經濟解方或解構方？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以台灣東北角貢寮鄉為例，討論飲食觀光與振興地方經濟的相關議題。台灣是四面環

海島國，然而根據漁業署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台灣整體漁業生產量雖較往年增加，但主要集中在

遠洋漁業與內陸漁撈業，其他沿海相關的近海漁業、沿岸漁業、以及海面養殖業等都在急速衰退

中。這些急速衰退中的沿海相關漁業活動，剛好是養活最多本地漁業從業人口的生產部門。 

  

  1979 年北部濱海公路通車後，貢寮鄉因為交通變遷造成在地青壯年人口外移加劇，核電廠

的封存減低就業機會，也造成人口外移。人口日趨老化，傳統生產型產業無人繼承，使得貢寮幼

童跟老年人口比例較高。在全台所有市轄區之中，貢寮人口流失率高居第六。因著人口流失、漁

業資源減少造成傳統產業產量逐年下降，經濟來源匱乏造成青壯年外移至都市就業。在地居民希



望藉由觀光休閒業帶入人潮在貢寮創造經濟，更進一步讓青年返鄉就業。小卷米粉、魯鮑魚、石

花凍成為近來馬崗、卯澳等漁村周末販賣的熱門商品。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在貢寮進行參與觀察與訪談，討論飲食觀光作為振興地方經濟、吸

引青年回鄉的現況與問題，以及其中牽涉到的諸多爭議，例如身分認定(本地/外地)、飲食文化傳

統(正宗與否)、以及環境永續議題(汙水排放、減塑)等問題。 

  

關鍵字：漁村、海洋產業、飲食觀光、飲食文化公共財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海洋、性別、與永續發展：台灣東北角與韓國濟州海女文化的世代傳

承、地方認同與社區韌性之比較研究 111-2410-H-031 -049 -MY2 

發表人/ Presenter：蔡侑霖（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題目/ Title：生活在他方：花蓮市郊新鄉村地區的移民與療癒經濟 

 

摘要/ Abstract： 

  逐工作到壽豐鄉志學村落腳一陣子後，便開始思索這樣的區域開如何定位，具有什麼樣的特

質？而非過度簡化這些地區真實的社會與經濟情境，只將其描繪為經濟成長的障礙與人口高齡

化、負成長的地區。John W. Traphagan 對日本東北地方（Tohoku Region）的分析而界定的「新

鄉村性」（neo-ruality）看起來頗具啟發性，花蓮市區近郊以交通動線得以快速與都會區連結的

區域或許可以用「新鄉村」這個概念加以描繪。本文主要的研究場域即位於此一「新鄉村」的社

會空間區域，引人注目的是近六、七年來有一群來自台灣島內移民，基於不同原因逐漸聚居於此，

他們的故事除了可以讓我們看到位於這個區位的前國宅在私有化後的變化，也訴說著他們遷移、

流動與往復的軌跡，以及如何努力發展出在地生活的可能性。社區人群共同育兒，其中有許多人

從事著另類療癒相關服務，也藉此獲取經濟收入。透過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本文將試著描繪不

同移民的類型與特質，觀察其經濟活動，並探討另類經濟的構成，以及思考有別於主流「地方創

生」的可能性。 

  

關鍵字：新鄉村性、另類經濟、療癒經濟、地方創生 

發表人/ Presenter：羅國棟（中山大學企管系博士班 ）、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王致遠（中山大學企管學系副教授） 

題目/Title： 養殖業的多重評價與創新 

 

摘要/Abstract： 

  自 1998 年起，農業轉型政策以「知識經濟」與「價值鏈」作為重要的策略基礎，後續受食

安與風險事件的影響，政府陸續提出如生態養殖、智慧漁業，或漁電共生等多項價值方案來協

助產業轉型。然而，這些農業價值升級主張，過度著重於商品化的單一評價，忽略產業存在著

垂直分工的生產架構，以及不同地區、不同生產條件形成的價值差異，導致政策推行多年，與

產業的爭議仍時有所聞。這篇論文採取 David Stark 提出的評價理論，我們認為價值以多重框架



存在，要觀察這個現象，必須關注不同價值介入的緊張關係，透過評價的不和諧時刻，看到不

同脈絡情境下的價值多重性與變動。 

  

  本研究採用詮釋型個案研究，以大宗養殖戶作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處於垂直分工生產

架構的養殖戶，多以有限理性的市場經濟作為生產價值，當食安、環境等風險事件接續發生

時，引發部分養殖生產出現不同價值的緊張關係，隨著如永續、有機、智慧、漁電等多項價值

政策提出，陸續引導養殖戶依據自身的生產條件，進行脈絡條件的實驗、調適或重組等評價行

動，而政策價值的樣貌也隨著不同情境的評價影響，以不同比例組合呈現於不同樣式的價值生

產。 

  

關鍵字：農業政策、水產養殖、評價時刻、數位創新 

 

  



2-1-202 永續 

 

主持人/ Chair：劉仲恩 

評論人/ Discussant：卞中佩 

 

發表人/ Presenter：許令儒（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助理研究員）、林芳瀅

（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計畫專員）、郭雅婷（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

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周桂田（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臺大國家發

展研究所教授） 

題目/ Title：臺灣產業邁向淨零轉型之研究：以造紙業個案為例 

 

摘要/ Abstract： 

  臺灣於今年修正《氣候變遷因應法》，將 2050 淨零碳排目標正式入法。根據「臺灣 2050 淨

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能源轉型與產業轉型策略為重中之重，而製程改善、能源轉換及循

環經濟，是為產業淨零的三大推動面向。造紙業屬高碳排、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產業，但因產

業環境、製程與產品特性，亦具有極大節能減碳潛能、發展循環經濟的利基；此外，造紙業在臺

灣具長久發展歷史，為資本密集型內需產業，主要產品類型包括家庭用紙、文化用紙以及工業用

紙，皆是民生必需品。換言之，造紙業是臺灣邁向產業淨零的重點產業之一。本研究以造紙業中

具代表性的企業為個案研究對象，透過訪談及次級資料蒐集，探討個案公司與市場、政策、社會

等制度環境間之互動演進關係，建構其淨零轉型之各階段脈絡，並分析其低碳轉型與淨零轉型之

動機、策略與利基及其所帶動之擴散效果，藉以進一步提供對產業淨零轉型研究之理論與實務上

的意涵與建議。 

  

關鍵字：淨零轉型、造紙業、耗能產業、企業永續發展 

發表人/ Presenter：彭松嶽（syperng）  

題目/ Title：演算法對淨零排碳之承諾與挑戰 

 

摘要/ Abstract： 

  淨零排碳的推動逐漸仰賴數位科技、人工智慧及演算法等相關科技創新，本文探討政策與科

技推動以演算法協助淨零排碳時，呈現出之淨零願景、轉變的可能，同時也探討演算法排碳可能

導致之社會、政治、與倫理議題。透過演算法進行排碳的行動，往往運用人工智慧與強化之運算

能力，主張能更有效率且恰當地產生淨零所需之知識、行動計畫、與政策。然而以依靠演算法運

作之創新與排碳，同時也造成許多需要深入探究之議題。對氣候的理解、預測與行動之擬定，需

要依靠演算法大量處理數據，然而希望數據能大量且持續之生產、搜集、與跨國跨地運用，可能

受不統一或不存在之數據標準與分享協定影響。此外，依靠數據與演算法擬定淨零排碳可能加深

平台資本主義，及其擷取的邏輯（extractive logic）和宰制的矩陣對弱勢群體的影響。而仰賴演算

法進行之氣候行動與政策相關之決定，往往會排除許多未能轉化為數據與運算邏輯之知識與經

驗，使得相關的社會群體未能被納入進淨零排碳之決策與考量當中。諸如上述之因素使得演算法



將如何影響淨零排碳的相關策略與行動，須進行深入之討論，並在創新的過程回應這些議題，以

使淨零轉型能納入不同之知識、群體與生活世界。 

  

關鍵字：演算法、人工智慧、公正轉型、淨零、倫理 

  

計畫編號：NSTC112-2628-HA49-004 

發表人/ Presenter：林芳瀅（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計畫專員）、郭雅婷（國立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周桂田（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題目/Title： 臺灣企業進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挑戰：以紮根理論分析 

 

摘要/Abstract： 

  為了減緩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企業面臨國內外相關機構要求進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的趨勢。然而，企業進行 TCFD 的過程會遭遇諸多挑戰。以國內相關法規而言，碳

排放量較高或是容易遭受氣候變遷風險影響的產業首當其衝受到管制。因此，本文於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針對國內會受到政府要求揭露氣候相關資訊的上市製

造業公司為主，以實際從事氣候風險相關評估與永續報告書編寫的企業內部人員作為受訪對

象。本文的分析資料蒐集自受訪企業發布之永續報告書、企業官網的 ESG 相關網頁等次級資

料，以及從訪談錄音檔整理而成的逐字稿原始資料。接著，本文透過紮根理論的分析方法，以

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選擇性編碼的三個編碼流程，自資料中歸納出企業進行 TCFD 時所遭

遇來自組織內外的實務挑戰，並嘗試透過利害關係人理論與經驗資料進行對話。最後，本文將

提出企業進行 TCFD 時的相關建議，供企業利害關係人與監管機關作為未來決策的參考。 

  

關鍵字：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紮根理論、利害關係人理論、永續 

 

  



2-1-205 兒童與青少年 

主持人/ Chair：林如萍 

評論人/ Discussant：黃克先 

 

發表人/ Presenter：陳韋郁 

題目/ Title：契約規範了我的服務工作：兒少性侵後續追蹤社會工作服務之建制民族誌研究 

 

摘要/ Abstract： 

  現今政府以契約委外之形式，將社會福利服務委託民間單位辦理。本文研究場域－甲機構承

接花蓮縣府性侵被害人後續追蹤服務。本研究以建制民族誌作為探索途徑，以兒少性侵後續追蹤

社會工作者（以下簡稱後追社工）日常工作為立足點，透過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描述後追社

工的工作流程與日常實作，進一步勾勒出跨時跨地運作的支配關係，是如何藉由文本中介，形塑

後追社工的工作經驗。 

  

  研究發現契約成為指導後追社工工作的規範性文本，造成真實經驗與建制期待間的斷裂，包

含：將服務工作量化，以因應契約要求與評鑑指標；契約規範工作內容，造成後追社工與其他協

作單位的工作混亂；協調溝通與情緒勞動等活動，無法被契約文本所認可；案主為中心的服務精

神，遭結案導向的工作目標取代。為了回應建制的期待，後追社工承擔工作時間的模糊，並控管

不合法的性，個案經驗與建制文本發生衝突時，得付出更多情緒勞動，以及追求工作認同產生的

自我剝削。 

  

  後追社工所處建制關係的位置，一方面透過與個案的互動，了解個案真實經驗，另一面，則

需回應建制的要求與期待。藉由探究後追社工的工作經驗，本研究反思契約委外制度對社工個人

造成的影響，以及呈現工作者往返於建制與服務個案的工作困境。 

發表人/ Presenter：徐詠翔（國立臺北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題目/Title： 親子教育期望落差、知覺學業表現與青少年憂鬱症狀 

 

摘要/Abstract： 

  促進社會流動已經成為當代教育體系追求的核心價值之一，不過經歷流動對於個人帶來的

心理效果卻較少被過往研究關注。在台灣社會中，作為第一次大規模教育分流的高中升學結

果，同時應該也具有教育向上／向下流動的意涵。因此，本文探究就讀高中類別如何既作為可

被評價的升學結果，亦作為青少年實際發展社會生活的場域，對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產生影響。本研究以 2000 年進行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國三

（J3）樣本進行分析，檢視在菁英高中、公立高中、私立高中與職業學校中，家庭收入與青少

年憂鬱程度之間的關聯是否有異。研究發現：一、平均而言，家庭收入與青少年憂鬱程度呈現

倒 U 型的變動關係，家庭收入越高，平均憂鬱程度越低，但在月收入超過約 20 萬之後開始

逐漸反彈上升。二、對於家庭月收入較低（5 萬元以下）的青少年而言，就讀菁英高中相對於

就讀其他種類的高中，其高一時的平均憂鬱程度較高；但針對家庭收入較高的青少年而言，就



讀的高中類別對於其平均憂鬱程度沒有顯著的影響。研究顯示，階層化教育體系的影響超越教

育機會的不均等，即使對於取得菁英學校入學資格的弱勢學生而言，仍然可能因為文化資本的

缺乏等原因，使其付出了心理健康程度降低等向上流動的「代價」。 

  

關鍵詞：社會流動、教育分層、心理健康、高中升學考試、青少年 

 

  



2-2-104 人工智慧時代的社會學新挑戰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人工智慧已經滲透到社會中的各角落，當然也給社會學帶來

許多新挑戰。例如，AI 與自動化在取代許多傳統工作的同時，也為創造新的職業機會提

供了可能性。此外，從法律系統到醫療保健，AI 系統的決策過程也可能影響到人們的生

活與權利。這也涉及到道德、倫理與公正性的問題。人工智慧的發展也對社會互動與人

際關係帶來影響。隨著虛擬助手與社交機器人的普及，人們與機器的互動方式正在發生

變革，這也可能改變我們對人際關係的看法與價值觀。本論壇是國科會補助之台俄計畫

的成果之一，藉由邀請俄國團隊的計畫主持人 Rezaev 教授訪台，由台灣團隊的共同主持

人一同與談，期待對 AI 時代的社會學新挑戰帶來啟發與討論。 

 

主持人/ Chair：劉育成（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與談人/Panelist：Prof. Andrey Rezaev（俄國聖彼得堡大學社會系講座教授、日本 Rykkio 大學社

會學院訪問教授）、曹家榮（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余貞誼（高醫大性別所助理教

授）、阮曉梅（中正大學社福系副教授）、劉育成（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2-106 高齡化社會的家庭趨勢和生活福祉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本場次聚焦高齡化社會的幾個重要議題，包括單身高齡家戶的變遷趨勢、中高齡手足的互

動與支持、以及主觀福祉在年齡層、世代間的差異。 

主持人/ Chair：關秉寅（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創新學院兼任特聘教授） 

評論人/ Discussant：關秉寅、楊文山 

 

發表人/ Presenter：蔡明璋 （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彭思錦（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

員） 

題目/ Title：Age and Happiness: Comparative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摘要/ Abstract： 

The U-curve hypothesis about age and happiness has recently been reexamined to ascertain its 

validity in cross-national contexts. A prevalent argument is that it is not universal as a life course pattern 

and that the difference across genders are of a great magnitud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these two 

major issues by using a large-scale global survey data and investigates the hypothesis that life satisfaction 

tends to decline in middle age and rebounds later on and that females are no different from males in 

showing such a pattern. On the basis of World Values Survey, this study is able to pool multiple waves 

(4-5 fives) in a time span of over 20 years in a number of higher-, middle-, and lower-income countries 

and differentiate age effects from those of periods and cohorts. The outcomes from the Age-Period-

Cohort Analysis of the US, Mexico, Turkey, Japan, South Korea, China, Chile and Peru are provided for 

the interest of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發表人/ Presenter：吳慧靖（國家衛生研究院 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題目/Title：Changes in singlehood among older adults in Taiwan: A national portrait 

 

摘要/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aging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and family structure changes have raised 

health, well-being, and caregiving issues among older adults. Prio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family 

patterns change rapidly among the older population in Western societies. For example, older adults tend 

to get divorced (gray divorce) and are likely to have diverse partnership experiences (dating, cohabitation, 

or living apart together relationships). The other trend about kinlessness also indicates that older adults 

are likely to be single without a spouse or children because people are likely to unmarried and have fewer 

children. 

 

Recent trends show that the older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fast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such as 

Taiwan. Moreover, later and fewer marriages, low fertility, and longer life expectancy in Taiwan imply 



that the society will face pressure with a lack of labor force and high costs and burden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due to the growth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When family remains to play the critical role of 

providing support and care, exploring how the family structure changes among older adults in Taiwan is 

essential. Do we have similar patterns of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s in Western society? How do we 

cope with these changes in the aging population of Taiwan? Although there are studies to examine 

singlehood in Taiwan, most research focuses on young adults, and limited studies examine how family 

structure changes among older adults in Taiwan. This paper uses Taiwan census data to examine how 

singlehood and marital status among adults aged 50 and older change over time. Additionally, we use 

data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older adults in Taiwan.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the census data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ingle adults aged 50 

and older increased from 26%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1996 to 35% in 2022. Though most singlehood 

was due to widowhood in Taiwan, the number of never married and divorced adults aged 50 and older 

increased between 1996 and 2022. When we used data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in 2006 

and 2016,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married adults aged 50 and older, singles were likely to 

have low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and are currently unemployed. Singles were also more often to be 

women and living alone.  

 

The increase in singlehood implies that more older adults lack support from close family. These 

singles, such as women, may be vulnerable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Accordingly,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r policymakers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welfare system prepares and 

provides available resources for older singles in Taiwan. We will keep exploring how health indicators 

or well-being are associated with singlehood and whether single older adults are likely to be 

disadvantaged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aiwan.  

發表人/ Presenter：林如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教授）、黃秋華 （實踐大

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Title：Long-term Care Preferences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摘要/Abstract： 

This study has two goals: First, we explore the LTC preferences among the young, middle-aged 

and older cohorts of Taiwan adults. Then, we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the filial norm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on people’s LTC preferences. Data were taken from the 2021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phase five, wave two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2021). After deleting subjects 

with missing data, the final sample included 1498 respondents. Participants were categorized by age into 

young adults (ages 18-39), middle-aged adults (ages 40-64), and older adults (aged older than 64).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 LTC models were collected by asking respondents to suggest the best 

choice of care for a family if the family had to take care of a dependent older adults. According the Long-

term Care Service Act amended in 2021, this study divided the preferences for future care needs into 



three types. The first type: Home Care included help provided mainly by relatives or other care services 

provided within the home. The second type: Community-Based Care services included day and 

temporary care. The third type: Institutional Care delivered by persons from outside the primary group, 

such as 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 or nursing homes.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LR)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filial norm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preferences for the LTC models for older adults. Family care (56.7%) was 

the first preference LTC model and 31.2% chose Community-Based Care services, but only 12.1% chose 

Institutional Care. LTC preferences differed by age groups.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were more than 

young adults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Institutional Care” was ideal for the older adults. Regardless of 

age, more educated preferred “Community- Based Care”, and stronger sense of filial norms tended to 

prefer “Home Care”. Furthermore, our analysis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action in families, family 

relation satisfaction influences on LTC model preferences. The present study expands the current 

knowledge about different age groups’ LTC preferences, by not only taking into accou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looks at examining how social norm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affect those 

preferences. In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inform both policymak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considering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long-term care options for older adults. 

  

Keywords: Long-term Care, Preferences, Family Relationships, Filial Norms 

  



2-2-107 文明的背面：疾病、發展與代價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生物醫學是文明的一個重要動力。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愈來愈仰賴正式生物醫學

知識來定義正常與偏差的生命、提供關於照護與矯正的種種建議。本場次的四篇論文

分別由感覺統合、亞斯伯格症、牛乳消費以及痲瘋病的例子來討論生物醫學知識如何

在介入生命的同時形塑了社會安排，而這樣的社會安排如何重新分配了風險、照護責

任以及關於生命的常識。 

主持人/ Chair：蔡博方 

評論人/ Discussant：夏傳位 

 

發表人/ Presenter：黃建華（清華大學社會所 碩士班學生） 

題目/ Title：反文明的文明教養？：感覺統合中的神經教養與風險想像 

 

摘要/ Abstract： 

  1980 年代台灣興起對障礙兒童關注的風潮，不僅是障礙分類增加、障礙年齡層擴展，「早

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概念也隨著這個風潮而推向社會大眾的面前。感覺統合理論即於當時由職

能治療引介進台灣，旋即成為治療學習障礙兒童的熱門手法。不過，在治療學習障礙兒童之外，

感覺統合理論也脫離了特殊兒童的範圍，成為一種家庭教養的方式，一直到今天仍舊是許多家庭

的教養知識依據。 

  

  本研究藉由「神經教養」（Neuroparenting）的概念來掌握感覺統合理論中透過「神經」、「大

腦」的詞彙描述兒童生理發展過程的現象，並延伸成家庭教養的方式。透過文本分析與訪談以感

覺統合理論來教養兒童的家庭，本研究嘗試與 Ulrich Beck 的風險社會概念對話，指認出這種神

經教養對於兒童發展的外在環境，具有一種「反文明」的風險想像。同時，這種想像的接受不僅

是科學單方面的傳遞，這些家長也在他們的成長經驗中體會到「不文明」的教養，而選擇以「反

文明的文明教養」當作他們的教養腳本。 

  

關鍵詞：神經教養、風險社會、文明病 

發表人/ Presenter：蔡承翰（清華大學社會所 碩士班學生） 

題目/Title：診斷與家庭療育：疾病分類變遷下的診斷與照顧實作 

 

摘要/Abstract： 

  疾病的分類，是將主觀的病痛經驗轉譯為具有社會意涵的結果。在台灣，精神疾病的分類主

要是依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以及國際疾病分類(ICD)而定，但在 2013 年 DSM-5 



以及 2019 年 ICD-11 的更新，改變了亞斯伯格症原本的獨立鑑定準則，併入了自閉症類群障礙

症。分類的改變對於既有疾病爭議的面貌產生了更多爭議的可能，使得當中的行動者在個案實作

中的策略以及行為產生變化。 

  

  本研究從小學（含）以下的亞斯伯格症案例切入，探討醫療機構的診斷過程面對疾病分類變

遷的回應、病患家屬如何理解關於兒童發展疾病的診斷，以及在診間、評估過程中多重行動者所

經歷關於資源、汙名的競爭與結盟，不只是家長與醫療單位，醫療單位自身內部的多重組成與合

作亦在診斷的過程中發揮作用。診斷的過程中體現了一種既被醫療單位期待，也對於診斷有所期

待的家長，試圖回應在抨擊醫療化與精神醫學的擴張之外，這些知識與話語對於家長來說產生何

種意義，家長也因為醫療話語的穿透，使得家庭化的療育實作進入到了整個診斷與照顧過程，生

活經驗逐漸與醫療經驗產生聯繫。 

  

關鍵字：疾病分類、爭議空間、聯合評估、家庭化、照顧 

發表人/ Presenter：洪意凌（清華大學社會所 助理教授） 

題目/ Title：疾病空間的演化：以台灣痲瘋病為例 

 

摘要/ Abstract： 

  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痲瘋病在東亞、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治理一直是各殖民帝國關於人口

治理的重要問題，也是殖民時期結束後，直到近年都仍在各國持續引發人權討論的重要議題。借

用監管醫學的理論概念，本文試圖理解痲瘋病治理的身體－地理空間演化。我將台灣痲瘋病治理

分為四個時期：（1）日治強制隔離時期（1930-1951）；(2) DDS 大眾治療解除隔離時期（1952-

1982）；(3) MDT 與都治時期（1982-1990）；(4) 整建時期 (1991 至今）。透過分析這四個時期

痲瘋病治理中的疾病／身體／地理空間／人口分佈，我試圖解釋痲瘋病治理的疾病空間特質、醫

院在其中扮演的功能、疾病空間改變的原因。 

  

  本研究發現，在這前後約一百年的疾病空間演化過程中，醫學既是防治也是救助的雙重特質

一直處在一個高度緊張的關係。而治療藥物所帶來的治癒可能性是推動痲瘋病治理以及疾病空

間改變的主要動力。痲瘋病特效藥 DDS（Diamino Diphenyl-sulphone）的引進使痲瘋的疾病治理

從症狀－徵象－病理的三維空間逐漸演變成症狀－徵象－病理－時間的四維空間分佈。然而在

疾病治理演變的同時，承載著疾病的身體也發生疾病治理體制所不能預測的演變，包括發生肢體

傷殘以及年老相關疾病、發展出建基於病人身分之上的社群關係與認同、生養下一代，這些原因

使得疾病治理體制難以解散這個疾病人口。到了 MDT 時期以後，痲瘋病治理雖仍以防治為名，

但其疾病防治的特質逐漸淡化，而福利與救濟的色彩逐漸濃厚。然而不變的是，痲瘋病人一直是

現代國家人口治理下的犧牲者。 

  

  本研究一方面借用監管醫療對疾病的討論說明台灣痲瘋病治理之中，藥物與疾病空間的關

聯性，另一方面，也藉由此案例研究，提出一個疾病空間的理解框架，修正既有疾病概念的社會



學相關討論。 

  

關鍵字：疾病人口治理、疾病空間、監管醫學、犧牲 

發表人/ Presenter：林煜舜（清華大學社會所 碩士班學生） 

題目/Title： 戰後初期牛乳意義擴大化的歷史過程 

 

摘要/Abstract： 

  牛奶在戰後快速地融入台灣人的飲食生活，從日治時期稀罕的「高營養補品」變成如今的

「民生必需品」。對其象徵意義的重新賦予體現了 Sidney Mintz 所說擴大化(extensification)的過

程：人們日益頻繁的消費牛乳，使其變得日常化與庶民化。伴隨牛乳消費的庶民化，農政官僚

們在 1964 年推出了牛乳自給自足的政策，大力扶持國內酪農事業發展，其結果深刻的形塑了當

代牛乳的食農體制。 

  

  本文關注農政官僚如何理解六七零年代農民經濟與營養獲取的問題？以及牛乳的自給自足

如何與為何成為農政官僚回應問題的解答？藉由把牛乳放置於六七零年代農政官僚的農糧與營

養政策下，問題化牛乳意義擴大化為民生必需品的歷史過程，我將嘗試從歷史脈絡中辨析權力

施展與權力所處的環境。本研究將指出權力對於國民營養和農民收益的關注如何形塑了乳品消

費的擴張與酪農業的發展。 

  

關鍵字：殖民、牛乳、國民營養、戰後、自給自足 

  



2-2-112 「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成長歷程追蹤研究」期中成果發表(二)： 數位

學習社會與臺灣學生表現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在同時身處數位科技全面性發展的時代脈絡及 COVID-19 所建立新常態環境中，這

使得著數位學習與科技的使用，被賦予不可或缺的地位，逐漸形塑出成熟的數位學習社

會環境。在此環境下，學生如何持續透過數位科技進行學習、其學習表現與落差為何

等，探究這些議題與結果，將讓研究者有機會再重新審視現行或思考未來教育模式、方

法與可能革新路徑。 

主持人/ Chair：蔡明學 

 

發表人/ Presenter：謝進昌（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趙珮晴（輔仁大

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蔡曉楓（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題目/ Title：影響臺灣學生線上閱讀表現之調節與中介模式發展 

 

摘要/ Abstract： 

  面臨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線上閱讀是現代公民獲取知識訊息的主要來源，其中，線上閱讀

活動是具有「多文本」（multiple texts）特徵，係有別於「單文本」閱讀歷程，學生需要額外認

知能力方能勝任線上閱讀環境，像是閱讀不同網路訊息、判斷不同文本訊息是否一致等。然而，

在回顧過去研究，學者大多集中在探究影響線上閱讀的認知因素，較鮮少涉及哪些社會環境、個

體心理因素等，可能對於學生「在單文本閱讀外，額外所需線上閱讀能力」影響進行探究。 

  

  本研究透過國科會經費補助所推動「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追蹤研究」與國教院所

建立「數位世代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進行次級資料分析，透過結構方程式模式來探討「社

會環境因素」，如城鄉區域數位發展、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及學生「個體心理因素」有動機興

趣、自我效能、數位科技近用等，對於在控制學生單文本閱讀表現下，可能對於線上閱讀表現之

影響。社會環境因素涉及到學生進行線上閱讀的基本條件，例如，網路環境建置與數位工具取得，

同時，學生也會因為外在環境需要及受到同儕感染，發展出自身線上閱讀動機、策略與資訊科技

使用能力，才能有效能進行線上閱讀。整體而言，學生先受到社會環境脈絡影響，然後潛移默化

影響個體心理因素，最後展現出自身線上閱讀行為，以影響自身獨特於單文本外所需線上多文本

表現能力。相關研究結論與建議裨益臺灣學生發展線上閱讀並成為現代公民。 

  

關鍵字：多文本、社會環境、個體心理、線上閱讀 

發表人/ Presenter：蔡明學（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陳鏗

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題目/Title：疫情期間線上學習平台教學介入對學生學習影響效果分析 

 



摘要/Abstract： 

  新冠肺炎自 2019 年底爆發，迅速蔓延全球，我國至 2022 年仍深受疫情所苦，5、6 月時，

高中及以下各級學校陸續宣布停止到校上課，施行遠距教學。不僅教學受影響，大規模評量容

易因外在環境因素而影響資料蒐集時程或完整性，因此，新冠疫情亦是本研究可能面臨的最大

挑戰。為瞭解疫情對學生學習成就之影響，本研究特地將停課情況，以及線上平台的使用情況

列入調查項目，分析這些因素與學生學習成就間之關係。分析結果如顯示：停課與未停課，對

學生各科學習成就的影響，並不明顯。另外，是否使用線上（教學）平台進行輔助教學/學習，

與各科學習成就表現間之探究顯示，有使用線上（教學）平台輔助教學/學習者，在閱讀、英語

文、數學、科學、社會的學習表現，均優於未使用線上（教學）平台者。 

  

  在未停課的情況下，有使用線上（教學）平台的受測者，各科表現均優於未使用者。在停

課的情況下，有使用線上（教學）平台的受測者，英語文、數學、社會 3 科表現優於未使用

者；而閱讀、科學 2 科則無此情況。 

 

  本次調查學生每週使用線上（教學）平台的時間，分為「完全不使用」、「每週使用 1-3 小

時」、「每週使用 3 小時以上」。由上圖知，每週使用線上（教學）平台 1-3 小時者，學習成就表

現最佳，優於完全不使用者；而每週使用 3 小時以上者，學習成就表現反而沒有比較好。 

  

關鍵字：線上學習、學習平台、COVID-19 

發表人/ Presenter：陳杏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教授） 

題目/Title：國中生的線上學習、網路壓力調適策略以及心理福祉:初探疫情中的性別、資源不平

等議題 

 

摘要/Abstract： 

  數位世代青少年的生活與科技使用緊密相連。Covid-19 打亂人際互動與學習常規，線上授課

的轉換對面臨升學大關的國九師生，造成莫大的困擾與適應挑戰。疫情雖然加速數位科技發展，

但也擴大資源近用不平等的疑慮，衍生對青少年的學習、壓力調適策略的選用、身心發展的不確

定性，這些亟需完整的資訊作為改善方向的指引。有鑑上述，此前導研究分析 2022 年全台國九

學生的調查結果，輔以教師焦點團體的資訊，對上述議題提供初步整合性的發現。 

  

  超過半數的國九生自評大部分時間的心理狀態良好，有超過四成的學生曾運用網路查詢跟

健康或是壓力調適相關主題，且有接近三成的人搜尋憂鬱、焦慮的議題。在壓力調適策略上，七

成五左右的學生常運用網路解決生活困難、尋求支持或轉移注意力；超過一半的人會上網購物來

改善心情。鬱卒越嚴重有越高使用這些策略的傾向。女生比男生更普遍與高頻率使用網路來回應

壓力。特別要關注的是，經濟或心理健康狀況越差，更頻繁遭遇數位資源近用的問題，男生也比

女生更為常見。 

  

  超過五成的學生認為實體上課比線上學習效果更好，針對各主科 33%~37% 的學生則覺得效



果差不多。疫情提高教師使用數位資源的頻率，而資源差異、教學進展並非單純城鄉因素所決定。

疫情初期，線上教學平台選擇太多但訓練有限，造成部分教師的資訊恐慌且無法有效運用。教師

傾向認為線上教學無法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且可能造成學生成就往更兩極的方向發展。本研究

最後提出應用上的啟發，結果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字：內化行為問題、網路壓力調適、線上學習、不平等、數位資源近用 

發表人/ Presenter：陳鏗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蔡明學（國家教育研究院

測驗與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瓊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題目/Title：後疫情時代下青少年世代的數位落差與學習情況  

 

摘要/Abstract： 

  數位時代的青少年被認為是天生自然的數位原民，但事實上仍然存在著更為細緻的數位落

差(digital divide)，及其所帶來的多重影響，包括數位機會不均、數位技能差異、資訊過載、數

位孤立感、資訊素養不足等。這些因素可能深刻影響他們的學習和發展。各國在後疫情時代皆

體認到數位教育的重要，並投入大量資源。物質上，享用多樣化數位設備和隨時皆可不受限連

線（always-on）的學生、數位自學技能較熟悉的學生、數位素養較佳的學生、能將善用數位機

會於生產力活動而非逸樂的學生，長此以往，其經由數位科技獲益，且融入當代科技社會的競

爭力會更好，反之則可能快速失去社會參與和生存的機會。此外，面對大量的資訊，青少年處

理和選擇適合的資訊亦成為挑戰，難以確定可信來源，影響學習效果和決策能力。考慮到不同

數位科技與數位應用技能對青少年學習的影響依然持續。因此，本研究以學者 van Dijk 數位落

差理論框架的四個近用層面（動機、物質、技能、運用），分析當前青少年世代的數位落差與

學習情況，包括科技使用動機、設備運用、數位技能、數位內容素養、學習用途與自我管理，

以及學業達成情況。透過 9000 筆問卷調查結果，期望為政策的追蹤評估建立初步的輪廓，提供

有價值的參考和啟示。 

  

關鍵詞：數位落差、數位近用、數位青少年 

  



2-2-113 社會學中的兒少參與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兒少與社會學的關係為何？兒少如何參與在社會和社會學中？抑或兒少難以參與

在其中呢? 而甚麼阻礙兒少的參與？本場次聚焦兒少的參與，由四篇文章所組成，包

括兩篇關於兒少如何參與在研究和知識建構的文章，和兩篇兒少參與行動的實證研

究。 

  

  在研究和知識建構部分，張弘潔分析台灣的社會學期刊文章，在過去 20 年對兒

少的知識生產；林沛君探討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意涵，和在台灣的執行兒少參與式行動

研究的可能。在兒少的實證研究部分，廖浩翔透過訪談教育部課審會學生代表，探討

兒少參與的社會階級差異；林宗洧則是藉由塗鴉人及其親屬的訪談，探索青少年如何

透過塗鴉，與都市空間建立認同與共同成長。 

 

主持人/ Chair：張弘潔 

 

發表人/ Presenter：張弘潔（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題目/ Title：台灣社會學有童年嗎? 2001 年至 2020 年台灣社會學期刊中對未成年人之知識建構 

 

摘要/ Abstract： 

  童年社會學（Sociology of Childhood）自 1980 年代開始發展，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童年是

社會建構的概念，其中學術知識的產出形塑科學知識中的童年。本研究欲了解 2001 年至 2020 年

間，台灣社會學文章中對兒童的認識論、知識論與理論框架，以及其轉變。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研究材料為台灣社會學研究之兩本主要學術期刊(臺灣社會學刊、台

灣社會學)之文章，本研究對所選期刊之期刊文章進行內容分析，透過自 2001 年到 2020 年間橫

跨 20 年之歷史分析，了解兒童或童年之概念，在台灣社會學知識生產與建構，對童年的認識論、

知識論與理論框架，以及其轉變。 

  

  本文最後納入童年相關文章共 20 篇，研究結果發現，童年研究佔總文章數 4.3-6.8%，發表

文章以資料庫的次級資料分析居多，族群以青少年研究為主，關於較年幼的未成年人的期刊文章

較為缺乏，顯示年幼者參與研究的年齡弱勢。在這些文章中，雖然題目具有兒童字眼，但多數文

章以父母(尤其是母親)作為研究主體，也就是成人觀點的童年知識建構，而非以未成年觀點論述。

從童年社會學觀點，學術知識生產，若能以兒童為主體、且以兒童友善的研究方式納入其觀點，

將有助於建構以兒童觀點為主體的童年知識。 

  

關鍵字：童年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童年、未成年人、內容分析法 



致謝：本研究感謝國科會專題計畫「建構台灣近代童年史：知識生產與媒體報導之歷史分析」

（MOST 109-2511-H-002-018 -）之經費補助，本文為該計畫之部分研究結果。 

發表人/ Presenter：林沛君（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題目/Title：兒少醫療自主權現況與爭議之初探 

 

摘要/Abstract： 

  兒童及少年就自身事務的參與及意見表達係為近年來相當受到政府重視的兒少議題，不論

是司法、教育或福利服務提供等領域，皆不乏強化兒少意見表達或凸顯其主體性之相關修法或政

策推動。相較之下，針對健康及生命等醫療事件之兒少「參與權」，政府部會雖已開啟相關政策

之討論，惟至今仍未有定論。 

  

  本文由兒童權利的角度就未成年人對其自身醫療決策之參與及表意現況與困境進行檢視，

研究過程中訪談醫療、法律、心理及社會工作等四大領域之兒少工作者共 14 人。研究發現國內

兒少因自身心理健康或性傾向困擾，而有在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下尋求心理諮商需求之情況

格外值得重視。此外，在兒少重大身體疾病的醫療事件中，實務上亦存有父母／病童／醫療人員

間就醫療決策有所扞格之狀況。 

  

  本文建議政府應審慎評估放寬未成年人醫療同意權之最低年齡限制，特別是基於心理因素

或重大疾病（如癌症）而有自行尋求諮商或治療之需求的病童，並就醫療費用之負擔與可配合之

醫療院所等議題提出配套措施。而就實務上相當棘手的問題，即當父母與醫療人員或病童就重大

醫療決策無法達成共識時，在兒少最佳利益之權衡下究竟何者應有所退讓？本文參考國外制度

建議由法院以獨立公正的角色就兒少最佳利益進行審酌。 

  

關鍵詞：兒少參與、表意權、被傾聽的權利、醫療決策 

發表人/ Presenter：廖浩翔（多倫多大學社會正義教育學系碩士） 

題目/Title：兒少參與的社會階級差異：以教育部課審會學生代表為例 

 

摘要/Abstract： 

  自《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以來，台灣陸續建立各式兒少參與機制，提供兒少直接參與中

央及地方政策決議的機會。過往研究指出，現行機制中成人與兒少間的權力差距，仍使兒少在參

與決策時感到重重困境。然而，不同社會階級在這些機制中，是否享有平等的參與機會，卻鮮有

研究深入探討。本文以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課程審議會為研究案例，透過訪談 11 位前任與現任

學生代表，探討課審會學生代表參與課綱制定的現況與過程，深入分析不同社會階級的學生如何

解讀自己的處境，並據以研擬倡議策略，以影響會議決定。 

  

  研究發現，學生代表仍試圖藉由「反思過往」與「觀察當下」發展其倡議策略，以與課審會

所映現成人主義的文化「討價還價」。本研究也發現倡議策略的社會階級差異。中產階級學生傾



向認為，積極的倡議行動將帶來更多的發聲機會，因此較願意挑戰權威以表達自己的觀點；勞工

階級學生則傾向認為，積極的倡議行動可能帶來負面觀感，因此傾向限縮發聲行動來符合成人委

員的期望，以維繫信任。其結果為，中產階級學生在參與過城中，發展許多影響會議決策的務實

行動，勞工階級學生則受制於成人期待，而自我抑制倡議行動。 

  

  藉由研究學生對其參與經驗的解讀，如何塑造倡議策略，我們可見在參與過程中，學生並非

被動接收成人所提供的機會與管道，而是會根據自己的情境理解，主動協商。如此提問取徑，也

讓我們得以充分釐清特定情境中，學生的能動性、社會位置與制度脈絡間的互動。 

  

關鍵字：參與、被傾聽的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社會階級、成人主義、課審會 

發表人/ Presenter：林宗洧（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生） 

題目/Title： 塗鴉、中二與黑暗城市——塗鴉如何建立青少年與都市的連結 

 

摘要/Abstract： 

  塗鴉在都市中無所不在，然而我們對於塗鴉人的理解卻十分不足。既有台灣對於塗鴉的研

究，大多將塗鴉看作是青少年次文化的一種展現，直到近年才有部分研究將塗鴉（人）與都市

空間的互動納入研究討論。 

  

  本文以半年期的田野觀察搭配塗鴉人及其親屬的深度訪談，一方面看見塗鴉人在其青少年

時期碰觸多個體制（家庭、教育及警察）的具身經驗，另一方面也試圖理解塗鴉人於青少年時

期如何與所居住都市建立互動／認同的關係。本文提出，塗鴉人接觸塗鴉、在都市中實踐塗鴉

行動，以及如何看待塗鴉等三種行為，不僅與其生命階段的特殊性（青少年時期）有密切連

結，而挑戰了青少年生命敘事的線性觀點；另一方面，不同都市為其提供的特殊時空脈絡與支

持資源，同時鼓勵也限制了青少年如何想像自身鑲嵌在都市中的存在狀態。本文試圖彌合塗鴉

的青少年次文化研究以及塗鴉的都市空間研究，指出塗鴉作為一種青少年與都市建立關係的形

式，其實正是指向一種對於社會主流想像的青少年成長軌跡的挑戰。 

  

關鍵字：塗鴉、青少年、次文化、都市、空間 

  



2-2-114 組裝的本真：華人宗教 vs. 中華文化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最晚近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顯示，縱使長期本土化趨勢之下，臺灣民眾對臺灣文化的

認同不斷升高，但相當有意思的是，超過六成以上的民眾仍同意臺灣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 

  

  本論壇嘗試回應本土化的臺灣社會對中華文化認同的複雜糾葛，各類華人宗教團體與讀經

運動組織，即是維繫此一認同的重要機制。本論壇包括四篇研究，前兩篇（楊弘任、袁光譽）以

綜觀角度，解析「中華文化」的範疇起源，分辨「中華文化」與「儒家文化」及「華人性」之間

的異同與關連，並將這一變化放入當代跨海峽政教關係變動中持續考察。後兩篇（陳登翔、顧頡

鋒）則以個案探討，分別處理人間佛教中極具代表性的佛光山教團，以及近幾十年在華人世界影

響甚深的淨空法師所成立的淨宗學會，兩大教團均有其納入儒家文化的教義調適歷程，但也都各

依禪宗或淨土法門維繫教團的實修風格，同時對外則鮮明的宣稱自身是「中華文化」的推手。綜

合這四篇研究，本論壇希冀能以「組裝的本真」這一避免本質化或東方主義式的思考進路，初步

釐清各類華人宗教中正在持續變動與重組的「中華文化」樣貌 

 

主持人/ Chair：湯志傑 

 

發表人/ Presenter：楊弘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題目/ Title：重新組裝「中華文化」：華人宗教如何面對跨海峽政教關係的轉變？ 

 

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首先回溯考察「中華」、「中華民族」以迄「中華文化」等範疇之形成過程，並探問：

臺灣社會由戒嚴到民主化與本土化，各類華人宗教團體（包括鸞堂、宮廟、人間佛教、一貫道）

與讀經團體出現「中華文化」範疇的時機與因由？其次，本研究探討中共黨國體制自改革開放以

迄六四事件之後，逐步由「儒家文化」與「孝道」的接納，直到積極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的篩選機制之過程。此時，來自臺灣的各類華人宗教團體或讀經團體，被安置在意識形態與宗教

的「雙重治理」下進行如何之治理？在分析架構上，本研究嘗試跳脫「本質論與建構論」等既有

模式，轉而考察前述各類相關行動者對於「中華文化」的文化本真性想像之爭議。在此基礎下，

本研究進一步嘗試回答：各類華人宗教團體或讀經團體在面對「雙重治理」時，何種狀況下會出

現主動認同或被迫順應？何種狀況下則可能出現宗教自主性與修行主體性？本研究係國科會專

題計畫「跨海峽政教關係下的『中華文化』：消逝、延續、或重組？（MOST 111-2410-H-001-044-

MY3）」之部分研究成果，研究者已對鸞堂、宮廟、人間佛教、一貫道與讀經團體完成初步之文

獻蒐集與深度訪談。 

  

關鍵字：中華文化、本真性想像、宗教社會學、華人宗教團體、跨海峽社會研究 



發表人/ Presenter：袁光譽 Robert Ivan（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題目/Title：Confucian Confus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Orientalist Biases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East Asian Societies 

 

摘要/Abstract： 

This paper is motivated by the field research during my Master's studies, along with my 

explor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s distinct from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se experiences have 

led me to question the methodological underpinning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s in research on 

Confucianism,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ness. Criticisms raised by Arif Dirlik and Kiri Paramore 

further reinforced my doubts. Thu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and systematize prevailing 

preconceptions and biases. 

 

While these issues are preval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 specifically focus on Confucian studies 

as a case study due to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se biases in shaping the field's foundations. This 

paper seeks to stimulate reflection among social scientists regarding how biases influence discussions 

on social processes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often characterized as "Confucian societies," perpetuating 

preconceived Orientalist notions. 

 

Drawing from the concept of Orientalism, with substantial modifications to Edward Said's 

original formulation, I define core issues and bias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his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encompassing essentialism, dualism, intellectualism, elitism, Sinoromantism, and the 

equation of Confucianism with Chineseness, continues to shape discussions on East Asian societies. 

This perspective often reverses value judgmen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portraying ancient 

Chinese wisdom as a universal solution for the modern world, occasionally delving into nativism, 

political romanticism, and identitarianism. 

 

I identify shared cultural logic within Confucian studies, despite apparent differences and 

occasional opposition. Furthermore, I find these biases are deeply ingrained in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evident in widespread dichotom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or the automatic framing of public engagement as Confucian 

consciousness. 

 

In conclusion, I argue that reexamining the 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studies is crucial for its 

credibility as a reliable source for scholar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dditionally, the critique and call for 

revision raised in this article extend beyond Confucian studies, encompassing the broader realm of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 Confucianism, Orientalism,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sociology 



發表人/ Presenter：陳登翔（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題目/Title：人間佛教的中華文化延續、重組與展演：以佛光山的傳教內容為例 

 

摘要/Abstract： 

  台灣漢傳佛教團體佛光山、慈濟、法鼓山的傳教內容，主要以人間佛教為基礎，同時強調傳

統中華文化的內涵，其中佛光山創辦人星雲法師更是以佛教即是中華文化作為傳教的主軸，以此，

本研究探討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對於中華文化內容的延續與重組。人間佛教強調人的修行與成佛

是在俗世中完成，佛教徒不僅不應離開社會，而應積極地進入到社會裡，在與大眾的互動過程中

進行參禪與悟道，此教義內涵，得以和中華文化中儒家思想對於人際之間倫理的論述進行連結與

對話；同時，人間佛教的禪修實作不只在禪堂進行，而是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臥皆是禪，

強調禪修是在煩擾的俗務中能夠使自身保持平靜，足見人間佛教逐步對儒家文化入世精神的含

納與調整。本研究探究佛光山人間佛教教義中，對於哪些中華文化與儒家文化的內容進行延續或

重組，並持續探問其在全球傳教過程中，強調與展演何種中華文化的意涵。展演部分則以德國佛

光山在除夕上頭香、大年初一新春活動以及元宵節聯歡等三個具有中華文化意涵的活動進行田

野調查，分析其活動內容如何展演中華文化。 

  

關鍵字：人間佛教、中華文化、佛光山、儒家思想 

發表人/ Presenter：顧頡鋒〔 (Stefan Kukowka)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及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

文化學院博士生〕 

題目/Title：Aspiring World Peace Through Education: Pure Land Societies and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摘要/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examining the educational projects of Pure Land Societies (jingzong xuehui

淨宗學會), founded by Master Jingkong (1927-2022), in the field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effectively covering the entire educational path of 

children from kindergarten to university and beyo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one listens to Jingkong’s 

dharma lectures or those of his monastic disciples’ starting from the early 2000s, speaks to his lay 

follower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aiwan, Germany, and the UK, or joins online Zoom meetings, there is 

one phrase that one is certain to hear: ‘one consecutive education’ (yitiao long de jiaoyu 一條龍的教

育). It means that within Jingkong’s network of Pure Land Societi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s, and 

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al endorsers of his visions strive to establish an alternative mode of modern 

education by reviving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uantong zhongguo wenhua 傳統

中國文化) to cultivat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ages’ and to solve all sorts of challenges, problems, and 

conflicts that our society faces nowadays – with world peace being the ultimate goal. Jingkong believes 

that our cur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only focus on transmitting knowledge while neglecting moral 



cultivation. In the writings of the Chinese sages and virtuous of the past, he deems to have found the 

wisdom necessary to rectify the wrongs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guide our global society towards a 

peaceful future.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re-introduc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inosphere 

but also to spread the word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complexity of this phenomenon is highlighted by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central organisation 

but rather a variety of actors striving to implement Jingkong’s ideals. I have, thus, conducted multi-

sited fieldwork in Taiw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 understand how Jingkong and his 

followers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in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m through various 

educational projects, including kindergartens, high schools, universities, summer camps, and lecture 

series in different societal contexts. 

  

Keywords: Taiwanese Buddhism, Jingkong, Pure Land Society, Religion and Education 

  



2-2-201 Reimagining East Asia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主持人/ Chair：陳志柔 

 

發表人/ Presenter：Emiko Ochiai Professor (Kyoto Sangyo University), Emeritus Professor (Kyoto 

University), Founding Director (Kyoto University Asian Studies Unit )(KUASU) 

題目/ Title： A new vista on Asian families and intimacies: creating common foundation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in and on Asia 

 

摘要/ Abstract： 

A three-level project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fulfil the mission of creating common fou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on Asia. The first level is the collection, translation and 

sharing of important research findings from Asian insider perspectives that had been published or 

presented in the various languages in Asia. The second is to create a common basi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by building a database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n the third level,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focusing on various topics are made possible. Diversity in Asia has 

usually been taken to mean diversity of civilisations, but, at a deeper level is found the diversity rooted 

in kinship structure. This layer play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s in constructing local forms of family, 

gender and intimacy. On top of these, modernisation created another layer. These layers influence each 

other at various times and to various degrees, constructing a dynamic diversity. 

  

Keywords: Asi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sia’s multilayered diversity, Asian insider 

perspectives 

發表人/ Presenter：Susanne YP Cho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題目/Title：Being Filial, Being Sexually Non-normative – LGBTQ People Negotiating 

Intergenerational Obligation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摘要/Abstract： 

The tenet of filial piety has long been viewed as a central moral compass and cultural script guiding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It stipulates the obligations of the junior generation 

towards thei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However, culture is never static. It is dynamic and subject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individual improvis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to 

examine 165 LGBTQ life stories.  It investigates how LGBTQ people from different class backgrounds 

and with various gender habitus decode, interpret, renegotiate, and practice filial piety when their non-

normative sexuality prevents them from fulfilling filial obligations expected by their parents.  Th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how tradition co-exists with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families. They illustrate 

how individuals try to balance traditional collectivist ethos with individualistic desires. They also 



delineate how reproduction and chang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re mediated by class and 

gender inequalities in an era of neo-liberalization of social reproduction. 

發表人/ Presenter：Yen-hsin Alice Cheng  (Research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鄭雁馨（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題目/Title：Attitudes towards Homosexuality and Same-sex Marriages in Taiwan 

 

摘要/Abstract： 

Marriage rates have been declining in Taiwan with the emergence of more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In the meantime, public opinions towards homosexuality have been changing as Taiwan 

becomes the first Asian country to grants marriage rights to same-sex couples in late May, 2019. This 

presentation will offer an overview of increasing tolerance for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decades and the underlying drive forces of such change.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wave of 

same-sex marriages registered in 2019–2020 will also be shown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terosexual marriages. Implications on current and future family changes in Taiwan 

and East Asia will be discussed. 

發表人/ Presenter：Lake Lu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呂青湖（台大社會系副教授） 

題目/Title：Finish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College-educated mothers’ resistance to intensive 

mothering 

 

摘要/Abstract： 

Intensive mothering, a classed and gendered practice optimally performed by stay-at-home 

mothers, is a dominant parenting ideology, particularly in developed societies with wide disparities in 

wealth. Ironically, in these societies women tend to be well educated and have good employment 

prospects that are expected to free them from domestic obligations. Facing competing expectations 

shaped by the institutions of work and the family, how do college-educated mothers consider ending or 

limi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force, or holding jobs while resolving the moral dilemma of 

being both a worker and a mother? We compared 33 college-educated Hong Kong mothers engaged in 

different professions, and constructed typologies that describe how intersecting ideologies of mothering 

and work shape work-family arrangements. W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mothers with strong 

commitment to their work, but with different ideologies about mothering. Some espouse the ideology 

of intensive mothering. Their belief in gender essentialism proved exhausting for them, both at work 

and at home. While away from home, these mothers supervised domestic helpers from their 

workplaces. Other women value their professions as emblematic of their identity as the perfect 

mother— an integrated form of mothering, thus feeling no guilt for delegating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We argue that given the entrenched gender inequality in workplaces and men’s slow 

progress in doing their share of domestic work, the emergence of integrated mothering both rhetorically 

and in practice reflects women’s striving to br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closer to the finish line. 



2-2-202 經濟社會學 

主持人/ Chair：陳宇翔 

評論人/ Discussant：蔡侑霖 

 

發表人/ Presenter：王秀儀（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題目/ Title：非正式經濟與政治轉型 戰後台灣街頭攤販發展史 1951-2019 

 

摘要/ Abstract： 

  後進國家的街頭攤販，是發展研究中最大宗的非正式經濟活動。國內研究，主要是以戴伯芬

為主的制度論，從「結構」影響「行動」，「由上而下」來形塑其歷史樣貌。 

  

  本文採用創新數位方法—以語料庫為主的數位新聞文本分析（a corpus-based text analysis in 

digital news）—以「由下而上」「行動」改變「結構」角度，檢視攤販制度與政治轉型互動的長

期變遷，進一步打造戰後台灣街頭攤販發展史。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聯合知識庫」資料庫，以關鍵字“攤販”，過濾出民國四十年至一百零八

年（1951-2019）近七十年，一共四萬兩千六百三十七筆全文數位新聞。藉由 Python 語法，整合

所有攤販新聞為單一語料庫（corpus），將其視為一個「整體」，沿著時間序以 MAXQDA 質性

與混合方法軟體分析，並以「政治轉型」作為分野，區分出街頭攤販五個發展時期，企圖與既有

研究進行修正與對話。研究發現，街頭攤販是台灣民主化的日常機制。 

  

關鍵字：發展、非正式經濟、政治轉型、攤販制度、街頭攤販 

發表人/ Presenter：張芸嘉（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研究所 研究生）、黃兆年（國立政治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 

題目/Title：中國因素反作用力的政治經濟分析：以澳洲、紐西蘭為例 

 

摘要/Abstract： 

  中國政府長年以經濟依賴為槓桿在各國施展作用力，但經濟依賴具有兩面性，也是促成各國

反作用力的關鍵。本文認為一國政府對中國因素的反制作為—包括立法、政策、發言—取決於該

國對中經濟依賴狀況，需評估對中經濟依賴程度、對中經濟依賴性質兩項指標。經濟依賴須經過

中間機制連動政府反應，即從依賴關係獲益的「在地協力者」與擔憂過度依賴的「在地抵抗者」

兩者角力，當後者影響力取得優勢，就能促使政府反制。據此，本文提出兩項假設：若一國對中

經濟依賴程度愈高，愈容易產生反制政策；對中經濟依賴性質若為「雙向互賴」，將比「單向依

賴」的國家產生更強韌的反制政策。 

  

  本文以澳洲、紐西蘭為例，首先進行縱時性個案研究，觀察兩國 2012～2021 年對中依賴程



度變化與政府反制的連動關係，再以比較個案研究，論證經濟依賴性質與政府反制差異的關聯。

研究發現澳、紐對中皆呈現高度經濟依賴並出現政府反制作為，但澳洲更具跨國經濟優勢，對中

屬於「雙向互賴」，因此產生更強韌的政策回應。 

  

  本文希望與現有中國效應理論對話，過去研究主要以經濟依賴解釋作用力，此研究揭示了經

濟依賴促成反作用力的可能性，也盼提供執政者建議，若能避免過度依賴中國，提升跨國經濟優

勢，將更有韌性反制中國因素作用力。 

  

關鍵字：中國因素、反作用力、經濟依賴、澳洲、紐西蘭 

發表人/ Presenter：陳祈瑋（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顏詩耕（國

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 助理教授）、王舒芸（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題目/Title：階級理性？地方依附？當今農鄉村居民的去留意願與邏輯──兼論地方創生政策 

 

摘要/Abstract： 

  台灣面臨鄉村人口過少的危機，政府官僚與社會輿論倡言地方創生鼓勵青年遷居鄉村；本文

則認為重要策略也包含減少社會移出，故透過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探討當前農村居民的

遷徙意願，亦爬梳國外對於農村留、返與新居者討論，建立理論觀點。階級理性認為空間流動攸

關階級，優勢者有遷徙期待，也有能力透過資源在當地過上「理想生活」，包含教育孩子；弱勢

階級則看重家人、社區與自然文化環境、養賴家族資源維持生活福祉，卻往往感到被困住，矛盾

的擔心孩子未來成就。地方依附認為個人與居住地在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也很重要，

人既理性卻也嚮往「家／鄉」，這往往協商並進一步平衡鄉村的負面特質，且得以在時間中培養。

研究結果指出鄉村總體居民的離開意願與教育成就呈正相關；但次等弱勢家庭與中間家庭的離

去意願，隨生養育孩童攀升，這如此機制在遷居者（返鄉者與移居者）內部最為強烈。居民的確

透過依附感留下；認識更多鄰居、參與社區活動萌生的社會依附既對所有居民都有解釋力，但對

遷居者尤為重要；對自然特徵的純粹辨識，或是自然與文化二者兼具，也有效力。地方創生策略

應考量鄉村家長的階級特性、建立青年遷居者的社會網絡，亦維護既有的自然生態環境。 

  

關鍵詞：遷徙、階級、地方依附、生命歷程、地方創生 

Keywords: Migration, Class, Place Attachment, Life Course,Regional Revitalization 

  



2-2-205 公共 

主持人/ Chair：張志堯 

評論人/ Discussant：林祐聖 

 

發表人/ Presenter：Public Chicken Farming 陳品嘉 

題目/ Title：孵化共域：都市公眾養雞的社群實作與空間政治 

Incubating Commons: Community Practices and Spatial Politics of Urban 

 

摘要/ Abstract： 

  本文透過新竹陽明交大校園內的保溫雞舍，考察捲入保溫雞舍的公眾是如何通過養雞的日

常實作，建構出兼容非人物種的都市共域，在都市公共空間從事畜養雞群的工作，其過程捲入了

什麼樣的空間協商與調整？而這樣的過程又內蘊了什麼樣的張力。本文站在民族誌的立場，輔以

參與觀察以及半/非結構的方式開展研究。本文發現，保溫雞舍從六燃遷至陽明交大校園，經歷

與校園空間管理者協商，透過講述公眾養雞的意義，說服校方挪移公共空間來重建公眾養雞。而

養雞志工團的日常例行化實作，不僅內化動物倫理的概念，與雞形成一定的共生關係，也藉由照

顧行動與都市公眾產生互動，以此形構人與非人之間的「不止於人的共域」。本文主張，「共」

並非理所當然，而是持續在差異、衝突與不均的過程中協商的總和。「不止於人的共域」與共生

過程，乃是一場帶有倫理企圖的治理安排，基於人們理解非人物種的處境、意義與價值，希冀尋

求照顧行動的細心呵護，以及道德層面的感同身受。共生的源頭，乃是人們承認「人類之外」的

一切所引發的災害或反撲，體悟來自其他物種或自然環境的力量與影響，就此形成一段對於動物

或環境倫理的探尋過程，擺脫僅是由人類試圖掌控與操弄的結果。 

  

關鍵詞：都市自然、公共性、人與動物關係、動物倫理、新竹 

發表人/ Presenter：施亦瑾 

題目/Title：從衝突到共管？對高雄柴山自然公園的研究 

 

摘要/Abstract： 

  位處高雄市的柴山，官方稱作壽山，過去長期受到軍事管制，直至 1980 年代末期擴大開放

區域後，市民始得以接觸柴山的自然環境，隨後在都市中產階級所發起的兩波柴山保育運動倡議

下，終於使政府在 2011 年正式成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柴山成為第一個被劃入國家公園體

系的都會邊緣淺山地帶。本文透過資料分析、深度訪談等方法，梳理柴山自然保育從衝突朝向共

管的演變，發現柴山的自然保育歷經前自然公園、市立自然公園、國家公園體制等時期，治理模

式從政府全面控管，到納入環境團體與民間人士的參與的委員會，最後在成立國家自然公園後正

式納入共管概念。而上述變化高度受到在地保育倡議的影響。聚焦分析保育運動在行動與論述的

變化，本文嘗試指出，第一波柴山保育運動在台灣民主化跟本土化的浪潮下，除了強調親近並保

護自然環境、也著重在論述在地歷史文化的重要性。隨著保育運動遭遇在地利害關係人（如居民）

的挑戰以及共管典範的興起，在地居民共同參與的議題也逐漸受到柴山保育運動者的重視，從而

促使共管的概念納入壽山自然公園的治理架構中。惟共管理念在納入治理架構後並未能落實，如



何真正落實共管，是強調市民主義的柴山保育運動未竟的課題。 

  

關鍵字：壽山、柴山、自然保育、政治生態學、共管 

發表人/ Presenter：林彤 

題目/Title：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的競合：對綠島生態旅遊的研究 

 

摘要/Abstract： 

  綠島約從 1980 年代起逐漸從傳統農漁業轉向發展觀光，2000 年代以降，隨著生態旅遊日益

受到重視，台灣政府也制訂相關政策，試圖使綠島的觀光活動轉型為生態旅遊，以兼顧觀光需求、

地方發展與自然資源保護。然而，現行法規與政策無法有效應對伴隨觀光及經濟發展而來的生態

環境問題，如垃圾、污水處理不當，以及海岸工程與海上遊憩活動破壞生物棲地。 

  

  保育生態與利用自然資源，向來是環境議題中一組難解的矛盾關係，本文嘗試探究，綠島生

態觀光及海洋保育的治理架構為何？在哪些層面納入利害關係人參與？而在地利害關係人如何

理解、回應或參與既有的治理措施？又如何在日常實作中擴大或調和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間的

矛盾？本文在生態觀光及自然資源管理的文獻脈絡下探討綠島的發展，透過在潛店打工進入綠

島生活、觀察記錄觀光活動，並對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我的研究發現，主要為觀光業者及漁民

受到保育規管或限制，他們對既有保育措施的接受度不同，如何回應與實作保育的策略也有所不

同 ，說保育與做保育之間也不時呈現矛盾與衝突。儘管政府欲推行更全面的生態觀光，也強調

在地參與，但各級政府、利害關係人之間仍缺乏對話與合作，各自按照自己的認知行動，導致相

關政策流於由上而下的管制措施。 

  

關鍵字：綠島、生態保育、生態觀光、自然資源共管、利害關係人參與 

發表人/ Presenter：羅琪玟（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一） 

題目/ Title：當代中國戶口不平等對網路維權參與之影響：以 CGSS 2017 為證 

 

摘要/ Abstract： 

  過往探究當代中國戶口不平等時，多因以持有農業戶口而從事非農工作之農民工為主要關

注群體、而關注其中農業戶口與非農戶口間之斷裂。然而，當以戶口制度連結社會福利之方式欲

控制人口流動時，存在另一型態之不平等卻較少受考察：流動。 

  

  本研究透過「農業–非農」及「流動–本地」兩維度建構戶口身分 4 分類，嘗試捕捉過往研究

中較少被考察之「本地農業」及「流動非農」戶口者，並探問：1.不同戶口身分者人口圖像是否

存在差異？進而，借鏡社會運動理論建構分析架構，將此概念推展解釋 2.戶口不平等是否及如何

影響網路維權參與？ 

  



  以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2017 年數據為分析資料，透過交叉分析、二元邏輯斯迴歸初步分析結

果發現：首先，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總體圖像確實存在明顯差異，無論農業或非農人口中，流動

人口擁有政團身分及大學以上學歷比例皆較高。其次，流動或本地對於解釋網路維權參與與否重

要，且流動者擁有較高參與網路維權之機率。解釋機制上，從權利意識看來：平均而言，認為戶

口轉換愈困難者參與網路維權機率愈低，而認為本地者具優勢、應享有不受政府干預而享有遷徙

自由者，網路維權參與機率較高。 

  

關鍵詞：戶籍制度、農民工、外來人口、雙重二元結構、社會運動 

  



2-2-206 醫療與健康 

主持人/ Chair：黃華彥 

評論人/ Discussant：黃華彥 

 

發表人/ Presenter：周芸瑄 

題目/ Title：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敘事與醫療經驗 

 

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使用敘事分析做為方法，探究罹患憂鬱症的人們如何建構自身關於憂鬱經驗的自我

認同敘事。目前受訪者年齡大多分佈於二十到三十歲之間，其中包含七位女性與三位男性。立基

於這十位憂鬱症患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嘗試分析，憂鬱症患者的自我認同敘事，如何映射出台

灣社會對於人／病關係的想像？在建構自我認同敘事的過程中，敘事者的能動性為何？他們又

如何策略性地運用或擷取既有的文化資源，甚至賦予其新的意義？本文指出在憂鬱症患者的自

我敘事中，主流的現代醫學與心理學論述成為其牽引自我敘事的重要線索，一再地出現於受訪者

所敘說的患病情節中，甚至成為規避污名的證詞。多數時候，這些論述被片段式地採用，並與受

訪者的經驗在故事軸線中反覆地交匯。 

  

關鍵字：憂鬱症、敘事分析、醫療社會學 

發表人/ Presenter：林倞民 

題目/Title：障礙者對自立生活的想像與實踐 

 

摘要/Abstract： 

  不同以往由專家或家長代言的障礙運動，近十多年來，以障礙者為主體，強調「沒有我們的

參與，不要替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身心障礙當事者團體」逐漸成為

臺灣障礙運動的新興倡議力量。本文探討臺灣障礙運動參與者的生命歷程以及日常生活經驗如

何影響倡議議題、倡議策略的選擇？自立生活運動參與者如何從障礙者轉為倡議者？其參與倡

議的動能與限制為何？由障礙者為主體的障礙運動挑戰何種觀點？本文訪談八位「身心障礙當

事者團體」的參與者，也參與九次「身心障礙當事者團體」的倡議活動。本文發現，健全主義思

維的制度與環境使得障礙者難以參與主流社會，在人力支持制度不足的情況下，「不對等的照顧

關係」、「跟家人綁在一起」成為障礙者的成長、求學歷程中的普遍現象。通過家人、學校資源

教室以及身心障礙當事者團體等路徑，受訪者得以將「自立生活」所面臨的阻礙轉換為參與倡議

的動能。面對不同層級及面向的議題，受訪者成立身心障礙當事者團體，透過公共倡議爭取制度

性資源、以日常生活實作凸顯障礙者的處境、舉辦同儕支持活動以組織及賦權更多障礙者。這些

倡議議題及運動策略反映的是長期以來，障礙運動發展與障礙問題的典範轉移。 

  

關鍵字：障礙運動、障礙者主體性、生命歷程、日常生活經驗 



發表人/ Presenter：龔文翎（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博士候選人） 

題目/Title： Moral Legitimacy of IVF “Add-ons”: As Clinicians Navigate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and 

Practice Boundary Work in the Assisted Reproduction Market 

 

摘要/Abstract：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add-ons” are supplementary clinical procedures integrated into 

standard IVF treatment, which are purported to enhance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ful pregnancy. These 

lucrative add-on services, represent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the field,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assisted reproduction market. However, concerns are growing due to the lack 

of robust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laimed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hese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which may mislead vulnerable individuals undergoing IVF with delusive information and false hope. 

 

Prior research on morality and market provides a fertile 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order in the market, pointing out the crucial role of moral legitimacy in facilitating transactional 

services. Yet,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differentiated market, where market actors employ 

moral justifications not only to legitimize different means of service provision, but also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other peers as they navigat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culture of market 

actors, the moral order, and the practice-based variation within the market.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43 fertility clinicians and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in Taiwan 

between 2017 and 2019, this research takes a professional view of moral legitimacy to argue that fertility 

clinicians practice boundary work to justify their diverse approaches to providing high-priced add-on 

services while differenti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ir peers.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three moral spectrums 

capturing the collective tensions clinicians experience when grappling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the assisted reproduction market, namely (i) Evidence versus Chance, (ii) By Indication versus By 

Routine/Request, and (iii) Further Intervene in Nature/Life or Not. These spectrums encompass broader 

discussions 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hope,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healthcare provider-

patient relationship amidst the rise of patient consumerism, and long-standing debates i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regarding human interventions in nature and the selection of life. 

  

Keywords: IVF “Add-ons,”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Market, Moral Legitimacy, Professional 

Identity, Boundar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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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Presenter：余欣衡（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 

題目/ Title：攀登職涯金字塔：臺灣大學商管社團成員的專業預期社會化 

 

摘要/ Abstract： 

  大學作為人們從家庭、教育體制進入勞動市場的最後一哩路，具有篩選與階層化效果。而職

業／職涯作為階級的重要標誌，使得菁英院校畢業生的勞動市場流向備受學術關注。然而，討論

院校過程（on-college-campus processes）銜接新鮮人就業的既有研究，通常將課外活動與校園體

驗歸納為一整體性的塑造過程，鮮有聚焦特定就業導向的學生組織之主動引導角色。本文以台大

管理顧問社為案例，透過參與觀察及半結構式訪談，探討台灣菁英大學生自發組成、具排他性的

商業管理相關社團，在引導成員進入菁英專業服務企業方面的角色，以及成員在社團參與內外的

專業預期社會化（professional 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過程。研究發現，社團透過引介其他校園

路徑未提供的關鍵求職資源，包括產業人脈、非公開資訊，以及演練顧問之於業主、準商業人才

之於前輩的接洽關聯方式（engagement），並於日常營運與同儕互動中建構職業聲望階序，增加

「頂尖」職涯路徑的可慾性與可及性。社經背景相似的成員，經歷由學生幹部主導的一年密集栽

培，其職涯價值體系與對應的生涯想像，往往漸趨明晰且同質。同時，成員根據求職結果（文化

及社會資本在商業場域的潛在經濟報酬兌換）與社團參與體驗，確立或動搖對自身未來菁英／專

業地位的認同。 

  

關鍵詞：菁英社會學、院校過程、專業社會化、文化資本、社會資本 

發表人/ Presenter：呂宥萱（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大二）、鄭苡軒（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學士班大二） 

題目/Title：愈「工作」愈貧窮：監所收容人勞作金之初探 

 

摘要/Abstract： 

  監所中「工作」的定位極為模糊，它並非像監所外的工作能自由選擇，所得也非能全部自由

使用。低廉的作業金使收容人仍需靠家人接濟，生活毫無尊嚴。監所中的工作，除了勞動外也有

教化考量，工作的基礎皆建立在戒護上，因此種類被限縮，無法依每人的個別處遇進行勞動分配。 

  

  我們透過實地參訪監所、文獻資料研讀及訪談，看到監所勞動中理想中與實務上有著極大落

差。《監獄行刑法》明訂，監所勞動的分配需以收容人興趣、專長等考量分配，勞動項目也需幫

助收容人復歸社會。然而我們參訪高雄監獄後發現監所人員認為「戒護是基本」，因此在實務上

很難以「培養一技之長」作為考量。實務上明顯地，高雄監獄的勞動安排和《監獄行刑法》所想

像的監所勞動有落差。 

  

  為了更了解監所勞動，我們與長期關注此議題的監所關注小組密集聯繫。今年七月，我們隨

著小組走入高雄監獄，參訪其中一間工場，工作內容是摺紙袋，向監所人員詢問後了解，高雄監

獄中，摺紙袋是監所工作的多數，但這類委託加工作業工資低且無法培訓收容人一技之長，在收



容人作業金的獲得和出獄後復歸社會的技能培訓上，監所作業顯然無法滿足兩者。我們在監獄中

看見了監所勞動的問題，也希望能更深入了解這個議題。 

  

關鍵字：收容人、勞動、戒護 

發表人/ Presenter：沈宗賢 

題目/Title：男同志網路社群身分認同劃界與展演 

 

摘要/Abstract： 

  男同志在異性戀霸權之下的社會中並沒有辦法很直接在現實生活中認識其他同志，網路就

成了最好的選擇，而先前有許多學者也對同志網路交友有了著墨。 

  

  本研究將著重在微網址型態的 twitter 上來探討 Twitter 男同志使用者對於自身帳號形象建立

策略與展演方式及使用策略，以及什麼影響了男同志使用者開始經營自己的帳號，又或者不特別

經營，成為有在使用的「空白帳號」。 

  

  本研究針對使用方式不同的 12 使用者進行深度訪談，並且以參與式觀察於 twitter 上觀察，

發現某些 twitter 男同志使用者在使用上是沿用舊有的策略，而另一部分則是使用內團體文化所

塑造出的新策略，此外，非色情帳號用戶會透過在個人介紹標示「清水帳」來將自身與色情帳號

劃界，或在推文互動中體現出來，並以團體規範約束自己與他人。而不經營帳號者一部分是因為

對自己的外表與形象沒自信，不想被評價外觀，另一部分則是不願成為「玩推特的人」，因為對

推特使用者帶有性關係混亂的刻板印象，而經營者則認為推特的空間比起交友軟體，有較多的機

會被觀看及被喜歡，且目的性並不會像交友軟體那樣明確，雖說如此，但在研究中仍可以從他們

帳號的展演方式中找到其目的性。 

  

關鍵字：劃界工作、族群研究、男同志、自我性化 

發表人/ Presenter：姜學謙（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題目/Title：性別態度對女性大學選擇 STEM 科系之影響：一個反事實的分析 

 

摘要/Abstract：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中，許多科系有顯著的男女比例差異。其中 STEM（理工）類型科系中的

差異尤其巨大，女性人數往往遠小於男性人數。本研究計畫，試圖探討 STEM 領域中男女比例

差異的現象，並用反事實分析方法，探究性別態度和女性學生選擇科系的因果關係。本研究墊基

於社會學既有的相關研究上，試圖結合國內外既有的文獻，驗證 Correll 的性別態度理論在台灣

社會脈絡下的相適性。Correll 的理論認為，性別態度會影響不同性別對自我能力的評估，並進而

導致未來科系和職業的不同。國內的相關研究大多使用質性方法，以田野或訪談的方式，詮釋性

別態度在不同科系中的運作模式。而本研究將透過 TEPS 的長期追蹤資料，並運用因果模型，試



圖驗證 Correll 的理論，去實證分析性別態度和女性選擇 STEM 科系的因果關係，進而回答研究

問題──性別態度是否對女性科系選擇為一重要因素。最後，在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女性學生

的性別態度的確會對未來科系選擇有顯著作用，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結論來回應並重新檢視

Correll 的理論，並對回過頭對教育場域的實作提出建議。 

  

關鍵字：性別、性別態度、高等教育、科系選擇、反事實分析 

  

計畫編號：112-2813-C-004-010-H 

發表人/ Presenter：段瑄妮 

題目/Title：偶像崇拜形塑自我認同之歷程分析：以經歷過塌房的成年初顯期粉絲為例 

 

摘要/Abstract： 

  當今網路流行語「塌房」，象徵粉絲因為偶像做出傷害形象行為而受到嚴重打擊的現象。近

年來，一些知名偶像如李勝利、羅志祥、吳亦凡等先後涉及法律、道德等醜聞，這些負面風波間

接造成粉絲因無法分割自我與偶像之認同，而以攻擊報復之方式擁護其的社會問題。根據 

Eric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偶像崇拜在社會化過程中對形塑自我認同具有重要影響，其有助

於青少年完成自我分化。然而，過去研究多關注於未成年較少提及 18 至 25 歲之成年初顯期粉

絲，有關此族群偶像崇拜與自我認同之相關研究更是稀缺。因此，本研究旨在提供相關證據，幫

助預防心理健康問題，降低負面社會事件再發生之機率。 

  

  本研究以質性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方法，以立意抽樣方式尋找參與者，透過主題式資料分析回

應研究問題。研究發現，粉絲對偶像的認同差異和經歷塌房後的自我認同具有相關，愈完美化偶

像之粉絲受到的影響越大。另外，成年初顯期粉絲之偶像崇拜模式從未成年單一擇偶期待延伸成

包含自我認同之期待。最後，本研究發現粉絲之自我認同穩定度與粉絲價值觀及脫粉與否相關，

其在歷經塌房後可透過自我調適，完成分離與個體化任務。 

  

關鍵字：青少年、成年初顯期、偶像崇拜、自我認同、塌房 

  

計畫編號：112-2813-C-031-014-H 

發表人/ Presenter：陳鵬宇 

題目/ Title：疫情時代下遠距教學於大專院校師生間的成效之探討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tance Learning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COVID-19 Era 

 

摘要/ Abstract： 

  隨著 2020年COVID-19疫情在全世界的爆發，高等教育機構面臨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及挑戰。

原先習以為常的實體教學，也受到疫情的影響中斷抑或是改為線上的遠距教學以延續。台灣在步

入 2021 年後，也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各級學校自三級警戒期間全面改為遠距教學。本研究旨



在於透過探討於三級警戒期間的遠距教學之成效，以了解到於全面遠距教學期間的學習問題及

反思。而本次研究有以下發現：一、教師在遠距教學前，普遍對遠距教學感到焦慮。二、年長教

師對遠距教學較不適應，但隨著時間漸入佳境。三、遠距教學放大實體的問題，卻同時帶來了意

外的回饋。四、師生對考試不公平性的不同看法。五、師生雙方的高度智財權尊重。六、遠距教

學不如預期的便利性。 

  

  透過本次研究的發現，本文進而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即便在全面遠距教學實施後，師生雙

方皆逐漸習慣並適應遠距教學的模式，但仍對實體教學有更多偏好，顯示出高等數位教育仍有許

多不足之處。其次，實作課程在遠距教學的情況下，出現教學品質下滑的現象，為高等教育的一

重大危機。建議有關當局可以針對上述二不足之處，應對如何改善或補救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以符合實際高等教育之需求。最後，本次研究發現，出於硬體上的限制，學生仍傾向於一定點空

間下的學習，顯現出遠距教學的便利性不如預期。 

  

  透過本次研究的發現，本文進而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即便在全面遠距教學實施後，師生雙

方皆逐漸習慣並適應遠距教學的模式，但仍對實體教學有更多偏好，顯示出高等數位教育仍有許

多不足之處。其次，實作課程在遠距教學的情況下，出現教學品質下滑的現象，為高等教育的一

重大危機。建議有關當局可以針對上述二不足之處，應對如何改善或補救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以符合實際高等教育之需求。最後，本次研究發現，出於硬體上的限制，學生仍傾向於一定點空

間下的學習，顯現出遠距教學的便利性不如預期。 

  

  由於本研究主要訪談內容多對疫情時代下的遠距教學之成效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多對

2021 年間的三級警戒下的為期約五週的全面遠距教學進行深度訪談， 並非全學期的遠距課程。

同時以受限於篇幅限制，無法對其餘科系進行同樣細致之深度訪談，為此研究未能臻至完美之處。

未來有待以本研究之結果為基礎，進一步擴展研究對象和課程領域進行更深入及全面的剖析。 

  

關鍵詞 ：高等教育、遠距教學、新冠肺炎、三級警戒 

發表人/ Presenter：曾維宏 

題目/ Title：以創新系統管理觀點探討芬蘭及瑞典之創新治理機制：兼論臺灣科學園區管理局作

為創新機構的可能 

 

摘要/ Abstract： 

  以往的研究多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系統失靈，重視如何減少市場失靈，以達到效

益最大化。也就是聚焦在如何創造遊戲規則－各種政策、法律、規範是如何被制定的，這時國家

通常被視為市場體系的「外圍」。然而，這意味著只有當市場失靈發生時，國家才會「出現」。

這樣的切入點很有可能缺乏討論該設立怎麼樣的組織來負責創造創新氛圍，尤其是在公部門等

「正式機構」的層次。以 Smith（2000）的分類來看，即疏於對「正式組織失靈」（hard institutional 

failures）的認識與理解。 



  

  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官僚組織願意作為創新活動的引領者，甚至予以投注資源？作為一個

創造臺灣極大產值，及高科技技術創新的管理機構，科管局能否改變臺灣長久以來以代工、量產

的產業型態，轉型為引領臺灣高科技產業建立自有品牌、甚至創造世界級產業的官僚組織？參考

許多國家，其政府皆將創新的改概念融入其政府機構，瑞典更以「創新」為名建立「創新系統署」。

科管局作為最接近科技業的組織，應可自我提升為科技政策的系統創新規劃者，甚至轉型為創新

規劃的官僚組織。 

  

  本研究可視為以歷史制度取徑（historical approach）分析我國科學園區管理待為轉型之個案

導向研究（case-oriented study）。將先介紹面對創新及轉型理論的與時俱進，政府的治理模式有

何因應和改變？接者，從國家創新系統到創新生態系的路程，探討科管局在臺灣創新系統的位置

應如何轉變？最後，從瑞典、芬蘭等國政府，做為案例參考，以轉型管理和永續轉型的視角，試

圖提供臺灣官僚組織面對科技進步所需改變的組織定位。 

  

關鍵字：創新生態系、創新系統署、科技創新署、科管局 

發表人/ Presenter：廖瑞儀（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題目/Title：政治化的婚姻平權：2015-2020 年政黨傾向、統獨立場與婚姻平權態度之關聯 

 

摘要/Abstract： 

  本文欲探討臺灣民眾同婚態度在 2015-2020 期間被政治化的過程及結果。既有文獻發現以

政黨為主的政黨動員，以及以統獨立場為主的文化動員，可能是影響臺灣民眾在 2015-2020 年間

同婚態度的重要過程。本文將承接過往國內外研究同性婚姻議題與政治因素高度相關的既有發

現，利用臺灣社會變遷調查 2015、2020 兩期資料，以邏輯迴歸模型分析臺灣民眾最主要政治分

歧—政黨傾向與統獨立場，如何在 2015-2020 年動員民眾對同婚議題的看法。研究結果發現，

臺灣民眾的婚姻平權態度在 2015 年不因政黨傾向、統獨立場的不同有所區別；但是在 2020 年，

不同政黨傾向、統獨立場的民眾對於婚姻平權的態度有顯著差異，顯示婚姻平權在 2015-2020 年

被政治化。臺灣雖以立法手段保障同性婚姻，婚姻平權仍為引起社會分歧的議題，而民眾的政治

理念，在衝突中隨著時間流轉，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婚姻平權、政治化、政黨傾向、統獨立場、跨年度資料分析 

發表人/ Presenter：賴盈吟（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士班） 

題目/Title：異質空間的適得其所：以台中女同志酒吧 Funway T Bar 為例 

 

摘要/Abstract： 

  本篇以作為異性戀正常化社會之異質空間的概念為研究框架，以台中市某 T Bar 為主要研究

場所。台灣的女同志場所多坐落於異性戀正常化公共空間中，而 T Bar 既是女同志群體於實體空



間中固定（solidified）且具領域性（territoriality）的聚集場所，也指涉對女同志群體的想像與時

代性。 

  

  該場所雖為 T Bar，然其中聚集的卻包含了異性戀女性到第三性公關等各式性特質（Sexuality）

的主體，然其內的氛圍又顯然有別於那些新潮而略帶花俏的酷兒酒吧；也就是說、它不僅是異性

戀正常化社會中的異質空間，也同時是女同志社群裡的異質空間。本研究因此想知道、此種特殊

的蒙太奇風格之成形，以及這樣的風格與當今女同志社群的關係與位置。 

  

  在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非異性戀性特質主體經驗中，該場所提供的更近於「陪伴」；雖名為 T 

Bar，然內部以其具有較低的限制性與同質性的酷兒友善（Queer Friendly）場所特性，帶來的是

有別於多數同志酒吧具有的情慾空間性質，使其內的女同志主體得到免於凝視、肢體展演與情緒

勞動的安全感受，更接近一種提供聚會與陪伴的社群性場所與安全空間。 

  

  由此空間之參與者之多元所帶來的流動性質與領域性之模糊，也呈現了實體空間中在「偽裝」

與「自我噤聲」之外的「女同志隱蔽性」之可能性。 

  

關鍵字：酷兒地景、異質空間、女同志隱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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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Title：自由的外送員？科技與評價系統促成的新型勞動控制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主要內容為針對台灣外送平台的外送員勞動過程進行深度了解，現今在承攬制度下

的外送工作沒有固定薪資、社會保障的條件，為何外送員仍會選擇這項看似｢自由｣卻又暗藏許多

風險的勞動工作？不同於傳統科學管理的勞動形式，在看似自由的外送工作條件下，外送平台(資

本家)背後透過了一種數位科技的方式對外送員進行著一場勞動控制，然而是什麼原因讓評價系

統能夠使外送員遵守著這項看似自由卻又不自由的新興勞動呢？筆者透過半結構深度訪談與滾

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共訪談了 6 位從事平台外送工作者與公會幹部。研究發現不同於

傳統僱傭制的勞動工作，外送平台的評分系統透過消費者使用平台 app，讓負評影響了外送員們

後續的接單率、外送獎金，嚴重甚至會直接被取消工作資格(俗稱畢業)，以達成在工作期間的勞

動控制。然而現階段的法律除了無法對平台相關的勞動工作有一個完整的保障，造成工作上的

「風險」都必須由工作者自己來承擔，讓看似合理的評分機制卻只是平台對相關工作者有一個合

理剝削的表現。即使多數外送員清楚這個市場生態的不合理性，但為了能在社會上可以生存，在

尚未有法律可以真正保障他們以前，多數人目前也只能選擇順從。 

  

關鍵字：外送員、平台經濟、勞動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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