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104 博碩士論文獎發表（一） 

 

主持人/ Chair：何明修 

 

發表人/ Presenter：何思瑩（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題目/ Title：臺灣各種從業身份之間的流動性和薪資差異探討：區隔化與性別化的勞動市場？ 

 

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嘗試發展從業身份勞動市場的概念，透過探討從業身份工作經驗對於就業者的從業

身份轉換可能性和薪資待遇變化之影響，檢視臺灣從業身份勞動市場中是否存在著區隔化和性

別化的現象。本研究使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七期第三次社會階層組的工作史資料來

進行分析。本研究運用間斷時間的事件史分析方法，採用多元名目邏輯式迴歸模型，來檢視就業

者進入各種從業身份事件的可能性，以及藉由線性固定效應模型來分析實質時薪變化。 

  

  本研究發現指出：在從業身份轉換可能性的部分，就業者存在著進入相同從業身份的就業慣

性。在跨越從業身份的工作流動上，則是在不同的從業身份勞動市場之間，隱然存在著兩條區隔

界線，一條是介於典型工作和其他從業身份之間的界線，典型工作經驗有助於就業者再次進入典

型工作與進入雇主和自營作業工作，但其他工作經驗則對於進入典型工作存在著不利的影響。另

一條則是介於雇主和其他從業身份之間，同屬於自雇工作型態的自營作業工作經驗不利於就業

者成為雇主，具有雇主經驗的就業者也不太可能會進入較弱勢的非典型工作。另外，在自營作業

工作、非典型工作和家庭企業工作三種從業身份之間則存在相互流動的親近性。兩性就業者在進

入不同從業身份的可能性上有所差異。 

  

  在薪資待遇的分析部分，成為雇主的就業者擁有較高的實質時薪，自營作業工作和家庭企業

工作者的實質薪資則較低。就業者先前從事的自營作業工作、非典型工作、家庭企業工作和失業

經驗會為薪資待遇帶來減少效果。在性別差異部分，典型就業經驗對女性就業者的薪資則存在負

面影響。整體而言，婚姻狀態為就業者帶來婚姻溢酬的效果。但已婚的女性就業者則面臨著薪資

懲罰效果，存在著實質時薪減少的現象。 

發表人/ Presenter：邱邰品（東海大學社會系） 

題目/Title：買賣一份「媽媽工作」：居家清潔商品化下的女工性別與勞動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以「家事外包」的家務勞動商品化現象為背景，討論居家清潔女工的性別與勞動處境。 

  坊間聲稱居家清潔產業的產值上看十億甚至百億，但居家清潔的社會地位與勞動條件卻並

未隨著家事外包的需求快速增加而提高，打掃「阿姨」、「歐巴桑」的稱呼常見於生活中，工作

內容被視為任何一個年長女性都可以勝任的性別化工作，如同女性家務工作的延伸。但真的是這

樣嗎？本研究分別以（1）廣告中的性別、家庭與工作意識形態塑造（2）清潔工作現場的身體與

情緒勞動內容（3）清潔業內部的男女性別分工進行分析，討論商品化的居家清潔工作對工人產



生何種影響，並深究清潔女工口中的「袂曉／會曉」究竟是什麼。 

  

  本研究指出，商品化的居家清潔並不只是做家事，女工從袂曉到會曉，是一性別化及理性化

的勞動過程。居家清潔女工的勞動處境鑲嵌在非典型僱傭的體制之中，為避免當次的服務無法成

交，以及同時保護自己的身體不在趕工中受傷，她們必須成為「會曉」的清潔女工——既形似家

人，又不失專業。本研究以身體及情緒勞動為概念，分析女工的勞動過程及性別化分工的形成脈

絡；並且加入對母職角色的討論，期待在多以男性為對象的工人研究領域中，描繪及增添女性勞

動者們立體的身影。 

  

關鍵字：外包、勞動過程、家務勞動商品化、性別分工、女工 

發表人/ Presenter：鄭宇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題目/ Title：年輕男同志的危殆工作與親密生活 

 

摘要/ Abstract： 

  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他們如何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此過程又與中產階級男同志有什

麼差異？為了理解上述提問，本研究採取訪談法與田野參與觀察，在田野地透過滾雪球抽樣徵得

七位主要報導人，他們年屆 23至 33 歲、自我認同為男同志、原生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以下，且現

在職業為非典型工作或收入低於等於法定基本工資。 

  

  研究發現，在初步參與圈內社交時，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在網路或實體空間均遭遇先於

「性感階序」的階級排除機制；在後續的長期社交中，原生家庭貧窮的經驗改變了報導人對「情

愛消費」的意義詮釋，使他們越是承蒙砲友的經濟照料，越是感到尊嚴受損；在經營交往關係時，

報導人應對危殆工作而發展出的勞動調適策略，使交往雙方原先預期可在關係中獲得的元素消

失，因而促發雙方針對性愛、情感、勞動與金錢花用進行對等或不對等協商，此過程改變了親密

關係的形式，使得原先抱有一對一式親密關係理想的男同志們進入了開放式關係。 

  

  總結來說，面對危殆工作與危殆性、面對來自現實生活的考驗，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們並

不傾向直接解編親密關係，而是嘗試協商拼裝親密關係的多項元素，將其調整為性愛或情感方面

的開放式關係。本文挑戰了視男同志親密關係為純粹關係的觀點，同時發現男同志親密關係的腳

本正逐漸邁向異性戀式的婚姻經濟想像，經濟權力或將成為當代男同志親密關係的重要課題。 

 

  



2-3-105 Adolescent Well-Being and ICT Use: Soci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As teachers, we have see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divide on our students. 

The book sheds additional light on the use of ICT in schools as a solution to the present 

educational crisis and, ironically, also as a source of the crisis when digital divides are considered.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 ask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How does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fluence the well-being 

of secondary students, including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learning attitudes, mental health, 

and digital competence? Who is being excluded from digital learning? How large are the 

socioeconomic gaps in digital access and ICT use? Although these questions are not new,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duced inconclusive resul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ICT use and 

their well-being. The systematic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adolescent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developed societies allow us to 

understand the inconsistent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to articul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olescents’ ICT use and their well-being. However, there are no simple answers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By analyzing data from 28 developed countries—which represent the most affluent 

regions of the world—I offer a clear and comprehensive sketch of the effects of the digital divides 

on adolescent students. 

The analyses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CT use and well-being are sometimes 

stronger for socioeconomically advantaged students, and sometimes stronger for their 

disadvantaged counterparts. The effects depend on whether ICT is used at home or in school, how 

it is used, student outcomes, and the societies in the analysis. These variations are not random. In 

each empirical chapter, I explain the patterns of the variation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explai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patterns. 

Many schools were closed, reopened, and closed again during the pandemic. In the two years 

since COVID-19 struck, we learned that some students prefer online learning to in-person 

instruction. Some subjects are easier than others to teach online. Variations among individual 

students and subjects, in light of the empirical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Curriculum design is not a binary choice between online and in-person instruction, but should 

maximize the strengths and minimize the weaknesses of e-learning. Accommodations for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can help students learn in the most effective way, and educators should factor 

subject areas into curriculum designs. This book explores these policy direc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educators may face. 

 



主持人/ Chair：關秉寅 

評論人/ Discussant：馬國勳 Josef Kuo-Hsun Ma, Simon Cheng 

  



2-3-106 台灣的社會團結經濟運動（一）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本自組場次的主題是「台灣的社會團結經濟運動」，這是延續 2022年台灣社會學年學會「社

會團結經濟場次」的努力，透過處理不同主題的幾篇文章，繪製台灣社會團結經濟運動的軌跡、

刻劃其特殊性，並參與其願景共構。 

  

  本主題場次共有六篇文章，分成兩個子場次。第一個子場次，周睦怡的 Initiat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research 探討

各種大學社會實踐計畫透過大學-社區夥伴關係，如何促發社區的願景共構；余思賢和洪敬舒的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the Homeless: A Case 

Study of Wanderers’ Table以浪人食堂為例，檢視有些新興的「發展性社會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DSW）方法如何被應用在無家者的社會服務工作上，及其與社會團結經濟的重要關

聯；黃盈豪的 Care and Revitalisation of Tribal Communities: Dialogues between Productive Aging and 

the Solidarity Economy試圖從文健站專管中心的視角，依據輔導訪視經驗與文健站前線經驗作為

分析資料，觀察文健站除了主流長照相關服務的推動，如何面對部落照顧服務永續性的議題，是

否有發展出另類的服務模式及其他抵殖民在地經驗，聚焦在「生產性老化」和「團結經濟」的概

念，發掘文健站照顧服務結合部落產業或長者社會參與及經濟活動的在地經驗，推展「照顧創生」

的可能性。 

  

  第二個子場次，許甘霖的 Crafting synergistic embeddedness for sustainability: Lesson from 

Carpenter’s House Thrift Shop以木匠的家公益二手店為例，透過其鑲嵌性營運模式的分析，探討

木匠的家公益二手店如何透過創造各種社會交往關係而非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取得成本優勢，

他將這種營運策略稱為「綜效性鑲嵌」，認為對社會團結經濟事業有重要參考價值；房思宏的

Innovative Time Banking Practic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to SSE 透過兩個時間銀行的案例，檢視

這兩個時間銀行的機制如何重視參與者的價值並致力以創新方式滿足社區的多元需求，具有發

展出社會團結經濟的潛能；李俐慧的 Designing for homelessness beyond shelter: Assembling 

fragmented forms of life 是對一個大學工業設計學系設計實作課程的一個社會設計專案執行及設

計提案內容的反思。該專案在課程中引入街友的議題，讓學生透過文獻閱讀與實地田野調查的歷

程，引導學生發展出一些可以對街友提供行動棲身相關支援功能的可實踐設計。學生最終提出的

六個設計提案卻超越了課題原本的限定，揭示了街友棲身問題的多重面向。 

  

  這六篇文章預計以英文撰寫但以中文報告，六位將互為與談人。 

場次一（主持人：許甘霖） 

發表人 與談人 



Initiat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research 

周睦怡（海洋大學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房思宏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the 

Homeless: A Case Study of Wanderers’ Table 

余思賢（東吳社工系）、洪敬舒（社會團結經濟研究室） 

許甘霖 

Care and Revitalisation of Tribal Communities: Dialogues between Productive Aging 

and the Solidarity Economy 

黃盈豪（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李俐慧 

場次二（主持人 周睦怡） 

發表人 與談人 

Crafting synergistic embeddedness for sustainability: Lesson from Carpenter’s House 

Thrift Shop 

許甘霖（東海大學社會系） 

周睦怡 

Innovative Time Banking Practic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to SSE 

房思宏（台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 
余思賢 

Designing for homelessness beyond shelter: Assembling fragmented forms of life 

李俐慧（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 
黃盈豪 

 

主持人/ Chair：周睦怡 

 

發表人/ Presenter：Muyi Chou (Assistant Professor,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Tourism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題目/ Title：Initiat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community partnership research 

 

摘要/Abstract： 

Civil society differ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logics of thinking and working. It 

emphasizes on maintaining pluralism and continuous dialogu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interests in 

society. Recently, university social practices and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e promoted in Taiwan 

and many universities involve in community engagements. This trend makes universitie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ctor in civil society which may cause influence on social change. In this paper, 

I adopt two analytical concepts, namely democratizing economy and democratizing governance to frame 

the conducive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 focus on a new actor in civil 

society, namely universities and show their roles in building constructive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Taiwan. I will use the case of the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HISP) Project to illustrate how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is formed and how it initiates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SSE) projects by “democratizing economy” and “democratizing 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I will use two projects to illustrate how university-teams work with community partners to 

transform local economy from market-oriented into diverse economies and make other SSE projects 

more likely. By these two cases, I will illustrate two different transformative trajectories. Despite 

different trajectories, there are some shared conditions necessary to initiate such transformative project, 

i.e., reframe economy and carry out together. In line with it, I will analyze wha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what role the university-team shall play and what challenges are for carrying out such transformative 

projects. 

  

Keywords: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civil society, th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the SSE), 

diverse economies 

發表人/ Presenter：Szu-hsien Yu, Ching-shu Hung 

題目/Title：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the Homeless: 

A Case Study of Wanderers’ Table 

 

摘要/Abstract： 

Assisting homeless individuals in achieving self-reliance has always been a challenging task in 

social work. Not only are successful cases rare, but some interventions may inadvertently replicate the 

oppressive systems that marginalize the disadvantaged. In Taiwan, emerging approaches such as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DSW) and its related elements have been applied in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homeless popul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in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homeless individuals, and in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SSE). The research adopts a case study, analyz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the "Wanderers' Table" service program to examine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DSW approach in facilitating self-reliance and generating SSE.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ing DSW elements (empowerment from social relationships, stable 

community foundations,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mechanisms), as well as their connection to SSE's 

core features, including solidarity consciousness, power-sharing, and democratic discussions. The results 

identify five crit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alization of DSW and SSE: (1) prioritizing personal-level 

empowerment, (2)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character of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3) the phenomenon 

of secondary stigmatization within the homeless population, (4) the pressure to pursue a balanced budget, 

and (5) the degree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The study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factor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homeless individ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dical social work. 

  

Keywords: Homeless people,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發表人/ Presenter：Ying-hao Huang 

題目/Title：Care and Revitalisation of Tribal Communities: Dialogues between Productive Aging and 

the Solidarity Economy 

 

摘要/Abstract： 

The elderly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face a lack of medical services, isolation and a welfare 

colonialism process. The tribal culture health station can be considered the most impactful indigenous 

village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tribal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During  the fast deployment of tribal culture 

health stations, they were challenged by overturning the top-down standardised external service model 

and adaptively developed a caretaking model equipped with subjectivity and local cultural context. Apart 

from driving elderly care related services like most stations do, this study observes how culture health 

stations deal with the sustainability problem of tribal care service from the view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centre by analysing the experience of supervisor’s visits and frontline culture health stations. 

Whether the stations have developed alternative service models and other decolonization local 

experiences, focused on ‘productive ageing’ and ‘solidarity economy’ perspectives, and discovered local 

experiences of integrating care service with tribal businesses or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of elderly to develop a possibility of ‘care revitalisation’ is also studied. 

 

In the past,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villages or regional revitalisation has 

usually been industrial economy oriented. However, ‘long-term care’ and ‘tribal culture health stations’ 

have become important mechanisms in tribal development and a new industry that many tribespeople 

have been joining lately. Can care possibly be a trib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How can indigenous village 

care with tribe subjectivity and indigeneity be possible? While the aged in the tribes are easily positioned 

as ‘someone being looked after’ or ‘disabled’, they are also often cultural inheritors, leaders of 

ceremonies, or decision makers of tribal affairs. It is important to reframe and rethink the meaning of 

tribal care from a ‘productive ageing’ perspective. With such a gap and discrepancy in the roles of the 

aged, the relation between long-term care policy and tribes in indigenous villages and that between the 

caregiver and cared are being reviewed and evaluated. In addition, regarding people ‘going back to the 

village to give care’ and those ‘giving care and not leaving the village’, how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are affecting youth returning to the villages and local ageing in tribes is a focus of the care revitalisation 

being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Solidarity Economy, productive ageing, regional revitalisation, long-term care, social work 

  



2-3-107 【跨領域交流】論壇系列（三）： 跨社會與經濟領域解析臺灣少子化

問題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台灣目前面臨嚴峻的低生育問題，本論壇特別在社會學會年會與經濟學會年會邀請從事此

項問題研究的社會學者與經濟學者進行解析。社會學家用廣泛的架構去探索這個問題，經濟學

家偏好深入探究此議題下的特定主題。兩邊學者來談臺灣面臨的嚴重社會問題將是項難得的解

析對話。 

主持人/ Chair：于若蓉 

 

主講人/ Presenter：鄭雁馨（中研院社會所）、楊子霆（中研院經濟所） 

 

評論人/ Discussant：戴翠莪（台北大學社會系）、連賢明（政治大學財政系） 

  



2-3-112 「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成長歷程追蹤研究」期中成果發表（三）：生態

次系統與青少年數位生活之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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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聚焦於各個次系統與數

位生活之交織對青少年所產生的影響。這其中包括青少年日常生活安排、霸凌經驗、友誼網絡

及親師互動之影響。 

 

主持人/ Chair：吳齊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Presenter：陳易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題目/ Title：睡眠時間類型與青少年生活適應：青少年數位生活之影響 

 

摘要/ Abstract： 

  青少年時期是個快速變化的一個發展階段。個人在這個時期經歷生理、心理與社會角色上的

轉換。過往的研究指出，在這個時期個人的睡眠時間會較兒童時期縮短，且逐步的形成個人的作

息的規律。由於又正值個人進入中學生活的階段，在台灣相對嚴格的學校作息時間規範下，青少

年在中學階段的睡眠時間會呈現什麼類型（chronotype）及與不同青少年之間的差異，是個有趣

的經驗問題，此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提問。其次，當代的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深受數位工具的影

響，除了中學教育現場中引入數位教學平台外，其個人生活中與各式的數位平台或工具密不可分，

究竟青少年的睡眠類型跟其數位生活之間有何關連？而這樣的關連是否會影響個人在青少年早

期的生活適應，這將構成本研究的第二個提問。本研究將利用「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

追蹤研究」的資料來回答這兩個提問。該資料以 2023 年七年級生為母體進行全台灣具有代表性

的抽樣調查，所得結果正好可以作為代表數位時代台灣青少年初期的情況。具體的研究目的在於

透過分析該資料呈現台灣青少年初期的睡眠時間類型，並將之與青少年的數位生活及生活適應

相連結，用以呈現數位時代台灣青少年在睡眠情況上的圖像。 

  

關鍵詞：數位生活、青少年睡眠、睡眠時間類型、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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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世代青少年霸凌經驗之保護力：自尊、支持與歸屬感的調節效果 

 



摘要/ Abstract： 

  霸凌經驗擾亂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人際關係受挫可能影響學習專注，導致成就表現低落，甚

至衍生憂鬱情緒或其他身心健康問題。數位時代下，實體與網路生活交織，青少年被霸凌的風險

跨越了時區與地理疆界，提高長期暴露在風險的機會，更不利心理健康的發展。現有文獻偏重探

討霸凌成因且著重在個人特質，這容易流於指責受害者的脆弱性。再者，網路、實體霸凌各有獨

特性，需個別探究保護機制，以利指引處遇服務的規劃。本研究援引生態系統觀點，並以青少年

發展時期極為重要的支持（support）、歸屬感（belonging）為焦點，探究自尊、家庭支持、班級

支持與學校歸屬感，何者具有憂鬱情緒的保護效力，那些可調節霸凌經驗與憂鬱情緒，並探討這

些保護力是限定在特定霸凌或可跨越實體、網路生活。此研究運用「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的成長

歷程追蹤研究」的七年級樣本，並進行層級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結果

發現在實體霸凌模型當中（N= 2551），學校歸屬感（B= -.17, p < .05），霸凌與自尊的互動項達

到統計上顯著（B= -.09, p < .01）。在網路霸凌的模型當中（N=978），自尊（B= -.42, p < .001），

霸凌與學校歸屬感的互動項達到統計上顯著（B= -.23, p < .001）。本研究最後討論研究限制，在

預防與處遇服務上的啟發，並提供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詞：欺凌、自尊、家人與同儕支持、心理健康、學校依附 

發表人/ Presenter：吳齊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題目/Title：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的友誼網絡結構與特徵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探討友誼網絡這個對青少年時期發展極具關鍵地位的因素，如何在數位時代下，展現

其面貌與內涵。本研究首先意圖描繪台灣數位世代青少年的友誼網絡圖像，並試圖與其自身之屬

性特徵進行關連性探討，以作為開展有關這群「生既數位（Born Digital）」的數位世代青少年的

生命歷程發展研究的基礎工程。對於一個尚處於「早期青少年時期」（early adolescence）的數位

世代青少年來說，數位科技及其產品如影隨形，除了積極影響著他們的日常家庭生活、學校與課

外的學習、娛樂活動外，甚至直接影響其構建友誼關係等社會關係的機制。在這個過程中，除了

數位工具與數位能力的嫻熟使用外，他們的價值觀、世界觀、人際關係及生涯選擇上，可能也開

始呈現和前幾個世代的人類有著不一樣的考量，值得予以關注。 

  

關鍵詞：數位世代、青少年、友誼網絡、網絡結構、網絡特徵 

發表人/ Presenter：黃朗文（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題目/Title：數位世代之班級親師互動：社群媒體之使用與效應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探討台灣在數位世代之下，社群網絡如何成為親師互動的重要媒介，並進一步分析數

位親師聯盟的互動模式對於親師關係與青少年發展之影響。網際網路的興起全面性地掀起了教



育變革，也連帶影響親-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新冠疫情嚴峻時期，各級學校從實體教學改為

線上教學，更突顯了社群網路在此期間所扮演的重要功能。藉由社群平台的連結，可以有效率的

傳達訊息，也改變了傳統的親師互動模式，社群媒體成為重要的溝通平台，但也發展出新的人際

互動模式。本研究將初步探析數位互動之特徵及其衍生之效應。 

  本研究主要採用焦點團體訪談資料，以國九學生之家長及教師為訪談對象，以立意抽樣方法

選取台灣北、中、南、東四個地區共五所國中九年級學生、家長及教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共計

訪問 25 位家長，其中包括 11 位父親、14 位母親，平均年齡為 44 歲；以及 24 位教師，其中男

性教師 7位，女性教師 17位，平均教學資歷為 16年。本研究採用質性內容分析方法，將針對焦

點團體訪談內容，探析社群媒體之使用模式與效應，並比較城鄉之間的異同。 

  

關鍵詞: 社群媒體、親師互動、親師聯盟 

  



2-3-113 社會分析的物質面向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近年來，所謂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行動者網絡理論」和「本體論的轉向」等當代思

潮，催生出許多新的社會學議題。社會學研究者採納了這些重視「物」和「非人行動者」的觀

點，以求更好地去回應當代社會生活中人與物／技術密切糾結的實態。然而，這些嘗試以物的

研究取徑來跳脫人類中心思維的新嘗試，要如何才能有效接合當代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在這個

主題場次裡，與會者們將嘗試將「物」重新帶回社會學的一般性分析之中。主要在方法論、認

識論或是存有論的層次上來進行，從物自身走向物社會。換言之，「物」應當是「社會」構成

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或面向，而非只是被社會結構所決定的附屬品或符號。透過本次論壇，我們

想探問的是：社會學分析中所使用的「結構」、「行動」等基本概念，是否可能藉由正視經驗

現象中的「物」而重新概念化？從而找出一個更能貼近當代社會生活型態的分析視角？ 

  

  在社會學的理解中，「我」同樣是個重要的分析指標，不論是主我、客我抑或我群，都傳

遞著各種社會連帶。通過物——我之間的溝通（無論是依附、拉扯或涵括關係），進一步去看

到物的影響力。本場次四篇論文各自探究物作用於社會世界的不同層次：首先，從實證調查幼

齡兒童的挑戰，石易平呈現如何透過遊戲與物的介入，讓社會學研究者得以建立一種新的互動

可能，建立與兒童的信任關係並鼓勵兒童的自我表達與信任，反思物在研究方法上的定位；其

次，在物質的意義面向上，高瑜從跨越地理與文化族裔空間的雲南相關觀光節，討論米干與火

把如何在被創造的節慶中逐漸被符號化的過程，從中看到在地社群以物為依歸的競逐角力；對

照陳馥瑋論文中探討的屏東巧克力產業，提供物的存有論思考，本篇從可可產製網絡探討人與

物／技術的糾纏，說明「真巧克力」的性質與價值不只是「地利加上人和」，而是做為網絡關

係中的「事物」，在連結中展現角色並施加影響力；最後，從物質和技術在日本地方創生經典

案例中的運用，張正衡的論文討論北海道小鎮東川町著名之攝影社區營造運動如何改變對社區

地景的感知與想像，藉此反思當代社會生活的另類構成方式，以及城鄉聚落發展的多元可能。 

 

主持人/ Chair：高瑜 

 

發表人/ Presenter：石易平（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題目/ Title：當黏土、紙團與蠟筆遇上社會學：一個以物協作的兒童田野調查遊戲系列實驗 

 

摘要/ Abstract： 

  本文呈現《台灣兒童時間調查》國科會計畫中，研究團隊開發之實驗性兒童藝術遊戲調查。

過往兒少研究經常因其表達能力有限，童年社會學者經常採用民族誌或觀察方法來理解年幼兒

童生活，或轉而從父母視角理解兒少。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兒童的情感和觀感，本研究團隊與藝術

教育專家合作，創造了一組包含故事講述、遊戲遊玩、泥塑創作和繪畫的兒童集體藝術遊戲，讓

他們能夠以自在地以自己想要的方式，透過遊戲啟發，分享對時間的看法。我們運用這五個藝術



遊戲來評估以下五個主題：1）在學校的休息時間，2）放學後的時間，3）平日晚餐時間，4）週

末的時間利用，以及 5）暑假的時間利用與想像。在 2023 年上半年，研究團隊造訪新北市小學

低年級學生（N=27）的早自習時間帶領全班學生進行。研究初步發現: 首先，透過使用繪畫、黏

土或是紙條傳遞等物質的運用協作，挑戰了傳統調查研究裡單純以訪談或對話作為交流與訊息

表達的機制。其次透過遊戲互動，與兒童快速建立信任關係，最後，以兒童為主體的研究挑戰父

母視角，以兒童視角理解兒童，是建立兒童日常經驗最關鍵的理解。透過物的協作與遊戲元素，

本文提供當前兒少研究一個創新的調查取徑。 

  

關鍵字: 童年社會學、調查方法、遊戲、物的協作、兒童時間調查 

  

國科會計畫成果發表: 「台灣兒少課外時間運用：親職外包與長假效應」，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7月，MOST110-2410-H-030-051-MY2。 

發表人/ Presenter：高瑜（雲南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助研究員） 

題目/Title：物的協作與在地性重構：龍岡米干節的個案研究 

 

摘要/Abstract： 

  這篇文章緣起自參與米干節說明會的現場。時值龍岡米干節舉辦十年之際，規劃下一個十年

的鄰里座談會。在這場米干節的說明會中，龍岡在地的代表各陳己見，呈現一個多聲道的交鋒，

卻又建構出一個新的社會邊界。本文因此關注，「雲南文化」何以最後被凸顯出來，成為龍岡的

在地特色？這個討論，並不僅只侷限於觀光節慶到地方創生的演進脈絡，而是要去談物（things）

帶出來的變化，以致於影響了地方（重塑）。從米干店的出現到米干節的運作，米干做為一種雲

南食物，在龍岡本地原來只是眷村飲食的料理之一，最後卻成為龍岡的代表，劃上等號。這個族

裔飲食，穿透了當地不同的雲南團體、本地與外來新移民入駐的角力，以及城市經濟體的出現重

整，從而構造了新的聚落空間。通過一場物的協作過程，本文嘗試說明，雲南文化的符號化，跨

越了不同端點的連接，重構出一個新的在地性想像。 

  

關鍵字：米干，族群品牌，族裔經濟，觀光節慶，物的協作 

發表人/ Presenter：陳馥瑋（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 Title：「真巧克力」養成記：產製網絡、技術拼裝與「市場」 

 

摘要/ Abstract： 

  屏東縣在 2020 年以「屏東可可・臺灣巧克力」為名提出地方創生計畫，顯示官方看好這項

新興農產的市場潛力。屏東可可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全世界極少數由可可農戶自力突破從種植

到製成純巧克力之多道工序的技術障礙，接連在國際精品競賽獲獎，並開啟國內消費「真巧克力」

風潮的案例。本文說明「屏東能種／做出巧克力」不只是熱帶氣候條件合適，或是當地小農擅於



轉化地方性的環境資質與社會資源的秉性，而需從急速成形的可可產製網絡和技術拼裝切入理

解。同樣的，探究為何「屏東可可國家隊」成功拉抬大眾對巧克力產品的關注，卻無法在國內巧

克力市場中佔得一席之地，原因也寓於此一行動者網絡中。屏東可可產製網絡是一組包含氣候、

可可樹種、賣苗與收果機制、多元從業者、農產知識—技術學習、加工設備、包裝、銷售通路、

區域政策等人與非人行動者的聯合關係。本研究指出「真巧克力」並非單純被生產製作的商品，

而是行動者受「市場」想像驅動、持續進行品味劃界、技術跨界嘗試而產生的「事物」；可可產

製品也一再造成異質行動者網絡和技術腳本的變化，導致產業鏈的長期不穩定。屏東可可產業展

現小農農業的可塑性與創造力，卻也弔詭地顯示其技藝養成增加進入大眾市場的阻力。 

  

關鍵詞：屏東可可產業、農產知識—技術傳播、行動者網絡理論、品味論述 

發表人/ Presenter：張正衡（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副教授） 

題目/Title：打造「東川風格」：地方創生實踐中的物質與技術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想借用哲學家 Graham Harman 所提出的「共生」概念來進行社會學分析，藉此重新

將聚落/社區定義為：一段被特定時空地點錨定的人與物的共生關係，而這個共生關係在經驗面

向上，經常是以所謂的「經濟」、「產業」、「技術」或「物質文化」的形式展現出來。這個重

新定義，將會幫助我們更好地去理解所謂的「地方消滅」、「社區營造」、「地方創生」等現象。

本研究的經驗材料主要來自對於日本北海道東川町社區發展個案的觀察與資料收集。該地的地

方政府利用町內生活環境中所存在的木材、泉水、稻米、地景等物件，藉由木工或攝影等技術的

實作，創造出一種寰宇主義式的人物共生關係，以吸引到跨地域的人員與資源流動，並據以支持

這個聚落在當今全球經濟結構中的存活。藉由解析東川町的案例，本研究希望能從物質與技術的

概念切入，嘗試去捕捉和描繪當代社會的存有方式。 

  

 關鍵字：物件導向存有論、地方創生、物質性、技術、社會過程 

  



2-3-114 重接生產與消費：當代東亞社會變遷的視角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本場次目的有二。 

  

  首先，本場次拓展食物的研究取徑，將食物放在東亞社會變遷的脈絡當中，探討當代消費

文化如何與食物體系互動，並以內蒙古的牧民、臺灣原住民的小米和台灣菜為案例，檢視生產

和消費的重新銜接。 

  

  其次，本場次是為了投稿國際期刊專題而進行討論。本場論文將共同申請國際期刊

Consumption & Society 專刊，以東亞社會中的食物消費為題，拓展消費社會學的研究範疇。 

主持人/ Chair：江順楠（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發表人/ Presenter：萬尹亮（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許博翔（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題目/ Title：消費與社會： 從《臺灣菜》與《臺灣味》談起 

 

摘要/ Abstract： 

  美食是臺灣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美食也在國外成為市場賣點。本文回顧了最近出版的

《臺灣菜》與《臺灣味》。這兩本書提供了互補的闡述，前者考察了臺灣菜的歷史，強調政治轉

變對臺灣菜的形塑，使得臺灣菜融合了日本、中國不同地區和臺灣本土的多重元素。後者則分析

了臺灣風味的地理傳播，討論臺灣食物在東南亞的生產和消費，並分析人類和非人類行為者之間

的相互作用如何重新定義臺灣美食。 

  

  本文以這兩本書討論消費在東亞社會變遷中的作用。這些書闡釋了消費與供給系統相互作

用的方式，展示了餐館、食品貿易和街頭小販如何塑造飲食，以及民族主義如何成為食物系統的

動力。此外，這兩本書中還分別展示了臺灣風味如何被進、出臺灣的移民不斷重新定義，反映了

臺灣民主化和區域關係如何重塑日常生活。它們共同豐富了我們對政治經濟和地理如何組裝臺

灣食物的理解，從而凸顯消費如何反映並推動了社會變遷。 

  

關鍵字： 臺灣菜、食物國族主義、消費、供給系統、社會變遷 

發表人/ Presenter：余炘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題目/Title：現代性釀的奶： 社會節奏視角下內蒙古自治區當代牧業變遷與小牧民的困境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旨在採用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節奏分析方法」（Rhythmanalysis），



探究現代化大型乳品工業（蒙牛與伊利公司）出現後，對中國蒙古族牧民日常乳品生產實踐的影

響。透過闡述傳統／游牧生活與現代／乳品加工產業之間的生產節奏轉變，以及牧民對工業生產

節奏的適應過程及策略，揭示當代內蒙古治區的蒙古族游牧民如何在其生活的地方社會中調整

其牧業／文化生產節奏，以應對中國政府和城市消費者對其施加的壓力。 

  

  最終，本研究發現這些牧民在嘗試發展各種節奏應對策略的過程中，逐漸被規訓為「城市游

牧民」，每日載著自家生產的新鮮牛奶在城市的社區之間流動、銷售。這種適應策略使得他們能

夠在現代化消費市場的壓力下保持傳統的生產方式，並在日益都市化的環境中維繫其文化連續

性。 

  

  本研究的田野調查時間跨越 2014 至 2019年，調查範圍涵蓋了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東、中、西

部地區，包括呼和浩特市、包頭市達茂旗、巴彥淖爾市，和呼倫貝爾市。調查方法主要與當地牧

民和乳品公司員工進行無結構式訪談，獲取牧業生產節奏轉變和現代化乳品工業影響的線索。同

時，本研究也針對牧業管理和環境治理的官方政策文件進行分析，以了解政府在該領域的相關政

策與措施。 

  

關鍵字：乳品生產、節奏分析、游牧、內蒙古、現代化。 

發表人/ Presenter：童靜瑩（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題目/Title：新自由主義與傳統文化復振運動下的臺灣小米生產與消費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關注臺灣東南部原住民八八風災後覺醒的小米復耕，及其運動置於新自由主義市場

運作所呈現的生產與消費結構變化。本研究沿用加藤義喜（1986）提出的「特色國民經濟框架」

為基礎，藉由文獻分析和參與觀察等研究方法說明 2011 年之後的臺灣小米，如何在貿易和政府

支援等影響力下，於全球化及規模經濟主流中，展現文化價值與傳統知能傳承的同時，也掙扎於

生產結構和市場考驗。 

  

  研究結果認為，21 世紀的臺灣小米內有部落推動小米復耕，外有政府協助發展觀光和食農

體驗的推動，讓小米從糧食作物，轉變為市場或觀光用途的經濟作物。由於金錢交易的需求提高，

部落生產勞動力流向外地賺取薪資，因此傳統生產組織式微，以高齡勞動為主；小規模生產因生

產產本高，價格也提高，迫得小米的以節慶食物狀態流通部落。因此本研究建議透過導入壯年的

游離勞力，進行網絡式農班的新商業模式，來穩定小米價格。 

  

關鍵字：臺灣東南部、南島語族、文化復振、小米復耕、新自由主義 

  



2-3-201 經濟社會學（三）：文化與經濟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傳統經濟社會學具有高度的組織取向，同時也聚焦在製造業的生產者。晚近的發展更重視

文化產業以及文化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在這個 Panel中我們聚焦在圖書產業以及古董市

場，探討文化因素與文化產業的動態以及對經濟社會學的啟示。 

主持人/ Chair：李玉瑛 

 

發表人/ Presenter：李令儀（臺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 

題目/ Title：後疫情時代與數位革命的雙重挑戰：台灣圖書產業的掙扎與存續 

 

摘要/Abstract： 

   圖書出版產業可說是最古老的知識產業，但是這個屹立兩千年不搖的行業，卻在 21世紀

遭逢嚴峻的挑戰；尤其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日新月異的科技革新，網際網路、串流平

台及電子書等「數位革命」（digital revolution）幾乎顛覆了以紙本印刷書為原型的產業模型，

延續三年多蔓延全球的的 covid-19 疫情以及不鼓勵實體接觸的防疫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

停滯及通貨膨脹，都讓原本疲於應戰的紙本書出版商和實體書店的困境雪上加霜。 

  

  隨著全球疫情趨緩，美國與英國等出版大國陸續傳出紙本書和實體書店在後疫情時代復甦

的消息，然而，台灣的圖書產業和實體書店目前仍未能從谷底翻身；尤其是大型網路電商一再

以超低折扣在市場上發動掠奪式的競爭，對圖書售價產生破壞式的市場效果，更無利於整體產

業的健康復原。 

  

  本研究即是要探討台灣圖書產業（包括實體書店在內）如何面對數位革命和後疫情時代的

雙重挑戰，並研擬出復甦和存續的對策。尤其是產業界的行動者，如何面對強勢圖書通路所發

動的價格競爭遊戲，並在紙本書和電子書或其他數位生產模式之間取得平衡。 本研究透過文獻

材料、官方產業調查數據、田野觀察及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交叉並行。希望能深入探索產業從

業者的因應策略。 

發表人/ Presenter：李玉瑛（元智大學社會既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題目/Title：製造出處：藝術品拍賣的鑑定權威 

 

摘要/Abstract： 

  本文以文化資本的概念來分析辨認藝術品真跡的眼力，其制度性的權威是如何可能的。眼力

可被視為一種身體化的文化資本，這是經由長時間的鍛鍊與實做才能獲取的知識/能力，一旦擁

有就會像是習性一樣的自然。它只有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才表現出來，所以必須把它放置在場域關



係中方能理解。亦即個人的眼力是在社群的互動，資本角逐的競爭中才會表現出來，同時也需要

藉由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形式來正當化。 

  

  收藏古董文物，最重要的在乎真假，以及物品被收藏的歷程。在藝術品拍賣市場興起之前，

收藏是一個小圈子，重要的物品源流是藏家的入門知識。但是經過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戰亂，

以中國古董文物為例，很多文物已經離散到全球各地，因此要考證一件文物的來源出處與真假變

得複雜了。目前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當道，透過公開徵件，展示，出版圖錄，以及儀式性的拍賣

過程為一件文物頒發出身證明書，可被視為市場至高的權威。 

發表人/ Presenter：李貞錚（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陳琬蓉（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題目/Title：基層編輯的「價值感」：以臺灣學術出版業為例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鎖定臺灣學術出版產業中的基層編輯勞動場域，試圖探討基層編輯如何詮釋編輯工

作的象徵價值，以及如何進行決策制定。 

  

  既有相關研究鮮少探討出版業中的基層編輯，大多將主管編輯的決策和觀點概稱為整體編

輯的經驗。然而，基層編輯在出版社所處的特殊位置，一方面使其受到更多來自組織的管控和限

制，另一方面又是最為貼近書籍的角色，第一手接觸與編整書稿材料。這種雙重性讓基層編輯在

勞動過程中更需要持續協商來自各層面的力量，嘗試在自我實踐、出版社傳統和經濟回報中重新

定義編務工作的價值。 

  

  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本研究訪問三家學術出版社共 12 位基層編輯，其出版品分別以

大專教科書、宗教學術書和市場學術書為主。試圖從基層編輯的經驗與社會位置，理解其勞動現

況和能動性，並勾勒基層編輯在「編輯邏輯」和「市場邏輯」兩種理性策略邏輯之中的擺盪。 

  

  本研究指出，在臺灣學術出版產業基層編輯的勞動場域有以下三者特色：工作流程不確定性

高的環境因素、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再加上組織加諸的職業控制。這種「基層編輯勞動

金三角」的狀態，使得學術編輯在普遍低經濟回報的情況下，依然願意追求高象徵價值的勞動意

義。 

  

關鍵詞：出版產業、基層編輯、象徵價值、自由裁量權、職業控制 

 

  



2-3-202 性別（二） 

主持人/ Chair：劉文 

評論人/ Discussant：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副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吳忻怡（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題目/ Title：解構「同文同種」？：台灣女性對「國族」概念的日常生活形構與挑戰 

 

摘要/ Abstract： 

  在常見的「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認同調查光譜，一直到 2019 年之前，台灣人認同的一端

為穩定上升的趨勢；「二者都是」的選項在 2018 年上升到一定程度後，開始有下降趨勢，而中

國人認同則卻逐年下降；可以說台灣人認同是主流認同。但在另一個測驗中，當問到是否同意兩

岸屬於「同文同種」時，卻有超過六成的民眾表示贊同這個說法。 

  

  所謂「同文同種」是兩岸正式與非正式關係中常見的用語，其目的在利用兩岸的文化親近性，

想像彼此都擁有共同的祖先與文化道統，從而消彌陌生，拉近「情感」距離，擱置或者不必訴諸

更強烈的政治立場。在針對「同文同種」的統計分析裡，過去的研究者發現性別變項呈現相當穩

定的獨立解釋力，亦即：女性相較於男性，更不認同「兩岸同文同種」的講法。本研究提議問「為

什麼」？並提出三個可能的觀點：(1)女性較男性更不認同「同文同種」的原因是因為「同文同種」

是根據父權主義而來；(2) 女性在擴大的兩岸交流中，出現較高的家庭經營、親密關係風險以及

擇偶的不利問題；(3)女性較男性，對於一些由兩岸擴大交流而引發的治安、秩序、食安、教育等

日常生活問題，有更多的擔心與回應。本研究希望能用多元研究法對上述現象進行(1)媒體、報導

等文本分析、(2)焦點團體座談、(3)深入訪談，以期回答「為什麼」的問題。 

  

   研究以有關「同文同種」的問題意識為出發點，在最抽象的層次是關於國族 

與性別交織的認同研究，中間層次為臺灣人認同、臺灣人意識之內涵形構研究，而在研究運作的

操作層次，則是聚焦於女性在日常生活的性別框架之下，「兩岸人民為同文同種」此一常見的「認

同劃界」語彙，如何和性（sex）、性別（gender）、性/別（sexuality）之間發展出互相創構性關

係。 

  

關鍵詞：國族主義、同文同種、親密關係、父系文化、日常生活、性別、認同 

  

本論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研究 

編號：MOST 106-2410-H-008-057 - 

發表人/ Presenter：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副教授） 

題目/Title：後同婚時代中 LGBT 主體的性/別、國族與政治認同的形塑與互構 

 



摘要/Abstract： 

  婚姻平權運動的成功除了是臺灣同志平權政治的里程碑，同時也和臺灣的政黨政治與國家

認同高度連結。「藍甲」概念在社群媒體上的出現，說明了婚姻平權運動的泛政治化。「甲」，

是英文「gay」的華文譯音，而「藍甲」這個衍生性名詞，則約略出現在 2019年初，當婚姻平權

立法進入最後階段的政治周旋，而 2020 的總統大選競選活動也開始啟動的時間點。此時，同志

社群關於婚權能否成功立法的焦慮指向了那些政治立場傾向國民黨的 LGBT，以不滿、訕笑、甚

至辱罵的言論攻擊其國民黨支持者的身份與同志性向認同相互矛盾。 

  

  「藍甲」作為後婚權時代的新興身份範疇，說明了藍綠二分的兩黨政治文化如何介入了多元

性/別認同與社群生活，簡化且二元的將 LGBT主體化約成藍「好」的民進黨支持者以及藍「壞」

的國民黨支持者。另外，當婚姻平權成為台灣主權國家的象徵，婚姻平權支持者也時常被認定是

台灣獨立支持者，反之亦然。然而，這樣的二元區分不僅難以描繪當代臺灣國族、政治與性/別意

識形態之間複雜的交織，在性/別少數社群之中形成傷害性的對抗與排除關係。援此，本研究招

募近 30位政治立場鮮明的 LGBT主體進行訪談，呈現不同性/別認同主體如何闡釋其政治立場、

國族認同與非常規性/別認同之間的關聯性。藉此，本研究藉由 LGBT主體的日常生活認同軌跡，

挑戰「藍甲」指涉的二元分類邏輯，探討在婚姻平權運動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氛圍中，非常規性別

認同與世代、族群、階級、與國族認同之間多元的辯證與共構，並解構「藍甲」形塑的新型 LGBT

主體認同階序。 

  

關鍵詞：藍甲、國族認同、兩黨政治、非常規性別認同、日常生活 

 

國科會計畫名稱：以國之名：同志國族主義、日常政治、與當代臺灣 LGBT常民認同中國族與性

別意識形態的（不）互構。 

計畫編號：110-2410-H-037-007-MY2 

發表人/ Presenter：柯盛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班） 

題目/Title：成為「跨界者」：科系選擇性別化的成因與效應—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例 

 

摘要/Abstract： 

  「男理工、女人文」已是國內大學科系性別化普遍的現象，同時也是社會長久以來的文化價

值信念。現有文獻理論基礎多集中於高中選組的性別效應與大學入學前的科系選擇，較少延伸討

論到入學後的學習成效。本文以中山大學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除了更深入描繪選

擇非傳統性別科系的「跨界者」樣貌，亦旨於理解學生跨界與否的決策和學習成效之間的關聯。

本文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能夠提升男性成為跨界者的機會；但對於科系的認知與興趣程度、

重要他人的引導、親代教育程度或是區域發展情形等，對於成為跨界者與否均未有明顯的影響機

制。在成績方面，女性科系的非跨界者成績表現較跨界者佳，男性科系則幾無差別。另外，男性

科系被認為是較「有用」的：成績較好的男學生傾向不跨界；若是進入女性科系就讀，可能對其

科系生涯規劃較為擔憂，進而尋求雙主修、輔系等行動，且具備更清楚的畢業規劃。 

  



關鍵詞：科系選擇、性別科系、生涯規劃、跨界者 

本文為 111年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111-2813-C-110-025-H 

  



2-3-205 社會學與 AI 

主持人/ Chair：蕭煒馨 

評論人/ Discussant：高浩恩（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助理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高浩恩（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助理教授） 

題目/ Title：出生順序與生育──一個由人工智慧驅動的系統性文獻探討 

 

摘要/ Abstract： 

  關於出生率，以及其影響因素與成因，無論在國際或國內之研究皆所在多有，但關於出生順

序與生育之交互關係則較少或極少被關注。本文將探討出生順序與生育，以及相關議題之關係，

使用以人工智慧（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為驅動的系統性文獻探討，以 Scopus為搜尋引擎，

2000 年至 2022 年為搜尋範圍，使用創新與前瞻的方式以節省文獻整理之時間。初步研究發現，

在 AI 協助選擇的 100 篇文獻中，年度之數量而言基本上是逐年上升，從 2000 年的 2 篇，一路

增加到 2020 與 2022 年的 10 篇。內容方面，其中為數最多的是 18 篇的出生次序與同性戀傾向

為最多，其次是關於出生次序與教育之 17 篇。其餘較多的則是單純關於出生次序原因、男孩偏

好、單純出生率探討、經典的子女數量之數量/品質交換（quantity–quality trade off）以及出生順

序與身高之相關研究。本研究之貢獻有三：首先，使用人工智慧驅動之文獻探討方式，相較於完

全人工審閱，大大減少了處理時間；第二，針對出生次序與男孩偏好（son preference）以及生到

男孩即停止（boy stopping）做出整理與反省；第三，對於出生次序與生育率的各項研究提出統整

與反思。 

  

關鍵字：出生率、生育率、出生順序、人工智慧、系統性文獻探討 

發表人/ Presenter：張立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目/Title：風險社會下的反身性與次政治：論〈暫停大型人工智慧實驗的公開信〉和〈人工智

能風險聲明〉的跨國聯署 

 

摘要/Abstract： 

  自支援 40 種語言的 Chat GPT-3.5 在 2022 年上線，其一問一答在網上迅速流行，主流媒

體和社群媒體一直討論生成式人工智慧，為經濟、就業、教育、創作、翻譯和日常生活等帶來直

接或間接的影響。今年高盛集團和世界經濟論壇先後發表報告，預測將有以千萬至億計的職位被

機器取代，或會引致全世界大規模的失業潮。與此同時，來自美國的生命未來研究所和人工智能

安全中心先後發起跨國網上聯署都提及開發人工智慧技術的風險，前者有逾三萬人聯署，後者約

有六百專家聯署，又因為兩封信都由行內精英所加持，引來軒然大波。作為回應七大工業國組織

達成〈廣島 AI 進程〉，嘗試在今年底前定立人工智慧的國際監管標準。以下將引用紀登斯的反

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貝克的次政治（subpolitics）和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來分析

〈暫停大型人工智慧實驗的公開信〉和〈人工智能風險聲明〉。本文的目標是帶出三個思考：一

來說明民眾現時對人工智慧的恐懼乃反身性所致，二來指出兩次討論乃是世界風險社會下的次

政治事件，三來該持續觀察會否產生跨國的連結，以及改變現時的「國家—技術—經濟」系統和



角色。 

  

關鍵字：人工智慧、反身現代性、風險社會、次政治、科技與社會 

  



2-3-206 在地的公共參與 

主持人/ Chair：林祐聖 

評論人/ Discussant：彭保羅 

 

發表人/ Presenter：陳萬水 

題目/ Title：社區營造公民電廠：對嘉義大林明華社區再生能源合作社的研究 

 

摘要/ Abstract： 

  本文主旨在於探討什麼樣的再生能源發展方式，能使地方與綠能結合共存共榮，並將轉型過

程中所帶來的利益留在社區。2019 年嘉義縣大林鎮的明華社區成立了「責任有限大林公民電廠

生產合作社」這是台灣第一個以社造脈絡為基礎建立的能源生產合作社，我想透過對明華社區發

展協會參與者、地方組織的領導人或積極參與者、合作社成員及其他利益關係人、光電系統商等

人的訪談。去了解他們如何發展出能源生產合作社，包括經歷了哪些過程與挑戰，社區的主要動

能為何，過去的社區營造經驗提供了什麼條件與基礎？ 為何選擇合作社的組織型態？ 

  

  通過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本研究發現一、明華社區是一個以社區營造能源的案

例，既有社區營造的動能以及「四腳督」（社區發展協會、村里長、老人會、廟宇）之間的通力

合作提供了合作社得以成立的社會基礎；二、明華社區的能源合作社在上述脈絡中用自己的方式

將合作社模式運作起來，它的經濟領域的能源民主也因此富有獨特的在地脈絡。 

  

關鍵字：公民電廠、能源轉型、能源民主、能源合作社、社區營造 

發表人/ Presenter：柯亮宇 

題目/Title：馬祖難開講：在地公共討論發展的結構困境 

 

摘要/Abstract： 

  社會資本論認為，日常活絡的社區參與及頻繁的公共討論，是俗民學習成為公民、以社會信

任的基礎建立健全的公民社會，並穩固民主制度發展的關鍵。馬祖，一個距離台灣本島超過 200

公里、常住人口不及 10000人的群島縣市，擁有緊密的人際關係、活絡的社區參與，卻難以形成

就事論事、具課責性的公共討論空間。有研究指出，馬祖「極高密度與重疊度的人際網絡」造成

公共場域受損。這形成一個經驗與理論謎團，本文欲回答「社會關係緊密」的特質如何反過來導

致馬祖的公共討論受阻？結構條件限制公共討論的機制為何？在地公民又是如何應對？ 

  

  本文透過橫跨半年的田野觀察，與十餘位具公共事務經驗的在地公民進行深度訪談，指出馬

祖在人口與地理結構之下獨特的「五同關係」，加上過去嚴苛的軍事管制、地方自治層級過高等

制度因素，形塑出關係至上、行事保守、功利主義的社會邏輯，讓重視公益性、就事論事的公共

領域難以成型，反而在線上發展出一套匿名的、意識形態間互相攻訐的抱怨圈。 



  

  本文也指出世代因素的重要性。馬祖青年較具公民意識，卻面對來自親族與經濟結構條件的

限制，最後多半只能在離開故鄉或與利益結構妥協之間選擇，讓公共討論的環境難以隨著軍事管

制解除往正向發展。 

  

關鍵字：馬祖、社會資本、日常社會參與、公共討論、關係優位 

發表人/ Presenter：宋威穎（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題目/ Title：大學建置場域據點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以港區舊城 USR計畫為例 

 

摘要/ Abstract： 

  台中梧棲區位於台中海線地區，早年是一漁村聚落，曾以沿近海漁業、農業及貿易聞名，

隨著時代變遷，地方社區面臨社區高齡化與產業轉型等問題。近年雖有台中商港轉型、關連工

業區發展、三井 Outlet進駐、遠雄集團造鎮計畫等各類資源投入梧棲地方，但去脈絡化的資本

挹注，卻也衝擊傳統地方社區既有生活型態與環境。位於海線的弘光科技大學，近積極在海線

地區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為回應 USR核心價值「人才培力」與「在地連結」，學校 USR團隊搭

配市府社會住宅政策，進駐梧棲三民好宅之社會服務站，希冀以梧棲好宅社會服務站作為學校

在地社會實踐基地，導入學校專業知能與課程，回應地方需求，進而達到社區共榮、專業整合

及公私協力之核心價值。 

  

  學校經營地方社會實踐據點已有一段時間，是否如進入場域前之期許，有效提升師生在地

認同，以及居民對學校之認同，猶未可知。因此，本研究嘗試從參與式觀察、田野調查與訪談

過程，了解不同利害關係人對大學建置社會實踐據點對地方之影響，並據以提出相應之建議，

以作為後續推動大學推動社會責任實踐、促進地方發展之依據。 

  

關鍵字：大學社會責任、梧棲社會服務站、利害關係人 

發表人/ Presenter：Tadeusz Rudek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Huang, Hui-Tzu (Academia Sinica) 

題目/Title： Capturing (Un)Similar Perspectives. A Reflexive Public Reason for Energy Transition in 

Taiwan and China. 

 

摘要/Abstract： 

Today's societies,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urgently need mechanisms to deal 

with uncertainty. At the same time, global cris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require a unified global 

response. This requires at least a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a common future and how to achieve it, as 

well as tools for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ity of these mechanisms remains 

critical to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is possible. Our paper responds 

to the call for a diversification of perspectives on energy transitions and contributes to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and risk in public deliberation.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model 



of reflexive public reason (RPR)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ies 

related to the energy future. 

 

As a key country in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China offers a unique model for 

managing large-scale systemic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aiwan, the leading 

producer of semiconductor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ecuring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Its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situation has placed it at the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putes. In 

addition to natural hazards related to Taiwan's geology, soci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there are political tensions that make any transition path highly uncertain. As a result, decisions are 

made in a contingent and highly uncertain environment - making policy making akin to 'walking the 

crack'. 

 

We show that the model of RPR, which includes reflection on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STIs) 

and civic epistemologies, together with Beck's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s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how particular energy futures are imagined and selected. We also show the role that 

uncertainties and risks play in this process. As a result, we propose two models for dealing with 

uncertainties - Chinese and Taiwanese.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sources: legal documents 

and policies on energy transition issued between 2005 and 2020 in the PRC and Taiwan, 320 press 

articles, and 21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SSH and STEM researchers from the PRC and 

Taiwan. 

  



2-4-104 博碩士論文獎發表（二） 

主持人/ Chair：何明修 

 

發表人/ Presenter：吳明季（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題目/ Title：價值、參與和主權：台灣原住民部落發展實踐的三個面向 

 

摘要/ Abstract： 

  本論文是一本關於台灣東部花蓮奇美部落阿美族人的民族誌，探究 150 年來台灣原住民族

遭受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原住民主權如何遭受殖民打壓，但如何持續以原住民價值系統參與在資

本主義裡頭。這種出現於當代經濟系統的混種物（Latour），挑戰了現代性知識生產對原住民經

濟系統遭遇資本主義必然會解體轉型的預設。研究發現，儘管遭受殖民發展破壞（Escobar），原

住民主權和國家主權一樣具有建構性的面貌，可以透過基礎設施來調控生命權力，並具體化自身

的權力。在歷史上，奇美部落原住民主權在極端不對等的殖民權力關係中，依然可以透過水圳基

礎設施的掌控與國家主權無聲角力。另外，持續被制度性削弱的原住民價值系統，與削弱它們的

殖民主義結合資本主義所形成的掠奪結構（Coulthard）一樣，也具有建構性的面貌。這些建構性

的面貌構成奇美部落族人在特定時空脈絡下不斷演變的經濟實踐——包括農業經濟作物Mipaliw

（換工）的演變、都市工地板模 Mipaliw 的變種、與 21 世紀創造奇美部落經濟的內、外轉譯和

Marara（義務勞動）。這些混種物結構的生成，是透過一個轉譯（Tsing）的過程。「對內的轉譯」

是將主流社會的價值轉譯進在地的實踐；「對外的轉譯」是將原住民的價值和實踐，與國家、非

政府組織和企業界互動。並且透過不斷活化原住民價值系統的轉譯和經濟實踐，來維護原住民主

權。本民族誌採取批判地理學的觀點認真看待原住民價值系統的本體論，亦即強調一種深刻的歷

史性、制度化和受權力影響的本體論（Radcliffe）。這本民族誌的作者——我，是一名在地人類

學家，同時也是一名行動主義者。身為一位嫁入奇美部落的漢人女性，住在奇美部落生活和從事

社區工作已經將近二十年。最後，本研究呼籲建立一種方法論，亦即建立一種知識上與實踐上解

殖的倫理空間，讓更多人一起參與進來創造新的框架、關係與連結，持續建構和壯大原住民主權。 

  

關鍵詞：資本主義化、原住民主權、原住民價值系統、本體論、轉譯、裝配 

發表人/ Presenter：王安琪（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題目/Title：實踐「善終」：安寧照護的實作、預期工作與專門技能 

 

摘要/Abstract： 

  在死亡高度醫療化的脈絡下，人們如何實踐善終？從 1990 年代開始，台灣社會中多元行動

者不斷透過協商去界定什麼是善終，以及如何達到善終。安寧照護網絡在倡議新型態的善終扮演

重要的角色，除了主張避免無效醫療外，並透過緩和臨終者身心靈受苦的方式，讓末期病人能平

靜且自然死亡。安寧照護網絡所建立理想化且高標準的善終論述，強調人們預先做好醫療抉擇更

有機會獲得善終。然而實務上，末期病人要實現理想的善終，需要密集的照護工作支持。本研究



強調從照護實作的觀點，探討醫療專業與常民為了實踐善終，如何共同進行臨終照護。研究者為

了瞭解安寧照護網絡建構的善終論述內涵，以及行動者如何進行實際照護活動，在台灣北部一間

醫學中心的安寧病房進行一年期的田野觀察（2019 年底至 2020 年底），深度訪談 23 位安寧團

隊成員與 21位病患家屬，並且分析政府、專業組織、民間組織有關於安寧照護主題的文本。 

 

  本研究的具體發現與貢獻在於四個層面：一、凸顯安寧照護中耗費心力的隱形工作，包括預

期工作、舒適工作、情感工作，以及困難且複雜的專門技能。二、確立安寧照護的理想原本是貼

近照護的邏輯，然而現實中許多制度設計卻依循選擇的邏輯。如果只重視選擇的行動，將無法了

解照護過程中的複雜性。三、豐富對於預期工作的了解，特別是如何在病情快速變化的狀況下進

行預測、溝通與行動。臨終照護涉及三種時間框架：臨床性時間、社會性時間與組織性時間。安

寧團隊協調這三種時間框架，並縮減之間的落差。四、揭露臨終照護對於「家」的預設，善終論

述強調家庭與家空間的重要性，但較少呈現家屋作為照護的物質基礎，還有家戶作為經濟資源再

分配的單位。基於這些發現，本研究最後針對現行的安寧照護實作，提出政策規範的建議。 

發表人/ Presenter：陳亭穎（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題目/Title：能源轉型與文蛤養殖：雲林麥寮設置綠能發電設施之爭議 

 

摘要/Abstract： 

  自 2016 年蔡政府上任推動能源轉型，在全臺各地陸續爆發各種綠能衝突， 而這些爭議也

同樣發生在雲林麥寮。本研究以社區研究的取徑，以參與觀察、焦 點訪談與資料分析為方法，

探討麥寮鄉，特別是在海豐村和後安村這兩個養殖漁 業重要產地設置綠能發電設施發生的現象

及課題，包含:為何風機遭到地方居民 反對卻能夠設置?為何養殖業者不投入「漁電共生」，反倒

是將漁塭回填設置風 機?又為何他們認為在養殖池內架設光電板從事養殖是不可行?本研究透過

探 討設置綠能發電設施的問題，揭示綠能如何影響地方社會的既有秩序，並且以地 方居民與養

殖業者的視角，去理解當他們面對大範圍土地被劃定為設置綠能用地 時，究竟是如何設想綠能

設施的進駐。 

  

  研究發現，當前由綠電業者主導大規模開發的綠能進駐方式，形成了強力且活躍的政商利益

網絡，化解了設置綠能可能產生的社會衝突，是綠電得以設置的 關鍵因素;其次是設置法規是否

完善、基礎建設是否充分等制度因素。綠能確實 提供了欲退休或轉作的養殖戶將魚塭作為其他

用途的選項，然而這股合法卻不合 理的力量，卻也在欲將土地租給光電業者的地主與欲繼續從

事養殖的養殖戶兩類 群體間形成緊張關係。此種進駐方式日後可能會產生「排擠效應」、「連

帶效應」 與「轉作效應」三種發展導向，進而引發與政策預期相反的結果，即綠色能源不 但無

法幫助沿海漁村的轉型，甚至引導養殖業者棄養轉而種電。 

發表人/ Presenter：施又熙（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題目/Title： 轉型正義的傾斜：失語現象的移轉與被消失的失語者 

 

摘要/Abstract： 

  本文關注後威權時代失語現象由受難者及其後代移轉至執行者後代的現象，試圖爬梳失語



現象移轉與失語者集體消失所產生對臺灣的後續影響，以及這樣的影響是否對造成轉型正義的

傾斜？本研究以對執行者後代的深度訪談做為主要研究資料，文本資料與參與觀察為輔，並以

記憶研究、覺醒論述、轉型正義論點為理論概念探究失語現象形成的脈絡與因素。 

  

  第四章到第六章以實證資料詳述分析執行者後代失語現象的多元呈現，失語現象並非僅是

其字義上或病症式的詮釋，而是飽含了各種被忽略的失語條件。並且進一步指出失語現象背後

所隱含的，執行者後代在跨出原有社群疆域後所產生的覺醒衝擊，與原有社群間的衝突乃至於

情感與記憶的斷裂，以及難能被社會或其他社群所接納而導致的失語與在人群中隱身的舉措。

最後則說明執行者後代覺醒後，反身追問家族過程中看見的斷裂的記憶與無法成篇的歷史構築

現實，並從中看見臺灣長期以來的族群議題與轉型正義工程推進之難處。 

  

  本文的第七章則以記憶研究、覺醒論述與轉型正義論點來進行理論層次的分析，這是記憶

研究首次被運用在執行者後代的論述上，從中我們得以發現記憶策略難以使用在執行者後代的

社會類型中，無法成功形成一個新的我群概念，成為不存在於討論視野中的缺席者。此外，也

在該章節中扣問 DeGloma 的覺醒論述對於臺灣轉型正義工程中執行者後代的適用性，並提出新

觀點。 

  

  最後在結論中總結出失語現象的產生與失語者集體消失對臺灣產生的影響，包含有歷史真

相的不完整、族群議題加劇、同一歷史（one history）的不可得與轉型正義的傾斜，並且進一步

概念化「轉型正義的傾斜」。同時也提出在本研究中的限制與未來可繼續研究的方向。 

  

關鍵字：轉型正義、後威權、失語現象、執行者後代、集體記憶、覺醒論述 

  



2-4-105 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的思考、書寫和出版橫跨了 Covid-19疫情，

我們共同的行星記憶。這段記憶也彰顯出，人類世中潛藏的病毒世景況，在多重的不同

尺度之間的交織，是一個與蓋婭共舞、共構跨物種未來的過程。社會學理論中的尺度問

題變得更加複雜，但動態的社會新陳代謝早已橫切自然和人文生態的界線。 

  

  這本書是「後殖民系列」的第三部，呈顯出從分子轉向延伸到跨物種化成，通往更

多異質探索的旅途。每一章勾畫的都是這趟旅途的路線。第一章「在人類世，繪製分子

航圖」指出，分子化技術及所刻畫的世界圖像，直接間接地促成了我們生命直觀的突

變。第二章〈在生態世，越界化成政治〉思考我們做為生態化成的意義。第三章〈在殖

民世，勾畫複數時空〉商榷「殖」的多重時空意義。第四章〈在蓋婭中，行星情動軌

跡〉探問蓋婭的情動政治。第五章〈在病毒世，想像生命未來〉勾畫無所不在的延伸介

面和物質記號動態。 

 

主持人/ Chair：鄭如玉（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與談人/Panelist：曹家榮（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助理教授）、鄭如玉（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

教授） 

 

發表人/ Presenter：張君玫 

  



2-4-106 台灣的社會團結經濟運動（二）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本自組場次的主題是「台灣的社會團結經濟運動」，這是延續 2022年台灣社會學年學會「社

會團結經濟場次」的努力，透過處理不同主題的幾篇文章，繪製台灣社會團結經濟運動的軌跡、

刻劃其特殊性，並參與其願景共構。 

  

  本主題場次共有六篇文章，分成兩個子場次。第一個子場次，周睦怡的 Initiat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research 探討

各種大學社會實踐計畫透過大學-社區夥伴關係，如何促發社區的願景共構；余思賢和洪敬舒的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the Homeless: A Case 

Study of Wanderers’ Table以浪人食堂為例，檢視有些新興的「發展性社會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DSW）方法如何被應用在無家者的社會服務工作上，及其與社會團結經濟的重要關

聯；黃盈豪的 Care and Revitalisation of Tribal Communities: Dialogues between Productive Aging and 

the Solidarity Economy試圖從文健站專管中心的視角，依據輔導訪視經驗與文健站前線經驗作為

分析資料，觀察文健站除了主流長照相關服務的推動，如何面對部落照顧服務永續性的議題，是

否有發展出另類的服務模式及其他抵殖民在地經驗，聚焦在「生產性老化」和「團結經濟」的概

念，發掘文健站照顧服務結合部落產業或長者社會參與及經濟活動的在地經驗，推展「照顧創生」

的可能性。 

  

  第二個子場次，許甘霖的 Crafting synergistic embeddedness for sustainability: Lesson from 

Carpenter’s House Thrift Shop以木匠的家公益二手店為例，透過其鑲嵌性營運模式的分析，探討

木匠的家公益二手店如何透過創造各種社會交往關係而非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取得成本優勢，

他將這種營運策略稱為「綜效性鑲嵌」，認為對社會團結經濟事業有重要參考價值；房思宏的

Innovative Time Banking Practic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to SSE 透過兩個時間銀行的案例，檢視

這兩個時間銀行的機制如何重視參與者的價值並致力以創新方式滿足社區的多元需求，具有發

展出社會團結經濟的潛能；李俐慧的 Designing for homelessness beyond shelter: Assembling 

fragmented forms of life 是對一個大學工業設計學系設計實作課程的一個社會設計專案執行及設

計提案內容的反思。該專案在課程中引入街友的議題，讓學生透過文獻閱讀與實地田野調查的歷

程，引導學生發展出一些可以對街友提供行動棲身相關支援功能的可實踐設計。學生最終提出的

六個設計提案卻超越了課題原本的限定，揭示了街友棲身問題的多重面向。 

  

  這六篇文章預計以英文撰寫但以中文報告，六位將互為與談人。 

場次一（主持人：許甘霖） 

發表人 與談人 

Initiat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research 

周睦怡（海洋大學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房思宏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the 

Homeless: A Case Study of Wanderers’ Table 

余思賢（東吳社工系）、洪敬舒（社會團結經濟研究室） 

許甘霖 

Care and Revitalisation of Tribal Communities: Dialogues between Productive Aging 

and the Solidarity Economy 

黃盈豪（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李俐慧 

場次二（主持人 周睦怡） 

發表人 與談人 

Crafting synergistic embeddedness for sustainability: Lesson from Carpenter’s House 

Thrift Shop 

許甘霖（東海大學社會系） 

周睦怡 

Innovative Time Banking Practic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to SSE 

房思宏（台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 
余思賢 

Designing for homelessness beyond shelter: Assembling fragmented forms of life 

李俐慧（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 
黃盈豪 

 

主持人/ Chair：周睦怡 

 

發表人/ Presenter：Kanlin Hsu 

題目/ Title：Crafting Synergistic Embeddedness for Sustainability: Lesson from a thrift shop 

 

摘要/ Abstract： 

Under the trend of building a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in Taiwan’s context, a major challenge to 

charity organization has been how to transform from reliance on donation and subsidy into revenue for 

breakeven. The case of Carpenter’s House Thrift Shop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to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Though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enterprises have been characteristic of mor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embeddedness compared to for-profit enterprises, not all forms of embeddedness are 

proven to contribute to enterprise survival. Drawing on a Polanyian framework “embedded business 

model” which emphasizes on diversity of motives, plurality of mode of integration, and versatility of 

institutional form in economic transa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lative success of Carpenter’s 

Hous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a business strategy which might properly be called “synergistic 

embeddednes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paths for creating revenue and cost down, Carpenter’s House 

crafted various measures, including government commissioned project, industry-school cooperation, 

training and hir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eligious volunteering and so forth, contributive to achieve 

both financial and social objectives. Synergistic embeddedness describes cost advantages that enterprises 

obtain due not to their scale or scope of operation but specific forms of sociation.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successfully crafting synergistic embeddedness might be crucial for the survival of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enterprises. 

 

Keywords: embeddedness, social enterpris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thrift 

shop 

發表人/ Presenter：Szu-hung Fang 

題目/Title：Innovative Time Banking Practic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to SSE 

 

摘要/Abstract： 

Time bank/time banking is a mechanism in which various services are exchanged without the use 

of money. Theoretically, it can enhance reciprocity and cohesion in a community and it can also raise 

participants’ self-esteem and social capital. Nevertheless,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to promote time 

banking in Taiwan after nearly three decad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ime banking, th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two case studies dealt with in this paper, 

one in Keelung and one in Kaohsiung, were conducted by the author in the course of different research 

project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author had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initiators of these 

two cases promoted their time banking project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initiators in both cases have don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core needs of each community, and have developed innova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ime banking and 

fulfill community needs. Although both cases do not identify themselves as a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their practices have elaborated alternative ways in which the role of the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are critically reflecte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 

time banking mechanism that takes each participant’s value into account and seeks plural and alternative 

ways to fulfill community needs has the potential to develop a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Keywords: Time banking, alternative economy, reciprocity, community  

發表人/ Presenter：Li-hui Lee 

題目/Title：Designing for homelessness beyond shelter: Assembling fragmented forms of life 

 

摘要/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a social design project conducted in the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of a 

university. The project involved third-year students in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course, who addressed 

the issue of homelessnes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y aimed to develop 

practical designs for the homeless population. Initially focused on a "Mobile Sheltering Vehicle," the 

students' six design proposals went beyond the initial scope, exploring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food, 

clothing, shelter, public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for the homeles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social designs," providing progressive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homelessness. It reviews the project's objectives, execution process, and 

analyzes students' design thinking and responses. Ultimately, the study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urban space design and public policies concerning homelessness. 

 

Keywords: social design, homeless population, forms of life, urban space design 

  



2-4-112 運動社會學：全球化、國際遷移、民族認同與性別 

 

主持人/ Chair：韋岱思（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評論人/ Discussant：劉昌德（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發表人/ Presenter：姜穎（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題目/ Title：男性氣概的習得與轉化：臺灣 Spornosexual的實踐與詮釋 

 

摘要/ Abstract： 

  19 世紀中期後，運動即是西方社會重要的男性氣概生成場域，並與強迫異性戀機制、霸權

式男性氣概構連。當霸權式男性氣概面臨各種危機與挑戰，運動場域中的男性氣概策略性地協商

出多元、複數的樣貌，近來運動社會學界亦呼籲跨文化之男性研究的開展。英國文化評論者 Mark 

Simpson 於 2014 年提出 Spornosexual 的概念，描述當代充斥大眾媒體與社交媒體的全新男性氣

概典範，融合了運動（sporty）、情色（porny）充滿肌肉線條的理想型男性氣概。本研究即是企

圖探究臺灣 Spornosexual男性氣概的社交媒體實踐與在地化意義；梳理健身男人如何順應、協商

或批判這個男性氣概典範。研究深度訪談 10位，以健身為主題經營社交媒體的臺灣順性別男子，

關切臺灣男人休閒運動的社交媒體自我再現與男性氣概展演。 

  

關鍵字：男性研究、運動社會學、運動情慾男性氣概 

發表人/ Presenter：陳子軒（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題目/Title：台灣運動場域中的「外人」- 1949年以來的流變與辯證 

 

摘要/Abstract： 

  本研究針對 1949年以來台灣運動場上或場邊的「外人」樣貌進行史料蒐集與論述分析，並

據此資料將此現象歷史分期為三階段：一、反共的黨國時期(1949-1987)，二、解嚴後的曖昧期

(1987-2000)，以及三、台灣本土意識覺醒的全球化時期(2001迄今)。以此三段分期為經，並以

外籍教練、華人(裔)以及「洋將」等三類外人為緯，切分出不同時期下、不同性質外人的樣

貌。第一階段，國民政府以中華民國正統自居的意識形態，政治意味模糊的「華人」一詞，從

血緣或是文化論述中蔓延，而「外人」也以開拓者與進步的驅動力之姿，進入台灣的運動場

域，他們以教練或顧問的身分，出於宗教、外交、經濟、或傳佈運動來台，成為台灣被成功整

合至西方現代性的運動體系中的見證。第二階段亦即解嚴後，兩岸關係解凍，經濟快速成長，

國族論述之外的職業運動於 1990年代開始進入市民社會，突破了國族認同作為運動論述的唯一

框架，自此之後，「洋將」成為台灣運動場域熟悉但卻更迭頻繁到模糊的臉孔。此時期兩岸關

係解凍，華人的論述在運動場上的雙向流動下更加曖昧。第三階段，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雙重作

用力更加劇烈，外籍球員更普遍存在於各項運動場域，另一方面，國際新自由主義氛圍之下，

運動員的轉籍成為常態，身份認同越趨多元與複雜。「外人」與台灣運動，正凸顯了台灣在過

去七十餘年間，各個時代轉折的身份認同，未來這樣的流動趨勢只會更加快速，三個時代下的

三種身分的外人，只是如此理想型的分類及論辯，未來，台灣將迎來更加多元、複雜的運動身



份認同型態與實踐方式。  

  

關鍵字: 運動國族主義、全球化、外籍球員、身份認同 

發表人/ Presenter：Daniel Yu-Kuei Sun 孫又揆 

題目/Title：國際賽會、國族主義與跨國性：從 2022北京冬奧看「國族」的彈性與流動性 

 

摘要/Abstract： 

  在 2022年二月在中國北京舉辦的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歐美媒體關注的焦點除

了主辦單位因應新冠疫情採取的種種極端防護措施外，就屬代表中國參賽、奪得兩面金牌、一

面銀牌的中美混血滑雪選手谷愛凌（Eileen Gu）。當時年僅十八歲的谷愛凌，在賽會展開之前

就因為她的國籍問題，和美、中的緊張關係，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與討論。為了回答媒體的追

問，谷用「當我在美國時，我是美國人。但當我在中國時，我是中國人」這樣的回答模糊處

理，意圖淡化她在特殊的地緣政治氛圍下的尷尬，也迴避是否為了代表中國參賽，而依規定放

棄美國國籍的尖銳提問。另外，同樣參與北京冬奧的中國男子冰球代表隊，則是大量招募了來

自俄羅斯、加拿大、美國等冰球盛行國家的選手加入國家隊。這些「中國隊」選手，與中國沒

有任何血緣或文化上的連結，之所以在國際賽會上穿上中國隊的球衣，是為了填補中國本土極

度缺乏符合奧運水準的冰球選手的事實。但這樣的作法，顯然與傳統上「運動」作為「國族榮

光」和「民族認同」的投射場域，有了相當不同的詮釋與發展。本論文將就這兩個例子，以

「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和人類學家王愛華（Aihwa Ong）的「彈性公民權」（flexible 

citizenship）觀點，接合北京冬奧的政治脈絡，探討運動場上的國族認同流變。 

發表人/ Presenter：Thijs A. Velem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題目/Title：The global migration system in professional football between 2006 and 2022 

 

摘要/Abstract： 

How are the global migration flows of male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s structured? Three theories 

to explain patterns in global migration flows have been put forward by sociologists. Migration flows are 

theorized to be structured either by cultural-linguistic similarities between countries, by global value-

added chain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economic and sporting differentials between countries, or by 

geographical distances and shared borders between countries. However, so far, sport sociologists base 

their theories not on analyses of the migration flows of players, but rather on inferences from examining 

stocks of players in a limited number of countries. As a result, whether these theories provide an accurate 

depiction of the structural factors shaping football’s global migration system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matters, because it would give sport sociologists a more precis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macro-level factors that shape the micro-level migration decisions of individual 

football player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global transfer network consis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of male football players between 1700 professional clubs worldwide with methods developed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how between-country migration flows are not so 

much structured by socio-cultural similarities between countries nor by global value-added chains 

constructing structural hierarchies among countries, but rather by geographical distances and shared 

borders between countries. This means that because the capabilities of clubs to scout worldwide are 

limited, geographical distances are a key factor underpinning the macro-level structure shaping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individual players. 

  



2-4-113 經濟社會學（四）：金融 

場次簡介/ Description：  

   

此場次主題將討論金融市場中影響人們生活的各種新媒介與工具，包括金融市場中區分資

訊與噪音的溝通行動如何形成？以演算法為媒介的智能溝通以及社會條件如何形成？另外，也

將討論最近快速崛起的商品貸款金融技術。 

 

  資訊與噪音如何產生影響投資者的決策，新的智能溝通產生出虛擬的使用者，新的貸款技

術擴散到經濟資本較弱的使用者，幾乎是全面性的影響著這個社會。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金融與

人工智能工具出發，探索這些以往沒被注意的主題，並提出我們初步的看法，希望引起更多討

論。 

 

主持人/ Chair：吳宗昇 

 

發表人/ Presenter：黃義傑（輔大社會系碩士） 

題目/ Title：充滿噪音的市場與演算的交易 

 

摘要/ Abstract： 

  在專業的金融交易中,交易者面對市場中各種訊息,必須要從這些訊息中找出可能帶來獲利的

訊息,Fischer Black(1986)將其稱為金融市場中的「資訊」,而那些可能無法帶來獲利的訊息,Fischer 

Black則稱為金融市場中的「噪音」。一般普遍也會將資訊視為正確的訊息,噪音則為錯誤的訊息。

以 Luhmann 的系統理論來看的話,噪音之所以是噪音並非是因為它可能無法帶來獲利,或它是錯

誤的,資訊之所以是資訊也並非因為它可能帶來獲利,或是其訊息內容是正確的,資訊與噪音沒有

本質上的不同,而是一組區分的兩邊,資訊藉由與那些被區別為非資訊的噪音區別開來,才能指認

什麼是資訊,反之,噪音也是由同樣的方式被指認出來。當交易者觀察到資訊與噪音是一組區分,沒

有本質上的不同,便會進一步發現任何市場中的訊息,即市場中的價格或數據皆有可能是資訊或噪

音,陷入無法區分資訊與噪音的弔詭。但這組區分的弔詭以及去弔詭也成了這組區分得以繼續運

作的可能性,使得交易者可以藉由歷史資料的回測及獲利期望值的計算不斷的暫時區分出資訊與

噪音,而不至於因為無法區分導致交易中斷,形成演算的交易。這個陷入弔詭及去弔詭的過程是將

無可規定的亂度轉化成可過程化的亂度,也是金融交易的社會性所在。 

 

關鍵詞:噪音、系統理論、區分、弔詭 

發表人/ Presenter：吳宗昇（輔大社會系副教授） 

題目/Title：萬物皆可貸：車貸、商品貸的技術崛起與其社會衝擊 

 



摘要/Abstract： 

  本文將討論近期在台灣大量發生並且迅速崛起擴大規模的車貸、商品貸款等現象，並分析

這些金融貸款技術在社會層面的影響。車貸、商品貸等分期付款模式，是發展已久的金融技

術，但在現代社會中，配合資訊管理、手機 App、線上交易等系統成熟後，租賃公司迅速將此

項交易規模擴大，讓原本屬於商業領域的買賣契約分期付款，蠶食原本消費金融貸款市場。這

種貸款具有幾項特徵：（1）高利息，介於高利罪的上限；（2）過度放款，老舊機車市價不到

1萬，卻可貸出二十萬的高額資金；（3）「假買賣，真貸款」，利用層層外包技術，創造買賣

合約，甚至用照片拍下電器照片，幾個小時內無實際買賣就可貸款，也規避消債條例的規範；

（4）善於利用司法資源，使用本票及擔保品等項目，讓法院成為催收或強制執行的工具；

（5）灰色產業體系運作，從上市櫃公司到路邊的車行，形成綿密的放貸體系，並讓部分詐騙集

團利用此便利特性讓受騙者快速取得金錢。 

  

  本研究使用質化研究方法，經過半年追蹤數十位貸款人，並分析其貸款起因、合約文件、

貸款過程以及還款條件等資料，描繪出基本圖像。此類貸款族群往往在經歷銀行信用貸款、親

友借貸、當鋪等各種手段後，將汽機車或假買賣貸款當成最後的資金取得方式。然而，此類資

金融通方式目前並沒有清楚法律規範，其催討手段和不合理合約，使得債務人不得不透其他管

道再次「借新債、還舊債」，因此產生債務人的心理恐慌、生活壓迫和人際網絡斷裂，對其家

庭產生難以挽回的傷害。 

  

關鍵字：車貸、商品貸、假買賣真貸款、金融技術、社會衝擊 

發表人/ Presenter：史旻玠（清華大學社會學所碩士）、黃義傑（輔仁大學社會系碩士）題目

/Title：智能溝通如何可能:智能演算系統之假定 

 

摘要/Abstract： 

  2022 年 11 月,OpenAI 研發出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 chatGPT,它所帶來的 AI 浪潮,似乎不亞於 

數位化關鍵技術之發展(如網路、iphone等)。本文從魯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出發, 探問

社會如何處理數位化之劇變,並大膽的假設一個次系統的出現,專門處理魯曼所謂現代 社會的固

有值「偶連」。偶連意味著非必然也絕非不可能,而這個概念是 Parsons建構社會理 論的基礎,即

個人在互動中面臨的雙重偶連性。埃琳娜(Elena Esposito)將此概念應用在使用 者和演算法所參

與的溝通之中,指出了溝通建構出「虛擬的偶連(Artificial Contingency)」,一 個他者的互動對象,並

預期能獲得"有效但非預期的"回應。關於數位化和演算法機器,她和魯 曼另一位學生貝克(Dirk 

Beacker)指出,數位生產並無法反饋到自己身上,因為數位編碼對演 算自身來說並不具備「社會意

義」,無法茁生成自我再製之系統。貝克則進一步認為數位化媒 介導致了一種以複雜性為特徵的

全面性文化形式。這些都立基於人們對演算法機器以及人工 智慧有著太多未知,它就像黑洞般,

吸納所有事物再灑向到社會,像宇宙大爆炸般讓人不知所 措。從社會現象出發,演算法的發展似

乎沒有如千禧年來的另社會恐慌,但為何在 ChatGTP 後 ,大眾才把目光集中在人工智慧的發展?

本文做了一個理論上的假設,即數位化的演算並不 只有社會面向的意義消解(因而對社會更複雜),

在時間面向上,已有專門處理偶連,透過互動 情境去弔詭的系統,因而在時間面向上掩蓋了偶連性



公式之弔詭。也因此我們還來得及以社 會學的角度,提問「下一個社會」之可能性。 

 

關鍵字:人工智慧、系統理論、偶連、複雜性、ChatGTP、虛擬的偶連、智能演算系統 

  



2-4-202 生命歷程 

 

主持人/ Chair：吳齊殷 

評論人/ Discussant：翁康容 

 

發表人/ Presenter：Meng-Jung Lin 林孟瑢 

題目/ Title：Partnership Trajectories, Genes, and Well-being in Early to Middle Adulthood 

 

摘要/ Abstract： 

Romantic relationship is important to th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Marriage is said to protect 

ones’ health while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can be harmful. However,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benefits of marriage and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divorce are due to selection remains debatable. 

Besides,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examine relationships using life events, such as marriage and divorce, 

which may not provide a full picture of the story. By adopting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using 

sequence analysis, and considering both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genetic components, this study 

aim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o has what partnership trajectories? 2. Considering 

genetic predisposition, do partnership trajectories affect well-being later in life? Also, how do 

partnership trajectories mitigate or amplify the effects of the genetic component on well-being?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data from Add Health and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HRS show that: Firstly, by adding genetics into the sociological studies on 

partnership trajectory, this study shows the influences of genetic predisposition and social factors on 

individual’s relationship patterns and overall trajectory. Secondly, not only does partnership trajectory 

correlate with later life well-being, the trajectory can even amplify the effects of genetic predisposition. 

The divorced and re-married and the widowed and re-married women are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this. 

Results support 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framework where the past experiences and 

events accumulate and affect later outcomes. In addition, the gene-trajectory interaction also suggests 

that the diathesis-stress model is at work. To sum, this study shows how social and genetics together 

influences individual’s life, and how the social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or social norm of partnership 

protect or hurt individuals by heightened the influences of genetic predisposition. 

  

Keywords: Partnership Trajectory,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Sequence Analysis, Polygenic 

Score, Well-Being 

發表人/ Presenter：林穎玉 

題目/Title：柬埔寨暨東南亞詐騙案及人口販運被害者生命史 

 

摘要/Abstract： 

  本文以 2022 年爆發的「柬埔寨詐騙案」為題，展開兩個方向的研究。其一是以國際救援隊



第一手資料、國內司法文件等檔案作為研究素材，釐清新聞媒體未能完整呈現之事件樣貌；其次

是以生命史（life history）作為方法，深入訪談本案當事人，縱時性梳理個人生命歷程中處境與

能動（agency）的關係。 

  

  透過與國際救援隊共同建立收案資料庫，本研究對於媒體報導「柬埔寨詐騙案」有不同理解。

台灣人在東南亞從事詐騙工作並非新聞，去年大規模的人身監禁、虐待以及人口販運實則是受到

疫情、中國打擊境外詐騙等因素改變了原先穩定的「詐騙園區生態」。人力短缺使詐騙集團或利

誘、或拐騙，甚至直接將人綁架出國；而所謂的「被害者」則對於出國從事詐騙存在知情光譜的

落差，並非皆受「海外、高薪」所誘騙。許多人略知即將從事灰色產業，然而即便是自願前往從

事詐騙的個案也沒有料到處境會如此險惡，大環境變化使得園區秩序極不穩定，因而需要高壓控

管。另外，不管是因為何種原因出國，絕大多數個案原先的生活皆存在層面不同、深淺不一的脆

弱處境，他們是台灣社會灰色的一面，是一群長期遊走在風險邊緣的「掉隊者」，因而比一般人

更容易成為詐騙集團的目標——一種「有價值的脆弱」。 

  

關鍵字：詐騙、人口販運、社會排除、結構性脆弱、生命史 

發表人/ Presenter：黃宇弘（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目/Title：重探近代臺灣勞動者的職涯流動軌跡：從生命歷程觀點的社會流動分析，1955-2017 

 

摘要/Abstract： 

  對於關注勞動市場變化的學者與政策研究者而言，自雇者（self-employment）在經濟活動的

發展趨勢一直是值得關切的議題。參考古典社會學的論述，馬克思與韋伯不約而同地認定生產資

本將往大型企業集中，自雇者與小型企業也將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沒落。然而，臺灣的經濟發

展過程曾於 1970 年代出現受雇者藉由創業成為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的「黑手變頭家」現象；即使

自雇者近年呈現下降趨勢，但至 2017 年，自營作業者的比例仍穩定在 10%以上，代表在當代經

濟活動中仍有一定的位置。相較於過去研究大多採用「單一轉換時點」分析模式，比較雇用身份

在兩個時間點的變化，本研究使用 2017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蒐集的工作史資料，從成

長曲線模型描繪最初分別屬於受雇者、自營作業者、雇主等等不同身份的受訪者，各個群體的世

代內職涯流動軌跡之職業聲望(SIOPS)變化。成長曲線模型可以掌握長期時間發展的過程，分析

進入勞動市場起點的狀態、職業聲望的變動速率、和發生變動所需要的時間，完整描繪受訪者的

職業生涯轉變圖像。藉由呈現完整的職涯轉變樣貌，本研究預期可以分析臺灣社會的不平等持續

狀況，探討最初屬於不同階級位置的受訪者，彼此職涯發展的差異歷程。特別是對於自雇者而言，

是否仍持續存在職涯成長的機會。 

  

關鍵詞：社會階層化、職涯流動、自營作業者、成長曲線模型、職業聲望 

發表人/ Presenter：張榮富（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教授）、洪曉茹（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研究生）、蔡文晏（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研究生）、陳思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研究生） 

題目/Title：用台灣樣本檢驗身高與身材對所得的影響：以年齡及教育程度分 



 

摘要/Abstract： 

  容貌較佳者薪資較高，此現象被稱為「美麗津貼」。近期國內學者以中國婚友網站高學歷男

女的研究顯示，個人身高與身材(BMI)對所得有明顯的影響。本研究延伸上述研究並補其不足，

特點是以臺灣婚友網站男女為樣本、區分大學及高中職學歷及高低(40 及 30 歲)年齡層，共四組

比較。男性身高由 160 至 182 公分，女性身高由 153 至 172 公分，各分 22 與 19 組，BMI 皆由

「16」至「31」分為 16組。研究結果顯示：(1) 就身高的美麗津貼而言，男性不論高低學歷組，

不論高低年齡組，身高對其自身所得皆顯著正向相關，換言之身高愈高者所得愈高。女性則出呼

意外的，僅年輕大學組的身高對其所得有顯著正向相關。(2) 就身材(BMI)的美麗津貼而言，男性

無論年齡與學歷，自身所得最高峰為 BMI等於 25或 28（視組別而定），換言之 BMI與所得為

「倒 V 型」的關係。女性不論低或高學歷組，只要是年長組則 BMI 與所得就是顯著負向關係。

出呼意外的是，年輕組不存在顯著負相關。（3）本研究與一般印象不同之處有兩點。第一，男

性比女性更普遍存在身高與身材的美麗津貼。第二，大學女性比高中職女性更有身高上的美麗津

貼，年長女性比年輕女性更有身材上的美麗津貼。 

  

關鍵詞： 美麗津貼 、男女、身高、BMI、對所得 

  



2-4-205 世代與遷徙 

 

主持人/ Chair：胡力中 

評論人/ Discussant：顏詩耕（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發表人/ Presenter：顏詩耕（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題目/ Title：台灣大遷移：兩個世代的遷移經驗 

 

摘要/ Abstract： 

  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台灣島內出現數波大規模人口流動，許多年輕勞動人口離開中、南

部農村，尋求北部或南部的就業機會；隨著產業結構轉型與變遷，第二級產業工作機會流失，部

分中壯年遷移者選擇返回中、南部家鄉，結束離鄉生涯（林季平 2005）。過去雖已有許多研究

指出不同時期的台灣島內遷移方向，以及遷移者的社會人口特質（如洪嘉瑜、銀慶貞 2008），

但甚少研究從世代的角度出發，觀察出生在 1950至 1970年代、深刻參與台灣大規模人口流動之

行動者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遷移經驗。本研究合併 1984 年第一期至 2020 年第八期臺灣社會變

遷基本調查綜合問卷組資料，捕捉 1950-1964、1965-1979 兩出生世代在其 20 至 55 歲勞動年齡

的遷移經驗。邏輯迴歸模型的結果指出，1950-1964世代未住在 15歲以前成長的縣市、具遷移者

身分的傾向隨年齡提高，特別是成長於雲嘉南地區；相反地，1965-1979世代具遷移者身分的可

能性則在 45 歲後逐步下降，尤其是中彰投、宜花東地區。這樣的分析顯示前一世代持續離鄉，

以及後一世代的返鄉傾向。這樣的趨勢因個人性別、教育程度而有所不同。例如，1950-1964世

代成長於桃竹苗地區男性離鄉傾向增加幅度遠低於女性；此外，1965-1979世代雲嘉南、高高屏、

宜花東男性離鄉傾向仍隨年齡提高而非降低。教育程度方面，1965-1979世代成長於北北基或高

高屏地區且教育程度為國中及以下在其年紀較輕階段便傾向結束遷移狀態。本分析勾勒出台灣

人口流動的複雜樣貌。 

  

關鍵字：國內遷移、遷移篩選、世代 

發表人/ Presenter：Fang-Yi H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Chung-Yang 

Yeh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Jia Ying Lee (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olicy 

Sciences, Yuan Ze University) 

題目/Title：Gender pension gaps in Taiwan: does cohort matter 

 

摘要/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ender disparity in pension systems in Taiwan in past decades, applying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Proliferated literature found that interruptions in women's careers, primarily 

due to caregiving responsibilities, result in reduced pension benefits during their later years. The 

prevailing male-oriented Taiwanese labor market further compounds these gender inequalities, 

indicating that disparities are largely rooted in employment conditions. Taiwan's social insurance 



pension system has promoted greater gender equality over recent decade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a 

decrease in gender pension gaps, particularly in younger cohorts, include an increase in women'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a rise i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and a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Despite 

these improvements, significant obstacles persist. The entrenched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persistent gender wage gaps, and prevailing gender stereotypes in the labor market continue to impact 

Taiwanese society. These factors imply that gender pension gaps may have remained substantial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study is funded by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o. 

112-2410-H-031-082-). Utilizing Taiwan data (2007, 2010, 2013, 2016 waves) from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atabase and applying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our findings affirm that while gender 

pension gaps in younger cohorts are less than in older ones in Taiwan, overall, gender pension gaps 

remain significant acros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pension schemes. Therefore, to effectively address 

gender inequalities, the design of pension systems needs meticulous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 by policymakers. 

  

Keywords: Gender, Pension, Taiwan 

發表人/ Presenter：鄭皓駿 

題目/Title：The Variability of Age at First Marriage across Birth Cohorts and Education Levels: The 

Case of Taiwan 

 

摘要/Abstract： 

The variability of age at first marriage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tandardization of life course and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rriage in recent decades. Previous studies, based on Western societies, 

suggest a more dispersed variability in recent cohorts. However, despite the rise in women’s education, 

the universal ideology of formal marriage, the powerful link between formal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and collectivism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may constrain variability in marriage timing. In addition, women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experience different life course sequenc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marriage, leading to heterogeneous changes in the variability. Using the Women’s Marriage, Fertility, 

and Employment Survey in Taiwan,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representative case of changing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behaviors in East Asia.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ability among women without a high 

school degree has become more dispersed in more recent birth cohorts. In contrast, the variability of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highly educated women has remained consistent. The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became more salient in recent cohorts, especially in women born after 1960.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n how the life course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have diverged across education levels 

over birth cohorts in East Asia. 

  

Keywords: Variability of Age, First Marriage, Life Course, Taiwan, East Asia   



2-4-206 親密關係 

 

主持人/ Chair：梁展章 

評論人/ Discussant：巫麗雪 

 

發表人/ Presenter：蔡炘霓（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學生）、吳金春（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副教授）、范筑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學

生）、曾郁芩（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學生） 

題目/ Title：暈船特徵研究 

 

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探討大眾對於暈船的定義為何，並探究受試者與暈船對象是透過線上遊戲或是交友

軟體認識的關聯性，分析不同性別對於暈船象徵的定義是否存在差異，以及不同的暈船特徵是否

存在認同差異。本研究採線上匿名問卷調查法與滾雪球抽樣法，將性別分為男性、女性與第三性，

樣本共計 346人。研究結果發現：一、交叉表的分析結果顯示越會因線上遊戲認識暈船對象的人

也就越會因交友軟體認識暈船對象。可能的原因為線上遊戲及交友軟體皆屬於虛擬世界領域，他

們能夠接受以線上遊戲方式認識暈船對象，也就越不排斥透過交友軟體認識暈船對象。二、獨立

樣本 t檢定的結果顯示，平均而言，女生比男生更相信星座或玄學方面的分析，且認同關注雙方

的配對指數是暈船的特徵之一。可能是在雙方尚未進一步熟悉彼此的情況下，女生比男生更會透

過星座或玄學方面的資訊搜集與分析，來解析雙方未來的可能性，也使得此一行為被認定為暈船

特徵之一。三、成對樣本 t檢定的結果顯示，平均而言，和期待每一次見面是暈船特徵相比，樣

本更認同見到對方會心情愉悅是暈船的特徵。可能因為實際見面的情緒波動比期待見面大，所以

後者的平均數才會高於前者。本研究限制為樣本的多元性不足，建議未來研究就可以補足此缺失。

再者，網路虛擬世界已漸成為社交主流之一，網路交友相關研究應多著墨。 

  

關鍵詞：暈船、虛擬世界、感情、網路交友 

發表人/ Presenter：蔡秉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題目/Title：內在經驗的理性踰越：「暈船」的社會學意義 

 

摘要/Abstract： 

  「暈船」一詞起初是與性產業中「下海」的汪洋意象相關，指涉尋求性服務的顧客發生關係

後的過度眷戀，是由內化的社會規範與劇烈的愛戀情愫交織的情感。隨著當代社會制度的自由化

以及網路媒介的普遍化，暈船跨越了現代性以具體肉身為媒介的愛情環境，轉向心理化卻愈加可

經驗於大眾生活。本文旨在詮釋和解釋，暈船主體自我規訓的理性秩序與反理性的愛戀情感如何

相互箝制，孕生其獨特樣貌。 

  

  表面觀之，暈船現象是主體被特定他者的片斷符號吸引後的單向陷溺。進一步說，正因網路

時代戀愛市場的無限選擇使主體陷入過多自由的不確定性，行動的代價過高且對自身亦難有價



值判斷的定論，使得個人寧可自身苦守於社群媒體暈船也不改變現況。再者，由於暈船情感被未

知性籠罩且缺乏表達的正當性基礎，使關係共識和協商的客觀可能也被隔絕於心靈之外。於是，

暈船的狀態僅能以接近幻覺（illusion）的方式來體驗，呈現為感情的無目的耗費。參照理論而言，

紀登思（Anthony Giddens）、伊露斯（Eva Illouz）與韓炳哲三人分別提點愛情所置身的社會環

境，是根基於理性社會的制度自由與消費市場的商品形式，進而一致宣稱主體的愛情想像力正在

消亡。但若如此理解，暈船的現象也將被逐出於愛情域外。與理性化觀點對反，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好似預先刻劃了當代社會的暈船狀態作為內在經驗，深掘表面無用性下的神聖價值。在

理論視域的交互辯證下，本文旨在超越非此即彼的愛情社會學立場，描述暈船介於理性和激情之

間的弔詭性。本文意圖論證，暈船現象的當代意義不單純是逃離理性社會、投向神聖愛情：與其

說它是異化社會的愛情匱乏病徵，毋寧說是奇異社會下的另類愛情實踐。 

  

關鍵字：暈船、制度自由、內在經驗、現代性、神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