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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社會學專題： 

臺灣社會學發展史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Fall, 2010 

Wednesday 9:10-12:00 

 

授課教師：黃崇憲 

上課時間：星期三 9：10AM-12：00PM 

聯絡電話：（04）23590121 轉 36313 

電子郵件：momo@thu.edu.tw   

約見時間／地點：週二～週三，上午 7:30~8:30／東海大學丹堤咖啡館（請事先約定） 

辦 公 室：SS539 

 

「學術的『本土化』必須是從研究者自身的自覺與自省開始。他首先要求研究者對其自己的身弖

狀態有所自省瞭解。…身弖狀態在此指涉應當更廣闊，他包含對其背後所賴的哲學人類學上的存

有論預設與認識論基礎，從事自我披露與反省。這是一個人對自己從事自我剖析最徹底的作法，

也正是『本土化』最根本、徹底的做法。在此要件之下，『本土化』因而是研究者如何以自己自

覺之身弖狀態來轉化地理解、詮釋、運用外來，尤其本土已有之知識傳統和認知思考模式，並能

掌握處之時空意義，以創造新論述，並使之生根、發芽、茁壯、開花、結果，而再繁殖。」   

---- 葉啟政 

 

「我們不但要意識到西方社會科學所作的詮釋是從何種歷史於文化的觀點，或某種的意識型態出

發，更要進一步對於我們自身的歷史文化傳承也作一批判，透過這種雙重詮釋、雙重的批判之後，

我們方有可能在意義的層次上與西方的社會科學作真正的會通。」  

 

---- 高承恕 

 

「作為一個研究台灣社會學的『台灣』社會學家，最大的願望是能回答台灣社會學是一個什麼樣

的社會？」（即進一步：「台灣社會有什麼特殊性？」）這個大哉問。而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則

時時刻刻以理論的創新為努力的目標。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可以區辨三個層次。首先是精確地

掌握到台灣社會運作的機制，其次是指出台灣社會的特殊性，第三則是社會學理論的創新。------

唯有對台灣社會之特殊性的掌握，才可能有理論的創新。------「台灣味」與「理論的創新」是不

分的。從而這條學術之路，也就十分漫長。路越走越遠，我的弖沒有回程。」     

      

---- 謝國雄 

 

mailto:momo@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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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的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於從知識社會學的進路，有系統地回顧，台灣自二戰後社會學

發展的歷史，並以「本土化的焦慮」作為後設性的置疑架構來統攝整個課程。在本課程

中所謂知識社會學的取徑，採用的是 Alvin Gouldner ”sociology of sociology”（社會學的

社會學）式的知識份子自我反省的知識社會學。以「社會學的社會學」進路來探討台灣

社會學的發展史，即是把「社會學」瞭解「社會」的知識技藝，「反身性」地用在檢視「台

灣社會學發展史」歷史社會現象，也就是社會學的「自我涉入」與「觀其自己」，以期迸

生出有「自我反身性」意義的知識社會學意涵。 

 

事實上，台灣作為一個學術後進國，社會學本來就是十足的「舶來品」，長期以來亦

步亦趨地緊隨著西方社會學的腳步（特別是美國）。就像台灣的經濟發展以一邊陲國依賴

發展模式，而被整編入全球世界分工體系中，成為代工王國的原始積累般的邊陲發展。

不可諱言地，回溯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乃是一面倒地追隨西方社會學的學術風潮，由結構

功能論、Weber 研究、Marxism、世界體系論、Frankfurt School 批判理論、年鑑學派、結

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文化研究而至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等。 

 

然至 80 年代以來，本土化一直是學術社群的重要議題，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的社會學

家，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嚴肅以對地去批判和反省西方知識長期的壟斷性權力，從而

以一種具主體性的方式來認識自己、認識所身處的社會。我們該認真檢討「本土化」的

價值與理論意涵為何，提出知識社會學對於台灣社會學發展史的流變，並進行系統性的

回顧，去探討整個台灣社會學學術社群及體制的建制化過程（如國科會研究的申請審核、

教育部評鑑制度、TSSCI 的學術判準等），以及其中必然牽涉到的學術利益分配問題。社

會學知識的繼受、生產、傳播、獎酬、正典化、知識社群的規範、權力與資源競爭，和

知識的再生產，凡此皆構成 Bourdieu 意義下的「場域」，此場域的系統性分析也是本課程

的重要教學目標之一。 

 

➵課程設計 

為了培養社會學者養成歷史的視野與對自己社會文化的敏感，並對既有的學術研究

成果能有所傳承和累積，本課程以《群學爭鳴》一書作為主要的討論對象，除每週討論

一個社會學的分支領域之外，也將佐以一則個案的實例研究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並在課

堂最後三週，分別討論三個研究範例。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將在最後一週探討葉啟政

教授的《邁向修養社會學》一書，此書乃屬社會理論研究與社會理論本土化的重要作品，

此分支領域並不包括在《群學爭鳴》一書中，但若以本課程的設計和宗旨而言，卻是重

要的一塊拼圖。「社會學本土化的困境」始終是葉啟政教授念茲在茲的課題，他一方面反

思西方社會理論，將之作為開展社會理論本土化的起點（體現在《進出「結構─行動」的

困境》一書中）；一方面於近年，則戮力於以社會理論本土化的實踐作為批判性閱讀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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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理論的成果（結晶在《邁向修養社會學》一書中）。本課程特別要以這單元向葉啟政

教授致敬，共同勉勵和一起思考要如何進行「本土化」？「本土化」的現實性與實作意

義為何？我們要如何做研究才符合「本土化的社會學研究」。作為學術後進國、作為社會

學引進或繼受國度的台灣，要如何建立有學術自主性的知識社群，作出有社會鑲嵌性及

脈絡整合性的、具有「台灣味」的社會學研究，是本課程最具有制高點的提問。 

 

➵評分標準 

課程報告、參與 30％ 

每週讀書弖得 30％ 

期末報告（選擇一研究議題作約一萬字的深入系統文獻回顧）40％ 

 

➵課程教材 

謝國雄（主編）（2008）《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市：中研

院社會所。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文化實驗

室。 

葉啟政 (2008) 《邁向修養社會學》，台北：三民。 

 

➵延伸閱讀  

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主編）（2008）《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市：群

學。 

文崇一（1990）（編）《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台北市：桂冠。頁 263-285。 

文崇一（1991）〈中國的社會學：國際化或國家化？〉，《中國社會學刊－紀念中國社會學

設創設六十週年專刊》，第 15 期，頁 1-28。 

朱雲漢（編）（2000）《華人社會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市：桂冠。 

李亦園（1984）《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台北市：桂冠。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編）（2002）《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學術研討會：社會科學理

論在華人世界的應用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2-4-12。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編）（1999）《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與教育學研究所出版。 

徐正光（1991）〈一個研究典範的形成與變遷：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

灣〉一文的重探〉，《中國社會學刊－紀念中國社會學創設六十週年專刊》，第 15

期，頁 29-40。 

徐杰舜（編）（2001）《本土化：人類學的大趨勢》，廣西：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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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茂桂、章英華、湯志傑（著），朱安新（譯）（2005）〈台湾社会学の歴史の形成と制度

発展〉，《現代社會理論研究》，第 15 期，頁 448-465。全文見

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eople/personal/ctang/J_C_11.pdf 

陳紹馨（1966）〈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季刊》，第 22 期，頁

1-14。 

鄒川雄、蘇峰山（主編）（2009）《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

論文集》，高雄市：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蔡勇美、蕭新煌（主編）（1986）《社會學中國化》，台北市：巨流。 

蔡錦昌（2000）〈是學術｢本土化｣還是｢一派胡言｣〉，發表於第二屆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

化研討會：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省思，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0-10-06 ~ 

2000-10-07。 

蔡錦昌、林梅君、江聖哲整理（2003）〈｢如何定位社會學理論？｣座談會紀錄〉。《東吳社

會學報》，第 14 期，頁 93-132。 

楊懋春（1976）〈社會學在台灣地區的發展〉，《中國社會學刊》，第 3 期，頁 1-48。 

楊國樞（1993）〈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弖理學？〉，《本土弖理學研究》，第 1

期，頁 6-88。 

楊國樞（1998）〈弖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本土弖理學研究》，第 8 期，

頁 75-120。 

楊國樞、文崇一（編）（1982）《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 

葉啟政（2001）《社會學和本土化》，台北市：巨流。 

張得勝（1985）〈從社會科學理論的性質推論本土化的必然性〉，收錄於楊國樞、李亦園、 

湯志傑（2009）〈從一磚一瓦煉起：本土概念╱觀念史研究的提議〉，發表於第二屆海峽

兩岸社會學理論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9-05-08 ~ 2009-05-10。 

湯志傑（2010）〈理論作為二階觀察：如何解決｢無中不生有｣與｢無中生有｣的弔詭〉，發

表於社會學理論知識的生產、繼受和創新系列研討會，台北市：中研院社會所，

2010-03-12。全文見

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eople/personal/ctang/Se_C_07.pdf 

黃厚銘（2005）〈SSCI、TSSCI 與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第 31 卷，第 1 期，頁 34-44。全文見

http://jlis.glis.ntnu.edu.tw/ojs/index.php/jlis/article/view/451/451 

黃厚銘（2009）〈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發表於第二屆海峽兩岸社會學理論學術

研討會，北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9-05-08 ~ 2009-05-10。 

張茂桂、吳忻怡（2006）〈台灣社會學的｢本土化｣與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發表於｢從實驗

室的台灣到台灣研究的深化－紀念陳紹馨教授百年冥誕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

社會學系，2006-11-18。 

傅大為（1994）〈有多少種所謂的「臺灣研究」﹖－從「學術政治」觀點看「臺灣研究」

的立場〉，《台灣文藝》，第 142 期。頁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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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為（1989）〈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西方啟蒙到台灣的殷海光〉，《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 1 卷第 4 期，頁 11-56。 

傅大為（1990）〈從｢避秦｣到｢反依賴｣－三十年台灣｢社會人文科學｣歷史片段的反省〉，

收錄於《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台北市：桂冠。頁 81-93。 

傅大為（1991）〈歷史建構、編陲策略、與｢中國化｣〉，《島嶼邊緣》第 1 卷第 1 期，頁

103-127。 

 

課程進度與指定讀本 

Week 1 

9/15 
課程簡介：課程結構、授課方式與評分標準的說明講解 

Week 2 

9/22 
中秋節停課 

Week 3 

9/29 
如何建構「台灣學」的知識論與方法論 

Week 4 

10/6 
家庭篇 

Week 5 

10/13 
性別篇 

Week 6 

10/20 
階層篇 

Week 7 

10/27 
企業篇 

Week 8 

11/3 
校慶停課 

Week 9 

11/10 
勞動篇 

Week 10 

11/17 
期中考停課 

Week 11 

11/24 
國家篇 

Week 12 

12/1 
公民社會篇 

Week 13 

12/8 
族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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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進度 

Week 1 (9/15) 課程簡介：課程結構、授課方式與評分標準的說明講解 

 

Week 2 (9/22) 中秋節（停課） 

 

Week 3 (9/29)  如何建構「台灣學」的知識論與方法論 

Core Reading 

謝國雄（2008）〈從單一典範到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簡論〉，收錄於謝國雄（主

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5-21。 

謝國雄（2008）〈真正的國際化－台灣社會學如何面對？〉，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

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631-654。 

湯志傑（2008）〈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

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553-630。 

 

Case Study Analysis 

黃樹仁（2007）〈小國的學術困境：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 65 期。頁 117-180。 

 

延伸閱讀 

柯志明（2005）〈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台灣社會學》。第 10 期，

頁 149-170。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0/10-s-ko.pdf 

Week 14 

12/15 
移民篇 

Week 15 

12/22 

實徵研究範例探討（一）：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

富家庭》 

Week 16 

12/29 

實徵研究範例探討（二）：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

與文化政治變遷》 

Week 17 

1/5 

理論研究範例與社會學理論本土化：葉啟政《邁向修養社會學》 

Guest Speaker:政大社會系黃厚銘教授 

演講題目：「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以葉啟政的思想之路為例」 

Week 18 

1/12 
期末考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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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興、錢永祥（2004）〈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56 期。頁 179-206。 

湯志傑（2009）〈本土觀念使研究芻議：從歷史語意與社會結構摸索、建構本土理論的提

議〉，收錄於《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頁 313-366。 

楊弘任（2009）〈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本土化的一種進路〉，收錄於《社會科學本土化

之反思與前瞻》，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頁 367-380。 

葉啟政（2001）〈均質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統計社會學的兩個概念基石〉，《台灣社

會學》，第 1 期，頁 1-63。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1-1.pdf 

葉啟政（2004）〈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指標性評鑑迷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6 期。

頁 207-222。 

葉啟政（2009）〈全球化趨勢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戲目〉，收錄於《社會科學本土化

之反思與前瞻》，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頁 1-26。 

鄭祖邦、謝昇佑（2009）〈葉啟政主義與台灣社會學理論的本土化〉，收錄於《社會科學

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頁 289-312。 

瞿宛文（2004）〈反思學術評鑑與學術生產：以經濟學學門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56 期。頁 223-236。 

顏昆陽（2004）〈再哀大學以及一些期待與建議——當前高教學術評鑑的病癥與解咒的可

能〉，《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6 期。頁 237-256。 

蘇國賢（2004）〈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台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台灣社會學》，

第 8 期。頁 133-192。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8/8-4.pdf 

 

Week 4 (10/6)  家庭篇 

Core Reading 

伊慶春、章英華（2008）〈父系家庭的持續與變遷：台灣的家庭社會學研究，1960-2000〉，

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

學。頁 23-73。 

 

Case Study Analysis 

呂玉瑕、伊慶春（2005）〈社會變遷中的夫妻資源與家務分工：台灣七Ｏ年代與九Ｏ年代

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台灣社會學》，第 10 期。頁 41-94。 

 

延伸閱讀 

呂玉瑕（2009）〈家庭存活策略與女性勞動參與選擇：以台灣家庭企業婦女爲例〉，《台灣

社會學刊》，第 42 期。頁 95-141。 

呂玉瑕（2001）〈性別、家庭與經濟：分析小型家庭企業老闆娘的地位〉，《台灣社會學》，

第 2 期。頁 163-217。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2/2-4.pdf 

伊慶春、簡文吟（2001）〈已婚婦女的持續就業：家庭制度與勞動市場的妥協〉，《台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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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第 1 期。頁 149-182。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1-4.pdf 

簡文吟、伊慶春（2004）〈共識與歧見：夫妻配對研究的重要性〉，《台灣社會學》，第7

期。頁89-122。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7/7-3.pdf 

楊靜利、董宜禎（2007）〈台灣的家戶組成變遷：1990-2050〉，《台灣社會學刊》，頁 135-173。 

林津如（2007）〈父系家庭與女性差異認同：中產階級職業婦女家務分工經驗的跨世代比

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8 期。頁 1-73。 

 

Week 5 (10/13)  性別篇 

Core Reading 

藍佩嘉（2008）〈性別社會學在台灣：研究與理論的回顧〉，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

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75-136。 

 

Case Study Analysis 

黃淑玲（2003）〈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以 Bourdieu 的性別支配理論為分析架構〉，《台灣

社會學》，第 5 期。頁 73-132。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5/5-2.pdf 

 

延伸閱讀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弖的分析取

向〉，《台灣社會學》，第 5 期。頁 133-194。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5/5-3.pdf 

何明修（2006）〈台灣工會運動中的男子氣概〉，《台灣社會學刊》，第 36 期。頁 65-108。 

李玉瑛（2009）〈“我逛，故我在”：女性逛街購物的時間觀與自我〉，《台灣社會學刊》，

第 43 期。頁 43-91。 

李玉瑛（2004）〈女性凝視：婚紗照與自我影像之戲〉，《台灣社會學刊》，第 33 期。頁

1-49。 

陳美華（2006）〈公開的勞務、私人的性與身體：在性工作中協商性與工作的女人〉，《台

灣社會學》，第 11 期。頁 1-53。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1/11-1all.pd 

陳美華（2008）〈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個關於性工作研究中的性、性別與知識生產的反

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1 期。頁 1-39。 

林純德（2009）〈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

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6 期。頁 57-117。 

許華孚、鄭瑞隆（2007）〈男性氣概對監獄文化之形塑：一所台灣監獄的考察分析〉，《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7 期。頁 153-192。 

 

Week 6 (10/20)  階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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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Reading 

蔡瑞明（2008）〈台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一個倒 U 字型的發展趨勢〉，收錄於

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138-175。 

 

Case Study Analysis 

林宗弘（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台灣

社會學刊》，第 43 期。頁 93-158。 

 

延伸閱讀 

林宗弘（2007）〈城市中國的無產化：中國城鎮居民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

1979-2003〉，《台灣社會學》，第 14 期。頁 101-153。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級差異〉，《台灣社會學》，第 10

期。頁 1-40。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0/chenwanxi.pdf 

蔡淑玲（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

學》，第 1 期。頁 65-111。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1-2.pdf 

蔡淑玲（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第 7 期。頁

47-88。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7/7-2.pdf 

 

 

Week 7 (10/27)  企業篇 

Core Reading  

熊瑞梅（2008）〈台灣企業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與反思〉，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

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178-241。 

 

Case Study Analysis 

李宗榮（2009）〈制度變遷與市場網絡：台灣大型企業間董監事跨坐的歷史考察〉，《台灣

社會學》，第 17 期。頁 161-217。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7/17-3all.pdf 

 

延伸閱讀 

陳志柔（2001）〈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

異〉，《台灣社會學》，第2期。頁219-262。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2/2-5.pdf 

鄭陸霖（2006）〈幻象之後：台灣汽車產業發展經驗與「跨界產業場域」理論〉，《台灣社

會學》，第11期。頁111-172。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1/11-3all.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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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鵬（2008）〈市場政治：中國出口導向製鞋產業的歷史形構與轉變〉，《台灣社會學》，

第 15 期。頁 109-163。 

潘美玲、張維安（2003）〈經濟行動與社會關系：社會自我保護機制的研究〉，《台灣社會

學刊》，第 30 期。頁 51-88。 

瞿宛文（2006）〈台灣後起者能藉自創品牌升級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3 期。

頁 1-52。 

 

 

Week 8 (11/3)  校慶停課 

 

Week 9 (11/10)  勞動篇 

Core Reading  

謝國雄（2008）〈從援引、運用、推新到挑戰：台灣勞動研究回顧，1973-2005〉，收錄於

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243-319。 

 

Case Study Analysis 

劉華真（2008）〈重新思考「運動軌跡」：台灣、南韓的勞工與環境運動〉，《台灣社會學》，

第 16 期。頁 1-47。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6/16-1all.pdf 

 

延伸閱讀 

何明修（2003）〈工廠內的階級團結：連結石化工人的工作現場與集體行動〉，《台灣社會

學》，第 6 期。頁 1-59。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6/6-1.pdf 

何明修（2008）〈沒有階級認同的勞工運動：台灣的自主工會與兄弟義氣的極限〉，《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 72 期。頁 49-91。 

龔宜君（2002）〈跨國資本、族群與勞動控制：台商在馬來西亞的勞動體制〉，《台灣社會

學》，第 3 期。頁 253-289。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3/3-7.pdf 

馬財專、葉郁菁（2008）〈勞動疆界的拓邊？傳統女性勞動場域中男性勞動者之考察〉，《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2 期。頁 1-48。 

 

 

Week 10 (11/17)  期中考（停課）  

 

Week 11 (11/24)  國家篇 

Core Reading  

黃崇憲（2008）〈利維坦的生成與傾頹：台灣國家研究範例的批判性回顧，194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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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

學。頁 322-392。 

 

Case Study Analysis 

林國明（2003）〈到國家主義之路：路徑依賴與全民健保組織的形成〉，《台灣社會學》，

第 5 期。頁 1-71。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5/5-1.pdf 

 

延伸閱讀 

呂建德（2001）〈從福利國家到競爭式國家？：全球化與福利國家的危機〉，《台灣社會學》，

第 2 期。頁 263-313。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2/2-6.pdf 

趙彥寧（2004）〈公民身分、現代國家與親密生活：以老單身榮民與「大陸新娘」的婚姻

為研究案例〉，《台灣社會學》，第 8 期。頁 1-41。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8/8-1.pdf 

李宗榮（2007）〈在國家權利與家族主義之間：企業控制與台灣大型企業間網路再探〉，《台

灣社會學》，第13期。頁173-242。 

姚人多（2008）〈政權轉移之治理性：戰後國民黨政權對日治時代保甲制度的承襲與轉

化〉，《台灣社會學》，第15期。頁47-108。 

黃道明（2009）〈良家婦女的性變態想像：劉毓秀與台灣國家女性主義的文明教化〉，《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5 期。頁 45-83。 

王振寰、蔡青蓉（2009）〈科技追趕與創新的國家模式：台灣與南韓的專利比較〉，《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 73 期。頁 39-76。 

王振寰（2007）〈從科技追趕到創新的經濟轉型：南韓、台灣與中國〉，《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 68 期。頁 177-226。 

瞿宛文（2007）〈戰後台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統治之影響與其他〉，《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 65 期。頁 1-34。 

 

 

Week 12 (12/1)  公民社會篇 

Core Reading 

李丁讚、吳介民（2008）〈公民社會的概念史考察〉，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

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393-446。 

 

Case Study Analysis 

汪宏倫（2006）〈從“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管窺台灣公民社會之未來：試論群體生活的

當代困境〉，《台灣社會學刊》，第 36 期。頁 1-64。 

 

延伸閱讀 

林國明（2009）〈國家、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在台灣的發展經驗〉，《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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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第17期。頁161-217。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7/17-4all.pdf 

林國明、陳東升（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健保的公民參與經驗〉，《台灣社會

學》，第 6 期。頁 61-118。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6/6-2.pdf 

蔡宏政（2009）〈公共政策中的專家政治與民主參與：以高雄“跨港纜車”公民共識會議爲

例〉，《台灣社會學刊》，第 43 期。頁 1-42。 

丁仁傑（2009）〈市民社會的浮現或是傳統民間社會的再生産？－以台灣佛教新慈濟功德

會的社會實踐模式爲焦點〉，《台灣社會學刊》，第 38 期。頁 1-55。 

徐永明、陳鴻章（2004）〈地方派系與國民黨：衰退還是深化？〉，《台灣社會學》，第 8

期。頁 193-228。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8/8-5.pdf 

吳介民、李丁讚（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

會學》，第 9 期。頁 119-163。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9/9-3.pdf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

第 4 期。頁 159-198。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4/4-5.pdf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台灣社會學》，第 7 期。頁 177-207。

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7/7-5.pdf 

 

 

Week 13 (12/8)  族群篇 

Core Reading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弖難題〉，《台灣社會學》，

第 4 期。頁 75-118。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4/4-3.pdf 

王甫昌（2008）〈由若隱若現到大鳴大放：台灣社會學中族群研究的崛起〉，收錄於謝國

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447-521。 

 

Case Study Analysis 

王甫昌（2002）〈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

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第 4 期。頁 11-74。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4/4-2.pdf 

 

延伸閱讀 

王甫昌（2002）〈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

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第 4 期。頁 11-74。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4/4-2.pdf 

王甫昌（2005）〈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台

灣社會學》，第 9 期。頁 59-117。全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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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9/9-2.pdf 

陳東升、陳端容（2002）〈跨族群政治討論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因素〉，《台灣社會學》，

第 4 期。頁 119-157。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4/4-4.pdf 

謝雨生（2009）〈跨族群婚之代間影響與變遷〉，《台灣社會學刊》，第 42 期。頁 1-53。 

吳忻怡（2008）〈成爲認同參照的“他者”：朱天弖及其相關研究的社會學考察〉，《台灣社

會學刊》，第 41 期。頁 1-58。 

夏曉鵑（2010）〈失神的酒：以酒為鑑初探原住民社會資本主義化過程〉，《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 77 期。頁 5-58。 

 

 

Week 14 (12/15)  移民篇 

Core Reading 

曾嬿芬（2008）〈移住／居台灣：移民社會學〉，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

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頁 523-551。 

 

Case Study Analysis 

趙彥寧（2004）〈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案例〉，《台

灣社會學刊》，第 32 期。頁 59-102。 

 

延伸閱讀 

曾嬿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第 32 期。頁 1-58。 

趙彥寧（2008）〈親密關係做為反思國族主義的場域：老榮民的兩岸婚姻衝突〉，《台灣社

會學》，第 16 期。頁 149-192。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16/16-3all.pdf 

鄧建邦（2002）〈接近的距離：中國大陸台資廠的核弖大陸員工與台商〉，《台灣社會學》，

第 3 期。頁 253-289。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3/3-6.pdf 

王宏仁、張書銘（2003）〈商品化的台越跨國婚姻市場〉，《台灣社會學》，第 6 期。頁 177-221。

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6/6-4.pdf 

陳美華（2010）〈性化的國境管理：「假結婚」查察與中國移民／性工作者的排除〉，《台

灣社會學》第 19 期，頁 55-105。 

陳志柔、于德林（2005）〈台灣民眾對外來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台灣社會學》，頁

95-148。全文見 http://sociology.ntu.edu.tw/journal/ts-10/chenzhirou.pdf 

龔宜君（2004）〈跨國資本的性別政治：越南台商與在地女性的交換關係〉，《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 55 期。頁 101-140。 

夏曉鵑（2006）〈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 61 期。頁 1-36。 

曾嬿芬（2006）〈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61 期。頁 3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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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仁、白朗潔（2007）〈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設計：誰從台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5 期。頁 35-66。 

 

Week 15 (12/22) 研究範例探討（一） 

Core Reading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文化實驗

室。  

 

Week 16 (12/29)  研究範例探討（二） 

Core Reading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市：中研

院社會所。 

 

延伸閱讀 

李丁讚（2009）〈世代如何浮現：評蕭阿勤著《回歸現實》〉，《台灣社會學刊》，第 42 期。

頁 189-198。 

陳建忠（2009）〈駁雜的認同，幽微的文弖：評蕭阿勤著《回歸現實》〉，《台灣社會學刊》，

第 42 期。頁 199-210。 

蕭阿勤（2009）〈批評的邏輯與問題的所在：回應李丁讚與陳建忠教授〉，《台灣社會學刊》，

第 42 期。頁 211-226。 

 

 

Week 17 (1/5)  理論研究範例與社會學理論本土化 

Core reading 

葉啟政 (2008) 《邁向修養社會學》，台北：三民。 

 

*本週將邀請政大社會系黃厚銘教授做專題演講，題目是「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 

以葉啟政的思想之路為例」。本週上課時間將配合黃厚銘教授的 schedule 另期擇定。 

 

延伸閱讀 

葉啟政 (2004) 《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修訂 

二版）。台北：三民。 

葉啟政（2005）《觀念的巴貝塔：當代社會學的迷思》。台北：群學。 

葉啟政（2005）《現代人的天命：科技、消費與文化的搓揉摩盪》。台北：群學。 

Week 18 (1/12)  期末考（停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