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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專書採女性主義視角，分析台灣自千禧年起所啟動之一系列帶有
市場化與績效管理主義色彩的大學結構重組，如何不均質地影響到
不同性別、家庭狀態、專業領域、機構性質的大學教師勞動過程與
專業認同。本書處理議題聚焦於以下兩個部分，一，瞭解當今學術
工作的意義、稽核方式、實作過程與勞動條件發生哪些變化，這些
改變如何牽動大學職場的性別權力關係。二，探究學術人如何回應
新大學的情境，包括其專業認同出現哪些改變，採取何種抗拒方式
，以及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實作和社會關係如何經歷重新組構的
過程。最後，本書將反省這些改變對於大學這個肩負知識生產與人
才培育重責大任的場域，可能產生的意義和影響，同時思索大學作
為一個民主化、批判的、性別平等的公共領域之基地的可能性。本
研究採建制民族誌取徑，主要探究的方法包括訪談和文本分析。本
專書之出版，將有助於吾人從性別視角，批判性地理解當代學術工
作與學術人的重大轉型和變遷。

中文關鍵詞： 大學教師、學術工作、學術認同、性別政治、建制民族誌

英 文 摘 要 ： In this book, I apply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how a series of market-oriented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based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s in Taiwan, which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lennium, influenced
the work proces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iversity
faculty of different genders, with unique family statuses,
and from varied professional fields and institutions.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2 aspects: (a)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in the meaning, evaluation method, labor
process, and labor conditions of current academic work, and
how these changes influence the gender dynamics encountered
in academic workplace; and (b) exploring how scholars
respond to the new university context, which includes
change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ethods of resistance,
and how gender practice and social relations have been
restructured in their everyday life. Finally, this book
reflects on the possible meaning of and effect these
changes can have on universities, a place that assumes a
vital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and fostering talent. In
addition, the possibility of universities acting as a base
of a democratic, critical, and gender equity public sphere
was analyzed. Apply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this
study mainly used interviews and text analyses for
examination.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will enable a
critical comprehens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s and
vicissitudes occurring in the current academia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英文關鍵詞： university faculty, academic work, academic identity,
gender politics,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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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國家、市場與性別政治： 

轉變中的學術工作與學術人 
 

 

中文摘要 

 

本專書採女性主義視角，分析台灣自千禧年起所啟動之一系列帶有市場化與

績效管理主義色彩的大學結構重組，如何不均質地影響到不同性別、家庭狀態、

專業領域、機構性質的大學教師勞動過程與專業認同。本書處理議題聚焦於以下

兩個部分，一，瞭解當今學術工作的意義、稽核方式、實作過程與勞動條件發生

哪些變化，這些改變如何牽動大學職場的性別權力關係。二，探究學術人如何回

應新大學的情境，包括其專業認同出現哪些改變，採取何種抗拒方式，以及他們

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實作和社會關係如何經歷重新組構的過程。最後，本書將反省

這些改變對於大學這個肩負知識生產與人才培育重責大任的場域，可能產生的意

義和影響，同時思索大學作為一個民主化、批判的、性別平等的公共領域之基地

的可能性。本研究採建制民族誌取徑，主要探究的方法包括訪談和文本分析。本

專書之出版，將有助於吾人從性別視角，批判性地理解當代學術工作與學術人的

重大轉型和變遷。 

 

關鍵字：大學教師、學術工作、學術認同、性別政治、建制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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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state, market and gender politics: 

Changing academic work and academics 

 

 

Abstract 

 

In this book, I apply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how a series of 

market-oriented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based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s in 

Taiwan, which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lennium, influenced the 

work proces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iversity faculty of different genders, 

with unique family statuses, and from varied professional fields and institutions.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2 aspects: (a)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in the 

meaning, evaluation method, labor process, and labor conditions of current academic 

work, and how these changes influence the gender dynamics encountered in 

academic workplace; and (b) exploring how scholars respond to the new university 

context, which includes change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ethods of resistance, 

and how gender practice and social relations have been restructured in their everyday 

life. Finally, this book reflects on the possible meaning of and effect these changes 

can have on universities, a place that assumes a vital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and 

fostering talent. In addition, the possibility of universities acting as a base of a 

democratic, critical, and gender equity public sphere was analyzed. Apply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this study mainly used interviews and text analyses for 

examination.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will enable a critical comprehens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s and vicissitudes occurring in the current academia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Keywords: university faculty, academic work, academic identity, gender politics,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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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預計等各章節內容順利發表為期刊論文後，再一併收錄在專書中，為避免

影響文章發表，以下僅提供第一章初稿，完稿內容不附在期末報告中，敬請見諒。） 

 

（書名）全球化、國家、市場與性別政治： 

轉變中的學術工作與學術人 

 

第一篇  緒論 

 

第一章  問題意識 

一、學術工作的重大轉型 

學術工作的內涵和意義，會隨著大學的角色定位、組織文化和社會結構的變

化，而持續不斷地轉變。過往西方大學在人文博雅教育的傳統底下，學術工作意

味著自主、自律與自由。大學受到社會支持，以無關自身利益的方式追求知識，

帶動社會進步，而且在過往的公共政策下，大學以社會正義和共善為名，國家會

介入以對抗市場，國家補助也會確保大學可以擁有相當的自主性根據自身設計以

追求知識的權威(Kenway & Langmead, 2000)。不過，自 1980 年代以來，在全球

化的脈絡底下，教育成為各國競爭的利器，為了提昇國際競爭力與追求卓越發展，

另一方面為減低公共支出的負擔，各國政府紛紛採用新自由主義和新管理主義的

思維重新型塑高等教育政策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 Rutherford, 2005)。

首先，新管理主義的興起，形成新的問責體制，問責之對象，從機構內，到全國、

到國際，國際期刊成為許多國家課責之標準。國際間興起各項評比排名機構，各

國莫不投入大量經費打造一流大學，以求躋身排行榜顯現其高等教育之卓越性與

競爭力。在此問責體制下，大學教師的績效，以成果為導向，量化的研究成績成

為評斷個人價值之依據，速成的知識生產要求，讓教師成為為公司大學和市場效

力的知識工人。再者，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引導政府刪減公共教育支出，將大學視

為商業機構，鼓勵大學自籌經費，或是與企業界合作。多數大學在大學教師和系

所人力的聘僱上，變得更彈性化、短期化，然而工作卻變得更多、更密集，為了

新的收入來源，大學越來越遠離原初的樣子，轉向從事可以生產收入的商業活動，

教師被期待要擔任各式各樣可賺錢的顧問，做其他的事情，以增加價值。或是將

研究著重在與市場相關研究能密切結合的，包含應用的、商業的、策略的、目標

導向的研究，爭取與產業界和政府以合作、技術轉移的形式，以獲取更多的資金

來源。這種現象即是 Sheila Slaughter(1997, 2004)所稱的「學術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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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apitalism)。最後，在市場化原則底下，大學被視為一種教育商品，

在提供服務時，不僅需考量國內市場之需求，甚或開放國際市場之招生。使用者

付費的機制大量增加，學費給付提高加深了學生作為消費者的概念，學習的責任

由學生身上轉向學術界，課程成為商品，也成為學生選購之對象。大學老師與學

生之間的關係變成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大學老師在規劃課程與教學時，

必須迎合市場化的口味。 

台灣在 2002 年起正式加入 WTO，面對全球化教育市場的競爭壓力，台灣開

始向英、美、紐、澳等國跟進，推動一系列重大的高等教育改革措施，例如：推

動大學自主、法人化，修正《大學法》、推動大學評鑑機制、鼓勵各校自訂教師

評鑑辦法、將國際期刊引用索引（SCI、SSCI、EI、A&HCI）建構成學術研究能

力或成果的重要指標、開放大學人事聘用的彈性化、縮減公共教育支出、祭出多

項提升教學和研究的競爭性經費補助標準、以市場機制作為分配經費的標準等。

在這幾波的教育改革中，國家對於高等教育呈現出一種遠端集權化的治理型態。

政府藉著提升機構／國家競爭力的經濟理性，透過系所評鑑、競爭性經費之使用，

以及各種市場化平台，迫使大學進行在地的分權決策以提昇效率／效能服務分殊

化的顧客與市場。這種治理方式雖然和歐美的新管理主義不盡相同，但仍充滿新

管理主義的影子（詹盛如，2012）。Mok (2009)認為這是一種「國家集中主義」

和「新自由主義」的結合。這種深受全球化影響而產生的治理方式，不只改變了

大學教育的內涵，同時也為學術專業帶來明顯的影響。 

首先，過去學術工作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在教師法的保障下享有「類長聘」

的地位，所以沒有失業或工作權的問題，然而，隨著高等教育商品化，新的學術

治理機制一方面藉由限期升等、評鑑等外部課責制度的植入，將大學轉化為以學

術為主導的論文生產體制，形成嚴峻苛刻的勞動條件；另一方面，由於商品化教

育市場高等教育招生員額的供過於求，導致大學關校及系所整併的雙重危機，縮

編的勞力市場更造成不穩定的就業體系，使得目前大學教師的勞資爭議不斷，學

術工作的終身雇用制正受到巨大的衝擊與改變。再者，國家透過大學評鑑等監控

機制，引導學術工作的方向，例如國際期刊排名、鼓勵產學合作、全英語授課、

學術工作不再是高度自主的行業，而是必須屈服於國家意志和市場化口味的一門

生意。知識生產被重新型塑為一種商業的手段，政府的研究補助促使研究成為對

企業作服務。構成好的課程和好老師的概念開始轉變，教學的重點變成獲得技能

和競爭性的優勢。課程決定從促進商業化的面向被框架，而非促進社會覺醒或挑

戰傳統信念與實踐。大學的課程與教學越來越導向特定職業訓練課程（社工師證

照養成班、多益英文考照班），學校要求大學教師發展這些職業的相關知識和技

能（修第二專長）以符合在地企業需要的特定技術。學生被鼓勵將自己當成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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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從課程與成績與其未來在就業市場的前景相關性，來評鑑其學習成果。

由上述可知，大學治理方法的改變，已經造成學術工作的外部環境、機構情境、

工作者角色、產銷過程、產出結果的不同(Locke & Cummings & Fisher, 2011)。在

這種情境底下，學術工作的性質、內涵被重新塑造，大學教師從中形成不同的學

術自我與專業認同。 

 

二、大學結構重組的性別政治 

傳統上大學就是一個屬於男性支配的領域，儘管已經有越來越多女性進入高

等教育工作，但是大學裡頭的男性教師仍然遠多於女性，因此男性學術工作者很

容易建立起男孩網絡，擁有更多發表、合作的機會，或是接受其他資深男性學者

指導，追隨前人成功的軌跡。大學裡頭也傾向將職涯、學術成就和智性工作的概

念奠基在男性生涯軌跡以及主流男性特質上。「玻璃天花板」的現象更描述了女

性在大學中比較不是擔任資深的職位，大多仍處於邊緣的位置(Currie & Thiele, 

2001)。 

自 1990 年代以來，各國高等教育受全球化影響，逐步走向市場化、新管理

主義、新自由主義、強調知識經濟與效能邏輯，並透過上述一系列重大教育政策

改革措施，重新調整了高等教育的結構。此結構重組後的高等教育場域強調競爭、

目標導向、查核審計和表現主義等特性，此種以功績主義作為獎酬標準的改革，

看似可以避免性別差異的對待，然而，許多研究都顯示新自由主義取向的改革會

強化既存於高等教育中的霸權陽剛氣概與垂直權力關係(Morley, 2005)，而促成新

的性別政治議題，並深化學術界的性別不平等。例如 Morley (2005)訪談 18 位英

國的女性學術工作者和行政管理者，探討全面品質保證的論述和評鑑型國家的作

法對於高等教育中女性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強調競爭、目標導向、查核審計和

表現主義將會強化霸權陽剛氣概和垂直的權力關係，使得在上位的男性領導者，

更容易將因結構改組而大幅增加的行政庶務交給女性來處理。再者，品質保證的

過程會強化學術界的性別分工，女性傾向關懷的社會化模式，在強調教學品質的

改革中，容易被指派從事以學生為主的服務，或是瑣碎的行政工作，男性則比較

容易和國際合作、研究、出版作連結。因此，女性教師在新的結構情境底下，還

是在負責組織中的家務工作(organizational housekeeping) 。而且同樣作為資淺的

大學教師，女性的社會化特質使得她們比較容易受到霸凌、操弄或者成為結構的

共犯。相反地，男性比較會反抗這種表現文化，覺得自己的工作是作研究，而非

填表格。Lafferty 和 Fleming (2000)檢視三所澳洲大學的結構改組過程，研究發現

企業管理主義使得組織邏輯從合議制變成線性的公司管理制，當權力集中在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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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表底層的邊陲化，分配教學工作、晉升、管理教師的責任集中在資深的老

師身上，資淺的教師被鼓勵分擔組織的問題，工作變多。而處於資淺階段的大部

分是女性，位於權力領導位置的多半是男性。 

在研究的優先順序方面，大學研究的商業化將改變我們認為什麼是有生產力

的研究，什麼是有用的知識。當大學越來越商業化時，會比較偏好從事產學合作

或具商業應用價值的研究，然而，大部分女性學者都置身於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

中，她們可能會因為沒有從事具商業利潤的研究而處於不利地位。在人事聘僱方

面，為了增加管理的彈性和減少支出，大學如今越來越依賴短期聘約和兼任人力，

由於勞動力的性別分工，那些從事短期聘約的吉普賽流浪教師大部分都會是女性

(Gordon & Blum, 2004; Paul, 2004)。在職場文化方面，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化、

市場化、講求績效表現等特色，改變了教師學術工作的本質，大量的知識生產與

評鑑需求，讓教師工作負荷越趨沉重，再加上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得教師的公領

域與私領域的區分逐漸模糊化，大學工作場域成為一個貪婪機構(greedy 

institutions)，要求教師無限度的投入。Solomon (2008, 2011)訪談身處研究型大學

中的 37 位助理教授，受訪者有男有女，有些已有小孩，有些則否，研究目的想

要瞭解他們在現今大學情境底下，如何經營工作和生活。結果發現由於學術工作

的結構和脆弱性，無論男女都覺得他們必須犧牲個人時間以換取職業成功和安全，

他們的話語中經常會出現「學術明星」(academic star)這樣的詞彙，把這些表現

傑出的學者當作成功的參照標準，據此型塑他們對於學術生產、工作習性、工作

/ 家庭政策、以及他們覺得要成為一位成功學者必須做的選擇。這種模式被當成

一種學術界理想工作者的再現，他們會犧牲個人和家庭生活，以擁有成功的專業

生活。不過，並非所有受訪者都選擇活出「明星」標準的工作生活。沒有小孩的

助理教授會表達他們需要整天工作才能成功，他們會對這份工作表達一種特定的

專業認同，認為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這種強烈的自我認同使得他們將工作

優先於生活的其他面向，他們常會提到減少個人生活（包括延後生小孩）是一種

必要的犧牲，才能達到明星的地位，直到成功（獲得長聘）才可以有個人或家庭

的時間。有小孩的助理教授則會運用家庭論述和密集親職的意識型態畫出保護性

的疆界，藉此「象徵性」地抗拒機構對於他們必須成為理想／去肉身化勞工的期

待。不過，他們的想法和談話仍然充斥明星系統的語言，使得他們將這樣的抗拒

視為一種個人選擇。儘管如此，學術工作本質的轉變，對女性教師而言，影響更

為深遠。陳怡如（2009）指出，傳統價值以及家務負擔，仍是影響大學重組後新

進女教師的表現之主要因素。大學工作入侵了私領域，但是講求量化、績效表現

的大學教師評鑑標準，卻無法同時將私領域的影響因素考量進去，因此學術工作

的男性思維依舊，甚至以男性為標準，進一步常規化學術工作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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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認同方面，Blackmore 和 Sachs (2001)認為伴隨著大學重組而來的著

重實作性、商業化、顧客導向、市場導向、全面品質管理等論述，都為學術工作

者設定了「你應該成為什麼」、以及什麼叫做「成功」的標準，機構再透過各種

公開透明的獎懲機制，驅使學術工作者內化機構價值，如此一來很容易導向為工

作而工作，而非為了促成教學或知識生產而工作。這種純粹為了自我晉升的工作

文化，容易違反多數女性的倫理道德。Saunderson (2002)則是發現在這種表現性

的文化底下，女性的學術認同更脆弱，比較容易覺得自己無法達到表現性的指標，

會經歷到更大的壓力、沮喪、挫折，甚至認為自己不夠格待在學術界(Archer, 

2008)。 

 

三、國內相關研究 

由上述可知，在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高等教育的結構重組，已經劇烈地影

響學術工作的內涵、性質，並且牽動大學職場的性別權力關係，對於不同性別、

家庭狀態、機構情境大學教師的勞動過程、專業認同與日常生活造成巨大改變。

然而，目前國內完全沒有任何專書有系統地探討此一重要議題。目前國內大部分

的相關研究都集中在學術評鑑的面向，批判目前以 T/SSCI、A&HCI，作為升等

或獎勵的依據，對於知識生產的內容和方向所造成的影響。例如 2004 年 9 月學

術界召開「反思臺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針對臺灣學術評

鑑引發的各項問題進行了一次批判性的討論，會後並將研討會的內容集結成《全

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一書。該書所收錄的文章大多聚焦在批判

學術知識的市場化現象，分析政府及學界領導階層如何透過市場機制（包括競爭、

金錢利益），規範學術資源（包括人力、物力）之配置，以提升其研究績效和生

產力，因此造成學術知識生產的扭曲與異化現象。但是，該書並沒有提到這種學

術評鑑方式對大學教師日常生活中的勞動過程、生活形態與社會關係的影響，在

這些抽象的討論底下，學術工作中的勞動者面貌依然十分模糊。而且，該書只談

到學術工作的研究面向，對於大學教師的整體工作權益、教學、服務與輔導這些

面向的工作完全沒有觸及。到了 2008 年，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舉辦台社論壇，主

題為「大學開門三件事：應付評鑑、擔心退場、賣力招生？」，邀請身處不同類

型大學的學術社群新進者，討論當今高等教育發展及其學術工作的困境。其中許

多學術工作者自我揭露式地分享自身經驗，直言批判大學評鑑促進表現主義的風

行（何東洪，2008；曾建元，2008）；強化研究至上，教學次之的階序格局（吳

挺鋒，2008；王之相，2008）；服務性工作和行政作業大幅度增加（翁裕峰，2008）、

忽視不同性質機構學術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差異等（周芬姿，2008）。這些文章讓

我們得以一窺不同機構、職級教師的差異經驗，然而，這些文章當初寫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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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在於經驗分享，行文間帶有強烈情緒抒發的色彩，尚未粹鍊、轉化為學術性的

研究。由上述相關研究的數量與主題可以發現，高教改革雖然已經劇烈地改變了

大學教師所處的生態結構、組織文化和工作內容與專業認同，但目前為止，台灣

學界對於這個主題卻缺乏有系統地探討。更遑論探究全球化下的大學重組如何牽

動大學機構中性別權力關係的變動，這方面的討論更是付之闕如。 

目前針對高教重組後，大學職場的性別政治議題，僅有陳怡如（2009）訪談

12位女性助理教授，試圖瞭解我國高教改革措施，如何影響這些新進女性教師的

工作經驗及其職業發展。研究發現由於目前大學教師一職較以往需要更多的時間

精力投入，已婚女性助理教授在面臨教學與研究多方面績效考核的壓力，以及家

務育兒的負擔時，往往有無法兼顧的壓力，甚至已經在思考離職的可能。此外，

女性教師的確如國外研究一般，呈現較高的教學熱誠，因此，在教育部推動教學

卓越計畫之後，教學活動開始受到重視，的確讓女性教師們獲得更多發揮的空間，

不過卻也因此壓縮到她們研究、寫作的時間。陳怡如的研究顯示當前大學生態的

變化，對於女性新進教師的工作處境和學術認同確有不利影響。另外，楊幸真

（2009）採敘說探究和建制民族誌的取徑，分析七位大學女性主義教師在學院生

活中的工作處境與女性主義教學實踐。本文重點在於分析女性主義身份認同和教

學實踐間的關係，所以並沒有特別勾勒、分析這些女性主義教師的工作情境脈絡。

然而，由於受訪者所處的教育機構都深受這波全球化的高教改革影響，所以其研

究發現仍透露出大學重組背後的性別政治。例如許多看似性別中立或無涉性別的

評量設計與條文規範，其實隱藏許多性別不平等之處，對於女性特別容易造成許

多困境和阻礙。而且，隨著工作負擔越來越大，處於權力結構最下層的女教師，

不僅是勞力分配不均下的承擔者，她們對於教學的堅持與理想，不是無法被制度

性認可，不然就是會因為大班上課或教育商品化等因素，使得這些認真教學的女

教師過度耗竭體力和情緒，又未必受到學生歡迎，嚴重挫傷女性主義教育學的能

量。可見，大學結構重組對於女性教師的專業表現和學術認同的確有許多負面影

響。只是，相關研究不僅數量稀少，僅聚焦在女性教師，也忽略了大學教師本身

所處結構性條件的差異，因此我們無從得知不同性別、家庭狀態或職級的個體遇

到不同的機構情境時，會產生哪些不同的困境和回應方式。事實上，不同科系既

有的性別文化和學術工作類型與生態本來就大異其趣(Barnett, 2000: 256)，學校

本身的條件（公／私立、大學／技職院校）、教師聘約類型，都會影響到學術工

作的型態和內涵。而女性教師固然比較容易因為其生理性別而遭受性別差異化的

對待和歧視，然而，個體背後的家庭狀態、照顧負擔、及其擁有的各種有形無形

資源，也會影響他們決定採用何種方式回應這種工作文化。所以本專書的研究對

象將涵蓋不同性別、家庭狀態、職級與機構情境（公／私立、大學／技職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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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的大學教師，以便更完整的、有系統地探討新大學下的學術工作與學術人

的轉變。 

再者，上述兩份研究僅討論女性大學教師在工作上的不利處境，然而，工作

情境的改變不只影響學術工作者的勞動過程，還會連帶牽動他們對於日常生活的

治理和安排，包括各類再生產活動的性別分工，以及學術工作者會以何種型態經

營他們為人伴侶、子女、父母、朋友等關係。尤其，學術生活的預設是基於一個

人有很多時間可以自我掌控，有很多無需牽掛 (care-free)的時間可以思考、書寫

和改寫文章。這意味著要成為一個學術工作者，個人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必須從事

的事務中解脫，擺脫那些消耗時間的勞動，才能擁有心智自由的時間。而那些消

耗時間的日常事務又以照顧勞動(care labour)為最花時間的一項工作。一般人甚

至會有一種潛藏的預設：好的學術工作者可以依靠別人從事照顧工作，不管是在

學術內或外的事(Lynch, 2010: 60)，而這些代勞者往往是女性，同時還會強化私

領域比較不重要的價值。所以，本專書探討的面向，除了學術工作職場本身所發

生的性別權力關係變化之外，還包括這樣的結構變動如何牽動一個學術工作者的

再生產活動和其他社會關係的維繫與安排，亦即學術人如何將自己調整為一種新

的性別主體，或是經營出特定型態的性別關係（意指為人伴侶、配偶、子女、父

母等社會關係），以應付工作情境的轉變。 

 

第二章  研究方法 

一、建制民族誌 

本專書的方法論為加拿大女性主義學者 Dorothy Smith (1987, 1999, 2002, 

2005)所發展的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它是一種強調從人們生活

經驗出發的理論和社會學，同時也是一種發現和探究的方法(Smith, 2005)。它將

焦點放在人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和行動，追溯這些活動的結果和工作過程，以

挖掘背後隱含的權力和宰制人們的政權。因此，DeVault (2008: 295)將它界定為

一種權力的民族誌(an ethnography of power)，強調它可以描繪出在地的活動如何

被連結到不同時間和地點所發生的事情，以完成統治的目標。在當代資本主義社

會中，我們的日常生活都由強而有力且無所不在的跨地社會關係所型塑／控制，

以動態／多元樣貌貫穿與整合不同場域，這些夾帶組織與控制力量的社會關係，

也就是 Smith 所稱的「統治關係」（王增勇，2010）。統治關係主要透過文本作為

中介，由於文本具有可再製性與可以標準化工作活動和流程的特性，因此可以協

調與連結不同時間、地點，人們的行動，並且確保所有的過程都符合標準化的程

序，以達成跨地、跨時的統治(Smith, 2005: 170)。建制民族誌就是要瞭解透過不

同文本媒介的論述和組織共同實作而成的多元權力關係，如何（重新）型塑人們

每日、每時、每刻和在地情境的行動和經驗(Smith, 1990)。有鑑於此，本專書以

大學教師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經驗作為起點，探究在全球化大學重組的情境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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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師所面臨的新政權與因應方式。主要的資料蒐集的方法為訪談和文本分析。    

 

二、訪談 

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時間從 2010 年起至 2017 年止，共訪談 57 位大學教師，

人口特質涵蓋不同性別（男／女）、專業領域（理工／人文）、機構性質（國立／

私立、前段班／後段班、都會／鄉村、大學／科大／技術學院）、教師聘約類型

（專任教師／約聘教師／博士教師／方案教師）、家庭狀態等……大學教師，不

過這樣作並不是要將他們當成樣本，以分類的方式進行描述或討論，而是為了瞭

解大學新進教師在不同情境下，如何處理工作的面向，以及評鑑的普遍化關係如

何在不同性別、階級、家庭狀態、專業領域…的大學教師身上運作，透過受訪者

的經驗多樣性，我們可以分析這些處在不同情境下的人們，如何受到同樣一套建

制過程影響，因此這樣的考量是為了增加經驗多樣性，而非類屬性的選擇

(DeVault & McCoy, 2006: 30)。另外，為了瞭解大學治理的面向，行政端和學生

端的經驗，第二篇的研究資料還納入 3 位學生與 4 位大學行政職員的訪談。但基

本上，本研究的主要受訪者仍為大學教師。本研究企圖透過大學教師的描述以瞭

解大學的建制關係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際運作，因此，需要先對大學教師的工作

和日常活動有清楚的瞭解。訪談大綱分為三大面向：一、個人背景資料，包括受

訪者的教育背景、專業訓練過程、職涯選擇、家庭背景、親密關係狀態；二、工

作生活，請受訪者對於工作的事項、內容和過程作具體詳細的描述，包括機構期

待的工作職責、績效標準、大學本身的政策和相關人事法規等；三、工作和個人

生活的安排，包括日常作息、家庭分工、照顧責任、親密關係、社群活動、友誼、

個人嗜好與休閒。訪談問題的第一個面向和一般質性研究沒什麼差別，功能在於

收集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資料，第二個面向則涉及建制民族誌對於工作知識和文本

實踐的概念，當受訪者在講述其如何完成工作的過程時，社會關係的面向也會浮

現。第三個面向，主要處理學術工作如何和有薪工作以外的其他社會關係相互勾

連、協作。雖然我們在進行訪談前，腦海中存在這樣的分類架構和規劃，但實際

上進行時，方式非常彈性，並沒有制式的問題，或是一定的先後順序。 

 

三、文本分析 

對建制民族誌的研究來說，文本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文本通常是指某種文件

或是再現形式，具有比較固定、可複製的特性，可以被儲存、轉移、影印、大量

地生產、廣泛地發放，讓使用者在不同時間和地點啟用。從這個觀點來看，文本

可以是任何一種文件，在紙上、電腦螢幕上、電腦檔案中、也可以是圖畫、相片、

被印製出來的正式書冊、錄影帶或是被錄下的聲音等(DeVault & McCoy, 2006: 

34)。由於文本具有可再製性與可以標準化工作活動和流程的特性，因此可以協

調與連結人們在不同時間、地點所從事的行動，並且確保所有的過程都符合標準

化的程序，以達成跨地、跨時的統治(Smith, 2005: 170)。所以，它是連結個人活

動和建制社會關係的關鍵點，也是統治關係得以跨地進行的重要媒介。透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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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事情如何運作、如何協作統整，使得建制民族誌的研究

者可以超越在地可觀察和可發現的事務，進入到穿透、控制在地情境的跨地社會

關係和組織(Smith, 2006: 65)。DeVault和McCoy (2006)曾經做過一個傳神的比喻，

假使我們將建制關係當成一個有機體，文本過程就像中樞神經系統，會跑遍、協

作不同的地域／內臟。研究者如果想要找出事情究竟如何運作、如何發生，就必

須探究運作中的文本，以及以文本為基礎的知識形式。學術工作者的日常生活經

驗，也會受到不同種類的文本所中介，包括國家政策文件、大學法規、以及大量

的機構文本會定義和規範從事學術工作的過程與程序，如績效考核表、評量辦法、

業務公文、學校要求填寫的各式表格、文件等。在本研究中，我會問受訪者在他

的工作方面，有哪些評鑑標準、辦法或表格，或者是當他談到某個工作時，我們

會問「那學校有沒有發展一些方法確認你有沒有做到這些事？」、「評量的方式是

什麼？」、「這樣會影響到什麼？」、「如果沒有作會怎樣？」，並請受訪者盡可能

提供這些表單、文件、辦法等。根據表單、文件的內容，我們會追問受訪者如何

填寫這些表單，以及其填寫時背後的想法等。以探討他們的肉身化工作，如何受

到這些機構文本的中介，在行政過程中成為可以計算的績效表現。將此種文本

(texts)和文本化(textualization)的過程整合在一起，可以發掘有關學術工作和大學

教師的意識型態基因碼(ideological codes)(Smith, 1999)，如何被植入國家政策、

大學規訓、學術論述和日常實作之中。 

 

第三章  本書章節安排 

本專書採女性主義視角，分析台灣自千禧年起所啟動之一系列帶有市場化與

績效管理主義色彩的大學結構重組，如何不均質地影響到不同性別、家庭狀態、

職級與機構情境（公／私立、大學／技職院校、學門）的大學教師勞動過程與專

業認同。本書處理議題聚焦於以下兩個部分，一，瞭解當今學術工作的意義、稽

核方式、實作過程與勞動條件發生哪些變化，這些改變如何牽動大學職場的性別

權力關係。二，探究學術人如何回應新大學的情境，包括其專業認同出現哪些改

變，採取何種抗拒方式，以及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實作和社會關係如何經歷重

新組構的過程。最後，本書將反省這些改變對於大學這個肩負知識生產與人才培

育重責大任的場域，可能產生的意義和影響，同時思索大學作為一個民主化、批

判的、性別平等的公共領域之可能性。基於上述目的，本書的章節內容如下。第

一篇緒論，說明本專書之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第二篇檢視台灣自

1980年代末期解嚴以來，大學治理的幾項重大轉變，包括引入 KPI作為經費補

助的依據；成立高教評鑑中心，舉辦系所評鑑；鼓勵各校建立教師評鑑制度等，

本篇將檢視這些治理方式的改革如何牽動政府、大學和市場間的交錯互動，使得

大學院校從過往強調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理想，轉為如今被新型態的績效管理

主義和市場化政策所取代，深刻影響台灣當今學術工作的意義和內涵。第三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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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學術工作的社會編派(social organization)，在追求卓越與新自由主義的語囈下，

學術工作如何召喚一種新自由主義的主體：7-11 的去肉身化勞工，學術工作永遠

做不完、永遠不夠好，以及充滿大量的隱形工作。第四篇探究學術人的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用以瞭解這些學術人在大學中的工作情境如何與其日常生活的

行動序列，或者是和其他人在其他情境中的工作相互連結與協作。本篇分別從新

進教師與學術媽媽如何安排工作與生活的策略，檢視學術工作與日常生活的社會

關係。第五篇轉變中的學術認同，分析位於不同類型大學（公立、私立、後段退

場私校）、不同性別大學教師分化的學術認同，另外，本篇也會呈現非典型雇用

之學術工作者的處境與身份認同。第六篇結論與展望，透過前面各章的呈現，本

篇將提出作者對於學術這一行以及學術人的道德期待以及改革建議。本章企圖總

結前面的討論，指出大學應作為一種基進的、自主的、多元的、得以促成人們彼

此關愛、連結、整合的公共空間。鼓勵學術人在個人層次可以發展出真誠地、正

義的專業認同；在集體層次，可以發展出合作地、相互連結的勞動意識，共同改

變大學未來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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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學術工作的意義、內涵和學術人的勞動過程與專業認同，為台灣這幾年高
等教育的重大轉變留下歷史紀錄和珍貴訪談史料，一來可作為後續研究高等教
育者的重要參考資料，二來也可視為勞動社會學的研究，將學術工作當成一種
行業，檢視工作管理、要求與文化如何影響勞動者的認同與日常實作。
二、本專書從女性主義視角，批判性地檢視大學結構重組如何影響學術工作與
大學教師日常生活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有助於在討論大學改革的教育論述中注
入性別觀點，深度評估教育改革的性別影響和效應，研究結果將可提供政府、
學界領導階層或女性主義學者未來發展我國高等教育政策，以及推動高等教育
環境中性別平等政策的參考，對於營造大學成為一個性別平等職場、公私領域
統整、有利於生產批判性、女性主義知識的公共空間，有著多重、多面向的貢
獻。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