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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阮自強先生奉核定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聘期自

97年8月1日起。 

近代史研究所陳永發特聘研究員奉核定代理所

長，聘期自97年8月21日起至新任所長到任為止。 

胡勝正先生奉核定為經濟研究所通信研究員，聘期

自97年8月1日起。 

經濟研究所蕭代基研究員奉核定自97年7月1日至

98年10月10日，延長借調至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所，

擔任院長。 

學術活動 

「第八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國際學術

研討會」即日起開放報名 

時  間：97年9月11日（週四）至12日（週五）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國際會議廳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8月25日止。一律採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2008 

聯 絡 人：謝芮桓小姐 srcsr@gate.sinica.edu.tw；

(02)2788-4188#506。 

主辦單位：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贊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參加本研討會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以實

際參加狀況為準。 

 

 

8月份知識饗宴「病毒與蝦宿主間交互作

用之功能基因體學研究」 

主講人：羅竹芳博士（國立臺灣大

學動物學研究所教授兼

生命科學院院長） 

主持人：劉兆漢副院長 

時  間：97年8月26日（週二） 

晚上6時起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 

餐  會：平面演講廳（18:00至19:00） 

演  講：第1會議室（19:00至21:00） 

請於8月24日前，以下列方式報名： 

1. 由於報名系統已重新設定，曾於網路報名本活動者，

接獲本院邀請函後，請按步驟進入網頁更新個人資

料，例如重新設定服務單位與職稱。報名截止日前，

個人資料如有異動，也請至邀請函的原網址更新個人

資料。 

2. 第1次參加者，請至網址：http://www.sinica.edu.tw/sc.html

報名。 

3. 參加餐會者，請於當日報到時繳付新臺幣100元，現

場不受理臨時報名。 

★凡參加本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2小

時。（公務人員認證系統已經過安全認證，報名者的

資料會被編密。） 

★洽詢專線：(02)2789-9408，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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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所97年度訪問學員研究成果發表 

時   間：97年8月19日（週二）下午2時至4時 

地   點：本院臺灣史研究所802室 

主 持 人：許雪姬所長 

主 講 人：李毓中先生（本所訪問學員）、劉鴻德先生（本所訪問學員）、周俊宇先生（本所訪問學員） 

講   題：1. 翻譯即是背叛（traduzione, traditore）？！從西班牙文本看西據臺灣史中的幾點疑義 

2. 塑造「醫院」：邱仕榮與中華民國醫院行政協會（1968-1982） 

3. 忠烈國殤的祭祀與青年典範的建立：三二九革命先烈紀念日與青年節的歷史研究 

與 談 人：翁佳音助研究員、劉士永副研究員、張隆志助研究員 

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公布欄 
人社中心（調研）資料開放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行單位 
資 料 簡 介* 

大學生友誼

網絡的演變

與健康行為 

楊雪華／ 

長榮大學醫務

管理學系 

大學時期，最重要的社會關係是同儕友誼網絡，友誼網絡對健康行為的形塑具

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友誼的演變，物以類聚是最簡單且最直接的一種解釋，因此，

初期的「近」或「機會」，與「外表相似性」是很重要的因素，而友誼的持續發展，

有學者主張必須有「內在相似性」的支撐，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除了性別很

容易「知覺到」，而可能具有「外表相似性」之外，其他個人特質是否也有這個特

性？例如：價值觀、健康行為或態度等。這些因素，是否會在友誼發展的不同階段

裡，因為別人是否「知覺到」，而從「內在相似性」變成「外表相似性」？「內在

相似性」與「外表相似性」在友誼發展的各階段，是否有不同的表現和作用？這些

問題的釐清，有助於對健康行為的瞭解。因此，透過社會網絡資料的分析與質性資

料的整理，瞭解健康行為在友誼網絡的發展歷程中，如何相互交織成一幅友誼網絡

發展圖像，是值得探討的。 

利用遊客敘

述性偏好選

擇模式探討

主題樂園之

行銷策略：

以劍湖山主

題樂園為例 

陳肇堯／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主題樂園是國內旅遊市場中主要的遊憩活動類型之一，也是國人從事旅遊活動

主要的場所之一，在國內旅遊市場的遊客佔有率約達10%。然而多數的主題樂園由

於無法洞悉遊客的需要與偏好使其經營狀況岌岌可危，雖然經營者期望藉由其所提

供之遊憩產品的變化來吸引遊客，但新產品引入市場後必須承擔較高的不確定風

險，甚至引發經營上的困境。因此如何選擇一個好的行銷策略，降低新產品在市場

競爭上的不確定性風險，乃是經營者所面臨的一個主要課題。 

本研究擬利用市場行銷上廣為採用的敘述性偏好選擇模式來探討主題樂園遊

客的偏好選擇行為，藉由虛擬方案的設計，使主題樂園經營者瞭解遊客在面對一些

新的產品組合時可能的反應，藉此找到可能影響消費者選擇的因子屬性變動時之影

響效果，以提供經營者在研擬可行之行銷策略時的參考。因此本研究以劍湖山主題

樂園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利用多項羅吉特模式探討劍湖山主題樂園之遊客的敘述

性偏好選擇行為，研究結果顯示主題樂園的活動內容與票價之所得效果對產品的選

擇造成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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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行單位 
資 料 簡 介* 

臺灣青少年

成長歷程研

究：國一樣

本 (J1) 第 一

波 

伊慶春／ 

中央研究院社

會學研究所 

本計畫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家庭與生命史研究群的一項為期五年的貫

時性研究計畫，名為：「從青少年時期至成年初期的健康行為調適：家庭、學校與

社區間的交互關係」，目的在探討這段時期的青少年的成長歷程是如何受到家庭、

學校與社區的交互影響，以致影響到個人在成長時的身心調適。本研究將針對臺北

縣市與宜蘭縣的國一與國三學生進行連續五年的追蹤調查，以便同時顧及地域及學

制上的差別。本研究將分別從家庭、學校與社區的影響進行探討。針對同一個受訪

對象連續追蹤五年，以期望建立一個記錄青少年發展軌跡的獨一無二的資料庫，對

提昇國內這方面的學術研究，以及當局制訂政策時都將有所助益。本研究以臺北

市、臺北縣以及宜蘭縣國中學生為研究母體，經隨機抽樣結果，在臺北市抽取十六

個學校、臺北縣抽取十五個學校、宜蘭縣抽取九校。訪問對象為國一的學生、該抽

樣班級的導師以及學生的家長（以母親為主）。在訪問學生的同時，將交付導師問

卷（包含導師基本資料與導師評量問卷），讓導師針對班上所有的學生進行客觀的

評量；此外，也將交付家長問卷，讓學生帶回家給父母親填寫後交回。 

* 資料簡介節選自研究報告書中之摘要。 

開放項目包括：問卷、資料檔、過錄編碼簿、次數分配表、研究報告書、欄位定義程式。 

若欲更進一步瞭解釋出資料的相關訊息或申請辦法，請洽邱亦秀小姐，電話： (02)2788-4188#209或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 

參考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 

知識天地 

性別角色態度、家務分工與父權制度 

張晉芬研究員（社會學研究所） 

在顛覆性別社會建構的過程中，態度的改變往往最先發酵。性別平等是一個代表進步及開明的價值，多數人在

態度上或許表示支持，但性別平權意識是否能夠落實到行為面，還需要具備一些條件。相對於在公領域中政治與經

濟地位的改善，女性在私領域內仍面對相當程度的不平等，例如，家庭中女性受到暴力傷害的情形仍時有所聞、有

些年輕世代父母仍以未生出男孩為憾，以及家事仍主要由女性負擔等。以最後一項為例，官方或學術調查的結果都

顯示，即使和丈夫或兄弟一樣擁有全職的工作，女性仍需承擔大部分的家事。家務勞動是社會、家庭和個人生產得

以維繫的關鍵。照顧嬰幼兒或老人、洗衣服、買菜及烹飪等，都是需要持久、經常性心力付出的勞動。大家都會同

意這些「再生產」的勞動很重要，但為何家務勞動卻多半由女人以女兒、母親、媳婦、或妻子的身分承擔，似乎仍

然是難解的謎題。這篇短文試圖藉由一篇研究論文的結果，說明態度與行為之間的落差，並帶出父權制度的本質及

釐清一些迷思。 

本文作者與另一位學界同仁曾經利用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共同執行的「臺灣社會變

遷基本調查」1991、1996及2002年的資料，分析影響家務分工性別化的因素。1在家務勞動中，洗衣服是一項具有經

常性、過程繁複、而具有「女人的家事」標籤的工作，也是在三期調查中都被問到的題目；因此成為該篇論文的分

析重點。圖一是「洗衣服」在三個不同時期的分工狀態。在2002年進行調查時，仍有高達72.5%的受訪者表示家中

主要是太太在從事這項工作，僅比11年前少6個百分點。雖然先生的參與，及夫妻兩人共同分擔的比例也逐期微幅

升高，分別由1991的2.8%及4.7%，升至2002年的6.6%及15.4，算是可喜的趨勢。但整體而言，洗衣服的勞動付出雖

然有去性別化的趨勢，是由太太承擔的情形依然明顯。臺灣家務分工確實維持著明顯的「男人的家事」、「女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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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不同時期家中洗衣工作的分擔模式 

事」的區隔：洗衣服主要是太太的工作，而先生則負責家中的修繕工作。這種看似發揮各人所長的家務分工在本質

上是不公平的分配。 

不同的家務所需的精神、體力、及時間投入量有極大差異。雖然丈夫並非完全不做家事，然而他們所承擔的這

種在傳統觀念下被定義為「男人的家事」，如修理或電器換裝等，並非經常發生、也並不耗時、甚至可由他人代勞。

因此，即使這項家務完全由丈夫承擔，他們在家務中所投入的時間總量依然偏低。相對的，被定義為「女人的家事」

的洗衣服，卻是較費時、且經常要處理的。當大多數的丈夫不願意多做這些「女人的家事」時，男性投入家務的時

間量自然難以提高。 

圖二是影響「洗衣服」這項家務分配模式的多變項統計分析的結果（圖二並未列出模型中所有的變項，有興趣

的讀者請參考原文的表3及附錄1）。在同時考慮其他相關變項的影響後，我們發現1991及1996年的調查結果都顯示

年紀愈大的受訪者，家中洗衣服的工作由太太承擔的機率愈高。不過，到了2002年時，年齡的效果即不再顯著。從

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受訪者年紀較長的家戶中家務分工已不再傾向於傳統的性別化模式，應該是一個進步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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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1996 2002  

受訪者年紀愈大？ 

  

 → 年齡已不再具有重要影響力。 

受訪者在外從事有酬勞動？ 

   

→ 女性外出就業的家庭，比較不

會出現傳統家務性別分工。這

個因素愈來愈重要了！ 

受訪者母親教育程度愈高？ 

 

 

 

→ 母親教育程度愈高，子女婚後

的家庭比較不會出現傳統家

務性別分工。 

註：未顯示圖案的年代表示該變項的統計分析結果並不顯著。 

圖二  洗衣工作主要由太太承擔的決定因素 

就業狀態是唯一在三期資料中都呈現重要性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太太在外參與有酬勞動時，「洗衣服」主

要仍由其承擔的可能性降低。這個結果顯示出家事時間與工作時間之間的拉鋸關係。當女性從事有酬勞動時，投入

家務勞動的時間自然就會減少。在外工作的女性其家務投入雖然減少，但由於男性的投入並沒有相應增加，家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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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性別化依然存在。 

最後，我們也發現，母親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其個人婚姻家庭中洗衣服這項家務維持性別化分工狀態的可

能性較低。這個因素在1991年（女性樣本）及2002年（男性）的模型中呈現顯著效果。顯示在控制受訪者的個人特

徵、性別角色態度及社經位置後，原生家庭的背景對於受訪者自組家庭中的家務分工模式仍有顯著的影響。 

性別化的家庭分工模式或女性作為家務主要承擔者的現象具有深刻的權力意涵。首先，女人的家務投入幫助男

人累積其個人的人力和社會資本。這些資本的蓄積對於鞏固男人的政經能力及個人網絡的開展，都有實質的幫助。

但是，男性個人資本或社會關係的累積卻未必能夠被女性配偶所享用，甚至還逐漸加深性別（主要是指夫妻）之間

不平等的經濟和社會權力關係。其次，女性的家務投入，包括家事負擔、育幼或是照護年幼子女或家中老人等，都

直接影響其本人在正式勞動市場中的發展機會和個人社會資本的累積；進一步弱化女性個人經濟獨立性和在婚姻關

係中的協商能力。最後，刻板的性別分工模式持續複製家務工作應由女性承擔的迷思，使得家務分工性別化的現象

難以翻轉。 

所以，雖然女性勞動參與率持續提高、性別意識也更為平等，但是女性仍是家務主要承擔者的角色並沒有重大

改變。我們的文章指出，相對於女性受訪者的就業狀態（反映可從事家務勞動時間的長短）、教育程度（家庭中的

社經地位）及原生家庭母親的教育程度（代表成長背景）的影響，性別角色態度對於家務性別分工的影響零星，甚

至不顯著。弔詭的是，從這三個時間點的資料來看，男女性的性別角色態度卻都是愈來愈開放。 

我們的文章顯示了行為與態度之間的落差。那麼要如何解釋這個落差呢？作者認為這與性別態度指標的效度有

關。家庭社會學研究一般常用的性別角色態度指標，例如「妻子有全職工作對家庭生活不好」或「男人的責任是賺

錢、女人則是照顧家庭」等，其實是在測量一般大眾對於女性多元角色的認同。然而，同意女性角色多元化並不代

表認同女性可以放棄傳統的角色；這些指標是反映民眾「允許」女性可以兩者兼顧的程度，但並沒有測量民眾對於

母職優位性的看法。性別角色態度指標也很少觸及對於男性角色轉變的看法。 

性別角色態度的測量確實沒有挑戰父權制度下對於男性陽剛氣質、父親權威及男性主導的市場勞動價值的尊榮

和過分肯定。在父權制度的運作系統下，相對於男性，同樣擁有全職工作的女性仍然要承擔育幼及多數的家事，而

母職卻會影響她們在職場上的「競爭力」，甚至成為處罰。多數人都會同意母親相夫教子的辛勞和貢獻，但是我們

對於母親的能力又是如何評價呢？根據美國社會學家Shelley Correll 和她的同事所做的一項實驗設計2，即使還沒有

勞動市場經驗的大學生，在評估不同身分求職者的資格和要求時，都顯著地認為身為母親的求職者生產力一定比較

低、雇主對她們應該有較嚴格的出勤規定和考核、且可以容許對她們同工不同酬。這些刻板印象竟然與她們隨後對

於雇主所做的實際調查幾乎完全吻合。  

父權制度同時也是壓迫男性的制度。這個制度的操作是允許女性可以「選擇」專職在家或是出外工作，但是如

果有男性希望專職從事子女養育或是家務的勞動，卻會受到莫大的壓力；他的能力和人格會受到質疑，其個人也極

可能與家人及周遭環境形成緊張關係。此外，丈夫的薪水低於妻子、或是比另一伴早下班，也可能被嘲諷是靠太太

養；小孩生病時帶去看醫生的是爸爸而不是媽媽，也可能被視為反常，而被詢問「媽媽呢？」，暗示著爸爸做了不

該扮演的角色，而媽媽卻是有虧職（母職）守。 

當社會大眾在回答問卷時會反對「男主外、女主內」的說法，其實並沒有在說謊，而是實踐性別意識的面向太

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覺地會隨著父權制度的規範、習慣運作。這種行為與態度的落差，除了顯示性別角色態

度不是預測行為的可信賴（reliable）指標之外，也反映性別平權的推動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正如同一本翻譯的書

中所說的：「這火雖然不是我們放的，但是撲滅這場火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頁209）。3女性和男性同樣都受父權制

度所害，都應該從身邊做起，改變這個制度。男性多做女人的家事就是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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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知識天地文章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 「常用連結」之「週報〈知識天地〉」項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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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日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 持 人 

數   理   科   學   組 

8/14(四)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顏旭博士 

(ITMC, RWTH Aachen, 

Germany) 

Supercritical Fluid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of Carbon Nanotube- 

Supported Nanoparticle Catalysts 

洪政雄博士 

8/18(一) 10:30 
統計所蔡元培館 

2 樓 208 演講廳 

Prof. Alois Panholzer 

(維也納技術大學) 
On a Discrete Parking Problem 丘政民博士 

8/20(三) 14:00 
環變中心演講廳 

(人文館南棟 11 樓) 

Dr. Juno Hsu 

(Univ.of California at 

Irvine, USA) 

Stratospheric Variability and 

Tropospheric Ozone  
 

8/21(四) 

14:00 
地球所 

3 樓演講廳 

林立虹助教授 

(臺灣大學) 

Geochemical and Microbial Processes 

in Terrestrial Mud Volcanoes 
邱子虔博士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Dr. Sheng Dai 

(Univ. of Toronto, Canada) 
Stimuli-responsive Polymeric Systems 洪政雄博士 

生   命   科   學   組 

8/18(一) 

10:30 

生化所 

R103 演講廳 

Prof. Johann Deisenhofer 

(Univ.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USA) 

Contributions of Structural Biolog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Photosynthesis 
 

基因體中心 

2 樓演講廳 

陳月枝博士 

(交通大學) 

Nanodiagnostics & Nanotherapeutics 

for Pathogenic Bacteria 
陳仲瑄主任 

14:30 
細生所 

2 樓會議室 

許祖法研究員 

(細生所) 

Turning a Rabbit into a Carp, their 

Muscle-Specific Creatine Kinases that 

is 

游正博所長 

8/19(二) 

10:00 
植微所 

106 會議室 

Prof. Makoto Matsuoka 

(Nagoya Univ., Japan) 

Gibberellin Perception and Signal 

Transduction in Rice 
邢禹依博士 

15:30 
化學所 

周大紓講堂 

Dr. Makoto Matsuoka 

(Nagoya Univ., Japan) 

Study on a Role of Gibberellin in 

Pollen Growth Using LM-microarray 

of Male Gamete and Tapetum in Rice 

Anther 

常怡雍博士 

8/20(三) 16: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Prof. Shoen Kume 

(Kumamoto Univ., Japan) 

Guided Differentiation of ES Cells 

into the Pancreatic and Hepatic 

Lineages 

陳垣崇所長 

8/22(五)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施民新教授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 USA) 

The Saga of Prion: From Mad Cow 

Disease to Cancer 
孔祥智博士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8/14(四) 14:00 
人社中心前棟 3 樓 

(調研中心焦點團體室) 

王甫昌副研究員 

(社會所) 
當代臺灣族群概念的緣起與內涵 楊孟麗博士 

8/19(二) 14:30 
經濟所 B 棟 

1 樓 B110 會議室 

Prof. Pok-sang Lam 

(Ohio State Univ., USA) 

Income Risk and Portfolio Choice: An 

Empirical Study 
 

8/20(三) 10:00 
文哲所 

3 樓研討室 

黃繹勳客座研究員 

(日本龍谷大學) 

宋代禪籍成書之過程 

—以《祖庭事苑》為例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 「年度行事曆」項下瀏覽。※  

 

 

 

 

 

 

 

 

 

 

 

 

 

 

 

 

 

 

 

 

 

 

 

 

 

 

 

 

10% 

 

 

 

 

 

 

 

 

 

 

 

Fig.2 

失巢效應
(Anoikis) 

 

 

Fig.2 

失巢效應
(Anoikis) 

 

 

Fig.2 

失巢效應
(Anoikis) 

 

 

Fig.2 

失巢效應
(Anoikis) 

http://www.sinica.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