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768期｜2022年06月30日發行

A c a d e m i a  S i n i c a  N e w s l e t t e r



本期目錄

編輯委員

編輯

陳竹君、黃詩雯、陳昶宏

地址

11529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電話

02-2789-9488

傳真

02-2785-3847

信箱

wknews@gate.sinica.edu.tw

學術活動

漫步科研

生活中研

當期焦點
01
04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6

17
19
21

本院電子報為同仁溝通橋樑，隔週四

發行，投稿截止時間為前一週星期四

下午5:00，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

截稿，歡迎同仁踴躍賜稿。

湯雅雯、林于鈴、吳岱娜

賴俊儒、陳玉潔、吳志航

林千翔、陳禹仲、曾國祥

臺灣研究世界大會28日登場首度移師美國舉行 強化國際學術網絡

2050淨零碳排》本院與台灣中油簽署MOU共推綠能產業發展 首先探勘宜蘭地熱

本院共2位研究人員榮獲「有庠科技獎」相關獎項

本院湯仲良院士辭世

本院數位文化中心徵求112年度「數位人文研究計畫」

112年度「材料與分析科技探索計畫」公開徵求研究計畫，即日起至111年8月22日止受理申請

本院物理所通俗演講：中國近世儒學關於生死與鬼神的討論

活動報名〉2022跨界與流動工作坊：東南亞區域歷史、文化網絡、與農食交流 

期刊出版〉《臺灣史研究》季刊第29卷第2期已出版

【專欄】振興與紓困政策的經濟學

藻類錯綜複雜的胞器基因體演化與遺傳

中研院藝文活動〉Legato樂聚：「樂讀普希金」講座音樂會

新進人員介紹——民族學研究所李梅君助研究員

人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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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世界大會28日登場
首度移師美國舉行 強化國際學術網絡

  本院與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於臺灣時間2022年6月28日至30

日共同舉辦第四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此

次大會主題為「成形塑造中的臺灣」（Taiwan 

in the Making），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從

全球化視角聚焦臺灣經驗，再從臺灣放眼世

界。實體會議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校區舉行，

開放民眾收看直播，一起參與這場跨領域、跨

國界的學術饗宴。

受疫情影響延後1年舉辦 此次將討論發

行《臺灣研究百科全書》

    「臺灣研究世界大會」2012年於本院開辦

首屆會議，2015年第二屆移師英國倫敦大學亞

非學院舉行，2018年第三屆再度回到本院，今

年則前進北美地區舉辦。此次大會為期3天，

共有1場專題演講、2場專題座談、3場圓桌論

壇、18個專題場次以及74篇論文發表，共聚集

▲臺灣研究世界大會實體出席學者合影。第1排由左至右分別為：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美

國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講座計畫」（Taiwan Studies Program, UW）Bill Lavely教授、駐西雅圖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甄國清處長、本院近史所康豹特聘研究員。其他本院研究人員包括：歐美所吳建輝研究員(左1)、社會所黃庭康

研究員(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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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位學者專家，其中55人實體出席，33人線上

參與。探討主題涵蓋歷史與記憶、宗教及儀

式、文學、視覺藝術、性別、經濟、社會、民

主與政治、考古、環境變遷和原住民研究等。

除此之外，還有假新聞、疫情下的臺灣等近年

熱門議題。

    開幕典禮於臺灣時間6月28日舉行，大會祕

書長、本院社會學研究所蕭新煌兼任研究員代

表本院致詞歡迎所有與會學者。同時，華盛頓

大學校長Ana Mari Cauce、駐西雅圖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總領事銜處長甄國清、駐舊金山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蔣經國

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研究室主任暨本院近代史

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康豹亦分別致詞。

    開幕典禮結束後，蕭新煌兼任研究員以

〈後理論化臺灣到臺灣理論的建構〉（From 

Theorizing Taiwan to Taiwan-Theories Making）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同日下午舉行「發布《臺

灣研究百科全書》電子版」圓桌論壇，蕭新煌

總主編與荷蘭Brill學術出版社主任Uri Tadmor

教授和國內外8位百科全書副主編，共同談論

《臺灣研究百科全書》發行構想，探討過去三

十多年來臺灣研究累積的成果，以及對於未來

各領域「臺灣研究」的啟發。

強化「臺灣研究」國際學術網絡 建立

交流平台推升影響力

    此次大會由本院黃進興副院長、社會所蕭

新煌兼任研究員、社會所陳志柔所長協同美國

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講座計畫」（Taiwan 

Studies Program, UW）的Bill  Lavely教授及

James Lin助理教授規劃、籌備。大會以促進

全球「臺灣研究」風氣為目標，聯合臺灣各大

學及海外臺灣研究學術機構社群，讓專家學者

齊聚一堂，分享臺灣研究的發現與成果，並交

換意見，藉此拓展和提升未來研究的水準，更

有助於強化臺灣研究的國際網絡，為「臺灣研

究」建立世界性學術研究交流與合作平台。

  今年受邀單位包括「北美臺灣研究學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成立於1999年）、英國倫敦亞非學

院「臺灣研究中心」（Centre of  Taiwan 

Stud ies，成立於1999年）、「歐洲臺灣研

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成立於2004年）以及日本「臺灣研

究學會」（Japan Associat ion for  Taiwan 

Stud ies，成立於1997年）等國際上重要臺

灣研究機構。同時也邀請到來自美國、加拿

大、英國、法國、捷克、奧地利、澳洲、新加

坡等地學者出席。與會的88位學者均為國內外

各領域傑出的臺灣研究專家，更有不少是著作

等身。

 「臺灣研究」近年來在國內外蓬勃發展。

1990年代末期國內各大專院校陸續開設臺灣研

究相關學系，至今已設有25個臺灣研究系所；

放眼全球，已有十多國相繼成立16間臺灣研究

相關機構。教育部亦是「臺灣研究」在全球大

放異彩的重要推手之一。自2000年以來，教育

部已與歐、亞、美洲及大洋洲4大洲超過15個國

家數十所世界知名大學共同推動四十多項「臺

灣研究講座計畫」（Taiwan Studies Program），

以此加深學術交流及國際合作，讓臺灣與世界

接軌，提升臺灣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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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

時間：臺灣時間2022年6月28日至30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地點：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校區

大會網站：https://wcts.sinica.edu.tw/wctsIV/index.html

議程及各場次錄影連結：https://wcts.sinica.edu.tw/wctsIV/zCongressProgram.html

（議程時間+15小時為臺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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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為本院廖俊智院長；右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李順欽董事長

    為響應政府能源轉型政策，積極推動臺灣綠能與減碳技術研發暨相關產業發展，本院與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於6月17日簽署綠能發展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綠色能源領域進行技術合作，盼為

我國邁向2050年淨零碳排願景建立堅實基礎。目前已選定宜蘭地熱能源探勘開發為合作起點，結

合本院新的探勘技術與台灣中油探採油氣實務經驗，有助於掌握地熱儲層具體情況；雙方也規劃

未來在綠能、二氧化碳捕捉與封存等領域持續合作。

 本院廖俊智院長及台灣中油李順欽董事長在本院環境變遷研究大樓共同簽署MOU。廖院長表

示，因應2050淨零碳排國家目標，本院已開始積極發展各項零碳的科技突破研發，其中包含目前

2050淨零碳排》
本院與台灣中油簽署MOU共推綠能產
業發展 首先探勘宜蘭地熱

當
期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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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致力開發的「去碳燃氫」技術，以及地熱能與海洋能相關前沿技術的推升。廖院長期勉本院的

科研菁英帶著頂尖科技實力，積極與產業界攜手合作，促成我國淨零碳排早日達標，成為學術研

究機構對國家重大議題盡責的典範。

    李順欽董事長指出，台灣中油身為國營企業，肩負維護國家能源安全、穩定供應油氣的責任，

近來戮力執行國家能源轉型政策，在現有基礎上，依「優油」、「減碳」、「潔能」三大策略，

以CPC（Clean Power Company）新願景穩健逐步轉型。希望藉由自身核心技術，再借重本院科研

專長，達成產業升級目標。

    由於探勘地熱資源需兼具知識與技術，雙方將密集啟動人員交流及技術資訊交換，並盡速設定

地熱能開發關鍵里程碑，以及所需技術發展標的，再共同完成探查任務。希望在最短時間裡突破

過去地質探勘的瓶頸，朝開發我國更多元自有能源的目標向前邁進。未來也將陸續啟動結合雙方

優勢技術的綠能與減碳科技合作，藉由在不同議題上獲得更多成果，共同促成臺灣早日實現淨零

碳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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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共2位研究人員榮獲「有庠科技獎」
相關獎項

    本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謝佳龍副研究員以「利用高速散射式干涉顯微術觀測活細胞內無標

定之染色質動態」之論文，榮獲「第二十屆有庠科技論文獎」光電科技領域獎項。謝佳龍副研究

員專精於發展新穎光學顯微影像技術，研究生物系統裡的物理和化學現象。其目前的研究重點是

利用超高速干涉式雷射顯微鏡解析細胞內的動態現象，此外，也利用影像處理和資料分析，藉此

重建細胞中分子層級的活動。謝副研究員之研究在光學顯微鏡、生物物理、單分子量測技術、奈

米粒子技術等領域有卓越影響力。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胡哲銘副研究員則獲得「第十屆有庠科技發明獎」，胡副研究員的研究重

點以臨床技轉為重心開發創新的醫療材料。通過探討生物材料與生物組織間的作用，來設計與研

發新型的奈米製劑以作為疾病的治療，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傳染病等。本次胡副研究員以

「內部封定脂質體」相關發明，榮獲「生技醫藥」領域獎項。

  2001年成立的「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本著公益與支持科技創新的宗旨，且期望提倡國內

科技人才從事學術研究風氣，再造國家競爭力，特設置「有庠科技論文獎」及「有庠科技發明

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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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湯仲良院士辭世

     本院湯仲良院士於今（2022）年5月31日於美國辭世，享壽88歲。

  湯院士為國際知名應用物理科學家，自1964年起長年任教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工程學院，並於

1985年成為Spencer T. Olin教授；其致力於研發光學材料，用於產製和檢測從紅外線到紫外線的電

磁波。湯院士的研究以雷射為主要工具，同時也開發新的光電元件、材料和製程，使研究順利進

行。

     湯院士於1960年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後，曾於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並於美國雷

神公司歷任研究員、首席研究科學家及顧問。亦曾任日本NTT基礎研究實驗室顧問。

    湯院士學術成就卓越，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IEEE會士；1996年獲頒美國光學學會Charles 

H. Townes 獎，於1994年當選為本院第20屆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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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數位文化中心徵求112年度
「數位人文研究計畫」

學術活動

  本院數位文化中心公開徵求112年度「數位人文研究計畫」，徵件時間自即日起至8月10日（星

期三）止。本次「數位人文研究計畫」徵求領域包括「數位人文知識庫建置」（Linked Knowledge 

Bases for Digital Humanities）、「數位人文創新研究計畫」（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二類。

申請辦法及相關文件請參閱：https://ascdc.sinica.edu.tw/news/5265

徵件說明會資訊請參閱：https://ascdc.sinica.edu.tw/news/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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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材料與分析科技探索計畫」
公開徵求研究計畫，即日起至111年
8月22日止受理申請

    本院「材料與分析科技探索計畫」公開徵求具有重要原創性或突破性之探索型「材料科學」和

「分析科技」研究計畫。經審查通過之研究計畫，須俟本院預算正式通過後始得執行。詳情及計

畫書格式請參閱：https://imate.iams.sinica.edu.tw/proposalcall 

聯絡人：本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林洧伊小姐，(02)2787-3226，wylin@gate.sinica.edu.tw

學
術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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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物理所通俗演講：
中國近世儒學關於生死與鬼神的討論

時間：2022年7月12日（星期二）15時至17時

地點：本院物理研究所1樓演講廳

講者：呂妙芬研究員（本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持人：張嘉升所長（本院物理研究所）

活動網址：https://www.phys.sinica.edu.tw/lecture_detail.php?id=2603&eng=T

聯絡人：鍾艾庭，(02)2789-8365，aiting@gate.sinica.edu.tw

摘要：本次演講內容為宋明理學關於生死與鬼神的不同論述，將說明宋明理學與先秦儒學的差異、

宋代儒學生死觀的特色，以及明清儒者對宋儒觀點的批評與修正。此主題亦涉及中西主流思想對

於個人與不朽的不同看法。

學
術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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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2022跨界與流動工作坊：
東南亞區域歷史、文化網絡、與農食交流 

時間：2022年7月28日至29日（星期四至星期五）

地點：本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三會議室（新館3樓2319室）

（會議室現場參與人數上限為10人，其他與會者將透過Webex參加視訊會議）

主辦單位：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26yqJCceQmeZjSnV6

報名截止：2022年7月15日（星期五）17時

聯絡人：陳小姐，(02) 2651-6862，jennyc26@gate.sinica.edu.tw

學
術
活
動

【備註Note】

1.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及審查報名資格權利，

二次以上無故缺席者，將取消報名資格。

2.送出報名表單並不代表成功錄取，錄取通知

信將於報名截止後以E-mail寄出。

3.為因應COVID-19疫情，此活動將依防疫規

定限制參與人數，如後續改為線上會議將另行

通知，請務必預先報名。為落實防疫工作，實

體會議需配合實聯制、量測體溫、禁止飲食、

全程配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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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臺灣史研究》季刊第29卷
第2期已出版

本院臺灣史研究所編印之《臺灣史研究》季刊第29卷第2期已出版。本期共收錄3篇研究論著、1篇

研究討論以及1篇書評；其中，研究論著包含「臺灣法律史專號」。以下為本期所有作者及論文名

稱：

（一）專號論著

1.林政佑，〈日治時期臺灣與朝鮮的監獄教誨史研究〉

2.王志弘，〈日治時期臺灣的檢察官代理〉

（二）研究論著

蔡思薇，〈治理殖民地自然：臺灣有用植物調查之展開〉

學
術
活
動

（三）研究討論

劉恆妏，〈二十年來臺灣法律史學科論文研究

回顧（1995-2017）〉

（四）書評

黃庭康，〈重新審視戰後臺灣政治發展：評林

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

的台灣》〉

有興趣者請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訂閱費用：

一年四期（三、六、九、十二月出刊），國內

訂戶新臺幣800元。劃撥帳號：17308795／帳

戶名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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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振興與紓困政策的經濟學

漫步科研

作者：楊子霆副研究員（本院經濟研究所）

   COVID-19是近100年來，影響人類生活最

為劇烈的傳染病，對世界各國不論在生命安

全、醫療體系、政治、社會與經濟等面向都產

生巨大的衝擊。在這篇科普文章裡，我會從經

濟學的觀點分析各類振興與紓困方案的效果。

  COVID-19自從2020年1月初於中國武漢爆

發，至今造成全球共5.4億人感染，632萬人死

亡。許多國家都至少歷經三波大流行。臺灣雖

然是少數在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較小的國家，

但在今年5月仍開始歷經疫情以來最大規模的

感染潮。

  這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主要源自於COVID-19

是一個具有高傳播力，且有一定致命性的新型

傳染病，目前尚無有效的解藥與疫苗可以防

範，且病毒還不斷在演化變異，這個特性讓人

們在面對疫情時出現兩難，一方面，病毒是能

奪取人們性命，不論是政府或是個人都得採取

一些因應措施，來減少病毒的傳播，例如:過

去兩年，各國政府透過邊境管制、封城

(lockdown)、實施居家令(stay-at-home order)

或是限制集會等措施，來阻絕病毒的傳播，避

免人民因染疫而亡。除此之外，個人亦會擔心

被傳染，自發性地減少外出活動、居家辦公

等。

    另一方面，這些防疫措施，像是封城雖然

能阻絕病毒的傳播，卻也讓整個經濟活動停

擺，對經濟發展帶來負面衝擊，若是限制時間

拖太久，家戶無法外出消費，企業將面臨營收

下降、倒閉的狀況，個人也會陷入被裁員、沒

有收入的危機，進一步地讓消費下降，產生負

向的經濟循環。

 由於疫情影響經濟的機制是，人們害怕染

病，進而減少外出消費，接著影響企業營收、

勞工就業與家戶收入，引發經濟的負面循環，

因此，如何刺激民眾多消費來拯救低迷的經濟

便是各國首要的課題。以美國為例，政府在

2020年4月15日依照家戶年收入與婚姻狀態，

直接給予民眾現金來提振消費。未婚且年收入

在75,000美元以下的家戶可拿1,200美元(新臺

幣34,000元)。已婚且年收入在150,000美元以

上的家戶則能收到2,400美元(新臺幣68,000

元)。另外，每多一位扶養親屬，便可多拿500

美元(新臺幣14,000元)。政府總共花費2,670

億美元(新臺幣7.6兆)，共1.6億人收到。

    哈佛大學的Raj Chetty教授與其研究團隊利

用信用卡與發票記帳軟體的即時數據，上述消

費振興方案的效果，發現在現金入帳後，收入

排序最低25%的家戶，平均消費額成長幅度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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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而收入排序在前25%的家戶的消費成長

只有8.5%，這顯示低收入家戶確實需要振興方

案的現金來度過疫情難關。他們進一步分析，

也發現振興方案的現金給付能有效提升耐久財

消費。在4月15日家戶領到現金後，美國耐久

財消費顯著上升21%，特別是汽車、電腦等這

類產品，然而，這部分消費的增加，並非全然

是現金給付帶來的額外消費，有很大一部分只

是替代本來就要進行的消費，特別是有些耐久

財在疫情期間大受歡迎，舉例來說，居家辦公

讓個人電腦的需求上升。為了避免染病，不少

人會改選擇自行開車，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因

此，這類產品的需求上升，很有可能不是受到

現金給付所驅動的新增消費。

    相較於美國政府直接發現金刺激消費，臺

灣於2020年7月15日發行振興三倍券(簡稱三倍

券)，要求民眾須自行花費1,000元「購買」價

值3,000元的振興券，且必須於2020年12月31 

日前使用完畢。自付額與限期使用的設計，在

各國振興方案中相當獨特少見。筆者與政大財

政系連賢明教授的研究團隊利用2019至2020年

臺灣每日電子發票資料，以鄉鎮區資料為觀察

單位，分析「振興三倍券」政策對消費的影

響。實證結果發現，三倍券的效果在發放當週

就立即產生，例如: 綜合商品零售業的消費金

額在7月15日那週，相較於去年同期明顯增加

21.9%，然而效果持續不久，大約五週後即回

到去年的水準。三倍券對餐飲業的消費也有立

即且正面的影響，且效果持續較久(約10週)。

    根據我們的估算，三倍券帶動的額外消費

至少有451億元。根據經濟部提供的統計數據，

共計23,328,776人領取三倍券，在扣除 1,000

自付額後，可得臺灣每個家戶額外獲得的可支

配所得總規模約為 466.58 億元。依照上述估

計的額外消費規模，我們可以據此計算出振興

三倍券政策的邊際消費傾向 ( marg ina l 

propensity to consume, MPC)，即民眾獲得額外

1塊錢，會新增多少消費。我們推估三倍券的

MPC至少約0.48。這個結果與本院人社中心簡

錦漢研究員利用問卷形式，針對民眾在使用三

倍券的行為進行調查結果類似。他的實證分析

顯示，民眾會把三倍券裡政府額外給的2,000

元，其中的57.1%用在本來沒有計畫要買的物

品上，也就是說MPC為0.57。他也進一步在問

卷調查中詢問民眾，如果未來再次發放振興

券，若是自付額改變成不同的金額時，民眾因

振興券而產生的新增消費。他的實證結果發

現，一旦自付額的比例提高，人民會花在本來

沒有計畫購買的物品上的比例（即MPC）也會

隨之提高。

    這兩個研究分別用不同的資料與研究設計，

探索三倍券的效益，結果顯示三倍券帶來的振

興消費效果是相當明顯且立即，而自付額的設

計讓政府財政負擔較輕，又讓民眾意識到自己

有花錢購買振興券，因而傾向將其用在非計畫

購賣的商品上。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振興三

倍券的設計有效提高民眾的新增消費，相當具

有巧思。

    除了發放現金來刺激消費，各國也透過對

企業提供貸款，希望能提振勞動需求來穩定就

業，以美國為例，政府推出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提供貸款給願意維持在疫情爆發前

聘僱人數的企業。這個紓困計畫於2020年4月3

日實施，提供3,500億美金，相當於10兆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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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貸款給員工人數在5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並

在4月27日追加提供1,750億美金(新臺幣5兆)

的貸款。根據哈佛大學Raj Chetty教授的實證

結果，對企業提供紓困貸款無法有效提振就業

機會。有拿到紓困貸款的公司，相較於沒拿到

紓困貸款的公司，聘僱員工的狀況沒有顯著差

別。這是因為能夠維持原有聘僱人數而申請到

貸款的公司，其營運狀況可能根本沒被疫情影

響。而受疫情嚴重影響的企業，可能早已將員

工解雇，直接退出市場，根本沒機會申請這個

貸款。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若要幫助因疫情

失業的勞工，對企業提供紓困貸款，以維持雇

主的聘僱水準是較為迂迴的做法，比較好的方

式是延長或增加勞工的失業給付，並提供職業

訓練，特別是目前疫情結束的時間仍看不到終

點，過往最多9個月的失業給付(以臺灣為例)

可能會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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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類錯綜複雜的胞器基因體演化與遺傳

   粒線體與葉綠體的遺傳物質在動植物大多是母系遺傳，然而在單細胞真核生物則了解甚少。本

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助研究員顧銓團隊發現，全球廣泛分佈的鈣板藻在粒線體、葉綠體與細

胞核的演化樹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是過去其他真核生物所未見。這種複雜的胞器演化歷史，推測

與同型配子、胞器雙親遺傳、單雙倍體世代交替等生活史過程有關。本研究成果於今（2022）年5

月發表於國際期刊《新植物學家》（New Phytologist）。

論文連結 : https://nph.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nph.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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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藝文活動〉Legato樂聚：
「樂讀普希金」講座音樂會

時間：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19時

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國際會議廳

演出：Legato樂聚

備註：本次節目約120分鐘，免費入場，需事先線上報名。適合7歲以上民眾觀賞。

報名網址：https://conference.iis.sinica.edu.tw/Activity/list.jsp 

    「從普希金起，才開始有了俄羅斯文學。」

    俄國文學之父——亞力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以不世出的天份展現俄文的全面力

量和靈動美好，並以絕妙想像與創造天賦寫下眾多不朽詩歌、戲劇與小說。普希金不僅是俄羅斯

文學的太陽，作品更成為諸多作曲家的靈感。

  本次音樂會將由知名樂評人焦元溥，以風趣口吻介紹由普希金詩作、劇作或文學作品為基礎，

所譜寫出的藝術歌曲、歌劇選段及音樂作品。並由前國家交響樂團小提琴首席李宜錦、知名女高

音林慈音、男低音羅俊穎以及鋼琴家許惠品等傑出音樂家帶來豐富、精彩且技巧高超的樂曲演

出。

生活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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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因應疫情，本次活動採線上報名制，不接受電話或其他方式報名。

2.現場開放50位入場名額，演出當日17時30分於活動地點處開始登記，額滿為止。

3.當日進場將有防疫相關措施，活動全程請配戴口罩，敬請配合。

洽詢電話：秘書處陳小姐，（02）2789-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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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介紹——
民族學研究所李梅君助研究員

    李梅君女士於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曾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博士級研究員。其專長為數位人類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批判資料學，研究的核心關懷是科技

和民主動態的辯證關係。李博士的博士論文以數位民族誌為基礎，分析臺灣的公民科技社群如何

以科技工具轉譯「開放」至政治實踐中，從而轉動網路鄉民的數位行動主義。

  李博士近來轉向探討網路謠言如何影響並改變了人們與訊息、知識，以及事實的關係，並以「謠言地

景」與「關懷的政治」兩個角度來思考網路謠言裡的人際互動、社會脈絡，及地方和地緣政治。

    李梅君博士自2022年5月起於民族學研究所擔任助研究員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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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快問快答X

Q.用一句話形容自己的研究？

A.數位民族誌就像獵人在數位符碼中，小心翼翼地追蹤迷因貓的足跡，然後驚覺貓咪一直就在身

  邊注視著自己

Q.您覺得「做研究」最難的部分是？

A.保持好奇心、保持謙卑、保持開放性

Q.除了做研究以外的興趣？

A.有小孩前→看戲、旅行、玩貓；

  有小孩後→看小孩從半獸人轉變為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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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1.楊大衍先生奉核定為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2年7月31日

  止。

2.徐晨軒先生奉核定為物理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7年7月31日止。

3.吳亭穎女士奉核定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111年10月1日起至117年7月31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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