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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遷移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5年秋 

 

授課教授：藍佩嘉 

電子郵件: pclan@ntu.edu.tw 

上課時間: 週二 2:20—5:10 

上課地點：社會系館 207教室 

 

關於這門課： 

我們生活在一個國際遷移日漸頻繁的世界，台灣的族群地景在九零年代後也

因為勞動與婚姻移民數量的成長而有顯著的變化，然而，遷移從來是人類社會組

成與轉變的一個重要過程，台灣的歷史實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史。本課程討論的

範圍集中在跨國界的遷移，課堂閱讀的素材包括文獻以及影像資料，涵蓋的範圍

不僅是當代台灣，也希望同學能夠了解其他社會與區域的遷移現象。本課程強調

對於社會生活與認同政治的理解，不應把民族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框架，我們將

從鉅觀、組織、個人等不同層次來探討以下問題： 

 • 促成國際遷移的結構力量與社會機制為何？ 

 • 誰在進行國際遷移？誰有能力與資源流動？其遷移的原因與意義為何？ 

 • 民族國家(nation-states)如何侷限與促成人們的跨國流動? 再者，遷移如何

造成了國家界線與意義的重構？ 

 • 遷移對於個人與家庭造成什麼後果？人們的自我認同與社會關係如何隨

著遷移而有所改變？ 

  

來上課的人：  

本課程限大二、三、四同學選修。修課人數以 50人為限。 

 

作業與評分： 

1. 課堂表現：參與討論 20% 

2. 個人考試 40% 

in-class簡答與申論題，旨在測量是否確實閱讀文獻與了解相關的基本概念。 

3. 團體報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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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作業（5人一組）：選定一個與國際遷移有關的群體，對於五位以上的個

人進行深度訪談，訪問需錄音整理為逐字稿，然後運用課堂文獻的概念與架構

進行分析。報告長度為八千到一萬字之間 (不含訪問稿)，歡迎配合影像紀錄(紀

錄片或平面攝影)的方式呈現。 

 

課程內容與閱讀文獻： 

《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Peter Stalker著，蔡繼光譯，書林出版。

請自行去書林購買。其他部分，請到誠品影印店購買讀本。 

 

第一週 9/20  課程介紹與導論 

觀賞劇情片：<榴槤飄飄> 

 

*請用一到兩頁的篇幅，書寫你的觀影心得，以及簡要地（一）、介紹你自己以及 

說明你為什麼想要修這門課（二）、你對國際遷移現象有過怎樣的接觸、有興趣

的主要課題為何（三）、對於課程的設計安排與進行方式有怎樣的建議。 

 

I. 國際遷移的原因與機制 

 

第二週 9/27 國際遷移的概觀與結構力量 

Stalker, Peter.《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導論第一、二章 

Massey, Douglas et al. 1993. “Causes of Migration,” The Ethnicity Reader, edited by 

M. Guibernau and John Rex, pp. 257-69, London: Polity Press.  

    

第三週 10/4 輸入國與輸出國的政策 

Oishi, Nana. 2005. Women on the Move: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Ch.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曾嬿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32期。 

 

第四週 10/11 網絡與仲介 

Stalker, Peter.《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第三章  

Martin, Philip. 1996. “Labor Contractors: A Conceptual Overviews.” Asi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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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2-3): 201-18. 

王宏仁、張書銘，2003，〈商品化的台越跨國婚姻市場〉，《台灣社會學》，第六期。 

 

II. 不同類型的國際遷移 

 

第五週 10/18商業移民 

觀賞紀錄片：<台商台商> 

曾嬿芬老師客座演講 

Tseng, Yen-Fen. 2005. "Permanently Temporary: Taiwanese Business Nomads as 

Reluctant Migrant," In Asian Migrations: Sojourning, Displacement, 

Homecoming and Other Travels, 179-193.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第六週 10/25 勞動移民  

觀賞紀錄片：<離鄉背井去打工> 

Stalker, Peter.《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第四章  

吳挺鋒，1998，〈『外勞』休閒生活的文化鬥爭〉，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頓文

論文，第二、三章。 

 

第七週 11/1 婚姻移民 

觀賞紀錄片：<我的強娜威> 

夏曉鵑，2000，＜資本國際化與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王宏仁、沈倖如，2003，＜融入或逃離？『越南新娘』的在地反抗策略＞，《台

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蕭新煌主編，249-284，台北：中研院

亞太研究中心。 

 

*本週繳交分組報告的 proposal，請用兩到三頁的篇幅說明，（一）、研究對象與

主題（二）、訪談對象與接觸管道（三）、初步整理相關的文獻 

 

III. 遷移經驗中的認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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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11/8種族歧視與他者化 

觀賞紀錄片：<回印尼之後> 

藍佩嘉，2005，〈階層化的他者：種族化的家務移工招募過程〉，《台灣社會學刊》，             

    第四十八期。 

Michel Wieviorka. 1993. “Categories of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Racism,” in The 

Ethnicity Reader, edited by M. Guibernau and John Rex. London: Polity Press.  

 

11/15 台大成立紀念日 停課一天 

 

第九週 11/22階級認同與流動 

觀賞紀錄片：<The Care Chain 菲籍女傭的悲歌> 

藍佩嘉，2002，〈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第 32期，頁 169-218。 

嚴海蓉，2002，〈現代化的幻影：消費與生產的雙人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32期，頁 95-134。 

 

第十週 11/29 性別關係與跨國母職 

Hondagneu-Sotelo, Pierrette and Ernestine Avila. 1997. “'I am Here, but I a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and Society 11(5): 

548-571. 

George, Sheba. 2000. “Dirty Nurses’ and ‘Men Who Play’: Gender and Class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Pp. 144-174 in Global Ethnography, edited by 

Michael Burawo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V. 國界的穿透與重構 

 

第十一週 12/6  Transnationalism 

Stalker, Peter.《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第五章  

Levitt, Peggy. 2004. “Salsa and Ketchup: Transnational Migrants Straddle Two 

Worlds.” Contexts 3(2): 20-27.  

王君琳，2002，〈流動的家：大陸台商女性配偶的家生活與認同〉。台北：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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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第四、五章。 

 

第十二週 12/13  公民身分 

趙彥寧，2004，＜種族歧視後的社福資源分配邏輯：以大陸配偶國境管理為研究

案例＞，「跨界流離：全球化時代移民／工與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

台北：世新大學。 

Brubaker, W. Rogers. 1989. “Membership without Citizenship: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of Noncitizens.” Pp. 145-162, in Immigration and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edited by Rogers Brubaker.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第十三週 12/20  多元文化與文化公民身分 

Rosaldo, Renato. 1999. “Cultural Citizenship, Inequal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Race,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ited by Rodolfo D. Torres, Louis F. Miron and 

Jonathan Xavier Inda, pp. 253-61. London: Blackwell.  

Joppke, Christian. 1998. “Multiculturalism and Immigr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Immigration Reader, edited 

by David Jacobson, pp.285-319. London: Blackwell.  

 

第十四週 12/27  分組報告 

第十五週 1/3    分組報告 

第十六週 1/10   課堂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