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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運動認識公民 

與社會 

 
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主持人 

管中祥 

前言 致 從火星回來的人 

2013 年，《公民不冷血—新世紀臺灣公民行

動事件簿》初版時，有兩個主要的設定讀者：高

中生及「從火星回來的人」。 

過去幾年，因為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裡新增

了「媒體識讀／素養」的單元，有機會和高中公

民老師接觸，也因為準備培訓課程的關係，閱讀

了不少版本的《公民與社會》。看完後第一個感

覺：公民課本實在太強大了，議題不但貼近土地，

更是包羅萬象；同時也讓我覺得，《公民與社會》

是臺灣青年走入社會的入門書，也是公民價值養

成的重要關鍵，這本書的出版希望能提供給同學

課本外的真實故事。 

 

 

 

 

《公民不冷血――新世紀臺灣公民行動事件簿》 

雖然部分的社會運動得到媒體前所未有的矚目，如苗栗大埔、關廠工人及國

道收費員等；但絕大多數的社會運動是遭到忽視、扭曲的。然而，這些被遺

忘的行動，卻是臺灣社會能否持續省思、持續進步的重要力量。公民行動影 

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以記錄臺灣社會運動為職志，協助弱勢發聲、促成公共討論，

於 2013 年出版《公民不冷血――新世紀臺灣公民行動事件簿》，並於 2015 年底新修增訂

版，集結並整理近幾年臺灣重要的社會運動，專訪參與改革的行動者，詳實記錄行動的過

程、影響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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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火星回來的人」則是借用周星馳電影裡

的梗，因為從火星回來的人，未必知道地球發生

什麼事。我們活在當下的臺灣，但對這塊土地歷

史與現況的理解卻是十分有限，當一個人不了解

社會，又如何能關心社會？若要我們未來的公

民，能關心社會，就得從知道這個社會發生什麼

事開始。 

為什麼會理解有限？一方面即使進行了多次

教育改革，但「升學」、「功名」仍是主要目標，

社會仍活在傳統「個人成就」的價值當中，另一

方面，教室外的資訊，特別是公共議題或社會運

動往往遭到大眾傳播媒體的忽略或簡化，我們難

以從媒體理解社會的多樣面貌。 

主流媒體很少報導社會運動，若有也大多強

調衝突，很少清楚地呈現社會倡議者的主張；即

使是衝突，也不是突顯不同意見的爭點與論辯，

而是肢體與語言的對立。這種報導方式意味著媒

體輕忽了社會運動的社會意義，忽略了社會運動

其實可能是社會反省的開始，是社會進步的動

力。主流媒體對社運的認知與態度，無疑是社會

進步的重大危機，當媒體對社會運動陌生、忽視，

將難以促成民主的對話與討論，諸多社會發展的

創意與反思都可能淹沒在八卦、衝突與口水之中。 

事實上，絕大多數抗議行動都很願意清楚地

表達訴求，在抗議之前，也可能召開過無數次理

性的記者會、公聽會，甚至拜會官員。但當正常

管道求助無門，甚至遭到官方一再欺騙，最終也

只能另闢蹊徑，走上街頭。
註 1

 

 

 

 

註 1 例如，2010 年怪手開進稻田強挖大埔農地，多年來，當地居民及相關團體向監察院、行政院、立法院、

內政部等政府單位多次陳情，召開許多記者會，但都不得其果，甚至釀成大埔朱阿嬤喝農藥自殺，以

死明志的悲劇。經過多次抗爭，好不容易得到行政院「原屋原地保留」的承諾，執政者也表示願意與

民間團體充份討論土地徵收條例，但政府部門卻一再自毀承諾，一次又一次地欺瞞、耍弄人民，人民

只好走上街頭，甚至占領內政部，行使公民不服從的基本權利。 

 

 

課程連結：第 1 冊第 6 課 媒體角色與議題設定（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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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運動是社會對話的過程 

走上街頭，經常是人民四處求助無門的最後

手段，也是弱勢者對抗國家暴力的最後理性武

器。一個國家能不能進步，通常不會是來自執政

者的恩澤，也未必是反對黨的監督，特別是當反

對黨軟弱無力，或與執政者沆瀣一氣時。國家能

不能進步的重要關鍵在於社會運動發不發達，以

及社會如何回應社會中的異議聲音與行動。不論

社會運動提出來主張是不是合宜、成熟，或者正

確，至少都可能揭露了和諧社會潛藏的問題，以

及可能的發展方向。 

然而，因為我們對社會運動的誤知與忽視，

也形成我們對社會運動的刻版印象，甚至會覺得

政府已經很有誠意要解決社會問題、人民需求，

彌補不義的作為，為什麼人民還要抗爭？但問題

真的那麼簡單？ 

有次，嘉義縣政府有感於社會運動的蓬勃，

邀請我和公務員談談社會運動。會後，有位聽眾

問我對抗議時丟鞋的看法？他覺得社會運動總是

「來亂的」，政府已經善意的回應社會需求，公務

人員也很努力，他不明白為什麼人民還不滿意？ 

的確有許多兢兢業業的公務員，不少政府首

長也懷抱淑世濟人的想法。但公務體系有著自己

的價值與運作系統，未必能考量社會差異者或弱

勢者的需求。這樣的思維方式，卻和不斷創新、

挑戰權威、為弱勢發聲的社會運動者有著極大的

差異，也因此，有時即使是公務機關「善意」的

設計，在社會運動者的眼裡，反而會是惡意的挑

釁。新北市「溪洲部落搬遷」風波，就是一例。 

1960年代，臺灣工業發展逐步起飛，新興建

設吸引了許多花東的阿美族人北上，成為國家發

展的重要勞動力。離開原鄉的族人，因為經濟能

力與文化習慣，他們逐河而居，建立了一個個都

市部落，位於新店溪畔的溪洲部落就是其中之

一。 

都市原住民供應大量的勞動力，大多從事低

收入且高工時、高危險的工作。他們構築了臺北

縣市的幾座重要橋樑，便利了經濟與交通的要

道，許多重要的城市地標與偉大建築，摻雜了族

人的血汗與勞動剝削。他們辛苦為別人蓋起了房

子，卻無法為自己買一間遮風避雨的房舍。 

 

 

課程連結：第 1 冊第 5 課 社會運動的特色（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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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觀光與城市美觀，當時的臺北縣（今新

北市）政府於2007年推出「大碧潭再造」計畫，

卻讓河岸唱起了悲歌，在當地居住30年的溪洲部

落，成了阻礙城市發展的巨石，破壞城市美觀的

毒瘤。在臺北縣政府眼裡，他們是「違建黑戶」，

要族人搬遷似乎是理所當然。對官員來說，他們

不但依法行政，還仁至義盡，甚至在三峽蓋好了

隆恩埔國宅，以每人一萬元搬遷費的補助，要求

溪洲部落族人遷入。 

然而，問題的癥結點在於臺北縣政府的「依

法行政」並未考慮到歷史與部落的真實處境，雖

然「好意」地興建國宅，溪洲部落的族人並不領

情。因為一旦搬入，原本相互支持的社會關係將

遭到瓦解，搬遷後也將帶給族人龐大的經濟壓

力，每個月要付數千元的租金，生活也會陷入新

的困境。 

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樂生保留運動」。 

為了能興建捷運新莊線，順利拆遷樂生療養

院，衛生署在附近蓋了迴龍醫院，一方面作為社

區醫院，同時打算安置樂生院院民。然而，不少

院民為了捍衛樂生不願搬入。許多人納悶，政府

幫你們蓋的新房子又大又舒適，為什麼還要四處

抗爭，不搬進去住呢？ 

事實上，好心的政府可能從來沒想過，讓行

動不便的樂生阿公阿嬤住在醫院的病房裡，其實

是個災難，他們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現代化「醫

院」，而是能夠安養天年的自然環境。 

演講那天，我播放樂生院民和紀錄片工作者

合拍的「樂生搬遷模擬短片」，影片裡模擬大樓

裡發生火災，驚慌的院民坐著代步車逃生，但因

為通道狹小、電梯容量有限，他們卻都擠在電梯

前的走道，全動彈不得。有些院民試圖利用逃生

設備，但雙手早已萎縮的他們，根本無力啟動，

心急如焚的院民只能靜靜地等待死神的降臨。公

務體系的善意對院民來說根本沒有意義，不但無

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更讓他們的生存陷入窘境。 

這些狀況對身在公部門的朋友並不陌生，八

八風災後，政府提出了許多災後重建的措施，為

民眾搭建「永久屋」，這些出於「善意」的安置

計劃，卻經常遭到災民的批評，相信有許多公務人 

 

 

課程連結：第 1 冊第 3 課 原住民人權問題（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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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連結：第 1 冊第 4 課 公共利益的

衡量與難題（頁 83） 

 
 

員會很納悶：我們已經好心好意、費盡心力地為

你們蓋房子，不致流離失所，還能重建家園，為

什麼還有這麼多的不滿意？難道是我們錯了嗎？ 

這就是我們必須理解社會運動的原因，不同

的位置，會有不同的腦袋、不同思維、不同的眼

界。政府官員及社會大眾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

抗議行動會愈來愈「激烈」？要如何促進公共參

與？而不是對社會運動充滿厭惡感。社會運動也

是社會對話的過程，透過了解彼此差異及問題的

過程，尋求社會共識與進步。 

 

 

(二)社會運動和社會制度有關 

進一步來看，社會運動往往有其歷史成因及

結構因素，許多事情的發生不是偶然，往往和社

會制度與國家政策息息相關。 

例如，喧騰一時的「關廠工人」就起因於90

年代初期，政府的「南向政策」。當時，政府鼓

勵傳統產業到東南亞設廠，許多老闆紛紛結束本

地廠房，這也使得桃竹苗一帶數千名工人，一夕

之間成了失業勞工。 

工人多次溫和陳情不被理會，抗爭手段只好

愈來愈烈。直到集體臥軌行動，才引發社會高度

關注，政府因而願意「代位求償」，並承諾不會

向工人追討這筆爛帳，政府會轉向資方要錢。但

16年後，勞委會卻突然發函給一千多位關廠工

人，要求他們連本帶息按月攤還當年的「貸款」，

工人只好再起抗爭、再次臥軌。 

不過，「關廠工人」並不只要追回該有的權

利，更要求修改勞基法第28條，提升勞動債權清

償順位，先於銀行等其它債權人，讓公司倒閉時，

最弱勢的勞工獲得優先保障。事實上，「關廠工

人」並不是我們刻版印象裡只為私利的抗爭者，

而是要改變不合理的制度，讓每個勞動者得到保

障，因為在這個過度向資本傾斜的時代裡，人人

都可能會是「關廠工人」。 

個人的失業和自己努不努力、有多少專長未

必有關。相反的，社會卻是相互連帶，彼此相連，

一個人的未來會如何發展，都和社會制度緊密相

連。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例子。2006 年召開「經發

會」時，一群勞工和環保團體在會場外抗議，當

時的新聞畫面裡，群眾和警方發生推擠衝突，混

亂之中，有位抗議者被替代役偷打屁股，電視臺

不但慢動作呈現，還不斷重播。這則新聞作得很

認真，不但報導時間特別長，還有動畫以及各樣

的後製特效，但對於抗議原因、背景、訴求、影

響幾乎隻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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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場抗議裡的勞工團體正在為未來世

代抗爭，因為，他們反對彈性工時、反對勞動彈

性化、反對派遣勞動，因此到經發會場外抗議，

希望政府能正視這樣的問題。包括派遣、約聘僱、

專案、臨時人員等各類「非典僱用」已成了臺灣

近年來重要的勞動樣態，不只是商業公司，甚至

是政府機關也大量啟用「非典」人員，這不僅讓

在公務機構上班的勞工工作沒保障，擔心會隨時

遭到解職，同時也讓國家的行政體系面臨不穩定

的難題。這種原本只是作為臨時性短期技術人員

的制度，卻逐漸成為補充公務員的彈性勞動力。

這些非典勞動者職務的重要性及工作量並不下於

正式人員，但薪資及福利卻遠遠不及他們，並且

被綑綁於「一年一聘」的魔咒裡。 

「國道收費員」就是公部門濫用約聘僱的例

子，他們面臨了年資計算、勞保損失及不受勞基

法保障等問題。許多人以為他們被迫解職，卻不

願就範，輔導轉業卻眼高手低；但他們並不清楚，

國道收費員除了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也要求政

府廢除約聘僱，為社會大眾爭權益。 

在許多人眼裡國道收費員的舉動是過激的行

為，但其實他們已在不同的場合溫和理性地多次

指出，收費員所提出對於年資、勞保補償之訴求，

是肇因於政府長期以來用約聘僱政策，政策性地

規避勞基法應給予勞工的最基本保障，用犧牲勞

工權益的手段來換取國家帳面支出的節省，是不

被容許的剝削行為。然而，在主流媒體的報導裡，

他們卻經常只是欲求不滿的鬧事者，讓我們渾然

不知，國道收費員其實是在為我們爭取權益。目

前全國公務體系共有 7、8 萬名約聘制員工，如果

不修改相關規定，以後也會像他們一樣，面臨失

去年資等勞權問題，行政體系也可能會因此陷入

不穩定的狀態。 

 

 

 

課程連結：第 1 冊第 4 課 勞動的保障（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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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主義的犧牲者 

若觀察最近幾年的人權／社會運動議題，除

了來自於執政者的施政作為，也涉及到國家和資

本的密切關係，更重要的是，「發展主義」一直

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意識型態。 

在「發展」的目的下，部分地方政府為了興

建科學園區強搶農地、強占農用水源；為了都市

更新，聽從地產大亨的指揮強拆民宅；為了讓飯

店集團可以在海岸興建觀光飯店，強入原住民族

的傳統領域；為了討好財團，可以不顧勞工的權

益，臺灣也成了全世界工時第四高的國家。雖然

這些粗暴的作法一一遭到法院認定違法，要求停

工，或者遭到民眾強烈抗議，政府卻依然故我。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大埔事件」。2010年6

月9日，苗栗縣長劉政鴻以擴建「新竹科學園區竹

南基地」之名，動用警察圍住了大埔農地，隔日，

怪手開進稻田裡毀壞了即將收成的稻穀。公民記

者大暴龍將政府粗殘毀田的影像傳上網，激起了

農民憤怒，也團結了人民行動，7月17日，3000

農民夜宿凱道，這是繼1988年520農民運動後，臺

灣農民的最大集結。 

因為農民奮力上街，苗栗縣政府趕緊收手、

劃地還農，雖然徵收面積縮小，但仍然造成朱阿

嬤飲農藥自盡，黃福記等大埔四戶依然面臨拆遷

的命運。這段時間，大埔民眾多次北上抗議，不

僅中央政府不理不睬，民眾最後甚至遭到驅離。

2013年7月18日，就當大埔四戶及聲援民眾於凱道

再次陳情，控訴內政部區段徵收違法，沒想到，

苗栗縣長劉政鴻趁著「天賜良機」，強拆位於公

義路上的張藥房。群眾憤怒無法遏抑，1個月後，

再上凱道，占領內政部。9月18日，張森文失蹤，

被發現死在住家附近的排溝裡。 

2014年1月3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審宣

判，判決張森文、朱樹、黃福記及柯成福4拆遷

戶勝訴。2014年1月28日內政部決定不上訴。

但，悲劇已經發生。那陣子，張藥房門口掛了

一隻企鵝玩偶，上頭有個布條寫著：「大埔的企

鵝，是一隻最後の孤鳥」。張森文一家遭遇的不

只是可怕的國家暴力，財團及政客操弄著發展主

義的價值，更讓張家等四戶成為阻礙鄉里發展榮

景的「罪人」。他們面對的不只是時時刻刻會偷

 

課程連結：第 1 冊第 4 課 公共利益與土地徵收（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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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摸摸侵犯的怪手，還有社會集體意識型態的主

流價值。 

地方政客利用農村鄉民脫貧的急切期待，假

借地方發展之名，掠奪土地，討好財團，不僅造

成土地與資源的浪費，對於地方財政卻未有實質

的幫助，地方的發展反而愈來愈糟。例如，六輕

進駐麥寮多年，雲林依舊是臺灣最窮的縣市之

一，不但經濟沒有改善，還帶來更多的汙染。而

苗栗有許多閒置的科學園區空間，並未有效及妥

善的運用，但地方政府卻從不主動公開這些資

訊，相反的，不斷灌輸人民以建設發展鄉里的美

夢，以致許多人被迫離開賴以為生的土地，四處

流離。底層人民的家園與生命，在這些權力者的

眼中，只是模擬城市，虛擬的遊戲。 

類似大埔的事件不斷發生，臺灣各地浮濫徵

收問題仍然不斷，烽火四起。包括土城彈藥庫自

救會、桃園鐵路地下化自救會、竹北璞玉自救會、

竹東二重埔自救會、苗栗大埔及灣寶自救會、彰

化高鐵田中自救會、彰化二林相思寮自救會等土

地被徵收戶都曾齊聚立法院，並赴行政院前陳

情，要求修改浮濫徵收的土徵惡法，並且呼籲未

修土徵法前，應全面停止徵收土地。 

即使不談抽象的「發展主義」，回到政府徵

收土地的目的與程序，土地徵收條例有四個徵收

土地的原則：公益性、必要性、最小損害，以及

聽證程序。從最實質的聽證程序來看，過去重大

發展案，不會用行政聽證，都以說明會、公聽會

帶過，也因此，居民經常在最後關頭才清楚知道

他的損失，不但無法充分表達意見，也讓以公共

利益為前提的土地徵收，成了地產商炒作土地的

工具。 

社會發展不是一條線性的路上，也不是只有

經濟成長一途，社會存在著各種排列組合，也存

在著各樣發展的可能。可惜的是，當前的政府及

教育體制，仍以資本主義式的發展主義為主流，

而忽略、甚至排斥了其它可能，也使得我們對未

來往往服膺於現實利益，缺乏想像。 

 

 

 

課程連結：第 1 冊第 8 課 徵收制度與損失補償（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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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另類媒體――走一條不同的道路 

本文開頭提到，「公民不冷血」初版時設定

的讀者是高中學生及「從火星回來的人」，但另

一個出版的理由是本書作者—「公民行動影音紀

錄資料庫（『公庫』）」面臨轉型所作的「階段

性總結」。 

「公庫」原來是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劃，2012

年計劃結束，我們面臨生死存亡，於是出了這本

書整理過去拍攝的社會運動，同時思考我們的未

來。沒想到，在一場新書發表後，我們得到了一

位陌生朋友的30萬捐款，也讓我們確定以公眾集

資的方式維持營運，走向「另類媒體」之路，繼

續報導社會運動，促成公共討論，作為進步力量

的基地。 

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存在的目的是

為了要站在主流價值與政體的對立面，並促成社

會改革與多元對話；在組織上，與科層分工、高

度中央集權結合主流媒體有所不同，強調內部權

力民主，是平行、對等的組織關係，決策共同討

論，甚至由下而上，產製流程充分尊重前線記者

的判斷與自主；在財政上，不依賴少數股東及廣

告，資金來源多樣化，而以公眾集資為主要收入

來源。另類媒體雖然財務經常困窘，但並不為存

在而存在，還要不斷反思其存在的目的。換句話

說，另類媒體不只是其內容是否關切弱勢發聲或

具有進步性，並要強調財政獨立、運作公開、內

部民主、資源共享等價值；它存在的目的，不只

是要提供另類的批判之聲，更重要的是建立有別

主流媒體運作方式的另類範例。 

臺灣的另類媒體或獨立媒體大致透過幾種方

式維持經營。一是「母體支持」，過去的臺灣立

報、破報、四方報大部分的資金由世新大學提供

以維持營運；二是「販售新聞」，部分的獨立媒

體工作者除了自主報導，也會與主流媒體簽訂合

約，以個案或專題方式提供新聞，是典型的

Freelancer；而三、「申請補助」是另一種常見的

作法，這些另類媒體會向大型NGO或政府申請經

費，雖然可以有較充裕的資金，但其獨立性容易

引發質疑，同時也可能考量「金主」的立場及自

我限制；第四種則是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營運，

透過販售其它商品所得支持獨立媒體的運作，例

如，「上下游新聞市集」的部分資金便是來自市

集平臺販售農產品所得，支持新聞部門運作；最

後則是「公眾集資」為主要經費來源，透過公眾

集資平臺或直接捐款，向社會大眾募款，而這也

是最穩定的資金來源，並且較不易受到外力的影

響，「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便屬此類。當然，另類媒體的運作未必只有單一

財源，有些則會採取多種財源模式，以擴大來源

及維持穩定。 

另類媒體除了讓弱勢發聲，提供另一種聲

音，促成公共討論，另類媒體的存在即是社會運

動，他們要在資本主義利潤極大化，強調在科層

與集團化的主流媒體環境中，不論是財源、組織、

經營目的上，發展另一種媒體經營的可能模式，

這樣的生存型態，便是一種挑戰既有資本主義社

會發展的社會運動。 

課程連結：第 1 冊第 6 課 閱聽人對媒

體的反思（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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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不冷血：案例中的多面向省思 

(一)章首案例 

出處：龍騰版公民1第5課 公民社會的參與 

案例：勞團至勞動部呼籲基本工資調漲、審議過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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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停看聽想 

出處：龍騰公民1、選修上課本案例 

特色：圖文解說時事案例，課中提問討論，促進學生對議題的思辨。 

1. 從日月光汙水案例，省思國家強制力的侷限，以及取締環保事件的關鍵所在 

對應課程：公民1第4課 公共利益 

頁面出處：龍騰版公民1，頁88 

 

2. 藉由近2年人人有感的空汙議題，了解社會運動的訴求往往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對應課程：公民1第5課 公民社會的參與 

頁面出處：龍騰版公民1，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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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從記者的網路形象思考媒體營利的本質與記者的角色 

對應課程：公民1第6課 媒體識讀 

頁面出處：龍騰版公民1，頁128 

 

 

 

4. 從醫護人員的血汗超時，探討勞動權益的保障，以及特定職業被限縮罷工權利的爭議 

對應課程：選修上第4課 勞動的意義與參與 

頁面出處：龍騰版選修上，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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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美河市捷運聯開宅爭議，探討土地徵收「公益目的」的判斷，以及釋字732號揭示對人民財產權的保障 

對應課程：選修上第8課 防止政府權力濫用的行政法 

頁面出處：龍騰版選修上，頁194 

 

附錄 政府有話說：社會運動的應對及處理 
事件 官方回應 

大埔案 

2003年，內政部同意竹科竹南基地計畫申請 

2007年，群創光電提出投資意向書，預計需求8000名員工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三次大會審定、三次公開展覽、三次說明會 

2009年6月，苗栗縣長劉政鴻提醒尚未申請的300多名地主，公告登記後只可依公告現值補償，

換地價值高於補償費 

2010年8月，行政院長吳敦義與自救會達成農地集中規劃、協助農水設施、建物原位置保留 

2010年9月，自救會、內政部營建署達成共識，原則為農地集中、考量不拆除保留建築物 

2011年，《土地徵收條例》修正案三讀通過 

2013 年，內政部營建署說明大埔四戶「交通用地強制拆除爭議」 

關廠工人 

1997年7月10日，勞委會頒布《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 

2004～2005年審計部抽查「就業安定基金」，要求勞委會追討貸款 

2012年6月，勞委會應「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追訴期將近，發函要求未還款的關廠工

人還款，編列民事訴訟預算 

2013年2月，勞委會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宣布「關廠歇業經濟困難勞工紓困補貼實施要點」 

2014 年 3 月 7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並認定勞委會所主張當年民事上的「借款」，屬於「基於

國家責任」的補償 

國道收費員 

2005年，舉辦21場收費員轉置說明會 

2005年，遠通電收對收費員權益提出五大保障與承諾 

2013年12月，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全面實施；486位約聘收費員支領轉職補償金，456位選擇轉置

工作 

2014 年，高工局依現行法令規定發給資遣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