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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述 (Brief course description)

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必然要越來越擴⼤地、以對⾃然環境的商品化為前提。另⼀⽅⾯，在⼈⼒需求⽅⾯，歷
史上也⼀再 經歷青壯⼈⼝向城市移動的趨勢。在台灣戰後的經濟與歷史發展中，這些前提和趨勢，也都出現
過。 本課程試圖以台灣戰後的資本主義化為主體，結合環境史與社會變遷的⾓度，探討此⼀歷程中的各種變
動，包括城鄉變 化、環境政策⽣成、環保運動分析、社區的⾓⾊等。

課程⼤綱 (Syllabus)
Course keywords:
Seminar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 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必然要越來越擴⼤地、以對⾃然環境的商品化為前提。另⼀⽅⾯，在⼈⼒
需求⽅⾯，歷史上也⼀再經歷青壯⼈⼝向城市移動的趨勢。在台灣戰後的經濟與歷史發展中，這
些前提和趨勢，也都出現過。
⾃196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急速發展，物質⽣活富裕，⽽環境保護和⽣態污染的問題也⽇趨顯
著。1970年代的消費者抗議事件，以及1980年代的各種公害抗爭和環保運動，讓⼈們了解過於
強調經濟發展之下⽣態與環保的危機。
本課程試圖以台灣戰後的資本主義化為主體，結合環境史與社會變遷的⾓度，探討此⼀歷程中的
各種變動，包括城鄉變化、環境政策⽣成、環保運動分析、社區的⾓⾊等。
⼆、 指定⽤書(Text Books) \
包茂弘，〈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17-27
吳⾳寧，2007，《江湖在哪裏：台灣農業觀察》，台北：印刻出版社
James O'Connor, 1997,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David Harvey, 2005,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徐文路，戰後台灣環境史講義，http://olivier1217.blogspot.com/
三、 參考書籍(References)
徐文路編，2002，《台灣環保運動⼝述歷史資料集》，台灣綠⾊陣線協會，未出版
徐文路，2019，《1987-1988台灣農⺠運動⼝述歷史計畫結案報告》，國家⼈權博物館
徐文路，〈1980年代台灣開放農產品的國際背景：以香吉⼠進⼝為例〉，台北：國立台北教育
⼤學⾄善樓G105國際會議廳，「世界史脈絡下的台灣」學術研討會，台灣歷史學會主辦，2018
年5⽉19⽇
陳瑞樺，(2016)，〈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文化研究 》 22期 ， P75 –
122
李丁讚(2011)，〈公⺠農業與社會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P431-464。
李丁讚(2010)。重回⼟地：災難社會的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273-326。
徐世榮、廖麗敏(2011)。建構⺠主⼈權的⼟地政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403-429。
劉華真(2011)。消失的農漁⺠：重探臺灣早期環境抗爭。台灣社會學，21，1-49。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的文化源頭：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1986。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133-206。
李丁讚、林文源(2003)。社會⼒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2，
57-119。
何明修，政治⺠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50期 (2003 /
06 / 01) ， P217 – 275



何明修(2001)。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與草根(1980-1986)。台灣社會學，
2，97-162。
Alves, Maria Helena Moreira(1989).Power and Popular Protest: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stein, Paul et al(1995).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London:UCL Press.
Chatterjee, Parma，2000，《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與後殖⺠⺠主》，台北：巨
流
何明修，《⺠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間社會：以台灣的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台⼤
社會學研究所博⼠論文，2000年6⽉
施信⺠編，《台灣環保運動史料匯編》(1-2)，台北：國史館，2008
曾華璧，《台灣的媒體與環境主義》，台北：國泰文化，1996
曾華璧，《⼈與環境：台灣現代環境史論》，台北：正中，2001
楊憲宏，《⾛過傷⼼地》，台北：圓神，1986
楊憲宏，《受傷的⼟地》，台北：圓神，1987
楊憲宏，《公害政治學》，台北：合志，1989
鍾喬，《回到⼈間的現場》，台北：時報，1990
劉翠溶，《台灣環境史》（台灣史論叢環境篇），台北：國立台灣⼤學出版中⼼，2019
顧雅文，〈從環境史觀點看台灣史上的⽔災、洪⽔防禦、災害調適與脆弱性〉，國際三⾓洲聯盟台灣
分會2015流域韌性與永續發展⼯作坊 (中央研究院 : 國際三⾓洲聯盟台灣分會)，2015年4⽉10
⽇，

四、 教學⽅式(Teaching Method)
教師⼝授，文本閱讀，專題報告
五、 教學進度(Syllabus)
第⼀階段　歷史與理論爬梳（教師⼝授）

資本主義運作結構
城鄉與階級
台灣快速⼯業化的歷程

第⼆階段　文本閱讀

包茂弘，〈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17-27
吳⾳寧，2007，《江湖在哪裏：台灣農業觀察》，台北：印刻出版社
James O'Connor, 1997,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何明修，政治⺠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50期 (2003 /
06 / 01) ， P217 – 275
徐文路編，2002，《台灣環保運動⼝述歷史資料集》，台灣綠⾊陣線協會，未出版

第三階段　專題報告

同學輪流進⾏專題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