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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ociology

授課教授：蕭新煌教授

時間：每週四上午 9:20~12:00                辦公室：社會系館 414 室

教室：社會系館 207 教室                    電話：2652-5140(中研院社會所)

課程內容

1. 引介環境社會學概念、理論及其典範意義。

2. 引介幾本有關環境課題的重要思潮著作。

3. 探討台灣本土在經濟成長與環境生態品質之間的辯證關係，及其可能出路；

環境認知、態度與意識的變化；分析環境運動的形成、動員、組織及其影響。

4. 比較台灣與亞洲其他社會的環境運動。

5. 重建台灣的海島定位、建構永續發展願景及落實地方永續發展策略。

選課要求

1. 按時閱讀教材，並在課堂上踴躍討論。

2. 分組期中報告與成績：分組選定「環境 vs.社會」相關主題拍攝約 25 張 5×7 規

格的照片，串聯成為一份社會學攝影(sociological photography)的報告。

    每張照片以一句話(社會學的體認/想像)生動描述。

    整份報告再以 2500 字的文字作綜述，內容必須將本課程指定教材的重要觀

點融入，此期中報告佔學期成績 30％。

3. 分組期末報告與成績：分組辯論當前台灣的重大環境議題(亦即環境 vs.成長

的爭端)，於課堂發表報告，報告字數在 5000 字左右，此一期末報告佔成績

30％。近年台灣重大的「環境 vs.成長」爭議：如核四、美濃水庫、六輕、七股濕

地、蘇花高速公路、大煉鋼廠等。

4. 個別期末考試與成績：Take Home Exam：40％。

基本教材

＊ 1. Erika  Cudworth,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2. Yok-Shin  Lee  and  Alvin  Y.  So.  (eds.),  Asi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3. 蕭新煌、朱雲鵬、蔣本基、劉小如、紀駿傑、林俊全合著，永續台灣      201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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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天下文化，2003 年。

＊ 4. 蕭新煌、蔣本基、紀駿傑、朱雲鵬、林俊全等/著，綠色藍圖：邁向台灣的地

方永續發展，台北：天下文化，2005 年。

＊ 5. 蕭新煌、紀駿傑、黃世明主編，深耕地方永續發展：台灣九縣市總體檢，台

北：巨流圖書，2008 年。

6.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  

領，2004 年。

推薦書籍

1. Jared Diamond 著 ，廖月娟譯，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2005。 (中譯：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台北：時報出版，2006

年。

2. 小崎哲哉與 Think The Earth Project 編著，陳寶蓮譯，One Hundred Years of

Idiocy, 2002。(中譯：百年愚行)。台北：先覺出版，2004 年。

3. Thomas L. Friedman 著，丘羽先等譯，Hot, Flat, and Crowded, 2008。(中譯：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台北：天下文化，2008 年。

4. Amory  and  L.  Hunter  Lovins  and  Paul  Hawken 著 ，吳信如譯， Nature

Capitalism: Creat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99。 (中譯：綠色資本主

義：創造經濟雙贏的策略)。台北：天下雜誌，2002 年。

課程進度與大綱

2/19 準備/介紹

2/26 環境社會學的誕生簡史

William Catton, Riley E. Dunlap 與 Frederick Buttel三位元老環境社會學

家在 30 年前的對話 (蕭新煌中譯版本)

3/5 關懷全球環境問題

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A Global Warning, by Al Gore)

觀看DVD(中文字幕版)

3/12 關懷台灣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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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的天然災害到台灣的十大地理議題

林俊全教授(台大地理環境資源系)專題講演

3/19 環境社會學倒底是什麼？

重探社會學與「環境」(自然環境)的關係

Erika Cudworth, Chapter 1, “Soc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 pp.9-35) 

Riley E. Dunlap, William Michelson, and Glenn Stalke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in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dited by Dunlap and Michelson, (London: Greenwood), pp.1-32, 2002.

3/26 環境社會學的典範與理論革命又在哪裡？

重新定位環境社會學理論

Erika Cudworth, Chapter 2,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Gree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 pp.36-66)

Frederick H. Buthel and Craig R. Humphrey,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Dunlap and Michelson, op. cit. pp.33-69, 2002.

4/2 溫書假

4/9 百年愚行導讀

大崩壞導讀 

4/16 綠色資本主義導讀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導讀

4/23 面對環境的社會回應：環境運動、政策改變與反省工業化、現代化、全球

化

Erika Cudworth, Chapter 3,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Action” ( pp.67-102)

Chapter 4, “Environment, Modernity and Society: Industrialism and 

Urbanization”.( pp.103-127)

Chapter 5,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 pp.128-157)

4/30 分組期中報告

5/7 台灣的環境運動

蕭新煌，「台灣的地方環境抗爭運動(1980-2000)：歷史與空間的比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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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永續台灣簡訊，4卷 2 期，頁 34-68，2002。

蕭新煌、紀駿傑，「推動永續台灣的社會力：本土環保NGO 與民眾的比

較」，永續台灣簡訊，3卷 3 期，頁 1-18，2001。

H. H. Michael Hsiao,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aiwan”, in Yok-Shiu 

Lee and Alvin So (eds.) Chapter 2, pp. 31-54, 1999.

5/14 台灣與亞洲環境運動綜合比較

1. 環境運動與文化特色

H. H. Michael Hsiao, et. al., “Culture and Asian Style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hapter 8) in Lee and So, pp. 210-229.

2. 環境運動與民主化

Su-Hoon Lee, et. al., “The Impact of Democrat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hapter 9) in Lee and So, pp. 230-251.

3. 反核運動

H. H. Michael Hsiao, et. al., “The Making of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East Asia” (Chapter 10) in Lee and So, pp. 252-268.

5/21 台灣的永續發展政策回應芻議(I)

永續      2011      導讀

台灣      21      世紀議程  導讀

5/28 端午節(放假)

6/4 台灣永續發展政策回應芻議(II)

綠色藍圖：邁向台灣的地方永續發展導讀

深耕地方永續發展：台灣九縣市總體檢導讀

6/11 分組期末報告

(發期末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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