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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科學家與工程師的世界與視界」

第二單元「科學知識」

回想一下，我們討論了哪些東西？



•典範與科學研究的關係

• 研究玉米染色體的先知

• 系統的建立與人在系統中被標準化

• 知識與技術的再現• 知識與技術的再現

科技人必須兼顧多元需求、必須超越

自身學科的典範限制；而且，科技人也
是社會人，科學知識是在科學社群中產
生的，而科技人參與形塑世界樣貌



社會是由人跟物所組成的

因此，STS不止要看「科技人」，也要看「科技物」

••

我們要看，看似客觀的科技物，如何成為影響社會生

活的重要力量

•

影響社會：權力與政治問題



本週：
技術物的政治性

• 「技術」與「政治」為何物？

背後問題意識背後問題意識

傳統上，政治歸政治（人的世界），
技術歸技術（物的世界）
傳統上，政治歸政治（人的世界），
技術歸技術（物的世界）

• 技術的政治，與政治的技術

但是，作者認為要看但是，作者認為要看



何解？

• 政治有其物質（技術）面向。例如，投票所，

政治與技術相互交織的狀態。

• 政治有其物質（技術）面向。例如，投票所，
跟全民普選、一人一票的原則。

那技術物的政治面向呢？



技術物的政治性

技術物的政治跟選舉、投票不見得直接相關，但是，技術

物的政治卻可能接或間接影響某些群體的生存機會與社會

資源分配。資源分配。

擅長思考物的政治性的思考方法：行動者網絡理論



根據技術物的政治性
技術物不是中立的，在有意圖的安排（低架橋）或非意
圖的效果（門檻）下，技術物對不同群體造成規則與資
源的不均衡安排，造成不同生活方式。

是一種藉由具體技術物所造成的影響。

用行動者網絡理論，來思考無障礙設施
的案例



行動者網絡理論

除了由整體性的關係定位特定行動者，
行動者網絡理論更強調：

• A、行動者是在行動過程中構成的。

• B、物質等非人行動者也扮演重要地位。

• C、在各種行動中，可能造成不同世界出現
與消失。

以下簡單說明



行動者網絡理論（一）
行動者是在行動中成形的網絡中構成。

例如：例如：

• 醫生是什麼？科學家是什麼？

• 我如何能「行」、「動」

• 只單單有這個人，就能作這些身份所能作的事嗎？
還需要什麼？（用系統圖想一下）



行動者網絡理論（二）

物質等非人行動者也扮演重要地位。

例如，當我們可以理解行動網絡構成行動者時，我們

可以進一步想，有哪些元素能夠讓這個行動者的地位
穩定下來。

例如，「具有平等投票權的公民」這種行動者身份

需要哪些元素讓它穩定下來？

還有哪些例子？



行動者網絡理論（三）

因為不同行動網絡構成一個個小世界，因此，可以

說，我們的每日生活其實是穿梭在不同世界中的。

而在各種行動中，可能造成這些不同世界出現與消

失。

想一下，身障者的世界因為某些行動或構成元素的

變化，而發生改變？



請同學報告

用剛剛說過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思考方式，用剛剛說過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思考方式，
以及技術物的政治性，一邊想同學報告的以及技術物的政治性，一邊想同學報告的以及技術物的政治性，一邊想同學報告的以及技術物的政治性，一邊想同學報告的
內容內容



STS實作活動五

不可見的非標準網絡與觀點



新竹無障礙空間

現在，請以系統圖畫出身障者需要哪些技術物或社會網絡，

才能成為「一般」的行動者。 ＊想一下，是哪種「一般」。

然後，這些網絡如何瓦解

再畫一個一般行動者的網絡圖，想一想，這是什麼意思。



一

• 這些無障礙設施你之前是否曾經注意到
它們的存在？

• 如果有，是在何種狀況下注意到的？

• 這一週以來你是否覺得校園看起來不太

二

• 這一週以來你是否覺得校園看起來不太
一樣了，為什麼？

• 這種不一樣的感覺與我們之前說過的哪
些概念相關？



三

• 技術物的政治性如何能夠改變？

• 這些整理出來的資料，我們能夠作什麼？

四

• 那麼這種社會處境的政治性要如何改變
呢？



何謂「政治」？
「政治」：管理眾人之事。

• 不只有政治制度、行政或立法領域的•不只有政治制度、行政或立法領域的
事物才稱之為政治。

•政治，社會關係中的權力與權威佈

局，因而發生的各種活動。。。重點，
因而產生不同的資源分配或規則分配



技術安排與社會秩序

• 人使用科技達成管理意圖，科技反應社會結

不見得是「意圖」與「功能」：

社會決定論

構的安排。例如紐約長島的公園大道大橋

• 沒有導盲磚、坡道等等。並非意圖的結果，
而是習慣性配置的後果。但被提醒後沒改善，
就是共犯。

用「配置」與「效果」



例如，輪椅
輪椅寬度

• 標準：61cm

輪椅寬度

• 電動：62.5cm



量測實例-1

地面高凸80 cm小吃部

一樓沒廁所70 cm風雲樓

地面高凸91 cm水木餐廳

公共區域

一樓沒廁所81 cm圖書館

地面高凸80 cm小吃部



量測實例-2

61 cm化學館
門口有階梯66.5 cm人社院

走道狹小78 cm資電館

系館

地面高凸60.5 cm原科館
61 cm化學館



技術與「生活形式」

• 常常選擇技術問題，衍生出具體的權力、權威分配的
問題

配置與其效果問題

• 以及在此生活方式下，不同社會群體獲得的資源分配
跟是否必須重新調適其原有行為方式。

造成不同生活方式

• 採蕃茄機（小農、農工）、電腦革命（打字、排版人）

例如



天生的政治技術

某種科技系統跟某種社會關係
有必然關係

• 因為管理、安全、的需求往往形成架構嚴密、繁複
的威權領導機制。

• 因為管理、安全、的需求往往形成架構嚴密、繁複
的威權領導機制。

危險、大型科技



核電廠



某種科技讓採行民主政治形式較為可能。

因為沒有特別安全性問題，不需要高度極權管理。

因為沒有大型系統網絡，不需要大型組織。

跟草根民主較有親和力。



風力發電



有時我們能夠作的選擇，事實上是已經被預先選擇了。

我們之前的生活方式，限制了我們對科技的選擇，而我

但是

們對科技的選擇，又在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雖然不是

決定性關係，但有親近性。

例如

• 大量生產與高度消費，高耗能科技，與全國性電力系
統與監控網絡，與相關監控組織與政治形式。



問題與討論
1、技術的出現與改變會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相關
組織方式與態度，甚至是參與意見、資源分配的方式，
在文中，作者以哪些案例來說明這種改變？

2、「政治的歸政治、技術的歸技術」這種說法是否耳
熟能詳？作者贊成這種說法嗎？熟能詳？作者贊成這種說法嗎？

3、作者在這裡說的「政治」的意涵為何？是否是我們
經常說的政治經濟領域的政治的意思？或是有其他意思？

4、你是否可以舉出一個例子說明日常生活中，哪些技
術物也是帶有政治性的？請詳細地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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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念第八週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