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人」集合體分析：
「單車-人」集合體案例「單車-人」集合體案例

STS課程實作案例



觀察重點：系統中的科技集合體
結合之前「多重觀點分析」、「異質社會」的基礎

進行「人與物」的科技集合體實作軌跡分析。

科技物

• 手機、輔具、網頁介面、日常用品、生活環境、各種大系統

• 環境：「視障者—手杖」、「嬰兒車—父母」、「行人—汽車」
的校園移動軌跡

• 使用模式：不同使用者之於「道路系統」，如公車、汽車、機
車、腳踏車的使用軌跡

超市消費者、Wii玩家、駕駛人、城市居民都是「科技集合體」



•這些東西分佈在哪裡？有哪些種類？
•有哪些另類替代物？
•拒斥哪些行動者的融入？如何排斥？分佈狀況？

一、科技集合體地理（畫出地圖）

•如何移動？有哪些限制或特殊傾向？
•畫出實作移動的各種軌跡

二、軌跡

•集合體出現在何種情境？絕不會出現在何種情境？為何如此？

三、實作與情境觀察

搜集案例，進行分析

•集合體出現在何種情境？絕不會出現在何種情境？為何如此？
•集合體的行動模式與細節為何？
•有哪些類型或差異？

•生活週期描述（例如，二十四小時、一週、一年？）
•有哪些不同週期？
•週期以哪些形式展現？

四、科技物化生活形態

•哪些相關符號？關於價值的論述？
•這些符號與價值一致嗎？
•歷經那些變動？

五、科技集合體與價值



�範例，「單車—人」集合體：

�資料來源：陳晉煦、林文源，投稿中，單車品味政治
學。學。



騎車買菜and家庭出遊



團騎and競技



C市爭取上班單車道



有何特別？



以經驗為出發的分類架構
� 習癖：單車與人
的集合體樣態

� 場域：組織、路� 場域：組織、路
線時、空特點

� 資本：內、外論
述規範



單車族群使用者需求訪談、實地觀察場次一覽
表

• 十七公里海岸線-碩、博班學生族群

• 寶山水庫跟騎-工程師族群

• 交大機械所．工程五館309R- 博班學生族群

• 新豐→十八啦 (紅樹林、水利大橋、濱海涼亭)  - 高齡族群

外景

• 專業車騎(竹科工作者)-女性

個訪

• 專業車騎(竹科工作者)-女性

• 高齡退休者(一般休閒)-男性

• 清大單車社社長-男性．大三

• 交大一般休閒博士生-男性

• 高齡退休者(社團成員)-男性

• 竹蜻蜓單車社(青壯年．休閒)-男性．2位

• 十八啦車隊(高齡．重視規則)-男性3位，女性2位．共5位

• 熱血車騎集訪-女性．6位

• EMA車隊 (競技、訓練) -男性．3位

集訪



• 竹蜻蜓單車社 騎車上班集合點(清大校門口)

• LULU 星期三騎車上班推廣社 接受GOOD TV採訪(清大校門口)

• 老學長車店 觀察與訪談

• 十八啦車隊路線規劃場勘-新豐

• 十八啦車隊路線規劃場勘-南寮

• 退休單車國手(十八啦車隊隊長) 麵包王 實地訪談

• 退休高齡單車社總召 何大哥 借閱車隊歷史資料與訪談

實地觀察

• 與捷安特之合作意念討論

• 自行車科技團隊會議

會議

• 林崇偉教授 交大單車客網站

• ECO CITY 專案經理 趙志峰

中心團隊



類型 科技物與價格 路線慣性與距離 路線時、空特點 論述規範 代表

通勤者：

上下學、買菜，純交

通用，例如：「菜籃淑

女車-主婦」

通勤單車：淑女

車或學生車，往往

有菜籃，約數千元。

通勤路線，20KM以內 市區，每日上下

班時間

功能性（經濟、

安全）

學生

家庭活動者：

親子或家庭出遊的活

動，例如：「出租協力

車-親子」

租車：協力車、

三輪車。每次一、

兩百，或六輪（自

用車加單車）

政府規劃的半日行程、

單車道景點，20～左右

假日為主，單車

道或單車景點

親子休閒、家

庭親密互動

家庭

生活風格家：

以單車作為個人體驗

六輪、小摺，或

特色名牌車，價格

日常使用、參與車隊

的各項旅遊路線，或自

＊新通勤者，因

理念或鼓勵而改單

樂活、節能減

碳，挑戰自我，

社會與技術異

質皆性高之小眾

台灣單車風潮族群分類表

與實踐新生活風格的小

眾個體，如：「小摺-上

班族」、「重裝備公路

車-自助旅人」、「小摺-

駕車者-美食美景」

不一 行探索，一日行程

20~60KM。或多日單車

旅遊（例如環島）

車通勤

＊假日出遊，著

重風景區與景點。

＊自助旅行，著

重體驗。

與時尚流行 （單車上班、或

自助單車客）

同好會：

拓展人際網絡、社交

號召力，例如：「平把

車-社團同好」

平把公路車、登

山車，1~4萬

自行探索或規劃車隊

路線，週間晚上夜騎，

或週末一日休閒景點為

主，30~

車隊例行出遊，

規劃不同特色，如

減肥、景點，美食

團

聯誼與交友 社會同質性高，

但技術異質性高

的車隊

競技者：

狂熱者、專注運動、

騎乘技術與體能調校，

例如：「彎把車-選手」

彎把公路車，專

業配件組裝，4萬以

上

週間（晚上）與週末

不同訓練路線，常態性

100 KM以上

著重強度、技術

訓練，不在乎景點

問題

紀律管理、體

能、騎乘技術訓

練

技術同質性高

的競技車隊



• 代步，喜歡環保、接近大自然的感覺。或是因應石油上漲而不開車，騎車也可節省搭乘
大眾客運的等待與轉乘時間。

• 利用通勤時間做騎車運動，鼓勵自己與他人維持健康的小動作。單車上班運動切合脫離
學生時代後的工作階段，有錢但相較生活不健康，所以推廣的力道順勢而起。

• 騎乘環境的關係(多為城市的柏油路面)，不喜歡登山車的避震器、有顆粒的寬車輪所帶
來的負擔感。

• Prefer公路車，輕便，手把設計也可選擇騎乘的姿勢。

• 常騎車自然就加入了學校的自行車社團，喜歡團騎共患難的感覺。

通勤者

• 常騎車自然就加入了學校的自行車社團，喜歡團騎共患難的感覺。

• 從國小騎到大學練就好腿力，注重單車裝備的耐用度但不追求不需要的高價單品。

• 熱心服務及具備修車技術在此族群中，自然就會受歡迎。

• 對單車硬體與技術有自己的見解，實際而充滿熱血。

• 對於單車運動的心情不是一時的，相較下心態是帶狀而希望也願意長久維持的。

• 單車運動的規律性成為對情緒的依靠之一，藉由接近兒時回憶的騎乘經驗或是極限挑戰，
撫平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

• 從開車族轉變為單車通勤者，有人因此奢華慾望降低、是非八卦慾也降低，生活態度轉
變為趨於簡單自適。



• 因規律性的單車運動→人際關係的交流，其實沒有特別做什麼，精神也因而感到
滿足。

• 工作者因久坐姿勢不良，也會以單車運動來做為復健。

• 換車頻率不高，但是騎車頻率相當高，呈現單車與我同在的意識型態。

通勤者



• 社群年輕人不多，多為已有家庭的工作者，完全只為了休閒。

• 街坊鄰居創立的社群、邀約的活動就參加，退休者通常都會拉著另一半，爸爸或
媽媽則會帶著全家大小。

• 結婚有家庭者通常是父親才會有較多的個人或參與活動的騎乘機會，做母親的一
方騎乘機會幾乎一定是全家出遊的型態。

• 退休族族經由單車運動獲得健康上的改善，會由此再延伸更多養生的活動，廣邀
身邊的朋友、親人一起參與。

• 女性要重視男性自尊，有媽媽騎贏爸爸後，爸爸就再也不興趣於騎車這件事。

家庭活動者

• 女性要重視男性自尊，有媽媽騎贏爸爸後，爸爸就再也不興趣於騎車這件事。

• 以母雞帶小鴨的方式，以家庭為活動單位者，會互相關照同伴帶來的小孩。



• 配備的質感與等級帶來成就與滿足感，變成一種社交工具。

• 別人有的優質跑車自己也會想要有一台。

• 女生追求精緻與方便的裝備，調整技術對她們來說太難，現在多為量身打造的女王車。

• 重視評價與網路資訊，別人的心得甚於自己的判斷，害怕當白老鼠。

• 較為年輕的族群多元化的興趣致使容易將車子改成有如飛機駕駛艙般繁複。

• 會修車的及熱心溝通聯繫者，自然而然就會變成隊長，以服務為導向來做為此“選戰”
的唯一考量。

生活風格家

• 以單車旅者而言，在裝備與路線之外，更重視於感受所行城市的文化。

• 一開始受風潮影響購車的人，有一部份會發展出個人的看法或追求，裝備升級越來越高
檔而獨特。

• 個人或群體，喜歡嘗試不同的路線規劃，除了短程路線的不時改變，常會有腳踏車旅行
的長程規劃。

• 注重美食、景點、藝文活動的資料搜集與體驗，以腳踏車做為與城市文化互動的媒介。

• 對菜籃車、爛爛車等萬年不升級的車友不太認同。

• 追求限量車款與單品，會提醒自己不要沉溺於品質與升級，但已經陷很深了。



• 退休族群通常對新裝備有相當的興趣，但不會特別重視資訊更新，通常是與
朋友交流、逛車店時邊看邊學。

• 退休族群所組成的社團也有屬性的區別，有平實的公務員路線，也有資金雄

厚的生意人、企業家路線。但有共同的理念，安全、養生與志工活動。

• 由生意人、企業家等組成社群的退休族群，腳踏車的規格就會有一定的水準

生活風格家

生活風格家．退休族群特
殊情況

和升級觀念。騎車在他們的生活中也是很規律的一環，裝備就在經驗的累積

中去尋求更適合自己的單品。

• 對女性而言，騎車重視優雅、美觀、需有助於形象營造。

• 女性都是跟著男朋友、老公去騎，在情感上有了多一層的聯繫與話題。

• 女性偏好景點優美、不流汗不費力的優雅路線。

生活風格家．女性族群特
殊情況



• 因工作需要休閒活動，在可掌握的情況下上網結交可以一起騎車的不認識的人。騎車為
了休閒運動與社交娛樂。

• 因工作被壓縮的交際圈，因單車休閒社團而創造了許多本來沒嘗試過的冒險與點子。

• 單車變成交際的媒介，騎乘經驗為共處的話題，騎腳踏車或路線的規劃是一種手段。事
後在單車之外友情或其他情感就能超越單車而持續運作。

• 將腳踏車運動再提升到另一種境界，延伸出其他的活動號召因腳踏車而認識的朋友。
(Ex：焢窯、烤肉、單身者聯誼、家庭出遊等)

• 社交、敘舊、生活交流成為騎乘出團的背後動力。

同好會

• 社交、敘舊、生活交流成為騎乘出團的背後動力。

• 休閒、運動、認識新的群體，成為此族群騎腳踏車的三個元素。

• 走休閒路線的族群同時重視舒適與裝備帶來的各種不同車友的心理需求(例：成就感的
追求、對美食或把妹的執著。)。

• 單車只是休閒，不是「生活的主要工作」。

• 因休閒而起的社團越來越大，便結合義工工作。(配合市政府觀光月宣傳)

• 自由發展目地的族群，沒有組織與命令就是他們的向心力。

• 辦的活動主要著重要個人魅力(行程規劃與想法創意)以及社群中的社交狀況與地位，無
關於專業知識。



• 單車休閒族群一定與工作上的夥伴做區別。不刻意將私下所做的活動告訴工作夥伴，為
避免壓力或利害關係等。(發言者為公司主管，擔心下屬或同事因此附和陪同，但其實
根本沒有興趣，卻因聽了就一定要有所表示，不喜歡勉強的感覺。)

• 同好會的互動模式依賴的是網路平台。車隊活動出遊時甚至不知道社群中每個人的名字，
只知道網路代號或綽號。

• 休閒取向的人會衡量體力參與活動屬性，主要做釋放壓力與風景觀光，路線規劃超越體
力負荷就不會參加。

• 自己一個人時缺乏動力，需要群起效應的帶動。

同好會

• 固定式的健動健身活動。和租車運動休閒的偶爾為之不同。

• 活動的熱門程度有時候取決於美眉的參與數量。

• 注重安全性與交通規則，但為了聊天，認為並排騎乘是可以的。

• 登山型的休閒挑戰族群，是需要被鼓舞的，重視紀念與紀錄。

• 社團的活動規劃門檻不能設太高，才能鼓勵別人。車隊活動也會遇到不認同的網友挑戰，
身為單車都市族群以「山不轉人轉」來面對環境與社會的考驗。Ex：安全性、空氣污染、
養生或傷身的論點等。

• 以腳踏車做為社交媒介，拉近人與人、與社會的距離。在網路社群以外，定點路線會遇
到常態性遇到的人，就會產生聯結。



• 具有挑選性質的路線，容易使社群中產生互助的革命情感，成為聯繫社群向心力的推手。

• 已有工作的休閒族群都有心，但一定要有一個較為熱心的人出來帶頭，活動做久了，使
命感就會維持著社群的運作。

• 喜歡騎腳踏車帶來的實質意義的累，而不是工作完那種很虛的疲憊。

• 在社群中的情感地位：實際的參與比起能力、體力與專業知識也非常重要。

同好會

同好會．高齡族群特
• 高齡族群會以安全取向設計列隊隊形，車隊形成一情感依靠但騎乘中堅持不並騎聊天。

重視集體活動與一致性，其中一人要停下來調整車座、綁鞋帶，會整隊停下來陪同。

• 高齡族群重視同行車友的情緒變化，車隊默契佳，如有情緒、精神不佳無法專注騎車者，
就會將騎車運動轉型為聚餐、唱歌等娛樂方式。

• 對高齡族群來說，爬山對膝關節不好．腳踏車運動相較溫合，所以樂見於節能減碳的自
行車流行的風潮。

• 高齡族群在跟團之外，與工作休閒者不同，只有個人出騎時仍保有相同的動力。

• 喜歡好且價格合理的裝備，單車做為生活的重心之一，保持心情開朗、愉快。

同好會．高齡族群特
殊情況



• 注重專業知識的交流，技術體能的訓練，生活與情感交流屬性相較下偏弱。

• 除了自我訓練，重視裝備升級與輕量化的追求。

• 向心力的重點之一是比賽，不同年齡層、體型就有不同的追求標準。

• 接近虐待式的訓練自己，挑戰高度、肺活量、肌耐力、速度感等。

• 除了重視賽事資訊，也同時重視保養與維修。對競技者來說保養是當下就需要馬上做的
動作，並具備基本的修車技術，騎乘會攜帶輕便維修工具。(通常擁有很好的車)

• 練車時喜歡獨自一人，所以不會配備過多的電子產品以保持應變能力。Ex：i-pod等。

競技者

• 練車時喜歡獨自一人，所以不會配備過多的電子產品以保持應變能力。Ex：i-pod等。

• 競技類約人騎就會有相當的心理準備，等人、帶人的耐心。且認為與競賽型社團騎，互
相切磋能力會增強，相對的跟著休閒型車隊就會退步。

• 裝備不是最重要的，心態跟腿是最重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單車的配備自然會依需求
與能力升級，漸進式改良的形態。

• 車隊的紀律與數據都有相當的要求與規制。例如EMA，每週必須要有固定訓練量。總
教頭的戰術訓練。定位攻擊點（喝水、補充物地點），車隊會配耳Mic。戰術點。

• 重視騎乘理論的更新與搜集資訊，態度認真，講究科學騎乘技術：戰術的訓練與敏感度。
例如競賽時騎第一個的會「破風」，後面跟著的風阻會減少百分之三十。速度與心跳的
關係，也影響到乳酸堆積的程度。



• 重視自我要求與社會觀感，排斥腳踏車風潮及任性的休閒型車友。

• 認真研究適合自己屬性的腳踏車零件，會做很多的功課為自己組裝一台。對專業知識求
知若渴，個人的腳踏車通常不出借。了解自己也為保護他人。

• 組織社團的態度嚴謹，一為車隊活動路線負荷量大，也為掌控車隊車友的安全、體能狀
況。

• 車隊每年都有幾個一定要參加的目標性比賽，團練、戰術討論。

• 與休閒族群呈現相當兩極化的區別，並非排斥，而是需求取向完全不同。速度、路線、
挑戰度、體力、耐力等都是考量的重點。但走到最後，得獎與參賽到一定的程度的競賽
型車友，幾乎都會轉型為雲淡風輕的休閒類型。

競技者

型車友，幾乎都會轉型為雲淡風輕的休閒類型。

• 比賽得到的成就感，就會逼迫自己往更上一層去做訓練。

• 雖然重視訓練也重視個人的體能負荷與特色，依照自己去發展、訓練自己獨特的技巧做
局部訓練。ex：速度不快就練腿力爬坡。

• 雖然一樣是有領隊、隊長的族群，但競技類的自主動力較強，沒有隊長的號召也不會中
斷訓練等活動。

• 認為專業是一種心態與能力，而不是裝備的升級。不喜歡穿著、裝備高級的肉腳車友。

• 騎車不是為了休閒、為了玩。三、四天沒有騎車訓練會有罪惡感。



網絡的資本轉化、爭議議題
單車—人」網絡 資本轉化 爭議議題

競技類 �認同為單車手

�獲得低價贊助

�獲得技術

�企圖以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為核心進行與其
他族群排序

�單車專用道應以專業優先

�認為其他族群的出現，造成
車價高漲。

同好會 �認同為單車客

�獲得新的同好關係網絡

�參與爭取單車道

�不主張技術不主張技術不主張技術不主張技術、、、、經濟門檻經濟門檻經濟門檻經濟門檻

生活風格 理念式 �認同為單車客 �主張爭取單車道。生活風格
類型

理念式 �認同為單車客

�以新價值取得文化資本以新價值取得文化資本以新價值取得文化資本以新價值取得文化資本（（（（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人與世界互動人與世界互動人與世界互動人與世界互動、、、、自身的改變自身的改變自身的改變自身的改變））））

�主張爭取單車道。

�爭取公司設置相關設施。

�刻意壓低技術刻意壓低技術刻意壓低技術刻意壓低技術、、、、經濟門檻經濟門檻經濟門檻經濟門檻

鑑賞家 �不一定認同為單車客

�透過鑑賞、更高價位的擁有取得
文化資本

�以高價位的單車高價位的單車高價位的單車高價位的單車品味企圖區
隔於其他族群。

體驗式 �通常不認同為單車客

�通常沒有形成新的社會關係

�但並不受限於技術但並不受限於技術但並不受限於技術但並不受限於技術、、、、經濟的經濟的經濟的經濟的
追求追求追求追求

家庭類、通勤類 �通常不認同為單車客

�通常沒有形成新的社會關係

�但並不受限於技術但並不受限於技術但並不受限於技術但並不受限於技術、、、、經濟的經濟的經濟的經濟的
追求追求追求追求



同好會and競技類型之品味
類型 科技物與價格 路線慣性與距

離

路線時、空特

點

論述規範 代表

同好會：

拓展人際網絡、

社交號召力，例

如：「平把車-

社團同好」

平把公路

車、登山車，

1~4萬

自行探索或規

劃車隊路線，

週間晚上夜騎，

或週末一日休

閒景點為主，

車隊例行出遊，

規劃不同特色，

如減肥、景點，

美食團

聯誼與交

友

社會同質

性高，但

技術異質

性高的車

隊社團同好」 閒景點為主，

30~60KM

隊

競技者：

狂熱者、專注運

動、騎乘技術與

體能調校，例如：

「彎把車-選手」

彎把公路車，

專業配件組裝，

4萬以上

週間（晚上）

與週末不同訓

練路線，常態

性100 KM以

上

著重強度、技

術訓練，不在

乎景點問題

紀律管理、

體能、騎

乘技術訓

練

技術同質

性高的競

技車隊



技術資本的獲取
� 技術實作中獲得身體化的差
異：彎把車訓練、乳酸控制、
騎乘體力佈局。

� 在競技類中，獲得發言地位；
並區隔於其他騎乘類型。



生活風格家類型的品味
類型 科技物與價格 路線慣性與距離 路線時、空特

點

論述規範 代表

「名牌車-愛好

者」

名牌車，價格

不一

參與車隊的各項旅

遊，20~60KM。

＊名牌愛好者。

因而購買名牌

車。

＊時尚精

品

社會與技術

異質皆性高

之小眾（單

車上班、或

自助單車客）

以單車作為個人 各類車種 路線，或自行探索， ＊自助旅行，

自助單車客）體驗與實踐新生

活風格的小眾個

體，如：、「重

裝備公路車-自

助旅人」、

一日行程20~60KM。

或多日單車旅遊

（例如環島）

著重體驗。新

通勤者，因理

念或鼓勵而改

單車通勤

＊新生活

形態

「小摺-駕車者-

美食美景」

六輪、小摺， 日常使用、參與車

隊的各項旅遊，

20~60KM。

＊假日出遊，

著重風景區與

景點。

＊流行



鑑賞家資本and體驗資本之差異
文化資本 體驗式 鑑賞家

體驗 大量物件與媒介的快速流動，
成為追隨浮光掠影的多樣變
化與潮流。少形成明確階層。

階層化、與經濟資本有高度相
關，但自成一格

化與潮流。少形成明確階層。

「單車—

人」集合
體

流行事物（小摺、美食遊記、
開箱文）

來自某種名牌或與特定時尚連
結。名車、時裝、一王四后等
名牌。

代表人物
與社會分
佈

型男潮女（跟風的中產階
級）；大眾化的流行文化

獨具慧眼的鑑賞家、品味大師；
菁英的精緻文化



各類形「單車—人」網絡資本分佈示意圖

競技類
（必定包含身體技術）

同好會

技術資本

理念類生活風格類型
（刻意壓低技術、經

鑑賞家生
活風格類
型

（不一定
包含身體

家庭類通勤類

體驗式生活風格類型
（並不刻意追求技術）

經濟資本

（刻意壓低技術、經
濟資本的條件）

包含身體
技術）



品味政治階層化
� 競技類型：是最具象徵權力的一個類型，而也是最具企圖心定
義整體單車場域者。

� 案例：論述上騎乘實力的區分。20公里以下的「肉腳級」、
20—50公里的「中級」、50－100公里的「健腳級」、100公里20—50公里的「中級」、50－100公里的「健腳級」、100公里
以上的「普羅（pro）級」。

� 來自於其特有的制度性結構（各自行車廠商、政府、全國性單
車民間團體等）具制度性文化資本行動者。

� 往往促使「單車－人」網絡由異質、多元，朝向有序階層的發
展。



品味政治
� 作為內部區分，競技類騎乘者形成「競技本身」的品味，在技
術資本所附身的習癖中驅除了「非技術」者的可能性。

� 其次則由內部區分形成外部區分，所有非競技類的騎乘者皆被� 其次則由內部區分形成外部區分，所有非競技類的騎乘者皆被
視為是跟風、是單車文化的沒落、單車價格高漲的原因。

� 「單車專用道」爭用：以缺乏公德心之名，貶抑家庭類經常出
現的小孩自由騎乘而阻礙車道、同好類的並排騎乘等論述，而
將單車專用道定義為高速自行車通過專用之道路



結論：方興未艾的品味政治
� 學術：本文的企圖在於指出單車風潮下的多元品味與資本，以及其中
的品味政治意涵。特別指出技術資本與體驗式文化資本。

� 實務：這種品味鬥爭，確實地將影響實際生活與資源分配。

� 車價高漲中介出不同類型的相互指責。

� 單車道應該如何使用？建設經費是應該優先用於競技類與通勤類的單
車專用道，或家庭與同好會傾向的單車景點與單車活動？

� 單車資源是否應當符合日益增多的六輪生活家需要，在觀光地區配置
單車停車與服務設備？長途公路是否應當有單車休憩服務，用路權如
何分配？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