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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業污染疾病看台灣民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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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FC)臺北分部主任/巴黎狄德羅大學副教授 

漢學研究中心 2008 年度獎助學人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已發展出十分有效率、且足以讓許多已開發國家欽羨的全

民健康保險制度。然而就如鄰近的日本和南韓，自一九六零年代中旬起，台灣承受

了主要由鋼鐵業、水泥業、紙漿業、石化業等工廠所導致的大規模污染。RCA 、戴

奧辛、六輕、中科……汙染事件層出不窮，不知何時將盡。至今，我們仍無法衡量

這些污染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再者，核能與電子產業等新興高科技工業的發展亦引

發了新型態的污染問題。此外，白領階級並未能倖免於職業疾病的困擾，壓力是造

成白領工作者各種身心症狀的主因，嚴重者甚至可能引起自殺或過勞死。 

演講中，我將跟大家分享我在台灣進行了三年田野研究之後所得的成果。其

中，第一年的田野研究是在漢學中心的獎助之下始得以順利進行，在此致上最誠摯

的謝意。 

演講的第一部分將以綜覽的方式，從環保團體到工運份子，概括介紹多位致力

於提高工業相關健康風險問題之社會能見度的行動者。然後，我會簡述台灣環保運

動自八零年代中旬起－－也就是政治民主轉型之後－－的幾個關鍵時期。接著，我

將較詳盡地描繪我稱之為「勞動的非政府組織」（Labor NGOs）的台灣社運團體，

在我看來，這是在職業疾病與災害認定制度的推動和改革上，十分具有創意及特色

的動員形式。 

演講的第二部分，是關於台灣最早進入法庭的幾起重大工業疾病訴訟案。我將

把焦點放在這些訴訟案中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審判程序中出現的爭議核心。

藉此，我想要凸顯的是，這些訴訟案恰好向我們揭示了台灣這個高度工業化社會中

的民主化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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