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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專書： 

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Minneapolis, MN,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得獎簡評： 

本書以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軌跡近似的臺灣與南韓為例，分析勞工運

動與環境運動如何隨著工人階級、國家權力、意識型態等因素，在大環境

社會結構中透過相對位階的制衡力量，形塑出不同的發展序列。研究出發

點直接挑戰歐美社會學界有關社會運動的核心論述，依據強烈的理論建構

企圖，有系統地比較臺、韓不同社會運動類型的特定議題及形構過程，從

豐富材料中進行嚴謹分析，開展精緻的多層次理論論述。研究成果除了改

寫文獻中有關國家發展與社會運動產生序列的既有論點之外，也開啟資本

主義、民主發展、東亞研究等領域的新興爭辯議題，預計將成為相關研究

及教學的必讀專著。 

 

得獎人簡歷： 

    劉華真，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學士、碩士，明

尼蘇達大學雙子城分校社會學碩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博士。曾

於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進行博士後研究；擔任國際社會學會 RC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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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and Labor Movements) 理事 (2010-2014) 與財務長 (2014-2018)，以

及《臺灣社會學》編輯委員。研究興趣可以總結為「小人物如何改變歷史」，

特別關注東亞社會在由農轉工過程中出現的社會運動，過去的研究主題是

環境與勞動運動，目前則聚焦於農民與學生運動。 

 

得獎著作簡介： 

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Leverage of the Weak 企圖回答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為什麼在某些

社會裡會有特定的運動序列（movement sequence）？為什麼某些社會運

動早出現而其他運動晚出現？隨著二次大戰之後東亞工業化的進程，工人

的怨懟和對環境破壞的不滿，在 1970 年代已出現於臺灣與南韓。但在這

兩個有近似殖民歷史、發展歷程、與威權體制的國家裡，勞動運動與環境

運動出現的序列（sequences）卻是相反的。臺灣的環境運動萌芽於 1970

與 1980 年代的交接，勞動運動出現於 1987-1988 年間。但在南韓，勞動運

動起始於1970年代的初期，而環境運動則要到1980的中後期才逐漸發聲。

Leverage of the Weak 一方面用臺灣作為經驗反例，挑戰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先工運再環運/新舊社會運動」的預設，另方面透過跨國、跨運動的比較

研究，先解答相反的運動序列從何而來，再深化既有文獻中對社會運動的

出現（emergence）、序列（sequences）、與軌跡（trajectories）的理解。除

此之外，同時研究抵抗市場侵襲的兩種「社會保護運動」，本書進一步指

出得以形成環境與勞動運動聯盟的可能物質基礎。 

 

得獎感言： 

    東亞社會間複雜的歷史糾結─戰爭、殖民主義、工業化、主權紛爭、

經濟競爭、文化穿透、對共同區域歷史的迥異解釋、到各自面對強勢西方

的姿態─使其成為進行比較研究最好的遊樂場。儘管有語言溝通的障礙，

我仍相信東亞比較研究不但有重塑社會科學理論討論的潛力，也能對從事

比較研究的全球學者提供方法上的洞見。Leverage of the Weak 就是此信念

下的產物。本書的出版與獲獎，得益於諸多師友與研究助理，在此不一一

列名致謝。僅以此獎獻給甫於年初過世的父親，他熱愛讀書，想來應該會

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