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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名稱： 

★ Wen‐Yuan Lin. “Displacement of Agency: The Enactment of Patients’ Agency in 
and beyond Haemodialysis Practice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8.3 
(2013): 421‐443. 

★ 林文源，〈醫療化理論的後進國批判：以臺灣慢性腎病治理的知識、專業與體

制轉變為例〉，《臺灣社會學》第 24  期（2012 年），頁 1‐53。 

★ 林文源，《看不見的行動能力：為弱勢者發展的位移理論》，臺灣：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2014，共 466 頁。 

得獎簡評： 

得獎人林文源博士長期研究在臺灣特殊的醫療制度、組織下洗腎病患的處境與經

驗，三份代表作均出版於國內外頂尖的期刊或出版單位。這些著作深入國內洗腎醫療場

域的各種層次的經驗現象，反覆精鍊，指出看似弱勢的病患群體如何展現其行動能力。

在這種紮實的經驗資料基礎上，這些著作進而處理社會學關於宏觀結構與微觀行動交會

與衝突的核心問題。林博士勇於提出新的社會理論思維，具體以「位移理論」自我定位，

有效挑戰「行動者網絡理論」。得獎人具有寬闊的研究視野，其著作展現研究的原創性，

對醫療社會學、身體社會學、組織研究、治理研究等領域，以及對理解「行動／結構」

關係的根本議題等，都有顯著貢獻，未來也將繼續有重要影響。 

得獎人簡歷： 

林文源為英國 Lancaster University 社會學博士，現職為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

授，研究領域為醫療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研究、社會理論。曾擔任《臺灣社會學刊》、《科

技醫療與社會》、《新批判》、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等期刊編輯委員，以及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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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源長期探討醫療體制變遷與行動者轉變、跨領域研發與教學，及經驗本體論與

及政治性。目前思考重點為自我後進的現代性與全球化、當代醫療體制實作與治理政

治，以及另類實作促成的知識空間等議題。也長期致力於以研究改良教學與實務，參與

病患團體、醫療院所、健保署、衛生福利部之相關病患權益實務與政策事務，亦曾參與

數項跨領域研發，並將工程與醫療研究成果落實於跨領域教學改良與課程規劃。 

主要著作包括，合作編著《科技社會人：STS 跨領域新視界》、《科技社會人 2：STS

跨領域新挑戰》與《把生活帶進實驗室：跨領域創新與研發》，並著有《看不見的行動

能力：為弱勢者發展的位移理論》。其餘研究、教學與社會參與細節請見個人網站

wylin.gec.nthu.edu.tw。 

代表作簡介： 

本系列研究由體制與行動能力共構的角度，探索病患與醫療專業的行動能力如何在

醫療體制變遷中形成與轉變。行動能力問題是人文社會研究與實務界的共同關懷，但這

些理論有共通的「結構與行動」偏重、無法理論化弱勢者的盲點，以及隱含個人主義、

西方脈絡，以及霸權中心的理論預設，而造成理論與實踐問題。不但結構與行動的矛盾

造成理論難題、各種預設造成概念化的分歧，而帶有多重預設與忽略弱勢者的理論更無

法理解現實世界的多元變動發展中霸權與弱勢的相對性、各種行動者不斷相互影響與轉

變的過程。 

本系列研究運用臺灣透析醫療的長期與多層次資料，將受忽略的病患多元行動，帶

回理論思考，藉此重新概念化行動能力。首先，追溯弱勢者身處異質中介連結中，既受

影響也發揮影響的漂移與實作，提出「漂移實作本體論」的基本視野。其次，據此視野

重新問題化病患在多重霸權行動影響下的行動能力配置，如何歷經重新配置、混種、再

穩定的實作而實現，藉此提出在位移中構成另類行動能力的「位移行動理論」。最後提

出「體制分析」作為行動與體制共構的基礎，描繪病患行動、醫療知識與體制的長期變

遷過程。這些貼近現實的批判與理論創新不但挑戰國際理論，也具帶有改善本地醫療體

制的現實意涵。 

得獎感言： 

我在社會學與科技與社會研究著重經驗現實的基礎上，累積本地經驗拓展理論創

新，並嘗試回饋到醫療政策與實務。這些成果必須感謝家人、受訪者與師長，國科會及

清大通識中心的長期支持。也感謝中研院對目前成果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