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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簡評： 
    這三篇著作都在處理台灣國族建構和國族認同的問題。汪宏倫副研究員的貢

獻在將現今國族主義研究過於強調認同或論述分析而忽略制度因素與國際脈絡

作了補足，且以台灣的案例凸顯其與各項重要文化研究理論之差異。因此作者能

夠以台灣的本土研究，與世界主流理論對話，並刊登在重要國際期刊上；除了分

析台灣的經驗現象外，也能提出理論上的貢獻。第一篇處理的是台灣獨特的國家

體制如何因制度失效而引發國族認同的危機；第二篇討論全球化與台灣/國際護

照體制的相互矛盾問題；第三篇則藉由台灣近年來的上海熱、以及上海台灣人的

境遇，來分析台灣處在全球化與崛起中國之間的兩難困境。這些論文所呈現的是

一個理論的整體，並以台灣的特殊案例，來與西方理論對話，顯現了研究者深刻

的現實關懷和理論貢獻。汪博士的研究成果，在台灣的文化社會學和社會理論領

域，無疑是年輕一代最優秀的學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