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學系歷史沿革 

南方社會學據點的開展－高雄中山大學社會系成立始末 

2006 年到 2007 年，中山大學前張宗仁校長在一些學者的諮詢

下，重新組織了中山社會科學院的系所，社會學研究所就是在此契機

下而成立。 

王宏仁老師在 2007 年 8月接受張校長的聘請，從南投的暨南國

際大學轉到高雄來，負責籌備社會所的成立事宜。當時這個新單位，

只有王宏仁老師跟通識中心的唐文慧老師一起奮戰，期盼能在乾燥的

泥土中開出花朵來。很順利地，在 2008 年春季班我們聘請了何明修

老師進來，同年度的秋季班也聘入了剛從美國杜克大學畢業的鄭力軒

老師，這幾個的人力剛好足夠應付招收的第一屆碩士班學生（招生

12 名）。 

孤單的獨立社會所何去何從？ 

當時是一個小小的迷你所，只有這四個老師，因此常常會聚在一

起聊天討論所務的發展方向。當時我們考慮到一個「獨立所」其實很

孤單，是否要比照其他的學校，例如清華社會所，也開設博士班；或

者如中山的經濟所，開設碩士班與在職專班；或者向下紮根開設大學

部的學士班。 

衡量目前的環境，國內社會學博士班已經逐漸出現「飽和」情況，

學生未來的就業也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加上我們的師資是否足

以撐起一個博士班的課程，仍有疑慮，因此這個可能性就被剔除了。 

我們也認真考慮過是否要設立在職專班，畢竟這是我們宣稱要與

在地社會互動的可能方式之一，也是我們以學術方式介入當地社會事

務的利基，因此與其設立博士班，不如設立在職專班。但是前張校長

的政策，並不鼓勵開設在職專班，希望老師們多留在學校做研究，因

此外在的學校結構條件讓我們也不可能往此方向走。此外，開設在職



 

 

專班多少會影響老師的授課壓力，不僅要上課也要指導學生，即使未

來可能增聘師資，但仍有教學、研究兩者間拉扯的壓力。 

最後則是考慮成立大學部，這是我們大家公認的幾個選項中，最

佳的選項，他具有歷史的、社會的意義。過去三十年來，幾乎沒有在

公立大學中，成立新的社會系（政大社會系應該是最後一個設立社會

系的國立大學，而這是從舊有的民族社會系組織下產生的），在培育

社會學新生的組織建制上，國內除了中研院社會所外，一直沒有增加

（當然，還有一些相關系所的成立，例如性別研究所）。 

此外，就區域發展來看，除了台北地區以外，只有台中東海大學

與嘉義南華大學的社會系在頭前溪之南，兩者可說是非台北地區的社

會學大本營。假如社會學的基地可以繼續往南，那麼對於南北平衡，

學術資源不過度集中大台北地區，則會有相當大的貢獻。我們也發現

到，即使許多社會運動的發生都在南部，但南部台南、高高屏地區卻

沒有完整的社會科學系所，特別是缺乏社會系，來推動、整合或支援

在地的相關社運，並且培育為南部出聲出力的社會科學學子。從社會

影響力來看的話，顯然設立大學部，培養優秀的大學畢業人才，是我

們紮根在南方的重要取徑之一，光是以畢業的人才數量來看，也會比

碩士班或博士班的影響力大許多。 

校內組織變化，成為設立大學部社會系的契機 

但是想歸想，這一切都還在虛無飄渺的空氣中，目前的公立大學

老師員額凍結、經費要校務基金自籌、連博士後的薪水都被砍成四萬

八，想要在公立大學成立社會系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在 2009 年的春季班時，上天的眷顧出現了：中山大學管理學

院所招收「大學部不分系」的 50 名學生，他們不想要了，因為有許

多麻煩（例如哪些系的老師要來教這些大一、二不分科系的學生？大

三分流時怎麼辦？）他們要把學生名額都還給學校。當時四位老師認

為機不可失，跑去跟校長說，社會所願意承擔這些學生名額，成立大

學部。校方也很樂見此結果，因為教育部給學校的經費補助是按照學



 

 

生人數給的，而且在少子化的趨勢下，未來教育部給學校學生的員額

逐年縮減，若是還回 50個學生員額，將來勢必無法取回。 

在此契機下，除了我們外，還有政治學研究所也希望成立政治系

大學部，所以最後兩案併陳給校方，最後校方以社會科學院裡面還有

一個「政治經濟系」，擔心成立「政治系」會跟「政經系」無法清楚

區隔，所以在校研發會中優先讓社會系成立。送給教育部審查時，教

育部的政策是：只要學校可以自行調整師資、學生，教育部都沒意見，

也因此很順利就通過教育部那一關。 

師資、院內組織調整與社會系招生牽扯不清 

然而困難的還在後頭：校方認為，我們的師資還不足，因此不給

予 99學年度招生，而這一點我們也承認，因為即使我們聘了陳美華

老師進來，但是何明修老師也離開了本系所，所以處於只有四個老師

的狀態，要開設大學部的難度很高。 

但是當 2010年春暖花開時，我們又必須開始認真考量，是否要

在 100學年度招生（2011 年秋季班）。而當時也順利聘請了兩位新血

蔡宏政老師跟萬毓澤老師，算來有六位的師資，如果再加上社科院內

其他老師的調整，那麼開設大學部應該可以應付得來。 

但是校方還是有疑慮，因為社科院內如何調整並沒有一個清楚的

規劃以及明確的「白紙黑字」，說明哪些老師會來支援，因此在此申

請招生的過程中翻來覆去，一下子 OK 了，一下子又被推翻了。最後

在林文程院長的鼎力支持下，我們在校務會議中力求翻案，當天獲得

許多在場不同學院代表的支持，最後才有條件通過 100年招生：六月

底前把相關的證明文件給學校，由行政會議上做最後決定。還好，承

蒙院內許多同仁的鼎力協助，說服了校方而通過社會系可以在 100 學

年度正式招生。 

社會學界共同紮下的根，開出的果 

在南方高雄成立社會系，代表台灣社會學界逐漸往南拓展其影響

力，這樣的開花結果，要感謝歷年來社會學界前輩努力，才能讓學校



 

 

與社會肯定設立社會系的重要性。2008 年系所評鑑的諸位委員們，

強烈建議校方給予師資員額，讓我們過去幾年可以不斷增聘新人；蕭

新煌教授、陳東升理事長，在兩年過程中的鼎力協助，時時刻刻跟本

校楊弘敦校長溝通，可說是讓校方看見社會系重要性的關鍵人士；校

內的林文程院長、鄭英耀主任（前院長），則是此案子在校內通過的

重要推手；社會科學院內願意轉任社會系的同仁則是讓此案成立的臨

門一腳。當然，三年來極力協助此案的四位老師（唐文慧、何明修、

鄭力軒、陳美華），分擔許多行政工作、撰寫計畫書、規劃未來社會

系走向，都功不可沒。 

我們知道，挑戰才剛開始，如何持續讓南方社會學在此基地紮根、

茁壯，是我們未來的重責，我們只能說，「菜脯根咬鹹，是在南方推

動社會學研究與發展的不二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