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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2 年的女學會年會以「性別、

空間與（不）移動」為主軸，本場專題

論壇探究「性工作與空間政治」。由長

年耕耘性產業研究的陳美華（國立中山

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擔任主持，並有三

篇會議論文發表：第一位是傳播學者

康庭瑜（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

授），她提出對疫情期間線下到線上的

性工作者處境觀察；第二位為人類學者

曾薰慧（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助理

教授），她以傅柯的異托邦概念，分析

越南小吃店另類社會秩序的形成；最後

則是地理學者楊又欣（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

研究員）與社會學者陳美華，考察高雄

情慾產業周遭居民的想法、行動策略，

進行居民與情慾地景關係的研究。

在 2022 年的疫情期間探討性產業

的空間政治，有兩大意義。首先，眾所

周知的是，在 2009 年大法官釋字 666

號解釋宣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的「罰娼不罰嫖」違憲後，2011 年，

立法院增修了《社維法》第 91-1 條，

授權地方政府得設置性專區。然而，修

法迄今已有十年，仍未有地方政府設立

專區，也不見中央政府修訂法規。因

此，陳美華、楊又欣的性產業周遭居民

態度研究，以及曾薰慧對越南小吃店的

內、外部空間政治分析，帶領我們釐清

性產業的複雜樣貌，並思考被擱置十年

的性產業專區議題。

另一意義，則是自 2019 年底，全

球壟罩在 COVID-19 疫情之下，臺灣

雖被譽為防疫模範生，卻也在 2020年、

2021 年兩度出現具規模的疫情。而且，

這兩波疫情，民眾情緒的宣洩出口都指

向了性產業，使得性工作者、性消費者

成了代罪羔羊。康庭瑜的研究引領我們

看見性工作者在疫情底下的遭遇，及其

轉換跑道的方法與困境。

至今，線下、線上的性管制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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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性工作者們。在此情形，我們要如

何理解性工作者的處境，並思考臺灣性

產業的未來呢？

越南小吃店作為異托邦

曾薰慧延續博士論文階段的臺灣

新住民研究，深入訪談結婚來臺卻離婚

或逃跑而被視為假結婚的新住民女性。

這個課題涉及婚姻移民與全球社會的

再生產過程，以及女性的能動、不能動

的緣由。曾薰慧發現，這些移民女性目

的是嫁到臺灣，卻意外的進到性產業，

在過程中，性產業如何賦予她們生命意

義？我們又該如何重新理解這件事情

呢？

曾薰慧所探訪的越南小吃店坐落

於臺灣中南部的某市鎮，裡頭的女性工

作者的工作內容包含陪酒、陪唱。其興

盛過程與東南亞、中國的婚姻移民相

關。然而，近年來已較少群聚的狀態，

一則因警方取締色情，二則因槍擊案等

社會事件，影響店家生意。因此，越南

小吃店分散至各處，進到一般的居住環

境。而有些婚姻移民來臺的東南亞女

性，可能在受到家暴、逃婚之後，進到

陪侍小吃店的產業。

不同於高規格的制服店，越南小

吃店的空間一覽無遺，前面是餐廳，後

面是包廂，簡陋的裝潢讓空間使用有了

彈性。此外，這裡的秩序仰賴媽媽桑對

外部、內部打交道的能力，與警察、鄰

里間都維持友好關係，形成在地社群。

媽媽桑與小姐們，則類似親屬關係的雇

用關係，如借錢、玩六合彩等。小吃店

有自己的規範，小姐們先簽到者可優先

服務客人，後廚也會提供餐點。小姐自

由使用這裡的廚房和置物空間，就如同

處於自家中的客廳、廚房。在小吃店

內，沒有依循國家制定的勞動法規，甚

至有許多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處，但

這樣的違規並不能簡單以既有對剝削

模式的理解論之。相反地，小吃店向我

們展現了一種勞動彈性、空間使用彈性

的另類面貌。

從外部空間（即小吃店與鄰里、

派出所的關係）與內部空間（涉及勞

動空間對工作者的意涵）的分析，

在曾薰慧的分析中，越南小吃店的

存在形成一種另類秩序，誠如傅柯

曾薰慧（國立
成功大學臺灣
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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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華（國
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Michel Foucault）筆下的「異托邦

（heterotopia）」。這樣的異托邦並非

追求社會完美型態、難以對應現實社會

實體位置的烏托邦（utopia），而是形

成另類社會秩序，並可在實體空間找到

位置的異托邦。而越南小吃店有其自身

的演化過程，有臺灣在地的，也有東南

亞的一面；藉由工作者自身的行動來產

生另類秩序，並同時作為社會鏡像，以

及質疑社會價值的異托邦。

楊又欣也對曾薰慧提問，異托邦內

的社會秩序有何社會意涵？是否扮演

了社會安全網的概念，讓消費者走出異

托邦後仍可進到原有空間？跨國性觀

光客是否以此得到優越感呢？另一位

同學則問道，越南小吃店中的國族與性

別交織性，以及異托邦及工作的過程，

是否賦予工作者權力（empower）呢？

雖然研究並未直接涉及國族與性

別的交織性，但曾薰慧確實在田野中觀

察到，工作者有中國、臺灣與越南籍，

臺灣的位階高過其他二者。越南被貼上

「敢玩」的標籤，這反而提高了越南籍

性工作者的資本。至於賦權的問題，曾

薰慧同意確實有造成賦權效果，但她將

此狀況導因於工作者作為建構異托邦

的關鍵角色，無巧不巧地形成賦權的狀

況。不過，在自身的倫理反思上，曾薰

慧也謹慎地避免過度浪漫化越南小吃

店，而將空間複雜化來看待。

性隔離的空間政治

陳美華與楊又欣探究長期與性產

業為鄰的居民，如何看待性產業及其從

業者、居民又有何理想的性產業治理模

式？在研究方法上，他們使用 Google

地圖，以打卡方式，標記出高雄美容護

膚店聚集的街道，以及包含娼館、酒

店、應召、流鶯等多種性交易服務聚集

的廣場，藉此呈現高雄的舞廳、酒家等

性產業聚集的現象。此外，他們也在網

路上招募受訪者，讓民眾指認住家附近

的性產業，並透過訪談與焦點團體收集

資料。

多數受訪者認為，性工作者是因

為貧窮而進到產業，並對工作者表示

同情，如飲料店的王太太看到工作者

到 50、60 歲還在從業，感到心酸。餐

飲店的林女士則指出性工作者們各憑

本事，不應受到性道德評價。另有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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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空間被過度性化。住在護膚店附

近的女性居民常認為工作者太過暴露，

會教壞小孩。此外，陳美華發現越南籍

工作者被種族化，受訪者對越南性工作

者的評價，通常將之貶抑為階級化的他

者，如指稱越南女子「很吵」、「沒有

文化」、「無法教育」。

接著，楊又欣將紅燈區周遭社區居

民的意見分為二類，第一類是自由權利

觀，如王先生認為從業者有做生意的自

由；另一類是知情同意派，如吳先生談

到，居民住在這裡，是知道這些地區的

生態，並已妥協，否則便會遷往他處。

在公／私的分界上，居民對性產

業是有條件的接受。許多受訪者認為，

性工作者拉低社區的品味與格調，情

色化社區，致使社區女性被消費者誤

認為性工作者。另一方面，性產業被

視作「破窗」，居民將暴力等公安事

件、治安敗壞歸因於性產業。總結以

上受訪者觀點，性產業的負面影響有

實質層面的破壞社區環境，以及象徵

層次的階級貶抑。

那麼，性產業要如何管理呢？部

分受訪居民將性產業視為必要之惡，主

張集中管理。他們認為，性產業不僅須

被管理，且要「集中管理」，如同焚化

爐、賭場和夜市；另方面，從業者可明

目張膽開店，國家亦可增加稅收。這種

「集中管理」的思維，他們將之稱為性

隔離──意即區分乾淨、秩序、去性化

的高端者，以及失序、不潔、性化的低

端者，排除異己。陳美華以一位受訪者

的說法問道，若沒有酒駕專區，為何要

有「性專區」呢？這是否將性產業貼上

標籤呢？二人的研究指出，表面上沒有

性專區，但在性產業店家和當地居民進

行日常空間使用協商下，已形成「類專

區」的效果。工作者與居民形成公共空

間劃界的默契，如流鶯被允許聚集在巷

弄中被動待客，以此維持社區在外人眼

中的觀感。倘若性工作者越界，居民會

報警檢舉。

另一方面，居民也有「自我專區

化」的現象，如居民葉先生在遛狗時緊

盯小狗，避免與小姐對視；更多人則是

刻意改變進出社區的動線，減少在公共

空間與性工作者的相遇，甚至讓渡部分

公共空間的使用權，讓自己成為移動式

的去性化專區，產生動態的空間界線。

這些默契涉及空間政治，即誰可使用、

如何使用公共空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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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

授沈秀華向陳美華提問，在訪談的時候

是否提及房價問題？而研究者的政策

建議是什麼呢？陳美華回應，許多受訪

者擔憂房價下跌，但廣場上的房子已漲

價，護膚街上的房價也不便宜；但確實

存在議價空間。此外，臺北某區知名色

情大樓重生，一坪也高達 124 萬，房價

未必受到影響。對居民而言，只要社區

沒有被劃定為性專區，便可以模糊地來

談。至於政策建言，陳美華發現有些居

民並不討厭性產業，但擔心社區一旦設

成性專區，便沒有轉圜餘地。而最好的

政策應是除罪化。試想，若性工作是正

當職業，為何還要專區呢？當然，這需

要更多的協商與對話。

從線下到線上：疫情期間性工
作者的處境及其轉換之道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康庭瑜

留意到「非正典的性」被當作代罪羔

羊。一方面，人際接觸的工作模式帶來

健康風險；而在全球健康治理的邏輯與

社會輿論中，公共的親密行為、性互動

亦成為焦點。許多國家將性工作者視作

防疫破口，要求停業或加強查緝，這都

促使性工作者面臨經濟風險。

康庭瑜梳理國外研究，發現當政府

關閉實體工作空間，性工作者首先轉往

美髮、按摩、餐飲等相近產業。但在疫

情下，這些仍是政府優先控管的場所，

因此工作者的經濟情況恐怕並未改善。

故而，有些轉往家庭勞動，有些轉移到

管制較寬鬆的地方繼續從事性工作。另

有性工作者轉到線上，包括將色情影片

上傳至收費的網路平臺，或是進行線上

的性互動。是以，有研究認為轉往線上

平臺是性工作者的救贖，可迴避健康、

經濟和暴力風險。

而臺灣的境況又是如何呢？在

2020 年 4 月，高雄金芭黎舞廳一名男

性臺商確診；2021 年 5 月，萬華茶室

疫情爆發。臺灣的性工作者經歷兩波較

長時間的停業規管。藉由初步訪談，康

庭瑜發現有些性工作者先是轉往其他

實體空間，例如管制較不嚴格的縣市，

也有尋找同類型的工作。然而，與國外

研究發現相似，性工作者對新的雇主、

環境及流程並不熟悉，這個策略仍伴隨

風險。

有別於國外的研究結果，康庭瑜

的受訪者並不認為轉往線上有助於緩

解各種風險。這有幾項原因，其一，

線下、線上空間並非斷裂的，工作者

的資訊在線上公開後，這些資訊便利

或促生線下跟蹤騷擾，乃至暴力。其

次，線上工作帶來新的風險，如身分

指認、未經同意的側錄與影像外流等。

第三，臺灣並非只有線下的性規管，

線上亦存在相同的管制邏輯。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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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庭瑜（國立
政治大學新聞
學系）

實體與線上的勞動類型不全然相同，

例如熟悉陪侍產業的受訪者表示，數

位平臺將主流審美身體一字排開，感

到身體更加物化。

現場有學生向康庭瑜提問，線下

到線上的性工作者們，是否重新適應環

境，並給予詮釋呢？工作者是否找到適

應新媒介的方法？此外，工作者是否

面臨網路上的色情規範風險呢？對此，

康庭瑜指出，有初步觀察到有些工作者

發展出媒介選用的策略，來適應新的媒

介，比如：工作者若不喜歡直播互動中

的情緒勞動，便轉而選擇拍攝影片的途

徑。

另一位同學以自身男同志網黃的

身分與經驗回應，指出在疫情爆發期

間，收入反而提高。對此，康庭瑜尚未

觀察到這個現象，其受訪者是以實體為

主，不見得打算長久經營線上工作。日

後若樣本數增加，或許會涉及疫情與網

黃收入的問題。

結語

在這場論壇中，四位研究者分別論

及實體與線上性工作者的相似、相異處

境，以及性產業場域的鄰里關係。透過

嚴謹的學術研究與思辨，釐清社會對性

產業的諸多偏見與誤解。在曾薰慧的研

究中，我們看到越南小吃店內部形成的

工作型態，與制服店大為不同。陳美華

與楊又欣揭示高雄性產業周遭居民的

多樣觀感，以及應變之道。康庭瑜的研

究則提醒我們，雖然外國研究彰顯線上

性工作的許多優點，是實體性工作者的

樂觀救贖；但臺灣本地受訪者的經驗，

反而提到了線上性產業的潛在風險。

這些研究讓我們看見，性產業相

當多元，工作的內容、型態也不盡相

同；然而，性工作者們卻得面對相似的

社會汙名與法律規範。而同樣受到社會

偏見所困擾的，還有生活在性產業周圍

的社區居民。他們未必憎惡性工作者，

但卻也不見得樂於與性產業相處，事實

上，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摸索、尋找

他們與性產業共存的方法。回到前言，

在《社維法》第 91-1 條的性專區制度

公布十年之後，我們應當來聆聽性工作

者、性消費者、性產業經營者及周遭居

民等的聲音，重新制定合宜的規範了。

43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