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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臺灣地理學中的扮演角色，日

益重要。在臺灣的大學中任教的地理學

者，其數量按照性別分類，如表 1 所示。

在地理及相關學系中，120 位學者內有

29% 的比例（35 位）為女性（2013 年最

新統計）。

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如何在臺灣展現

　　在 2008 年，中國地理學會（臺北）

的 20 位理監事中有 7 位女性，顯示女性

比例的逐漸增加，但是沒有女性曾擔任理

事長的位置（2013 年資料顯示，該學會

的 29 位理監事成員中有 8 位女性）。

　　雖然女性研究生的數量逐漸增加，但

這並不意味著女性主義意識、亦或對女性

主義地理學的興趣有所成長。只能期盼著

如同英語系國家的經驗，當年輕的女性

教員變得資深，並隨著未來十年女性地

理學者的人數持續增加，能引發更多人對

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興趣（Hanson & Monk,  
2008）。在這樣的狀況下，接下來的分析

聚焦於臺灣的女性主義地理學的運作狀

況。

臺灣雖有著多元的性別議題，但對地理學

界的影響較不顯著；在地理學界少數與性

別相關研究中，受第二、三波女性主義之

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啟發者也非常稀

少。整體而言，女性主義地理學與性別議

題並沒有被嚴肅看待，本土地理學界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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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來自 twobee / FreeDigitalPhoto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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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性別 女性主義

地理學者
學系 / 相關學科

女性 男性

國立臺灣大學 2 13 1+
（兼任1）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2 7 2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 21 2 地理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5 1 環境教育研究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 7 1 地理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3 9 （兼任1） 地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4 7 1 地理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3 2 0 史地學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2 0 地理學科，社會科教育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2 1 0 地理學科，社會科教育學系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1 5 0 地理學科，歷史與地理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 0 3 0 地理學科，社會科學教育系

國立東華大學 5 3 0 地理學科，鄉土文化學系

總數 35 85 10

表 1　 臺灣的地理及相關學系中女性及男性教員數

註：列表中包含社會科教育及歷史地理為主要領域的學系。此表為 2013 年更新後數據資料。女性主義地理學者的
統計，以學者發表婦女、性別與地理學相關的文章、書目、研究超過兩篇以上，或自我認定為女性主義地理學者，
則加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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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圈圍在難以穿透的高牆中，將女性主義

隔離在外。（張華蓀 2005, 25）

　　以上論述由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地理

環境資源學系的張華蓀博士所述，經過

對 1970 年至 2004 年間八份地理、空間、

都市計劃相關的指標性中文期刊的綜合

性調查。在此之前，姜蘭虹與周素卿針對

1996 年至 2005 年五個重要的、包含廣泛

臺灣人文地理議題的地理期刊，採用書目

計量學分析（Bibliometric Analysis）的深

度文獻分析法（Chiang and Jou, 2006）；

分析結果顯示，僅有一篇地理與女性主義

地理學相關的文獻列在「理論性文章」

（Theoretical Article）之下。撇開傾向聚

焦於傳統主題地理學刊的論文，研究生的

論文顯得較具前瞻性、更有希望，其中牽

涉了性向與空間、女性參政與空間、女性

主義視角下的別居（second home）、東

南亞新娘培力的題材，顯示臺灣的人文地

理研究生社群對性別議題漸增的興趣。同

時，人文地理學也與自然地理學及地理資

訊系統等研究領域不分軒輊。希望新生代

的女性主義地理學者，不分男與女，能打

破學術藩籬，女性主義地理學才會有更大

的發展空間，而不致於在性別歧視的結構

中蝸行。

結論

融合女性的經驗於地理學研究中，不僅是

讓地理學研究有所改變的必要條件，更能

深入地改變假設、理論、以及學科的研究

方法。（Hanson & Monk, 2008: 60）

　　本文提供了學術界中女性主義地理學

所展現的樣貌。即使婦女與性別研究中

心、計畫、課程、研討會、學位學程、刊

物，在臺灣有著不同的興盛程度，但是各

大學的地理學系中仍然存在性別歧視的結

構。如同東南亞的案例（Yeoh & Huang 
2007），地理學界做得不像其他領域一樣

好，無疑地還可以做得更好。

　　近三十年來，儘管臺灣在工作領域的

性別平等是難以達成的，但是由於年輕女

性的學歷提高，臺灣女性的發展成為可

能。低出生率的社會結構確保年輕女性擁

有更高的、和男性相同的教育機會。而女

性主義地理學，因為僅有少部分女性教授

任教，在地理學者中也普遍缺乏女性主義

意識，於是前進的步伐十分緩慢。然而，

至少在臺灣，女性主義地理學在新一代及

逐漸增加的女性地理學者中，有逐漸受關

注的傾向。

　　依據作者的觀點，「性別盲」流行於

業者與一般的地理學研究者，臺灣的地理

本圖來自 papaija2008 / FreeDigitalPhoto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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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不像英語系世界一樣，在地理學中以性

別為主流還相差甚遠；女性主義地理學在

1980 年代中期被作者給正式引入臺灣，

在父權體制下，課程數僅有小部分的進

步；而如同經驗敘述篇幅所介紹，臺灣的

學術環境在霸權體制（hegemonic nature）
下沒有比三十年前來得要好。於是，我們

只能引頸期盼地理學逐漸提升的多樣性，

包括女性地理學的授課與研究，能夠造成

更廣大的迴響，而臺灣學術機構裡頭至少

擁有了十位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將是絕佳

的起頭 （包括地理系所、相關學科中的

女性主義地理學者）。

　　作者建議臺灣的女性主義地理學者，

應該聯合其他社會科學的女性主義學者，

來確保女性主義地理學能存在於大學體系

的性別課程。相同的，與其他強健的女性

主義學科聯合而逐漸增加的研討會與研

究，諸如歷史、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

加上國際學者與團隊，如國際地理學會中

的性別與地理學委員會（IGU Commission 
on Gender and Geography），這將會使個

體的努力更加強化，並超越「沉默的革

命」（“quiet revolution”），替婦女行

動創造更寬厚的基底。隨著地理學者與全

球化世界有著更多的連結，女性主義地理

學在英語國家的茁壯，將對臺灣與香港等

華語地區或國家，有著更高宣傳及產生影

響的潛力 （Monk, 2008），而與之持續保

持聯繫，是克服障礙的唯一辦法，也將使

打破界線變得更加容易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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