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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已進入高齡社會，長期照顧

議題近年受到格外重視；但是，在制

度上是否有看見性別差異？是否有正

視年長者健康的心理需求？以及是否

忽略了照顧工作者的情感連結？這些

問題都在本期「性別與照顧」專題，

得到充分討論。

　　謝佳容與張珏的文章提出了心理

健康照顧政策的重要面向，以政府歷

年白皮書等文件資料，與聯合國和世

界衛生組織的目標參照，提醒臺灣相

關部門應積極協助年長者提升心理健

康促進的方案，且需增加性別影響評

估分析。王品整理了各部會人口統計

資料，指出臺灣男女的勞動參與率不

同的原因，再比較與瑞典數據的差異，

她發現臺灣的照顧責任不對稱的坐落

於女性身上，也使女性高比例地隨年

齡增長而退出職場。

　　除了照顧服務接受者，在長照體

系裡還有一群照顧工作者，而這其中

也包括了階級、移工與性別的議題。

在以往進行研究分析時，往往使用「權

利觀點」呈現上述各軸線交織出權力

的不平等。但梁莉芳認為，照顧關係

反映的是相互依賴的社會存在，高度

個人化的權利觀點有所侷限，應整合

關懷倫理才能實踐照顧正義。王兆慶

為我們整理了半年後即將實施的婦女

婚育與就業調查題目，此次問卷設計

經過整併亦參酌各界意見，有望更如

實地反映臺灣婚配與家庭、性別、就

業、照顧等現況。

　　覃玉蓉爬梳了婦女新知基金會這

十年來如何推動照顧公共化、參與立

法與政策制定的過程，諸多阻礙仍持

續發生。例如部分官員仍以「照顧工

作應由媽媽承擔」的想像來反對公共

托育，以及勞動結構的低薪與長工時

問題。曾嬿融過去的碩論就精彩呈現

女同志家庭親職實作，如今她再增加

祖輩訪談，呈現女同家庭如何透過親

職照顧與稱謂命名，擴展與編織出綿

密的家族情感；但她也期待同志家庭

的親職壓力能夠在社會平等與友善的

過程中降低。同志熱線理事喀飛，透

過許多真實故事呈現出老年同志的資

源與困境，例如社群連結提供支持系

統，但若處在照顧機構則常得重新入

櫃，或未婚者需額外承擔照顧者的辛

勞；期許照顧職業訓練和服務提供者，

能增進對老同的認識。

　　黃斐新的觀察評介討論劇場與性

別。在親身修習的課程中，以舞蹈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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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實 作 發 展 出 LGBT 版 本 的《 交 際

場》，作者發現透過課堂集體創作，

參與者因為身分置換、主體經驗與故

事腳本的不同，產生了超越二元性別

框架的作品。平雨晨的研究紀要探討

了臺韓跨國婚姻的浪漫愛轉變，訪談

三位與韓國男性結婚並移居韓國的臺

灣女性。她指出移韓女性的能動性，

同時包含著家族與性別支配的矛盾關

係。本期最後由鄭珮宸記錄了東亞與

性別研究學者瀨地山角教授的演講，

教授比較東亞各國女性勞動模式，勾

勒父權體制、儒家文化、資本主義、

勞動想像等社會制度與文化現象，如

何影響各國性別分工與年齡差異。

　　照顧議題實為龐大的工程，不僅

是維持被照顧者的基本需求而已，而

是包括情感連結與社群參與等積極意

義，這當中勢必涉及了傳統性別分工、

家庭支持、性傾向資源、公共化投注、

照顧者勞動等面向。本期的文章願能

帶給大家更多思考空間，也期許政府

各部門與社會倡議組織，能共擬更完

善的照顧體系。

　　　　　《婦研縱橫》編輯室　謹誌

5

110

婦研110期-未封裝.indd   5 2019/5/8   下午1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