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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中央大學這個申請案的規劃人、撰寫人、提案人。2008 年 4 月開

始，歷經系、院、校發會、校務會議的檢驗質詢後千辛萬苦的進入了教育部，今

年 5 月 21 日收到教育部的公文，審定結果為「緩議」，也就是否決了這個案子。 

我們對這個結果當然覺得很遺憾，但是看了審查意見以後覺得非常驚訝。不通過

的理由竟然沒有任何一項、也沒有任何一個字針對本案在性／別研究上的專業學

術實力，令我們覺得非常驚訝。不過，電話連絡高教司請教申覆程序時竟被告知：

「這種案子經過高教司送外審，然後部裡內部審查，最後也經過部長主持的會議

討論，審查過程很詳盡，因此最後的結果一律不受理申覆，就算你們執意要送申

覆來，我們也會直接退回。」 

每一個新設系所的申請案都是學術專業者進一步推動學術發展的前瞻構想，這種

攸關前沿學術發展的重大行動，最終竟然要申請單位默默接受極為不合理的評審

意見，這暴露出高教決策的霸道心態，我想這也是今天這場座談的意義所在。我

已經寫了一份完整的申覆理由，但是因為沒有管道上訪，就趁此機會面交承辦的

第一科朱科長啦。申覆的理由很長，在這裡我想講兩個重點： 

第一，性別主流化成為全球趨勢和國家政策，現在已經進入了落實的階段。性別

雖是重要的社會因子，然而它和其他社會差異之間複雜糾葛的權力互動也日

漸明顯，而且已經形成了新的社會問題，正需要在理論與結構分析上進行整

體的深化認知。就專業的養成體系而言，這方面特別需要博士層次的「性／

別研究」，在理論的進路上去關注當代性別與性的相互共生，也關注它們與

各種（種族、階級、年齡、地域）差異政治之關連。然而國內到現在為止，

只有四個非重點大學設有性別相關的碩士班，根本無法完備學術專業的養成

體制，更遑論對性別政策和議題的反思。在性別主流化已然成為國家政策的

時刻，對這個需求持續漠視，顯然是在規避對這個議題的檢視，也是在排擠

深具批判力道的性／別研究觀點。 

第二，中央大學文學院擁有本地「性／別研究」理念的創始團隊，團隊已有十餘

年學術積累，歷年執行國科會及其他各種相關專題研究計畫總計 69 個；出

版性／別研究的學術專書 20 冊，總數字超過四百萬；主辦大型的性／別研

究國際學術會議 17 場；主辦桃園縣及全國性別平等教育訓練 6 梯次；發表

性／別主題相關演講 500 餘場。這次主動跨系跨院整合中大人社領域有具體

研究成果的相關師資，共創嶄新的跨領域學位學程，核心師資都是性／別研

究領域重量級資深學者，學術積累雄厚，擔任國際學術期刊編委或顧問，受

邀國際交換學者或訪問教授，極富國際名聲，廣受人社領域的國際碩博士生

仰慕。以這樣具有競爭力的研究團隊來規劃博士學程都無法通過高教司的審

核，我很懷疑到底要怎樣實力的團隊才能通得過？評審意見絲毫不提本案在

性／別研究上的學術發展實力，是否正是因為要迴避這個關鍵考量？眾所周

知，性／別團隊並不迎合主流的性別研究，是否因為這樣而遭到有意排除？  

此次評審意見暴露了高教的學審制度對於高等教育的實質內涵和國際學術競爭

力，要不是毫不理解，就是視若無睹。我們在此要求高教司重新選擇在性／別領

域具有專業實力的評審重新審理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