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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在促進人性尊嚴與價值～
社會科學院蘇國賢院長專訪

採訪撰文／林秀美

照片提供／社會科學院

蘇
國賢院長，任教於社會學系，去年（2015）8月接任社會科學院，打破該院歷年由政治

與經濟兩大系主持的傳統。上任後即爭取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邀集

院內10位老師腦力激盪，積極推動社科院組織改造。這個計畫的主要架構就來自他的政見，

廣納各系所同仁意見彙整而成。

蘇院長的觀察，除了社會科學學術人才的培育之外，臺大社會科學院有兩大任務，一是

研究要能為政策建言。「我們的研究產出包括政經社會政策的各種評估與分析，可提供施政

參考與創新改革的藍圖。而且本院有很多老師親自投入政府決策圈、或參與制度設計，在國

家缺乏智庫的情形下，打造一個好的社會藍圖，就成了社科

院重要的使命之一。」第二個特色是，社科院一直是

國家文官及技術幕僚的培訓基地。據調查，畢業

校友在學校、非營利機構與公部門任職的比

例接近一半，過去20年間也有高達1/5的部

會首長出身自臺大社科院（法學院），

而政府效能和人力良窳密切相關，臺大

責無旁貸。

由於今天國家所面臨的任何一個問

題，都非訴諸單一專業所能解決，過去

以系所為主體的學院架構，已不利於培

養能解決複雜問題的人才。有鑑於此，

蘇院長提出學院改造，要從根本的組織

再造著手，落實在人才培育、制度設計

及學術創新等3大發展目標上。

蘇國賢院長談社科院改造大願景。（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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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弭平學用落差需要跨領域的訓練
他說，一直以來，社會科學院的科系設置都是以單一專業訓練為考量，系所和政府各部會相對應，

訓練上各司其職，然而時至今日在政府決策和各種複雜問題的處理上，已非一個部會可獨力完成，例如

國際貿易協定，需要經濟、勞動、外交和立法等多個部會合作，需要有統籌協調能力的專業人才。因

此，有必要調整並增加跨系所的訓練，由學院擔任平台，居間進行學科的跨際整合。

除了跨系所課程，為回應社會對「學用落差」的呼聲，應開設基本能力課程，強化學生的分析與表

達、溝通與決策能力。「社科的基礎訓練應至少包括3大項，第一大項是學習及研究工具的訓練，如語

言、寫作、資料分析與資訊科技、研究方法、媒體素養等。第二大項是社會及行為科學共同基礎課程，

包括人類行為與群我關係的理解、決策與管理、溝通與協商、制度設計等，配合未來專業的需要規畫不

同內容。第三部分是經典閱讀，將人類文明發展所面對的歷史及倫理難題，在課堂上進行社會及倫理道

德的思辨。」

社科院在臺大，絕美地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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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經典閱讀」，他指出，現在很多年

輕人不願走出舒適圈，僅活躍於自己所熟悉的

社群網路中，只關心自己周遭的世界，對更大

的人類社群置若罔聞，被動地吸收大量淺薄的網路訊息，不但知識深度不足，且缺乏反思能力，希望透

過「經典閱讀」能擴展學生的知識視野與深度，培養具人文社會關懷的世界公民。

制度設計：勾勒未來社會的藍圖
基本能力的訓練是為了建立真正的跨領域專業打基礎，不是為了應付就業的第二專長訓練。「一般

刻板印象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缺乏就業能力，事實上，經過本校所進行的雇主調查發現，幾乎沒有

雇主挑剔本校學生專業能力不足，臺大學生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缺乏良好的溝通能力、團隊精神與合作

態度，而我們社科院的學生在這些方面的訓練其實是比其他的學生更具優勢」。他認為，大學教育不是

職前訓練，而是自我探索的重要人生階段，要對每個人的存在意義都有所啟發，這樣的學習才有意義，

人生才有發展和價值。「我的小孩現在讀一般國中，我太太鼓勵她去唸自己喜歡的音樂，音樂人好像不

容易找工作，但也沒餓死的，重點是可以快樂地從事她自己所喜歡的工作。現代的人要滿足基本的物質

需求不難，但溫飽之後呢？精神層面嚴重匱乏，這才是問題。」

所以，臺大的教育更重視的是讓學生從知識討論做思辨創新，能宏觀思考人類的問題，進而設計更

好的制度增進人類福祉，「比如資本主義，不會是人類文明中最好的制度，人們越來越不快樂，究竟出

了什麼問題？有沒有更好的制度安排？」他強調，臺大人要在各行各業擔任創新者，要有改變社會的理

想；要成為改革社會的種子，即使是擔任公務人員也是政府革新的潛在種子。容或他們的想法暫時和實

際有落差，甚至格格不入，但沒有創新想法，改革永遠不會發生，這是推動社會創新很重要的能量。一

臺大社科院作為文官培訓基地，為

國家培養能統籌、協調性佳的人

才。

圖書館，閱讀，思考，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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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地訓練自己或調整自己去順應社會或產業需求，創新要從哪裡來？所學的如果跟不上所要用的，的確

是個問題，但若所學的超前了目前所用的，學用落差反而能帶動創新」。蘇院長呼應楊校長的主張，臺

大要成為偉大的大學。偉大在於能超越社會現狀，站在高處來思考如何帶領社會走向更好的藍圖；社會

科學的核心價值在於維護及促進人性尊嚴與價值，而這就是社科院最重要的使命。

學術創新：貢獻臺灣經驗於世界
秉著前述兩大使命，在教學方法和研究上也希望能有一番變革。他認為研究與教學相輔相成，彼此

之間應有綜效，如可以透過政策研究團隊來推動個案教學及教案的開發，鼓勵師生合作，將在公部門服

務的校友所累積的政府重大決策經驗整理成教學案例，讓學生從實際個案模擬當中操練決策能力，汲取

前人經驗和教訓，例如針對國內重大議題如12年國教、兩岸經貿等，或重大公共工程如核四案、高鐵

案，社會運動與抗爭如太陽花學運等，進行深入的政策分析與研究，同時進行教學個案的開發，其成果

不但具學術影響力，也為國家保存重要的政策智慧。

雖說教學案例的編寫，耗時費力，但若能持續5到10年累積，相信對國家文官培訓大有助益，臺灣經

驗也會成為中國、東亞等國家學習的材料。「臺灣是一個天然的社會科學實驗場域，在政治和社會變遷

的動能是全世界少見，因為國家規模不大，所以各種改革沒有引發太高昂的社會成本。特別是華人社會

文化與西方不同，所以臺灣經驗可以成為華人社會的獨特智慧。從這個立場出發，我們更有責任做好歷

史經驗的傳承。」

此外，研究是教學的延伸與基礎，研究能帶動教學，教學也能刺激新的研究，目前社科院已組成多

臺大人要有新主意，能超越現狀，走在前面。 臺灣的政治社會發展經驗足為其他亞洲國家借鏡。

圖為裴敏欣教授於東亞中心＆政治學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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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跨領域的研究團隊，針對環境與能源、人口老化、教育

與社會不平等問題，匯集學院內、外的相關領域專家與智

慧來解決國家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對於臺灣的政策越來越受到民粹主義與媒體的影響，

特別是媒體亂象深受詬病，蘇院長表示，臺灣解嚴後經歷

20年的民主改革，公民參與及對政府的監督都有顯著的進

步，媒體改革也需要時間。從教育者的立場來看，他認為

資訊科技已經對傳統媒體造成衝擊，媒介素養，不只是新聞傳播科系學生應該養成之能力，而是現代公

民所應具備的基本能力。

他重申，應讓政策回歸嚴謹的研究及實證科學基礎，而臺大社科院要以學術創新來推動社會制度改

革的決心和努力，已獲得社會肯定與支持，從近年陸續獲得國內、外的捐贈，可以看見社會對於社科院

有很大的期待。

信仰實踐：人的價值是終極關懷
本校歷史系畢業，出國唸社會學，自嘲國學底子差，讀古書很吃力，但歷史學帶他進入知識的廣闊

宏偉，啟發他繼續學術專業的追求。大學時興趣在政治史，去美國後想專攻歷史社會學，未料大轉彎投

入社會結構分析，鑽研社會流動、不平等和社會網絡。在紐約唸書，一個文化菁英知識薈萃的地方，

「美國和紐約真的不是同一個國家」，給了他絕佳的田野參與觀察。

學成回國教書，先後到過4所大學服務，從長庚、中山、臺北到臺大，他半開玩笑說，研究的是社會

流動，所以自己實踐社會流動。喜歡變化，從管理學院回到社會科學院，發現最愛還是社會學，因為他

始終關注人的價值。

2016年4月19日，富邦全球化講堂簽約，對社會風險與政

策研究給予支持。圖為李遠哲院士專講「我們沒剩下多少

時間了」後合影。

曾在我國空軍服役的前韓國駐臺大使金信，以其父親之名成立「金九基金

會」，於2016年2月由基金會捐贈，成立「金信論壇」與「金九講座」，推動

臺韓雙邊社會學術交流。社科院於4月20日舉辦金信大使回憶錄《翱翔在祖國

的天空》新書發表會。金信於1922年出生於中國上海，為韓國戰後獨立運動

開國元勳金九的兒子，2016年05月19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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