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聞  

 中區區域性研究倫理建置中心於100年1月7日假暨南國際大學辦理「人類學、社會工作及教育諮商系列研究倫理工作
坊暨專家座談會」圓滿成功 

◎ 中區區域性研究倫理中心建置辦公室 陳冠蓉 2011-01-07  

本中心於100年1月7日於暨南國際大學與暨南國際大學人類學研究所合辦「人類學、社會工作及教育諮商系列研究倫理工作坊暨專家座談會」，邀請暨南國際大學

人類學研究所梅慧玉助理教授及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張英陣副教授分別探討「人類學者的知識實踐－田野工作與應用之倫理議題」、「研究治理的社會正

義」，並於後由人類學研究所所長潘英海副教授主持專家座談。 

  

本工作坊一開始，由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主任陳祖裕副教授簡介本中心與計畫執行方向、目標，而後由梅慧玉老師進行講題。梅老師首先定義何謂人類學：「人類

學藉由進入他者生活世界與思維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形塑其學科的知識色彩，由於強調文化尊重與價值的相對性，因而倫理議題乃成為人類學者必備的專業常

識。」並且介紹數名具代表性的當代人類學者及其研究領域，帶出人類學研究可能遭遇的研究倫理議題。人類學者由於從研究的開始乃至最後的產出，都與人有

關，互動過程中倫理議題時時刻刻在發生，因此「關係」是人類學者很重要的功課。梅老師更對照列舉出美、英、德、日人類學領域倫理宣言，建議臺灣的研究環

境應強調本地脈絡，如：與原住民基本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相容，設計富彈性的知情同意書，尊重不同學科的專業倫理規範，且需要設置跨學科的專業倫理討論

溝通平台。 

  

張英陣老師站在社會工作的角度，呼應陳祖裕主任期許研究倫理委員會的角色是「友善、效率、相容、尊重」，以夥伴立場給予提醒，非以強制力控制或阻擋研究

進行。張老師整理出精要研究倫理典型對話，諸如：倫理有普同性嗎？是否實證主義才是科學典範？等等問題，帶領學員一同省思普世價值與不同文化、學科間的

倫理要求該如何取得平衡。張老師認為社會研究始於思考，透過檢視社會現象、研究，促進社會變遷、解放受壓迫者，進而提供社會希望。「關係」也是社會工作

者重要的議題，過去一般期望社會工作研究者價值中立，社會價值強調「獨立」，然而要客觀地協助研究對象、與研究參與者一起改變環境，十分困難，因此張老

師認為，研究可以是人與人相互關懷、互相依賴的場域。 

  

專家座談由人類學研究所所長潘英海副教授主持，人類學研究所兼任師資廖志輝助理教授率先點出，人類學研究倫理議題，應是整個大環境的議題，切入點要回歸

現今教育，培育研究者的過程中，研究倫理的知識傳遞是否足夠，師長們是否以身作則，其重要性不亞於建立研究倫理審查制度。人類學研究所容邵武副教授則提

出區域性研究倫理中心與學會間角色與功能分際之疑問，區域性研究倫理守則如何與各學會擬定之專業倫理守則相容？區域性研究倫理守則要廣納看似大同小異，

實則小同大異的各學科專業倫理守則，是否真的可行？ 

  

中區區域性研究倫理建置中心代表，本校陳祖裕主任、護理系辛幸珍副教授、曾雅玲助理教授陸續回應：將尊重各學科脈絡與準則，案件審查將由該領域專家進

行，區域性的倫理守則將以各領域為藍本，統整出一般準則；區域性研究倫理委員會是一階段性的角色，旨在協助推廣、落實研究倫理，教育是其重要、核心的一

環，亦提供服務予目前尚無成立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需求之大專院校，並協助有意成立之大專院校建置其機構內之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 

感謝本次與會師長及學員開放而深入的討論，礙於篇幅無法一一記述，未來可望持續辦理相關工作坊及專家座談，傾聽社會與行為科學研究者之意見，敬請各位親

臨現場參與、指教。 

【相關圖片】 

  

資料來源：http://www.cmu.edu.tw/news_detail.php?id=1353 

圖一：梅慧玉老師講授「人

類學者的知識實踐」。

 圖二：工作坊一隅。  圖三：與談專家（由左至

右）張英陣老師，王智弘老

師，曾雅玲老師，梅慧玉老

師，辛幸珍老師，陳祖裕主

任，潘英海所長（背對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