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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大學教師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 
解析：Weber學派的觀點 

林大森 

摘 要 
本研究探討少子化浪潮下，大學教師地位的轉變。過去研究多以新馬克

思主義觀點，本研究採Weber學派，以政治、經濟與社會多面向分析大學教

師的權力、生產與聲望。本研究以質性研究進行，針對15位現職教師深入訪

談。研究發現有三：一、評鑑制度化與教學e化使得教師規範學生的權力被

限制、學校考核教師的權力卻放大，壓縮教師的工作自主性，乃是Weber宣

稱的合理化與科層制所導致；二、由於少子化，大學教師被賦予招生任務，

學術或招生可以信念倫理與責任倫理加以解釋；三、因為知識份子的傳統刻

板印象，民眾對於大學教師相當敬重，這與教師自身的信念未必一致。由於

教師理念所創造出來的「世界圖像」，引領著教師繼續從事這個並不輕鬆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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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of University Faculty: A Weberian 

Perspective 

Da-Sen, Lin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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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university faculty 
as a result of the current tide of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While past studies 
have applied a Neo-Marxist viewpoint, this study adopts a Weberian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authority, production and reputation of university 
faculty in term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Three finding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First, institutionalized evaluation and e-teaching 
have constrained the authority of faculty over students, while the power of 
universities to regulate faculty has expanded, serving to suppress the degree 
of autonomy that can be exercised by faculty in their jobs. This can be seen 
as a result of what Weber has called “rationa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Second, university faculty are now required to take part in student 
recruitment. Academic work or recruitment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 
ethics of conviction and 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Third, the public 
continues to hold a relatively respectful attitude towards university faculty,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elf-perception of university faculty 
themselves. The “world image” constructed from the idea of the teacher has 
therefore led university faculty to continue in this far-from-easy work. 

 
Keywords: university faculty,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value ration, world 

image, v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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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本研究以Weber的社會行動理論，分析當今大學教師的政治、經濟、社

會地位。過去針對教師的研究多以Marx觀點，較關注經濟生產面向，刻畫

資本主義導致工作片段化與例行性，教師面臨普羅化與去專業化的現象（沈

姍姍，1996；姜添輝，2001；Apple, 1990; Beck, 2008; Easthope & Easthope, 

2000）。1而Weber較為多元，他對階層位置是以權力、財富、聲望三個維度

界定，以此分析大學教師議題可提供更豐富的視角，這是本研究採Weber取

徑的第一個原因。  

大學教師議題有何分析的潛力與重要性？以往研究多半關注於教學、研

究、行政等項目，分析教師的工作負擔或角色定位（Bentley & Kyvik, 2012; 

Braxton, 1996; Fairweather, 2002; Langfeldt & Kyvik, 2011; Teodorescu, 

2000）。然而，近年來臺灣高等教育環境驟變，由於少子化所致，大學私校

教師要主動出擊至高中招生，對於招收進來的學生呵護備至，盡量不讓他再

轉學出走（洪雪珍，2016）。於是引起反思：如果大學教師要負擔許多招生

等例行性庶務工作，學生程度差，教師不敢嚴格要求，反而調降課程深度，

無疑是折損教師的專業性格與學術權威，那麼大學教師如何自處？另在「高

等教育評鑑」掛帥下，行政對於教師的制約日益嚴重（戴伯芬、林宗弘，

2015；蘇碩斌，2012），大學教師如何面對科層體制行政權的擴張？  

這些乃是當今時空脈絡下，大學教師面臨的重要問題。Weber認為，社

                                                      
1 Marx學派自六○年代以來又區分出「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以

M. Horkheimer、T. W. Adorno、H. Marcuse、J. Habermas等德國法蘭克福學

派（Frankfurt School）為代表。亦有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Occidental 
Marxism），指的是西歐、北美的馬克思主義，有別於蘇聯、東歐和中國的

馬克思主義（高宣揚，1995）。新馬克思主義關切的並不只是經濟生產與

勞動過程，由此探討教師生活可能與舊馬克思主義呈現不同面貌。本研究

並不以馬克思主義為分析取向，故不深入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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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的意圖在於對社會行動進行詮釋性地理解，並為此行動的過程與結果提

供因果解釋，目的在於將個人的行動連結到社會秩序，以賦予行動的意義

（顧忠華，1993；Aron, 1998; Weber, 1978）。正因為Weber有這樣的關懷，

所以其方法論提出諸多對大學教師行動者觀察及詮釋的角度，這是本研究選

擇Weber取向的第二個原因。  

Weber學 派 後 續 研 究 者 眾 ， 其 觀 點 有 助 於 解 析 本 研 究 議 題 。 如 Parkin

（1979）提出的「社會藩籬」理論，解釋如何以學歷、證照資格構築藩籬，

使 教 師 享 有 外 人 難 以 入 侵 的 利 益 與 尊 榮 。 Bourdieu（ 1988） 的 名 著 《 學術

人》（Homo Academicus），乃是極少數以大學教授為對象的社會學研究，

其中闡述了法國文理／醫法學院相互對立的思維邏輯，對理解本研究的助益

甚大。此為本文選擇Weber取向的第三個原因。  

本研究將從處於教育現場第一線的大學教師出發，探討其如何處理 教

學、研究、行政、輔導及招生各項工作。教師的權力、生產及聲望三個面向

鑲嵌於日常工作中，其如何形塑教師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地位？本研究針對

15位不同學校類型、專業領域與職級的大學教師進行深入訪談，希望從15個

精彩而豐富的故事，勾勒出現今臺灣時空脈絡下，大學教師的多元地位面

向。  

貳、理論文獻探討 

Weber的理論非常浩瀚，無法一一道盡，本研究重點在於當今大學教師

地位的剖析，因此僅提及相關的四個部分。首先，Weber重視個體的社會行

動 ， 其 對 於 研 究 行 動 背 後 意 義 的 方 法 上 有 獨 到 的 見 解 ， 因 此 第 一 部 分 談

Weber的方法論。其次，關於西方社會之所以呈現當今面貌，Weber以「合

理 化 」 （ rationalization）加 以 解 釋 ，其 意 涵 對 於本 研 究 有 相當 的 助 益 。 第

三，本研究以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面向分析教師地位，關聯到Weber的社

會 階 層 觀 。 Weber雖 然 關 心 學 術 議 題 ， 但 並 沒 有 直 接 對 於 教 育 ／ 教 師 的 研



林大森 當今大學教師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解析：Weber學派的觀點 5 

 

究，這方面新Weber主義者提供了可參考的角度，本節第四部分將簡要介紹

F. Parkin及P. Bourdieu兩位學者的觀點。  

一、對社會行動的理解⎯⎯Weber的方法論 

如 何 達 到 對 「 社 會 行 動 的 理 解 」 ？ Weber 方 法 論 提 到 「 瞭 解 」

（Verstehen），乃根植於歷史文化脈絡中的詮釋（ interpretation），可稱之

為「詮釋性理解」，亦即將某現象置於歷史情境中掌握其意義；若脫離了原

有特定情境脈絡，詮釋與瞭解便不可能（翟本瑞、張維安、陳介玄，1989；

顧忠華，2013；Giddens, 1971; Ritzer, 2010; Weber, 1949）。Weber將行動者

的行為賦予主觀的意義，認為人可從外顯行為來瞭解，也可以從內在的動機

來瞭解（Coser, 2003），因此研究社會行動的方法非常重要。一個人為何有

某種行動？Weber深入分析了目的理性與價值理性兩種行動。所謂目的理性

行動（purposively rational action）是根據特定目的而理性計算每一行動可能

導致的後果，且衡量每不同手段的相對效果，行動者再選擇有效手段達成目

標；價值理性行動（value rational action）則指有一個高於一切的理想，行

動者為了忠於自己的理念而行動，不考慮相關後果（Aron, 1998; Giddens, 

1971）。此外，Weber再提出情感性與傳統性兩個類型，交織出社會行動。  

除了理性行動外，Weber又提出了信念倫理（ethic of conviction）與責

任倫理（ethic of responsibility），此兩者是基於「政治行動」脈絡之下，討

論「採取具體政治行為是基於哪種倫理」的心態。信念倫理是指行動是基於

理念的堅信，而不顧及使用的方法、行為的後果，只需顧及目的神聖、信念

純真；但實際經驗世界往往並不如此，若為了達成偉大目標不擇手段，恐適

得其反、不如預期（翟本瑞等，1989；Giddens, 1971），這樣的人可能空有

熱情與抱負，卻不能理性而負責。反之，責任倫理則指在行動前冷靜思考為

貫徹理念所採取的途徑，且亦須為政治行動的後果負起責任。然而，Weber

指責任倫理有時會產生「結果之弔詭」，也就是個人採取行動造成的後果可

能不同於、乃至背離於原初的意願。由於個人必須背負「責任」，因此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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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評估理性行動的後果與可能遭遇的困難，但評估的依據是什麼？  

Weber認為可透過經驗科學與邏輯分析。科學可以告訴人「採取某種行

動的利弊為何、得失為何」，此可作為責任倫理選擇行為的準則；但科學不

能告訴人們「應該做什麼選擇」（Giddens, 1971）。也就是說，「實然」

（ is）是「實質判斷」，是科學家的事；「應然」（ought to be）則是「價

值判斷」，是政治家的事。信奉責任倫理的政治家願為其政治行為負起責

任，他採取行為應仰賴科學知識，缺乏科學經驗提供客觀知識者，根本不可

能有理性且負責的行為（Roth & Schluchter, 1984）。  

二、Weber對近代西方的「合理化」詮釋 

在Weber的學說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核心議題乃是西方世界「合理化／

理性化」過程。依據Weber的研究，「基督新教倫理」以入世禁慾的精神，

改 變 了 信 徒 世 俗 行 為 模 式 ， 突 破 神 秘 主 義 的 藩 籬 ， 致 使 西 方 社 會 世 俗 化

（secularization），而在政治、經濟、科學、藝術種種領域開出「現代性」

（modernity）的果實（顧忠華，1998，2013；Schluchter, 1985）。有別於傳

統社會的巫術與宗教，合理化乃是注重於目的性、邏輯性、系統性、可計算

性與可控制性，當代世界如科層制、科學管理，此即為目的理性行動不斷拓

展的結果。  

科層體制（hierarchy）就是合理化的具體表徵，它是一種具有權威的工

具，形塑了現代政治、經濟和科技的有效運作。擁有專業分工、成文規定、

權威體制、職位設計、非私人情感等五大特點的科層組織型態，優於任何一

種管理形式。基於典型西方工業化國家新自由主義的精神，在科技管理掛帥

下，教師創意被壓抑，教育政策強調標準化，教育成效重視可測量性、有效

性、可究責性（accountability），以及知識的可呈現性（Bottery & Wright, 

2000; Codd, 2005）。在「商業專業主義」的考量下，教師要合乎標準化的

排程（agendas），這些排程摻雜著政府下達培養某些核心能力的指令，把

教 師 專 業 化 約 為 達 到 學 校 要 求 的 效 率 （ Slee, Weiner, & Tomlins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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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 Vulliamy, Hämäläinen, Sarja, Nevalainen, 2004; Whitty, 2002）。因為

具備效率高且非私人情感種種特質，科層制幾乎是現今社會無法逃避的命

運。  

合理化、科層化之極致發展，將使人的熱情、自信與創意被禁錮起來。

依據Weber的分析，早年的清教徒自願過一種合理計算的、專業的、無意義

卻又具確定性的「志業人」（vocational man）生活，然這只是一種手段，

是可以脫下來丟掉的一件外套。可是，受了世俗影響的現代化社會，這種生

活方式已變成目的本身，無遠弗屆地遍及於各個生活領域中，變成脫身不了

的鐵牢籠（蔡錦昌，2004；Giddens, 1971）。現代人受限於理性牢籠中，事

事符應於組織與制度的規章，要不斷克制自己非理性的層次，等於約束了人

的情緒情感、主動性及能動性，造就出「沒有精神的專家、沒有情感的享樂

者」。很弔詭地，原本追求理性化，卻導致的不理性的後果。  

三、Weber多維度的社會階層觀 

有別於傳統Marx關注於經濟生產，Weber的階層化用語則為「地位共同

體」（status community），是一個較經濟階級更為複雜的概念。Weber確定

了 社 會 階 層 的 三 個 基 本 維 度 ： 權 力 （ 政 治 地 位 ） 、 財 富 和 收 入 （ 經 濟 地

位）、聲望（社會地位）。權力是指個人對他人施以控制、強加影響的能

力；財富和收入指經濟財產的構成；聲望則指獲得良好的評價或社會公認。

Weber 強 調 此 三 種 地 位 並 不 分 立 ， 而 是 交 織 鑲 嵌 在 一 起 （ Bottero, 2005; 

Weber, 1982）。  

Weber認為，階級是指所有處在相同「階級情境」（class situation）的

人 。 所 謂 的 階 級 情 境 是 指 透 過 商 品 或 市 場 取 得 財 貨 ， 獲 得 生 活 機 會 （ life 

chance）及主觀滿足感。當人能從參與相同經濟活動得到生活機會時，人就

擁有相同的階級情境。不止考量生產與勞動過程，Weber更注重生活機會，

依此概念來捕捉階級意涵。他宣稱當某些人擁有共同的特殊生活，生活機會

是基於財貨與收入等經濟利益，是處在商品的或勞動市場的條件下才表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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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Weber, 1982: 62）。  

除了經濟地位外，主張多面向的Weber也重視身分地位，並認為身分情

境由社會聲望來決定。Weber以「地位團體」（status group）來指涉身分，

他認為地位團體是由受到正向或負面的社會聲望所構成的群體，評價其聲望

的 標 準 有 三 個 ： 生 活 方 式 、 正 式 教 育 、 出 身 （ hereditary ） 或 職 業 聲 譽

（Weber, 1982: 72）。總地來說，階級是按照個體與生產和財貨的關係來分

層；地位團體是按照個體生活方式，以及消費模式來分層；社會聲望則是透

過特殊方式呈現，且由行動者主觀認定來確立。  

以上敘述了經濟、社會面向，最後為政治面向，Weber認為「權力」是

少數人在共同體行動中，哪怕是遇到其他人抵抗，也能夠實現自身意願、對

他人發揮影響的力量。雖然權力運作場域為政黨，但不一定是政黨，一個國

家 、 組 織 ， 甚 至 是 一 個 俱 樂 部 ， 都 有 權 力 運 作 的 軌 跡 （ Weber, 2008: 

123）。因此，只有在擁有理性秩序且願意遵守與推動此秩序的共同體中，

權力才會存在，政黨的目的就是影響他人。依據Weber的意涵，階層化的三

個主軸並非獨立，彼此之間會相互滲透，呈現「一致性」的傾向。  

四、新韋伯主義對於教育與教師的詮釋 

新 韋 伯 主 義 （ Neo-Weberian ） 學 者 Parkin （ 1979 ） 提 出 了 社 會 藩 籬

（ social closure ） 、 社 會 納 入 （ social inclosure ） 、 社 會 排 除 （ social 

exclosure）等概念，較能夠用以解釋大學教師的當今地位。各個社會團體都

試圖將獲得資源的機會、可能性歸屬到具某種資格的小圈子裡，社會藩籬為

此設定資格和程序，使符合資格者能獲得最大的利益。於是，必須選擇某種

社會或自然屬性，作為排除他人的正當理由，任何一種集體屬性，如族群、

語言、社會出身、宗教等都可以作為排除的準則。Parkin（1979）認為「文

憑主義」（credentialism）就是極力提高教育證書的地位，用以控制勞動分

工中的關鍵位置。所謂「專業化」就是運用社會藩籬和社會排除，為某些職

業設定門檻、限制進入者的資格，以保障該職業的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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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討論的是Bourdieu（1988）所著的《學術人》一書，是極少

數針對高等教育教師的研究，以階級再製、權力結構詮釋法國高等教育，他

以文理學院／醫法學院為兩個相互對照的領域。Bourdieu提出社會分層與文

化分層兩概念，前者分層標準是經濟與政治資本，後者則是學術與聲望資

本。呼應兩種分層模式，Bourdieu（1988: 40）以整合（ integration）與超脫

（detachment）概念來形容兩個學院的風格，醫法學類內容較趨近於把混亂

失序回復正軌，整合於既有社會秩序；反觀文理知識重視的是批判與創新，

則是超脫的精神，兩者在本質上有極為不同的邏輯。2 

Bourdieu發現四分之三的法學院教授是資產階級出身，較為務實，重視

的是世俗利益，不但能夠與有權勢者建立政商關係，也企圖在學校中獲得權

力（如爭取擔任高階主管職務）。反觀文理學院的教授，多半來自於下層或

中層階級，能夠爬到上層階級擔任教授全憑學術上的成功，因而珍視智識資

本（ intellectual capital）重於經濟資本（Bourdieu, 1988: 52），追求知識內

涵與文化創新。可說醫法學院是經濟力在主導、文理學院是文化力在主導。  

在學術工作的選擇方面，醫法學院較多追逐權力的教授，由於受到世俗

化的影響，性格較為保守，Bourdieu（1988: 100）稱其重視文化再製；反

之，文理學院較多重視學術聲望的教授，個性較為激進且開創，強調的就是

文化生產。也可以說，前者將教師本質著重於教學、甚至行政，後者則是專

注 於 學 術 研 究 ， 為 兩 者 最 大 的 區 別 。 Bourdieu對 兩 學 院 教 授 的 分 類 足 為 借

鏡，利於本研究分析不同型態的大學教師。  

                                                      
2 Bourdieu（1988）《學術人》一書的論述立場在於：權力場域內部的結構分

化如何內化到法國學術界，使得不同背景專長的教授也反映出經濟資本／

文化資本二元對立思維，生產出服務於政經權力的知識，以及充實學術內

涵的知識。該書一貫於Bourdieu強調階級再製與階級利益，如此接近Marx
的立場。另一方面，Bourdieu認為行動者在實踐中會運用「實踐知識」，非

僅從旁觀者立場，這種考慮實踐邏輯並持續反思、與實踐保持互動，乃

「反思社會學」（reflective sociology）之思維，則趨近於Weber式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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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資料來源與分類架構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設計，針對各類學校之大學教師進行訪談。訪談對象

共15位，基本資料如表1所示。其中一般大學9位、技職院校6位，公立院校6

位 、 私 立 院 校 9位 。 學 門 分 布 為 社 會 、 人 文 、 通 識 學 門 各 4位 ， 科 技 學 門 3

位。職級部分，教授6位，副教授5位、助理教授4位；15位受訪者中有8位具

有行政經驗。在年資方面，15位受訪者年資從短至長皆有。 3本研究於2012

年9月至2015年1月間進行訪談，每次接觸之訪談時間約為1.5～2個小時，經

受訪者同意後全程錄音，再經由譯稿進行文本分析。  

本研究探討教師的工作場域與教育現場，如此涉及內在價值觀、態度與

行為，適合藉助質化研究取向，方能掌握訪談對象的內心深層意涵，獲得社

會行動的背後意義。研究議題分類架構如下：  

一般而言，大學教師的工作負擔主要有教學、研究及行政三大項目， 4

目前大學教師工作多元，輔導、招生也逐漸成為例行公事。依研究旨趣與理

論內涵，建立分類架構如圖1所示，Weber宣稱階層乃是由政治地位、經濟

地位及社會地位共同構築：政治地位為「權力面向」，乃分析教學、輔導活

動 中 權 力 的 施 展 ， 以 及 面 對 行 政 時 之 工 作 自 主 性 ； 經 濟 地 位 是 「 生 產 面

向」，大學教師最重要的生產應屬學術工作，但鑑於現今工作型態改變及任

務多樣化，招生活動也歸於教師生產面向的一環；社會地位乃是「聲望面  

                                                      
3 受訪者基本資料僅能列出表1諸項，其餘如性別、所在縣市等無法陳列，原

因在於透露太多個資有揭露身分之疑慮。舉例而言，如有位受訪者為東部

私立技職院校科技領域的女性副教授，再加上年資與行政職務等條件交織

下，受訪者身分極可能曝光。  
4 大學教師工作亦有「服務」，但服務概念龐雜，大致「教學、研究之外即

為服務」，所以行政、輔導、招生等皆可列為服務。此外，尚有「校外服

務」，可分為學術服務、社會服務等。由於這部分學校並未有強制性，且

限於外在條件（如區域）差異甚大，因此本研究並未詳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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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5位接受訪問之大學教師基本資料  
編號  學校類型  專長領域 職  級  行政經歷 年資  
A01 私立大學  社會  教授   C 
A02 私立大學  科技  副教授   B 
A03 公立大學  通識  教授  ○  E 
A04 公立大學  人文  教授   C 
A05 私立大學  通識  助理教授  ○  B 
A06 私立大學  社會  副教授  ○  C 
A07 公立大學  科技  教授  ○  E 
A08 公立大學  人文  助理教授   A 
A09 私立大學  通識  副教授   B 
B01 公立技職  科技  教授  ○  D 
B02 私立技職  社會  助理教授  ○  C 
B03 公立技職  通識  教授  ○  D 
B04 私立技職  人文  副教授   C 
B05 私立技職  人文  副教授   B 
B06 私立技職  社會  助理教授  ○  A 

註：  年資編碼為 A：0～5 年；B：6～10 年；C：11～15 年；D：16～20 年；

E：21 年以上。  

 

 政治地位（權力） 

經濟地位（生產） 社會地位（聲望）  
圖1 本研究之分類架構  

 

向」，彰顯在教師對自我的認同、社會聲望與生活方式。本研究依此三軸線

為 框 架 ， 以 Weber觀 點 解 析 大 學 教 師 的 生 活 處 境 ， 勾 勒 大 學 教 師 的 地 位 圖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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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學教師的政治地位：權力運作與工作自主 

首先分析大學教師的政治地位。根據Weber的界定，雖然政治地位具體

表現於政黨，但廣義而言為「權力」。所謂權力，即為個人能行使自己意

志，對他人發揮影響力的程度，其中涉及了施予、接受的雙方。以大學教師

的工作項目而言，教學、輔導牽涉師與生，行政工作則是校方與教師；以教

師的位置觀之，前者是對下、後者是對上的關係，分別討論如下。  

一、大學教師權力施展的場景⎯⎯教學與輔導 

「教學」應為大學教師首要工作，雖未必論及對學生的霸權與宰制，但

適度的課堂要求與教室規範不該棄守。形式上，如上課方式、課程進度、授

課內容、學習評量等，少有大學教師不被尊重的情形，但回到活生生的課堂

現場觀察師生互動，教師對於學生的主導權力及規約能力為何？幾位受訪者

表達如下：  

 

坦白講，我不大能夠教學生深的東西，連稍稍有一點程度的東西都不

行。他們聽不懂，然後就在教學意見中給你亂寫，什麼老師教得太

快、聽不懂啦、教材太難啦、教室太熱啦……什麼都有。其實，我說

這種評鑑制度會害死人，學生自己不用心，憑什麼批評我教的東西！

比起我念大學那時教我的老師，我已經用心太多、努力太多了，你知

道嗎？可是，我們還是怕被學生打低分啊！好，我現在知道要怎麼應

對，就盡量簡單，我可以閉著眼睛上課，你學不學得會不關我的事，

全班all pass，快樂學習，大家happy就好。（A01）  

 

記得五、六年前我支援商學系的微積分，近三年因為接行政沒有教，

上學期又有機會回來教，這一接觸才曉得，天哪！程度怎麼變得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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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我很訝異同一校、同一系的學生，以前這本教材可以用，不過才

三年，怎麼他們就聽不懂了？我問其他老師，大家說本來就是如此

啊！是我少見多怪。（B03）  

 

我覺得「買書」是一個指標，現在的學生都不大買書了，就跟學長

借，你要求他買，他嘻皮笑臉說沒錢生活，一本書這麼貴，每科都買

就破產了。有個學生說他不用書：「老師你上課PPT給我就好了！」

他們看PPT就不用來上課，更不用買書了。（B05）  

 

我們每個教室都配置有單槍、螢幕和電腦，上課也都習慣用PPT。

（問：上課PPT檔案會給學生嗎？）當然啊！學校會要求上傳到數位

平臺。（A08）  

 

現在講求 e化，我不知道這樣是好還是不好。有次我寫了滿滿一黑

板，底下沒有人動筆，我火了就跟他們說：「你們都不抄筆記。我等

等就擦掉，這個考試會考。」結果班代跟我說：「老師我有拍下來，

已經用LINE群組傳給大家了」。（A05）  

 

以上受訪者意見鮮活地呈現大學教師課堂實錄，本研究稱之為教學活動

的 「 弱 化 」 。 其 一 為 授 課 內 容 與 深 度 的 弱 化 ； 其 二 為 教 師 創 意 的 弱 化 。

A01、B03都是學養兼優、資深嚴謹的教授，有十多年教書經驗，明顯感覺

學生程度每況愈下，只能降低教學與考試標準。再者，所謂創意的弱化，即

為 PPT（ powerpoint） 教 學 ， 學 生 認 為 該 檔 案 可 取 代 教 科 書 文 本 及 聽 講 內

容，教學活動規格化為PPT運作；評鑑法則更在PPT制度化上推波助瀾，使

得 教 師 的 勞 動 過 程 順 利 地 被 整 合 到 科 層 制 與 管 理 主 義 之 中 （ Bottery & 

Wright, 2000; Codd, 2005; Webb et al., 2004）。Weber提及，合理化與科層化

是不可避免的趨勢，雖然這些制度對增進組織生產力有很大的助益，使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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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未有的效率控制世界，但極端的理性與計算卻使得人們創造力受到壓

抑。為了遷就e化與制式化上課方式，大學教師漸難掌握對知識性活動的控

制；為了預防學生在教學評鑑中打低分，教師只好放鬆要求、降低深度等，

在在折損課堂的專業價值。  

除了教學外，「輔導」亦是師生緊密互動的一環。師者所以傳道、 授

業、解惑，教育體系之規劃乃是把教師置於學生的代理父母位置，賦予教師

合法的管教權力。伴隨權力而來者為義務，家長重視的正是「輔導學生」的

義務，是一種作為父母代理人（agent），為學生提供學術的、生活的、未

來職涯的全面諮詢：  

 

會有很多學生每天都會來找，每次晤談花很多時間，所以有時候就可

能是一個早上都在談，幾乎沒空檔。有時候會跟他們聊Facebook，從

Facebook看一些他們的狀況，然後也有些mental illness的學生，上學

期就處裡一個很麻煩的，家長滿要求的。（A02）  

 

只要有問題來，我就會幫學生想，但有些真的很棘手，甚至我都還要

去做家庭訪問，像同志、爸爸媽媽過世，有些是男女朋友一直換

的……或是怎樣，這些都要跟家裡瞭解。我打電話到府上，家裡的人

都會很訝異，想說大學教授還要做到這個程度。（A04）  

 

學生哪方面需要協助？目前就是感情的最多，打工的、家庭的、成績

不好被期中預警，或是爸爸媽媽的問題也有，最近滿常看到家庭之間

吵架、代溝，最後演變成要休退學的現象……很多啦！因為技專校院

的學生通常家庭是比較弱勢的。校長常說：「你要當學生生命中的貴

人」，這個良心事業就要不斷地付出自己的力量。（B02）  

 

你講的每一個項目我都做過，現在已經很熟了。每個禮拜三下午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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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生分批過來，一個一個跟我談，純粹聊天也可以，一面講我一面把

內容打到電腦裡頭去，就跟醫生看診一樣，做慣了其實也很快。不只

如此，導生自己租外面的，還要去做家訪，看看他住的環境怎麼樣，

學校會補助交通費。還有那弱勢生輔導，例如原住民、身心障礙、低

收入戶，跟他談的時後要私下保密，不能讓他感到被貼標籤。比較累

的是上學期被二一的，這學期輔導就做不完，什麼開學兩週、期中

考、期末考前後……都要留下輔導記錄。（問：真的每一個項目都要

做到嗎？）要上網填報啊！我不煩學生都嫌煩呢！但這算你評鑑的成

績，你說做不做？（B05）  

 

輔導這件事情，其實我不大會排斥，畢竟時代不同，現在孩子們比較

脆弱，很多家境又不見得好，就帶他去吃個飯、聊聊天，讓他覺得真

的有人關心他。你看我這一面牆，貼的都是學生寄來的東西，教師

卡、明信片、感謝函。只要真心對學生，他們絕對會放在心上，畢業

後還記得你。（B06）  

 

我常在想：「現在孩子怎麼長不大，適應力這麼差？」我們二、三十

年前念大學時，誰輔導過我們、問過我們生活有沒有困難？但看多了

覺得不能這麼武斷，不是每個學生都那麼需要照顧，有些你找他來他

還懶得跟你談。我覺得是「制度」催動的，教育部給一些經費，學輔

方面的，規定不能轉為他用，他給了錢就要看到績效，你就要做紀錄

給他看……結果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A01）  

 

大學教師課堂上教學有如嚴父權威的一面，但課後的輔導則像是慈母和

藹的一面。受訪者的想法並不完全一樣：A02、A04、B02、B06意見顯示輔

導為學生之所需，但A01、B05認為是制度使然：「他們未必想談」，然共

同的記憶卻是滿滿的文件檔案。科層體制中，規格化有利於高效率的監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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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Slee et al., 2003; Whitty, 2002），輔導學生為當今大學教師工作重

點，有些學生的確需要教師特別照顧，在尚無制式輔導規範前，教師也不至

於將需要協助的學生拒於門外，但在制度催動下，更多規格化、例行性的作

業，制約著師生一起完成可順利歸檔的「輔導績效」。如此真的有利於師生

關係？恐怕要再審慎評估。  

二、大學教師被權力制約的場景⎯⎯校內外評鑑制度 

在過去，不是每位大學教師皆須面臨行政工作，但時至今日，教師們對

校院系各級行政工作漸趨熟稔，「評鑑」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評鑑制度

導引下，不但增加教師作業項目，也改變了教師與校方的權力關係。2007年

公布的《大學評鑑辦法》，明定教育部得以評鑑結果作為核定大學規模、學

雜費及獎補助之依據，然戴伯芬與林宗弘（2015）指出，辦理各校評鑑業務

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本身卻有制度設計及執行程序正義的問題；蘇碩斌

（2012）指出為因應高教評鑑，各大學外部評鑑滲進內部考核，此「外部評

鑑內部化」徒增教師之負擔。受訪者的意見為：  

 

我們是每年一小評，三年一大評。每年一小評就是評你的教學、服

務、輔導，研究三年才評一次。我們學校評鑑第一年有7個老師不及

格；第二年好像有14個不及格，今年又要進入第三年了。我們從第一

年開始就玩真的，到現在還是有很多老師沒有辦法達到。（問：評鑑

不過，學校可能真的解聘嗎？）有有，我們已經至少有5、6個沒過，

到最後知難而退自己就辭職不幹了，是玩真的！（B04）  

 

我們評鑑有五個指標：教學、研究、行政、服務跟招生，五個指標中

有兩個指標沒過，你這一次評鑑就沒過，連續兩次沒過就會被解聘，

所以你每一個面向都要很在意。像招生這個指標就有點難，你要去找

學生來考。輔導，一年要60分，研究要70分。（A06）  



林大森 當今大學教師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解析：Weber學派的觀點 17 

 

你發表幾篇、發表什麼東西、申請幾個計畫、做幾個產學……我們所

有計畫、錢、不管什麼東西在評鑑時都要呈現出來，學校隨時公布。

包括你今年總共拿業界多少金額，件數也是，林林總總都是績效。

（B01）  

 

所謂「高等教育評鑑」是外部評鑑，但大學內部也有一套「教師評鑑」

辦法，符應著高等教育評鑑的規章指標，讓教師習慣日常就累積有效的受評

資料。戴伯芬與林宗弘（2015）以「規訓化的評鑑」為喻，指出高等教育評

鑑指標流於形式、委員缺乏專業、無法落實追蹤改善機制；蘇碩斌（2012）

也指出制度化評鑑的客觀計分指標被大學複製成為內部教師評鑑的準則，並

將教學研究的內涵化約為全面性、定期性、數量性的評比獎懲，成為「評鑑

化的制度」。除此之外，「教學卓越」是另一個武器，猶如胡蘿蔔和棒子兩

面地對待著學校和教師。  

 

我雖然在通識中心，但我們通識還是有導生。本來，通識老師不用當

導師，學生有系的歸屬，他犯不著找通識老師當導師，我們也樂得清

閒。但是，自從我們學校拿到教卓，教師評鑑辦法改成每人要有明確

的輔導成績，通識的老師哇哇叫說：「我們為何沒有導生？」要專業

的系分一些學生給他，否則輔導成績出不來。（B03）  

 

為了因應大學評鑑，我們系上今年自評，教師中拿國科會只有三分之

一而已，後來改善策略就提到，希望可以在系務會議要求「每一位老

師都要提」。我有跟系主任講這事，他說很難，有些歷史包袱。學校

有獎勵研究，TSSCI每篇給一萬塊，但他沒有要求老師一定要怎樣。

自我要求高的人固然很好，不自我要求的人過一天算一天，反正不要

去拿那個獎勵就好了。（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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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通識的老師很可憐，他必須常常去證明說：「我是重要的」、

「我的課對學生是有用的」、「我這個人對學校而言也是重要的」，

為什麼呢？講實在話，通識裡面包含太多種人了，有好有壞，有些人

會去拖累……這有點像是 identity的問題。簡單地講，通識中就是有

群人把自己的位子放得很低，反正我就是給你營養學分⎯⎯導致通識

在別人眼中位置就是很低。為了評鑑、為了我們通識的發展，又不得

不去跟這些人對話，你知道那有多累！（A09）  

 

評鑑的問題一堆，我看我就不多說了。只是我覺得，現在委員也沒那

麼心胸狹窄，少子化已經把你私校搞死了，我何必再出手讓你不過？

而且，經過這麼一輪兩輪評鑑，大家都滿會應對的，什麼教學目標、

核心能力；什麼多元教學、總結評量……，大家都能朗朗上口。

（B05）  

 

從教學、輔導中隱然可見科層制和管理主義的影子，在行政面向，更將

Weber宣稱的「合理性」發揮得淋漓盡致，如B03明確指出教卓計畫對學校

運 作 的 改 變 ； A04指 出 若 僅 是 鼓 勵 性 質 而 非 強 制 ， 就 會 失 去 規 範 的 作 用 ；

A09則藉著評鑑帶出另一個「通識位階」的議題。依本研究訪談經驗觀之，

私校的評鑑制度非常細緻且嚴格，但公立學校則相對寬鬆，當制度嚴苛時，

所發揮規範教師的權力效果即十分強大。  

三、小結：除魅、合理化造成的評鑑體制鐵牢籠 

Weber以除魅（disenchantment）一詞形容現代性社會世俗化的現象（顧

忠華，2013；Weber, 1958）。所謂世俗化，是指傳統社會中無處不在的巫

術與宗教，退縮到獨立的領域，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層面不再受到宗

教的控制，逐漸去除神秘色彩。當宗教退位而解除魔咒之後，隨之而起的

「合理性」便成為引領人們行為的準則。無可諱言，學術殿堂也有類似宗教



林大森 當今大學教師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解析：Weber學派的觀點 19 

 

的神秘性，位階最高的大學尤甚，無論從教義（教師深邃的知識涵養、高深

的學術語言等）、組織（修課制度、學分規定、教師升等）、儀式（正襟危

坐的課堂氣氛、學生在教師指導與口試下完成學位論文等），在在顯示出可

擬宗教的神聖性格。然而，現今大學逐漸除魅，走上世俗化與合理化的道

路：教學方面，授課內容盡量簡單，將課程知識轉換為可用PPT檔案、e化

示演的制式型態；輔導方面，教師從知識傳導者化身為課業、生活、職涯之

全面輔導者，打理著學生周遭的點點滴滴。  

上述過程解構了大學運作的神聖性，也拉近了教師與學生間的距離，呈

現十足的世俗化。在這股除魅浪潮下，什麼樣的力量能夠讓教授放下身段，

促其「就範」？其實Weber已經提供了肯定的答案，即為西方世界合理化造

成的科層效率、技術主義與管理主義，「評鑑制度」是理性而有效的管控手

段，來自外部的力量為高等教育評鑑、衍生於學校內部則是教師評鑑，配合

內部科層組織的運作，從教學、輔導、研究與招生各面向制約著教師。除了

評鑑制度外，尚有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大計畫，無論公／私立、一般／技

職 各 級 院 校 ， 都 有 屬 於 自 己 競 逐 的 目 標 ， 為 了 「 追 求 卓 越 」 與 「 樹 立 典

範」，學校幾乎沒有說不的權力。大學院校把管理主義發揮到極致，猶如鐵

牢籠般困住教師，教師化身成為整齊畫一、聽命口令的員工，必須壓抑一己

非理性情緒以達組織目標，儘管此過程中可能傷及教師的教學自主與學術創

新。回到「政治地位」的權力面向來討論：校方擁有規範教師的權力，而教

師亦有規範學生的權力，昔日前者不如後者；但時至今日，卻呈相反之勢

⎯⎯大學教師面對學生的權力被限縮，但校方規範教師的權力卻漸趨擴大。  

除此之外，「是否兼行政職」可能也是權力差異來源。行政職務有參與

決策、提出構想、選擇方案與表示意見等權力，理應與「地位」有關係密

切。然而，本研究訪談的8位對象卻無太明顯的權力感，受訪者多表行政兼

職必須帶領同仁面對評鑑和教卓，有開不完的會、自由時間被擠壓，令其苦

不堪言。不過，亦有可能是研究者提問上不夠周延，以致於未能從不同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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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中 獲 致 真 實 且 豐 厚 的 資 料 。 5另 一 個 權 力 結 構 現 象 則 顯 現 在 不 同 學 門 之

間：「我必須證明我的課對學生有用，我這人對學校也是重要的」⎯⎯在大

學專業中，通識似乎有難以避免的邊陲性格，A09語意中顯露出深沉的無力

感。此外，有1位服務於醫學大學的人文類科教授，抱怨人文社會在該校不

受重視，校方以醫學院標準看待他人、給予醫學院最多資源、醫學院教授高

高在上。可見學門領域間的權力不對等現象是存在的，應與其能爭取的外在

資源有關，大學日益世俗化與合理化，近乎Bourdieu對於法國高等教育的詮

釋。  

伍、大學教師的經濟地位：學術研究與招生勤務 

以上分析政治地位與權力關係，接下來討論經濟地位，本研究定義大學

教師的經濟地位含括「學術」與「招生」兩個指標。不管Marx還是Weber，

劃定階級的指標與經濟地位脫離不了關係，資本主義運作中，若將學校比擬

為製造商品的工廠，大學教師生產什麼呢？一是學術研究，乃大學教師的本

業；然因應少子化，大學教師走向招生第一線至高中職招徠學生的情況愈來

愈普遍。由於兩件事情都有「按件計酬」的性格，且與教師個人的生產力和

市場價值有關，因此本研究將其歸屬於同一範疇，兩者勾勒出大學教師的經

濟地位。  

一、學術研究⎯⎯維繫專業內涵的命脈 

當大學面臨合理化與科層制的衝擊，導致教師政治地位跌落、權力 降

低。此時能夠維繫教師外在面貌的是地位與形象，而真能支撐教師本身專業

（professionalism）實質內涵的，大概只剩下「學術研究」。雖然教學不得

                                                      
5 此為審查委員的觀點，亦可供後續研究者參考，研究者十分感謝評審之意

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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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做某種程度的退讓，但學術論文對話的對象不是普羅大眾，有符合學界規

範的研究方法、用字遣詞，保有一般人不易跨越的高門檻，且學術與少子化

的關聯最微弱、最毋須與現實妥協及棄守。若說大學教師工作仍能保留最後

一絲神聖性和神秘感，鑽研高深學術、潛心於知識殿堂正是神聖／凡俗的區

隔，也是迄今未能被輕易解除的「魔咒」。  

 

聘書上的頭銜從四個字變成三個字、再從三個字變成兩個字⎯⎯在學

校混了十幾年，圖的不就是這個嗎？有人說「你在學界的高度，取決

於paper的厚度」。（A01）  

 

其實學術研究壓力我是有，這個應該是說自己給的，我是一個比較自

我要求的人，所以會有一些學術的壓力。有時候投稿被當了，什麼都

沒有了，壓力就更大。（A04）  

 

假設我們說教書只教這幾個小時，薪水其實還不錯，所以看你怎麼去

看這個薪資。對我來講是良心事業，我可以花很多時間去做研究，我

也可以不花時間去做，學校他也沒逼你。簡單地說，如果你覺得薪資

不合理乾脆就少做點，學校也沒規定你一定要做多少。（B01）  

 

你會感受到現在的壓力不只是寫一篇文章，而是你要有辦法寫出一篇

好的文章，那裡面的data要相當 solid，要有非常好的一些創意在裡

面，不能只是單純的牛肉，而是要上好的牛肉。所以我覺得不能停留

在過去，要有非常 tough的研究態度。（A02）  

 

訪談過程中，雖然很多受訪者對於教學、輔導與行政無可奈何，但論及

研究，縱然宣稱「壓力很大」，仍是眼睛一亮，侃侃而談自己的學術積累。

訪談過程中，A01、A02與A04三位使命感最強，儘管已不再有升等與評鑑



22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七卷一期 

 

壓力，但對於研究的莊重、嚴謹態度絲毫不輸給年輕教師。B01也是資深教

授，雖輕描淡寫地說「學校也沒規定你一定要做多少」，其實該教師在校是

紅牌教授，每年幫學校和學生爭取非常多的資源，不論在理論和實務方面都

有很高的造詣。若是要面對「六年條款」的助理教授，在投稿論文時會顯露

出不安與焦慮，但以上4位受訪者皆沒有條款的束縛，從事研究和執行計畫

案為的是興趣、幫學生尋求資源、甚至是一己的「自我實現」。以Weber的

用語，這樣的學者從事研究乃是基於「價值合理性」，身處於學術殿堂，從

事研究、豐富積累幾乎是已內化到心底深處的終極價值，沒有任何功利性目

的，也不因職級高低、是否要升等、受評鑑而有別。然而，亦有不少教師對

研究工作頗具微詞：  

 

十幾年前我還是博士生的時候投稿沒有用e-mail，是用紙本的寄去，

半年後才寄來跟你講恭喜啦！可以修改不會一槍斃命。那時候投的人

少，可是現在都爆炸啦！e-mail快的話馬上拒絕，一兩天就拒絕你，

他如果沒辦法在方法挑剔你，就挑你的英文，好，那就去潤稿。潤稿

再投，他還是挑英文，要求你要有一個native English speaker，OK，

你叫native幫你改了，他還是挑……那怎麼辦？（A02）  

 

老師們應該要怎麼樣的生活方式，現在都太緊張了，沒有時間去關心

整個社會的問題，大家都比較在意升等啊！跟社會是脫節了，為了

publication而publication。比方說，我們現在動不動就SCI、SSCI，說

實在那是 stupid！我說這是 stupid index，到底這東西有什麼用？

（A03）  

 

我是晚近的助理教授，有六年條款，SSCI、TSSCI如何計算點數，辦

法都很清楚，沒到門檻升等想都別想……坦白講壓力是不小。

（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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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研究，私立技職院校不比大學，會對老師要求那麼多研究量。我

們教師重點不在發表論文，而在「產學合作」，學校規定要有產學合

作案。（問：你們人文社會類科如何進行產學合作？）還是可以，一

堆各式各樣的機構，你就想辦法去找案子，或是有人去執行公部門的

調查案，這也可以算。（B06）  

 

A08是國立大學的年輕助理教授，在該校對於論文計點、升等條款都已

相當制度化之際，他甫一入行便感到龐大壓力。從事研究案皆以「可以盡快

發表」、尤以「能計最大點數」為要務，至於論文的品質、是否符合興趣、

學術貢獻程度則未必是優先考量。B06乃是技職院校的教師，將公部門調查

案視同產學合作看似牽強，但在要求具體績效的環境中，「想辦法找案子」

成最高指導原則。  

除了價值理性外，Weber提及另一重要概念為「目的理性」，對比於已

無升等需求的資深教授，資淺而有發表壓力的年輕教師，思考的方向是以最

具效率的方式達到論文產出，將點數拿到手以利升等。某些學者因從事「輕

薄短小」、容易執行的研究案而受到批評，因其發表的論文屬於「小品」而

非具深度的大作，在在皆符合Weber所言「目的合理性」行為。A02分享了

投稿的經驗，他語帶激動地指出，審查過程中在方法、結果上已經沒有問

題，但仍遭遇文字上的挑戰。此教師為科技專長，論文中多是模型算式，相

較於人文社會其言語隔閡甚小，但評審似乎「有目的地」就是不給予審查通

過，幾乎跳脫了學術上的實質評價，落入目的理性的窠臼。  

如此目的理性無限擴張的後果，可能產生非預期的傷害。例如，2014年

陳震遠發表在《震動與控制》期刊的論文偽造人頭帳號，藉著同儕審查制度

審查自己的文章，同年7月被英國Sage出版社撤銷60篇論文。其弟陳震武也

涉入其中，陳震武之師蔣偉寧也因掛名共同作者受波及，辭去教育部長職

務。2016年11月臺灣大學也發生「論文造假」事件，生化所教授郭明良率領

團隊之研究成果登上國際知名期刊Nature Cell Biology，卻遭PubPeer網站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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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論文違反學術倫理，實驗數據不實。這個團隊有11篇論文有造假之虞，其

中4篇還有校長楊泮池一同掛名，楊泮池坦承此為數十年學術生涯的最大危

機（黃麒珈，2016）。此兩事件的共同點在於：當事人都宣稱自己不知情，

造假責任為第一線執行研究的學生須負擔。既然都是學生在掌控實驗進度與

論文撰寫，為何教師要共列作者，豈非只圖名利而不問是非？此事件顯露若

不論Weber的價值理性、只看重目的理性可能產生的弊端。  

二、招生出勤⎯⎯時勢所趨的新興勞務 

無論是基於價值理性還是目的理性，大學教師生產論文除了提升自己的

職級外，論文篇數化為學校辦學績效，在獲得獎助或建立聲望（提高學校排

名）都有直接的益處。然而，臺灣近年來少子化導致的高教經營危機，許多

大學院校已有制度化的規範，要求大學教師參與招生行列，甚至有大學以按

件 計 酬 之 「 配 額 」 （ quota） 手 段 ， 規 範 著 教 師 應 當 招 生 的 額 度 。 由 此 觀

之，「招生」是大學教師工作的另類面向，和學術論文一樣都是維繫學校運

作不可或缺的生產要素。關於大學教師參與招生活動，幾位受訪者意見如

下：  

 

教育部核准我們20個名額在○○校區招收在職專班生，明年2月、3月

才要報名，可是我今年6月底就去那兒兩天，把十幾所中小學通通跑

遍了，鼓勵他們老師來報名。我覺得私校不走出去招生幾乎很難。

（A05）  

 

學校招生現在愈來愈制度化。有一種是招生次數，譬如招生組說幾月

幾號誰要去○○高中？有興趣老師就上網報名，這個要搶著去，學校

規定一年要做10次。再來，到高中端接觸到可能來報名的學生，要讓

他們簽表單，說某某某是你的輔導老師，進來之後就算是你的學生，

不然也是影響評鑑分數……大學教授當到這樣，很扯對不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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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B04）  

 

現在招生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們近來分發之後還有缺，過去

不會，這個警訊是滿高的，我是系主任，要跟上游中學的關係好，但

一般老師不一定。如果像○○那些學校，策略會比較精準，譬如說要

招多少人才能通過評鑑啊……什麼年節獎金啊！董事長、董事一個個

盯著，那壓力就很大。（B02）  

 

招生這東西我覺得是這樣，如果你把它當成例行公事，每年我就是一

定要花一些時間去做、是「必要之惡」，沒有做這些你就是沒有學

生、你就是飯碗不保……那麼我覺得你會看開、做得比較開心。

（B05）  

 

以上皆為私校的受訪者，文中可見招生運作已相當制度化，教師無法置

身事外。大學教師應徵教職時，乃以學術專長、論文發表作為與他人競爭的

籌碼、勝出的關鍵；然而，一旦當上了大學教師，到高中職招攬學生卻成為

不亞於教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無論如何都令教師難以釋懷。另一方

面，公立大學教師對於招生工作的意見是：  

 

說實在的，招生大家都使出渾身解數，就是要找學生，連○○那些國

立的學校，招生到什麼地步？不考試！很多學校研究所已經不考試

啦，帳面上報名有幾十人，至少看起來很有競爭力啊！（A03）  

 

我們現在有一種比較非制式的，就是說如果我們到校外去演講，要做

我們系自己的宣傳，網頁也要設計一些大學生或研究所可以點選的系

所介紹，或是說我們外出演講的PPT最後要說「歡迎到我們系所就

讀」這樣子，但其實也沒有強制性。我是覺得私立學校做得很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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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種國立的還沒感覺。（A04）  

 

你到臺、成、清、交去叫他們老師招生，那是打死都不可能的事，他

的重點是在研究，你應該是學校行政單位去支援這樣的事。我一個系

的重點是在教學、是在研究，研究要突出，讓學校有知名度、排名更

往前。當然私立學校有另外一套，公家機構就不可能做這些事。

（A07）  

 

以上為公立院校教師對於招生的意象，與私校差異不言而喻。公立院校

教師直覺的反應是「教師重點在做研究，招生是行政單位的事」，甚至直言

「公家機構就不可能做這些事」。其實，無論是公立／私立、一般／技職，

若沒有生源短缺的疑慮，大學教師何嘗不想站講臺上將一己學術專業頃囊相

授，誰願意搖身變成帶文宣紀念品到高中發送，拉學生來就讀的業務？每個

人的時間精神都有限，當招生活動耗費太多專注力，勢必排擠學術研究的生

產力；不但連帶影響學校整體的學術產出，更讓大學教師的工作從「勞心」

轉化為「勞力」，此一結果是非常嚴重的。有生存危機的大學並非不知其嚴

重性，但以一個學校領導者的立場，追求學術聲望、國際排名固然是一種

「信念」；但是，有足夠的學生以維持學校生計更是一個「責任」，兩者若

不能並存，勢必要有所抉擇。  

三、小結：學術vs.招生：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權衡對立 

Weber晚年發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兩篇講

稿，相當清晰點出了「責任」的重要性。他指出作為一個職業政治家，必須

具備熱情、責任感及判斷力三個特質，視政治為志業，必須要有為政治而活

的價值選擇，也不能避開現實鬥爭（錢永祥，1991；顧忠華，2013）。受訪

者的意見可證實這個觀點：居於「高層」的行政主管，由於肩負組織營運，

必須有效掌握招生策略，此時關懷重點便是「責任倫理」，除了有責任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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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必須要有精準的判斷力，包括調整甄試／分發的比例額度，為學校永

續 生 存 負 起 責 任 。 B05 表 示 「 沒 有 做 這 些 你 就 是 沒 有 學 生 、 就 是 飯 碗 不

保」，言中帶有些許感傷，一語道盡權力場域中，必須力抗、說服「反對

者」的無奈。  

反對者為何？當然就是對招生大加批判、謹守學術防線的教師。這些教

師多不兼行政職，其心中充滿「信念倫理」，認為大學教師就是要體現學術

價值、厚植研究實力，此乃大學教授有別於中小學教員的基本特質。Weber

認為持信念倫理者，堅持的是「知其不可為而為之」的態度，比較像宗教

家、或具有宗教精神的政治家。本研究進行中，有受訪者談及雙薪教師的問

題，持信念倫理立場者對於公部門退休轉任私校的教師深感不滿。高等教育

工會理事周平（2012：288-289）認為：「高階退休公務人員轉至私校多任

學校高階職務，運用多年累積人脈，讓訪評委員手下留情或特別關照，作為

應付評鑑的『門神』」。「門神說」曾引起社會關注，教育部於2013年5月

提出「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例草案」，規定轉任私校者最多只能領四

成月退俸，但送行政院後遭刪除；立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也因社會觀感不

佳，表示「應盡速解決雙薪教授問題」（中央社，2013；王文萱，2013）。

作為操盤手的學校高層，對此現象焉有不知？然而，只要公部門高階退休人

員真能「有效處理」學校的評鑑、招生事務，甚至對學校取得教卓、研究計

畫案有直接的幫助，就算某種程度違逆了至高的學術理念，以「責任倫理」

立場而言，也非全然可議。  

Bourdieu（ 1988） 針 對 文 理 、 醫 法 學 院 的 分 析 ， 也 可 用 來 詮 釋 此 一 現

象。Bourdieu認為，由於知識的內在蘊涵，以及與外在環境的關係，法國高

等教育的文理學院重視批判、創新；醫法學院則較為保守，重視維持現有的

秩序。也正因為如此，醫法學院教授試圖維繫外界的政商關係，以取得更多

資源，十足地「世俗化」；反觀文理學院教授不尋此途，乃以學術累積提升

聲望，並認定學術成就才是大學教授地位的唯一象徵。此一觀點正可說明，

文理學院是以理想為前提，落實的是Weber的信念倫理；醫法學院則多為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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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倫理的實踐者，他們能盡力尋求組織外資源，維繫學校各部門平順經營。

無怪乎以臺灣目前的大學生態，校長出身於醫學、工商等應用科學者，比例

高於傳統文理背景者，理由在此。  

Weber又指出，學術應告訴人們若採取某一手段，會比其他途徑可能獲

得的好處，以及恐要付出的代價；但不可能指導人們「應該如此」，勇敢地

如實面對是政治家的責任（Giddens, 1971），學校高層的領導人，就是負有

成敗責任的政治家。在一個核定轉學生的招生委員會場合，某系教師拒收程

度太差的轉學生，教務長直截了當地說：「誰不希望收好學生？但程度好的

就是不來該怎麼辦？先求有、再求好，滿額最重要」，這就是責任倫理者的

思維。反之，信念倫理者則秉持寧缺勿濫精神，因為一旦失守，就可能陷入

「課堂活動專業性降低，教師權力下降」的窘境，反覆惡性循環下學校恐淪

為「學店」之虞，實也不無道理。然而，基於Weber價值中立（value free）

立場，本研究不欲做出「信念倫理／責任倫理何者才是大學教師理應尊奉的

信 條 」 之 價 值 判 斷 ， 必 須 回 到 事 實 脈 絡 ， 對 於 雙 方 同 情 地 理 解

（empathy），方知現今大學教師的處境，才能瞭解為何大學會要求教師、

而教師也必須在學術之外，還要兼具招生之重責大任。  

陸、大學教師的社會地位：清高聲望與生活方式 

Weber與Marx最大的不同，是對於「社會地位」概念的描繪，若說階級

地位是經濟情境的產物，那麼身分地位則是社會情境、也就是聲望的產物。

Weber認為地位團體（status group）是構成一個人生活所需的要素，此種要

素是取決於正面或負面的社會聲望。本小節以社會聲望與生活方式兩部分來

陳述。  

一、聲望與尊榮⎯⎯圈內／圈外人的認知差距 

個人的自我形象，來自於日常生活行動的認知。先前分析的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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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皆為外在環境，經由外在行動感染到內在心境，大學教師自覺社會地位

如何？幾位受訪者表示：  

 

大學教師，我覺得愈來愈模糊……我們是在賣什麼呢？好像不是「知

識」，說實在的，現在只要去Google一下，什麼東西都有，網路上的

資訊實在是太豐富了，學生都很會找。我們可能要轉變，以過來人的

經驗給學生一些建議，如何去因應將來的環境。（A03）  

 

大專老師的社會地位……我覺得學者做的調查好像說大專教師的社會

聲望很高，但我個人覺得不以為然。臺灣的大學太多了，博士更是

多，擔任這個工作，每天在幹些什麼其實自己都很清楚。我覺得跟中

小學老師的地位，好像沒多大的差別。（A06）  

 

這可以分內、外兩個層面來看。先看外在，現在大學多、教授多，被

詐騙的、溢領研究費的、在電視上吹噓的、論文抄襲的，甚至連性騷

擾的都一堆，誰還尊敬你？內在方面，學校要你做牛做馬，招生、產

學什麼都做，教學研究本業相對不受重視。學生不高興投訴你還要立

即回應……誰還尊敬你？（B05）  

 

就大學教師眼中的自我認同，並不自覺自己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一方

面國內大學、教授都很多，難以顯出稀缺的價值；另一方面則和前述管理主

義有關，當教師的工作瑣碎與偏離專業，師生間的權力關係式微，唯一能凸

顯教師專業的學術研究又相對不受重視，的確難以建立教師對自己工作的自

信心與驕傲感。誠如Weber對多維度階層指標的觀察，他認為不同面向會相

互滲透，呈現一致性。這是熟知內情「圈內人」的感觸，但「圈外人」，也

就是一般社會大眾，跟教師有一樣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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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太是公務員，我在國立大學教書，我們這樣的組合，坦白講是很

令人羨慕的。（A08）  

 

我非常引以為傲的，就是我的家庭，以及我擔任老師這件事情。我擔

任大學教授的這個身分，的確對於我的老婆、我的親戚，包括我老婆

那邊的人，他們都很讚賞，尤其是我老丈人……會說她女兒嫁得很

好。我也是很努力的經營，小孩子可以說：「他的爸爸是博士、是教

授」。（B02）  

 

每個能站在這個 position上面的人，應該都有一定的能耐，不只是

professor那種頭銜，而是說能讓我做的東西比較有意義。像我有時會

思考說 paper都這樣寫了，就是為了要跟人家競爭，出去可以讓人

recognized。（A02）  

 

社會大眾可能不明瞭大學教師每項工作內容，但對於這一個職業的整體

形 象 卻 有 穩 定 的 認 同 ， 大 致 就 是 尊 崇 、 敬 重 等 相 當 地 正 面 ， 其 因 何 在 ？

Parkin提出「社會藩籬」，乃設定資格與標準用以排除／納入，使符合資格

者獲得利益，「文憑主義」以高教育證書占據勞動分工的關鍵位置。大學教

師之所以獲得大眾高評價，主因在於此位置需要「博士」高門檻，基於儒家

傳統對士大夫、知識份子的敬重，民眾眼中的博士／教授，乃相當珍稀崇

高；以高學位作為社會藩籬排除沒有博士學位的圈外人，另方面則是強化被

納入圈內者的神聖性格（Parkin, 1979）。致使民眾根本無須知曉實質的工

作內容，即把大學教師拱上社會階層中最高位置。  

二、生活方式⎯⎯聲譽以外的榮寵 

Weber以地位團體來指涉身分，此乃享有相同社會聲望的全體，其來源

有教育、聲譽及生活方式三者，除前述教育與聲譽外，大學教師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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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看法為：  

 

在我們學校，我兼了兩個行政職務：一個是一級主管、一個是中心主

任，我業界的案子一堆、研究生一大票，平常是忙得要命。但是一回

家，我的時間就是家人的，我從不把工作帶回家，那家裡會變成辦公

室。晚上的時間，不管吃飯、泡茶、聊天……就通通是家人的。

（B01）  

 

沒有，平常沒有休閒，也不可能有時間培養什麼嗜好。但寒暑假我一

定帶老婆小孩出國去玩，也要到那時才真正有放鬆的感覺。對這份工

作雖然有些抱怨，但暑假……總是別人沒有的！（B04）  

 

我這輩子會不會有學術成就？那沒有關係，至少我還是有家庭生活、

太太和孩子，我覺得那滿可貴的，真的有看過連最後那個都犧牲掉的

人，我覺得不值得。教授身分能夠成就我的，就是時間比別人自由，

可以兼顧我的家庭。（A02）  

 

每天晚上我一定回家吃晚飯，假日就一定帶小孩子出去玩，騎腳踏

車，釣魚，烤肉……什麼都行，寒暑假就是全家出國去玩。我的一對

子女現在小二小四，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我不能缺席。至於什麼論

文、升等……這種事可以以後再說。（B02）  

 

在本研究進行的訪談中，大學教師對於現況多有感慨，但從此議題分享

時，才看到發自內心少有的優越與滿足。一般而言，大學教師負責的學分數

一週僅8～10學分，雖然學校會規範每週到校三或四天，但少有大學會真正

「點名」，若不兼行政職，工作上的自由度可謂不小。例如：B01在學校主

持頗具規模的研究中心，掌管價值不斐的實驗室，一般認為壓力應該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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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個人經驗豐富、管理得宜，仍能擁有悠閒的居家生活；A02對於學術

研究有濃烈的使命感，但也不會因研究放棄家庭生活；行政與招生壓力極大

的B04，即使平日瑣事繁多，仍得以在寒暑假「真正放鬆」，也是拜教師身

分之所賜。雖然感受工作環境每況愈下，但受訪者從不諱言大學教師的生活

品質較上班族明顯為佳。或許此點，才是大學教師踏實地認定自己社會地位

高於其他群體之關鍵。  

三、 小結：特定信念引導的行動⎯⎯大學教師的「世界圖

像」 

Weber在 詮 釋 巫 術 宗 教 與 理 性 社 會 時 ， 引 用 「 世 界 圖 像 」 （ Weltbild; 

world image）一詞，代表人類對周遭「世界」在思想上的建構，這類圖像

包含著對自然／非自然運作的解釋，以及由此衍伸之人與世界關係的定位。

Weber說：  

 

直接支配人類行為的是物質上與精神上的利益，而不是理念。但是由

於「理念」所創造出來的「世界圖像」，常如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

了軌道方向，在這軌道上，利益的動力推動著人類的行為。（顧忠華

譯，1986；顧忠華，2013：115）  

 

藉用Weber論點來探討大學教師，究竟是什麼樣的理念創造出大學教師

的「世界圖像」？也就是說，大學教師如何看待自己與周遭世界／社會的關

係，並引領著教師這個群體的特定行動？大學教師作為社會上諸多行業的一

個職類，因高教處境驟變、少子化使然，須承受權力地位限縮、學術與招生

繁重勞務、自覺社會地位漸趨低下等苦楚，比起其他職業，這樣的工作條件

不見得具有被選擇的優先性。然而，就個人與受訪者的互動歷程，多數大學

教師仍是鍾愛且珍視自己的身分，其因何在？或許清閒自主的「生活方式」

可算原因之一，但也只是表象；更深層的原因，猶如葉啟政（2001：3）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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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學術機構是高不可攀的名器殿堂，學術語言猶如巫師口中靈驗的咒

語，雖然聽不懂卻有攝人的魅力。學者不是扮演著類似巫師的角色，

為眾生消災解厄；就成為上帝的代言人，傳遞真理福音。  

 

這番話雖帶著些許反諷的口吻，卻是很深刻地道出了大學教師與一般庶民的

認知差異。民眾對於學者的尊敬來自於形象、高不可攀的知識與學位；但學

者自省，之所以能夠撐起讓社會大眾尊奉「先知先覺」、「馬首是瞻」崇高

地位，靠的不是博士學位，也不是艱澀難懂的學術論文，而是潛藏於內心深

處，基於知識份子特有的理想性與使命感。  

這也就是當今大學教師的世界圖像。雖然理性化的現代社會使人人都困

限於可計算性、無實質意義的效率、科層牢籠中，一般人不容易自覺，但身

為大學教師的學者理當清楚。大學教師「世俗」地陷入了政治、經濟地位漸

趨低下的困境，但比起一般庶民，學者更有條件自覺，懷抱一種對世事保有

內在的、清醒的、冷靜的「距離感」（sense of distance）；但同時又會熱切

任 事 且 無 怨 無 悔 （ 蔡 錦 昌 ， 2004： 213） ， 就 是 Weber所 闡 述 的 「 志 業 」

（ vocation） 精 神 。 作 為 教 育 層 級 中 最 高 位 階 的 學 術 殿 堂 ， 在 「 應 然 」 層

面，大學教師很明白自己不應當一再調降授課深度，也不適合出任徵兵買馬

的招生活動，無論是出自於社會期待還是教師尊嚴，這些都是不恰當的行

為，這是大學教師很容易做的「價值判斷」。之所以能夠明辨，那是因為他

的內在夠清澈、能反省，可將自己的利害置身事外，考慮什麼是該、什麼是

不該。但是，一旦確定要投入，就屬於「實然」層次，為迎合少子化與世俗

化不可逆的趨勢，不管是招生還是評鑑，大學教師還是必須咬著牙一路挺

進、使命必達，並且做得投入、做得認真、做得義無反顧。這乃是基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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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判斷」及「價值中立 6」的立場，當該在自己崗位上盡責時，就不涉入自

己的價值喜好，真真切切地扮演好學校與社會所付託的角色。  

回到喧騰一時的臺大學術造假事件。某立委稱：「十年來的『造假 文

化』讓學者鋌而走險，此為『制度使然』，讓聲望如楊泮池者還是得量產論

文，只為向上交代、搶奪更多的補助款」（王君瑋，2016），言下之意，楊

校長本身也是受害者。依上所述，學者積極任事必須擱置一己價值判斷，那

麼掛名發表以求獎補助也只是符合當今遊戲規則的「實然」，豈不能寬容以

待？⎯⎯此言差矣，所謂「沒有信念做為源起的責任倫理，將成為只是一具

缺乏靈魂的虛空軀體」（葉啟政，2001：9）。Weber強調的「志業」精神

包含熱情、責任感、判斷力，就算制度利益是令人垂涎的誘惑，聰慧如校長

者本該具備判斷能力，應以清明與省察的態度抗之、拒之。葉啟政（2001：

33）又指出：  

 

除具備豐富、紮實的學養外，熱誠、奉獻、謙沖應該是任何大學教授

信守的三大原則，也是其角色所具備之職業倫理的基本要素。  

 

雖然社會大眾對於大學教師有崇高的景仰，尊奉為意見領袖，甚至超越自身

專業領域，但愈是這樣，大學教師必須愈是保守、虛懷而自省。因為，當民

眾毫無保留、寬容地給予信賴與寵愛之時，也正是教授最可能得意忘形、恃

寵而嬌之日；若教授自詡自大、未經深思熟慮即引領民眾走向錯誤道路，將

會是嚴重的災難。因此，大學教師該小心謹慎，應將民眾的期待轉化為更大

                                                      
6 本研究審查者認為對「價值中立」的討論，呈現在評論Weber的「理性化」

歷程有助於讀者理解。研究者感謝評審的指正。此外，蔡錦昌（ 1994：
29）提及「價值自由」（value freedom）與「價值關聯」（Werbeziehung），

詮釋為：「一方面表示科學研究也有價值預設，不可能有一種全無價值牽

連的人類行為；另一方面也表示科學研究不是不敢討論價值，而是在一個

處處都逃不了與價值有關聯的世界中，仍能保持一種正面的、積極的、自

主自足的『省察』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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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而不是傲人的光環。  

柒、結論 

由於近年來少子化衝擊，導致高教環境的變遷，教師工作如何改變？教

師 地 位 如 何 界 定 ？ 這 是 本 研 究 關 懷 的 核 心 問 題 。 有 別 於 以 往 Marx式 的 討

論 ， 本 研 究 以 Weber 學 派 多 元 取 向 之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地 位 詮 釋 教 師 ；

Weber重 視 行 動 者 的 社 會 意 義 ， 本 研 究 引 用 其 方 法 論 中 目 的 理 性 ／ 價 值 理

性、信念倫理／責任倫理以刻畫大學教師的理性行為。為何教師看似平淡的

教學、研究、行政、輔導（乃至於招生）各項工作能夠有探索的縱深，重要

的關鍵就是近代西方「合理化」所帶動的世俗化與科層制，型構了背景框

架，也讓本議題有著力點與分析力道。  

從Weber描述合理化拉開討論的主軸，本研究重要發現有三：一、在象

徵權力的政治地位方面，大學教師因合理化導致的科層化、技術主義、績效

管理，將功能與效率發展到極致，不但使得教學僵化失去創意，內外部並存

的評鑑制度也迫使教師必須臣服於制度規約之下，「這個項目評鑑會算分」

幾乎是眾多教師深刻的無奈。教學輔導行政全面落實管理主義與績效追蹤，

外加對於「卓越」與「典範」的嚮往等，不只是教師、而是整體教育事業都

陷入了Weber所憂心失去自主性而不理性的鐵牢籠之中。  

二、本研究以學術與招生比擬經濟地位，主要關懷在於此兩者為現階段

大學對教師託付的「生產」任務。學術研究部分，潛心追求知識，致力於學

術探索的教師多基於「價值理性」立場面對學術；而熟悉學界競逐，能快速

量產著作者則傾向以「目的理性」操作論文發表。另在招生方面，具行政職

務者多半以「責任倫理」看待此必要之惡；反觀對招生消極的教師則採「信

念倫理」立場，阻抗濫收學生可能導致的沉淪。所謂的「詮釋性瞭解」，就

是 將 個 體 的 行 動 扣 緊 歷 史 社 會 脈 絡 ， 兼 顧 意 義 妥 適 性 與 因 果 妥 適 性 ， 以

Weber式觀點詮釋大學教師學術與招生活動，獲致深刻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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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後討論大學教師的社會地位。延續教師政治與經濟地位之崩跌，

連 帶 使 得 教 師 自 覺 社 會 地 位 也 逐 漸 低 下 ， 符 合 Weber「 地 位 一 致 性 」 的 假

設。然而，不明瞭教師工作實況的社會大眾仍給予大學教師持續且穩定的敬

重。面對外界的正面形象，大學教師的心緒恐怕是複雜的，一方面，他很清

楚自己日常處理瑣事距離該被敬重的標準愈來愈遠；另一方面又不易鬆動瓦

解社會對於教授崇高的刻板印象，當榮寵與尊敬愈多，伴隨而來卻是更大的

責任，以及對軟弱與退縮的零容忍。  

在此情形下，大學教師的內心衝突可想而知，明明在面對理性及科層戕

害時有些許無助、感慨，卻必須迎合社會期待而武裝起自己的勇敢。面對此

一壓力，大學教師是否逃避？其實，縱然勞動條件與工作情境不見得友善，

據本研究觀察，自願放棄大學教職的情形仍為少數，理由何在？深探教師內

心，應為大學教師的「世界圖像」⎯⎯就算工作情境再惡劣、讓教師再陷弱

勢，身為最高知識殿堂之一員務必以超凡角度界定自己與世界／社會的關

係。Weber宣稱當現代世界被理性化席捲、無一倖免的當下，學者是最有機

會抵抗浪潮的人，原因無他，即在於大學教師比一般民眾更具熱情、責任

感、判斷力之「志業」精神。本研究認為，秉持熱忱而謙卑的態度時時省

察、無私奉獻，與其說是學者應盡的義務，不如說是學者才擁有的權力。  

 

誌謝：本研究曾獲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白領？藍領？臺灣的技職與一般大專

教師的角色定位、工作負擔與學術生產（NSC100-2420-H-431-001-

MY2）」資助，感謝總主持人雲林科技大學技職所廖年淼特聘教

授，計畫成員修平科技大學梁滄郎副校長、臺北科技大學技職所劉

曉芬所長之指正，以及三位審查委員之修正建議。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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