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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法理學之理論、方法與議題：以國際婚姻為例（重點代號：WR42）

關鍵字

女性主義法理學、性別主流化、國際婚姻、外籍配偶、婚姻媒合、

法律學科整合研究、法律實證研究、性別與法律

中文摘要

本研究將首先對於女性主義法理學在美國法學界之發展與研究成果做出評介與分析，

並說明女性主義法理學做為充實法學研究之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性。

其次，本研究選擇國際婚姻議題為實證課題，做出「性別主流化」、具有性別意識的法

律實證研究，希望可以藉著國際婚姻之實證議題，建構出具有當代台灣社會之在地文化與

性別意義的女性主義法理學實證研究。

本研究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首先在於整理、譯介當代美國之重要女性主義法

理學之理論與研究方法論，重點在於討論：女性主義法理學如何對既有的法律理論、法學

知識系統、司法審判體系提出批評、修正與挑戰。特別強調當女性主義法理學深入到法哲

學層次，對於被批判為「父權」的法學知識系統，女性主義法理學成為一個認識論的基礎，

並觀照到台灣社會生活現況，希望可以逐步建立起具有本土觀點的理論、方法，並結合具

有在地社會關懷與本土脈絡的女性主義法理學。

第二部分，以「國際婚姻」（International Marriage）做為實證研究議題，以女性主義法

理學的觀點，對國際婚姻議題，進行法律學科整合研究。

本研究最終目的為希望以女性主義法理學為基礎理論與研究方法，以國際婚姻做為實

證題，從事一個對於涵蓋性別、階級、跨國流動與文化之「法律—社會研究」（Socio-Legal
Research）、並成就一個因應當代「性別主流化」趨勢之法律學科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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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t Jurisprudence as a Theory, Method, and Agenda:

Focus on International Marriage

Keyword
Feminist Jurisprudence, Gender Mainstreaming, International Marriage, Foreign Spouses,

Marriage Match-making, Interdisciplinary Legal Studies,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Gender and Law

Abstract
This project aims to integrate Feminist Jurisprudence, as a theory and a method, and also as

a strategy for Interdisciplinary Legal Studies. This project also takes International Marriage as a
research agenda with “gender mainstreaming” perspective.  This project seeks to conduct a 
socio-legal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issues of mail-order-bride, marriage market in the global
trend, marriage matchmaking industry and gender roles analysis in marriage/family institute.

The project is designed by three main themes: at first,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Feminist
Jurisprudence will be addressed. Secondly, the importan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Feminist
Jurisprudence into the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will be noted. Thirdly, this project will take
International Marriage issue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in-depth dimension when engaging
“gender mainstreaming” perspective on both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levels for legal
researches in the contemporary legal academia in Taiwan.

The researcher takes this project as an initiation for the future long-term research scheme in
order to introducing the Feminist Jurisprudence into legal academia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one-year-long project is a beginning and only focuses on taking Feminist Jurisprudence as a
method to highlight the principle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is the theoretical base and the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 of Feminist Jurisprudence? How can Feminist Jurisprudence
consolidate the legal theories to integrate with other social theories when dealing with the foreign
spouse issue which is lying on the intersection of Law, Gender,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
Marriage Immigrants, Immigrant Regulations and Socio-Legal Studies?

This project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the traditional legal courses: Feminist Jurisprudence,
Family Law, Immigrant Regulations and Conflicts of Law, it also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 toward the Interdisciplinary Legal Studies and hopes to launch the theoretical
conversation between Gender, Law and other fields of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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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突破女性參與公領域之傳統性別藩籬、主張政策面與執行面均需具備性別觀點與性別

意識，發韌於「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之概念。根據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

會（UNIFEM）Corner Lorraine 女士所強調的「性別主流化」概念，即指在各項政府機關之

決策與執行，應具有性別醒覺意識，並把性別觀點帶入「主流」的各項政策面與執行面

（UNIFEM 2001）。
面對此一潮流，立於法律學門，本研究主要的立論點在於將「性別主流化」的核心關

懷，以女性主義法理學做為理論基礎，檢視法學論述中所可能隱含之父權意識觀點。並以

「國際婚姻」（International Marriage）做為實證研究議題，以女性主義法理學的觀點，對國

際婚姻議題，進行法律學科整合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成果所達成之研究目的有三：

（一） 本研究澄清了女性主義不僅是一個政治的行動綱領，同時，以女性主義觀

點發展的女性主義法理學，更是理論基礎，她形成了認識論的基底，也匯

流入當代的批判法學與法律社會學門（social-legal scholarships）。
（二） 女性主義法理學之所以造成法學研究方法的巨大啟發，因其對固有號稱「客

觀中立」的法規範充滿反思性的批判能量，並累積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故

女性主義法理學對於向來只以法釋義學為主的法律研究方法，帶入注重實

證研究（empirical studies 經驗研究）的重大影響。

（三） 本研究最終目的為希望以女性主義法理學為基礎理論與研究方法，以國際

婚姻為本件計畫案之焦點議題，整理分析出一個對於涵蓋性別、階級、跨

國流動與文化之「法律—社會研究」（Socio-Legal Research），並貢獻於當代

多元法典範之學術思潮下的法律學科整合研究論壇。

三、文獻探討

呼應「性別主流化」，女性主義法理學不只是一種政治立場與行動策略，更是一種研究

方法 （methodology）與知識論（epistemology）（Greenberg et al.1998；Fineman 1995）。當

台灣的女性法律學者陳惠馨教授、施慧玲教授，相繼點出法律權威與個人生命的重疊、女

性之性別角色在專業場域產生衝突與難題（陳惠馨 2004；施慧玲 2004），這些衝突與難題，

本研究認為均導向了一個核心問題：即是女性主義法理學所注入傳統法學的，不只是一個

「行動意識」、或是「婦女改革運動綱領」，她更是一個在西方已經累積出多年學術理論根

基的理論派別。在此女性主義法理學的理論框架下，「性別主流化」成為一個認識論的基點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她所正視、批判與研究的對象，不只是法規範所造成的性別不

平等的「現象」，更需要整理與分析著手研究這些性別不平等之法律現象的「研究方法」（王

曉丹 2006；陳昭如 2002；2006）。
以下為國內外女性主義法理學與國際婚姻議題之研究情況與文獻評述：

（一） 美國女性主義法學者對於美國之法律專業文化的批判，主要承襲基進女性主

義（radical feminism）的觀點，將「法學界」（包括法學院、法學教育、執法文化、律師界）

的階級化歸因於父權之宰制（patriarchy）。 她們認為法學界之父權的作用已經深化到法哲

學層次：認識論、知識論、方法論等（Collier 1998：21-45；Smart 1989：27-28）。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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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法理學學者並由此延伸至法學教育（Bartlett 1994）、法律事務所等環境（Epstein1993；
Pierce 1995），他／她們研究指出，法學界對女性、少數族裔（非美國白人男性族裔）有排

擠與歧視的狀況（Menkel-Meadow1986；1987）。
（二） 美國女性主義法理學學者，除了對上述不平等的狀況加以批判，並發展出各

種改革論述之外，更將批判的能量導向對於傳統法律「中立」的批判與質疑，並強調法律

學科整合研究的重要性。例如 Martha Finaman 指出女性主義法理學：「…包含了一個持續發

展的工程，亦即是一個連結事實、並且挑戰傳統法學向來認為的、法的內涵是中性的、客

觀的、不帶偏見的、或是理性的一堆條文集合體的[概念]。」（Fineman 1995：24-25）Fineman
認為，女性主義法理學的特性即在於：「對於號稱客觀中立的法條或法律機構等均抱持懷疑

態度」、「不限於以法學的觀點，而要以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種種觀點所形成的脈絡，

去理解法律的運轉、與法律對社會的影響」。（Fineman1995：47-48）
小結：從以上文獻回顧可知，美國女性主義法理學自 1980 年代以來，對於美國國內的

法學知識系統、法學教育結構與教學現場、並衍申至法律專業社群中，所隱含之父權意識、

性別、種族、階級等偏見之抨擊不遺餘力：在法學教育方面，美國女性主義法學者檢討了

入學測驗(LSAT) 的試題中的不當性別偏見，也討論法學院的教學法(pedagogy) ，例如詰問

式( Secratic Method) 是否會對教室中的女性、少數族裔和其他少數族群(minorities) 的學習

造成不利的影響（Garner 2000）。在法律專業領域方面，父權的作用在美國女性主義數十年

來一代代的努力之下，可以看見形式上的成功，例如差別性優惠待遇（affirmative action）
（Bacchi 1996），但職場女性面對「母職」與「事業」的兩難處境，絕不是修法立法就可以

改變的文化慣習。同時，美國女性主義法理學學者對於整體法律文化，大部分均以「父權」

做出批判、將法律專業歸類於性別分工（sexual division of labor）中的「男性化行業」以貫

穿整個女性主義法理學對法律專業社群的批判。但此種批判，對於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

女性進入傳統被定性為「男性」產業領域時，美國女性主義法理學學者此等性別分工的概

念可能將不敷使用，有加以檢討之必要。同時此等單一父權式的批判，是否需要加以修正

後、方能應用於目前台灣的性別與法律，更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三）有關國外國際婚姻之研究情況：在外文文獻中，法律學門中對於外籍配偶之公

民身分研究，主要傾向於指涉公法學科，諸如憲法、國際人權、國際私法、移民法規等等，

這些領域大部分是在探討對於國際婚姻移民及其家庭如何進行一種良善的管理。社會學家

與政治學家之關於公民身分的研究亦顯示出，法規範確實支配著公民身分之研究（Marshall
1964；Isin and Wood 1999；Muetzelfeldt 2000：89-90；Plummer 2003）。在外文文獻中，社

會學門對於國際婚姻之研究數量眾多，多數涉及婚姻移民的社會科學論述中，女性主義理

論與性別理論已成為相當重要的理論工具，據此論辯跨國移動做為階級流動的工具

（Constable 2003；2005；Honig 2003）。或據此探討不同的種族在婚姻、社會、文化中所造

成的種種性別與權力的角力，例如人類學家 Faier 研究日本的中下層藍領階級，以酒吧成為

媒介，與菲律賓籍女侍通婚，而在日本社會中，形成近來常見在日本常見的另一種婚配型

態，此種婚配型態，相當程度地挑戰了現行日本的移民相關法規，同時，在文化與社會層

面，根據 Faier 的研究顯示，這些菲籍女性外籍配偶也挑戰了相對封閉的在地日本家庭主婦

社交圈（Faier2007）。
（四）國內女性主義之研究情況之評述如下：自呂秀蓮在 1970 年代在台灣社會提出「新

女性主義」（呂秀蓮 1990）一詞至今，女性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壯大與論辯從未停止過。「女

性主義」的內涵從不是單數的，儘管曾遭受「反挫」（蘇珊‧法露迪 1993）、儘管酷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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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r Theory）、同志議題（張小虹 1996；趙彥寧 2001）、性工作議題等等論述持續升高

女性主義陣營內的對話熱度（卡維波 2000），而女性主義各種理論、派別與不同的立場，

仍舊在「眾聲喧嘩中繼續前進」（陳昭如 2002）。
在台灣目前累積的女性主義法理學論述方面，近十年來，漸次從民法親屬繼承編中，

直接攸關女性權益的女性主義討論與民法親屬編修正（王曉丹 2006；陳惠馨 2005；陳宜倩

2003；郭玲惠 1998），漸次朝向將女性主義法理學帶入對傳統法理學／法哲學的辯論論壇

（陳妙芬 2004）。女性主義法理學不止與親屬編所直接規範的民法親屬編有關，女性主義

法理學亦與其他領域的法學科目，無論是實定法或是基礎法學理論息息相關（陳惠馨 2005；
2006）。例如法律史學者陳昭如以性別意識帶入以女性做為法律史建構之主體，分析性別因

素如何影響了「現代國民身分」的建構（陳昭如 2006）。例如性別法律學者陳宜倩以「文

化實踐」與權力的關連解構「家」的概念，並以目前的憲法解釋、身分法的規範與大法官

會議解釋內容指出國家權力以法律展現對家的一元化規訓（陳宜倩 2003）。學者王曉丹結

合女性主義法理學、法律社會學與法實證研究之研究方法論與理論基礎，針對「不堪同居

之虐待」，做出不同於向來身分法學之研究成果（王曉丹 2006）。
小結：以上台灣的女性主義法理學在近年來，漸次開展、深入各個實定法與法實證研

究領域，對於法律學門內的「性別主流化」論述的累積，迅速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然

而，本研究希望補足、並加強此一法學領域者，在於本研究希望女性主義法理學不只是結

合現實議題，單點單向式的出擊，更可以整理、強化女性主義法理學做為法理學／法哲學

的一支，希望可以女性主義法理學為據點，發展出兼具台灣社會在地特色與關懷的理論基

地，並充實法律學科整合研究的基礎研究方法論。

（五）關於台灣目前國際婚姻之研究情況：絕大多數係以社會學學者，特別是運用女

性主義理論、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後殖民主義理論、馬克斯理論等分析，以質化研究方

法，將焦點置於國際通婚之女性外籍配偶，在台灣所遭受的待遇與處境（例如夏曉鵑 2001；
2002；2006；邱琡雯 2005；王宏仁 2001；李美賢 2006；沈倖如與王宏仁 2003；2006；田

晶瑩與王宏仁 2006）。研究重心大部分係為女性外籍配偶耙梳出各類論述對「外籍新娘」

概念之建構、並呈現出「外籍新娘」相關子題（例如仲介業、外籍配偶教育、外籍配偶親

子等議題），進而達到對外籍配偶與他們之家人「去污名化」之效果（例如夏曉鵑 2002）。
同時，在這些研究中，絕大多數是將台灣作為移民輸入國家，並反映了官方、媒體、與婚

配的台籍夫婿（和夫家家庭）對於外來移民女性的焦慮（夏曉鵑 2001；2002；龔宜君 2006），
這個焦慮涵蓋了對於女性之作為母職、妻職的理想型要求（田晶瑩與王宏仁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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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收集、理論整理為主要進行方式。

執行進度為：

第一階段：收集整理國外關於女性主義法理學之理論、研究方法等相關英文文獻。

第二階段：將美國女性主義法理學之經典理論進行之譯介，以之做為釐清與拓深法律學

科整合研究之法理基礎、並與不同學科在法律之對話平台的討論基礎。

第三階段：進行國際婚姻相關議題的中英文資料、文獻收集與整理。

第四階段：以整理所得之女性主義法理學文獻資料，對於國際婚姻議題做出理論化、脈絡

化、具有性別意識之分析。

第五階段：結案報告。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整理資料分析可得：當台灣社會之國際婚姻正顯著地增加，例如行政院主計處

所發布之人口統計報告，在 2003 年國際婚姻佔新婚夫妻比例為 31.9%。2004 年之數字為

23.8%；2005 年為 20.1%，顯示台灣今日平均每五對新婚夫妻中就有一對是國際婚姻。尤其

是與來自中國和東南亞新娘結婚之國際婚姻，使得台灣社會產生強烈的影響。根據台灣內

政部進行調查之「外籍配偶與中國配偶之生活狀況報告」，在非台灣人配偶之中有 57.8%的

配偶來自中國大陸（以下稱大陸配偶），42.2%則來自其他國家（以下稱外籍配偶）：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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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自越南（佔 57.5%）、其次是來自泰國（佔 32.7%）、再來是來自印尼(佔 23.2%)。行政

院主計處於 2004 年所公布之其他統計比例，約有 11.91%的台灣男子與非台灣女子結婚（不

包括來自中國之女子）；而 2005 年此統計數據為 10.07%（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06
年 2 月 22 日所公布之數據，參見 http://eng.dgbas.gov.tw/mp.asp?mp=2）。是故，從以上數據

顯示，國際婚姻與外籍配偶已經實質上對於台灣家庭型態、婚姻市場、婚配模式、社會文

化、親子教育等各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本研究發現，台灣法學界對於國際婚姻之研究成果，大致可以發現法學研究之「工具

性格」，與其他社會科學所從事之國際婚姻研究成果比較之下，展現無疑。亦即法學界目前

對於國際通婚議題，主要探討者，例如在憲法領域內，公法學者李震山教授之論文中，對

外籍配偶係以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觀點出發，從憲法為保障人權之根本大法（憲法第 22
條之基本權利參照），公法學者李震山教授從憲法之建構出「家庭權」概念，其次再論述到

外籍勞工應具有「家庭權」（李震山 2004）。在學者廖元豪教授之「從『外籍新娘』到『新

移民女性』--移民人權的法學研究亟待投入」一文則是以「移民人權」出發，希望能呼籲出

更多配合目前社會快速變遷需求，具有社會關懷之迫切性之法律學科整合研究（廖元豪

2004）。易言之，法學者所關注者為在近十餘年來國際聯姻造成的婚姻移民漸漸增加；又加

上社會變遷、人民法意識也產生變化之情況下，舊有法規顯不敷使用，是故如何能更有效

地符合國際通婚與其在地家庭之需求，即為法學論述之重點。亦即，法學研究之目的設定

在如何對國際婚姻與其家庭作更好、更適切之管制（regulation）（李震山 2004；施慧玲 2004；
廖元豪 2004；2006）。

本研究以女性主義法理學的觀點，不同與以上法學論述之「倡議」（advocacy）觀點（亦

即倡議外籍婚姻移民人權）或如何對國際通婚進行適切管制觀點，試圖指出國際婚姻中之

婚姻移民的研究方向與論理思考，應將「性別主流化」與女性主義法理學對於種族、文化、

父權、母職、家庭、婚姻、跨國流動、法律之威權性格等種種思考與批判，納入國際婚姻

與法規範議題。是故，本研究建議：

（一） 在研究方法部分，對於現今台灣社會之國際婚姻、東南亞與大陸籍婚姻移

民等族群，應有不同於向來以比較法取向、法釋義取向的研究方法。因跨

國流動、婚姻與家庭等現象，實與在地社會文化脈絡習習相關，以比較法

參考其他國家之政策與法規，固為便捷之方式，然常可能忽略在地現象的

特殊性。

（二） 在國際婚姻議題，不應只關照「嫁入」台灣社會的女性東南亞籍或大陸籍

婚姻移民，亦即不應將該現象「病理化」或「污名化」。對於這些跨國婚配

的成因、背景、個案，應有更強之性別主流化的思考與深入研究，以免反

因法律介入管制，而造成過度污名化「外籍新娘」之可能性。

（三） 對於迎娶「外籍新娘」的台灣男性與其家庭，更應以「性別主流化」之角

度具有充分同理心與深入理解之後，才有可能衍申至規範面與政策面來進

行輔導與社會福利補助等等措施。本研究認為，台灣男性迎娶東南亞籍或

大陸女性現象，切不可單只針對「外籍新娘」予以弱勢化、或特殊化、甚

或污名化，而忽略對於台灣男性與其原生家庭的性別意識、階級、經濟地

位等之分析與觀照。

（四） 本研究最終希望藉由國際婚姻議題，所顯現出來的：種族、性別、經濟、

階級與文化等，在個人私領域（婚姻與家庭）的諸多差異、衝突、轉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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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被管制，做為未來對於「多元家庭」（關於多元家庭與「家庭權」，

參見李震山 2004），在婚姻與家庭的各類相關法規之修法走向參考。

六、計畫成果自評部份

本研究之兩大主軸議題：女性主義法理學、與國際婚姻，在本件計畫案執行期間之發

表情形與相關學術活動如下：

（一）期刊論文

1. 郭書琴，2008 年 11 月，「法律人類學之理論與方法初探：以外籍配偶為例」，法律思想

與社會變遷雙年刊，出版單位：中央研究院法律籌備所。（匿名雙審制，已獲審查通過，2008
年 11 月出版）

2. 郭書琴，2008 年 9 月，「身分法之法律文化分析初探—以婚約篇為例」，台北大學法學論

叢，第 67 期，頁 1-42。（TSSCI）。

（二）進行中論文

Shu-chin Grace Kuo, Regulation and Citizenship for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egal Study, Asian-Pacific Law & Policy Journal.(審稿中)

（三）研討會論文發表

郭書琴，2008.04.12，「法律人類學眼光下的法學研究」，「97 年法學教育跨領域教學研究工

作坊(第二場)-『法律人類學與法學之跨領域研究方法』」，（主辦單位：教育部 97 年法學教

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辦公室，會議時間：2008.04.12，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 綜合院館

北棟 13 樓會議室）

（四）專題演講

郭書琴，2008.04.11，「圈內 or 圈外？-多元家庭概述」，「關渡講座：法律文化與敘事」，（主

辦單位：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會議時間：2008.02.22-06.20，會議地點：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郭書琴，2008.05.23，回應人，回應稿題目：「法規範眼光下的外籍配偶」，「第五屆家庭法

律社會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婚姻移民人權與照護」，（主辦單位：中正大學法學院及法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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