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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前言  

我在 2006 年配合中研院的發展方向，開始經營除了社會學之外，日本社會

研究的專長領域，從日語學習開始，延續過去以產業為中心的研究興趣，將日本

研究的實質研究焦點鎖定在日本的設計產業。在摸索具體研究計畫的過程中我意

外發現了 Interior coordinator這個日本獨有的室內設計專業資格認證制度，這個制

度在日本已經有 26 年的歷史（インテリア產業協會 2003），絕大部分的 Interior 

coordinator 是女性，探究這個高度女性化的專門職如何產生以及實際上如何運作

的興趣，讓我日本研究的起跑線最後落在性別與專業的這個領域，並由此對家庭

社會學與職業社會學有較深的涉獵，這是始料未及的結果。國科會性別與科技的

計畫支持，讓我有兩年時間可以在日本建築領域的女性專業上做比較完整的研究

規 劃 ， 並 在 我 病 痛 纏 身 時 安 定 了 研 究 的 步 調 。 

        以第一年 interior coordinator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我試著從室內設計擴大到建

築領域，繼續追問性別與專業的制度化機制，這次是直接從專業知識/教育的構成

本身來研究，機緣最初是到日本建築學會蒐集女性建築師的資料，開始意識到

「住居學」這個日本特有的知識傳統，因為許多包括當代知名的日本女性建築師

（譬如妹島和世、貝島桃代等）是來自這個訓練背景，而住居學系所的師生也構

成日本建築學會的重要 成分（女性と仕事の未來館 2002）。有趣的是，建築學雖

被認定是男性中心的知識/技術體系，住居學卻是源自家政學女子教育傳統中的住

教育，這形成一種弔詭，以訓練「良家婦女」為出發點的知識體系經過怎樣的經

緯成為在建築領域中支持女性建築師的知識體系？也提供一種質問，從女子大學

住居學教育體系出身的女性建築師與一般男性建築的實踐有何差異？ 

        雖然這兩個部分的研究間存在一定的關聯，也能夠透過相互比較充實對性別

專業課題以及日本社會的理解，但畢竟是兩個獨立研究，一併書寫研究成果會有

一定的困難，但應該是對此研究計畫支持下的成果更完整負責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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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日本社會的性別分工向來嚴格，日本女性生涯的 M型勞動參與結構更是眾所

周知，日本大約是在新進國家中性別平等最低的國家 （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 

2007；安河內恵子 2008），尤其是女性在勞動市場參與上所受到的限制與排斥，

這主要呈現在女性隨著生涯不同階段所參與的勞動市場部門以及正式部門內陞遷

路徑的區隔，而家庭分工（專業主婦跟男性上班族隨戰後經濟復甦的同步誕生）

與家庭及職場的連結關係（婚姻流動的正面誘因與適婚齡圓滿退職的壓力）使得

畢業後婚前女性的就業率並不適當構成判斷性別平等的指標，反而再就業的勞動

環境品質才更為準確（Ochiai 1997；安河內恵子 2008）。 

專業，尤其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是讓女性可以透過人力資源的積累擺脫或起

碼降低以管理職為核心的企業內組織障礙，並且在比較可控制的累積性上建立經

濟獨立的能力與潛力發揮的機會，因此以性別平等的關懷出發，本研究將焦點擺

置在專業形成的性別內涵，尤其是在男性主導的環境中具有女性特質潛能的專門

職如何在總體而言並不友善的環境中發展出來？而此過程又與大環境的制度結構

存在怎樣的辯證關係？換言之，在怎樣的歷史環節與透過怎樣的制度扣連使得原

本限制性的因素可以出現轉化的契機？此分析無意用少數的「成功」個案來掩飾

性別不平等的總體制度環境，甚至自始就沒充分考慮家庭與職場連結等更軸心的

性別不平等機制，而是限制在以「專業」為對象的制度結構分析，希望從現實中

去理解專業性別構造的形成機制、制度可能性與行動者的能動性。 

        Interior coordinator 室內設計專業資格與源自女大的住居學建築教育是兩個日

本很特殊的經驗，前者透過專業資格認定（インテリア產業協會 2003）、後者透

過教育體系養成（日本女子大學住居學同窓會・住居の會 1994），在支持日本女

性活躍於廣泛建築界的室內設計與建築設計上扮演重要的角色。Interior 

coordinator 的制度成立出於發展型國家聯合企業對私有家空間的介入以加速市場

的成熟化（インテリア產業協會 2003），住居學所源起的家政學則是基於將女性

侷限在私領域「現代化」的要角（石井菜生 2006b），這兩者都沒有符合當代創造

男女共參就業環境的意義與企圖。Interior coordinator 從中性的資格考試入口經過

26 年轉變成今日絕大多數從業者為女性的專門職，除了起源與轉換的制度問題外，

還碰觸到「性別與專業」的核心命題：性別化是否將導致專業性的降低？住居學

從女性化的女子住教育出發，發展至今成為培育不輸工學院建築專業人才養成的

完整教育體系，同樣牽涉到起源與轉換的制度問題，但碰觸到是與 Interior 

coordinator反向的問題：專業性的強化是否降低了女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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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兩個個案都牽涉到性別與專業研究的兩個課題：前者我將稱為「制度結

構的轉化問題」，也就是從靜態分析看來對職業婦女不利的制度環境，在怎樣的

歷史環節與制度扣連中會提供了女性專門職的發展契機？而這種轉化的制度限制

又何在？後者我將稱之為「專業論述的性別問題」。人口結構的女性化造成專業

性降低的命題預設了「女性特質＝低專業性」的既存意識型態，「專業性提高壓

抑女性特質」預設了「高專業性＝男性特質」的理論前提，但本計劃主張，專業

論述本身的性別構成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也就是具有建構的內涵，雖然它仍舊受

到各種論述之外物質條件的制約。本計劃因此同時從結構與論述面來分析性別與

專業的制度化機制，針對 interior coordinator與住居學建築教育提出了不同的發問，

但最終還是歸結到一致的概念架構，使得兩個研究得發揮互補的效用。 

研究計畫執行的前半針對室內設計，在西方其專業化一直受到家庭根源與男

性主導強勢建築的壓抑，並且是透過壓抑女性特質與向建築靠攏的方式取得專業

生存的空間，但這種專業化路徑的選擇近年已被深度檢討，專業中的女性特質成

為新的議論焦點（Agrest, Conway and Weisman 1996; Rendell, Penner and Borden 

2000; Weisman 1992; Martin and Sparke 2003; McKellar and Sparke 2004; Heynen and 
Baydar 2005; Hill and Matthews 2007）。日本提供了由不同歐美的社會脈絡來省思

這些課題的機會。Interior coordinator 是日本獨有的室內設計專業資格，它最初僅

是產官聯合為介入室內市場成熟化（而非任何性別平等意圖）採取的認證制度手

段（ インテリア產業協會 2003），因為同時期日本企業內性別生涯軌道將性別歧

視固著化，成為發展職業生涯企圖的女性從專門職突破困境的出口，而經過 26

年的累積不僅成為以女性為主的室內設計專業，而且也逐漸豐富了專業的制度資

源與形象，尤其混合男/女性別論述的發展上讓我們窺見了女性專業滲透主流與壓

抑男性的效果。 

維持一樣的研究關懷，在後半的研究期間，我從室內設計進入到建築設計的

領域，將焦點擺在日本獨有的「住居學」知識傳統/教育系統。住居學是日本的家

政學的一支，原本只是移植歐美以培育「優良主婦」為目標的家政教育中的住教

育，但在戰前大正時期的生活改善運動中逐漸走出「住居學」的本土知識系統

（吉野正治 1980；石井菜生 2006a, 2006b；日本女子大學住居學同窓會・住居の

會 1994），之後又因為建築工程專業內容的強化，最後在戰後新制大學成立的風

潮中沛然一變成了支持女性建築師培育的知識基地，更因為在由家政轉化出的女

子大學傳統中，所以從課程、教師、理念、學生到校友網絡都孕育著女性意識的

可能（小川信子 1994；日本女子大學住居學同窓會・住居の會 1994），如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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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 coordinator 一般，這顯示出市場機會結合論述編織所隱含的能動性

（agency）與顛覆性（dialectics）。  

探究住居學這個知識/教育體系的制度化歷史過程包括幾個核心課題：1）「住

居學」如何「脫歐美」；2）「住居學」如何「脫家政」；3）「住居學」如何建築學

化；4）住居學如何「脫男性建築框架」；5）這個住居教育中的建築工程專業養

成的知識模式如何一般化；以及 6）住居學建築專業的特殊影響。建築在東西方

都是受到男性強烈主導的專業領域，女性主義者批判潛藏在此專業知識中的男性

特質後，對照提出女性的建築知識與實踐時往往只能由抽象的先設去推論其雛形，

或者從零星的女性建築師個案實踐中去歸納女性特質（Weisman 1992; Rendell, 

Penner and Borden 2000; Heynen and Baydar 2005）。日本從家政學背景中的住居學

到建築專業的住居學的歷史提供一個以女性高等教育為中心的完整教育體系的珍

貴經驗個案，使得我們可以更清楚從專業知識的構成本身去探究性別與專業的核

心課題，也就是女性專業的可能性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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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專業的相關社會學研究在過去，不管是對專業的定義或專業形成的機制，一

直受到 19 世紀西歐中產階級白人男性經驗的影響（Witz 1992）。早期專業研究

以律師、醫師等強勢專業團體為基準，界定是否構成「專業」的標準，強調以

「科學理性」為知識基礎的進入障礙，以及服務倫理在社會整合中扮演的功能

（Evetts 2003）。之後研究轉由批判角度檢視專業團體獲致壟斷性市場控制的

「專業計畫」（professional project），也就是繼承了韋伯將市場當成權力鬥爭場

域的觀點，從權威與合法性（譬如學歷）的軸線分析「市場封閉」（market 

closure）如何形成（Evetts 2003; Davies 1996），女性主義者指出這同時也是性別

排斥的過程，而卻被這些批判研究所忽略，宛如是性別中立的過程。激進的女性

主義者更直接將專業視為 masculinity 的產物，甚至提出了專業形成的家長制理論，

譬如 Hearn（1982）就主張，隨著情緒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emotion），在越

是跟再生產相關的地方（譬如，助產師），經常還是由婦女運動者鼓吹，開始萌

芽出現專業化，但很快就變成依附於男性主管或機構的「半專業」（semi-

profession），專業守則（professional codes）出現幫男性進入開大門，等到男性

變成多數時就進入 full profession。這種過於線性的觀點可能失之偏頗。首先，理

論上已經先天排除了女性專業的可能性；其次，底下將提及，專業形成牽涉到國

家與市場等制度因素的複雜過程；第三、順序上，專門職成立在先再因女性進入

而成為半專業也不在少數；最後，許多女性專門職往往自始就屬於輔助男性專業

的半專業，甚至沒有朝向本格專業的動力。  

        近年專業研究越趨向強調歷史與制度的脈絡差異與變動可以為借鑑。  

        首先是，歐陸經驗的對照下暴露出英美經驗的偏見，在歐陸的發展脈絡中國

家扮演著關鍵角色，相當比重的專業甚至是直接受僱於公立的國家機構，專業形

成並非如英美般是內在於市場、由專業團體的動員與訴求所導致的服務壟斷，而

是「由外而內」 受制於國家機構的強制性制度環境（Buchner-Jeziorska and Evetts 

1997）。影響所及，即便在英美脈絡的經驗也重新被檢視，部分受到 Foucault 的

影響，越來越強調國家是先於專業的權力脈絡，藉著認可專業的市場壟斷，國家

得以更圓暢地遂行「公民主體」（citizen subject）的塑造與對民間社會的介入

（Evetts 2003; Johnson 1992）。東亞發展國家的特殊脈絡自然更是不可忽視的重

要制度因素，尤其是政府在追趕「現代化」上的指導角色。  

        其次是專業與市場扣連的方式也是受制於制度脈絡，譬如近年英美脈絡中推

崇市場自由化的右翼政府為深化市場競爭，開始打擊服務市場中構成壟斷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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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例如，醫師），其表現不再只受到內部專業團體而是多重外部來源的考核

牽制，醫療等問題的高度複雜化也壓縮了專業固有的發言空間，消費者的選擇提

高則讓專業權威在消費導向的激烈競爭中被有系統地削弱（Fournier 1999; 

Fournier and Grey 1999; Evetts 2003）。有趣的是，歐陸國家為解決沈重的財政負

擔，卻是透過推崇英美意識形態下的專業化，以交付專業團體「自主」判斷推入

市場來迴避政治壓力（Freidson 1994）。打擊專業與推崇專業端視制度脈絡而定，

看起來相反，但都是全球市場化快速成形的一部分，同時也弔詭地凸顯了國家的

角色。  

        如前所述，先將「專業」依照西歐如醫師等 hard core專業加以定義，再開始

進行專業形成機制分析的取向也漸被質疑，這些「標準專業」已漸失壟斷控制力，

受「科學」知識權威保護的合法性削弱。作為一種論述與實踐的「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比起「專業」更受到研究者的關注（Hearn 1982; Buchner-

Jeziorska and Evetts 1997; Evetts 2003; Svensson 2006）。所謂「新專業主義」擴大

了專業範圍，而專業不再被民眾認為是高度抽象的一般性能力（ general 

capability），而是受到脈絡限定的具體技能（contextual competence）。學歷與證

照不再具有絕對權威，而變成關於服務品質的市場說服， 甚至是激勵內部工作動

機的職業認同的一部分（Svensson 2006）。全球化的風險增高固然重新喚起了早

期關於專業對社會體系的功能角色，但也因為人們面對問題的複雜度與科學知識

的權威鬆動，專業信任已不必然是受制度層次信賴所保證，而是在事後檢驗中論

述建構的結果。  

        這些專業研究的制度脈絡轉向對「專業與性別」的研究具有啟發性。職業社

會學領域的經驗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難以進入專業職」以及「女性專業職的虛

假性（或脆弱性）」上論證（Davies 1996），這當中透露許多個體鑲嵌其中的制

度環境造成的差異影響，也突出了引入制度視野的重要性。Tanner and Cockerill

（1996）針對藥劑師的研究發現，男女平權的觀念使得過去一直為男性主導的專

業為「顧全專業形象」面對性別平等開放的壓力。 不過，女性藥劑師卻大多隸屬

於大型醫院，擔任輔助與服務性質的工作，管理與研究的上層屬於男性，而開業

或擔任獨立藥房藥劑師的機會極少。研究也發現，女性 專業的專業度固然提高，

但包括薪資、休假、保障等工作條件卻不見得配合提高。然而，將「專業形成」

與勞動報酬提高在因果上直接扣緊來反駁專業性的討論，正好反映了傳統英美模

式以市場壟斷力來理解專業的預設。而如前所述，知識經濟與市場全球化帶來高

度競爭與就業不安定，同時也鬆動了專業的市場控制力，這當中有多少是性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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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仍有待澄清。相對於「典型男性專業」，有不少研究是以技術內容為重

複、單調、情感性、不需決斷的事務輔佐性質來強調女性專門職（譬如：秘書）

實質上是屬受制於男性上司的「半專業」（Davies 1996; Bolton and Muzio 2008）。

相較 之下，僅有少數研究如 Bottero（1992）強調某些專業職種的社會地位不僅

未隨性別化而降低，反而一直在穩定提昇，當然這種反面觀點很容易被看成過於

天真而不具批判，但如果我們從專業主義的新建構趨勢來看，那麼專業性的性別

內涵並非那麼容易理論地內在決定，而是受到制度脈絡變化的深刻影響，當然專

業行動者在制度建構中的能動性也不能夠忽略。  

        因此，除了需要從「制度結構的轉化」提起女性專門職或專業教育的相關問

題，我們同時要去檢視專業「論述建構的性別內涵」。同樣針對專門職的「進入

障礙」與「專業虛假性」，一部分的文獻捨前述檢視特定勞動條件側面的分析策

略，而是從更抽象的層次探討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與家長制（patriarchy）

的內在關聯， 強調專業主義的背後是一種將抽象知識（abstract knowledge）、排

除情感（emotion）、客觀中立（neutrality）、獨立自主（autonomy）、計算效率 

（calculative efficiency）等男性特質（masculinity）置於優位的觀念，同時也貶抑

排除了女性特質（譬如：技能、情感、連帶等）在專業職場的存在價值（Hearn 

1982）。這雖然呼應了制度脈絡研究的發現，譬如「專業」並非如直覺般與「科

層制」（bureaucracy）對立，實情恰恰相反，專業主義的發展乃是與科層制（如

現代國家與企業）甚至管理主義 （managerialism）亦步亦趨（Davies 1996）。 

        然而，難道這種反直覺的觀察不正好也暗示了在規則與決斷、集體與自主等

論述元素間並不存在本質性的衝突？一位機械工程師可能並不需要對機器投入情

感，但以醫師來說，一個無法「視病如親」的醫師在專業度上卻是會被質疑的，

越來越多傳統專業控制的衰退都跟這些「男性」與「女性」特質間如何扣連的地

帶有關。在設計經濟、情感經濟、體驗經濟、符號經濟越益擴大範圍的當代，情

感投入與情感排除間的結合方式反而正是專業主義成熟的觀察重點。以上的文獻

檢討集中在給予上節提及的「兩個研究課題的一致概念架構」做文獻關連的耙梳，

關於建築與室內設計專業中的性別課題礙於篇幅先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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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類，包括政府出版品的資料、坊間出

版相關書籍、產業協會的統計資料和針對專家、各種世代 IC 與協會主管等的深

度訪談。政府和相關法人機構所出版的書籍和統計資料在瞭解日本政府在 interior

產 業政策面上的評估與發展，這包括通商產業省生活產業局在 1974 年出版的

《Interior 產業的現狀》，這提供了當初政策制定的珍貴歷史背景，以及內閣府在

2007 年出版的《男女共同參與白皮書》，這是男女就業等社會參與環境的最新官

方評估。統計資料包括了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國勢調查與勞動力調查

（http://www.stat.go.jp/data/index.htm）、社團法人 Interior 產業協會（2003）所提

供關於 IC 資格考試制度的統計資料。關於 IC 制度形成的歷史發展與背景，我多

從出版書籍中查找相關文獻，從《近代日本住宅史》（內田青藏、大川三雄、藤

谷陽悅 2001）、《日本設計史》（竹原あき子、森山明子 2003）、 日本經濟新

聞社（2006）出版的《業界地圖》等書中理解日本戰後住宅政策，並試著尋找出

關連到 IC 日後發展的歷史線索。此外，為了實際瞭解 IC 生態並與書籍及統計資

料相互印證，我赴日本東京、名古屋、仙台進行深度訪談 IC 產業的相關人士。

其中包括了 Interior 產業協會理事、 日本 Freelance Interior Coordinator 協會理事、

首位在日本發展 IC 教育的 IC 名稱創始人、已有建築師執照，後來再考 IC 資格

的獨立設計事務所負責人，也有在一般相關企業裡工作的 inhouse IC、獨立開業

的 IC、在 IC學校教學的老師、在目前學習 IC課程的學生…等。  

住居學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以深度訪談和文獻分析為主。關於住居學教育

的發展起源及系譜，我從幾所開設住居學科之大學所出版的住居學科歷史如日本

女子大學的《卒業生白書》（日本女子大學住居學同窓會・住居の會 1994）、大

阪市立大學的《生活科學部的五十年》（生活科學部創立 50 週年記念誌編集委

員會 1999）等書中查找幾個住居學教育的歷史沿革，探討住居學如何脫離家政學

演進至今。另一方面，1977 年出版、最具代表性的住居學論述《住居學筆記》及

其他相關書籍則提供了住居學發展當初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強調大環境的

催化促使住居學日益獲得重視的重要因素。在住居學科畢業女性的職涯發展、工

作生活兩立等方面，則是透過由趙玟姃等人（2006; 2007; 2008a; 2008b）所做的

一系列有關住居系・建築系學科女性畢業生的研究，藉以了解住居系・建築系學

科女性的社會參與意識及實際情形。此外，為了實際瞭解住居學並與書籍資料相

互印證，我赴日本東京及大阪深度訪談幾所大學住居學科的教授，未來將進一步

訪談從住居學科畢業的女性建築師，以理解住居學背景如何提供一位日本女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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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女性之間的資源網絡，並能夠積極參與進入建築領域；同時探討住居學科如

何讓日本的女性建築師能夠有對於建築有不ㄧ樣的觀點或參與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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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Interior Coordinator是日本通產省在振興日本室內產業上的政策作為，經過跟

相關產業的組織溝通協調後，以促進日本居住空間的現代化、成熟化為目標，決

定成立一個跨產業組織並推動「Interior Coordinator」的資格認定考試。1983年日

本室內產業協會成立，同年開始舉辦檢驗考試，初期男女約各半，但逐漸女性超

過男性，我將分析這 26年來歷年應考與通過人數、性別比、產業比等的數字來

呈現這個逐漸性別化的過程，同時也突出女性間競爭逐年加劇，但女性應試者也

越來越相較男性有競爭力的循環過程。我回到資格考制度發足時的時空背景，了

解 career-minded women所面臨的勞動市場環境，以及對這些女性而言此 IC專業

資格稀有性的來源，討論當時勞動法規改革下，企業因應管制環境採取區分總合

管理職與一般庶務職的二分策略實質上保留了性別分軌的基本結構，前者透過管

理層級的軌跡攀爬保留予男性，後者則完全沒有積累性交予女性，這種企業內性

別歧視的固著化使得獨立性較高的專門職成為少數希望。 

        我希望透過當時就業環境、產官聯合的政策引導出的公開機會，26年間統計

資料的再分析，也凸顯出女性本身的能動性（agency）。但資格認定是一件事，實

際上的專業生涯發展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接著運用深度訪談與書面資料去釐清成

為一位獨立自主專業者的路徑，一般而言都是從建築、裝潢等企業內部的 Interior 

Coordinator開始，在企業內累積出個人的設計成果與業界人脈，然後伺機脫離公

司成為獨立的 interior coordinator。隨著 IC人數的增加以及資格取得者的生涯的

積累，產生了不同世代的 Interior coordinator，而獨立的 Interior coordinator成立

自己的設計事務所也到一定的程度，而有了傳承與協助的獨立 IC協會，不僅協

力交流經營心得與建立職種的社會形象，同時也對仍處於企業內的 interior 

coordinator提供獨立準備的支援，也就是 IC的企業外部網絡化。 

        此外，我也根據獨立前公司類型與獨立後客戶類型，描述了從企業內到企業

外發展而成為一位優異專業室內設計者的不同生涯軌跡，這有助於看出世代的變

化，也讓我們更清楚從經營策略來看 IC專門職的市場生態。最後，我處理以女

性為主的這個事實如何被公開再現與自我界定，也就是不認定劣勢的女性特質必

然隨著人口組成的擴大而拉低專業形象，反而是去處理女性與男性特質如何交互

編織而去構造出這個專業的形象，這裡包括政府對 IC的分類範疇，企業對 IC的

行銷定位，以及 IC本身如何自我描述定位，我們看到了女性特質如何被巧妙地

拿來與工程理性結合以取得合法性，同時又得以壓抑男性到一個比較不合格的被

詮釋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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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談住居學的部分，因為研究仍在進行，僅大略說明資料推測的一些假說，

我以歷史階段來說明當中經緯，這些假說目前大致上是找到資料證實，有些經過

資料比對需要修正與資料再補充。 

        在 1900 年代，井上秀從美國引入家政學的住教育到日本女子大學的課程裡，

家政學部開始出現有關住居學的科目，最早的住居學教科書幾乎是原封不動的移

植西洋內容過來，強調的是「主婦作為消費者」需具備基本的建築知識（石井菜

生 2006a, 2006b）。第二個階段大約是 1915年（家庭博覽會）到 1924年（生活改

善同盟 1920年成立）之間，我推測：大正時期生活改良運動的外部環境讓女子

學校師生捲入，透過此社會參與過程逐漸讓住居學建立日本獨有的觀點。 

        第三個階段大約是 1925年開始聘請早稻田大學建築系的教授，增加了很多

技術性課程，強化建築的部份（吉野正治 1980）。問題：因為積極幫助加強女子

大建築技術教育的早稲田教授佐藤功一教授也積極參與前一階段的生活改善運動，

加強建築技術教育跟前一階段的生活改良運動或者住居學本身的改變間有關係嗎？

可以說是住居學前一階段歸納結論的一項連貫的實踐嗎？還是這只是個偶然的獨

立事件？第四個階段：戰前中階段（1931年滿州事變-1945年），這一整段幾乎

都跳過，這階段照理女性與政府的角色應該都會強化，對住居學與女性建築教育

有何影響似乎看不到任何討論。問題：戰前戰中期的住居學有何變化？ 

        第五個階段是 1948年實施新制大學，日本女子大學開始日本最早的住居學

教育，成為一個獨立學科（家政學部生活藝術科住居學專攻），並在 1962年改稱

為 「家政學部住居學科」（小川信子 1994）。很多人推測，日本住居學教育走向

建築專業技術者養成是因為新制大學的影響（吉野正治 1980），但從日本女子大

的歷史來看，第三階段聘任早稲田建築系教授應該就已經開始，這當中落差該怎

樣看？我揣測，日本女子大學先建立了一個教育競爭的組織模型，這讓新制大學

成立後女大教育市場的摸索有了對象。換言之，新制大學促成了「日本女子大模

式」的擴散。另，根據石井菜生（2006b）「新制大學住居學科草創的四個學校」，

除日本女子大學[1948]外，大阪市立大學[1949]、奈良女子大學[1952]、京都府立

大學[1970]，都是公立學校，這是意味著日本女子大透過官方的認可而發揮影響

嗎？ 

        第六階段（1962-2009）從住居學科成為系所以來已經經過很多年，有哪住居

學發展關鍵的事件？它們分別對住居學本身、對女性參與建築、對日本建築分野

有哪些影響？日本女子大的「住居之會」或林雅子賞算是一個重要的事件？2009

年，因為建築士法的修正（河合塾 2009），影響到住居學科的課程內容及學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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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各大學的住居學科又將演化成怎樣的下一階段，還是會分化出不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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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此研究計畫支持了我開始進入日本研究的混亂初期一個穩定的兩年支持，後

半段的研究比較倚賴歷史資料的閱讀，這是因為我身體連續發生問題所致，因此

研究問題也跟著往適合資料的方向調整，但目前大抵上都還稱順利，應該可以在

延長時限內完成。我將原本只集中在 IC的研究計畫往住居學推進，這保證我一

個比較完整的學習經驗，我想對一個不論是就日本研究或「性別與科技」都是初

手的研究者而言應該是比較好的安排。 

        關於研究成果，如果搭配本報告所提及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檢討，這兩個個案

的研究結果應該是能夠準確地回應自己的研究設定，就是從日本獨有的女性專門

職經驗出發，透過解讀這個獨特性來提出能夠貢獻到「專業研究」與「性別與專

業」研究的研究設計。我的文獻檢討設定制度脈絡的分析取向，指出它如何糾正

了以 19世紀英法白人中產階級男性的經驗為底的既有分析模式，換言之，應該

研究在特定歷史環節中國家、市場、學校、企業、甚至女性本身的行動間如何互

動而產生結果。另外，我也希望能夠從一般被刻板化理解的日本社會研究中，反

而對比提出可以糾正太過本質論的東西。這些是我自認為將區域研究的優點與社

會學一般議題相結合的努力所在，也是對我自己比較有啟發之處。 

        關於日本研究，我覺得非常難得的是，我不是從政治經濟的上層去深度認識，

而是從日本女性經驗上著手，從家庭、婚姻、職場這些更 bottom up的角度去理

解，這樣很特別的視點開始，我覺得也有好處，有點從邊緣看核心的味道，可能

也因此往後比較容易找出獨特觀點。關於「性別與科技」，我雖然並沒有碰觸到

「科技」本身，但是專業顯然是以知識/技術領域為基礎的一種職業控制，分析專

業的性別構成其實就跟科技本身的社會構成是一樣的課題，譬如說室內設計與建

築設計，這當中包括理性與情感的專業（技術）成份，也包括技術、技術者與社

會關係的互動。尤其是，隨著體驗經濟、情感經濟、設計經濟、符號經濟的擴大，

我們從設計專業的性別構成上討論的無非也碰觸到了時代的核心科技課題。 

        那麼這研究最終有沒有什麼弱點？我覺得到日本做訪談很不容易，個案的累

積都成本很高，加上我身體出狀況無法全力進行，所以越到後段越靠二手資料閱

讀，這在一些比較需要從個體層次累積的細膩分析很難進行。我一直都是跟著現

實發現的驚訝開始，建構這個驚訝為一種特定知識領域內的問題，然後釐清一個

不會壓迫經驗又有一定抽象高度的概念架構去掌握更多更豐富的經驗驚訝，優點

是比較容易找到撞擊理論的經驗點，但缺點是我對那個經驗點所應該最有效率對

話的文獻並不見得有把握，因為非從已經事先累積的文獻熟悉度開始，而是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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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驗資料提出的問題去找文獻的落點，所以已經在專業研究、職業社會學、性

別與科技研究領域中經營一段期間的研究先進給的指正就變得非常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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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國外出差心得報告  

出國時間：97年 12月 6日至 12月 11日  

地點：日本東京 
這次前往東京出差，全程共六天，自 97年 12月 6日至 12月 11日，行程非

常緊湊豐富。 

日本建築學會拜訪中島明子教授，她是日本建築學會男女共參促進委員會的

委員長負責起草相關計畫與文件，訪談獲取日本女性建築師生涯發展的相關知

識，同時訪問圖書設備，以備明年研究所需。 

訪問學習院大學今野教授，他是日本研究企業人事制度與成果主義導入的前

輩，交換研究專門職生涯與生活工作平衡（work life balance）研究指標訂定與問

卷實施的經驗，並取得過去與女性專門職相關的研究報告。 
        脇坂教授是日本研究女性職業生涯的專家，對各種行業女性職場參與的困難

有許多研究成果，並且也參與到許多產學合作計畫中，我獲得許多研究此方面領

域在資料與研究設計上的寶貴經驗與建議。 
        町田ひろこ Academy的教務長町田瑞穂碰面，感謝她過去一年來在研究進行

上的諸多協助，並商談未來一年研究的可能，取得日本建築士協會與渋谷青山景

観整備會的相關資訊，為 2009年的研究提供重要線索。 

        訪問日本勞動調查協議會的白石研究員，對該機構蒐集的資料與諸多與勞動

條件，尤其是與專門職相關的見解。 

         訪問法政大學社會學系專門研究勞動的專家上林千惠子教授，獲得相關資

訊，並取得未來訪談的協助首肯。 
        訪問日本ものつくり研究センタ，參與到MIT教授 Tim Sturgeon的 seminar

並與日本相關學者交流討論產業研究的最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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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時間：98年  3 月  1  日   至   3  月   7  日  

地點： 日本東京 
        這次出差期間為 3月 1日至 3月 7日，主要研究工作在進行日本東京以表參

道與青山道沿線區域為中心的路上勘查。此區域為日本時尚設計產業的聚集經濟

區，我利用四天的時間做逐街的實際探訪，沿路紀錄照片與影像，並且進行試探

性的街頭訪問。 

另一方面，也拜訪了東京都廳的資料室、建築學會、女性與工作未來館，進

行書面資料蒐集與口頭訪談。此外，也拜訪了研究對象--當地社區營造的 NPO組

織「澀谷、青山景觀整備機構 SALF」的事務所，進行簡短的訪問及資料收集，

並且訪談日本相關研究社會學者，上智大學的岸川毅與駒澤大學的川崎賢一教

授。 
 

 

出國時間：98年  11 月  1 日   至   11  月   7  日  

地點：日本東京、大阪 

本次研究行程共七天，7月 1日夜抵達東京，次日先訪問和洋女子大學中島

明子教授，接著是日本女子大的副校長小谷部育子教授，晚間與小川信子教授訪

談。7月 3日，參觀 100％Design Tokyo。7月 4日拜訪日本女子大學副教授篠原

聡子，並在該校圖書館中蒐集影印資料。7月 5日訪問町田 Academy的校長町田

ひろ子女士，然後與青山學院大學的井口典夫教授訪談。7月 6日，搭新幹線趕

往大阪的大阪市立女子大學，訪問小伊藤亞希子副教授，當晚回到東京。7月 7

日返國。這次行程緊湊，集中在蒐集日本住居學的歷史、制度與現狀相關資料，

成果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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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論文複審再投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關於研究成果，就是從日本獨有的女性專門職經驗出發，透過解讀這個獨特性來提出能夠

貢獻到「專業研究」與「性別與專業」研究的研究設計。我的文獻檢討設定制度脈絡的分

析取向，指出它如何糾正了以 19 世紀英法白人中產階級男性的經驗為底的既有分析模式，

換言之，應該研究在特定歷史環節中國家、市場、學校、企業、甚至女性本身的行動間如

何互動而產生結果。另外，我也希望能夠從一般被刻板化理解的日本社會研究中，反而對

比提出可以糾正太過本質論的東西。這些是我自認為將區域研究的優點與社會學一般議題

相結合的努力所在，也是對我自己比較有啟發之處。難得的是，我不是從政治經濟的上層

去深度認識日本，而是從日本女性經驗上著手，從家庭、婚姻、職場這些更 bottom up 的

角度去理解，這樣很特別的視點開始，我覺得也有好處，有點從邊緣看核心的味道，可能

也因此往後比較容易找出獨特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