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訊息傳播與民主國家威權化 

學術研究群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 -GB11006 

執行期間：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1 月 31 日 

計畫召集人：黃韋豪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2   月   19   日 



1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訊息傳播與民主國家威權化 

 

類別：X學術研究群 □經典研讀班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 -GB11006 

執行期間：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1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 

計畫召集人：黃韋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助理教授） 

計畫成員：劉嘉薇（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吳文欽（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至潔（國立中

山大學政治所副教授）、平思寧（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張晉赫（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助理教授）、陳若蘭（國立中山大

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王靖興（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

理教授）、蔡佳妤（國立高雄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陳方隅（東

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沈智新（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

教授）、黃柔翡（美國 University at Buffalo 博士候選人） 

兼任助理：林沁禔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2  月  19  日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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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本案申請規劃辦理＿6＿場會議，實際辦理＿5＿場會議 

X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4篇尚未發表之文稿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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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說明： 

 

  本次學術群討論計畫對於所有成員而言，最大的收穫為透過每次的演講和問答

中，不僅有機會梳理自己對於議題的思路和理解，更可觸發新的想法和研究計畫，

雖然成員多為助理教授以上之學術專業人士，但如此深度與談之機會仍與可貴，

對於成員各自的專業成長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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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召集人：黃韋豪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6 

中心專案計畫名稱：訊息傳播與民主國家威權化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
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研討會論文 1 

宋嘉瑄、黃韋豪 “威權擴散或民主穩固？以夥

伴關係檢視中國對外影響力” 。中華民國國際

關係學會 2021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專書  本  

專書論文  章  

其他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專書論文  章  

其他 3 篇 

Fang-Yu Chen and Yao-Yuan Yeh. “Partisanship, 

Information Correction, and Opinion Change in 

Democratic Regimes.” Working paper.  

 

Austin Horng-En Wang, Yao-Yuan Yeh, Charles 

K.S. Wu, Fang-Yu Chen. “Media Literacy and 

Partisan Convergence across Social network 

sites.” Working paper. (Under review) 

 

Greg Sheen, Hans H. Tung, Chien-Hui Wu & 

Wen-Chin Wu4. “WHO Approves? The WHO’s 

Credibility and China’s COVID-19 Vaccines.” W 

(Under review) 

參

與

計

畫

本國籍 

教授 1 

人次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8  

博士後研究員 1  

專任助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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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 

非本國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
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
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
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
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
填列。） 

    本計畫為半年期，主要目標為針對共同主題，提供參與者或許
具有建設性之修改意見，並且啟發自身的研究計畫。參與者於其間
已經上述若干未完成之文稿，以半年之時間限制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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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執行摘要 

在新興民主國家，由於人民期待當家作主後，能一次解決許多社會問題，例

如期待能快速改善過往弊端、提升生活福祉等，一旦事與願違，人們對於民主的

期待則可能迅速破滅，他們可能會將社會變遷時期遭遇到的種種困難怪罪於民主

體制，也不免緬懷往日威權時期的生活環境，像是前蘇聯國家的人民，不乏在民

主化後，反而覺得共產時代的生活其實過得不錯者。換言之，在民主政治完善與

鞏固之前，政治人物的表現往往被過分地與民主制度的價值掛勾，一旦這些人的

表現不好，便被解讀為民主失靈，民眾對民主迅速失去耐心。媒體，特別是新興

媒體，在這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方面為日益發展蓬勃的新興媒體將有助於

完善公民社會，提供民眾更充分的資訊理解民主與政治的運作；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可能因閱聽人的自我選擇，反而強化同溫層，進一步加深社會對立。本申請案

希望透過跨國、跨校之固定學術討論，深入探討資訊傳播之發展現況與理論分析，

對於民主政體的穩固，以及威權國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擴散。這樣的討論，對於

身為新型民主國家的台灣，尤為重要。 

本研究群旨在提供學界同好線上跨國、跨領域工作坊，以提供與會者定期的

學術交流互動，砥礪學術產能，並希望各成員可以藉此交流，擴大自身的學術社

群連結，在未來衍伸出更多的跨國跨領域合作機會；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舉辦實

體的座談，不僅讓與會成員有所交流外，更提供校內學生觀摩與練習專業化訓練

的機會。 

 

關鍵字：新聞媒體、政府治理、國家威權化、民主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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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研究群會議記綠 

⚫ 會議時間：8月 14日（星期六） 09:00 – 11:00（台灣時間－線上） 

⚫ 主講人：Assistant Professor Eunji Kim, Vanderbilt University 

⚫ 講題：Othering in Everyday Life: Anti-Chinese Bias in the COVID-19 

⚫ 會議摘要 

本次演講由 Vanderbilt University 專精於美國政治、政治傳播和政治心理學

等領域的 Eunji Kim 主講，Kim 曾發表於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Behavior 和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等重要期刊。 

隨著 COVID-19疫情於世界各國的發展，紐約時報於 2021年 8月的報導中，

在美國部分地區陸續可見各種針對亞裔美國人於疫情下遭受到的暴力等攻擊性

行為，反亞裔美國人（anti-Asian American）的狀況。此報導類似責怪他人（blaming 

others）的行為常見於各種突發狀況，例如納粹與猶太人等，即便如此，Kim 提

出以下三點進一步說明單單從紐約時報等新聞媒體單一個案的報導，仍無助於客

觀地理解這類種族歧視的行為： 

1. 類似的事件常常被低估或是不曾報導（under-reporting）。 

2. 即便有所紀錄，仍很難一口斷定該事件的動機是種族歧視而導致的行為。 

3. 問卷資料存在受訪者自主回報主觀偏差的問題。 

    為了系統性的解析媒體對反亞裔情緒的狀況，Kim 教授和其共同作者利用

美國最大食物評論網站（Yelp）所提供的各國餐廳評比，透過這些數據，研究

者民眾可以知道跨時和跨文化食物的評比（圖一），相對於各種的問卷調查資

料，可以獲得民眾日常生活中，最為直覺的情緒反應。再者，餐飲和內用又是

遭受疫情影響最深，最為日常不可或缺的行業，因此民眾透過 yelp 上的種族偏

見，將與疫情影響最為直接相關。雖然 Yelp 上的資料屬於實際的發生的行為，

舉凡資料皆有限制，但是透過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的研究方法設計則可合理

的減緩相關顧慮。 

 Kim 收集了 2020年 1月到 4 月於美國亞裔人口前六多的都會區（波士頓、

紐約市、費城、芝加哥、舊金山和洛杉磯）共 23萬筆餐廳評比，其中包含了

15萬個使用者和接近 3萬間餐廳。對照亞洲和非亞洲餐廳的評比，於圖表二左

側，Kim 等人初步發現中餐館的評價在疫情爆發（2020年 5月）之後，相較於

其他類型的餐廳，評比明顯下滑很多，並且在統計分析上有著顯著的差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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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現象僅存在於中餐館與其他文化餐廳的比較間，例如義大利、日本、泰

國、或美國餐廳則沒有相似的發現（詳見圖表二右側）。 

  

圖表一 Yelp 使用者介面與評比資料 

圖表二 跨時跨餐聽類型比較之初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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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研究群會議記綠 

⚫ 會議時間：9月 17日（星期五） 13:30 - 15:30（台灣時間－線上） 

⚫ 主講人：東吳政治大學陳方隅助理教授 

⚫ 講題：假新聞的辨識與資訊更正的效果 

⚫ 會議內容 

社群媒體已經成為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管道，到底該怎麼樣看待不同的

訊息帶來的效果，目前仍是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我們的研究計劃主要關注兩個

重點。首先：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在使用社群媒體的習慣上面是否有所不同？

這樣的使用習慣，是否會影響到人們辨識假新聞的能力呢？ 

舉例來說，我們常會聽到有人說 Line 上面的「長輩圖」很多、假訊息也很

多，這是真的嗎？那麼，Line的使用者會因此比較容易相信假新聞？Facebook 比

Line還要有更多的開放訊息，照理說 FB 使用者會有比較多的資訊，那麼會因此

更能辨識假新聞嗎？還是因此更覺得混淆呢？不同社群媒體的平台使用者，對於

假新聞的辨識能力會有差嗎？ 

陳方隅和其共同作者利用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Pollcracy Lab 自行設計的

問卷，於 2020年總統大選前間收集了一千多位受訪者，測量了民眾對於八題假

新聞的識別度。議題分別涵蓋兩題分政治新聞、兩題中國新聞、兩題國民黨新

聞和兩題民進黨新聞，例如「根本沒畢業！蔡英文畢業證書出現修改痕跡，原

來是自己把未畢業塗掉、自己頒給自己畢業證書！行騙三十年，從政大一路騙

到總統府！」。 

針對該筆資料，該研究有以下若干初步發現： 

1. Line的使用頻率與國民黨假新問識別度呈現負相關。 

2. Line 的負相關橫跨領域、臉書與 DPP 正相關。 

3. DPP 愛用臉書、KMT不愛（相較無黨派）。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講者進一步提出資訊群聚效應與假新聞的辨識間的關聯，

例如泛綠支持者使用臉書最多，且在臉書上對假新聞的辨識能力愈強。此外，

事實查核機制則會顯著增加假新聞的辨識度。 

第二，如果我們提供事實查核資料給讀者，對讀者來說會有怎麼樣的效果？

很多人說人們只會願意相信自己原本支持的對象，是真的嗎？如果說我們讓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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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更正假新聞的相關訊息之後，讀者們會因此對政治人物改觀嗎？會變得更好，

還是更差？ 

 陳方隅和其共同作者首先提出假設，認為一個負面假訊息，資訊更正之

後，對於支持者因為原本期待比較高，影響較為有限；但是對於反對者而言，

因為原本期待較低，更有可能提高對政府評價。透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PollcracyLab 進行的隨機分成四組的實驗問卷設計，將受訪者隨機分成不同組，

分別給予不同的資訊，以計算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平均差異，進而得以推論

出假新聞更正後的效果。 

 透過 800人的問卷樣本，將假新聞就正面與負面加以區分後，雖然該研究

於民主滿意度及總統滿意度皆未發現明顯的正面假新聞更正效果。但是在負面

的假新聞上，更正後對於民主和總統滿意度皆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政黨傾向強

的人對於兩個議題的不滿意程度都會增加。若針對藍綠選民進一步比較，則可

以發現泛藍選民在資訊更正後，對於民主政治和總統施政表現的非常不滿意程

度減少，滿意度增加；但是反綠選民則更加不滿意。雖然第二個研究結果的影

響方向出乎意料，但仍有精進空間，特別是於會議表定時間結束後，眾人仍於

線上進行了約莫半個小時以上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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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研究群會議記綠 

⚫ 會議時間：10 月 30日（星期六）⋅10:30 - 下午 12:30（台灣時間－線上） 

⚫ 主講人：成功大學沈智新助理教授 

⚫ 講題：Why Do Popular Incumbents Not Welcome Credible Media? 

⚫ 會議內容 

本次演講主要探討執政者與可靠媒體的關聯，為什麼有些執政者會不喜歡可

靠的媒體？一般來說，當一個執政者受到歡迎時，可靠且受民眾肯定的媒體將有

助於宣傳其政績；而當其不受歡迎的時候，理論上將會傾向於去打壓媒體，以利

於其執政。但是不少政治人物，例如新加坡的李顯龍、俄羅斯的普丁，卻不願意

媒體對於其施政有太詳細的報導，甚至以政府力量和資金，干預、控制和籠絡媒

體運行。如此一來，這些執政者對於媒體干預，進而使民眾不相信媒體理性考量

是什麼？是否為了維持政權穩定或是在民主國家的情境下，尋求政治連任？ 

透過 Bayesian persuasion 概念下的賽局模型（Kamenica and Gentzkow 2011），

認為一個政治人物如果在不受歡迎時，會透過可靠的媒體來報導並宣傳其政績，

來強化民眾改變對他們的觀感，進而強化其政權穩定或是增加連任可能性。對於

不受歡迎的執政者而言，可以說服民眾正面報導將有助於其連任，因而較有動機

採取較為高政治風險的政治賭注（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 Downs and Rocke 

1994; Little 2016），以尋求連任的可能性。對於受歡迎的執政者而言，因為同時

可能有正面和負面的報導，當其受歡迎的時候，則不希望有可靠的媒體報導，來

改變民眾對其政權的偏好。 

 在同時考量政府影響媒體可信度的手段（例如提供資金使媒體更有能力進行

深度且可靠的報導）和時序，講者分別以圖表三和圖表四說明當媒體報導可信度

增減時，民眾對於政府施政的評價受媒體影響程度也會相對應改變，進而影響到

受歡迎和不受歡迎的執政者的勝選機率。就圖表四，當媒體報導最不可信的時候，

民眾會基於其對政治人物的認知進行選擇，使已經受歡迎的執政者有最高的當選

勝率。就圖表三，可以清楚看到只有在有可靠的媒體時，不受歡迎的執政者雖然

當選勝率仍低於 0.5，但相對其他媒體可信程度下，仍是其尋求繼續執政的唯一

機會。 

 目前的模型雖然建構於正常選舉的假設下，但於問答的時候，講者與與會者

則進一步討論如何調整模型建構，以將例如中國、俄羅斯等威權國家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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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媒體可信度與受歡迎執政者的勝率 

 

圖表四：媒體可信度與不受歡迎執政者的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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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研究群會議記綠 

⚫ 會議時間：12 月 28日 （星期二） 12:00 - 14:00 （實體） 

⚫ 主講人：陳至潔（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副教授） 

⚫ 講題：文字探勘與信號理論：以微信中美貿易戰資料為例 

⚫ 會議內容 

中國政府的網路宣傳在習近平時代獲得了空前的關注與迅猛的發展，成為當

今中國政治宣傳的主力。陳至潔老師首先討論習近平時代中國網路宣傳政策的演

變，其次分析微信公眾號的內容，並呈現微信宣傳模式的變化與其政治影響。陳

至潔老師收集了從 2018 年 11 月到 2020 年 12 月，47 個最有具影響力之微信公

眾號，總計約 40 萬餘篇文章，其中約 73.4%為官方公眾號所發之文章。最後，

則進一步探討是否能藉由分析中國網路宣傳的內容模式而得出中共的政治訊號。 

訊號理論（Signal theory, e.g., Fearon 1994）為外交決策下常見的理論模型，

強調行為者透過其訊號（signal）展現其就特定議題上的決心（resolve），並且此

利用對方無法得知的資訊（private information）進而欺騙對手以最大化自身獲益。

依照訊號理論中的昂貴訊號理論（costly signal）中的沉默成本（sunk cost）和國

內受眾成本（domestic audience cost）與中國的外交訊號相結合，將微信公眾號之

文章做出以下分類（詳見圖表五）： 

◼ 沉默成本 

◆ 微信政治文章的內容相似程度越高，意涵著政府對於新聞編採過程中

進行干預越多。 

◆ 文章相似性（similarity）和同步性（synchronicity）因此是一種昂貴的

政治訊號指標。 

◆ 例如：關於中美貿易戰的標題、內容和發布時間皆高度相似。 

◼ 國內受眾成本 

◆ 國內受眾成本可以透過官方立場與非官方立場在外交爭端上的情感差

異來衡量。 

◆ 當非官方微信發文在討論國外對手時，語氣較官方媒體更為批判或負

面時，意味著中國在向外部觀察者表明其國內存在強調的輿論壓力，

以可信地表明其在國際談判中立場堅定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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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美中貿易戰激烈化的 2019 年 5 月 6 號為分界，講者分析了前後一週

共 148 篇關於關稅和 348 篇關於華為的微信文章，在以 cosine similarity 比較文

章相似度後，關稅文章每日文章的相似度（0.734）遠高於華為文章（0.41），而

僅有非官方媒體於關稅事件上，有與官方顯著不同的討論趨勢（詳見圖表六），

換言之中國政府投注於關稅報導的沉默成本遠大於華為事件上，但在國內受眾成

本上，關稅的報導則遠比華為來的低。因此可說中國政府在關稅案例上傳遞了在

保證的外交訊號，而在華為案例上則是迴避的外交訊號。此分類的嘗試可以做為

將媒體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結合的一大挑戰，並且於問答中，獲得更多深化研究

之建議。 

圖表五：依訊號理論將微信報導分類予以分類 

圖表六：關稅與華為相關微信報導於事件前後討論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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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研究群會議記綠 

⚫ 會議時間：1月 25日 （星期二） 14:00 - 16:00 （台灣時間－線上） 

⚫ 主講人：劉嘉薇教授（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 講題：社群媒體與民粹主義 

⚫ 會議內容 

近年來隨著民粹主義在全球蔓延，而台灣也深受其影響，學界也不乏眾多

的討論，本次演講中劉嘉薇老師嘗試將社群媒體資料與各面向之民粹主義相關

討論結合，透過以理論為主、議題為輔的方式，首先確認台灣社群主義民粹主

義的現象確實存在，且網友的留言五花八門，相當複雜，提出一些初步的分類

結果與眾人分享和討論。 

 首先關於民粹主義的定義，劉嘉薇老師採 Engesser 等人（2017）將民粹主

義定義為一套思想的見解，將民粹主義分為以下五大面向： 

◼ 強調人民主權：以人民的意志和絕對的主權為中心，民眾應享有不受

限制的主權，因菁英們被指控剝奪了人民的權利，使奪回主權成為民

粹主義的中心主題。 

◼ 為人民發聲：將人民歸納為純潔、善良、勤奮的單一群體，而民粹主

義者則做為人民的代表，試圖與人民保持密切聯繫。他們把人民的需

要和要求看成是不可侵犯的，凌駕於一切之上。 

◼ 攻擊菁英：指菁英們被指控背叛人民，對人民的權利、福祉和進步進

行不合理的控制、濫用權力佔領、扭曲和剝削民主。 

◼ 排斥他人：除了菁英之外，「危險的其他人」也與人民形成對比。菁英

被視為來自上方的危險（縱向維度），而其他人則被視為來自外部或內

部的威脅（橫向維度）。 

◼ 擁戴共同理想：民粹主義者也可能會呼喚對所謂美好理想的渴望。這

些理想不同於理想社會或烏托邦，因其並非針對未來，而是針對過

去，乃「試圖構建現在已經失去的東西」。 

在理論為主的架構下定義了民粹主義的樣貌後，劉嘉薇老師採用意藍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社群口碑資料庫，使用特定關鍵字觀察 2018年選舉興起的「韓

流」，分析 2018年 8月底至 2021年 12月底，共九個社群網站的數據資料，其中

包含 Facebook 粉絲專頁、Facebook 關鍵意見領袖、Facebook 公開社團、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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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不公開社團、Instagram、Plurk、Twitter、YouTube、TikTok。在利用並

在地化調整 Hawkins 與 Silva（2019）中對於民粹主義之詞彙，建立符合國內使

用者習慣之民粹主義關鍵字後，再參考 Engesser等人（2017）對民粹主義定義的

五大面向，以人工的方式找出與民粹主義詞幹意義相近的關鍵字進行擴充後，於

各面向分別建立了可靠的關鍵字如下， 

◼ 強調人民主權： 

◆ 滅絕人性｜草菅人命｜罔顧人命｜謀殺人民｜殘害人民｜掏空台

灣 

◼ 為人民發聲 

◆ 打臉｜可悲｜（（愚弄｜算計｜操弄）&民眾） ｜（（愚弄｜算

計｜操弄）&百姓）｜（（愚弄｜算計｜操弄）&人民）｜芒果

乾｜騙阿財｜（百姓&好騙） 

◼ 攻擊菁英 

◆ 無能｜無恥｜甩鍋｜不負責任｜換了位置*換了腦袋｜亂｜腐敗｜

貪｜圖利｜邪惡｜獨裁｜雙標｜誠信何在｜扯謊｜幹話｜小丑｜

騙選票｜亂象｜呸｜滾｜下台｜豬狗不如  

◼ 排斥他人 

◆ 禍害｜禍源｜麥擱來｜鬧事｜噁心｜臭｜廢物｜雜種｜垃圾｜敗

類｜蠢豬｜臭卒啊｜寄生蟲｜去死｜玻璃心｜有病｜煩｜恨｜邊

緣人｜不討喜｜哪根蔥｜社會亂象｜亂世｜冥粹｜帶屎｜假台灣

人 

◼ 擁戴共同理想 

◆ （亞洲四小龍｜四小龍）｜蔣經國*經濟起飛｜（台灣錢淹腳目｜

臺灣錢淹腳目）｜（臺灣經濟奇蹟｜台灣經濟奇蹟）｜（中華民

國&經濟奇蹟）｜十大建設｜（中華民國&（70年代｜七零年

代｜黃金年代｜60年代｜六零年代｜黃金時代｜黃金十年））｜

（（中華民國）&（驕傲｜美好））｜找回中華民國｜（（台灣｜臺

灣）&富強）｜（懷念&中華民國）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14 

 

計劃執行心得 

透過這次研究群之計劃執行，可以利用自身學術和教學之餘，聽取關於探討

媒體與政治運行的各個研究面向，讓研究者跳脫自身關注的領域和研究方法，結

合理論和資料的運用上國內兩個各自發展的不同學術社群之連結，變成本次研究

群的研究體會：因為媒體與政治傳播並不僅止於選舉相關研究，以我國並對照其

他民主化國家、探討政治傳播對於民主穩固或是衰退的影響，特別是強調研究方

法之建構，強化成員們的研究成果以及論述的可看性。 

本次計畫執行雖然深受疫情影響，多數的集會講習皆採線上方式進行，無法

像其他實體會議一樣，與會者可以各自針對演講和研究進行討論，交換意見。不

過在經歷了一年的疫情影響下，多數成員皆多習慣以線上的方式進行會議與討論，

實務上也曾在多場演講裡，眾人於講座時間結束後，繼續留在平台上討論半個小

時至一個小時之久。除此之外，以線上方式進行之演講也因為移動和其他種種成

本較小，可以省掉舟車勞頓和交通費核銷的各種限制，各成員可以各主動的參與

每一場線上的座談與演講，因此建議人社中心日後不應限制會議進行的形式，而

是將選擇的空間給予各研究群自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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