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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當代中國的環境與衛生治理 
 (Environment and Health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授課教師：劉紹華、黃樹民  上課時間：周二 2:10-5:10 pm 

  
課程簡介： 

在快速變遷的全球化時代，對世界各地人群與社會直接衝擊最鉅的因素莫非

生態環境與健康變遷帶來的影響。中國是分析與理解全球化時代的重要區域，它

既是全球化的關鍵驅力，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抗力與受力之地。本課程透過閱讀與

中國環境、衛生及醫療相關的研究，帶領學生認識當代中國治理中顯現出的文

化、社會、族群、科學與現代性特質及其全球化變遷。課程涵蓋「環境、衛生、

醫療」三個面向，主要是強調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福祉與健康方面的影響。透過民

族誌與歷史的觀點，來探討這些既具地方特性又具全球規模的社會變遷議題。閱

讀材料包括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醫藥衛生與科學方面的研究。 
 
成績評量方式：每周心得作業 35%，上課討論 35%，期末作業 30% 
 
Week 1(9/12) 課程介紹 
 
Week 2(9/19) 中國環境與衛生導論 
1. J. R. McNeil. 1998. “China’s Environment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In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s. Sediments of Time, pp.31-49.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2. Richard L. Edmonds. 1999.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 Years on.” The China Quarterly 159:640-650. 

 
Week 3 (9/26) 科學與公衛變遷 
1. Judith Banister. 1998. Population,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56:986-1015. 
2. Dee Mack William. 2000.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on the Mongolian Steppe: 

An Investig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dge Construc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2(3):503-519. 

 
Week 4(10/3) 歷史與文化影響 
1. Robert Weller. 2006. Discovering Nature. Chapters1 & 2.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Week 5(10/10)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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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6(10/17) 從環境到衛生 
1. Jennifer Holdaway. 2010. Environment and Health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to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3): 1-22. 
2. Junfeng Zhang, et al. 2010.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China: Challenges to 

Achieving Clean Air and Safe Water. Lancet 375(9720): 1110-1119. 
 
Week 7 (10/24) 建構現代環保機制 

Bryan Tilt. 2009. The Struggle for Sustainability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s 1 & 3. 
 

Week 8(10/31) 環境汙染與農村工業化 
Bryan Tilt. 2009. The Struggle for Sustainability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s 4 & 5. 
 

Week 9(11/7) 期末報告主題與方法討論 
 

Week 10 (11/14) 農村體制變遷 
1. 黃樹民，2011，《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農村變革》，台北：華藝。 
 
Week 11(11/21) 環境與社會抗爭 
1. Benjamin van Rooij. 2010. The People vs. Pollution: Understanding Citizen 

Action against Pollu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3): 55-77. 
2. 司開玲，2011，〈農民環境抗爭中的「審判性真理」與證據展示——基于東

村農民環境訴訟的人類學研究〉 ，《開放時代》8：130-140。 
3. 景軍，2014，〈中國農村有關環境問題的抗議〉，裴宜理(E. Perry)、塞爾登

(M.Selden)編，夏璐等譯，《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頁 231-253，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Week 12(11/28) 環境影片觀賞 
1. 張贊波，《天降》。 
 
Week 13 (12/5) 衛生與社會介入 
1. Guobin Yang. 2010. Brokering Environment and Health in China: Issue 

Entrepreneurs of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3): 
101-118. 

2. 劉紹華，2014，《我的凉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第 6-8 章，台北：

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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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14(12/12) 農村自殺問題 
1. 吳飛，2009，《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第 1、2、10、

11 章。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 Shanshan Du. 2012. Epidemic Suicide in a Lahu Community. Ethnology 51(2): 

111-127. 
 

W 15 (12/19) 農村保險與社會安全 
1. 劉紹華，2013  〈當代中國農村衛生保健典範的變遷：以合作醫療為例〉。《健

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祝平一編，頁 299-328。台北：聯經。 
2. Everett Zhang. 2011. Introduction: Governmentality in China. In Governance of 

Life in Chinese Moral Experience. Edited by Everett Zhang, Arthur Kleinman, and 
Tu Weiming. New York: Routledge.  

 
Week 16(12/26) 衛生現代性與民族主義 
1. 楊瑞松，2010，《病夫、黃禍與睡獅》，第 2 & 3 章。 
2. 雷祥麟，2013，〈衛生、身體史、與身分認同〉。《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

祝平一編，頁 119-143。台北：聯經。 
 
Week 17 (1/2) 期末報告 I 
 
Week 18 (1/9) 期末報告 II 


	2. 司開玲，2011，〈農民環境抗爭中的「審判性真理」與證據展示——基于東村農民環境訴訟的人類學研究〉 ，《開放時代》8：130-140。
	3. 景軍，2014，〈中國農村有關環境問題的抗議〉，裴宜理(E. Perry)、塞爾登(M.Selden)編，夏璐等譯，《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頁231-25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