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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 2014年 3月的太陽花運動不僅阻擋可能影響未來臺灣經濟發展

路徑的服貿協議，也帶給社會科學研究者許多研究的題材，包括社會運動策

略、政治參與、公民權，甚至調查方法等等主題，都可以從太陽花運動挖掘

到寶貴的資料（例如 Ho, 2015；蔡佳泓、陳陸輝，2015）。而由陳婉琪、張恒

豪、黃樹仁等三位學者出版的〈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太陽花運動參與

者的人際連帶與社群媒體因素初探〉（以下稱〈網絡社會運動〉）一文，可以

說是社會學界研究這場運動的代表作之一。

這篇研究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是分析資料來自於太陽花運動現場，也就是

實地參與者的第一時間反應，這在國內的研究非常少見。雖然有不少的研究

限制，但是有機會觀察到參與社運者的真實面貌。第二點是研究問題意識是

社會運動與社群媒體之間的關聯，特別之處在於雖然有許多研究討論社群媒

體在社運中的角色，但是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參與投入的程度，而不只是參與

與否。作者的發現是同樣的年齡、教育程度、性別的受訪者之中，受訪者並

不是同學、朋友、家人等邀約而來，而可能是社群媒體動員而來。作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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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14」的面訪資料，得到同樣的發現。

作者的關懷是社群媒體、人際連帶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關係，一開始借用

的理論是新科技轉變了過去需要外在誘因的集體行動，成為只需要自我實現

的意念即可驅使行動實現（472頁）。這個理論雖然具有說服力但是並不容易

驗證。因此，作者似乎轉而以個人被社群網路所強化（490頁），以及資訊成

本降低（492頁）等兩個理論解釋何以人際關係的影響不如預期以及使用社群

媒體的相對重要。不過，使用社群媒體與態度強化之間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

檢證，而社群媒體能否降低資訊成本也值得更多的資料分析，更關鍵的是，

資訊成本或者是政治知識是否為參與抗議示威的重要條件？有多少公民會根

據自己對於政治的瞭解程度決定走上街頭？而社群媒體又提供什麼樣的訊

息？是特別跟太陽花運動、服貿協議有關，還是一般政治新聞？值得更進一

步的研究。

其次，何以人際連帶產生負向的作用？〈網絡社會運動〉一文並沒有提出

清楚的解釋。問卷調查的經驗顯示，如果詢問受訪者「請問您是如何決定做

某件事？」，可以預見幾乎沒有人會回答「別人要求我做」或是「別人決定」，

因為這類的回答似乎違反每個人有自主權利的社會規範。因此，如果詢問運

動參與者是否因為別人邀約而來，可能也會出現這種「社會可欲」（social desir-

ability）的效果，受訪者不願承認被動員而回答自己決定。這可能從詢問受

訪者有沒有跟同學、朋友、老師、家長一起來，或許測量得到更完整的人際

連帶。

為了比較人際連帶與社群媒體的相對影響，個人參照本篇文章的變數處

理方式，使用同一筆調查資料「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14」，並且嘗試用「請

問您平常一天裡面，從早到晚接觸多少人」解釋支持太陽花運動的程度，以

及參與過多少項公民運動（最多六項），發現社群媒體的每天使用時間相較

於與多少人接觸與這兩個依變項的關聯仍然比較強，因此間接證實作者的發

現。不過，可能有更好的測量人際連帶的方式，有待未來的調查研究以及理

論建構。

過去對於政治參與的研究，並不缺乏對於動員方式的研究，但是並不容

易測量到動員的過程、強度、內容等等。而〈網絡社會運動〉一文強調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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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的重要性，也呈現相當充足的證據。不過，這些發現也有相當多的研究

限制，例如太陽花運動的議題和兩岸關係、社會分配有關，或許無法類推到

環保、性別、勞工等社會運動。而現場參與者有特定的特徵，很難從資料分

析推論其他人的參與模式。如何在各種限制當中，不斷探索社會運動的參與

模式，是一個值得社會科學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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