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

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

范 雲

過去的社會運動研究強調政治機會結構對於運動的組織與策略的

例時，卻忽略了這樣的例時，是透過行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在環

境的限制下所主動選擇的。本文以運動者的調查訪談資料為主指出：

組織劇碼、議題與策略皆不是中性的。不同生命傳記背景的運動者會

傾向選擇不同的組織模式，這些選擇也會回過來例時運動者的組成，

進而例時運動的議題與策略。八○年代台灣婦女運動的先驅者有著教

育、階級的優勢與特殊的族群構成，她們選擇基金會等無須草根動員

的組織模式，使得其運動路線偏向社會服務、立法與文化宣傳。九○

年代新進的運動者及其不同的生命傳記背景與新的組織模式，是推動

婦女運動在變遷的政治環境中的新動力。因此，九○年代後期的性政

治爭議與政黨認同的衝突，可以被視為是運動者不同的生命傳記背景

與政治機會結構的互動，所產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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