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屆「紀念吳泉源老師經濟、科技與社會跨領域獎學金」獲獎公告 

   

本獎學金是為紀念吳泉源老師的學術貢獻而設立，意在鼓勵清華大學的碩、博士生進行

「經濟、科技與社會跨領域」的學位論文研究。今年(2025)為本獎學金第六屆徵件選拔，

由社會所所長召集相關領域的老師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嚴謹的評審。為表彰吳泉源老師在

經濟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的貢獻及研究精神，委員會在評審時，除了要求研究計畫應具有

深刻的問題意識、清楚的文獻討論、可行的研究設計，並特別強調要深入經濟與科技的黑

盒子，探索臺灣社會的身世之謎。 

 

恭喜邱宥銓同學、許淳淮同學榮獲第六屆「紀念吳泉源老師經濟、科技與社會跨領域獎學

金」優等獎！ 
 

 

社會所碩士生邱宥銓： 

得獎計畫：「台灣產業發展中的隱形基礎建設：以中鋼鏈結扣件產業的發展經驗為例」 

獲獎理由：戰後工業後進國家積極籌建大鋼鐵廠，以帶動大型重工業。不同於韓國和巴西

的案例，台灣在造船、汽車產業發展未果，且缺乏政府整合之大型重工業的情況下，中鋼

卻發展出與出口導向的中小型扣件產業積極協作的模式。國營的中鋼為何又如何透過中小

型企業鏈結，維繫其發展動能？此發展模式涉及之社會鑲嵌機制為何？本研究以此為待解

之謎，與經濟社會學、發展型國家理論、產業研究等領域對話，描繪並分析台灣鋼鐵業發

展經驗。值得鼓勵。 

 

社會所碩士生許淳淮： 

得獎計畫：「高山無證者的民族誌」 

獲獎理由：「無證者」指未具有入境或居留、工作許可的外國移入者，一般稱為「逃逸勞

工」、「逾期居留者」及「偷渡客」，在台灣約有 10 萬人之譜。論理，他（她）們應被

國家所管制與追緝，然而，在特定時空的「餘地」中，他（她）們的非法身分卻被擱懸並

挑起台灣高山農村的經濟與勞動。作者透過紮實的田野工作，紀錄並分析「無證者」如何

「活下去」，解開台灣人口結構變遷和地下經濟運作的「黑箱」，值得肯定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