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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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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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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Program,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OSITIONS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6~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Risk Societ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21~2022 Assistant Editor,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科技、醫療與社會） 

WORKING PROJECTS 
“Reconfiguring Taiwan’s Carbon Reduction Policy by Appropriating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s and Regulations: From Following, 
Facilitation to Leading,” 2022~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Social Consensus of Establishing Energ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2016~ 

Peer-reviewed Papers and Articles 
 張國暉、徐健銘（accepted）〈從既存到轉型的能源政策路徑：浮現中的電

力供應重新配置體制（1998-202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Forthcoming。 
（Chang, Kuo-hui and Chien-Ming Hsu (accepted). From Incumbent to 
Transitional Energy Policy: An Emerging Reconfiguration Pathway of 
Taiwan’s Electricity Supply (1998-2020).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forthcoming.）(TSSCI) 

 徐健銘、張國暉、翁渝婷、梁曉昀（2023）〈臺中向上市場塑膠袋減量的

轉型方案：從策略利基管理途徑檢視〉。《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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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coming。 
（Hsu, Chien-Ming, Kou-Hui Chang, Yu-Ting Wong, and Siao-Yun Liang 
(2023). Examining Transition Campaign for Plastic Bags Reduction in 
Taichung 2 Xiang-Shang Market: A 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Approach.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SSCI/THCI Core) 

 鍾明光、盧道杰、蔡博文、周桂田、婁安琪、徐健銘（2020）。〈利用公眾

參與地理資訊系統協助環境資源經理中的風險溝通: 以宜蘭縣無尾港水鳥

保護區之社區監測為例〉。《地理學報》，97 期，頁 77-113。 
（Chung, Ming-Kuang, Dau-Jye Lu, Bor-Wen Tsai, Kuei-Tien Chou, An-Chi 
Lou and Chien-Ming Hsu (2020). Using PPGIS to Enhance the Risk 
Commun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in the Wu-Wei-Kang Waterfowl Refuge, Yilan, 
Taiwa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97): 77-113.）(TSSCI) 

 徐健銘、周桂田（2019）。〈欠缺風險溝通的食品風險治理架構〉。《台灣衛

誌》，38 卷 6 期，頁 566-568。 
（Hsu, CM & KT Chou (2019). Deficit Risk Communication in the Food Risk 
Governance Framework,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8(6): 566-568.） 
(TSSCI) 

 徐健銘、周桂田（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紀念貝克逝世一周

年〉，《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54 期，頁 13-29。 
（Chou, KT & CM Hsu (2016). Advancing the World Risk Society - In memory 
of Ulrich Beck. 21 Century, 154: 13-29.） 

 徐健銘、周桂田（2015）。〈評《風險社會》〉，《傳播研究與實踐》，5 卷 2
期，頁 235-244。 
（Chou, KT & CM Hsu (2015). On "Risk Socie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5(2): 235-244.） (TSSCI) 

 徐健銘、周桂田（2014）。〈塑化風險社會：塑化劑風暴背後之管制脈絡與

結構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5 期，頁 109-177。 
（Chou, KT & CM Hsu (2014). Plasticized Risk Society - An Analysis on the 
Regulative Context and Structure behind the Plasticizer Event. Taiwan: a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95: 109-177.） (TSSCI/THCI core) 

 周桂田、徐健銘（2013）〈建構開放與民主的社會對話之決策程序：參與

式科技評估〉，《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4 卷 4 期，頁 43-50。 
（Chou, KT & CM Hsu (2013). Construct an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al 
Dialogue for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Newsletter for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14(4):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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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徐健銘、周桂田（2015）。《從土地到餐桌上的恐慌》。台北市：商周出

版。（2017 年公務人員專書） 
 

Book Chapters 
 張國暉、徐健銘（2019）。〈能源政策歷程的重點：從轉向到轉歪〉。《日常

生活的能源革命：八個臺灣能源轉型先驅者的故事》，頁 20-27。台北：春

山。 
 Chen, Y. F., & Hsu, C. M. (2018). Conclusion: toward a participatory and 

democratic risk governance. In K.-T. Chou (Ed.), Energy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pp. 194-201). New York: Routledge. 

 徐健銘、周桂田（2018）。〈啟動能源之長程轉型路徑〉。載於周桂田、張

國暉（主編），《轉給你看：開啟臺灣能源轉型》。（13-32）。臺北市：秀

威。 
 徐健銘、周桂田（2017）。〈驅動能源轉型的社會新契約〉。載於周桂田

（主編），《[能]怎麼轉：啟動臺灣能源轉型鑰匙》。（頁 3-24）。臺北市：

巨流。 
 李宗義、徐健銘（2016）。〈低碳發展的幻象？臺北市公共自行車與運輸部

門的節能減碳〉。載於周桂田 & 林子倫（主編），《臺灣能源轉型十四

講》。（頁 147-164）。臺北市：巨流。 
 徐健銘（2015）。〈餿水油議題及其食品風險治理爭議〉。載於周桂田（主

編），《臺灣風險十堂課－食安、科技與環境》。（頁 43-58）。臺北市：巨

流。 
 周桂田，徐健銘（2014）。〈塑化風險社會－塑化劑風暴之管制結構與脈絡

分析〉。王文基、傅大為、范玫芳編，《台灣科技爭議島》，新竹市：國立交

通大學出版社。 
 

Conference Papers 
 徐健銘（2021）。〈由殺到除：除草劑的研究與管制〉，6 月 26 日，「2021

年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線上會議。 
 Hsu, C. M, & Pien, C. P. (2021). ENGO and Pollution Data Disclosure: How 

Social Networks Improve Narratives that Mobilized Social Suppor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KLASICA Taipei Symposiu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Hsu, C. M. (2021). Witnessing a new typ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actitioner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Aberdeen, 
Scotland, UK.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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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涵茵、徐健銘、周桂田（2020）。〈從非洲豬瘟事件看我國食品安全風險

傳播之現況〉，7 月 4 日，「2020 年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新竹

市：國立交通大學。 
 張國暉、徐健銘、翁渝婷、梁曉昀（2019）。〈減塑實驗室：從轉型研究的

策略利基管理途徑檢視向上市場經驗〉，10 月 25 日，「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

會」，宜蘭：佛光大學。  
 張涵茵、徐健銘、周桂田（2019）。〈我國食品安全風險傳播途徑：以芬普

尼污染雞蛋事件與非洲豬瘟事件為例〉，「2019 年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

年會」，4 月 21 日，高雄：塩旅社。 
 Hsu, C.M., & Chou, K.T. (2017). Organizing Distrus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pesticide maximum residue limit regulation event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徐健銘（2016）。〈包裝袋上的風險治理〉，「食安與醫療跨界工作坊」，臺

北：陽明大學。 
 徐健銘（2015）。〈真的年年春？關於除草劑的風險與社會考察〉。「第七屆

發展研究年會「世代不正義」」，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徐健銘（2014）。〈現代性的轉折：由台灣農藥使用知識的初步探討〉。「國

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臺北：臺灣大學。 
 周桂田，徐健銘（2012）。〈塑化風險社會－塑化劑風暴之管制結構與脈絡

分析〉，「2012 第四屆科技與社會研究年會學術研討會」。雲林：雲林科技

大學。 
 李碧涵，徐健銘（2010）。〈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的批判：發展理論的新領

域與社會發展研究的新議題〉，「2010 第二屆發展研究年會學術研討會」。

臺北：臺灣大學。 
 鄧志松、徐健銘、葉訓宏（2010）。〈孫中山的革命行旅：一個空間分析的

觀點〉，「2010 孫中山的兩岸遺緒：建國壹百年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

大學。 
 
技術報告與其它 Technical Reports and  
 徐健銘（2021）。審議風險的基礎和社會機制：以日本東北食品為契機，

台灣新社會智庫，72 期：頁 2-7。  
 徐健銘（2020）。謠言並不止於智者：新聞中的偽科學，新興科技媒體中

心電子報，https://smctw.tw/7362/ 
 徐健銘（2019）。〈環境汙染到食物鏈與食品安全治理影響〉，《台灣法學雜

誌》，371 期，頁 75-87。   
 周桂田、張國暉、趙家緯、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團隊（2019）。

《鉅變臺灣：啟動長期能源轉型— 全文報告》，臺北：臺灣大學風險社會

https://smctw.tw/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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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策研究中心。 
 徐健銘（2019）。基改食品在新聞上的交鋒：2005-2016 年，新興科技媒

體中心電子報，http://www.smctw.tw/portfolio-item/?p=7768/ 
 徐健銘（2019）。臺灣新聞遇見基改食品的歷史檔案：從 1996-2006 年，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電子報，http://www.smctw.tw/portfolio-
item/?p=7570/ 

 徐健銘（2018）。臺灣為什麼需要談社會轉型創新。鉅變新視界電子報，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understand-risk-society/295-
sustainable-tra/938-social-tra-1070416.html 

 徐健銘（2017）。愛吃泡麵 臺灣排名 16 標示種類全球第一，11 月 11
日，http://ntuereporting.com.tw/20171111-5/ 

 趙家緯、徐健銘、翁渝婷、王涵、許靜文、莊柏軒、洪俊智（2017）。《許

一個臺灣的新發展願景：從能源轉型啟動社會轉型》 Working Paper。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徐健銘（2015）。〈透明食品生產鏈之必要性：從土地到餐桌〉，鉅變新視

界電子報，http://rsprc.ntu.edu.tw/zh-TW/food-contamination/222-from-
land-to-table 

 周桂田、徐健銘（2014）。〈國家永續經營與風險治理〉，《全球工商》，679
期。 

 劉華美、周桂田、徐健銘（2014）。世界各國風險評估系列（一）歐盟科

技評估。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周桂田、徐健銘（2014）。世界各國風險評估系列（四）荷蘭科技評估。

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詹長權、周桂田、葉婉榆、徐健銘（2010）。〈從台塑雲林六輕工業區的發

展爭議談開發案對台灣環境、健康與社會的衝擊〉，STS 課程教案。 
 詹長權、周桂田、葉婉榆、徐健銘（2010）。〈欠缺科技民主與世代正義之

風險決策〉，STS 課程教案。 
 周桂田、徐健銘、王瑞庚（2011）。〈從台灣處理牛海綿狀腦病牛肉事件探

討我國風險管理與溝通〉，STS 課程教案。 
 
學術相關活動 
 徐健銘（2019）。環境汙染到食物鏈與食品安全治理影響。從環境汙染到

食品安全的交錯論證－學術與實務系列研討會，5 月 28 日，臺北：東吳大

學。 
 徐健銘（2019），關於能源轉型：我們知道些什麼？，日常生活的能源革

命新書講座，台南：午營咖啡，7 月 4 日。 
 徐健銘（2018），從土地到餐桌上的恐慌，「風險社會主題書展」演講，12

月 16 日，臺北：臺大社科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http://www.smctw.tw/portfolio-item/?p=7768/
http://www.smctw.tw/portfolio-item/?p=7570/
http://www.smctw.tw/portfolio-item/?p=7570/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understand-risk-society/295-sustainable-tra/938-social-tra-1070416.html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understand-risk-society/295-sustainable-tra/938-social-tra-1070416.html
http://ntuereporting.com.tw/20171111-5/
http://rsprc.ntu.edu.tw/zh-TW/food-contamination/222-from-land-to-table
http://rsprc.ntu.edu.tw/zh-TW/food-contamination/222-from-land-to-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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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BBC 電視台及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短期訪問，2018
年 9 月。 

 徐健銘（2017）現代性與風險倫理，「哲學星期五」台北，11 月 10 日，

臺北：慕哲咖啡。 
 
新聞報導（含受訪影像及廣播等） 
 2019，保護台灣豬，揪出豬隊友，needs RADIO，5 月 6 日。 
 2019，科學家與記者的第一支舞：SMC，needs RADIO，5 月 27 日。 
 2018，轉給你看：開啟臺灣能源轉型，漢聲廣播電台「fb 新鮮事」，7 月

17 日。 

 


	Chien-Ming Hsu(徐健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