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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30


【看見】空間還給人民 自由還給移工

台北車站一樓售票大廳地板在9月貼上微笑地貼，宣示用圓融微笑展現公共空間的包容、友善與多元。9月13日，一群印尼移工舉起寫著「空間還給人民 自由還給移工」布條，齊聲唱《Buruh tani》，這是印尼移工團體AKSI FLASH MOB的行動。在警察監視下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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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武界意外之我見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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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管制、該怎麼管制律師酬金？ ——以德國相關規範為引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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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姦除罪化的另一條可能路徑：也談釋字第791號解釋後的配偶權侵害求償


性別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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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防疫的方法：在台灣防疫有成之餘，該如何理解他國防疫？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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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貧窮之下 又現罕病 Nina的倒數計時


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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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防制性隱私侵害的受害者？


性別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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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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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0

粗工手記 (四) 做粗工的都是哪些人？

社會學式的研究和新聞報導可能給大眾某些採訪故事和數字。可是誰會去做工──這個族群的各方來源實在是值得一一整理辨清，那麼自可尋跡發覺某些「底層」的真實生存處境和人生路徑......

更多+



	


非典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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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0

粗工手記 (五) 淪落底層做粗工 全怪自己不努力？

因做工而邊緣、因邊緣而做工。一切真的都是個人自我的責任嗎？國家、社會大眾怎麼會教勞苦工人連勞動法令的基本保障、甚至基本工資的保障也沒有？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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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1

粗工手記 (三) 工人愛喝酒精性飲料？工地文化、工作環境及工人健康

台灣社會底層工人的形象似乎和抽菸、喝酒精性飲料、嚼檳榔這類會上癮的習慣分不開。我做工曾碰到一個小包老闆，問了問便跟我說笑：「你不抽菸、喝酒、吃檳榔，那來做工幹什麼？」也曾有工人跟我說笑，錢都省下來了，「喔，那你一定是『開查某』開很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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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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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8

粗工手記 (二) 苛待勞工的業者照拿政府標案

一位粗工同事原本待了多年的工程公司是做鋼構的，危險性較高但薪資也高，又不愁沒案子。有天，他由高處摔下受傷，造成身體行動機能受損。公司每個月都有扣他勞保的錢，但這時老闆竟然說，忘了幫他投保！你以為這很少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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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在國小校園中的美援歷史 《再會啦白宮》一揭面紗

民國57年，美軍在雲林水林鄉展開一起長達七年的醫學研究計畫，由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的周田博士在現今水燦林國小內建立一座「美軍營養工作站」，因屋身潔白，被人們暱稱為「白宮」。美軍營養工作站在台灣從事營養研究，並僱用許多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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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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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投影片談蘇建和案


蘇案如何變成冤案？12張投影片，一起談談蘇建和案。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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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權法院可行嗎？ 廖福特：沒有起點就沒有後續發展


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正面的發展，但也有可能有它的盲點。透過區域人權法院或國際人權法院的審查，能夠讓每一個國家更完整思考人權保障的議題與政策，進而提升每一個國家對人權的保障.....

更多+




















人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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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
2020.01.24


那些年，我們無法團圓的圍爐夜

對那些被冤案留下來的家人來說，過年，正是他們隻身對抗親戚的不諒解、疲於解釋與面對衝突的時候。無辜者阿忠的太太，每年初二回娘，都要面對弟弟與弟媳的指責，諸如「你老公就是個性侵犯」之類難以承受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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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
2019.12.04


【看見】在亡國感的陰影面

廢除仲介會讓移工出不了國沒有工作？我只想說，廉價不應成為移工競爭力的來源。如果一個制度是讓一群人靠廉價在生存，我們就應該去對峙這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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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政策
2019.12.03


甄試加焦糖：走味的專業領域卓越表現入學標準

焦糖有心圓學術夢，期待能紮實地進行學術研究，並對中山大學社會系情有獨鍾，大可循規以高中同等學力申請就讀學士學程。中山大學不僅設「海納百川」的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管道，該校社會系更制定有「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讓學術表現格外優異的學士班學生，在滿足特定要件下取得預研生的身分，提早修讀碩士班所需的學分。然而中山大學社會系卻在其素享學術盛名的情況下，設下這般瓜田李下、有因人設事之嫌的「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標準，這是否能稱得上算是正當地行使了國家基於尊重大學學術專業判斷能力而給予的空間，抑或是顯示出系所自我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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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2019.11.18


讓人求死得死的司法體制：我看《第三度殺人》與李宏基案

......我們起碼要追問的是，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該建立何種死刑量刑標準、程序以及審查程序，包括客觀充分的量刑報告，以及一個單獨的死刑量刑程序，讓被告與辯護人都毫無罣礙地進行量刑辯論，才能確認被判死與執行死刑的人的確罪無可逭，而非讓法院與國家便宜地、簡單地，不自覺地，或甚至是不在乎地，成了想死之人的自殺幫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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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
2019.11.13


犯罪矯正，矯正了什麼── 談冤案無辜者無法「矯正」的心理處境

目前監所制度及管理方式的限制，縱使是「有犯罪經驗需要被提供矯正性支持的人」都很困難得到矯正性的支持與療癒，更遑論是因各種冤案而無辜入獄的無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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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性騷
2019.09.16


Only Yes Means Yes ~ 關於積極同意模式的16個Q/A

一個尊重他人意願，不想成為性侵害犯的人應該問清楚對方的真實想法。不是明明知道這些情況，但抱持著「問清楚就沒砲可以打」、「我又沒施加暴力對方一定只是不好意思」，或是「對方應該只是想表現矜持而半推半就」的心態，不去釐清對方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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