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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不好意思講我包二奶，因為別人都

是包三奶和四奶。」龔宜君教授這一席「代台商」

開場白替嚴肅的研討會注入幾絲莞爾和幽默，這

篇文章想要探討的正是越南的二奶問題。一般而

言，我們在中國看到的二奶比較像是性伴侶，以

性別身體跟台商進行資本交換，但本研究發現，

越南二奶／情婦卻是以「公民身分」與台商進行

交換，這會使其家庭關係有著不同圖象嗎？

作者秀出兩個長相普通的越南婦女照片，與

一般人想像二奶美豔妖嬌、年輕貌美的刻板印象

大相逕庭。照片的背景為典型的農村環境，是台

商工廠座落的地方，和台灣早期的家庭工廠非常

類似。這些二奶事實上大多並非風塵女郎，她們

的身分多為會計、翻譯、秘書，除了擔任性伴侶

以及生兒育女之外，還是整個企業和土地名義上

的合法持有者，並且負責管理越南工廠所有的事

業經營、會計、金融、對外公安等等，工作 分

「繁重」；台商基本上只管技術、資金和地價，

平常並不輕易對外露面，也較少參與工廠管理，

形成一種「女主外，男主內」的特殊現象。而不

論是以華人或情婦作為企業人頭，這些行動者試

圖使用「本土化策略」(localizing strategies)來突破
公民身分限制，讓自己擁有彈性身分以尋求利多。

龔教授的論證是，在跨國家庭中，性別界線

是相對容易跨越的。越南太太既是越南公民、又

通當地語言，所以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大部分「外

場工作」都由女性擔任。在財產分配方面，雖然

一開始為短期投資，但是這些台商往往都變成長

期移民，後半生一直到老死都會待在越南，所以

傾向將越南賺得的資產留給越南的子女和太太，

台灣的資產就留給台灣的妻兒。即使互不往來承

認，當台灣妻兒過來探視時，越南太太還是會摸

摸鼻子「清場」，將房間讓出，等待台灣妻兒離

開後再搬回。

因為越南妻子所擁有的公民身分，使得台商

在越南的財產、生產工具都掌握在她們手中，然

而過去研究指出男權主義或父權主義的物質基礎

是立基於「所有權」，社會主義時期的越南，並

沒有用所有權關係去改善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狀況，

反而在此時因為以公民身分為條件的二奶交換，

讓女性獲得財產和生產工具的所有權，抵銷了父

權／男權支派的物質基礎。

從「掛名」到「實際控制」名下財產，往往

只有一步之遙，台商為了防止這種狀況，通常會

以生小孩或簽下鉅額借據等操作方式企圖控制越

南太太及華人人頭。但龔教授認為，若已經使用

到借據或是法院公證，則「族群資源」的成份已

經被沖淡，轉變成倚靠「制度資源」來控制對方。

評論人沈秀華教授指出，跨國投資與跨國多

妻家庭的關係和地方政經脈絡息息相關，尤其是

領土性民族國家的公民／非公民界限，當越南妻

子成為台商的人頭後，經由越南國家賦予（男性

無法擁有的）公民權益，越南女性進而取得相對

於台灣男性的「性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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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界普遍認為，中國需要中產階層。

為什麼？」羅卡教授一開頭就向聽眾提出大哉

問，接著自問自答：這個問題的答案與對中產階

層的期望有一定的關係。中國學界希望中產階層

負起各種責任，尤其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各方面

都需要中產階層的存在。定義「中產階層」，可

以從消費形態來看，或從生活風格來看；但對中

產階級做為中流砥柱的期待，卻往往伴隨著失望，

不少人以為這群人的政治意識太差、人數太少、

太膽小不敢反對政府政策。在這討論下，似乎有

重新檢視「中產階層」一詞的必要性。

羅卡教授認為，與其去賦予中產階層一個明

確定義，不如說中國中產階層是個「話語想像」

的產物，是有意無意的構建。伴隨經濟成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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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康階層逐漸成型，小康在中國社會有什麼樣

的地位？中國的階層按收入可以粗分為四層：貧

民、溫飽、小康、富人。小康地位介於其中，是

一群有閒錢購買基本需求以外商品的人。若要說

得精確一些，還可以把教育、生活形態也加入討

論。而從政治態度觀之，或從政治轉型理論出發，

有些人認為中產階層是扮演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

角色，應該累積資源以改變政體。由以上討論，

可以看出定義的困難。

羅卡教授認為，要研究中產階級，有兩種方

法：一是訪談媒體工作、高科技、廣告行業等等

從業者，談談他們對政治生活的看法；另外是觀

察維權運動者。簡而言之，這個階層對民主政治

有些認同，同時卻又抱著一絲疑慮。一般都贊成

擴大言論自由、擴大媒體的作用以及擴大結社的

自由，但是同時卻反對選舉。另外，研究發現，

這個階層都支持政府的話語，例如強化中國的法

律作用來協調緩衝突、重視百姓權益、社會成就

應該依靠能力而非依賴非法手段取得。由此羅卡

教授得出一個結論，如果對於中國中產階層的想

像是以革命、改變政體為目的，那麼中產階層是

保守的，對其看法是悲觀的；但若是想像中產階

級集體行動的目的是推動官方話語落實到現實，

中國的中產階層作用相對較大，這類推論可以從

業主維權或環保分子的積極動作等現象中得到例

證。

評論人陳明祺教授認為，如果要討論中產階

級能不能取代無產階級成為變遷中的行動者，客

觀定義還是有其必要。陳教授追問，可能觸發中

國中產階級集體的社會行動是甚麼？如果沒有階

級行動，還能不能稱為一個階級？另外，陳教授

從羅卡教授的論文中，感受到一絲反抗的機會：

威權體制的弱點在於如何建立正當性，正當性一

方面被建立，一方面又被中產階級質疑。進一步

環繞著質疑形成行動，行動將可能跨越中產階級

本身的差異而發生。因此，與其看中國中產階級

可能的社會行動和障礙，不如觀察國家內部正當

性的問題，去理解中產階級如何根據國家的修辭

反對國家舉措，或許在某個時空環境下，將會有

形成一個行動的可能。

劉雅靈教授由階級的角度出發，建構以「租

金」為基礎的「農民收租階級」理論，並藉著比

較溫州與無錫城中村的轉型差異，說明維護階級

利益的集體行動頻率、身分轉變過程中的社會福

利接軌，都隨著治理結構及歷史遺產而有所不同。

在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城中村」已在

近年引起諸多學者的研究興趣，但有別於多數學

者聚焦於社會組織、經濟制度或文化生活面向，

劉教授觀察到一個新興收租階級的產生。城中村

多數村民透過出租徵地補償的安置房，來獲得私

人的房租收入，成為不需進入勞動市場、仰賴租

金過活的房東。同時，由公社制度延留下來的村

集體資產，也因都市發展、地價暴漲而得以在土

地出租和投資中獲利，這些租金由身為村集體成

員的村民所共享，不僅用於支應村民的教育、養

老、貧困及醫療保險等補貼，甚至發放每月生活

津貼，這種社會集體租金由此界定了「農民收租

階級」，並以戶籍制度中登記的村民身分作為階

級界線(class boundary)。
然而，隨著各地的歷史遺產和治理結構的不

同，「農民收租階級」的集體行動頻率、社會保

障模式隨之而異，並因此對城中村的轉型進程產

生影響。溫州與無錫的城中村便存在著如下差異：

無論是因戶口身分而來的租金資格認定爭議，或

是因利益受損而起的集體抗爭，溫州則展現了較

強的行動能量，並經常打斷轉型進程，使其緩慢

或停滯；在社會保障方面，村民對幹部的不信任

使其傾向將集體資產分光，並由於資產處理的爭

議，延宕了村民的社會福利接軌，只能仰賴商業

保險。相反地，無錫城中村則是相對缺乏自主性、

遵循中央政策命令，減少、甚至消除了爭議與抗

爭的機會空間，並得以保障社會福利的普及。

如何解釋不同地區階級行動強度的差異？劉

教授回顧了溫州與無錫的發展與治理結構，歸納

出兩項因素，即基層政治自主性的高低、行政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