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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水種電」是屏東平原地層下陷區晚近出現的太陽光電與農漁牧產業

共生的現象，其中，充分展現出技術性與社會性相互交織的基礎設施的變

動狀態。2009年夏天，正值莫拉克風災之後，由當時的屏東縣長組成跨局

處的綠能工作小組，嘗試將災後重建、國土復育與綠能轉型三項目標合而

為一。災後重建過程中，綠能工作小組成為各種異質元素（heterogeneous 
elements）之間最重要的轉譯者（translator），這樣的轉譯者角色進一步可

稱為異質治理者（the actor of heterogeneous governance）。綠能工作小組以

地方政府之角色，往上連結中央政府經濟建設委員會，形成跨部會國土治理

之機制。同時，藉由共同會診問題、共同尋找解決方案的協作與學習模式，

綠能工作小組也將地方政府的相關局處首長與承辦人員編排進與在地師傅、

文史保育社團、光電廠商、協力廠商的交互學習與在地創新機制之中。本研

究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為主要之分析架構，研

究過程中追隨綠能工作小組、蓮霧農園與養殖魚塭的地主們、各類本業或跨

業的光電廠商，以及陸續進場的各種技術物或技術系統，在人與非人對稱分

析的取向下，考察異質治理者如何將異質元素連結於共同的行動趨勢或興趣

取向之中，如何來回協商地方知識與專家知識、在地範疇與外來範疇，如

何在遠端的異質元素進場時仍能讓近端的在地性保有適度位移之後的彈性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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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及，如何成為重要的權力平衡機制，讓光電科技的綠能資本在進入地

方社會時仍能受到在地性之適度節制。

關鍵詞：太陽能電廠，行動者網絡理論，基礎設施，異質治理，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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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災難、地景與基礎設施

每個地方都有關於災難與地景的特殊集體記憶，一場超過當時人、物

與在地基礎設施足以承受的災難過後，受創的地景將在記憶中留下長久的刻

痕。屏東平原中部林邊溪出海口的兩鄉鎮林邊鄉與佳冬鄉，關於災難與地

景的集體記憶，在日治時期之後一直是以賽洛瑪颱風（typhoon Thelma）為

標記。一九七七年夏天的賽洛瑪颱風，讓南台灣基礎設施與作物地景整體改

觀。賽洛瑪之後，堤防、屋舍、道路等基礎設施有了新的施作規範，而什

麼是適合在地的農漁作物也有了新的試誤軌跡。如果說基礎設施與農漁作物

構成了某一特定時期裡在地性的地景特色，那麼，當超過環境臨界點的災難

再度來臨時，在地性看似穩固不可撼動的各種確定邊界，將再次遭遇嚴重考

驗，而在地性所具有的組裝化之彈性邊界狀態則將顯露無遺。生活在此地的

人們說了，賽洛瑪之後，伴隨著既有基礎設施的嚴重毀損，土壤狀態與蟲災

病害形態也急遽轉變，屏東平原中部林邊溪出海口鄉鎮以往熟悉的稻作或蕉

作等經濟作物逐漸退場了，接下來就是主導新的基礎設施與作物地景一個世

代以上的黑珍珠蓮霧農園與各類魚種相繼而起的養殖魚塭事業了（楊弘任 

2014：111）。一九七０年代晚期起，賽洛瑪颱風之後，林邊鄉與佳冬鄉逐漸

演變成黑珍珠蓮霧與石斑魚的故鄉，空間地景上，看到了兩鄉鎮海堤上爬滿

了層層疊疊的大型水管，藉由這些水管抽取淡海水交界區的地下水源，海堤

內的臨海區域，密佈著一區一區依魚苗成熟程度細密分工的養殖魚塭；更往

內陸進來，則是受益於適度海風與淡海水比例澆灌的蓮霧園。不像台灣其他

農業縣市的弱勢農漁民形象，在林邊鄉與佳冬鄉，人物、作物與相關基礎設

施的活力旺盛，產業與技術創新屢屢浮現。然而，一個世代的期間裡，地層

下陷也成為林邊鄉與佳冬鄉的地景奇觀，嚴重下陷的區塊中，舊建築物已隨

著地面下沈了三公尺左右，新的建築物也因此產生新的局部因應策略，就是

在建造開始就預留高出地面一公尺以上的地基來避免下陷後水患等問題。

屏東平原中部林邊溪出海口的林邊鄉與佳冬鄉，兩鄉鎮的人口與戶數規

模相近，近年來都是兩萬人上下，七千戶左右的鄉鎮規模（屏東縣政府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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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2016）。兩鄉鎮緊鄰林邊溪的右岸與左岸，臨海幾個村落都是典型魚塭養

殖區塊，延伸進來除了省道台十七線上的主要商街與地方公廟的廟前市集，

在住宅區塊之外，都是黑珍珠蓮霧園與水圳、農路、農寮交錯的景致。其

中，做為清領時期客家左堆之一的佳冬鄉，分類械鬥連庄自保的過往已然邈

遠，當今地方上的顯著活動要不是農漁產業技術活動，就是聚落建築修復與

客家文史保存活動。此外，緊鄰林邊溪出海口的燄塭村還有一面著名的淹水

牆，標記著每年夏季颱風來臨時，淹水程度是否超過成年人的頭頂高度。事

實上，在晚近電子媒體發達的年代裡，只要颱風或西南氣流帶來屏東降雨成

災，這面牆就會上了即時連線的媒體現場。

一個世代以上，在日常生活中，農漁產業技術的集體延續與創新氛圍

下，所有可被原有生活形態所忍受的氣候變動都變成了「常態型」的災難，

不論是夏季的颱風或冬季的寒流，林邊鄉與佳冬鄉的農漁民師傅達人緊緊盯

著這些可因應的環境變因，觀察並調節產業技術的下一個可能突破與進展。

到了最為晚近的時期裡，連地層下陷與海水滲入田園土地等現象都變成了

可因應的環境變因，延續調節出蓮霧栽種與石斑魚養殖的處理策略與技術創

新。

然後，就是一個世代之後了，賽洛瑪颱風經過三十餘年之後，新的「臨

界型」災難來臨了，2009年夏天的莫拉克颱風（typhoon Morakot）帶來的

巨大水患與泥流，讓地層下陷達三公尺上下的在地農漁生活世界難以如常承

受了。所有曾經穩固得像第二自然一般的人物、技術物、基礎設施、生活方

式，此時此刻都面臨崩解的臨界點。這個災難的在地身體感受相當震撼，連

下了兩天不見天日的豪雨，佳冬鄉燄塭村的淹水牆淹水超過三公尺以上，林

邊鄉沿著鐵道附近的連棟透天厝一樓樓層整個被淹沒，大水退去之後，家屋

一樓地板上厚厚一層黏性極高的泥流遺跡，道路上也是佈滿林邊溪上游沖刷

下來的黏土泥流，動員了軍隊與非營利組織的志工力量，開始漫長的剷除與

清理工作。緊鄰林邊溪右岸與左岸的低窪蓮霧園與養殖魚塭，堆積了乾硬後

讓蓮霧根系無法呼吸的厚實泥流，這樣乾硬龜裂的泥流也讓魚塭的復原之路

難上加難。

災難情境下，技術與社會兩個面向更加相互交織，技術物與人物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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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是緊密關連。緊接在基礎設施的技術物環節不再穩固之後，基礎設施的

人物環節不穩固狀態也開始浮上台面。蓮霧農民與養殖魚塭漁民都有其異質

性的角色身份。承租土地利用者，不同於出租土地者，也不同於自有土地自

行利用者。養殖魚塭業者更形複雜，土地是否位在養殖專區內，以及魚塭主

人是否擁有合法養殖登記證等等，構成了進一步的差異。這些異質性的角色

身份狀態，讓「災後復原」這一件事變得相當不同，能否取得農漁貸款的資

格不同，能貸到款項成數也不同。

一個世代之前的賽洛瑪颱風還活在人們的記憶座標與日常話語裡，新的

災難突然來到，當這樣臨界型的災難再一次來臨時，莫拉克颱風再次翻動了

地方社會中技術性與社會性相互交織的基礎設施狀態，過了臨界點之後，人

物、技術物與土地持續了一個世代的穩固狀態紛紛崩解開來，面臨了重新盤

點與重新組裝的全新起點。事實上，這樣的臨界型災難也帶來了不預期的綠

能轉型新契機，災後重建過程中，「養水種電」這一將太陽光電與農漁產業

共生的政策構想，逐漸轉變了各方行動者的原初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也將

災後重建、國土復育與綠能轉型的目標合而為一，展現為地景上全然不同的

基礎設施樣貌。

本文中，基礎設施的概念將包含了維持地方生活基本安全需要的堤防，

供給農漁產業所需的抽水管路系統與電力能源系統，以及聯繫生活與產業區

塊的各種道路系統。基本上，基礎設施的概念早已脫離一九二０年代法國軍

事工程裡高度階序化與計算化的物質技術領域，也不再是一九七０年代在英

語系世界中特指的有助於現代化或造成了不對等依賴狀態的底層物質結構。

在今日，基礎設施指涉的是更為特定的情境下，呈顯異質連結性的普遍化技

術與社會安排，這些技術與社會安排，提供了特定地理疆界中生活與產業的

基本所需（Carse 2017：34-36）。

二、行動者網絡理論與綠能轉型的異質治理

本文中，我將嘗試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來

描述並分析「養水種電」政策之前農漁地方社會的基礎設施狀態，也嘗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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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理論來定位「臨界型災難」的意涵，並呈顯出「養水種電」這一新的行動

者網絡何以形成之過程。自一九七０年代以來，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中開始

關注到影響當代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面向，亦即技術物或技術系統所扮演之

角色。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之後，陸續出現了大型技術系統的分析取向、技

術的社會建構分析取向，以及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取向。無論何種取向，

都嘗試在關於技術物或技術系統的分析中，帶進社會這一關鍵因素，同時，

嘗試將技術與社會兩端持續交織起來，並避免以技術或社會任何一端化約

掉另一端的狀況。其中，行動者網絡理論建議了相當特別的分析方式，亦

即，無論技術或社會任何一端都應被視為「待解釋」之結果，而非「無需解

釋」之原因。當研究者嘗試解釋某一科技事件的興衰變動時，並不是將社會

結構或社會團體當作既定的解釋因素即可。行動者網絡理論建議了一種「廣

義對稱性」的處理手法，在解釋科技事件時，無論針對技術這一端或者針對

社會這一端，都要進行其中「人」與「非人」元素（human and nonhuman 

elements）之考察，並將該科技事件視為一個發生中的網絡，描述並分析

其中「人」與「非人」既有興趣之關鍵「轉譯」（translation）過程，並持

續考察通過轉譯之後特定網絡的連結形態與穩固程度（Latour 1987；楊弘

任 2012）。進一步，特定網絡的興衰變動中，每一個節點都可視為先前網

絡穩固之結果，每一個網絡也都可能成為下一個新的網絡中的節點（Callon 

2012）。以行動者網絡理論來描述並分析「養水種電」的現象，特別能同

步注意到其中關鍵性的「人」與「非人」的興趣轉譯與相互連結過程，不致

因為嘗試解釋科技事件，就需預設某種社會結構或某些社會團體的既定決定

因素。甚而，關於一項新的科技事件發生過程中，在「人」與「非人」的關

係性連結考察時，也能適度賦予「非人」技術物或技術系統以相對之行動能

力，避免過度人類中心論的敘事傾向。事實上，以行動者網絡理論進行分析

時，「臨界型災難」也成為重要的「非人」行動因素，當大型颱風與土石泥

流來襲時，剛好呈顯出先前看似穩固的既有基礎設施，也都是某一時期裡特

定的「人」與「非人」元素之暫時連結狀態，新的因素將使網絡打散重組。

另一方面，晚近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領域也逐漸涉入基礎設施的議題

中，以人類學擅長的民族誌手法，針對農漁牧村落或都市區域中的道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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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鐵道通勤、下水道、廢棄物與能源等等議題，進行細緻的深描與分析。

從物質文化的研究取向出發，也開始跟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領域裡的技術系統取向、行動者網絡理論以及基礎設施研

究深刻對話，尤其是嘗試突破以人為中心的敘事形態，轉而將基礎設施的物

質能動性，或人與非人的關係性連結過程呈現出來（Carse 2012, 2017; Harvey 

and Knox 2015; Jensen and Morita 2016; Harvey, Jensen and Mortica 2017）。

在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裡，早期重要的研究者休斯（Thomas Hughes）

即曾以「大型技術系統」（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的概念，對特定社

會中能源系統的創新、運轉、成長、競爭、穩固等過程進行描繪與分析

（Hughes 2012）。十九世紀晚期，當兼具發明家與創業者特質的愛迪生

（Thomas Edison）嘗試決定電力與白熾燈泡的發明方向之時，從一開始他

就是以「系統」的觀點來界定這項發明。從系統出發，讓愛迪生關於燈絲物

理性質的設定，完全不同於其他個別元件式發明者的發明方向。固然有門洛

公園（Menlo Park）實驗室團隊優秀的物理學家、數學家、電工技師等等專

家社群為基礎，然而，系統式的發明或創新，一開始就必須把經濟的、社會

的與政治的子系統納入考量。愛迪生所設想的是，要讓電力與白熾燈泡系統

被接受，那麼新系統的單位定價就必須能與當時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習慣使用

的煤氣燈系統相互競爭。接著，在準備發明的電力與白熾燈泡系統中，耗費

成本最高而可得調節的項目即是銅導線的用量。藉由物理學家以焦耳定律與

歐姆定律換算之後，愛迪生決定了白熾燈泡的燈絲性質，亦即，不同於其他

以元件為設想的個別發明家所取定的低電阻燈絲，愛迪生團隊選擇了高電阻

的鎢絲當作燈絲。使用截面積大為縮小的銅導線時，高電阻的燈絲可以讓電

壓提高，白熾燈泡因此得以維繫同樣亮度，而系統總成本則因銅導線的用量

減少而大幅降低。同時，愛迪生也刻意選擇美國當時建築與人口密度相對密

集的區域，紐約的華爾街區域，藉以減少運送電流的銅導線在每棟建築之間

的鋪設長度，從而降低了銅導線在系統總成本中所佔之比例。藉由愛迪生這

樣兼具發明家與創業者特質的系統建造者（system builder）之案例，休斯指

出，在大型技術系統從發明、創新到穩固的建造過程中，技術的、經濟的、

社會的、政治的各類子系統，從一開始就必須是同時被考量的條件，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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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之外的子系統，經常才是導引技術發明或創新方向的關鍵因素（Hughes 

2004[1979]）。

關於當代重要基礎設施的技術與社會現象，大型技術系統是其中顯

著的項目。當休斯嘗試以自始整合各類子系統的「系統建造者」來定位大

型技術系統的特性之時，另一個發展中的流派，行動者網絡理論，則是接

續系統取向的分析方式，但進一步把系統建造者界定為「異質工程師」

（heterogeneous engineer）。行動者網絡理論同意休斯看到的各類異質性的

子系統，這些子系統從發明創新之初就是系統建造者一體看待的事物，或

者說，各個子系統從一開始就是交織在一起的無縫之網（a seamless web）

（Hughes 1983, 1986）。休斯所界定出大型技術系統穩固運轉之後會形成的

技術動量（technological momentum），各種子系統進展過程中所產生可能

的基進型創新或保守型創新，以及某些子系統無以克服的課題而造成類似於

反突角的戰線缺口（reverse salient）等等分析概念，也深切影響了行動者網

絡理論的思考者。其後，無論洛（John Law）以十五世紀葡萄牙戰艦的技術

系統建造為例，或者卡隆（Michel Callon）以一九七０年代法國電動車的技

術系統建造為例，他們都指出，系統中的異質性與複雜度一直存在，關於大

型技術系統的分析，不應從一開始就設定了某些穩固化的技術因素藉以解釋

社會或其他因素，反之，也不應從一開始就設定了某些穩固化的社會因素以

藉此解釋技術或其他因素（Law 2012; Callon 2012）。無論洛或卡隆，都延續

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strong program）所主張的「對稱性」原則，

甚且，進一步將看待「真理」與看待「信念」的狹義對稱性處理，擴展到看

待「技術」與看待「社會」、或者看待「人」與「非人」的普遍化對稱性處

理。以十五世紀葡萄牙戰艦的技術系統建造為例，洛指出，異質工程師在建

造大型技術系統之時，同時也在打造網絡中社群或社會的性質，因此，研究

者應當發展出一套同時能運用於技術與社會的分析詞彙，在這個意義下，行

動者網絡理論以人與非人的行動者、網絡、轉譯、連結、背叛、穩固化、異

質元素、異質工程等分析詞彙，對稱性的運用於技術端與社會端的各種現

象，因而比起休斯的系統取向走出更為明確的一步（Law 2012：107-108）。

同一時期，以一九七０年代法國電動車的技術系統建造為例，卡隆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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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比「系統」更適合用以指稱與分析這些技術現象。第一，行動者網

絡理論無須區分新興技術物或技術系統出現的各種階段，比起系統取向，行

動者網絡理論主張無論是發明的開啟或後續在市場中的漸進制度化，主導的

工程師從一開始一直到最後，都是在科學的、技術的、社會的、經濟的、政

治的各種異質元素並列的狀態下嘗試新網絡的連結工作。換言之，如果系統

取向傾向於界定發明、開發、創新、擴散、市場化等階段，並賦予不同的階

段特性，相較起來，行動者網絡理論則是更加看重主導工程師從頭到尾的異

質連結工作。第二，系統取向預設了系統與環境之間的區別，大型技術系統

經常會把原屬環境的某些因素納入成為系統項目之一，也就是化約環境的不

確定性的過程。相較起來，行動者網絡理論則是直接宣稱主導工程師對於各

種人與非人的異質元素所進行的新網絡的異質連結工作，在整體過程中，無

須特意區分何謂網絡之內或者何謂網絡之外，反而能避免定義系統內與系統

外的方法論難題（Callon 2012：94-95）。

針對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期間，屏東新出現「養水種電」基礎設施的

技術與社會現象，藉助於前述「系統建造者」或「異質工程師」等概念，我

將進一步提出「異質治理者」（the actor of heterogeneous governance）的新

概念，用以分析台灣這樣東亞工業化國家中，新興的大型技術系統所具有的

特性。做為東亞工業化國家之一，台灣社會中多數的基礎設施大型技術系統

都是以「技術移轉」的模式引進技術先進國家的既有技術。在技術移轉的過

程中，以台灣高鐵或台北捷運木柵線的技術移轉為例，主導的工程師社群經

常一方面扮演了既有技術的引進者，另方面也藉由這一過程重新界定在地的

技術課題，提出在地的技術解方，進而促成了原技術系統的各種輔助性創新

（張國暉 2011，2016）。甚而，以台北捷運的整體規劃為例，主導的工程

師社群在引進新的工程技術系統之時，也可能同時在設計新的社會關係與人

群規範，嘗試打造出現代性的生活方式與在地想像（黃令名 2016）。除了上

述高鐵或捷運等大型技術系統的技術移轉之外，屏東莫拉克災後重建期間所

形成「養水種電」基礎設施的技術與社會現象，則是呈現了東亞工業化國家

另一種達成新興技術系統的可能途徑。簡單說來，莫拉克災後重建期間，無

論政府、廠商或民間，並不是直接引進一套在技術先進國家已然成形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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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電廠之技術與營運系統，從而再一次操作了台灣社會所熟悉的技術移轉模

式。面對太陽光電的綠能轉型課題，在莫拉克風災前十餘年之間，台灣社會

早已具備了太陽能電池或太陽能面板的成熟生產線，但卻只是扮演為技術先

進國家提供太陽光電元件代工製造的角色，最多是產生某些相應的製程改良

等輔助性的創新。在當時，台灣社會尚未發展出具規模的太陽光電家戶網絡

或太陽能電廠的條件。然而，剛好在莫拉克風災前一個月，台灣社會通過了

延宕多年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在相關的技術與社會經驗都還不足的狀

態下，先行開啟了政策性鼓勵再生能源發展的法規制度（楊弘任 2012；陳惠

萍 2015）。整體而言，此時此刻的台灣社會，已有太陽光電相關元件的製造

能力，也有提高價格進行光電發電收購的躉購制度。但是，「實際上要怎麼

做呢？」「應該動員哪些人物與技術物，進行怎樣的分工與安排呢？」關於

太陽光電綠能轉型的實作規劃，的確還是處於混沌未清的狀態。

面對了已有太陽光電元件生產的技術能力，也有再生能源的躉購制度，

下一步是，如何讓太陽光電基礎設施的技術系統在台灣社會足以具體落實並

逐步穩固化的課題了。「系統建造者」或「異質工程師」的角色，於是成為

這一階段最為關鍵的角色。然而，這一次並不是以先進國家既有光電技術系

統的技術移轉模式來進行，也不是從無到有重新發明太陽光電關鍵技術的狀

態。在台灣社會嘗試太陽光電的綠能轉型過程中，工程師社群因而不是最為

關鍵的角色。關鍵的是，如何把光電元件、工程師、廠商、安裝的場所、安

裝的機制、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在地居民、電力饋線、併聯裝置、躉購費率、

以及相關財務模式等等異質元素並列起來並使之協調一致運作的行動角色。

再次強調，促成太陽光電綠能轉型的主要行動者並不是工程師社群，而是來

自地方政府的異質治理者。

在「養水種電」基礎設施的案例中，異質治理者的角色相當顯著，經

由異質治理者的「轉譯」行動，轉變了各類異質元素原初之行動趨勢或興趣

取向，讓異質元素足以相互連結起來。不過，就像並非所有的工程師都是系

統建造者或異質工程師一樣，也不是所有的治理者都是異質治理者。在一項

基礎設施大型技術系統興起的過程中，多數工程師扮演的仍是維繫系統常態

運作，或者提供某些漸進式或保守型的改良輔助之工作。真正基進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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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建造，就是在極為少數的異質工程師身上。同樣的，在基礎設施大型技

術系統興起的過程中，多數治理者扮演的也是遵循既有制度運作之下，進行

技術系統的引進。真正基進而全面的系統建造，就是在極為少數的異質治理

者身上。再換個角度看來，只有在特定的技術與社會條件匯聚之下，縣市層

級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長與跨局處任務編組才有可能成為基礎設施大型技術系

統的異質治理者。在這些治理者的身上，勇於擴大異質性，熟練於藉由多重

的異質性促成多面向的創新，包括了技術系統的創新、法規制度的創新、營

運模式的創新，以及地方知識與專家知識持續交流下所形成的創新現象。在

「養水種電」案例中的異質治理者，首先促成了光電專業社群與在地技術社

群共同試驗出一個深具在地特色的「技術現場」，其後以「技術現場」說服

地方政府廣泛的公務人員與中央政府負責跨部會協調的經濟建設委員會，同

時也讓在地農漁民對於原先陌生不解的新興技術系統有了具體見聞的身體感

知。有了容易產生身體感知的「技術現場」之後，與技術系統交織一體的細

部社會工程開始陸續進場。

具體而言，「養水種電」的基礎設施在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過程中，

呈現出相當具規模的太陽光電與在地農漁牧產業共生的特殊地景。總計約

四十五公頃的農園與魚塭，一百六十餘戶農漁民地主，將近二十四百萬瓦

（MW）的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形成了這樣綠能轉型的全新圖像（林弓義、

侯千娟 2014：119，166）。做為異質治理者，當時的屏東縣長與跨局處任務

編組的綠能工作小組，引介並媒合了五家光電廠商於農園或魚塭上裝設光電

設備，發電併入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電力饋線之中，台電依

照〈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與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躉購費率保證收購發出之電

力，光電廠商就發電所得提撥一定百分比給予出租土地之農漁地主，外加優

先僱用受災農漁民擔任太陽光電板之清潔維護工作，以兩分半土地為基準讓

受災農漁民足以得到每月約計兩萬五千元之收入保障。同時，受災的農園或

魚塭，填土墊高者轉成太陽光電底下溫室有機栽培或家禽畜牧之用，維持原

狀者則是留作滯洪池以解決下陷區水患問題並適度補注地下水源（林淑惠、

陳世明 2012；林弓義、侯千娟  2014；陳惠萍 2015）。

從更寬廣的視野看來，在因應當代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危機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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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一直被設定為綠色能源的代表性技術系統。然而，太陽光電的基礎

設施畢竟仍是一項設置成本極高的技術系統。一方面而言，太陽光電帶有綠

能資本的性質，資本如何運轉於生活世界，將是重大課題。另方面而言，

太陽光電的技術系統，規模可大可小，規模大小的調整，牽涉到進場的光

電廠商類型，也牽涉到電力基礎設施的社會構成與地景樣貌（Akrich 1992; 

Schumacher 2000[1974]）。如果不是家戶個別安裝太陽光電，而是區域集

體架設光電設施的技術情境，那麼太陽光電的綠能資本性質就必須更被審慎

看待。首先，光電技術系統可能是以類似於「殖民」的方式進場，亦即，

進場的廠商以大規模資本蒐購受災之賤價土地，整體將農漁產業的生活區

塊轉變為綠能產業的電力生產區塊（Feenberg 1999; Habermas 2000; Winner 

2004[1980]）。其次，光電技術系統也可能是以政府發包執行或民間興建營運

後轉移 （Build-Operate-Transfer，BOT）等模式進場，但這些模式必須以政

府的公有土地或建物為前提，進場的廠商則扮演光電設施提供者或營運者之

角色。最後，不同於前兩種常見狀態，「養水種電」中的光電技術系統形成

過程，則是以臨界型災難的災後重建為契機，促成光電廠商與農漁居民之間

互利共生的租賃契約，其中，做為異質治理者的屏東縣長與綠能工作小組扮

演了媒合者、監督者以及制衡者的角色，在引介綠能技術系統進入地方社會

之時，同時避免農漁居民直接承受綠能資本的不當支配。

三、重組技術物，重組在地性

（一）在地性的穩固與流動

當臨界型災難再一次來臨時，2009年夏天，莫拉克颱風夾雜著洪水與泥

流來到林邊溪右岸與左岸的林邊鄉與佳冬鄉之時，前此，一個世代已然穩固

的基礎設施與作物地景都面臨崩解潰散的狀態。一方面，林邊鄉與佳冬鄉是

在地性相當明顯的農漁鄉鎮，人們有著熟悉面對面的互動基礎。村落之間以

過往的實作歷史來相互指稱，林邊鄉人自我指稱有個環繞街面與省道的「內

五村」，以及在更往內陸一側與更往沿海一側的「外五村」，總和十個村落

裡，養殖魚塭就是分佈在外五村沿海村落地帶。佳冬鄉人自我指稱有客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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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與福佬村落，總和十二個村落裡，養殖魚塭一樣是分佈在沿海的客家與福

佬村落地帶。兩鄉鎮的沿海村落裡魚塭景致連綿一片，往內陸進來的各村落

則是黑珍珠蓮霧的農園與農寮，也是連綿一片。鮮明的產業地景，強化了關

於在地性的身體感知，這裡就是林邊，這裡就是佳冬。另一方面，林邊鄉與

佳冬鄉的在地性從一開始就是與外界元素密切交流下的產物，隨著黑珍珠蓮

霧與石斑魚逐漸穩固成為地方的產業象徵，蓮霧栽作所需的農業資材與農業

知識，蓮霧流通時的集貨點、交通載具以及後續往北中南市場的運銷配送，

在在都讓蓮霧農或中介商跟屏東之外的重要節點頻繁交流。不管是人物或技

術物，不管是流進或流出，林邊鄉與佳冬鄉的在地性其實就是一種流動的在

地性，當內部與外部頻繁交換各種物質與訊息時，同時也在努力維繫一種相

對穩定的邊界感（楊弘任 2011；黃應貴 2016）。同樣的，石斑魚的魚塭養殖

事業，更是將行動的網絡延伸到台灣社會之外的香港、上海與日本，整個生

產、分配與消費過程，不斷在內部與外部之間來回周流，也不斷在試探網絡

繼續延伸的可能性（鄭力軒 2014）。

臨界型的災難再一次來臨之前，林邊鄉與佳冬鄉除了產業轉型後相對

已穩固一個世代的農漁作物地景之外，也已開始出現人群連帶的轉型特質。

一九九０年代後期起，林邊鄉與佳冬鄉這一帶，開啟了地方文史工作與社

區總體營造的新行動劇碼，視舊如新，重新組裝舊有元素以呈現新的在地風

貌，或者說，形成一種轉型中的在地性。在這「重新發現地方」的轉型過程

中，也重新塑造了代言在地性的重要人物與社群。世居林邊鄉的回鄉知識份

子曹啟鴻，擔任在地國民中學教師二十餘年之後，轉換跑道，成為民主運動

的核心行動者，也陸續當選國民大會代表、省議員、以及立法委員。2009年

夏天，當臨界型災難再一次來臨時，回鄉知識份子，在地人習稱「曹老師」

的曹啟鴻已是其第一任的屏東縣長任內。實則，早在2005年底就任屏東縣

長之初，這位曹老師就陸續延聘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與屏北社區大學的

核心幹部，進入屏東縣政府任職縣長室或重要局處的機要或首長職務。在與

公務人員的組織文化逐漸試誤與磨合之後，「社區營造」、「生態規劃」、

「溪流整治」與「綠能轉型」成為縣政治理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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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次失敗的綠能技術行動網絡試驗

然而，掌握縣市層級地方政府的行政機器，是否就表示這些人物的集合

體已足以發動一個新的綠能技術行動網絡，形成重要的綠能實作項目呢？不

必然如此。

2005年底之後，屏東縣的曹縣長與他延聘任職縣府的非營利組織核心幹

部們取定了兩項可能的綠能項目，一是以都會廚餘與鄉村農作廢棄物為基礎

的沼氣發電構想，另一是規模化栽種新品種狼尾草以萃取生質酒精的構想。

在沼氣發電構想中，屏東縣政府固然曾以環保局為基礎，連結了在地的專家

知識社群與地方知識社群，也曾安排前往丹麥與德國進行該地技術系統的實

地考察，但每個地方的技術系統都與當地人群的生活形態息息相關，試圖引

進某些習稱先進國家的綠能技術系統時，除了系統建置的成本因素之外，也

跟該地的人群如何預先處置廚餘或農作廢棄物的實作習性無法脫勾。1回到

屏東後，縣府團隊很快發現原始構想中的都會廚餘或鄉村農作廢棄物都不是

輕易能進行某種標準化規格與規模化蒐集的狀態，更何況廚餘與農作廢棄物

蒐集時的集結、儲存與運送，各個過程都可能引發鄰近居民的不安與反對。

其次，2005年底之後，屏東縣府團隊也積極策劃關於新品種狼尾草生質酒精

萃取的綠能產業構想。此時此刻進場的人物與技術物，包含了嘗試代理該項

技術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早期幹部、國內農業試驗單位開發出的新品種狼尾

草、在美國的相關實驗室所宣稱的生質酒精轉化菌株、該實驗室的萃取技術

原型系統、設想中的屏東在地契作農民、以及屏東平原上的台糖閒置土地等

等。正當這項新的綠能技術網絡逐步連結遠近各方的各項異質元素之時，最

關鍵的美國相關實驗室這一方開始解離於此一發生中的網絡，所謂的「技術

移轉」宣告協商失敗，甚至從實驗室裡的原型技術系統要成為足以商業運轉

的技術系統，最終也發現並非每一環節均已成熟到無須再測試或再改良的穩

定黑箱化階段（徐仁全 2007；郭芷瑄 2008）。2005年底起到2009年夏天的莫

1　 見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專案計畫編號EPA-96-Z102-02-202，計畫成果報告書（2007
年）。該次考察團成員，包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工業技術研究院與屏東縣長等，於德國與丹

麥畜牧場進行厭氧消化技術與沼氣發電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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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颱風來臨之前，打算試驗「綠能轉型」的屏東縣政府，已經歷了兩次失

敗的綠能技術網絡連結過程。無論沼氣發電或生質酒精等項目，在關鍵的技

術物與相關的人物等面向上，都未能達成穩固化的連結與運轉狀態。雖然掌

握了一個縣市層級的行政機器，但在成熟黑箱化的關鍵技術出現之前，這些

既有人事物的暫時性聯盟，還不足以啟動任何一項新的綠能技術行動網絡。

換言之，綠能轉型，縱使理念或制度再怎麼成熟，也都深切倚賴著成熟黑箱

化的關鍵綠能技術之出現，才可能進一步具體落實。

（三）光電廠商與在地農漁民的原初興趣取向

2009年夏天，當臨界型的災難再一次來臨時，災難本身重新劃定了事

物的重要順序，此時此刻，任何事物如能與「災後重建」形成相關論述或實

作，這些事物就可能得到優先考量與排序，並能以異於常態施政下的快速政

策流程與優渥預算規模浮上台面。綠能轉型是當時屏東縣府團隊核心成員的

優先施政項目，但苦於成熟黑箱化的技術物遲遲未能現身，也苦於習慣既有

生活方式的人們並未把所謂綠能技術納入日常生活中的任何考量選項，在技

術物與人物的狀態都不明確的情況下，綠能轉型並未成為相關社群所關注之

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

2009年夏天，就在莫拉克風災前一個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台灣社會正式出現有法源依據的綠能發電躉購制度了，依據該

法，台電有併聯與收購各類再生能源所發出電力之義務，而且台電需就高於

市價的躉購費率來進行收購，每年的躉購費率則由經濟部能源局召集相關業

者協商議定。各種再生能源之中，太陽光電的技術已是相對成熟的技術，藉

由代工生產或技術統包的整廠輸入（turnkey solution）等模式，台灣的光電

廠商很快熟練於光電產業的中游地帶，也就是太陽能電池與面板製程等相關

環節，進而屢屢形成輔助性的製程技術創新。實則，從1997年半導體產業中

的茂迪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太陽能電池生產部門起，長久時間內台灣的光電廠

商都環繞在中游的太陽能電池與面板事業，相較起來，上游地帶的矽晶生產

則是屬於新興生產基地中國或同屬東亞工業化國家南韓的天下，下游的系統

整合仍由歐盟、美國或日本等國家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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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灣光電廠商成熟穩固的太陽能電池與面板的製程技術，原初消

費端所設想的幾乎都是西歐、南歐以及美國市場。就太陽能面板而言，依據

最初技術移轉的歐盟或美國廠商實驗室之規格設定，就是適合安裝在日常生

活處處可見斜屋頂上的標準化技術物。這樣的原初經驗，讓這些光電廠商一

開始設想到在台灣的技術組裝情境即是，嘗試在北回歸線以南擁有高度日照

狀態的縣市裡，尋找頂樓陽台空間來架設傾斜角度的太陽光電設施。在南台

灣，除了私人住宅的頂樓陽台之外，光電廠商也開始尋找大面積的公有廳舍

屋頂陽台，最後則是嘗試尋找大規模的工廠廠房鐵皮斜屋頂。然而，2009年

夏天這一刻，台灣社會固然已有公告施行的法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但絕大多數南台灣私人住宅的頂樓建築卻是非法加蓋的鐵皮屋，無論法規限

制或技術安全考量下，都不可能在頂樓鐵皮屋頂上加裝負重的太陽能面板。

同時，公有廳舍屋頂陽台或工廠廠房鐵皮斜屋頂，也都還處於不知道改建為

太陽光電併聯設施時需要哪些併聯技術、法規限制、租用模式等等的不確定

狀態。就這一階段而言，光電廠商的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相當清楚，就是尋

找北回歸線以南的大面積頂樓空間，但無論各種頂樓空間使用的實況或法規

與技術的不確定性，都讓這樣的興趣無以實現（陳惠萍 2015；Yang 2015；邱

啟新 2016）。

反過來說，就林邊鄉與佳冬鄉的在地農漁民而言，臨界型災難的莫拉克

颱風過後，所有行動趨勢或關注興趣之焦點，也不曾出現過所謂遠方的太陽

光電技術系統這一回事。事實上，在初期救災這一階段裡，在地蓮霧農與魚

塭業者最直接了當的需求，或者說，最直白呈現的關注焦點就是「誰來把泥

流移除？」「誰來把重建農園與魚塭的貸款資格與貸款成數做適當處理？」

回復原狀、重建家園與再造生計，就是這一階段在地農漁民直接因應環境變

化時的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

初期的災後重建過程裡，無論是相對而言最近端的在地農漁民，或是最

遠端的光電廠商，沒有任何一端的關注興趣或網絡連結的動力指向對方。在

地農漁民與光電廠商，其實是異質而平行的既有行動者網絡，差別只是前者

的網絡較短，由蓮霧園與魚塭聯結到屏東之外的農漁消費端，而後者的網絡

較長，由技術移轉的歐盟或美國光電廠商技術部門連結到台灣北中南科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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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生產基地，最終再連結回歐盟與美國的光電產品消費端。

（四）以「養水種電」之名

災難讓事物考量與排序的優先權變動了，臨界型災難尤其徹底打亂了既

有基礎設施與作物地景的穩固樣貌。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林邊鄉與佳冬鄉

的在地農漁民把「解決問題」的眼光朝向了即將任滿一屆的屏東縣政府曹縣

長。同一時期，遭受歐債危機直間接影響的光電業者，適逢太陽光電躉購電

價高出市電五倍以上的政策誘因狀態，也陸續前來屏東縣政府尋求創立太陽

能電廠以「解決問題」的出路。於是，長期倡議綠能轉型的屏東縣府團隊相

關成員們，在災後重建的初期階段，很快就提議將兩股「解決問題」的動力

匯聚為一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擺在眼前的實況是，屏東縣府團隊相關成員裡沒有任何人是光電技術與

光電產業的專業者，就算前此數年前曾建立出綠能的專家顧問團與地方知識

社群，也都是圍繞在沼氣與生質能源等相關議題上。更細緻檢測下來，屏東

縣政府的行政機器之中並沒有「再生能源業務」這一主管部門。然而，當時

的曹縣長與幾位由非營利組織延攬而來的縣長室機要秘書或局處首長，在界

定綠能轉型的局勢條件之後，決定開始試驗多向度創新的技術與社會之異質

工程。2009年夏天的莫拉克風災過後，2010年3月，已順利連任屏東縣長的

曹啟鴻先在平面媒體發表一篇題為〈「蓄水」養電 重建家園〉的讀者投書文

章，正式宣示最近端的農漁土地場景與最遠端的光電技術物，即將進行一種

原先設想不到的連結與創新，就像是建造某種未知混種物（hybrid）的異質工

程一樣（Latour 1993, 2005; Law 2012）。在當時，嘗試將遠近端異質元素連

結起來進行異質治理，角色上則是類似某種異質工程師的曹啟鴻（2010）在

該篇媒體投書中這樣提起：

首先，無養殖登記魚塭、蓮霧園四周稍微堆土高一米，全部投入可

浮動式太陽能發電，無登記證魚塭不再「養魚」而是「養電」，且

具有蓄洪效果，產業從此大逆轉。從「耗水耗電」產業轉型為「養

水養電」的產業，產業轉型將不再是個口號。為何要採浮動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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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板，因為大水淹過魚塭時，昂貴太陽能板可留置原位不致流失；

下了大雨先蓄在魚池內，蓮霧園一樣可以蓄水。區域排水因此減洪

了，部分洪水可迅速排洪。浮動式的優點是，一旦流域上下游數千

萬立方砂石可回填低地的魚塭與農田時就可移開，國土才能真實復

育。否則國家不但要運走數兆萬立方土石，還坐等下陷區沉於海

底。

2010年的3月初，此時此刻的異質治理者曹縣長與他的縣府相關成員有了

初步構想，就是要「蓄水養電」或「養水養電」，也就是反過來利用土石流

的力量，讓莫拉克颱風後的林邊溪上游土石逐年藉由河川力量搬運到下游出

海口地層下陷區的林邊與佳冬。同時，這個異質治理的行動團隊還做了特別

的發想，就是無論受災的魚塭或蓮霧園，只要將這些難以復原耕作的土地周

邊壟高起來，滯洪蓄水，上面漂浮著「可浮動式太陽能發電」，土地之下補

注地下水，土地之上接收來自太陽的日照能量，就是這樣，無論是風災泥流

漫溢時或長年超抽地下水受創的下陷區土地，或是尋求太陽電廠規模的光電

廠商，這兩者尋求「解決問題」的力道被匯流為一。

然而，此時此刻，世界上真的已經有了「可浮動式太陽能發電」這樣的

創新混種物嗎？以及，當下陷區國土復育的土地層面問題與光電產業尋求創

建電廠的產業問題可能被解決時，莫拉克風災後的農漁民生計問題，有可能

同時被解決嗎？接著，要在農漁用地上裝置光電設施，會遇到哪些技術上與

法規上的關卡呢？開始擔負起異質治理者角色的曹縣長在該篇媒體投書繼續

這樣說：

這麼看起來美好的事，當然有很多石頭擋住：一、請能源局、地政

司、農委會、經建會共同解決一筆土地僅660平方公尺可作太陽能

之設施限制；在嚴重下陷區、莫拉克災區先作示範性太陽能電廠，

否則1公頃魚塭660平方公尺太陽能，9340平方公尺續養魚，一點意

義都沒有。因為產業沒轉型，耗水耗電仍繼續，低漥地是無法有計

畫、有秩序填高。農委會及地政司基於保護國家良田不他用之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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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美，但即將落入海中土地則無從保護，解除下陷區、莫拉克災區

及無養殖登記土地660平方公尺之限制，有更大面積使用太陽能發

電，是回復良田，解決水患之良方。二、請經建會、經濟部能以重

大經濟建設看待此綠能產業，於屏東日照全國最優質，並最具競爭

之太陽能效益，太陽能電網之建構應事不宜遲。鼓勵太陽能結合生

物工廠投資，是下一波台灣經濟另一活路。

事實上，在這篇宣言裡的技術物、人物或制度，沒有一樣是現成擺在

眼前的穩定事實。甚至，在宣言中提到的「可浮動式太陽能發電」，雖然在

災後重建階段的技術創新時啟動得最早，也同步整合了新成立的小規模光電

廠商、擁有魚塭養殖經驗的在地深水馬達師傅、高屏一帶的塑膠管筏製作廠

商、以及屏東縣府綠能工作小組的第一線承辦人員，在地方知識與專家知

識之間來來回回反覆試驗；但直至2013年初，整個「養水種電」方案已經

完成時，這項「可浮動式太陽能發電」卻仍是處在技術創新是否已然成立的

不確定狀態中。一直到2016年初前後，真正足以穩固連結與有效運轉的系

統，更名為「浮動型太陽能光電系統」的技術混種物才出現在佳冬鄉的大型

溝渠水面上（潘欣中 2016）。同樣的，一開始半試誤狀態下的命名行動，

不論以「蓄水養電」或「養水養電」來命名，這些命名本身也不穩固。一方

面是，這些命名此時還建立在尚未穩固的技術物初始試驗狀態；另方面是，

關於「名與實」或「命名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動態發展的歷程

（Latour 1991, 2005）。就在該篇宣言發表過後的同年年底，這項創新的綠能

混種物技術系統在躉購費率政策變動的爭議中終於火熱起來了，到了那一時

刻，「養水種電」之名也才跟著被確立下來（陳慧萍、侯千娟 2010）。至於

這個確定名號所連結的混種物新事實則是，在受災魚塭或蓮霧園裡架起了高

約三公尺的架高型斜屋頂，形成了連成一氣的太陽能面板，而架高太陽能底

下的土地，有些留作蓄洪池、有些則是與有機農牧業共生。

總之，在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階段裡，林邊溪右岸與左岸的林邊鄉與

佳冬鄉，一方面呈現了前一世代所穩固下來的基礎設施與作物地景等輪廓，

也呈現了風災泥流後再度陷入不穩固的狀態；另方面是，在災後重建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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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促成在地性自我強化的既有元素紛紛解離了原軌道，由外部遠方而

來的新技術與新的人物準備進場，以嘗試協商出一種從無到有的新形態基礎

設施與產業地景，然後再一次劃定邊界，再一次宣稱在地性。無論如何，這

裡的確有著在地性，但比較像是一種流動的在地性。

圖1　屏東縣嚴重地層下陷區與莫拉克風災受創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專案申請試辦補助計畫
　　　說明：色塊區域即「養水種電」專案區域，虛線範圍內指都市計畫區或風景特定區 。
　　　　　　　　　　　　　　 圖面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副處長簡報檔案2011/03/29

四、養水種電的異質治理

（一）農漁生活世界裡水與電的原初技術網絡樣貌

莫拉克風災前的林邊與佳冬，在地的基礎設施樣貌，跟蓮霧園與魚塭緊

密相關。不論蓮霧園裡的農寮或魚塭旁的工寮，都是地方知識與在地技術的

匯聚之處（Agrawal 1995; Turnbull 2000; Sillitoe, Bicker and Pottier 2002）。蓮

霧農寮裡，以鐵皮、磚房或水泥建造的四壁空間裡，各種農具、肥料、農藥

依照農園主人的實用軌跡擺放著，接著，牆上的電力設施裝置，攸關著農園

的抽水、澆灌與照明之需，通常還會加上一架柴油發電機以因應跳電或停電

時的需要。魚塭工寮裡，水與電更是整體養殖事業的核心命脈之所在，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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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浦、大小口徑水管與各種用途的漁網是基本的裝備，接著，從工寮斜斜拉

出的電線，延伸到魚塭之中，維繫水車的持續運轉。魚塭水車，簡單的在地

技術，正中央是架高的馬達，兩邊是不斷打水以便提高水池裡溶氧量的水輪

葉片，這些裝置就安裝在兩邊各有兩支塑膠管筏的浮力裝置上。幾十支大型

塑膠管組裝起來的管筏，俗稱「排仔」，讓魚塭主人得以簡便進入池中進行

各種養殖作業的載具，處處可見。魚塭本身是個堅固的水泥築體，深達一丈

也就是三米深上下的魚塭，四周是穩固的塭岸水泥牆，塭岸寬度正好讓穿著

雨鞋與防水褲的魚塭主人以經年累月的平衡感來來回回不斷的走動。池底的

石斑魚，如果是養殖三年的高價龍膽石斑，可能已達一米長、近二十公斤的

狀態，魚塭主人非必要時也不敢輕易下到池底跟這樣水中的有力者搏鬥。魚

塭主人日常作息裡，不時在塭岸上與工寮間來回走動，檢視每次餵食或相關

作業時池子裡的各種動靜。工寮，無疑就是這個局部小世界裡的動力來源。

為了維繫各種抽水、排水、打水的常態運轉，進到魚塭工寮，最顯眼的就是

牆上半坪面積大小的配電盤。2魚塭地帶，密度極高的水泥電線杆以及魚塭外

圍的排水渠道，形成水與電技術網絡密佈的養殖魚塭局部小世界。

林邊鄉與佳冬鄉的農漁產業生活世界裡，水與電的技術網絡並不是陌生

的事物，日常的維修保養已讓人物與技術物之間形成了休戚與共的緊密關連

狀態（Akrich 1992; de Laet and Mol 2000; Edgerton 2016[2007]）。換言之，

這樣小規模分散使用的水電技術網絡早已馴化於在地環境並聽命於在地農漁

民了。

（二）創造一個易於連結的在地技術現場

2010年的3月11日，已連任的屏東縣長曹啟鴻在平面媒體上以讀者投書向

台灣社會正式提議了「蓄水養電」或「可浮動式太陽能發電」的構想。此時

此刻，曹縣長逐漸轉變成一位嘗試連結各類異質子系統的異質治理者角色。

然而，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這個世界上還不曾出現過浮動在養殖魚塭水面上

2　 相關場景細節，可參考鄭富璁（2010）執導之紀錄片，〈憨人：水產養殖王國的反思〉。該紀

錄片自莫拉克風災起全程記錄林邊、佳冬、東港等地養殖魚塭的受災因應與日常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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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陽光電技術系統。對於在地農漁民而言，小規模水電技術網絡確實是生

活中熟知的技術物，但漂浮在魚塭裡的大規模太陽光電則無從想像。另一方

面，對於外來的光電廠商，大規模安裝於斜屋頂或頂樓陽台空間的太陽光電

系統並不陌生，但要讓大規模光電系統安裝在魚塭的水面上則顯得憂心忡

忡。

從2009年7月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公告施行之後，陸續來訪屏東縣政

府的各類光電廠商不在少數。大多數的光電廠商，尤其是本業為太陽能電池

或太陽能面板製造的大型光電集團，都是前來探詢在公有廳舍連綿一片的大

面積頂樓陽台空間，安裝太陽光電的可能性。至於長期以來這位曹縣長想把

太陽光電安裝在農漁空間的構想，則是一直要到2009年的12月下旬，才有第

一次的迴響與共鳴；然而，這樣的迴響與共鳴，並不是來自大型光電集團。

一家於2008年剛剛在台灣成立而規模相對較小的能源營運企業，由日本母

公司在台灣所成立的子公司「阿波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阿

波羅新能源」），透過環境運動的人際網絡引介，前來屏東縣政府拜會曹縣

長。經過第一次的意見交換，沒多久，2010年的2月上旬，阿波羅新能源已提

出在林邊或佳冬具體試驗浮動型太陽能技術系統的初步構想。在該公司對曹

縣長及縣府團隊提出的簡報中，首次引介了「浮力型太陽光電筏」的小型案

例，簡報中以日本夏普公司在三重縣龜山市的龜山工廠調整池，小型單元的

浮力型太陽光電系統為例，說明相關經驗與待克服的技術課題。3該次簡報中

的「浮力型太陽光電筏」小型案例，就是促成曹縣長提出「蓄水養電」初步

構想的重要技術文獻。也就是在這次交流之後，有了技術系統的雛形構想為

基礎，從技術到法規、制度、經濟、社會的子系統也開始關連起來，曹縣長

的異質治理者角色也逐步浮現出來。

做為異質治理的最早發動者，就像在「蓄水養電」一文發表在讀者投書

中所揭示的，當時的曹縣長已同步涉入了多重異質性的系統建造工程之中。

無論如何，要讓在地農漁民對設想中的大型光電技術系統感到興趣，非得建

3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縣長室未刊行之內部彙整，〈屏東縣政府推動太陽光電大事記〉，由

2009/07/08開始記錄，至2011/01/31，共計約一百一十餘項屏東光電相關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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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個具體的在地技術現場不可。同時，有了技術現場為憑藉，也才容易促

成縣府公務人員與中央政府跨部會決策者的政策評估，同時也促成光電廠商

進行技術與投資的風險評估。

一開始，經由曹縣長的引介與媒合，阿波羅新能源的工程技術人員嘗試

跟屏東在地的魚塭主人連結起來；同時，屏東縣政府的跨局處任務編組也在

逐步形成中，其中幾位出身自非營利組織的縣長室機要或局處首長，加上業

務關連最高的第一線承辦人員，共同開啟了「做中學」的非正式學習歷程，

不斷在首批選定的試驗魚塭中，從技術物的元件組裝過程，逐步熟悉何謂太

陽光電、何謂日照的入射角度、何謂電力併聯、何謂系統衝擊評估、何謂電

力的幹線或饋線、每日最佳發電度數、電力收購費率與賣電收入估算，以

及，如何克服魚塭水面波動、如何克服鹽分腐蝕、如何建造穩定可行的浮力

裝置等等技術課題，並嘗試協作出可能的技術解方。

到了2010年5月13日，屏東縣政府與阿波羅新能源聯合舉行記者會，宣

布了第一代的魚塭浮動型太陽能發電設施。從記者會內容來看，此時的曹縣

長與逐漸形成中的綠能工作小組，一開始設想的其實是一種能適應魚塭生活

方式與地景環境，也就是能依照魚塭分佈區位而安裝的小規模分散式太陽光

電系統（Schumacher 2000[1974]; Winner 2004[1980]）。總之，從2010年3月

11日發表「蓄水養電」一文在報紙的讀者投書起，到同年5月13日的第一代魚

塭浮動型太陽光電記者會，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裡，一個「在地技術現場」已

經建造出來了，同時，不斷往返技術現場之後，屏東縣府相關局處的公務人

員，也逐漸熟悉了光電技術的關鍵課題、農漁土地法規的關鍵課題、以及台

電併聯作業的關鍵課題。

這樣一個在地技術現場，從一開始就是異質性相當豐富的起點。做為光

電技術社群的阿波羅新能源，被引介到先前已投入社區總體營造二十餘年的

魚塭主人達仔這裡來。就像當地不少跨業的農漁民一樣，本業是深水馬達安

裝與維修師傅的達仔，同時也是魚塭的經營者。這個在地技術現場，是位在

佳冬鄉往南交界的枋寮鄉番子崙的兩分半土地面積的魚塭。阿波羅新能源向

在地師傅達仔承租了這片魚塭，以600多坪之中的40坪面積，試驗安裝了70片

的太陽能面板，裝置容量則是15.4千瓦（KW）。兩個月的密集試驗與實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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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光電技術社群開始融入這個農漁的生活世界；同時，身為魚塭主人而

又擁有社造經驗的在地師傅達仔，則是不斷與光電技術社群研商如何將魚塭

的在地特性含納到新的光電技術系統之中。在實際的技術層面上，除了不同

光電材質的成本與效率考量，以及光電的電力產出必須併聯到台電的電力饋

線之外，承載光電元件的浮力裝置也是重大的技術課題。「浮動碼頭」的標

準化浮箱體是最先被試用的浮力裝置，40坪的魚塭水面上，連結成一整片的

浮箱裝置，同時也設計了組合式的伸縮塑膠管深入池底當作支柱，隨著水位

可以上下調整5公尺的高度（潘欣中 2010）。透過這位深水馬達在地師傅的原

初水電技術與社會網絡，也透過他參與屏東社區總體營造與產業轉型時所熟

識的在地中小企業人際關係，達仔是協助引進塑膠浮箱與塑膠管筏的在地業

者，也深入參與了太陽光電「浮動碼頭」的設計與修改過程。訪談中，50餘

歲的在地師傅達仔這樣說起：

對，打水的水車。我就是觀察水車，因為那是跟我的生活最有關係

的，長期我都在看那個東西。一台水車有四支塑膠管，一般都是六

吋管子。一台水車，平常就在那邊打水。就算颱風來時水面的風湧

很大，要讓一台水車翻倒也沒那麼簡單。……阿波羅新能源一開始

想的是讓塑膠浮箱整片都連結起來，就是「硬性連結」，我跟他們

執行長說，這樣好像不對喔，要分區啦，做「局部連結」比較對。

如果是「硬性連結」，一旦風變強了，沒辦法說這一塊要動、另一

塊不要動。如果整片連結一起，風這樣攪動的時候，是不是太陽能

面板的玻璃就裂開了？原先阿波羅的執行長認為整片連結一起，像

航空母艦一樣，比較穩固，我跟他說起魚塭水車的經驗，他才接受

「局部連結」的作法。4

就像這樣，位在佳冬鄉與枋寮鄉交界區域的試驗魚塭，將魚塭生活世界

4　資料來源：在地師傅達仔深度訪談（2013/11/17）；受訪地點為佳冬鄉達仔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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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地方知識與光電技術系統的專家知識交會起來了。在黑箱化的技術物引

進過程中，這個農漁生活世界也在嘗試為自己發聲。做為異質治理者的屏東

曹縣長，關於這項技術與社會系統建造的構想還要更徹底，除了引介光電技

術團隊進入魚塭生活世界之外，更進一步，曹縣長還打算把魚塭主人的光電

試驗經驗建造成一個有在地說服力的「技術與社會範例」（socio-technical 

exemplar）。這個範例將會以類似這樣的表述呈現出來：「屏東災區有一位

魚塭地主，兩分半魚塭土地租給高科技的太陽能公司，每個月就能收入將近

三萬元」。

這樣的技術與社會範例，透過在地技術現場的建造，以及記者會之後的

在地新聞敘事效應，逐漸將遠方遙不可及的太陽光電科技，帶向近方的農漁

生活在地場景。在這個範例中，技術目標、技術課題與解方、技術理論與實

作，像是再自然不過的生活訊息被再現出來，連結到在地既有的水與電的技

術網絡來了（Constant 1980; Staudenmaier 1985; Bijker 1997）。同時，在這

個範例之中，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也以在地居民出租魚塭給光電科技公

司，以易於理解的故事形式而被再現。來自在地技術現場所再現的技術與社

會範例，有效位移了各方行動者的原初行動趨勢或興趣方向，進而開始為後

續的異質連結提供了合理的想像。

（三）在地說明會與初階轉譯者的現身

有了物質化的在地技術現場與論述化的技術與社會範例之後，轉譯的力

道開始往兩端演變：往農漁生活世界這一端，出現了初階的轉譯者，亦即能

辨識出養殖漁業異質性的在地魚塭達人，往法規制度決策者這一端，則是出

現了多向度轉譯者，亦即屏東縣政府跨局處任務編組的綠能工作小組。藉由

初階轉譯者與多向度轉譯者的同步運作，「養水種電」的異質治理網絡慢慢

鋪展開來。

2010年5月中旬的在地技術現場以及技術與社會範例形成之後，異質治理

者曹縣長帶著幾位縣府人員與任職於光電廠商的工程師，開始深入林邊鄉與

佳冬鄉的農漁村落，以簡報檔案的小型座談會方式，一場一場陳述太陽光電

如何與受災的蓮霧園或魚塭連結起來的模式。初期的場次中，出現了一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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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魚塭達人泰仔，這位中年男性除了養殖事業之外也兼作魚貨買賣，相當熟

稔於兩鄉鎮魚塭養殖的實況，在回應簡報座談的過程中，魚塭達人泰仔很快

歸納分析起來：

我當時就說，不能把所有養殖魚塭當成一樣。裡面有三種人，一種

是很會養魚，魚塭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租來的；一種是雖然是

養魚，但跟在公司或工廠讓人家雇用比較起來，收入差不多；一種

是純粹魚塭出租給別人養殖。……要做養水種電，你不要去跟第一

種人講，他們養魚很有技術，抓到一次時機就賺大錢，像企業家一

樣。第二種、第三種才是適合去講的。養水種電的土地租金比起一

般行情高出這麼多，說得動啦。5

這樣的在地說明會舉辦時，魚塭達人泰仔看到具體的社會與技術範例，

由新聞報導的文字與影像帶來了足供判斷的基礎。太陽光電的試驗魚塭所在

地，也像兩鄉鎮所有魚塭的區位或形態一樣，人人可及，隨時可以前往觀摩

察看。魚塭達人泰仔的原初行動趨勢與興趣取向被具體位移了，從自身的

受災魚塭，位移到太陽光電的試驗魚塭，關注的焦點也跟著轉變了（Latour 

2005, 2016[2011]）。實則，莫拉克風災後，說明會之前，魚塭達人泰仔已

被林邊鄉公所找來擔任約聘僱人員，協助調查鄉內魚塭受損狀況與復原之需

求。說明會之後，異質治理者曹縣長與縣府核心成員，進一步將魚塭達人泰

仔納入到配合「養水種電」政策推展的工作中。

像這樣，擔負初階轉譯任務的魚塭達人泰仔，很快辨識出哪些類型是

「原初興趣有可能轉向」的在地魚塭地主，同時也將相關訊息回報給縣府團

隊，針對第一種「養殖達人」就是協助貸款、清淤、整理、復養，但對養殖

技術較平庸的地主或純粹出租魚塭的地主，「養水種電」方案中規劃了能以

四至八倍的租金水準來承租土地，這樣的誘因的確很充份，最後只要克服地

5　資料來源：魚塭地主聯絡人泰仔深度訪談（2012/01/05）；受訪地點為林邊鄉泰仔自家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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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們對過往土地改革政策過程造成地主權益受損的負面印象即可。隨後一場

一場的在地說明會，總計十餘場，出席說明會的農漁地主們，逐漸被帶離原

先的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轉向於養水種電方案中關於「租賃期限」、「租

金高低」、「租約期滿後土地復原」等等問題來。農漁地主們憂慮的是，前

三十餘年裡用於蓮霧栽作與魚塭養殖的土地，一旦跟光電廠商簽訂長期契約

後，將來的土地權限會不會有爭議，會不會面臨跟上一個世代所經歷的耕者

有其田或三七五減租時期一樣的情境。6

（四）做為多向度轉譯機制的綠能工作小組

在農漁生活世界這一端，初階轉譯者協助將養殖魚塭事業之中的異質

角色區辨出來，經由在地說明會，慢慢找出適合參與「養水種電」方案的魚

塭地主，受災的蓮霧農園地主很快也加入了此一方案。同時，在法規制度決

策者這一端，屏東縣政府跨局處的任務編組逐漸形成，隨著歷次會議的決策

與執行，這個任務編組也被定名為「綠能工作小組」，扮演多向度轉譯之機

制。

為了因應2010年4月底，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建會」）

所召開的「研商屏東縣在地層下陷區及莫拉克風災產業受損農地發展綠色能

源產業事宜」，屏東縣政府開啟了跨局處的任務編組。7出身自東港溪保育協

會總幹事的縣長室機要黃秘書，擔負了綠能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一職，同樣是

東港溪保育協會與屏北社區大學出身的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以下簡稱「工

策會」）林總幹事，則是密集往返於縣府、在地技術現場、在地說明會之

間，協助訂定出相關的廠商招標規格書與保障災民基本收入的計畫書。縣長

室機要黃秘書與工策會林總幹事，兩位幹練的女性，都是十幾年以上參與屏

東社區營造、文史保育、溪流復育的非營利組織幹部。關於地方知識的社群

6　 農漁地主對土地權益的擔憂，亦可參考鄭富璁（2010）執導之紀錄片，〈憨人：水產養殖王國

的反思〉。

7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簡稱「經建會」。2013年8月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發展委員會

組織法》，並於2014年1月22日整併原「經建會」組織與相關機構，正式成立「國家發展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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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以及在地技術的發展實況，這兩位女性幹部都相當熟絡。擔負了綠能工

作小組的核心成員之後，這兩位女性幹部協助異質治理者曹縣長，開始將地

方知識與專家知識，在地的技術與外來的高科技，相互交織起來了。

經建會的第一次跨部會協調會議，其實是因應曹縣長與屏東出身之立法

委員要求，特別召開之會議。一開始，在「蓄水養電」讀者投書中，曹縣長

設想的中央政府協調者是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委員會，初次提出構想後，

重建會建議轉往經建會召開會議。2010年4月28日在經建會所召開的跨部會

協調會議的會議記錄中，中央政府的出席單位有莫拉克災後重建會的專門委

員、經建會部門計畫處的處長與多位幹部、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人員、

農委會企畫處與農糧署的技正、農委會漁業署的科長與副研究員、內政地政

司的專門委員、經濟部能源署的專門委員、經濟部國營會的視導。專家社群

之中，工業技術研究院太陽光電科技中心的經理、某一所科技大學的副校

長、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的協理、以及台電公司代表都出席了。屏東縣政

府的團隊，則由曹縣長帶領了機要秘書、地政處、建設處等多位成員與會，

經建會也特別邀集了同為地層下陷區的雲林縣政府相關局處人員與會，希望

雲林縣也能參考這一國土復育的治理模式。這一場中央與地方的跨部會協調

會議，則是由當時的經建會黃副主委主持召開，會議記錄中確立了後來稱為

「養水種電」方案的跨部會後續處理步驟：8

一、為期於本（99）年底前在屏東縣地層下陷地區及莫拉克風災產

業受損農地建立太陽光電產業示範區，促成業者完成與台電公司簽

訂躉購再生能源電能契約，請屏東縣政府做為農、漁民與業者之間

的平台，居中協調整合，儘速整合民眾之合作協議計畫，據以研提

整體計畫及招商須知，並劃定示範區送本會，俾據以后續辦理公開

招商事宜。

二、請台電公司、經濟部能源局及國營會於2週內將未來屏東縣太陽

8　 見經建會，「研商屏東縣在地層下陷區及莫拉克風災產業受損農地發展綠色能源產業事宜」，

會議記錄（2010/04/18 經建會513會議室）。會議主持人為經建會副主委黃萬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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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設施與台電公司電力網併聯所需輸配線路、變電所區位、經費

及適宜規劃示範區之區位、經濟規模等相關資料提送本會。

三、請農委會及內政部於1週內研提自有農地變更為綜合目的之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後，仍經營農業活動之農、漁民，可保留（擁有）農

民資格之可行方法。

四、本會將針對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第3項附表

一有關農牧用地容許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點狀使用面積不得超過

660平方公尺之規定，洽同內政部地政司研擬增列經核准設立之專案

示範區不在此限之修正文字，俾供內政部參辦。……

做為異質治理者的屏東曹縣長，帶著建造中的浮動光電試驗魚塭案例

簡報，以及於讀者投書中「蓄水養電」的整體構想，在行政院經建會的跨部

會協調會議中，有效說服了政策決策者。經建會原本苦於無法提出針對地層

下陷區的國土復育計畫，當屏東縣府團隊以「蓄水養電」形成提案時，經建

會也樂於將災後重建、綠能轉型與國土復育三項政策目標，合而為一。緊接

著，中央政府的地政、能源、農業、國營會等相關部門動了起來，台電公司

也開始研商適合的電力併聯輸配線路以及相關的電力工程技術。經過這一場

經建會的跨部會協調會議，屏東縣政府的跨局處任務編組正式形成，在任務

編組會議記錄中，明白出現了「綠能工作小組」這一組織職稱，多向度的

連結中央決策、光電廠商招商基準以及在地農漁民的適用資格與地租模式等

等。

關於一項綜合了創新技術系統的創新政策實施模式，從原初「蓄水養

電」到定名為「養水種電」方案的落實，不只需要具體的技術物與相關的技

術廠商進場，還需要關於土地使用法規的調整。很快的，當「蓄水養電」或

「養水種電」的構想啟動時，縣府地政處的相關人員已被要求進入綠能工作

小組，協助處理土地使用的法規修訂。身為綠能工作小組成員之一，當時任

職屏東縣政府地政處地用科的青壯輩女性陳科長，特別說起屏東沿海魚塭的

土地使用類型與實作狀態，這樣的分類相當不同於前述魚塭達人泰仔的分

類。陳科長明確說起，林邊與佳冬兩鄉鎮的魚塭屬於「非都市土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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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興辦事業」要推動時，需先進行土地變更流程。興辦什麼事業？就是

在農漁用地上興辦太陽光電的事業。在這一過程中，定名為「養水種電」方

案的技術創新與社會創新的構想，再度被位移到土地使用法規之中進行力量

的測試（Latour 1991, 2005）。有了技術物、有了光電廠商、有了農漁民地主

的積極意願，這些都還不夠。「養水種電」，非得要有被認可的土地使用變

更狀態不可。陳科長特別指出：

曹縣長要這些沒有養殖登記證的魚塭轉型作光電，減少違法抽取地

下水。以往我們都盡量不碰這一塊，這是地雷區啦。中央大學太空

與遙測中心的福衛二號，每三個月會拍一輪，如果拍到變異點，就

是說，應該拍到是種植作物，綠色的，但卻拍到水面反光的狀況，

就會回報給內政部營建署，接著通知縣府地政處進行非都市土地違

規查報處置。養水種電的興辦事業，等於是把這些無養殖登記證違

規使用的狀況，一次浮上台面。一開始我們當然有點擔心。9

陳科長說了，光電試驗魚塭做出來之後，隨著深入參與到綠能工作小

組會議，感受到「養水種電」的方案勢在必行，隨後就是全力以赴，不再猶

豫，加速進行這些無養殖登記證的魚塭土地使用變更。

綠能工作小組，另一個核心的相關局處即是後來更名為城鄉發展處的建

設處。縣境能源的主管機關就是建設處的工商管理科，但它原先業務的範圍

相當單純，就是處理縣境之內的瓦斯與加油站等業務。當晚近再生能源的業

務興起之時，太陽能安裝的申辦事項就被歸在建設處工商管理科，而電動機

車等牽涉到中央政府環保署補助的事項則歸入環保處業務。當時任職建設處

的李副處長回顧談到，「養水種電」方案開始推動時，一開始的設想是將這

個方案委託給大學的公共行政科系相關專家學者來執行，後來很快發現大學

執行不來，必須由縣府建設處親自參與處理。李副處長說了：

9　資料來源：屏東縣府地用科陳科長深度訪談（2013/06/24）；受訪地點為屏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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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需要跟台電協商，確認災區電力饋線的分佈，也要跟光電廠商

一起確認電力併聯的系統衝擊問題，最後還牽涉到土地使用變更等

等問題。這麼複雜，恐怕只有公部門自己比較容易解決。那一段期

間，一個禮拜常常要開兩次工作會議，綠能工作小組的會議，每次

討論定案，都是用最速件的方式辦理。……我博士班念的是都市計

畫，養水種電，太陽光電這些事情，一開始哪會知道，都是邊做邊

學來的。曹縣長下令說，如果2010年底沒有推動完成受災地主跟光

電廠商簽約，就是整個小組全部懲處。這樣看到領導者的決心，底

下各局處也不敢怠慢，協調起來很快。我覺得我們比較喜歡做這種

有挑戰性的工作。10

當時建設處的副處長與工商管理科的科員，一起進入這個綠能工作小組

的任務編組中，做中學，尤其從最早進場的小型新創光電廠商，阿波羅新能

源的光電魚塭試驗中，釐清了光電技術環節與產業本益狀況，等於補足了後

來訂定招商規格的準備階段。從一開始就不斷來回於光電魚塭的技術現場，

2010年4月底也隨同屏東縣政府團隊在經建會協助簡報，當時任職於建設處工

商管理科的洪科員這樣說起：

我是念工科的，念機械設計。一些簡單的機械架構還看得出來啦。

跟光電廠商在接觸時，要評估可行性，一開始，光電的特性，看他

們怎麼做，逐漸去瞭解。當時阿波羅新能源那個浮動光電的想法，

應該是可行，但是它用了「多晶矽」面板，材料成本是比較省，但

是，我會建議它用「薄膜」面板，因為「薄膜」屬於微光就可以發

電的東西，最主要是這些設施在魚塭水面上，水是會波動的，入射

的角度一直變。……我們所需要的數據是實測的，不是理論的，因

為有時候你理論去模擬，也不一定準，畢竟它的條件不是自然的條

10　資料來源：屏東縣府建設處李副處長深度訪談（2013/06/24）；受訪地點為屏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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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後來其他廠商都改採架高式的，情況比較單純。但是，災

區需要改良土地，建置成本要拉高，然後風險也會拉高，牽涉到設

備保險的問題啊。如果廠商在養水種電區幫設備做保險，保費費率

一定比別人高很多，因為風險很大。淹水啊、土石流啊，這一類的

風險。……後來架高型的養水種電，就算七、八月颱風特別多，平

均發電一千瓦一天都還有3.8度，一年就有一千四百度左右，效能都

還不錯。11

更加深入考察時發現，綠能工作小組中，負責將地方政府既有公務人

員適合的職責角色盤點出來，並在多次「解決問題」的會議與實作過程中逐

步形成有效團體運作模式的關鍵行動者，正是前述兩位來自非營利組織東港

溪保育協會與屏北社區大學的女性幹部，縣長室機要黃秘書與工策會林總幹

事。在當地人習稱曹老師的曹啟鴻任職省議員與立法委員期間，這兩位女性

幹部即以東港溪協會與社區大學為組織工具，配合曹老師關於河川保育、文

史保存以及社區總體營造等在地試驗。在曹老師當選屏東縣長的第一屆初

期，這兩位女性幹部，很快被安排進縣府的機要或相關職務之中。在此，相

當有意思的異質網絡相互交會了，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視角看起來，公

務人員長期經手的資源調度行動，屬於法定資源的合序運用，只要合法性能

確立，關於該事務的資源來源就運作無虞，因此，就資源調度的穩固化常態

軌跡而言，公務人員可被定位為「顯性資源的調度者」。對比起來，非營利

組織幹部經常處於資源侷限的條件下，必須創造高度的意義感或協作情誼，

集結人事物，將受侷限的局勢轉換為能見度較高的局部突破點，不斷就有限

的資源做出跨界的重新組裝與開創，就此而言，非營利組織幹部則可被定位

為「隱性資源的調度者」。

當出身自非營利組織的幹部成為縣市層級地方政府中跨局處任務編組的

召集核心時，也就是當「隱性資源的調度者」面對「顯性資源的調度者」之

11　 資料來源：屏東縣府建設處工商管理科洪科員深度訪談（2013/06/24）；受訪地點為屏東縣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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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兩種行動網絡擴展形態的重新協商與重新連結開始了。換個方式說，公

務人員有其鮮明「顯性資源調度者」的行動趨勢，相當不同於非營利組織幹

部「隱性資源調度者」的行動趨勢。「顯性資源調度者」的行動趨勢是，很

快能盤點法規制度，指出新事物可行與不可行的關鍵環節。對比起來，「隱

性資源調度者」的行動趨勢則是，很快能設想各類潛在資源重新組裝後的樣

態，指出新事物如何可能的關鍵環節。當公務人員的顯性資源取向未被有效

說服進而連結到非營利組織幹部的隱性資源取向之時，公務人員的行動趨勢

將反覆呈現新事物在法規制度上的種種不可行之處。反之，當公務人員有把

握自身與組織不致陷入違法的高度風險，而非營利組織幹部陸續將新事物的

可能組裝方式呈現出來並邀請公務人員充分評估如何合法而能變動既有法規

制度之時，公務人員的行動趨勢則將逐漸傾向於如何讓新事物再次相容於既

有法規制度或如何新創法規制度的方向來。「綠能工作小組」的組織創新得

以轉譯完成，一則是，長年與社造團體協作的屏東曹縣長，本身兼具了調度

隱性與顯性資源兩種行動趨勢的異質經驗，當曹縣長以行政首長的法定角色

要求形成具體任務的跨局處彈性編組時，公務人員評估過該任務能符合法定

資源的合序運用，則初步的網絡連結將會開啟，轉譯的方向也被確立為「隱

性資源調度者」對「顯性資源調度者」之轉譯。再則是，當「隱性資源的調

度者」媒合了異質的人物與技術物，出現光電魚塭的新形態在地技術現場與

範例論述之後，不可見的變成可見的，「顯性資源的調度者」也跟著開始能

轉換語言，將技術現場的實作指稱，轉換為地政法規或能源法規的規範指

稱，如此適度轉換過的語言，讓技術現場所代表的「養水種電」技術物新實

體進一步成為可評估的狀態。就像晚近行動者網絡理論所提醒的，重要的是

跟著行動者的具體位移，考察出特定的人與非人之連結機制或無法連結之因

由，在呈現出「如何讓某人做某事」的具體歷程與場所之後，異質網絡如何

相互協商而重新連結，也就跟著能被考察出來了（Latour 2005：173）。

經由前述各段落之描述與分析，本文陸續提出「異質治理者」、「轉譯

者」與「資源調度者」之角色差異性。一定程度而言，嚴格的行動者網絡理

論將取消各種可能的角色身份、社會團體或結構趨勢，進而攤平網絡中所有

被拉攏進來的「人」與「非人」等異質元素，形成一種「平坦的本體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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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圖像（Latour 2005：165-172）。然而，本文將對行動者網絡理論做適度

修正，亦即，本文雖然貫徹該理論以「節點與網絡」相互開展的論證，但將

更嚴肅看待已相對穩固化的人群形態與行動軌跡。本文指出，如同「非人」

的元素有其興衰演變之歷程，「人」的元素一樣也有其興衰演變的歷程。曹

縣長，無疑是最早形成特定興趣取向與行動趨勢的人物，一定意義上，他是

最為關鍵的異質治理者，藉由他所關注之綠能轉型政策目標，逐步說服並結

盟了原先位在非營利組織之中的兩位女性幹部，進而加入到屏東縣政府這一

不同行動趨勢的網絡之中，與這位曹縣長共同形成異質治理之核心。這些

人物原先處在不同的網絡中，因而，長期熟悉的實作形態與資源類型的差

異，也就跟著呈現出來了。跨網絡過程中，「人」的位移，牽涉到原先熟悉

的行動趨勢必須重新協商或組裝到新的行動趨勢上，於是，原先熟悉的「隱

性資源的調度」，慢慢在衝突磨合中接軌到「顯性資源的調度」形態來。進

一步而言，包含曹縣長與兩位非營利組織的女性幹部，都因跨越異質網絡時

「人」的位移過程，形成了不同於既有兩種網絡的雜合性混種節點。同樣的

角色差異也出現在「初階轉譯者」與「多向度轉譯者」的身上，本文並不是

主張任何一者才是其中之關鍵，反之，循著平坦本體論的建議，本文反而建

議看到「轉譯」的確是重要的機制，當某一網絡節點試圖連結到另一節點

時，一開始彼此之間的興趣取向與行動趨勢差異甚大，「初階轉譯者」有其

熟悉的在地農漁生活世界的經驗，容易連結在地農漁民，「多向度轉譯者」

則對調整法規制度很快能上手，容易連結上下層政府機構或國營事業單位。

當「多向度轉譯者」接納並協商重組了「初階轉譯者」的在地經驗時，養水

種電的新網絡才真正落實在既有的農漁生活世界裡。

回到現象本身，在試驗魚塭的浮動光電實作過程中，以及在技術與社會

範例形成之後，綠能工作小組的核心成員們，不斷來回於在地與中心之間，

從2010年的4月下旬直到7月下旬，已與中央政府經建會進行三次協調會議，

同時在林邊與佳冬的農漁生活世界進行了十餘場在地說明會，整個過程中，

新的光電廠商也陸續進場，隨同進入在地說明會，以更具體的技術形象，搭

配著屏東縣政府所規劃的受災農漁地主二十年出租土地的基本收入保障契約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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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養水種電的技術物演變軌跡

浮動光電試驗魚塭的在地技術現場，以及隨之而來在地媒體所呈現的技

術與社會範例，在物質化的面向與論述化的面向交織作用下，讓一項介於虛

構與真實之間的新型混種物技術系統，就人與非人的組成元素都逐漸明確下

來，當這項技術系統慢慢具備了基本的樣貌輪廓之時，對這項技術系統的具

體評估也開始有跡可循了。在地的初階轉譯者將地方政府與光電廠商位移到

農漁生活世界來，在地說明會開始出現說服力，同時，多向度的轉譯機制，

縣府的綠能工作小組來回於最在地的技術現場與農漁生活世界，以及最遠

端的經建會跨部會協調會議之間，同步處理出重新組裝後的電力工程技術細

節、土地法規細節、躉購費率細節、以及保障農漁民地主基本收入的契約細

節。此時此刻，不僅各種本業為太陽能電池或太陽能面板的光電廠商陸續派

出專業人員前來評估，各種跨業新成立的光電廠商也對「養水種電」專案感

到興趣。更有意思的是，到最後，留下來參與「養水種電」專案計畫的，半

數以上不是本業光電的廠商，而是跨業新成立的廠商。

經過各種轉譯機制來回運作之後，人與非人的異質元素是否已通過潛

在異議者力量之考驗，進入新事物逐步穩固化的階段呢（Latour 1987）？

2010年12月中旬，地方政府、光電廠商與在地農漁民，原本已準備好實現這

項「養水種電」的異質工程。隨後，中央政府的決策系統中，一個不預期的

元素背離了形成中的綠能技術與社會網絡。以經濟分析為專長的一位行政院

政務委員，指出光電材料的全球趨勢將是成本逐年下降的狀態。這位政務委

員，在行政院會議中建議經濟部將太陽光電的躉購費率，由光電廠商與農漁

地主的「簽約日」費率，改為光電設備「完工日」之費率，藉以督促光電廠

商盡快完成設施，或者接受完工時設施成本相對降低的條件來適用調降的躉

購費率（徐碧華 2010）。12簡而言之，以「完工日」為適用標準，太陽光電

12　 或見經濟部電子報，「加速太陽光電設置達成發展目標，99年簽訂之太陽光電購電合約以設備
『完工日』之公告費率躉購」（2010/12/17）。報導中提及之人物梁啟源，當時任職行政院政

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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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度的收購價格將明顯滑落，遠低於原初議定的價格。

回到2010年8月中旬之時，綠能工作小組本已完成招商規格計畫書，經

由公開遴選，也已選出五家光電廠商成為「養水種電」專案之合作廠商。五

家廠商中，阿波羅新能源與另一家跨業到光電領域的鋼材公司仍是以水面浮

動型太陽光電為技術之特色，其他廠商則以支撐結構相對單純的地面架高型

進行設計。該年12月中旬的躉購費率政策變動，每一度太陽光電的收購價格

由原本將近十三元降到七元出頭，雖然經過陳情、抗議、協商後，經濟部同

意讓莫拉克風災後地層下陷的地質區域，特別適用每千瓦設施有四萬元的土

地改良補助，但原本擬定水面浮動型的兩家廠商，浮動設施的設備與保險成

本相對較高，財務狀況上已無法承受這樣的變動，陸續退出「養水種電」專

案。

隨著中央政府躉購費率政策的變動，「養水種電」專案中技術物的形

態與規模，也跟著變動了。異質治理者曹縣長最初所構想的是小規模、分散

化、符合在地魚塭產業脈絡的「可浮動式太陽能發電」。溯其源由，曹縣長

與幾位非營利組織出身的縣府幹部，多年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深切認同於讓

在地發聲，展現不同在地特色的價值理念。原初的光電魚塭試驗，所構想的

就是以各處受災魚塭為場所，尤其是位在非養殖專區內而又不具養殖登記證

的魚塭主人，最適合擔綱「養水種電」的土地出租角色。事實上，在十餘場

深入兩鄉鎮農漁村落的在地說明會中，光電魚塭的試驗範例就是最為核心的

技術與社會意象。其次，魚塭之外，受災的蓮霧園也是鼓勵轉型出租土地給

光電廠商的設想對象，關於受災蓮霧園的光電技術組裝模式，多家廠商很快

做出建議，就是移除枯倒的蓮霧根幹之後，在原來的農園土地上架設架高型

的太陽光電棚架。雖然是簡單的組裝模式，但特別要求必須架高到兩三公尺

以上，一是為了避免大型洪患再次來襲，二是考慮到太陽光電棚架下經過適

當土地改良可以兼做有機農業或小型畜牧業之用。以架高的方式處理光電棚

架，日後相關的人員、農具與農業資材才方便進出，讓農牧實作真正能與光

電設施共生。

整個演變過程中，「養水種電」技術物形態與規模的第一個轉變是，

「局部集中化」的地景特性，取代了「小型分散化」的原初規劃。在經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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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的跨部會協商會議中，台電公司基於技術與成本考量，建議光電設施的

施作區域應配合既有的電力饋線分佈狀態，不必重新鋪設饋線等基礎設施，

而能在相對集中的前提下有效控制成本。對於此一建議，經建會很快確認下

來，同時補充了相對集中化有助於新技術的地景顯著性，更容易讓全社會明

確感受到國土治理的創新特色。於是，「局部集中化」的原則定調下來了，

在既有電力饋線的限制下，整合受災的魚塭區塊或蓮霧園區塊，每區塊的光

電設施約略在二至三個百萬瓦（MW）以上，換算成土地面積則約略是四、

五公頃以上。

「養水種電」技術物形態與規模的第二個轉變是，「地面架高型」的組

裝模式，全面取代了「水面浮動型」的組裝模式。起因於躉購費率的變動，

魚塭水面浮動式太陽光電的設計廠商不得不退場了，隨後，原先當作輔助性

組裝模式的架高型光電棚架，反而變成了主導性的組裝模式。當躉購費率變

動之後，再次招商遴選的光電廠商，無論區域位在受災的蓮霧園或養殖魚

塭，全體都建議以地面架高方式進行光電設施之組裝。同時，養殖魚塭的施

作區塊，也不再要求以災後河川疏浚的砂石進行填土改良，取而代之的，以

較深的基礎樁打入地層中，而將原魚塭保留為滯洪池，也成為更具吸引力的

的新選項。

在「養水種電」的專案中，隨著保障農漁民地主基本收入的契約模式確

立下來，以及躉購費率變動的突發狀況發生了，此時，積極參與招商遴選的

光電廠商也出現性質上的變動。本業為太陽能電池或太陽能面板製造的大型

光電廠商，評估過二十年土地租約的本益比，對照於直接買斷受災土地再進

行用途變更的本益比，認為後者更為合乎企業營運規劃。但這樣的提議，明

顯違反於異質治理者曹縣長與綠能工作小組原初的構想，亦即，異質治理者

希望的不只是減抽地下水源，也希望能讓受災的土地休養生息，二十年後原

來的農漁民地主可以再回復為農漁牧使用。當本業光電的大型廠商退場時，

以土木建築為專業的跨業光電廠商積極進場了。局部集中化的地面架高型土

木結構設計，剛好讓跨業新創的中小型與大型廠商，都找到進場承作與營運

的說服理由。最終招商遴選後，一家原係土木建築為專業的新創光電廠商，

向陽優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多年熟悉建築材料與建築工法為基礎，自信



82

Taiw
an  Journal  of  A

nthropology   

臺
灣
人
類
學
刊

於能設計出耐得住鹽分也擋得了颱風的太陽光電有機農棚，將光電棚架設計

為一定比例透光率的交疊設施，試驗起有機農業與太陽光電共生的事業。另

一家進場的廠商，則是大型資本規模的傳統產業，跨業進行投資試驗。工

廠設在屏東縣新園鄉的李長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從最初階段的招商遴選就

派出擅長土木建築事業的李經理，在躉購費率變動後，仍是積極參與招商遴

選。受訪時，李經理談到：

我們一開始就不考慮水面型，從技術層面想過，那個技術還不太成

熟，主要因為這個地區有颱風。全世界的確有設置水面型的太陽光

電，可是我們查過一些資料，大部分都是在沒有颱風的地區。也

或許技術上是可以克服，但問題是當你克服這些技術時，你要投

入的成本又更高了。……我的部門剛好是李長榮集團裡面的營建部

門，一開始我們就評估架高的方式，這一塊是我們的強項。我們會

做一些地質鑽探，算出地質狀況，也算出架高的承受力，包含地震

係數的最大值，颱風係數的最大值等等，算出基樁往下到幾米才符

合安全係數。……我們現場施工組裝很單純，第一是從協力廠商進

貨，買進我們要求規格的太陽能面板；第二是機電的部分；第三是

架高的結構，尤其是三角型的鋁支架，負重與耐力更好。其實鋁支

架的成本更高，考慮到在一個鹽分地區，在鋁支架上做防鏽蝕的保

護層，架高的結構可以保用三十到三十五年。……跟農漁民的合約

是二十年，我們當然也想要設備穩固，發電有效率啊…其實，整個

財務運算起來，我們願意給農漁民比較高的租金，以這樣的公司規

模，二十年是可以承受的，長期而言，對公司在形象上、綠能產業

的定位上，都是很合理的投資。13

13　 資料來源：李長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機械工程部李經理深度訪談（2012/01/05）；受訪地點為

屏東縣新園鄉李長榮實業工廠辦公室。晚近數年間，李長榮集團已直接設立太陽能發電事業

處，並由這位受訪的李經理出任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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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少數本業為光電的廠商，之所以願意繼續留下來參與「養水種電」

專案，則有相當不同的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華宇光能集團的事業體，嘗試

以局部集中化的光電區塊為優勢，試驗並展示自身的研發與創新特性。每一

座高聚光追日太陽光電設施上，共有8個模組，每一模組的光學鏡片與砷化鎵

光電電池等元件總計60公斤，一座設施就重達480公斤，沈重的面板連結在以

垂直軸與水平軸雙軸追日的單一金屬支柱上，這使得土地改良的處理更為複

雜，將受災魚塭填土夯實之後，設計的基樁與基樁連體，也必須有效負重，

不致傾倒。在充分改良土地並設計出能有效負重的土木建築基礎之後，華宇

光能嘗試將該區塊轉變為光電示範園區，展示出砷化鎵高聚光雙軸追日的創

新光電技術系統。受訪時，華宇光能集團下的華旭環能股份有限公司林經理

說明了：

我們第一批就來參加了，不過養水種電它的土地改良成本真的很

高，它是惡地嘛。跟我們做一般案子比起來，這地方除了土地改良

之外，還有土地租金、國土復育回饋金等等，總和很高。……砷化

鎵的晶片，現在全世界高聚光的廠商，進料的規格都是39%的光電

轉換率，我們自己集團華宇光能做的也是39%。……目前這一批模

組出來，光電轉換率是25%，就是中間有14%的光學損失，不過，就

算這樣，砷化鎵高聚光還是傳統矽晶型的差不多兩倍轉換率。……

我們是不會賠錢，但是資金壓力、機會成本有差，也賺不了錢啦。

好處是說，我們有兩、三 Mega的光電廠在這裡做展示，國內外的客

戶一來，直接搭車過來這裡就看得到。養水種電，最好是同時收到

一個所謂科學園區的這種光電示範園區的效果，你要有不同的科技

才好。……我們的光學穿透率，技術已經很成熟。另外，追日器本

來就有一個產業鏈，我們配合自己模組，自己的設計，我們敢說，

我們的雙軸追日器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最好的。14

14　 資料來源：華旭環能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林經理深度訪談（2012/01/05）；受訪地點為屏東縣

林邊鄉養水種電專案區工地辦公室。華旭環能係華宇光能集團事業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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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來，縱使「養水種電」後來的技術與社會意象，逐漸轉變並穩固

化為以「地面架高型」與「局部集中化」為主導意象，然而，一方面是，在

地受災的農漁民地主的確受到二十年基本收入水準的保障，二十年後出租土

地也將回復農漁牧使用，另方面是，異質的光電廠商各自找到符合企業考量

之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可能是以長期企業形象為考量，也可能嘗試建造新

創科技的光電示範園區，又或者也可能更積極將有機農業結合到光電棚架的

設計中。換句話說，各個中小型或大型光電廠商，不管是本業光電或跨業的

企業形態，都被帶往「良善科技」的設計方向來了（Verbeek 2011）。當然，

新創科技的試驗性質很高，技術網絡的穩固程度仍須接受各種異議力量的考

驗，當所有光電廠商都通過後續多年的颱風水患或鹽分腐蝕考驗之後，高聚

光雙軸追日的廠商，悄悄將每一軸承上將近五百公斤的創新科技面板拆卸下

來，改換上傳統的矽晶型輕巧面板，但仍維持雙軸追日的技術機制。砷化鎵

高聚光太陽電池的技術組裝，本身負重過重，面板在邊緣處容易變形，而聚

光效率也嚴重受限於林邊溪沿海地帶，空氣中夾雜鹽分的長期氣候狀態。不

過，就像這家光電廠商所說的，擁有多項專利，在地創新的雙軸追日器本身

就是一個產業鏈，光電技術的展示，當然不只是技術移轉而來的高聚光太陽

電池。追日型太陽能設施，另有一項常態天候的考驗，當2016年秋天莫蘭蒂

颱風來襲時，架高型太陽能與浮動型太陽能安穩度過，但追日型以單根支柱

連結光電面板的設計，明顯無法抵擋瞬間風速的力量考驗。一定程度而言，

所謂光電高科技，必然需與在地的環境及天候重新協商安排，將高科技安置

在足夠穩固的基礎結構上，才足以稱得上科技的在地化（蔣繼平、翁禎霞：

2016）。

最後，相當有意思的是，在異質治理者最初的構想媒合之下，「可浮動

式太陽能發電」的創新技術網絡，也沒有停止下來。原初由本業光電的阿波

羅新能源主導的浮動光電技術設計，過程中已開始引進屏東在地廠商，尤其

是引進海上箱網養殖的浮力裝置製造業者。當所有地面架高型的光電裝置在

2013年陸續完工，正式發電並與台電饋線併聯時，浮動光電的改良設計，仍

在進展。等到2016年初，在新當選總統蔡英文的見證下，最後更名為「浮動

型太陽能光電系統」的標準化技術物，正式出現在佳冬鄉的水圳上。海上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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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養殖的浮力裝置製造業者，不斷改良PE塑膠管材質並修訂塑型後容易破損

的彎角方式，最後取得專利，演變出小型化的標準光電浮動基座的生產線，

這樣可浮動的標準光電基座，也隨時可以組裝成任何規模的大型化浮力光電

裝置。與此同時，新的異業結盟也跟著出現了，先前已參與在「養水種電」

專案中的大型光電廠商，跟這家標準光電浮動基座的製造廠商，連結為新的

光電產業，反向輸出到一直以來對浮動太陽能深感興趣的日本相關縣市來

了。15

整個「養水種電」綠能轉型過程中，也呈顯了政策、法規、市場價格、

政治象徵之重要性。當然，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視野之下，「養水種

電」本身是一新浮現的科技行動者網絡，在網絡中有其進行轉譯的主導者，

該網絡之外，無論是政策、法規、市場價格、政治象徵，都是可被協商、較

勁或說服的異質力量。同時，某一程度而言，這些政策、法規、市場價格、

政治象徵，都可被視為是其他各具不同主導者所促成的不同行動者網絡。

六、結語：異質治理的特性與侷限

經由異質治理者的轉譯行動，「養水種電」的基礎設施專案計畫嘗試

將災後重建、國土復育與綠能轉型的異質目標連結起來，也讓原本互不相關

的各類人與非人的異質元素連結起來。與其他常見的治理模式互為對比：

第一，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不必然以太陽光電與農漁牧共生的模式來進

行，更合於一般常情的災後重建應是清理受災土地，協助完成貸款，恢復原

有的農漁牧產業運轉；第二，地層下陷區的國土復育也不必然以太陽光電與

受災農漁土地填土墊高或轉作滯洪池的模式來進行，中央政府長期探討的政

策方向，多數是規劃「離農離漁」減抽地下水，甚至理想性極高的「還地於

海」遷離居民將土地回復為濕地的構想；第三，綠能轉型的課題也不必然與

災後重建或國土復育合而為一，無論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地熱發電、沼氣

15　 資料來源：旭東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董先生深度訪談（2015/02/03）；受訪地點為屏

東市屏東加工出口區，旭東環保科技公司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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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等等綠能技術，各自都有其嘗試中的產官學試驗與推廣之網絡，太陽光

電最直接設想的圖像多數是北回歸線以南大型公共建築的屋頂設施或工廠廠

房的屋頂設施。

「養水種電」讓異質的政策目標匯聚起來，而且一步步轉變了各方行動

者原初的行動趨勢或興趣方向，原先理想性過高的政策規劃，也找到轉譯與

連結的具體機制了。在促成異質連結的過程中，屏東縣政府的綠能工作小組

成為「養水種電」基礎設施的異質治理者，這樣的行動角色，除了讓異質連

結成為可能之外，也扮演了把關光電廠商進場參與的方式。一定程度而言，

光電廠商就是一種綠能資本，當資本準備進入農漁生活世界時，的確有可能

以「直接買斷受災土地並變更使用」的企業效率化營運模式為設想。相較起

來，「養水種電」的異質治理者，從一開始就設定了契合農漁生活世界既有

技術網絡的新型態光電技術網絡的設計方向，縱使過程中因應來自台電公司

饋線分佈的考量，來自經建會地景顯著性的考量，以及來自經濟部躉購費率

標準變動所造成的不預期後果，因而不得不重新安排為「地面架高型」與

「局部集中化」的太陽光電基礎設施地景樣貌，然而，異質治理者並未因此

靠向強勢外來行動者的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相對弱勢的行動者，亦即位居

在地性處境中的人物與技術物，仍是異質治理者審慎對待的關注要點（林文

源 2014）。再換個角度，當異質治理者守護住新協商出的在地性之時，或者

說，當光電設施必然要與在地的農漁牧生活方式或滯洪池的設計共生之時，

光電廠商合理的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也不是因此就被全面阻斷，這些行動趨

勢或興趣取向仍能在尊重在地性的前提下繼續演變與開展。藉由「地面架高

型」與「局部集中化」的技術與社會安排，光電廠商仍舊可以在地景上展演

出顯著的綠能企業形象，或者成為新研發科技的光電示範園區。

一般而言，基礎設施有其強韌與穩固的特性，度過一個世代以上的異議

力量考驗後，基礎設施與地景樣貌經常會交融一體，成為身體可感知的在地性

之基礎。直到臨界型的災難再度來臨時，基礎設施與地景樣貌才會出現重新組

裝之契機，在關鍵的人與非人行動者進場後，經由多重轉譯而將原初的在地性

與外來新科技的力量連結起來，展演出一種異質治理的技術與社會工程。

「養水種電」基礎設施的異質治理過程中，位居縣市層級地方政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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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首長的最初轉譯者，一方面嘗試建造出「非人」面向的物質化在地技術現

場與論述化的技術與社會範例，另方面也嘗試促成「人」的面向的綠能工作

小組之形成。當光電廠商的專業技術社群被引介到在地魚塭的地方知識社群

時，光電魚塭緊緊聯繫了最遠端與最近端的異質元素，這樣的在地技術現場

與論述範例，進而得以被位移到農漁村落的在地說明會，也得以被位移到經

建會的跨部會協調會議中，轉變了各方行動者的原初行動趨勢或興趣取向。

與此同時，光電魚塭的物質化與論述化效應，也讓縣市層級地方政府的公務

人員，從「顯性資源的調度者」的行動趨勢，逐漸靠向非營利組織幹部「隱

性資源的調度者」的行動趨勢，進而協助後者將異質混雜的開創性事物，帶

進了合法有序的重新安排過程中。

「養水種電」的異質治理者，從最初的縣市層級行政首長，到後來的綠

能工作小組，展現出一種「非中心化轉譯者」的角色性質，也就是，這些異

質治理者固然強力守護著在地性，把關了光電廠商綠能資本的進場方式，但

自始至終，這些異質治理者也維持一定程度的「非中心化」狀態，讓自身只

是扮演媒合平台的角色，在保障受災農漁民地主基本收入條件並要求二十年

租約期滿後土地回復原狀的前提下，引介異質目標的光電廠商各自與農漁民

地主形成適當的契約。這樣的異質治理，修訂了早期行動者網絡理論對轉譯

的原初定義，也就是，某些強而有力的行動者對異質元素進行徵召與控制，

進而形成新的必要通過點或新的權力集結中心（Latour 1987; Callon 1999）。

「養水種電」案例中顯現了，非中心化的轉譯，有時更能讓各方行動者有

機會認識並培養自身的潛在能力與特質，進而相互協商並調整出更適當而

更穩固的技術與社會安排（de Laet and Mol 2000; Latour 2005; Law and Lin 

2010）。

最後，「養水種電」的基礎設施專案計畫，匯聚了在前期社區總體營

造過程中深入參與的行動者，因而，關於農漁生活世界中的地方知識或在地

技術網絡，這些行動者不僅知之甚詳，也都有必要的連結基礎。當外來新科

技成為基礎設施重建的適當選項之時，在地性足以制衡科技的資本力量。但

是，當「養水種電」成為一項新的政策項目或實作之象徵時，也就是在不同

的場所中重新連結的人物與技術物不再緊密關連於該場所的在地性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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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種電」可能就被不當位移而變成了在優質農地上的不當技術與社會安排

（汪文豪 2014）。這一不當位移的過程，剛好呈顯了行動者網絡理論之下，

無論合宜的位移與不當的位移，一切都只是力量較勁的結果。當後來進場的

光電廠商試圖成為網絡主導者之時，「養水種電」逐漸偏離原軌道，「農地

種電」成了新的網絡名號。換句話說，從這一不當位移過程中，也顯現了行

動者網絡理論無法進行規範性的判斷，因而出現分析之缺陷。無論如何，從

「養水種電」，到後來損害了農地農用價值的「農地種電」，顯示出異質治

理必須隨著網絡的擴展，更審慎的來回於在地與中心之間，將物與人的適當

關係或自然與社會的合宜價值，做出無須中心化支配但須確保價值方向的新

安排（Latour 2004; Verbee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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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or-Network Analysis of the “Building 
Solar Farms over Fish Ponds” Scheme: 

Local Government, Solar PV Firms, and Local Farmers 

Hung-jen 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he scene of the solar PV industry coexisting with agricultural and 
aqua-cultural industries has recently appeared on the Pingtung Plain,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where land subsidence becomes serious. This 
phenomenon, resulting from the project of “building solar farms over fish 
ponds,” shows the dynamic aspect of an infra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technical and the social. In the summer of 2009, after 
Typhoon Morakot, the county magistrate of Pingtung formed an inter-
departmental working group on green energy, endeavoring to integrate 
three tasks, i.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rea restoration, and green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working group on green energy functioned as a significant translator 
among heterogeneous elements, a role that could be further called an 
“actor of heterogeneous governanc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green energy working group coordinated with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to form an inter-departmental mechanism for area restoration. 
Meanwhile, with a working mode of cooperation and learning, which 
emphasized joint efforts to diagnose the problems and seek the solutions, 
the green energy working group established a new mechanism for mutual 
learning and local invention in which diverse roles were included, such as 
department directors and member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local experts, 
organizations for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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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firms, and subcontractor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Actor-Network 
Theory, this analysis follows the green energy working group, farmers 
of wax-apples and aqua-cultural fish ponds, various solar PV firms, and 
other technical artifacts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Using a symmetrical 
approach to humans and nonhumans,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how the 
actor of heterogeneous governance connected heterogeneous elements 
and facilitated a common trajectory of action in their common interest, 
how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expert knowledge, 
between local categories and global categories, were brought about, how 
the locality could maintain a flexible border after shifting when a distant 
heterogeneous element took part, and how the actor of heterogeneous 
governance could serve as a mechanism for power balance, allowing the 
green energy capital of the solar PV industry to be properly harnessed by 
the locality.

Keywords:  Solar farms ,  Actor-Network Theor y,  Infrastructure, 
Heterogeneous Governance, Trans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