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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弘 

2024.12.18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碩士（201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碩士（2005）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1997）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1991）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1988） 

現職與經歷 

2013.08 - 迄今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教授 

2017.08 - 2020.07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所長 

2009.08 - 2013.07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副教授 

2000.08 - 2009.07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學術服務 

2019-2022 國立台灣博物館，館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2017-2023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委員會委員 

2015-2021 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第 1, 2 屆理事 

2005-2021 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歷任理事、常務理事、理事長、監事長、監事 

獲獎與榮譽 

1. 行政院國科會 89學年度甲種研究獎勵費 

2. 世新大學 94 學年度教師傑出研究優等獎 

3. 台灣大學教學優良獎（100, 101, 107, 108, 110, 112學年度） 

4. 台灣大學教學傑出獎（102 學年度） 

5. 台灣大學學術研究績效獎勵（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年） 

研究案 

1. 國科會 112-11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營生與理念之間：綠色餐廳的道德計畫與地方營造」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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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計畫編號：：NSTC 112-2410-H-002 -140 -MY2。（2023.8-2025.7） 

2. 科技部 110-11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倚樹成市：台北市都市樹木治理的資源化政治」主持人。

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002-143-MY2。（2021.8-2023.7） 

3. 科技部 108-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都市轉型下的公園治理術與紋理學：新北市三重區案例」

主持人。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02-186-MY2。（2019.8-2021.7） 

4. 科技部 10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基礎設施化的移動文化：台灣鐵路場站的時空紋理」主持人。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2-189 -。（2018.8-2019.7） 

5. 科技部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文化是城市的救贖、綏靖或觸媒？台北市藝文空間的治理術」

主持人。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2-166 -。（2017.8-2018.7） 

6. 科技部 104-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都市現代性的技術構成：臺北都會區的供水與排水治理」

主持人。計畫編號：MOST104-2410-H-002-173 -MY2。（2015.8-2017.7） 

7. 科技部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圖繪動物城市：台北都會區人與動物關係之中介空間」主持人。

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02 -185 -。（2014.8-2015.7） 

8. 國科會 101-102 年度專題研究計劃：「自然治理、技術政治與物質文化：台北都會區的河岸轉化」

主持人。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2 -076 –MY2。（2012.8-2014.7） 

9. 國科會 100 年度專題研究計劃：「縉紳化的渴望：三重的都市意象、消費地景與地域轉型」主持

人。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2 -178 -。（2011.8-2012.7） 

10.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匯文網文學與文化資料庫 99-100 延續計畫分項計畫 III：文化研究資料

庫建置」主持人。（2010.8-2011.7） 

11. 國科會99 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主持人。計畫編

號：99-2420-H-610-001-。（2010.1-2010.12） 

12. 國科會 98-99 年度專題研究計劃：「文化產業設計者的地方鑲嵌：工作、生活與倫理」主持人。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2-215-MY2。（2009.8-2011.7） 

13. 國科會98 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主持人。計畫編

號：98-2420-H-610-001-。（2009.1-2009.12） 

14. 國科會 97年度專題研究計劃：「都市家戶的消費地理：階級、性別與地域」主持人。計畫編號：

NSC 97-2410-H-128-021。（2008.8-2009.7） 

15. 國科會 95-97 年度「提升私立大學校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能量專案」：「移來流往、社會轉化

與多元發聲：全球化與移民/工研究」，子計畫三「都市消費族裔地景的形成：東南亞移民工的經

驗」共同主持人。計畫編號：NSC 95-2745-H-128-003-HPU。（2006.8-2009.7） 

16. 國科會 95-97 年度「提升私立大學校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能量專案」：「移來流往、社會轉化

與多元發聲：全球化與移民/工研究，總計畫」共同主持人。計畫編號：95-2745-H-128-004-HPU。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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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8-2009.12） 

17. 國科會 95-96 年度專題研究計劃：「族裔經濟地景與移民飲食認同：台北都會區東南亞風味餐廳

研究」主持人。計劃編號：NSC 95-2412-H-128-010-MY2。（2006.8-2008.7） 

1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計畫：「台灣現代性博物館展示資源研究」主持人。計劃編號：文建

-940804-950204-1。（2005.8-2005.12） 

19. 國科會 94年度專題研究計劃：「都市社會運動與文化治理：1990 年代迄今的台北經驗」主持人。

計劃編號：NSC 94-2412-H-128-004。（2005.8-2006.7） 

20. 國科會 93年度專題研究計劃：「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唯物論：David Harvey思想研究」主持人。

計劃編號：NSC 93-2415-H-128-008。（2004.8-2005.7） 

21. 世新大學整合型研究計劃：「全球化下移民∕工之流動與處境」，子計劃「流移認同與象徵經濟：

東南亞風味餐廳與移民∕工初探」主持人。計劃編號：c9201-5。（2003.7-2005.6） 

22. 國科會 92年度專題研究計劃：「綠色產業、生活風格與健康論述：有機食品消費之社會文化分析」

主持人。計劃編號：NSC 92-2412-H-128-003。（2003.8-2004.7） 

23. 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多元文化學程」分項計劃一「反思多元文化課程設計與多媒體

教材研製」主持人。計劃編號：乙-91-FDA3-4。（2002.9-2006.8） 

24. 國科會 91年度專題研究計劃：「1990年代台北市的文化治理：庶民記憶、地方塑造與節慶奇觀」

主持人。計劃編號：NSC 91-2412-H-128-003。（2002.8-2003.7） 

 

著作目錄 

學位論文 Dissertations 

1. 王志弘（2018.01）《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國立陽明大

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2. 王志弘（2005.06）《學術翻譯的症候與病理：台灣社會學翻譯研究，1950s-2000s》。  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 

3. 王志弘（1997.06）《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4. 王志弘（1991.06）《流動、論述與權力—台北「交通黑暗期」與 KTM的分析》。國立清華大學社

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學術期刊論文 Refereed Articles 

1. 王志弘*、蔡宛芸（2025.04）〈連屬公共性與跨域靈力：台北市「大樹公」的存活之道〉。《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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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研究季刊》。（TSSCI）（MOST 110-2410-H-002 -143 -MY2）。（即將刊登） 

2. Kao, Yu-ting and Chih-hung Wang* (2024.12). Relocating the imaginary nation through nature: 
The performance politics of Arbor Day in post-war Taiwa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DOI: 10.1177/25148486241302588. (SSCI) (MOST 110-2410-H-002-143-MY2) 
(5-Year Impact Factor: 3.5; 2023 JCR Ranking in geography: 25/172 ) 

3. 王志弘（2024.11）〈文化治理基礎設施化的張力與潛能：以地方展演為例〉。《文化：政策．管

理．新創》3(2): 37-62。 

4. 何函育、王志弘*（2024.11）〈都市垂直性的風險治理：台北市污水下水道施工個案研究〉。《地

理研究》80: 15-44。（MOST 104-2410-H-002-173 -MY2）。 

5. 高郁婷、王志弘*（2024.09）〈都市鄰里公園環保化的政績政治：新北市三重區個案分析〉。《都

市與計劃》51(3): 247-281。（TSSCI）（MOST 108-2410-H-002-186-MY2）。 

6. Wang, Chih-hung and Yu-ting Kao* (2024.05). Urban parks as arena for negotiated diversity: 
Case studies in the transitional cityscape of New Taipei City.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79: 29-55. (MOST 108-2410-H-002-186-MY2) 

7. 劉睿、王志弘*（2024.04）〈不只是環境議題：臺北市樹木保護的都市政治〉。《地理學報》107: 

91-128。（TSSCI）（MOST 110-2410-H-002 -143 -MY2）。 

8. 王志弘、高郁婷*（2023.10）〈文化與空間的再連結：「再造歷史現場」政策初探〉。《文化研究》

37: 7-56。（TSSCI, THCI） 

9. 高郁婷*、王志弘（2023.09）〈邁向他者的永恆中介：四部浪漫愛電影的電子科技性與都市物質性〉。

《中外文學》52(3): 193-228。（THCI）。 

10. Yu-ting Kao and Chih-hung Wang* (2023.08). Heritage as city vision leverage: The suspend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ailway landscape in Changhua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9(9): 1004-1017. DOI: 10.1080/13527258.2023.2231901. (SSCI) (MOST 107-2410-H-002-189) (5-Year 
Impact Factor: 1.908; 2022 SJR Ranking in conservation: 3/105 ).  

11. 蔡宛芸、王志弘*（2023.05）〈加速社會的補缺行動：臺北食物外送員研究〉。《地理研究》77: 21-48. 

12. 楊一萌、王志弘*（2023.03）〈文化治理的正當性政治：廣州都市更新下恩寧路與泮塘五約的文創

產業化〉。《都市與計劃》50(1): 85-119。（TSSCI）。 

13. Huang, Jo-tzu* and Chih-hung Wang (2023.02). Water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imaginary of unfinished 
urban modernity in Taiwan.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75(2): 278-287. 
DOI: 10.1080/00330124.2021.2019067. (SSCI) (MOST 104-2410-H-002-173–MY2) (5-Year Impact 
Factor: 2.801; 2020 JCR Ranking in geography: 49/85) 

14. 高郁婷、王志弘*（2022.12）〈公共空間的維護政治：新北市三重區公園的清潔工作〉。《地理學

報》103: 37-63。（TSSCI）（MOST 108-2410-H-002-186-MY2）。 

https://doi.org/10.1177/25148486241302588
https://doi.org/10.1080/13527258.2023.2231901
https://doi.org/10.1080/00330124.2021.201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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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莊曉萍、王志弘*（2022.11）〈草莽進城，藝術下鄉：舞台車的跨域變身與場面塑造〉。《地理研

究》76: 65-96。 

16. 王志弘（2022.06）〈社會技術變遷的時機：尺度化形勢與差速轉譯機制〉。《思與言》60(2): 96-154。

（TSSCI, THCI）。 

17. 王志弘*、高郁婷（2022.04）〈連屬公共性：新北市三重區公園／廟宇複合體的領域調適〉。《地

理學報》101: 3-32。（TSSCI）（MOST 108-2410-H-002-186-MY2）。 

18. 賴子儀*、王志弘（2022.04）〈重組社會物質性：產業機具的差異襲產化〉。《博物館學季刊》36(2): 

7-28。 

19. 高郁婷、王志弘*（2021.12）〈地方標誌性建築的設計治理：臺鐵花東線車站改建計畫研究〉。《地

理研究》74: 1-35。（MOST 107-2410-H-002-189 -）。 

20. 李舒恬、王志弘*（2021.12）〈沒落手藝如何成為「低端非遺」？治理的轉接與代理效應〉。《臺

灣社會研究季刊》120: 81-133。（TSSCI） 

21. 廖于晴、王志弘*（2021.12）〈時空移置的場景構作：電影《大稻埕》個案研究〉。《建築與城鄉

研究學報》23: 23-53。 

22. 高郁婷*、王志弘（2021.12）〈邁向動物惡地的真實再現：三部獅子王主題電影的擬人化與去人化

糾纏〉。《中外文學》50(4): 75-112。（THCI） 

23. 賴子儀、王志弘*（2021.08）〈亡者的文化迴響：臺灣爭議性墓葬襲產化的空間政治〉。《地理研

究》73: 103-138。 

24. 李蔚、王志弘*（2021.08）〈社區基礎設施化：新北市新店區花園新城供水爭議〉。《地理研究》

73: 1-30。 

25. Wang, Chih-hung, Yu-ting Kao* and Jo-tzu Huang (2021.05). Riverfront as a re-territorialising arena of 
urban governance: territorialisation and folding of the Xindian River in Taipei Metropolis. Urban Studies 
58(6): 1245-1261. DOI: 10.1177/0042098020911875. (SSCI) (NSC 101-2410-H-002-076–MY2) (5-Year 
Impact Factor: 5.511; 2020 JCR Ranking in urban studies: 7/43) 

26. 王志弘*、高郁婷（2020.12）〈可利用性的空間政治：台中車站暨周邊公共空間的場景構作與身體

繫留〉。《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11: 31-63。（MOST 107-2410-H-002-189）。 

27. 王志弘*、高郁婷（2020.12）〈延展都市化的移動部署：臺鐵平溪線的異質遊憩地景〉。《地理學

報》97: 47-76。（TSSCI）（MOST 107-2410-H-002-189 -）。 

28. 王志弘（2020.11）〈原址本真性或襲產基礎設施化：台北市道路建設與歷史保存爭議案例辨析〉。

《地理研究》72: 103-137。 

29. 王志弘*、高郁婷（2020.08）〈臺灣鐵道基礎設施的文創轉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6: 151-199。

（TSSCI）（MOST 107-2410-H-002-189 -）。 

https://doi.org/10.1177%2F004209802091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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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王志弘*、高郁婷（2019.12）〈從大眾日夢到分眾休閒：臺北都市消費轉型下的電影院〉。《區域

與社會發展研究》10: 3-39。（MOST 106-2410-H-002-166-）。 

31. 王志弘*、黃若慈（2019.12）〈基礎設施化的國家建造：臺灣經建計劃體制的形成與轉變〉。《國

家發展研究》19(1): 145-188。（MOST 104-2410-H-002-173 -MY2）。 

32. 王志弘（2019.12）〈臺灣都市與區域發展之文化策略批判研究回顧，1990s-2010s〉。《文化研究》

29: 13-62。（TSSCI, THCI）（MOST 106-2410-H-002-166-）。 

33. 王志弘*、高郁婷（2019.08）〈容不下文化準公地的都市治理？補缺型藝文空間的困局〉。《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113: 35-74。（TSSCI）（MOST 106-2410-H-002-166-）。 

34. 王志弘（2019.07）〈道路建設的視線權力、空間修補與僵固性：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的社會物質性〉。

《人文社會學報》19: 51-92。 

35. 王志弘*、高郁婷（2019.05）〈台北市藝文場所轉變的空間政治：基礎設施化的視角〉。《地理研

究》70: 1-31。（MOST 106-2410-H-002-166-）。 

36. 王志弘*、黃若慈（2018.12）〈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台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

演〉。《文化研究》27: 159-193。（TSSCI, THCI）（MOST 104-2410-H-002-173 -MY2）。 

37. 高郁婷、王志弘*（2018.11）〈展演道地：臺灣族裔風味餐廳個案研究〉。《地理研究》69: 31-60。 

38. 王志弘（2018.09）〈空間作為方法：社會與物的空間存有論〉。《地理學報》90: 1-26。（TSSCI） 

39. 王志弘*、李涵茹（2018.07）〈臺北跨河橋梁的景觀化與遊憩化：多重地方意義的疊覆〉。《人文

社會學報》18: 13-58。 (NSC 101-2410-H-002 -076 –MY2)。 

40. 江欣樺、王志弘*、黃若慈（2018.06）〈水的延展都市化：坪林水源特定區的領域治理〉。《都市

與計劃》45(2): 131-160。（TSSCI）（MOST 104-2410-H-002-173 -MY2）。 

41. 王志弘*、黃若慈、何函育（2018.02）〈倚水成家：水中介的都市家戶多重領域化〉。《社會分析》

16: 65-104。（MOST 104-2410-H-002-173 -MY2）。 

42. 王志弘*、黃若慈（2017.12）〈基礎設施中介的水文領域化：臺北供水治理體制的形成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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