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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種族（race
）的概念是一種社會建構，關於回答種族是什麼的問題，端賴於不同單位與相關權責的人所決定
的。決定種族意義與內涵的單位或人包括機構與個人。機構方面，例如法律系統、醫療單位、學
校等等；個人方面，例如母親、朋友、親密伴侶或是社團的負責人等等。不論是機構或是個人都
可以決定種族的意義與內涵，決定的過程包括單位與個人的信念（belief）和感知（
perception
），因此，吾人可以說種族概念是一種社會建構過程的產物，也對社會與個體帶來各層面的影響
。這些影響包含個體如何被對待、個體與機關如何對待他人。雖然種族是一種社會建構的概念，
但是它成為一種象徵類別之後，卻一直被社會或個體錯誤地解讀為與天生、生物類別有關的概念
。吾人應該要正視種族如何被社會建構的內涵與過程，才能矯正種族概念與先天基因決定論的不
同。透過個體或機構重新檢視自己如何看待與建構種族意識的過程，來改變種族與先天決定論的
錯誤連結，並改善這些連結造就的種族歧視與社會不平等。

 

本文將透過美國官方如何定義種族，目前美國就業市場中的種族不平等現狀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並援引此介紹反思台灣在外籍配偶、多元婚姻架構下可能導致的種族問題與社會不平等，以期透
過理解美國職場上種族不平等的發展與現況，來思考台灣未來政策如何因應就業市場中種族不平
等所帶來衝突與困境。

 

貳、如何定義種族

 

一般而言，大眾流行將種族定義為生理特徵上擁有的群體差異，例如膚色的差異。不過，這樣的
差異是相當不精確的。因為基於混血、國家、族群、社會行為與語言上各種不同，都會影響種族
的內涵。種族與國家（nationality）、族群（ethnicity
）有部分共通的意涵，所謂的族群是指一種在文化與歷史象徵中所建立共享的生活方式，其中包
括語言、宗教、生活習慣、信仰、社會價值觀等元素；而所謂國家的定義，則是透過政治上領土
與主權、政府的確立而形成的。因此，種族是一種除了自身之外，尚還部分含括國家與族群的概
念。

 

更仔細的來說，種族、族群與國家、三個概念各自兩兩有重疊的區域，例如，種族與族群重疊的
概念，包含有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
）南部的印第安人稱為皮馬族（Pima
）、北美的原住民族之一的奥吉布瓦族（ojibwe
）等等。而種族與國家重疊的概念，舉例來說包含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非洲移民（African Immigrants）、古巴移民的美國人（Afro-Cuban
American）、哥倫比亞移民的美國人（Afro-Colombian
American
）等等。因此，種族是一個複雜社會建構之概念，牽涉到國家與族群的差異。當我們欲定義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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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些關鍵的問題：種族有什麼特徵？誰具有決定定義種族的權力？在什麼
樣的社會脈絡中？社會成員定義種族是依據當下的社會脈絡還是歷史脈絡？簡言之，種族是一種
多元複雜的社會建構產物，並非恆定的，而是隨時會依據決定者的認知與信念所改變的概念。

 

根據美國出生指定種族優先的法律規定，不管爸爸或媽媽是白人、黑人、泰國裔、台灣裔或是巴
西裔，其共同小孩出生後都依照弱勢的種族（例如黑人）來決定。然而，日本裔例外，只要父親
或母親有一方為日本人，其孩子則為日裔美國人，而非白人或黑人，如表一所示。

 

表一 美國1989年法律規定出生種族對照表

父親 母親 小孩
白人 白人 白人
白人 黑人 黑人
白人 日本人 日本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黑人 黑人 黑人
黑人 日本人 黑人
日本人 白人 日本人
日本人 黑人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

資料來源：Robert White (2016)

美國在法律上明令出生嬰兒所屬種族的類別，其歷史淵源由來已久。1896年美國最高法院Homer
Plessy
決定，只要血統上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緣，一出生下來，就被美國法律認定為黑人。而在社會上
，黑人與白人的權利與義務各有所不同。1910
年，美國法律上又產生論辯，
有些人膚色太黑以致於不能當白人（mulatto
），而又有些人膚色太白，以至於當黑人（negro
）有點說不過去
；在複雜的情況下，又增加了一
個類別白人與半白人之混血兒（quadroon
），即四分之一的混血兒，這個類別也稱之為黑人。因此，只要你的任何一個祖父母是黑人，你
就會被法律上定義為黑人。

 

1924年與1930年又不斷對這樣的定義掀起挑戰，一直到1982年，有位名為蘇西（Susie
Phipps
）從小就在白人家庭長大，膚色也很白，親朋好友大都是白人，當她發現她法律上的種族被列為
黑人時，她向美國法院提出抗議。最後最高法院裁判她仍為黑人。因為她的曾曾曾曾曾祖母曾為
黑人（因為她的曾曾曾曾曾祖父白人領主Alabama 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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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娶了他的奴隸黑人為妻），按照1970
年，蘇西所住的路易斯安那州之法律規定，只要血統上有三十二分之一的黑人血緣，就會被該州
法律列為黑人。該案例是在美國1989
年確定種族法律之出生規定前，極具爭議的案件，在法律上產生了很多論辯（Plaintiff’s
lawyer
），有些人為一百二十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緣就應該列為黑人、有些認為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緣才能
列為黑人，在權衡折衝後，路易斯安那州法律確立了血統上有三十二分之一的黑人血緣則為黑人
的規定。

 

其實，美國有很多白人與白人生下孩子為黑人的事件，也有一些黑人與黑人生下白人的狀況。因
此，膚色無法決定種族的類別，種族的概念是透過法律來確定，依據混血程度多寡而被定義為哪
一個種族，均為各方有力人士、政策施行者辯論折衝後產生的結果。總之，種族乃是一個社會建
構的概念，是在相關權力個體或單位定下的衡量標準之結果。

 

參、美國歷史上的種族概念演進過程

       

美國種族類別不斷隨著歷史演進而增加，例如依據美國民調局（U.S. Census,
2010）顯示洛杉磯總人口在2010年，
白人佔了49.8%，黑人佔了9.6%，亞裔人口則有11.3%；另外，48.3%
為拉丁裔（超過100%
者混血或多重種族）。由於新移民的增加、多元主義的倡導與種族通婚的普及化，美國法律對於
種族的分類隨著歷史演進而越趨複雜與多元，政府亦不斷透過法律擴增新的種族類別，致力於重
視種族多元、自由與平等的發展，漸次修正並避免使用歧視性語言，尊重各種族的分歧性文化，
強調種族間平等、自由權力發展；以及接納與包容新移民族群之生活方式、語言使用與飲食習慣
，竭力降低社會上種族不平等的情況。以下茲就美國政府在法律上明定的種族類別項目，按照時
間演進，不斷增加新類別，做一系統表格說明演進過程，如表二所示。

 

表二  1790-2010 年美國法律上的種族歸類表

年代         種族類別

1790 白人男性 白人女性 其他自由人 奴隸

1800-1810 白人男性 白人女性 其他自由人（除印地安人外） 奴隸

1820 白人男性 白人女性 其他有色人種之自由人（除印地安
人外）

奴隸

1830-1840 白人 其他有色人種之自由人 奴隸

1850 白人 黑人 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兒（mulatto）

1860 白人 黑人 白人
和黑人的
混血兒（mulatto）

印地安人

1880 白人 黑人 白人 印地安人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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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人的
混血兒（mulatto）

1890 白人 黑人 白人
和黑人的
混血兒（mulatto）

印地安人 中國人

quadroon）

八分之一的黑人

（Octoroon）

日本人

1900 白人 黑人 --- 印地安人 中國人 --- --- 日本人

1910 白人 黑人 白人
和黑人的
混血兒（mulatto）

印地安人 中國人 --- --- 日本人其他

1920 白人 黑人 白人
和黑人的
混血兒（mulatto）

印地安人 中國人 日本人 菲律賓人 印度人 韓國人其他

1930 白人 黑人 墨西哥人 印地安人 中國人 日本人 菲律賓人 印度人 韓國人其他

1940 白人 黑人 --- 印地安人 中國人 日本人 菲律賓人 印度人 韓國人其他

1950 白人 黑人 --- 印地安人 中國人 日本人 菲律賓人 --- --- 其他

1960 白人 黑人 夏威夷人 美國印地安人 中國人 日本人 菲律賓人 部分夏
威夷人

愛司基摩
人

其他

1970 白人 黑人 夏威夷人 美國印地安人 中國人 日本人 菲律賓人 韓國人 --- 其他

1980-1990 白人 黑人 夏威夷人 美國印地安人 中國人 日本人 菲律賓人 韓國人 愛司基摩
人

其他

越南人 亞裔印第安人 阿留申島人(Aleut) 關島人（
Guamanian）

薩摩亞人

（Samoan）

---

2000-2010 白人 黑人 夏威夷原住民或阿拉斯加原
住民

美國印地安人 中國人 日本人 菲律賓人 韓國人 其他

越南人 亞裔印第安人 阿留申島人(Aleut) 關島人（
Guamanian）

薩摩亞人

（Samoan）

其他亞洲人 其他太平洋
島嶼人

其他單一或多元種族混血人

            

資料來源：Robert White (2016)

 

 

肆、就業市場與種族不平等

 

雖然種族是一種社會建構的概念，並透過有力機關或人士決定個人的種族類別，以法律方式明定
個人系屬的種族，然而，卻因為眾多的種族為天生的錯誤觀念，或是種族優劣的刻板印象，促成
許多社會不平等。其中包括教育上的種族不平等，例如黑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比例比白人少許多，
薪資或是各種工作機會上的表現，黑人都呈現弱勢狀態。甚至在平均壽命上與健康水準，黑人平
均比白人有少3-5年的平均餘命、以及更高的肢體障礙率、罹病率（morbidity
rate）與死亡率（mortality
rate）。本文以下將著重在就業機會上的種族不平等現況與發展做一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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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就業市場上的種族不平等，近年來有許多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美國國立經濟研究中心以及一
些學者Bertrand與Mullainathan（2003
）進行相關研究發現履歷表上填寫黑人姓名比較難應徵到工作。其研究設計乃是製造近五千個假
履歷，假履歷上分別填寫黑人姓名與白人姓名，研究者設計兩套高品質履歷與兩套低品質履歷，
隨機抽樣填
寫黑人姓名與白人姓名
在一個好品質與一個差的履歷的履歷，然後投
到近1300
個受僱公司行號（各公司企業透過廣告應徵人才），其中包含行政機關、顧客服務工作、銷售工
作、一般行政公司、政府部門
等等。所有履歷上的資料包含姓名、email、地址、電話等等都是虛擬的。

 

這項實驗在2001年七月、2002年一月被實施於波士頓、以及在2001年六月、2002
年五月被施行在芝加哥。研究結果發現，
白人姓名例如Emily或是Greg等需要擲10
封履歷出去，才會獲得一個雇主的
回應；然而，黑人姓名例如Laskisha或是Jamal等則需要擲15
封履歷出去，才會獲得一個
雇主的回應。平均而言，白人姓名有高出50%
機率獲得面試機會。就高品質的履歷
而言，白人姓名有高過30%
的機率獲得雇主回應，遠比黑人姓名的雇主回應率要高出許多。更重要的是，該研究發現，地址
填寫在比較富裕的好區者，比較能夠獲得雇主的回應，但是與種族沒有關連性。此外，政府行政
機關假定應該避免種族不平等的對待，然而，實驗結果卻發現，要應徵行政機關，白人姓名反而
比起應徵其他一般公司行號的職業，更容易獲得該機關的回應。亦即政府機關反而有更大的就業
機會上之種族不平等。

 

該研究證實目前美國社會現況仍存在著許多種族不平等的問題，而且呈現地區性差異，該研究發
現芝加哥的就業市場中之種族不平等比起波士頓要來的不嚴重一些。該研究著重於就業機會上，
有著許多對於弱勢族群的種族歧視。如果說就業機會上，黑人就比白人還少機會獲得面試，那麼
，就算黑人應徵上工作之後，也會比白人獲得更少的機會升遷、以及較低的薪水待遇等等。整個
就業市場從入門門檻到中途被解雇的高比例，對少數種族而言，均為相當不利。最重要的是，該
研究亦指出就業工作的項目，黑人更常比白人容易受僱於開車駕駛等交通工作，而白人較容易受
僱於櫃檯、銷售業或是結帳等工作；該研究暗示著工作性質也與種族不平等有許多關連性。

 

Pager,
Devah （2003
）做出一系列研究，主要揭露職場上的種族
不平等。2003
年，其研究結果發現有犯罪記錄的白人比起沒有犯罪記錄的黑人還要容易找到工作許多。其研究
主要探究種族、犯罪記錄與受僱機會。該研究設計主要找了各兩個黑人與白人的男性大學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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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去應徵15個工作機會。其中白人被隨機分派到150 
個雇主求職，黑人被隨機分派到200
個雇主求職（因為黑人獲得面試的機會較低，所以分配到較多的雇主去求職）。犯罪記錄則通通
列為因為吸毒而導致一年八個
月的有期徒刑。最後研究成果顯示，34%
沒有犯罪記錄的白人能獲得雇主回應；但是只有17%
有犯罪記錄的白人
可獲得雇主回應。亦即透露出犯罪記
錄將使受僱機會減半。17%
沒有犯罪記錄的黑人能獲得雇主回應；但是只有5%
有犯罪記錄的黑人可獲得雇主回應。亦即透露出犯罪記錄將使受僱機會大約減少三分之二。所以
犯罪記錄會讓黑人產生更嚴重不利的求職影響，有犯罪記錄的黑人比有犯罪記錄的白人還要少大
約40
％的機會無法獲得雇主回應。更重要的是，有犯罪記錄的黑人在面試時，經常會被雇主問到有沒
有其他的犯罪記錄；然而，有犯罪記錄的白人卻不曾在面試中被問過這樣的問題。雖然該研究的
外在效度僅限於推估到密爾瓦基地區，無法推論到其他地區；但是該研究透過實驗驗證美國目前
就業機會上存在種族不平等問題，則相當具有說服力。

 

Western Bruce 與 Becky
Pettit （2005
）進行一項薪資上種族不平等的研究。主要了解為何不同種族間有薪資差異，還有受僱機會不平
等。他們計算出1990
年代的年輕黑人與白人受僱人口、黑人與白人的監禁人口以及薪資差異等。其研究成果顯示，黑
人的受僱率維持在1985
年的水準，不過黑人與白人薪資差異只有降低10%，並非實際觀察到的30%
。研究者認為，種
族上薪資差異會降低是因為樣本選擇
性的關係，具體來說，1990
年代，許多薪資低或是沒有工作的黑人在監獄中受到監禁，因此，有工作的黑人薪資平均來說均
為比較高。此外，就算控制了教育與年齡，受監禁前的黑人平均薪資比起白人要來的低很多。研
究者認為，1990
年代的經濟繁
榮並沒有讓黑人與白人的薪
資差異減緩，薪資差異的降低主要是因為1980年代與1990
年代大量黑人人口受到監禁，統計上並未將監禁人口的薪資列入計算公式中。其中，黑人比白人
受到監禁的機率高出 20% 。該研究證實，即便是1990 
年代經濟變佳、重視多元種族文化發展、強調教育上種族平等的情況下，就業市場中的黑人與白
人之薪資差異，並未獲得改善。

 

Pager、Western與 Bonikowski （2009
）研究指出，種族不平等展現在多環節的聘僱過程中。其研究乃透過實驗法，經由觀察老闆如何
進行錄取員工的決定來探究種族歧視如何與受僱機會產生關連性。他們研究發現，並非是老闆具
有種族歧視的觀念導致弱勢族群有比較少的受僱率，而是有些特定工作，黑人是不能被允許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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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場館工作區（back of the
house
）是不能讓黑人工作的。更重要的是，當應徵工作時，有許多重要求職訊息的傳遞，弱勢族群是
難以獲取的。例如，經由高社經地位的朋友推薦去應徵其朋友的工作機會，或是有重要他人提供
有力資訊、協助去應徵或是知悉該職缺，這些受僱機會都是與訊息或是社會網絡息息相關。弱勢
種族較難獲得這樣的訊息或是有得力的社會網路提供與協助該工作的應聘。通常低薪資工作的機
會訊息管道會較容易流通在弱勢族群之間，弱勢種族相互之間競爭的都是較低薪資的工作機會，
例如黑人與拉丁裔競爭於賣場的收銀員工作機會。該研究者回顧文獻後指出，有可能就業市場中
的種族不平等被高估了，因為種族間存在著許多教育的差異、人力資本累積的差異、人格特質的
差異、學歷與求職動機的不同等等，均會導致受僱機會的不同、薪資與升遷機會的差別。此外，
經濟條件在越變越好的情況下，種族不平等差異應該能夠朝向改善的趨勢。不過，最後作者推翻
這樣的解釋，認為職場上的種族不平等有惡化的趨勢。

 

研究者設計讓數名優秀的男性
大學生擔任假的應徵工作者，年紀在22到26
歲平均在伍呎十吋到六呎高，包括有吸引人的外觀、好的眼力與應對進退的技巧。他們透過看報
紙去找到職缺，例如紐約時報等等。
在求職經驗中，白人有31%的機會獲得雇主青睞，拉丁裔則有 25.2%
獲得雇主正面回應，黑人僅有 15.4%
獲得雇主回應。在有犯罪記錄者的求職經
驗中，白人有17.2%的機會獲得雇主青睞，拉丁裔則有 15.4%
獲得雇主回應，黑人僅有 13%
獲得雇主正面回應。更重要的是，有一個白人的求職經驗被雇主被安排到較低薪資的職缺上，有
五個拉丁裔的求職經驗被雇主被安排到較低薪資的職缺上，有九個黑人的求職經驗被雇主被安排
到較低薪資的職缺中。另外，比起白人，黑人只有一半的機會受到雇主約談面試。未有犯罪記錄
的黑人與拉丁裔的應徵者比有犯罪記錄的白人還難得到雇用機會。

 

以上為近年來美國職場中種族不平等問題的重要文獻回顧，均在在顯示，種族不平等展現在就業
市場各個面向上，其中包括受僱機會的不平等、薪資不平等、升遷不平等、解雇率的不平等、受
僱訊息流通上的不平等、職缺性質的不平等、工作項目的不平等等等。由於美國學術界近年紛紛
檢討職場上的種族不平等惡化趨勢、並提出各種改善之道、政策上亦擬定讓弱勢族群有更多機會
能夠多元就業的方案，在在顯示該議題之備受重視。

 

由於受僱市場上的種族不平等會帶來眾多弱勢種族無法獲得經濟改善、無法提昇購買力、使得經
濟的惡化、社會不穩定，因此，該議題不斷引發美國政府當局的關切，歐巴馬總統任內亦擬定許
多政策進行該問題改革。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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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種族概念透過法律規定，形成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種族是一種隨時可以調整與變動的概念
，端賴有力人士或是機關進行定義與解釋。美國種族概念的發展隨著全球化、移民風氣興盛、時
代進步、多元文化的倡導而不斷地擴增類別項目。近年來隨著經濟繁榮與教育普及，許多學者紛
紛提出美國職場上種族不平等問題加深加廣的疑慮，並紛紛撻伐相關當局、以期擬定政策提出改
善之道。

 

美國對就業中種族不平等情況之研究相對於台灣的發展，可以提供五點方向思考以作為借鏡。首
先，台灣近年新移民通婚比例漸漸增加，移民通婚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孩子的種族類別，政府官
方在法令與政策上應有所規劃與因應，並務必在尊重多元種族、協助不同種族教育上、生活上、
就業中的各項發展、以及包容接納不同種族文化為前提下，進行種族類別的整理與歸類。

 

其次，在受僱市場與就業機會中，政府應該明令規定，各行業均需要排除種族歧視來平等聘用各
種族人才。第三，各種學術界研究應該更加關注在是否台灣各族群有否在就業機會、薪資水準、
升遷機會、工作品質、工作項目等等的不平等情況產生，亦宜傚仿採用實驗法進行研究，以降低
許多無法掌控的變量，例如能力水準、教育、性別等等造成的薪資或是受僱機會差異，避免其他
不相干變量干擾探究種族對就業市場的影響。第四，政府機關應該提出更多弱勢族群的就業協助
方案，讓其就業上的不利降到最低。最後，政府在鼓勵各族群在身分證上使用自己的族群的姓名
之同時，也應該用法律明令要求雇主或公司行號、機關在聘用人才時，不能有姓名上的歧視或是
膚色、語言、口音等聘僱上的種族歧視，讓弱勢族群可以在求職市場中獲得更多保障。

 

總之，吾人應該深思：種族為一種社會建構的概念，透過血緣通婚、法律改革隨時會產生變化，
因此，應該去除心中存在哪一種種族為劣勢或較為優秀的偏差價值觀，繼而取代的是尊重多元種
族、族群之文化的發展，追尋不同族群或種族間，有平等、自由的教育、就業機會、升遷、薪資
等各方面的發展。

 

作者：黃芳誼  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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