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題徵稿 

「公正轉型下被遺忘的一群：末代礦工老年困境與歷史記憶保存」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ISSN: 1996-7985）是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

社會科學院所編輯出版的刊物，每年定期出版四次（季刊），旨在提供人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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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專題：公正轉型下被遺忘的一群：末代礦工老年困境與歷史記憶保存 

2021年五月一日，一群平均年齡八十多歲，年紀最長超過九十歲的退休老

礦工，在勞動節當天，破天荒走上臺北街頭，高舉「能源危機日月拚、阮ㄟ心

聲誰人聽」的布條與標語。這群老礦工們，是臺灣有史以來走上街頭年齡最高

的一群，他們拖著沈重的身軀，公開地向社會大眾道出過往長年擔任礦工時難

以想像的惡劣勞動環境，及因而罹患塵肺症等各種職業傷害與職業病。到如

今，老年生活卻因完全缺乏相對應的社會制度保障，而面臨到的種種困境，並

呼籲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或制度，讓這群曾用血淚和生命，換來臺灣的經濟起飛

與穩定，如今垂垂老矣、一身是病的老礦工，能在滿足老年安養與照顧最低需

求下渡過餘生。 

臺灣的煤礦工人，人數最多的時期曾經高達五、六萬人，卻也因臺灣煤礦

開採條件的嚴苛以及礦場安全防護的不足，更是臺灣歷史上職災死亡率、失能

率與發生率最高的職業。然而，八零年代起，本土煤礦業漸漸不敵低價進口煤

礦，以及能源主力轉向以石油、燃煤為主的能源政策。爾後，1984年三大礦災

一年內奪走近三百名礦工的生命，更確立臺灣煤礦業逐漸走下歷史舞台的命

運。然而，對煤礦工人而言，他們所遭遇到的種種困境，隨著礦坑一個接一個

收坑而逐一浮現。 

本期專刊將以「公正轉型下被遺忘的一群：末代礦工老年困境與歷史記憶

保存」為主題，除了探討臺灣最後一個煤礦礦坑封坑超過20年後的今日，當這

群平均年齡七、八十歲、極高比例承受著日益惡化的職業病痛（塵肺症）折

磨，卻又缺乏足以保障其老年最低安養與照顧需求困境下的處境。也期望透過

國際各國類似經驗的考察、比較與參考，思索是否能有機會與時間賽跑，推

動、研議、規劃一套得以接住這群日益凋零，亟待國家照顧的群體的制度及政

策。 

此外，四、五年前，瑞芳侯硐一群老礦工們，為了讓臺灣社會不要忘記百

年來礦工的勞動歷史與血淚故事，自掏腰包、從無到有，創建了「侯硐礦工文

史館」，由老礦工親自擔任志工，推廣以介紹礦工生活與歷史為主題的記憶漫

遊及導覽，幾年來在地老礦工人的堅持與努力，吸引了包括政府單位、各地藝

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的高度重視，寫下由臺灣勞動者推動、保存勞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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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許多記錄。 

 

本期徵求以下主題（但不限於此）： 

（一）臺灣退休礦工面臨職業病纏身、老年安養及照顧等困境的制度與法規探

討。 

（二）臺灣退休礦工職業病醫療、老年安養與照顧制度的其他國際經驗探討與

比較。 

（三）由臺灣末代礦工自行推動勞動者歷史記憶保存運動的實踐與經驗。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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