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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會會員與學刊讀者：

首先跟大家致歉，本期原訂 2019 年底出版，因稿件狀況而
略有延誤。出刊之際，臺灣及世界都籠罩在疫病的陰影下，日常
生活的各方面凸顯了社會學的許多重要議題，例如：在檢疫、隔
離的不確定下，人們如何相互信任？政府得如何管制市場以有效
防疫？身處風暴核心的中國，其掠奪性政權、尋租不斷的地方政
府為何難以抑制疫情的擴散？當世界工廠停擺，震盪了全球資本
主義的生產鏈，台商在其中的角色為何？當學校宣布延長假期與
遠距上課，雙薪家庭、尤其是母親，如何因應托育與工作之間拉
扯的困境？

本期共刊登三篇研究論文，以及三本專書的書評對話，觸及
了上述的重要社會學課題，作者們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資料，
呈現了豐富的社會學分析。

陳宇翔、許淑翔、趙羽涵的〈以信任為基礎的理性計算：臺
灣 P2P 網路借貸交易〉，以 P2P 網路借貸的新興金融平台為研究
案例，收集了訪談、田野觀察與文件資料，來探討人們為何願意
在網路上借錢給陌生人？借貸雙方的信任基礎，建立在怎樣的制
度機制或是人際連帶之上？這個研究不僅是個金融社會學的有趣
案例，對於行動者如何理解風險、建立信任，也頗具理論意義。

夏傳位的〈臺灣的新自由主義時刻：危機、典範競逐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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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經濟學者的進擊〉，藉由歷史文獻資料，爬梳石油危機後的
1980 年代經濟動盪中，新古典經濟學者如何透過辯論、遊說與
宣傳，促使臺灣政府啟動經濟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不同於過
往研究多從政商結盟、利益分配等角度進行分析，本文強調認知
框架與意義體系在政治與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描述新古典經濟
學者在當時如何建立新的認知框架與危機的因果敘事，來鞏固新
自由主義的政策典範與主導地位。

林昱瑄的〈做學術、做媽媽：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協商策
略與智性母職〉，深入訪問了十九位育有子女的大學教授女性，
具體呈現這些學術媽媽在兩個「貪婪體制」中求生存的處境，既要
面對日益繁瑣與高壓的學術勞動體制，又要承受密集母職的意識
型態與社會期待，她們發展出不同的協商策略來「整合」家庭與工
作，有人精細管理時間、捍衛公私界線，有人善用教授聲望以換
取長輩的托育協助或緩和母職壓力，更有人積極反芻育兒經驗成
為學術工作的滋養。

本期書評邀請學界同仁評論三本精彩新書。黃長玲評論
何 明 修 2019 年 在 美 國 出 版 的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本書比較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的抗爭過程與動
員模式，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此刻讀來，格外發人深省。 

我們也邀請王宏仁與吳介民對彼此的新書撰寫書評、再相
互回應。這兩位社會學家多年來深耕中國、越南，研究台商工廠
的勞動體制，也恰巧在今年先後出版了兩本巨著：吳介民的《尋
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王宏仁的《全球生產
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雖然中國、越南同樣經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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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轉型，成為全球商品鏈中的「世界工廠」，但兩國政府採取
的威權治理、土地與戶口制度、勞工控制方式相當不同，也導致
台商面對的經營挑戰與管理策略殊異。同時，兩位作者也採取了
相當不同的理論角度與分析焦點，吳介民試圖與發展國家文獻對
話，深入分析中國政治體制架構出的尋租空間與政商關係，以及
農民工面對階級與身分的雙重剝削；王宏仁則從經濟社會學與勞
動研究出發，側重在地體制與跨國資本的關係，剖析台商工廠內
的種族分工與性別關係。讀者若能將這兩本書放在一起閱讀，輔
以兩位作者的精彩對話，可以將中國與越南的個案比較參照，對
發展主義國家、跨國生產關係等現象得到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除了紙本的出版，《臺灣社會學刊》於本學年度接受科技部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學術期刊數位傳播」補助（執行期間為
2019 年 8 月至 20202 年 7 月）。透過訪談刊登於本刊的論文作
者及相關學者，我們將製作短片、數位廣播（podcast）以及相關記
錄文字，並上傳到 Youtube、Facebook 以及其他社群平台，希望
透過影音傳媒，突破文字載體的限制，吸引更多觀眾關注本土社
會學的研究發現。我們目前已經完成兩支短片，分別討論身體工
作，以及大學招生制度與社會不平等。我要特別感謝本刊編輯佘
耕任、兼任助理黃怡菁對此計劃的積極投入，陳美華、陳伯偉、
葉高華、陳婉琪等老師協助拍攝。這兩支影片將在下個月上線，
同時也錄製了數位廣播，請作者分享社會學研究的後台經驗，敬
請大家拭目清耳以待。

此外，《臺灣社會學刊》近期也完成了獨立網站以及臉書的
開設，透過更活潑的形式、容易觸及的管道，來推廣臺灣社會學
界的研究成果。臺灣社會學會近年來透過「巷仔口社會學」的網誌
寫作，成效卓著，今年開始進一步透過短片拍攝，讓社會學者對
於公眾議題發聲。這些嘗試都希望透過多重形式的公共社會學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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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拓寬知識與資訊的載體，讓社會學的觀點與分析，可以翻越
學術期刊的藩籬，在更寬闊的草地上落地生根。

願早日疫情平息、春暖花開。

2020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