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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八月一日起，我和邱大昕、廖培珊、劉仲恩、潘美
玲、蔡博方、鄭雁馨，在林國明理事長的授權下，組成了新的編
委會，接手《臺灣社會學刊》的編務工作。非常感謝藍佩嘉前主編
有效率的領導，以及前任編委會的努力耕耘與付出。尤其前任編
委會在推動社會學知識公共化、數位化的努力，讓本刊相繼在
109 年與 110 年獲得國家圖書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的「即時
傳播獎」、「長期傳播獎」。

本屆編委會上任以來，我們在編務上做了一些改變。為鼓勵
學界同仁可以透過審查過程進行深刻的對話與交流，我們讓匿名
審查人也可以看到彼此的審查意見書，期待審查過程可以開啓不
同層次的對話。其次，我們也主動增列書單，希望鼓勵包括博士
生等不同階段的學界同仁，都歡迎撰寫書評。接下編務後，我們
也遭遇一波逆流。本刊過去自 2010 年以來就以臺灣社會學會的
名義與華藝股份有限公司簽約，授權該公司資料庫刊登本刊電子
全文，但今年十二月，發現本刊諸多文章在中國遭刪改。由於授
權係由學會和華藝簽約，所以全案已交由學會理事會處理。為保
障作者權益，並確保學刊文章的流通性，學會也已授權國家圖書
館刊登本刊電子全文。未來在本刊網站與國圖，均可直接下載本
刊全文。

本期出版三篇和臺灣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的研究論文，以及書
評一篇。

黄克先的論文《「同」祂捍衛尊嚴⸺�與宗教團體互動下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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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者宗教實作》透過豐富的田野資料，闡述了無家者日常生活中
多元的宗教實作，挑戰過往宗教社會學重視宗教權威、強調信念
而不重視實作，進而將無家者視為沒有宗教的理論圖式。

張宜君、林宗弘的論文《時勢造英雄？臺灣個人所得的世代
差異，1992–2017》則探究不同世代間所得差異的原因。研究發
現，戰後到 1972 年以前出生的嬰兒潮世代，享有經濟成長時期
所帶來的所得優勢；1978 年後出生的年輕世代則多有所得較低
的情形。

楊又欣的論文《曼谷色情按摩作為性場域：跨國性交易雙方
權力互動的「關係性」分析》，則從場域理論強調關係性的分析出
發，強調男同志的慾望階序、性經驗與移居位置在跨國男男性交
易場域中，經常形塑出更動態的娼嫖互動，顛覆嫖客支配的圖
像。

在這一期中，我們也刊登了林宗德對《STS 的緣起與多重建
構：橫看近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一書的書評。作者帶領讀
者，探究現今被視為 STS 主要流派的科學知識的社會學，是如何
在戰爭、抗議與後殖民情境中，透過諸多包括哲學家、人類學家
以及哲學史學家相互對話，進而逐步浮現的複雜歷程。

最後，學刊的運作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我們目前的進稿量
比起往年，有下滑的現象。所以除了歡迎大家踴躍投稿之外，也
歡迎有共同研究興趣的同仁可以自組專題投稿。過程中，如果有
任何疑問，或是需要編委會的協助，都歡迎隨時和我或編輯助理
陳家平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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