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主編的話

接掌學刊的編務工作至今，閱讀過不少投稿者的論文，不管最後是

否通過審查，對投稿者總是抱著一份感謝的心情。三十九期的出刊，讓

編輯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鬆了一口氣，除了順利達成任務外，從四十一

期開始，學刊將交由新的編輯委員會負責審查和出版的工作。剩下一期

的編輯任務，是本屆編委會在「除役」前必須完成的工作，因為只有一

期，我們會繼續努力達成最初的自我期許。

從三十七期開始，我們希望能以「增篇不增刊」方式，讓更多的文

章獲得審查通過與出版的機會，同時，我們也呼籲一個「新社會學運

動」的誕生，希望營造社會學的新趣向，和跨學門研究的交流。在不失

社會學辯論與想像的立場下，我們希望提供更多的空間給不同學者進行

不同的發聲。但截至本期為止，這個期待並沒有獲得全部落實。我們希

望每期能出版五至六篇論文，但投稿的數量和審查通過的論文，都沒有

能夠實現這個目標。三十八期和三十九期都只有四篇論文通過刊登。跨

學門的討論有部分的成果，但離新社會學運動的目標還遠，我們期待來

者能繼續在此方向上努力，提供台灣社會學更寬宏的發展園地，讓社會

學的活力持續下去。藉此機會，我也想鼓勵年輕的朋友，勇於寫作和投

稿，想些大問題，做持續長久的研究。四十期的出版將維持這個編輯方

向進行努力。

從2007年七月到十二月，學刊總共收到十七篇的新稿，連同之前的

投稿，總共處理的審查稿件是三十篇。這裡頭，有四篇通過審查，刊登

在本期的出版中。新稿的部分，有七篇因為題旨不合或論文的內容尚待

成熟的討論，未通過形式審查即行退稿，另外有九篇未通過初審和複

審，一篇在複審後撤稿，目前還在初複審的論文有九篇。隨著社會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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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研究學會的年會舉辦，我們希望後續的進稿能增加，讓學刊的異

質性有所提高。

本期的四篇中，有三篇是研究論文，分別是蘇國賢與喻維欣合著

的「台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

蔡宏政的「台灣人口政策的歷史形構」；和陳宇翔的「從烏龍茶到高

山茶：台灣茶壟斷租的社會建構」。難能可貴的是，第三篇是由一篇

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研究論文。研究紀要部分有林寶安的「戰後台灣期

票信用的發展及其社會經濟意義的探討」。書評部分，本期有兩篇，分

別是吳齊殷評辜千祝Mental Health Among Taiwanese Americans : Gender, 

Im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truggles；與周玟琪評藍佩嘉的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我們

希望這些富有特色的論文和書評，能帶給讀者閱讀上的享樂，進而刺激

自己的研究和寫作。藉此機會，我也要感謝巨流的陳巨擘總編輯和吳儀

君助理過去一年對學刊出版的協助，巨流新任的編輯是邱仕弘先生，在

此一併感謝。

黃金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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