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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會會員與讀者大家好：

這一期原預定今年六月出刊，但因為進稿量不足的關係，從
上一期就延誤出刊。編委會對於接連延誤出刊，感到非常抱歉，
在此正式跟會員與讀者致歉。一般暑假期間通常是本刊進稿旺
季，但今夏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投稿量創歷年同季新低。希望
隨著疫情好轉，我們也可以逐漸回到如期出刊的狀態。

本期刊登兩篇研究論文、一篇研究紀要、一篇書評。簡妤儒
的文章「農漁業技術移轉制度的『轉譯』難題：以養蚵人工附苗技
術為例」，以人工附苗技術為例指出，技術轉移過程中，包括蚵
農、水試所專家、新進廠商等處於不同位置的行動者在認知與工
作目標上的差異，以及技術授權契約所框架的社會互動，都可能
讓原先各方寄予厚望的技術轉移和知識創新遠不如預期。

王安琪的文章「安寧團隊的預期工作：科學知識、情感與照
護」一文，則強調安寧病房的醫療照護涉及大量的預期工作，同
時這些預期工作包括臨床上以醫學知識預估病人的存活期、醫病
溝通中瞭解病人與家屬的情感，並預做規劃，最後則是避免病人
痛苦，提供讓身體與情感舒適的照護實作，以期給臨終病人得以
善終的照護。

蔡明璋和潘欣欣在「臺灣民粹主義者與反菁英情緒：世界價
值觀調查臺灣資料分析」一文中，將臺灣民眾分為低度、中度與
高度三種潛在民粹類型。其中，約 1/8 的民眾屬高度民粹，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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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民粹者和他們主觀感受的經濟不安全感，以及國民黨支持度
有正面相關。同時，他們也有菁英與政府都是貪腐、高度政治不
信任感，並排斥移民與同性戀團體。

本期刊登的書評是由盧逸來評論藍佩嘉教授所著的《拼教
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一書。本書紮實的田野資
料，對不同階級位置的父母如何教養小孩有相當細膩的描繪與分
析，不僅深受學界好評，也引起社會各界熱烈討論，很值得細
讀。

其次，本刊今年獲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
術期刊數位傳播」經費，開始製播廣播節目【作伙來想社會】。為
推廣社會學研究，我們請本刊文章的作者以淺白生動的方式來介
紹他們自己的文章，形式上，則是以編委會成員訪談或和作者對
談的方式來進行。希望除了學術社群之外，也能觸及關心臺灣社
會的民眾。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錄製了第 68 期兩篇文章的
廣播，第一輯也已經正式上架，發布於 Apple Podcast、Spotify、
Facebook、Youtube、學刊網站等平臺。歡迎大家隨時收聽。

此外，每篇文章背後都有一個獨特的創作歷程與豐富的田野
故事，學刊也想紀錄這些觸動社會學者的田野現場或研究過程中
的某個瞬間。因此，編委會也會邀請作者提供適當的田野場景的
照片作為封面照，讓讀者對臺灣社會的各個角落有更多的瞭解。

最後，希望會員們能踴躍投稿，讓學刊可以持續扮演學術交
流平臺的角色。

敬祝　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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