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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會會員與讀者大家好：

本刊於 2021 年底相繼傳來好消息。我們再度獲得科技部
期刊評比為第一級期刊，收錄於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另
外，本刊也獲國家圖書館 2021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之「期刊
即時傳播獎」與「期刊長期傳播獎」的殊榮。

令人比較憂慮的是，學刊的進稿量明顯低於往年。這可能和
疫情有關，也可能和中文期刊文章在現有的學術評比制度中，不
及英文期刊的結構性因素有關。進稿量不足也導致本刊連續出現
延後出刊。編委會對此感到抱歉，也希望能透過各種邀稿、工作
坊的方式來改善這個問題。令人驚喜的是，我們注意到博士後、
博士生等青年學者的投稿，不乏品質優異，也相繼被接受刊登的
好論文。但另方面我們也留意到，有些剛畢業的年輕學者，對於
期刊寫作的方式仍然相當陌生。因此，我們將於今年五月底辦理
青年學者投稿經驗分享論壇，邀請楊又欣博士、王安琪與張廷碩
兩位博士候選人來分享投稿本刊的經驗，希望這樣的交流經驗在
促進社會學研究社群對話的同時，也可以鼓勵年輕學者投稿。

這一期，我們刊登兩篇研究論文、一篇研究議題討論，以及
一篇書評。

黄克先的論文〈跨國宗教與受限制的黨國：從監控檔案再探
長老教會的政教關係〉，以促轉會釋出的國安局監控檔案為主要
研究資料，探究黨國機器在 1965 年迄至 1980 年代間，如何試
圖用不同的策略來孤立、控制長老教會；另方面，擁有龐大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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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絡的長老教會則靈活的動員此一網絡，而得以牽制黨國，
形成黨國力量受限制的狀態。獨特的檔案資料，讓本文得以跳脫
過往只有長老教會的說法，卻完全沒有關於黨國思維或作為的限
制。

王宏仁的論文 〈愛情，像極了投資：同志家族企業的親密關
係與經濟〉 則以同志的微型創業，來討論同性親密關係與經濟活
動的連結，並和過往的異性戀家族企業的研究做出對話。這篇文
章的田野資料顯示，同性伴侶或配偶為了達成同居共食的想望，
會以創業的方式來維繫或發展親密關係，和過往強調經濟生活鑲
嵌在社會關係的家族企業論述有所差別。然而，當同性伴侶／配
偶「用經濟，做關係」時，他們彼此間的關係也更形複雜。

張廷碩的〈從不平等到照護實作：監獄與健康的社會學取徑〉
一文，則是回顧過往監獄與健康的社會學研究後，將現有研究區
分為監獄與健康不平等、致病的監獄、監獄中醫學知識的運作，
以及監獄照護實作這四種不同的研究取徑。作者強調監獄照護實
作的分析最能突顯監獄既要懲罰，又要照護的矛盾，而免於落入
前三者疏於討論監獄的照護角色。

本期刊登的書評是普麟評論吳乃德教授所著的《臺灣最好的
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一書。作者認為本書從美麗
島事件中的運動參與者視角出發，由下而上勾勒了解嚴前十年台
灣的政治發展歷程。同時，全書透過詳述美麗島事件的原因、過
程與影響，得以重新理解這些政治參與者在面對政治壓迫時，對
民主自由的追求與渴望，也可以重新檢討蔣經國在此間的角色。

最後，希望大家踴躍投稿，讓學刊持續扮演學術交流平台的
角色。

敬祝　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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