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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向會員與讀者們報告一項好消息：《臺灣社會學刊》獲
得國家圖書館 2023 年「臺灣學術資源能量風貌報告發布會」之「期
刊長期傳播獎」，該獎的排名依據是臺灣出版之中文期刊近 30 年
來被期刊、學位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等四種類型文獻引用之總
數。

在各界的鼓勵下，編委會持續優化各項編務工作。目前臺灣
社會學刊官方網站的引用功能已經上線；若需引用《臺灣社會學
刊》的文章，只需點擊文章標題上方「引用」按鈕，即可選擇下載
APA、Chicago 或是 MLA 的引用格式。若使用書目管理軟體（包
含 Mendeley、Papers、Zotero、EndNote、BibTeX、Medlars、
RefWorks 等），更可以直接將資料或全文檔匯入資料庫，即可迅
速新增書目資訊。此外，經學會理監事會決議，廢除了原徵稿簡
則第十點的投稿收費規定，持續以社會學界公共財的角色，致力
於傳遞研究成果與學術知識。

本期刊登二篇「金融社會研究」特刊的研究論文、一篇研究紀
要和一篇書評。

本期的金融社會研究特刊有兩篇不動產相關主題的研究論
文。國外討論不動產主題的金融社會研究，有不少是聚焦於不動
產或房貸債權的證券化（securitization）議題，例如 2008 年金融
海嘯，即是由次級房貸債權證券化所引起。這兩篇特刊論文不但
都展現了臺灣不動產場域特殊性，同時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反 
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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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誌君與楊友仁的論文為〈市地重劃與非正式土地金融網
絡：臺中自辦重劃的預售抵費地案例〉，「抵費地」即為抵用市地
重劃開發成本費用的土地。論文探討開發商自辦市地重劃過程
中，開發商如何藉由各式制度與組織巧妙操作下，讓尚未劃定的

「抵費地」，已經成為在非正式金融網絡中預售交易的準金融商
品，進而回饋並強化了既有市地重劃開發的政商網絡結構。

陳 虹 穎 的〈重 探 都 市 金 融 化： 探 索 大 臺 北 都 市 空 權 經 濟
化的過程〉，則是聚焦於在臺灣已經驚人擴張的「容積獎勵」、

「容積移轉」與「增額容積」所構成的「都市空權」，經由經濟化
（economization）理論架構，分析「都市空權」如何商品化、資產
化、市場化，發展為可以交易的準金融商品，進而重新形塑臺灣
都市的地景樣貌與都市發展。

黃舒楣、陳盈棻、張詠然、洪與成、梁景鴻的〈反送中之後
的撤離日常化：移動性協商中的個別生存與未來想像〉，將「撤離
的日常化」概念化，探討自 2019 年反送中運動後，香港居民隨時
做好準備移動／撤離的現象，理解「撤離」做為特定型態的移動，
帶有三重動機：避險、具有未來性、尋求他方。其研究分析發
現：無論此刻在何處，撤離之日常化以不同形式存在，「香港」做
為移動出發點，亦似是恆久目的地。

曾柏嘉對於林文源的《描繪照護地景：台灣慢性病實作的位
移、重組與想像》書評，介紹了本書描繪慢性病防治實作的種種
連結，以及這些連結所創造的現實；同時也指出這些防治實作在
何處失連，以及失連所代表的非現實，兼具了跨國與在地視野。
在檢視西方醫療的種種跨國與在地位移之後，這本書如何以臺灣
案例做為立足點與方法，重建一個具有跨國或全球視野的社會理
論？則是可持續探究的議題。

本期的順利出刊要感謝各位投稿者、審查人與編輯助理的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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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和付出，臺灣社會學刊竭誠歡迎各界踴躍賜稿，讓學刊持續成
為學術交流的平臺。

《臺灣社會學刊》「金融社會研究」特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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