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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臺灣社會學刊》（以下稱「本學刊」）自 2024 年 8 月起，由我
和李柏翰、林宗弘、林祐聖、張翰璧、郭貞蘭、陳逸淳等學術夥
伴，在臺灣社會學會潘美玲理事長的授權下，接手編務工作，一
起為社群服務。在廖培珊前主編、前屆編委們，以及持續協助
編務工作的助理編輯陳家平的共同努力下，本學刊已逐步走出
Covid-19 疫情期間的慘澹，重新恢復活力。在我們接手之際，
已經看到許多具體的成果，包括投稿件數的明顯增加，而且不只
有量的提升，也有不少佳作湧現。此外，本學刊持續獲得肯定，
在 2024 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中，
獲評為第一級期刊。我們感謝前屆主編與編委們的費心耕耘，同
時，面對質量俱增的稿件，也就更加不敢懈怠，盼能持續優化編
務，滿足學界對本學刊的殷切期待。

傳承與創新

本學刊在前兩屆的編委會手中，有幾項創新的做法，包括增
設了「特刊」與「專題」等為特定領域收稿的期刊專號，也調整書評
徵稿的方式，並擴大提供本學刊論文的開放取用平臺等。這些做
法都使本學刊為學術社群內的知識交流傳播帶來正面的效果，本
屆編委會予以肯定，也將持續推動，說明如下。

為回應社會學關注全球與在地之議題，本屆編委會特別規
劃兩期特刊，分別聚焦於「越南社會的在地性」與「從青鳥運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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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罷免：政治社會學的研究」，目前均在徵稿中。歡迎各界踴躍
投稿具備社會學視野的研究論文、研究紀要與研究議題討論，共
同拓展對當代社會挑戰的理解與回應。更多資訊刊於本期末頁廣
告，亦可參閱《臺灣社會學刊》官網。

有別於特刊是由編委會主導，協同特刊主編公開向社群徵
稿；專題則可以由專題主編向編委會提案，本（76）期就是以專題
論文的方式呈現，是專題主編向前屆編委會提案推動之成果。本
刊持續歡迎學界同仁組成專題論文，向編委會提案投稿。

除了專題與特刊的推動，另亦持續有書評徵稿的規劃，底下
將進一步說明。

跨海、跨域與跨界

臺灣社會研究不能忽視中國因素，因此，本學刊在 2023 年
推動「中國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專題論文徵稿。經過嚴謹審查
程序，終有本期專題出版。本專題收錄兩篇論文：張貴閔的〈製
造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中國神像來臺繞境的政治社會考察〉，
以及沈秀華、鄭志鵬合著的〈中共對臺灣青年工作的遷移基礎建
設分析〉。專題主編、亦是本屆編委林宗弘，特別為兩篇專題論
文撰寫了一份相當完整的導論，交代議題脈絡，也提供個別論文
在相關知識領域裡的定位，非常值得一讀。

除了兩篇專題論文，本期另有一篇研究紀要與一篇書評。

研究紀要是陳登翔的〈團體分析做為質性資料分析的基礎：
客觀詮釋學及其序列分析原則〉。這是一篇方法論之作，是討論
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Oevermann 獨創的理論，如何用以從事質性
資料搜集與分析，內容側重理論推演、運用原則說明，以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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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之檢討等。我們歡迎更多此類議題在本學刊的平臺上發表，
藉此擴展學界同仁的視野，並期待引發更多的討論、刺激研究的
靈感。

曹家榮所撰的書評，主題是張君玫所著之《後殖民的人類
世：生命的展演政治》。張君玫的跨界之作，透過曹家榮的評
介，有了更立體、更有層次的理解進路。在此也特別鼓勵學界同
仁善用本學刊來評介專書著作，引發對話、擴大討論。在歡迎書
評稿件的同時，也請有意投稿的同仁注意徵求稿件清單的更新狀
況，詳情請參閱本學刊徵稿簡則（https://www.tjs.org.tw/page.
php?menu_id=13&p_id=79）。若欲投稿徵稿簡則清單所列、或清
單以外書籍之書評，亦請在來稿前先與編委會聯繫確認。

面對複雜化、愈趨不確定、且持續動盪的社會世界，本期
刊除了被動接受投稿，也期待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為學界同仁
創造更多可能的對話機會。我們期待各種身分的行動者共同參與

《臺灣社會學刊》，無論是作者、審查人、讀者，或是其他未曾
有過的方式，一起建構本期刊的未來，實現「行動中的社會學工
作坊」（a sociological workshop in action）的理念。

2025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