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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75 期出版之際，本屆編輯委員會也正式卸任。在過去
兩年的任期中，編委會持續優化各項編務工作；提供了書評寫作
指引，並擴增了英文摘要的字數。在拓展能見度的部分，延續前
任編委會的努力，製播了五集的 Podcast 以持續對於學術公共化
作出貢獻；同時在學刊的官方網站新增書目引用功能，方便讀者
將論文資料直接匯入書目管理軟體的資料庫。學刊也在 2023 年
加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立的「臺灣
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TOAJ），授權期刊文章全文給該平台，
讓學刊論文有更多可取用的管道。

本期刊登兩篇研究論文（含前期未及刊登之「金融社會研究」
特刊文章一篇）、一篇研究議題討論、及一篇書評。

梁莉芳的〈跨國／時做媽媽：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母職實
作、協商策略和心理矛盾〉，藉由描繪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生命
經驗，闡述其母職實踐，如何在客工制度、物質條件以及身體不
在場的限制下，協商印尼傳統性別文化所定義的「理想母親」，並
賦予海外工作母職照顧的意涵。跨國遷移造成空間與時間的重
組，以及運用資訊通信技術做為媒介的母職實作，是形塑不同心
理矛盾的主因；而移工母親的經驗，可協助我們反思對立的二分
框架難以理解跨國母職的動態與複雜。

前期未及刊登的金融社會研究特刊論文是由 Zong-Rong Lee
（李宗榮）, Thijs A. Velema（韋岱思）, and Wen-Ling Kung（龔文
翎）所著的〈Social Networks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s: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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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tock and Mutual Fund Holders in Taiwan〉，以調查資料證
實社會網絡對於風險性金融投資行為的影響，發現社會網絡中持
有股票或共同基金的比例，與個人的金融投資有正向關聯，且進
一步指出網絡中強連帶關係的影響力更強，但這對高教育程度者
的影響則較為有限。

劉仲恩、江順楠、黃奕臻、魏揚的〈什麼是公正轉型？歷史脈
絡、理論取向與在地化的展望〉，從我國「2050 淨零排放」的政策
背景，探討「公正轉型」的概念流變，並藉以思考其在臺灣背景下
的意義與挑戰。此一研究議題討論將公正轉型視為一個「觸發型
概念」，其重要性在於凸顯了邁向淨零排放過程中的各種爭議和
不平等，豐富了既有能源和氣候治理的論述視野。公正轉型聚焦
氣候議題中的社會面，把轉型過程中的不平等納入視野，超越過
往以技術為主軸的傾向；公正轉型概念目前的局限和發展瓶頸亦
被討論。

對於林瑋嬪所著《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
來》，梁右典的書評說明了作者透過「媒介」與「口述資料」所勾勒
論述馬祖的種種面向，告訴讀者必須擴展「史料」的範圍與時間長
度，並要留意馬祖是如何從「戰地」轉變為充滿「想像」之地的發展
軌跡；在各種與馬祖相關人物的共同建構中，加入「想像」，來譜
成「島嶼幻想曲」。書評指出本書的貢獻在於「將馬祖島嶼做為一
個主體建構的可能性並且付諸實踐」，而本書作者的未來研究與
其他貢獻則仍有持續進展的可能性。

在此要感謝蔡博方、張翰璧、郭貞蘭、陳宇翔、李柏翰、
王維邦等編委們在過去兩年來的努力及付出；我們同時也感謝各
位投稿者、審查人和編輯助理的貢獻和協助，才能讓本期順利出
刊。本屆編委會規劃了「金融社會研究」與「青年研究」兩份特刊，
以期增加來稿量；其中「金融社會研究」特刊的論文已分別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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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期及第 75 期出版，「青年研究」特刊則將由陳宗文教授擔任主
編的第 35 屆編委會規劃出版。臺灣社會學刊接受社會學及其相
關領域的學術論文與書評投稿，也歡迎學者們提出自組專題的規
劃；期盼各界仍踴躍賜稿，讓學刊持續成為學術交流的平台。

《臺灣社會學刊》主編

《臺灣社會學刊》「金融社會研究」特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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