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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析》是一份社會學取向的學術期刊。《東吳社會學報》於

今年六月停刊之後，東吳大學與輔仁大學兩校社會學系決定共同創辦一

份新的刊物以繼續，每年六月與十二月定期半年出刊一次。 

本刊以開放的立場接受稿件。除了社會學一般性議題之外，跨學科

的嘗試、對社會學的反省批判、在地取向研究等，皆能有助刊物成為一

個廣闊的交流平台。日後各期的議題與專號將會闢出一些可能的走向，

而且，對於重要社會問題的觀察與回應也會逐步形成實踐的立場。所

以，我們樂見學界同仁提供創新的見解以充實本刊。 

關於論文撰寫體例與格式、投稿方式、審查方式等訊息，請參閱東

吳社會系網站 http://www.scu.edu.tw/society/→「學刊專區」→「社

會分析」，或請與本刊編輯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林品均助教聯絡。聯

絡方式：（02）28819471 轉 6295 或來信 pin_lin@scu.edu.tw。 

 

 

 

 

 

《社會分析》編輯委員會 



《社會分析》徵稿簡約 

    本刊為半年刊，一年出版兩期，屬專門刊登社會學及相關領域學說、研究發現及發展趨勢

之學術性刊物。本刊全年接受投稿，隨收隨審。來稿以未出版之稿件為限，不支稿酬。稿件一

經出版，作者可獲贈當期《社會分析》二本及抽印本二十份。有關論文類別、格式、審查、

版權與收稿方式如下： 

一、論文類別： 
1.研究論文（Research Article）：報導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正式論文，以一萬五千至二萬

五千字為限。 

2.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研究紀要應符合下列三種樣式之一，以一萬至一萬五千

字為限：（1）針對研究主要發現之報告；（2）針對方法論問題及解決方式之討論；（3）

開發特定研究議題之概念討論。 

3.評論（Review）：就國內外出版之學術專書、具有社會學旨趣之影像紀錄片、電影、媒

體節目、展示事件、表演事件所撰寫之評論，以五千字為限。 

二、論文格式 
    1.稿件中、英文皆可，應附有中英文題目，中英文摘要（約一百至三百字）及中英文關鍵

字。投稿時，請寄繕打清楚之稿件一式三份，並附電腦磁片或資料光碟（以 Microsoft Word
文書電腦軟體編輯）。  

    2.文稿請標示論文類別，並附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單位及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

號碼及電子郵件位址等個人資料。 

3.來稿之摘要、用語、註釋、翻譯、圖表、參考書目等格式，請依據《社會分析》之規範

及格式撰寫。格式不符者，作者須自行更正。本刊之撰寫格式請參閱東吳大學社會學

系網站（http://www.scu.edu.tw/society）。 

三、審查 
1.研究論文、研究紀要稿件經本刊編輯委員會收稿後，以雙向匿名方式依「『社會分析』

論文審查流程」規定送外審，連同評論稿件之最終接受刊登與否須經編輯委員會決議。

2.來稿若經審定不予刊登，本刊將附評審意見提供作者參考。作者若有異議，可具陳反駁

意見，寄回本刊。本刊將提交本刊編輯委員會進行討論，並將討論結果知會作者。 

四、版權 
1.來稿經本刊審定為接受刊登後，由作者填具表格同意非專屬授權予本刊做下述利用：

(1)以紙本或是數位方式出版； 

(2)進行數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路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列印、瀏覽等資料庫

銷售或提供服務之行為； 

(3)再授權國家圖書館或其他資料庫業者將本論文納入資料庫中提供服務； 

(4)為符合各資料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行格式之變更。 

2.作者保證稿件為其所自行創作，有權為前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

慧財產權。作者投稿之論文其著作權仍屬於作者所有，但若欲授權其他期刊轉載，須

經本刊同意。 

五、收稿 
1. 本刊不接受一稿數投之稿件。 
2. 請將稿件紙本連同投稿聲明（http://www.scu.edu.tw/society→「東吳社會

學報」區下載）寄至：東吳大學社會學系，（11102）台北市士林區臨溪路 70
號；或輔仁大學社會學系，（242）台北縣新莊市中正路 510 號；轉「『社會

分析』編輯委員會」收。  
3. 聯絡電話：2881-9471 轉 6293（東吳大學社會系）、2905-2641（輔大社會系）；

電子郵件：pin_lin@scu.edu.tw，東吳社會學系助教：林品均    



《社會分析》撰稿體例 

一. 來稿請以電腦打字，一式三份。字數請符合「徵稿簡約」中「論文類別」之

字數規定。 

二. 稿件順序：首頁、中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附錄、參考文獻。 

三. 首頁請載明： 

（一）中英文論文題目，如有附註，請於右上角以＊插入頁尾「註腳」說    

   明。 

（二）論文類別：請參考「徵稿簡約」類別項下的說明。 

（三）中英文作者姓名：請在頁尾「註腳」著名任職機構及職稱。如遇有 

      附註，則先著名任職機構及職稱，再提出題目附註。 

（四）聯絡作者（通訊地址、電話、傳真、email 等資料） 

（五）如有謝詞、或文章曾在其他場合發表者，請於頁尾「註腳」提出。 

四. 中英文摘要各一頁：包含題目、摘要（300 字以內）與關鍵字（以不超過 5

個為原則），請勿書寫作者姓名。 

五. 正文： 

（一）章節：中文文稿請依序以一、(一)、1.、(1)、(i) 表示。西文文稿則 

   以 A.、1.、a)、(1)、(a)表示。 

（二）為便於匿名審查作業，正文中請避免出現透露作者身份的文字。 

（三）正文文字：中文為新細明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每段第一 

   行第一字前空兩格。 

（四）分段與引文： 

   1、如直接引原文時，短句可直接納入正文中，例如： 

     「一個具有解釋力的隱喻乃是孔恩(Thomas Kuhn’s)所言的『典 

          範』的核心精神」(Haraway 1978:9) 

      張世雄（1996:297）「認為福利國家『需要管理』的失敗，部 

      分除了是政策實施條件的變化外，也部分的顯示出這種政策本 

      身的侷限。」 



   2、如引用之原文過長，請另行成立一段落，該段落文字以標楷體 

     表之，且該段落每一行左右內縮 2 個字元。 

（五）註釋與圖表：均請放入文中。 

   1、註釋若針對特定專有名詞，請置於該名詞之右上方，餘則置於 

     該句末之標點符號的右上角。 

   2、圖表標題置於圖表之上方，居中排列。一圖表一頁為原則。圖 

     表若集中於文後，需於正文中標示位置，並將圖表放在參考書 

     目之後。 

（六）數字寫法： 

   1、年代、測量、統計數據以阿拉伯數字著錄。餘者，十以下的數 

     字以國字著錄，十以上以阿拉伯數字著錄。四位數以上數字加       

     四位數撇節法。寫法如下： 

     85 年間所進行之第一次調查，其樣本係依分層三段抽樣法抽         

     出，共有 2,100 人。 

   2、屬於一連串的相關數字群，全文統一用阿拉伯數字或國字表示，         

     切勿混合使用。寫法如下： 

     已婚者請回答第一題至第六題，未婚者請回答第七題至第九題。 

        已婚者請回答第 1 題至第 6 題，未婚者請回答第 7 題至第 9 題。 

六、參考書目 

（一）先著錄中日文、後排西方語文。 

（二）中日文參考書目依作者姓名筆畫排序，西文依字母順序排序。 

（三）如同一作者同年著作兩篇以上時，於年代後加 a、b、c…區別。如： 

   林萬億，1991a，《社會救助法修正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 
   林萬億，1991b，〈我國社會福利事業與研究的發展〉。《中國社 
     會學刊》，15:74-119。 

（四）作者於三人以上時，可僅列出第一位作者，餘者以「等」或「et al.」 
   表示。 
（五）引用的文獻為書籍，寫法如下： 
   梁漱溟，2002[1921]，《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台北：商務印書館。 
   Bhabb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六）引用的文獻為期刊論文，寫法如下： 

   張君玫，2005，〈德希達、魯迅、班雅明：從翻譯的分子化運動看 

     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東吳社會學報》，19:57-100。 
   Bernstein, Basil ,1981, “Codes, modal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a model,” Language in Society 10: 327-63. 
（七）引用的文獻為文章的合輯或合輯中之某篇文章，寫法如下： 



   黃應貴(編)，1995，《空間、力與社會》。臺北：中央研究院中民 
     族學研究所。 
   詹火生（1996），〈台灣地區老人年金政策的兩難：市場經濟原則或 

國家社會政策原則〉。頁 89-104，載於楊文山、李美玲編著，《人

口變遷、國民健康與社會安全》。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所。     
Malcomson, Scott L, 1998, “The Varieties of Cosmopolitan Experien- ce” in 

Cheah, Pheng and Bruce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233-245. 

（八）引用文獻是翻譯者，請標明「合譯」或「譯」： 
      Foucault, Michel, 1994，《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prison）。劉北成、楊遠嬰譯。台北： 

          桂冠。 
      Luhmann, Niklas, 2002, “The Modern 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in  
             Theories of Distinction: Redescribing the Descriptions of Modernity,    
             William Rasch, ed., Joseph ONeil et al., trans., p33-60. Stand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九）引用的文獻是會議論文，寫法如下： 
      潘美玲，2004，〈全球產業的鑲嵌與群聚：台灣液晶顯示器 

        （TFT-LCD）產業的建立與發展〉。發表於「2004 台灣社會      

        學年會暨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主辦，12 月 4-5 日。 
      Tam, Tony, 1998 “Getting Ahead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Positional  
        Capital Approach.”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July 26-August 1. 
   （十）引用的文獻是博碩士論文，寫法如下： 

      陳家雯，2000，《博物館展示與知識形塑─以「兵馬俑─秦文化特展」 

        為例》。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Wu, Nai-The, 1987, The Politics of Regime Patronage: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十一）引用的文獻為研究報告，則寫法如下： 

        陳東升，2002-4，《台灣高科技產業技術內容、制度環境與組織網 

          絡特徵對技術學習創新模式的影響：積體電路產業與薄膜液晶 

          顯示器》。訪談紀錄編號 G-2、I-A12、I-A13、P-T15、T-T2、 

          T-T4、T-T8，台北：行政院國科員專題研究計畫。    

          (NSC91-2420-H-002-020、NSC92-2420-H-002-007)，台北：行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十二）引用的文獻是存放於網路上的文件，請詳細列出其網址，如： 
        林宏文、徐仁全著，2005/9/25，〈第 3 堂課人才培育術－飛利 

          浦幫笑傲台灣封測界〉。《今周刊》，第 457 期。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Web_Content/Article.aspx. 
          取用日期：2005/12/25。 



        U.S. Census Bureau, 2003, “Table 028: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and  
          selected derived measures.”In IDB Data Access－Display   
               Mode,http://www.census.gov.tw/ipc/www/idbprint.html(Date 

     visited: July 17,2003) 
   （十三）如引用的文獻為報紙，寫法如下： 
        李淑惠，2006，〈我面板出貨連二月大勝南韓市調機構：台廠 
          出貨面積、營收亦有機會勝出〉。《工商時報》，第 2 版，    
               1 月 10 日。 
   （十四）於西文論文中引用中文文獻，寫法如下： 
        Tzeng, Rueling(曾瑞玲), 2004, “Utilizing Multiethnic Resource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aiwan-based Firms in Silicon 
          Valley.”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2:103-147. 
        Chang, Hsu-yi et al.(張戌誼等), 2004, Kuo Tai-Ming de Hon Hai  
          diakuo.郭台銘的鴻海帝國[Kuo Tai-Ming’s Hon Hai Empire.]  
          Taipei:Commonwealth.(in Chinese). 
   （十五）未出版之資料（未曾於公開場所宣讀或他人無法自公開場所取得 
       之資料），如意見調查、個人談話等，及撰稿中或投稿中之文章， 
       不能列入參考文獻。若有必要在正文中提及，應以「註釋」之方 
        式處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