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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邱漢平    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 

 

一、中文摘要 

《簡訊》在今年更改封面與版面設計，在美工方面投下不少心力，希望帶

給讀者一份質感。在內容方面，每一期除固定的專欄外，也規劃專題報導，希望

以數篇相互關聯的文章，針對特定議題深入報導；換言之，持續提升《簡訊》的

可讀性，避免機關刊物給人官文書正經八百的刻板印象，盡量增加文章的學術

性。97 年推出的重點報導，三月份是從熱門及前瞻議題挑選「台商在全球化下

的空間變遷與調適」與「參與式治理」兩個議題，以全球化觀點探討經濟變遷下

之供應鏈與空間流動、台商的產業群聚、空間網絡與活動。六月份是多年期研究

計畫撰寫經驗分享，涵蓋「如何掌握外文學門相關領域最新動向的方法」、「要做

好研究，掌握研究趨勢僅是一個起點」與注重「原創性以及學術主體性」等。九

月份以「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為重點，指出「良師與資深學者指導的

重要性」、「如何尋覓適當的薪傳學者」等。十二月份以生物科技對社會文化的影

響為題，報導生物科技與人文社會學門之間的互動，國內人文與社會學界已有不

少學者投入相關的研究，他們與國外相關學界之互動相當密切，研究成果也很豐

碩。此外，除了兼顧國科會人文處的政策內容與重要學術走向，我們增加一些過

去未曾報導過的主題，如【好書推薦】、【國際知名學會介紹】等。九月份推出

新專題【他山之石】，邀請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對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提出針

砭與建言，從另一個面向觀照人文社科學門。 

 

關鍵詞：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機關刊物，熱門及前瞻議題 

 

二、英文摘要  

In the year 2008, we made tremendous endeavors on art designing, cover 

changing and new layout to give readers a sense of quality. On the content of the 

journal, in addition to the two regular columns, we planned for each issue a 

cover-story-like special report containing several related articles to give an in-depth 

study on a specific topic. We did this to intrigue the reader and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journal in the hope of avoiding the stereotypic impressions a 

government-issued publication may give. In 2008 we published four issues and in Vol. 

9.2 (March) the special report consisted of two topics: “The Spatial Changes as 

Experienced by Taiwanese Businessmen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Their Adjustments” 

an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hey are selected from “A Report on the Hot and 



Promising Research Topics in Humanities.” The special report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supply chain and space flowing under the economic changes, along with the industrial 

cluster, space connecting and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from the 

globalization point of view. Vol. 9.3 (June) focused on “Experience on How to Apply 

a Long Term Research Plan” and it included minor topics such as “How to Keep 

Abreast of the Latest Trend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Giving Priority to the 

Trends of Research is Only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Outstanding Academic 

Successes” and also put emphasis on originality and academical mainstay. The topic 

of the special report in Vol. 9.4 (September) is “Programs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for Fledgling Scholars,” including the minor topic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Good Mentors and Senior Scholars’ Guidance” and “How to Find an 

Appropriate Mentor?” Vol. 10.1 (December) dealt with the topic of “Interaction 

between Bio-technology and the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 of bio-technology on social culture. Man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been drawn to it, and they achieve great 

success by interacting closely with the study groups abroad. 

Besides helping publicize and promote the policy and important academic trends 

recommen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we opened up some special topics never reported before, such as 

“Recommending Good Books,” “On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and so 

on. In Vol. 9.4 we had a new topic “From the Natural Science Point of View,” written 

b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sciences to offer their perspectives for the advice of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三、計畫緣由與目的 

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於民國 86 年 5 月開始發行《人文

與社會科學簡訊》，每年四期，以季刊形式出版；目前已發行到第十卷第一

期。簡訊在制度面上，編輯委員由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主任、人文處十六個學門、及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召集人等十

九位共同擔任，國科會人文處各學門之承辦同仁協助提供相關資訊及其他行

政支援。此編輯委員會組成人選之確立，除為日後建立一可以依循之制度

外，編輯委員人數之增加亦將使人文處相關學者及同仁都能共同參與、協助

簡訊之發行，間接地也提昇了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間之交流、溝通與重視。

此外，為加速《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內容之流通，簡訊發行電子報，並以

電子報方式寄發給學者個人；簡訊之紙本僅寄送給機關團體和學術機構，避

免造成無謂資源浪費。 



本簡訊內容除報導國科會與人文處之業務訊息及活動外，對學界研究工

作之發展及規劃等事務，也提供了良好之交流園地。近年來國科會積極推動

跨領域的研究，企盼透過各主題計畫形成研究團隊。以人文處為例，除了啟

動研究團隊持續耕耘，並長時期探索規模較大、牽涉較廣的研究主題。是故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除作為國科會人文處與學界溝通的橋樑外，其擔當

整合各個學門、提供交流溝通園地的角色，也將更為重要。 

未來《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之內容，除延續前幾期之主題要項外，同

時將力求內容之充實，以下為簡訊內容所涵蓋之範圍： 

 

一、各學門次領域之研究現況(例如語言學門中之音韻學、語法學、語用學

等)； 

二、各學門次領域之國際發展趨勢(包括理論與議題之報導)； 

三、國內重要學術研究成果之報導(包括學門研習營及個人論著)； 

四、各學門國內外傑出學者之訪談(包括其研究過程及願景)； 

五、學界對國內學術機構或政策之建議、批評，及相關單位之回應； 

六、「人文學研究中心」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相關工作之報導； 

七、國內外相關學術期刊之介紹； 

八、國內外相關學會之介紹； 

九、國內外相關學術機構之報導； 

十、徵稿、徵才、學術獎助、好書推薦、研討會等學術資訊之公告。 

 

四、結果與討論 

 

本人在 97 年 01 月 01 日至 97 年 12 月 31 日間共負責了第九卷第二期至

第十卷第一期《簡訊》的編輯工作，每一期都有其主題，力求內容充實：第九卷

第二期主題為「台商在全球化下的空間變遷與調適」與「參與式治理」；第九卷

第三期重點報導推出六篇文章，對四個學門的學術研究提出若干建議；第九卷第

四期主題為「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第十卷第一期則報導生物科技與

人文社會學門之間的互動 

自 96 年年初接手編務以來，本人一直念玆在茲的，是如何提高《人文與社

會科學簡訊》的可讀性，自 97 年開始，在《簡訊》外觀上，自本年起重新設計

封面，內文的編列方式也重新規劃，希望嶄新風貌能符合讀者大眾對刊物質感的

期待。《簡訊》一向每一卷的封面均選用一種顏色，在四期中顏色逐漸由濃轉淡，

方便排列書架時辨識。新封面無法變換顏色，只能在書背更動顏色以為辨認。 

而在內容上，為善盡學術中介的職責，本刊針對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領域的

熱門及前瞻議題成果報導其中某些議題，邀請相關學者深入介紹。熱門及前瞻議



題成果報導這一系列文章不僅忠實紀錄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界這些年來辛勤

耕耘的成果，也勾勒出未來努力的方向與目標。第九卷第二期推出「台商在全球

化下的空間變遷與調適」與「參與式治理」兩個議題，一共有五篇文章。馮正民

教授與吳沛儒先生的〈全球經濟變遷下之供應鏈與空間流動〉、李傳楷教授的〈台

商在全球化之下的產業群聚〉和周素卿教授的〈台商在全球化下的空間網絡與流

動芻議〉，屬於第一個議題。范玫芳教授的〈「參與式治理研究」之現況與展望〉

與陳敦源教授的〈參與式治理：研究民主改革的新方向？〉，則屬於後一個議題。

《簡訊》以後仍會針對其他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繼續邀請學者專家執筆深入剖

析。 

此外，有鑑於多年期計畫為國科會推動之重點工作之一，第九卷第三期重

點報導推出六篇文章，對四個學門的學術研究提出若干建議。自2007年3月登出

政大會計系俞洪昭教授的文章〈會計領域多年期研究計畫撰寫經驗分享〉後，編

輯部即規劃每期至少刊登一篇類似的文章，邀請各學門資深優秀的學者，針對學

門的研究特色與撰寫多年期研究計畫應注意事項加以介紹，希望對年輕學者有參

考作用。這一期除刊登外文、政治及歷史等三個學門多年期計畫撰寫經驗分享

外，也納入報導國科會教育學門於北中南三區所辦新進學者研討會的三篇文章，

因為研討會係針對年輕學者而辦，內容頗多學術研究經驗分享，性質類似三個學

門的多年期計畫文章。 

而針對國科會推動之另一重點工作「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本

刊於第九卷第四期有專題報導。此計畫又稱薪傳學者(mentor)的計畫，原始構想

來自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賴錦昌主任，於陳東升前處長任內開始推動執行。

清華大學外語系劉顯親教授的文章〈薪火相傳：和年輕語言教育學者互動有感〉，

充分說明良師與資深學者指導的重要性。劉教授在美國攻讀碩博士時，獲得良師

細心指導，剛進清華大學外語系服務時，得到同系資深傑出學者的引導，這些指

導與啟發奠下劉教授深厚的研究功力。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榮譽教授賴澤涵，也

在〈薪傳學者與年輕學者的互動〉文章裡，敘述擔任薪傳學者的過程，資深學者

對年輕學者的引導，歷歷在目。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鄭凱元的文章，〈年輕學

者學術輔導與諮詢之申請與執行經驗分享〉，生動地敘述接受薪傳學者指導的過

程、內容與成果。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助理教授洪秀婷，也在文中詳細

介紹如何尋覓適當的薪傳學者，並對接受輔導的方式與內容有深入敘述。 

眾所周知，近年來生物科技勃興，人文與社會科學受到的影響開始浮現，其

效應已吸引國際學界的注意，一波波調查研究工作紛紛展開。以英國為例，一項

由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資助

的三年期大規模研究計畫，自 2007 年 9 月開始執行，由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

策劃領導，德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與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等

校之人類學系也參與其中，並與日本、南韓與中國等東亞國家以及印度與泰國等



南亞與東南亞國家合作。此項跨國研究計畫的目標，在處理生物醫學與生物倫理

涉及的知識移轉及能力建構，並探討國際合作伴隨而來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議

題。國內人文與社會學界也有不少學者投入相關的研究，他們與國外相關學界之

互動相當密切，研究成果也很豐碩。為了呈現國內學界對此一領域的研究成果，

本期《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以生物科技與人文社會學門之間的互動為報導重

點，刊登六篇文章。雖然未能邀到探討生物科技對知識形式可能產生何種影響之

文章，本期刊登之文章還是非常精采，希望對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能有參

考啟發作用。 

 

以下為這四期簡訊之目次： 

 

第九卷第二期： 

 

【專欄：趨勢與觀念】 

轉型、風險與緊急狀態：法學研究幾個趨勢發展／顏厥安 

 

【專欄：我思我感】 

捷徑／陳東升 

 

【前瞻學術議題深入報導】 

全球經濟變遷下之供應鏈與空間流動／馮正民、吳沛儒 

台商在全球化之下的產業群聚／李傳楷 

台商在全球化下的空間網絡與流動芻議／周素卿 

「參與式治理研究」之現況與展望／范玫芳 

參與式治理：研究民主改革的新方向？／陳敦源 

 

【成果報告】 

人文學研究中心 2007 年成果報告／黃宣範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07 年成果報告／賴景昌 

 

【學門新任召集人】 

期待並促成跨領域對話／翁秀琪 

邁向多元的學術思考／鄭伯壎 

我的工作理念／林修葳 

 



【學門動態】 

一般管理領域議題分類初探／吳學良、李振宇、黃瓊誼 

 

【資料庫介紹】 

「華人家庭動態調查」資料淺介與使用經驗分享／于若蓉 

 

【研討會】 

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經典閱讀課程的規劃理念與實施成效／曾嬿芬 

 

【編後語】 

 

第九卷第三期： 

 

【專欄：趨勢與觀念】 

隱喻：由認知模式到生活脈絡／鄧育仁 

 

【專欄：我思我感】 

制定「亞洲器官交易建言」有感／羅昌發 

 

【重點報導】 

眾裡尋她干百度：外文學門多年期研究計畫撰寫經驗分享／馮品佳 

國科會教育學門南區新進學者研討會紀要／谷瑞勉、張盈堃 

國科會教育學門中區新進學者研討會紀要／吳璧如 

國科會教育學門北區新進學者研討會紀要／高薰芳 

歷史學門多年期研究計畫撰寫及相關問題／陳弱水 

申請與執行政治學門多年期計畫的經驗分享／蕭高彥 

 

【學門新任召集人】 

我看中文學門／楊儒賓 

 

【經典譯注】 

《論市場社會主義》、中國與傳媒／馮建三 

 

【資料庫介紹】 

「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簡介／彭森明、陳瀅方 



 

【期刊評比介紹】 

社會學門專業期刊排序研究成果與建議 

／熊瑞梅、杜素豪、宋麗玉、黃懿慧、盧科位 

國際語用學重要期刊簡介：由領域重要期刊看學術指標／蘇以文 

 

【補助研究圖書計畫】 

一個迷你小案的介紹：都市與區域規劃政策研究圖書典藏／林楨家 

 

【學門動態】 

「管理學門學術論文審查品質提升計畫」成果報告／梁定澎 

 

【海外參訪】 

太平洋人類學學術訪問之旅／黃應貴 

 

【研討會】 

2007 年經濟學卓越研習營紀要／劉錦添 

管理一學門會計領域卓越研習營實紀／陳明進 

國科會北區哲學研習營紀實／彭孟堯 

 

【編後語】 

 

第九卷第四期： 

 

【專欄：趨勢與觀念】 

後現代政治經濟學／郭承天 

 

【專欄：我思我感】 

不拘成規，適時調整：淺談親子互動的理想模式／葉光輝 

 

【他山之石】 

人文與科學可擁有許多共通的語言：傾聽相反的意見／楊寧蓀 

 

【薪傳學者】 

薪傳學者與汗輕學者的互動／賴澤涵 

薪火相傳：和年輕語言教育學者互動有感／劉顯親 



學術薪傳制：培育研究人才的搖籃／洪秀婷 

「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之申請與執行經驗分享／鄭凱元 

 

【學門新任召集人】 

創造連結的外文學門／張小虹 

 

【前瞻學術議題深入報導】 

財務學的另一篇：行為財務學／李怡宗 

衍生性金融商品研究的回顧及展望／張森林 

金融機構：淺談商業銀行領域相關文獻／陳業寧 

 

【多年期計畫】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談語言學多年期研究計畫之申請／王萸芳 

 

【期刊評比】 

2008 汗國內教育學門（含體育、圖書資訊領域）期刊評比之研究／黃毅志、洪

聰敏、黃慕萱、鄭耀男 

 

【創新期刊補助計畫】 

《戲劇研究》──國科會補助創新期刊／王璦玲 

 

【經典譯注】 

《威尼斯商人》札記／彭鏡禧 

 

【國際知名學會】 

關於美國現代語文學會／王儀君 

 

【研討會】 

第四屆人類學營報導／楊淑媛 

財務領域學術研習營再更新／陳聖賢 

2008 編輯高峰會暨國際研討會：殖民現代性與英文研究在東亞／邱貴芬 

2008 「亞太高等教育專家論增」紀實 

／楊深坑、李奉儒、蔡清田、鄭勝耀、楊正誠 

 

【好書推薦】 

書評：歐森《集體行動的邏輯》 ／王鼎銘 



 

【編後語】 

 

第十卷第一期： 

 

【專欄：趨勢與觀念】 

翻譯課題與台灣文學研究發展趨勢／邱貴芬 

 

【專欄：我思我感】 

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李有成 

 

【科技與人文專題】 

基因、基因組與蛋白組：生物科技與身體論述／林宛瑄 

從身體自主到生物材料：生命的商品化及其問題／李尚仁 

道德責任與行為基因學／吳建昌 

普羅米修斯之火與個人自主性及選擇權的極限：生命科學對法學的挑戰／邱文聰 

生醫科技之倫理困惑／李瑞全 

淺論生物醫學研究中之利益衝突問題／劉宏恩 

 

【新任主管】 

智者的旅店：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能為您做什麼？／楊秀芳 

 

【國際知名期刊】 

從無到有：Intemational Joumal of Design 創立過程之反思／陳玲鈴、莊雅量 

EASTS （《 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國際期刊》）的起飛／吳嘉苓 

 

【國際知名學會】 

美國社會學學會：徘徊於眾聲喧嘩與主流之間／曾嬿芬 

 

【多年期計畫】 

由問題設定到計畫想定：談哲學學門如何撰寫多年期研究計畫／鄧育仁 

 

【資料庫】 

台商研究入門的小幫手：「台商資料庫暨檢索互動網」介紹／耿曙、林瑞華 

 



【期刊評比】 

語言學門國內相關學術期刊排序研究／王旭 

 

【學門動態】 

「法律學門學術標準之比較研究與擬議」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黃昭元 

 

【補助研究圖書計畫】 

Landmarks of Science：世界的知識，台灣基礎學術研究的里程碑／張谷銘 

 

【研習營】 

2008 語言學卓越營紀實／賴惠玲 

與大師對話：籌辦第五屆人類學高等研習營感言／黃樹民、周惠民、劉紹華 

97 學年度外文學門學術研習營活動報告／黃涵榆 

 

【編後語】 

 

 

五、計畫成果自評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除了每期都會挑選一個主題作為報導重點，也極

注重與國際學術訊息接軌。以「期刊報導」為例，除了例行的「期刊評比」，也

報導「國際知名期刊」專題。例如，國內有一批投入「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 STS)的學者，以台灣為基地，由國科會資助，並結

合亞、歐、美、澳等國之學者，於 2007 年 12 月創刊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EASTS），這是此一新興領域第一本以東亞

作為研究主體的英文學術期刊。該期刊副主編群之一的台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吳嘉

苓，在文章中細數這本期刊的創刊過程。另一本同樣在國際間建立相當學術聲望

的英文學術期刊，是由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陳玲鈴教授籌劃創辦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該期刊在國科會支持下創立，由國內跨校之設計

學會出版。自 2007 年 4 月第一期出版以來，已經發行五期。這兩本在台灣編輯

出版的學術期刊，成功地打進國際學術圈內，並獲得相當熱烈的迴響，其籌備過

程與編輯理念，對於國內學術刊物的主編應該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本年度四期《簡訊》能如期出刊，且每期都能有主題、可讀性極高，這都要

歸功於國科會人文處 97 年度所有學門召集人、各學門相關學會理事長或負責同

仁、國科會人文處所有承辦同仁之鼎力協助。由於大家群策群力，簡訊編輯工作

方得以順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