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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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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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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萬五千字至二萬五千字為原則。 

2. 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研究紀要應符合下列三種樣式之

一，以一萬字至一萬五千字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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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千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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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字至三百字）及中英文關鍵字，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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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社會學系網站(http://www.soci.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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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網站(http://socpsy.shu.edu.tw/c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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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時，請附上「投稿聲明」（請逕行自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網站、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網站或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網站

下載）。 

3. 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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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稿聲明親簽後寄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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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5)新

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轉「《社會分析》編輯委員

會」收。 

(2) 請將論文以 WORD 電子檔，E-mail至 socianalysis@gmail. 

com，聯絡電話：2881-9471轉 6293（東吳大學社會系）、

2905-2641（輔仁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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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析》徵稿啟事 

《社會分析》是一份社會學取向的學術期刊。《東吳社會學報》

於 200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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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與 2月定期半年出刊一次。本

期刊的中心目的是為了提供台灣社會學者充分而多元之學術交流管

道，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與佛光大學社會學系亦贊同此理念，故陸

續加入合作發行的行列。期間經歷多次溝通協調，終得以四校輪流發

行的模式經營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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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輔大社會系網站 http://www.soci.fju.edu.tw/→「社會分

析」，或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網站 http://socpsy.shu.edu.tw/ch/ 

index.htm/→「社會分析」。投稿及詢問請與二校本刊編輯單位聯絡： 

來信請寄 socianalysis@gmail.com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趙國慶助教 

聯絡方式：(02)2881-9471轉 6293 

地址：(11102)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林雪芬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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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02)2905-2641 

地址：(2420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社會分析》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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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析》撰稿體例 

一、 來稿請以電腦打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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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名任職機構及職稱。

如遇有附註，則先註名任職機構及職稱，再提出題目附

註。 

（四） 聯絡作者（通訊地址、電話、傳真、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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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過五個為原則），請勿書寫作者姓名。 

五、 正文： 

（一）1. 為了便於匿名審查作業，正文中請勿出現透露作者身分

的文字。 

2. 每一段落開頭空二字。 

3. 正文或註解中有需要特別強調的文字以不同字體表

示，若無法使用不同字體則加底線代替。 

4. 一般名詞盡量寫已通用的中文譯名，並於首次出現時以

圓括弧加註原文；外國人名請直接用原文，且僅以姓氏



 

 

《社會分析》撰稿體例 161

表示即可，如遇有相同姓氏者，則以全名表示之。 

Giddens清楚地觀察到，回應個體性與社會強制性同時增強

的現象…… 

如 Larenz(1979: 23)所指出的：「法原則是法規制的引導性思

想，……」 

純粹法學試圖透過這種方式來維持純粹的規則模式(Alexy 

1995b: 220-221)。 

5. 註解與圖表請放入文中。若集中於文後，須在正文中標

示位置。 

（二）標題 

1. 標題均編序號，以一、二、三、……，（一）（二）

（三）……，1. 2. 3. ……為序。 

一、盧曼系統理的基礎知識 

（一）系統理論的兩次典範移轉 

1.「一體理論」移轉至「開放系統理論」 

（三） 標點符號 

1. 中文標點符號一律用「全形」輸入。 

2. (1) 中日文書名、法規、報刊前後加《》符號，西文書

刊名以斜體表示，不加符號。 

(2) 中日文篇名前後加〈〉符號，西文篇名前後加“ ”

符號。 

�《盧曼介紹》(Luhmann zur Einführung) 

�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Prison 

�〈公共性結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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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四） 引用 

1. 引用書目時中文寫作者的全名，西文只寫姓氏；作者名

與年代之間空半格，不加符號。 

(1)在文中提及作者姓名： 

跟 Fikentscher(1977: 118)一樣，都將原則當作是一種規則 

(2)沒有在文中提及作者姓名： 

法官判決時所運用的規範愈來愈需要依賴社會環境所提供

的價或原則(Canaris 1983: 93)。 

2. (1) 引用作者有二人，作者間以「與」連接；括號中，

中文用頓號、西文用 and 連接。 

胡佛與朱雲漢(1992)；DiPrete與 Soule(1988) 

（胡佛、朱雲漢 1992；DiPrete and Soule 1988） 

(2) 引用作者為三人者，第一次引用時，列出全數作者；

第二次引用時，中文用第一作者加等字，西文用第

一作者姓氏加 et al.表示。 

第一次引用：李卓倫、紀駿輝與賴俊雄(1995) 

（李卓倫、紀駿輝、賴俊雄 1995） 

Almond、Appleby與 Sivan(2003) 

(Almond, Appleby, and Sivan 2003) 

第二次引用：李卓倫等(1995) 

（李卓倫等 1995） 

Almond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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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nd et al. 2003) 

(3) 四人以上，僅需寫出第一位作者，再加上「等」字。 

伊慶春等(1994)；Batson等(1986, 1973) 

（伊慶春等 1994；Batson et al. 1986, 1973） 

4. 在正文中直接引述文句，引文前後加冒號及上下引號。 

(1) 引文後不加出處時，句尾的標點符號在下引號之前。 

「一個具有解釋力的隱喻乃是 Kuhn’s所言的『典範』的核

心精神。」 

(2) 引文後加註出處，句尾的標點符號在出處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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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

雄 1996: 297）。 

(3) 所引用的文句是全句結構的一部分，下引號之前，

不加標點符號。 

由行政官僚「已經善盡所能處理，立委的指責似有誤解」

的回答中…… 

5. 引文格式： 

(1) 如為 40 字以上，應獨立起段。正文最後加冒號，引

語左右各縮排兩個字，前後不加引號。 

如同 Canaris(1969: 106)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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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這也對於體系的概念有效，體系建造與法

獲得之間的關係不再只是單方面的依賴，而是存

在著一種相互關係：如同體系會影響法獲得一

樣，完整的體系建造也必法獲得的過程之中。 

(2) 如為 40 字以內，不需獨立起段，僅需前後加引號。 

6. 翻譯類書籍： 

引用翻譯類書籍時，應以「原著作者(原文書出版年/中

譯書出版年)」表示之。 

……Cassirer(1946/1992)的《國家的神話》…… 

（五） 附加原文 

1. 一般用語小寫。 

2. 專有名詞字首大寫。 

3. 外文書名、期刊、篇名，字首一律大寫，但介系詞(of, into, 

between, through)、冠詞(a, an, the)、連接詞(and, but, or)

小寫。 

進行 Tilly所說的「反動性的集體行動」(reactive collective 

action) 

（六） 數字寫法 

1. 除特殊需要外，年代以西元為原則。 

2. 除了年代以外，四位數以上加四位數撇節法。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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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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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註解 

1. 註解旨在說明或補充正文，相關參考資料請寫在參考書

目中。 

2. 註解採隨頁註，正文中的註解編號以阿拉伯數字加在標

點符號後的右上方。 

《台灣社會學》編輯委員會為劃一論文規格，特編訂〈論

文來稿撰寫體例〉，1敬請參照2。  

（八） 圖表 

1. 圖表均以阿拉伯數字編序號，序號和圖表名之間空一

字，不加符號。 

2. 表名列於表上方，表註列於表下方；圖名和圖註皆在圖

下方。 

表 1 台灣主要資訊硬體產品全球占有率 

圖 2 1999-2000年 Nasdaq指數變化 

（九） 參考文獻 

1. 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 

2. 中日文依作者姓氏筆劃，西文依字母順序排列。 

3. 參考文獻不加編號。 

4. 參考文獻範例： 

(1) 專書 

Bhabb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
  參考資料：《台灣社會學研究》、《台大社會學刊》、《民族學研究所集刊》體例。 

2
  西文稿請參照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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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書中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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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楊文山、李美玲編著，人口

變遷、國民健康與社會安全，頁 89-104。台北：中央

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Elster, John (1990) Selfishness and Altruism. Pp. 44-53 in 

Beyond Self-Interest, edited by Jane J. Mansbridg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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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orth, Heinz-Elmar (2004) Das Erziehungssystem der 

Gesellschaft (review).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9(2): 319-321. 

(4) 會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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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台灣社會學年會

暨研討會論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主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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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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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博、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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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 

Bradley, Karen (1994) The Incorporation of Women into the 

World’s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1950-1985.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6) 報刊 

蕭志忠(2008/11/22)前三季上市櫃公司獲利率評析。經濟日

報，C6 版。 

Applebaum, Anne (2005, October 5) The Rumor Mill, 

Washington Post, p. A23. 

(7) 翻譯類書籍 

Almond, Gabriel A., R. 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 

(2003/2007)強勢宗教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徐美琪譯。台北：

立緒。 

Maffesoli, Michel (1966/1996) Ordinary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David Macey,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8) 網路資料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8)主要機構國際競爭力評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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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1日，取自http://twbusiness.nat.gov.tw/asp/ 

superior4.asp 

Wikipedia (n.d.) Financial Crisis.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09,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nancial_crisis 

(9) 同一作者有一筆以上的資料，第二筆起用一橫線代

替作者姓名。 

Luhmann, Niklas (2000) Organisation und Entscheidung. 

Opladen/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5)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Heidelberg: Carl-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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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析》投稿聲明 

本人       投擲稿件〈            〉，符合《社會分析》

徵稿簡約第五項第一點之說明，非一稿數投之稿件，特此聲明。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