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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0-70年代的西方第三波婦女運動進入高等教育與學術界以來，除了深刻影響人文

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各學門而有學門專屬的性別研究期刊外，基於其跨學門的特質，也有

多種重要的性別研究跨學門期刊。又考慮世界各地（區域）的社會文化脈絡不同，其性

別研究也可能各有不同的發展重點與特色，因此本研究選取收錄在SSCI資料庫中，三種

強調區域性的跨學門期刊，進行檢視與比較。這三種是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本文集中探討

後兩種期刊。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一、期刊介紹與資料選取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以下簡稱EJWS）為歐洲婦

女研究學會（European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的官方學刊，

由Sage出版社發行，每年四期。在SSCI所收錄28種婦女研究期刊

中，EJWS的影響係數排序第八。

EJWS刊登原創性學術研究論文，特別聚焦女性與複雜多元的

歐洲脈絡中的相關議題，專書評論亦甚受重視。以2008年六月

號（Vol.15, No.1）為例，共有兩篇研究論文與六篇書評，可見

一斑。EJWS不定期出版特定主題的專輯，例如: Transformative 

Methodologies in Feminist Studies (2005); Spectacular Women (2004); Who are I? Women,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2003); The Traffic in Feminism (2002); Lesbian Studies, Lesbian 

Lives, Lesbian Voices (2001); Women in Transit: Between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圖 片 來 源  h t t p : / / e j w.
sagepub.com/current.d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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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研究主題分佈

身體 12 國族／公民身份 2
全球化／跨國研究 10 社運參政 2
宗教／儀式 9 族群／種族 1
工作／組織 9 同志酷兒 1
理論／知識／哲學 9 性 1
政策／國家／法律 8 殖民／後殖民 1
認同／差異 6 男性研究 0
階層化／不平等 5 戰爭／政治暴力／恐怖主義 0
遷移／離散 4 暴力／犯罪 0
科技 4 創作者與作品 0
意象再現 4 親密關係 0
增能／能動／抵抗 4 心理／態度／認知 0
家庭／婚姻 4 休閒／消費／生活風格 0
空間 4 人物思想 0
性別角色／氣質 3 生活型態 0
教育 2 其他 0

(2000); Simone de Beauvoir (1999); The Idea of Europe (1998); Women, War and Conflict 

(1997); The Body (1996); Gender and Technology (1995); The Family (1994)等。本研究選取

EJWS於2007與2008兩年出版八期刊物中的40篇研究論文，進行分析。

二、2007-2008論文趨勢分析

1.      研究區域分佈

作 為 歐 洲 婦 女 研 究 學 會 的 官 方 刊 物 ， E J W S 論 文 自 然 以 歐 洲 為 主 要 研 究 地 區

（65%），其次有12.5%為跨洲的研究，亦有7.5%研究中東地區，研究亞洲地區僅有一

篇，沒有研究紐澳的論文，另有10%為理論探討。

2. 研究主題分佈

EJWS論文的研究主題多樣，分佈廣泛。本研究樣本中，主題出現次數依序為：身體

（12）、全球化／跨國研究 （10）、宗教／儀式（9）、工作／組織（9）、理論／知識

／哲學（9）。

3.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以論述性的論文比例最高（42.5%），其次為質性研究（30%），理論

佔（15%），亦有相當比例的文本分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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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一、期刊介紹與資料選取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最早出版於1978年，原為季

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現已擴增為雙月

刊，由Elsevier出版。期刊的出版政策在於促進跨領域、跨國際的

女性主義研究之交流與推廣，並提供討論與辯論的平台。本期刊

的目的在於檢視知識生產與傳遞的方式，並評估其對女性生活的

影響。WSIF也鼓勵各種研究取徑，收錄從行動取向到理論探討到

女性生活史研究等各種類型的研究。本研究選取2007與2008兩年

間WSIF所刊登的91篇研究論文進行分析。

 二、2007-2008論文趨勢分析

1. 　  研究區域分佈

WSIF論文的研究區域分佈廣泛，其中研究歐洲地區者佔28.6%，紐澳地區有25.3%，

跨區研究有14.3%，亞洲地區合計約有8.8%，其他地區的研究都非常稀少；亦有7.7%為

理論性文章。

2. 研究主題分佈

WSIF論文的研究主題眾多，出現次數最多的主題依序為：性別角色／氣質（23）、

身體（21）、理論／知識／哲學（20）、家庭／婚姻（17）、社運參政（15）、科技

（15）。

3. 研究方法

WSIF論文運用的研究方法亦相當多元，其中最多的是質性研究(（37.4%）， 其次為

論述（27.5%）、文本分析（16.5%），亦有少數歷史分析、理論方法、量化分析等。歷

來10篇最常被引用的論文，有8篇討論研究方法，如訪談或焦點團體方法的認識論、客

觀性、權力關係及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特殊性等議題。

綜合討論：研究主題比較與前瞻主題之發展

比較EJWS與WSIF，後者的論文出版量為前者的兩倍多，所涵蓋的研究區域、研究方

法都較為多元。兩種期刊的研究主題亦相當不同，出現最多的前五個研究主題中，僅

Women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圖片來源 http://
www.elsevier.com/wps/find/
journaldescription.cws_home/361/
description#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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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與「理論／知識／哲學」重疊。在歐洲化過程中，廣泛而快速的流動與遷移，

使得不同種族、宗教文化與經濟發展階段的人們頻繁的接觸，日常生活的磨擦與協商成

為EJWS論文的重要議題，也是EJWS主題的特色。表面上，WSIF的熱門主題多為婦女與

性別研究的傳統主題，不過如多元家庭、生殖科技下的母職與父職角色等，都呈現出新

議題面貌。社運參政主題則顯示亞非地區婦女運動的進程。「身體」是兩種期刊都最熱

門的研究主題，醫療科技下的捐精、捐卵、懷孕、墮胎、更年期、老年、肥胖、身體障

礙等議題，非常多元。

就「研究主題」，比較EJWS、WSIF與2004至2007年間台灣跨學門性別研究期刊《女

學學誌》相當不同。《女學學誌》的熱門主題依序為「性別角色」、「社會與科技」、

「理論」、「教學」與「創作者與作品」，僅前三者與兩種國際期刊有所重疊。同為首

要熱門議題的「性別角色」，《女學學誌》主要討論角色壓力、角色態度、性別分工，

母職、父職等議題，WSIF論文甚少討論壓力、態度、性別分工等議題，而著重於特殊

情境下的母職父職。同樣進入五大排行榜的「理論」，《女學學誌》大多討論西方女性

主義；WSIF包括後殖民理論、反思性別暴力理論、討論女性公民身分、批判醫療化論

點等等的理論探討；EJWS論文包括女性能動性（agency）的探討、比較西方女性主義派

別（如法國與英美女性主義），也深入探討特定哲學家的理論。「社會與科技」主題在

《女學學誌》大多集中在談中年、老年婦女健康、婦產科、子宮切除／手術技藝等醫療

表二：研究主題分佈

性別角色／氣質 23 遷移／離散 5
身體 21 殖民／後殖民 4
理論／知識／哲學 20 增能／能動／抵抗 4
家庭／婚姻 17 教育 4
社運參政 15 男性研究 4
科技 15 創作者與作品 4
工作／組織 14 空間 3
階層化／不平等 14 宗教／儀式 3
暴力／犯罪 14 國族／公民身份 2
政策／國家／法律 13 休閒／消費／生活風格 2
認同 9 戰爭／政治暴力／恐怖主義 2
族群／種族 8 同志酷兒 2
心理／態度／認知 8 親密關係 1
性 8 其他 1
意象再現 8 人物思想 0
全球化／跨國研究 5 生活型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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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憂鬱症、心氣症、精神症等疾病問題；但在EJWS 與 WSIF中則較集中於生殖科技

對於女性身體、家庭、父職母職的影響，亦有少數文章討論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影響。

EJWS 與 WSIF的研究議題與其論文生產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脈絡有著密切的關係，其

熱門研究議題未必適合直接移植為台灣性別研究的前瞻議題，但仍有許多可參考之處。

（一）「身體」議題的多元探討：身體是性別研究所開發的重要研究主題。EJWS與

WSIF有關身體的研究主題，從傳統的女性健康生育議題，到生殖科技影響下的精卵捐

贈受贈、分娩、母職父職、哺乳、運動的身體、身心障礙者需求、胖瘦化妝與認同、伊

斯蘭女性的面紗政治等，呈現非常多元的面貌，值得台灣性別研究參考。此外，對於已

邁入高齡化社會，且女性平均壽命高於男性的台灣，性別觀點的老年研究仍值得大力開

發。

（二）全球化與跨國移動下的「婚姻／家庭」、「工作／組織」與「社運／參政」：

這三組是婦女與性別研究的古典議題，並不因社會變遷而不再重要，反而是在全球化與

跨國移動脈絡下，呈現出新面貌與新議題。目前台灣已出現跨國家庭（新移民及其子女

教育）與移工研究，但是從「社會問題」角度出發且較集中於「移入者在台灣」的研

究。從女性主義觀點與跨國主義觀點出發，「移入者」原生家庭與社會的研究，台灣人

作為「外移」者的家庭工作分析等，都有極多可開發的研究議題。而「社運／參政」、

「國家／政策」主題也經由聯合國的性別主流化政策與NGO的國際連結等賦予新的內容

與意義。將台灣近年來性別平等政策置於全球化與跨國主義脈絡下更能發展出新的研究

視角。

（三）更全面地探討「科技與社會」議題：如前所述，EJWS與WSIF都有多篇論文探

討生殖科技的影響，台灣近年來的STM（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edicine）研究蓬勃

發展，頗有可觀。然而，另一對人類生活有全面影響的資訊科技，則非常欠缺性別觀點

的研究。事實上，資訊科技深刻介入全球化、跨國主義、遷移、工作、再現、認同等議

題，值得有系統地探討。 

（四）加強性別、階級、族群、宗教等因素交織作用（intersectionality）的研究取

徑：在歐洲化脈絡下，歐洲社會的性別、階級、族群、宗教因素交織作用深植於各種社

會議題中，EJWS多篇論文都極為強調intersectionality的研究取徑。全球化與跨國移動下

的台灣社會也日趨複雜多元，亟需加強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研究取向，方能呈現在此複

雜過程中的不平等、壓迫、抗拒、增能、差異、認同的細緻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