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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資料的選取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and Society由Oxford University出版，是一份探討女性、國

家與社會的刊物，在SSCI Women's Studies期刊中唯一與

公共政策和政治學門較為相關，編輯和作者群來自世界

各國，非常強調跨國比較分析。2007年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顯示 impact factor 0.9725，在Women's Studies期刊

群中名列7/28，在Social Issues期刊群排名11/31。

Social Politics的宗旨摘譯如下：從性別角度檢視政

治體系與文化制度；關注家庭、國家、市場、市民社會

的變遷動態；從跨學門與國際社會文化脈絡分析全球的性

別、政治與政策；檢視當代全球重要新興議題，包括全球

化、跨國、市民身份、遷移、多元與交織（diversity and its 
intersections）、資本主義與國家機器重組；檢討女性主義理論、福利制度理論、資本

主義變種理論、治理性、後殖民主義、社會科學構念與文化轉型。另有Forums從比較

視野切入當前社會政策論爭、Perspectives從原創與多元觀點討論爭議較高的社會政治

議題。

Social Politics一年出版四集，研究論文是主要的類型，經常有特刊。本文的分析範

圍是2007-2008年37篇研究論文。

二、研究主題的分佈

這37篇文章主題大都與國家與政策有關（28篇），最熱門議題依序是家庭與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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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篇）、社運／參政（9篇）、工作／組織（7篇）、國族／公民身份（5篇）、遷移

／離散（5篇）。這些議題經常以特刊方式集結，藉由不同國家研究結果比較，耙梳各

種議題的脈絡性。2007-2008兩年出版八期，四期是特刊。以下簡介這些特刊內容：

2007年14卷3期Gender and State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分析後共產黨時期

中歐與東歐的性別、國家與社會關係及其變遷動態，指出這些國家發展出三種關係模

式：類似美國與加拿大新自由主義商品化女性、較為平等的歐盟性別制度、新家庭主

義強調女性家庭照顧者角色（re-familialization, neo-familialism）。

2007年14卷4期Gender, Civil Society, and Participation：比較東歐與西歐女性參與

NGO情形，強調女性的市民團體參與機會受到各國政治、階級、宗教、族群、跨國組

織種種因素的影響。

2008年15卷1期The Challenge of Gender and Multiculturalism: Re-examining Equality 
Policies in Scandinav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探討友善女性的歐盟與北歐國家，面

對許多新興社會現象，包括全球化、後工業主義、母親就業率增加、遷移、多元文

化、新種族主義、基本教義――有其必要重新思索平等的意義並調整性別平等政策。

各篇文章從不同的議題與角度，討論性別平等的論述、政策與實踐，建議分析國家政

策的性別意涵採用交織理論。例如，“Framing Gender 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Political Discourse＂（Lombardo Meier, 2008）一文分析1995-2004歐盟性別平等政策的

論述框架（framing）沒有挑戰到性別關係及實踐過程中的性別化問題。舉例說，家庭

暴力防治政策的制訂，女性主義功不可沒，但其論述強化了少數族群女性的受害者形

象，忽視她們身為母親、勞動者、倡議者的貢獻。

2008年15卷4期The Veil: Debating Citizenship, Gender and Religious Diversity：探討

歐洲不同國家的面紗政策和各國的性別壓迫、市民權認同、國家中立、自由主義、多

元主義、歐洲認同、宗教文化有關。這些文章強調單一概念架構的不足，必須從歷史

與政治脈絡來瞭解各國不同政策發展的論述框架。

三、研究方法、對象、地區

這37篇文章大都是文獻評述（36篇），其中三分之一是跨國比較（11篇）或

以歐盟為研究對象（4篇）。研究地區以歐洲為主，平均散布在東歐、北歐、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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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篇）。其他地區包括紐澳、美加、南美、中東，或者跨區，頗符合期刊冠有

International之名。

四、與國內政治學門期刊與碩博士性別研究論文比較

我們在第一年分析的國內政治學門期刊包括《政治與哲學評論》、《政治科學論

叢》、《東吳政治學報》、《問題與研究》、《政治學報》、《選舉研究》。2000-
2007年這六種期刊共出版1105篇論文，其中與性別相關的論文有14篇，當中12篇具備

性別權力觀點。這14篇論文處理的議題相當龐雜，包括大陸配偶社會運動、性別法案

推動歷程、性別差距的投票行為、婦女保障名額、婦女政策機制、公民與公私領域、

性交易、同性戀、總統參選人夫人形象。

2003-2007年政治學門的碩博士論文共有1705篇，有處理性別權力關係的論文共25
篇，主題涵蓋更廣，共涉及17種主題，最熱門的是參政與婦運團體（7）、性別工作平

等法（4）、台灣與歐洲母性保護與兒童照顧制度（3）、新移民研究（3），其餘論

文探討同志團體、女性身體政治、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日據時代民族主義與

性別意涵等等。超過半數的碩博士論文以女性為研究對象，如女性政治人物、女性作

家、新移民女性、婦女團體等等，這點與期刊論文較為不同。

國內政治學門的性別研究起步較晚，論文數量不多，再加上沒有檢視公共行政學

門的論文，國內外比較的基礎薄弱，以下僅就Social Politics足以借鏡之處提出建議。

五、前瞻議題建議

Social Politics關注女性在市民社會與國家決策中的角色，最大特點是強調脈絡化分

析與國際比較研究，在國內還鮮少見，值得從事相關領域學者參考。政策分析方面，

爭議較高的社會政策（如，通姦除罪化、移民政策、性交易合法化問題）可借鏡交織

觀點與脈絡化理論，重新討論平等、公正、自由、人權、反剝削的目標。

後民主時代台灣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大幅改變，探討性別、國家與社會這三者關

係的樣態與動態，不失是國內性別研究學者可以跨學門合作的前瞻議題。在此大傘之

下，台灣經驗的特殊性都可以拿來與國際作比較，例如，女性參與NGO與市民社會的

成長、女性社會參與的城鄉差距、國家女性主義等等。又，許多新興社會現象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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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例如性別與市場、多元家庭、性別與科技，也可以從性別、國家與社會的三

絨關係下去探討。

性別主流化研究是另一個值得進行的前瞻議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自

2005年起推動性別主流化，2009年國家重要政策與法律訂修都必須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這樣全面性推展在國際上相當獨特，執行成效值得與國外作比較。又近年在社福

與衛生領域學者規劃下，國民年金、長期照顧、托育政策將逐一建制完成，台灣轉型

為社會福利國家指日可待。性別主流化論述如何融入這些社會福利制度是社工、社

福、政治、公共行政、公共衛生跨領域學者可以合作的前瞻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