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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家圖書館為國內重要的研究型圖書館，肩負典藏全國圖書文獻、傳遞知識的任務，且為我國
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除紙本圖書、電子書、視聽資料外，全國各大學校院博碩士學位論文以及
期刊均為送存對象，基於資訊自由與「公開取閱」之精神，方便研究者進行學術研究參考，在教育
部的支持之下，本館特建置 3 個極為重要之資料庫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期
刊論文索引系統」及「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凡取得授權之電子全文皆開放於網
際網路，研究者可自由存取；透過此三資料庫間相關資料資源之整合及串連，研究者能有效檢索到
所需資料，可謂華文學術研究之三大利器。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資源網站之一，完整收錄臺灣自
1945 年以來超過 123 萬筆博碩士論文書目，以及獲得逾 55 萬筆的電子全文授權，並免費開放給
全球的使用者下載利用，109 年每日線上使用量平均高達 96 萬人次以上，書目每日同步上傳到
NDLTD Union Archive，成為 NDLTD 組織中僅次於 OCLC 的書目上傳會員。本館自 100 學年度起，
每年針對「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所收錄的全國 144 所大學之博碩士論文資料，進行國內
大學校院學位論文研究趨勢、影響力、學位論文送存及授權率、熱門點閱及下載排行等統計與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已成為國內學術研究之重要觀察指南。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Citation Index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簡稱 TCI-HSS）」由本館與行政院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財團法人國家實
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等單位合作建置，主要提供學術社群及社會大眾人士，跨學門查
詢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之相關資料。資料庫現階段收錄臺灣及海外華人出版之人文及社會
科學期刊、臺灣全國博士論文及專書，建立學術論著之來源文獻及引用文獻分析資訊，有助於瞭解
學術著作之連結脈絡，同時提供跨學門資料庫檢索平臺服務，建立學術論著引用及被引用之書目分
析，一方面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檢索之重點資料庫，另一方面則作為學術研究及相關機構瞭解
各學門論著之參考依據。自 102 年 9 月上線以來，訪客人次已累積至 6,300 多萬人次，為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提供重要影響力指標。

館長序

館長序



2

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手冊
臺灣學術資源利用及研究主題概況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建置資料已逾 40 年，收錄期刊 5,500 餘種，270 多萬筆資料，為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及研究人員查詢臺灣出版學術期刊論文的最佳選擇，每年查詢高達 1,000 萬人
次。為提供使用者更友善的查詢介面，系統於 110 年 3 月 2 日起，以「期刊文獻資訊網」全新面
貌對外服務；新介面增加即時提供期刊「五年影響係數」，期刊篇目被「各類型文獻引用與點閱次
數統計」，並以圖像化方式呈現系統更多友善功能，且透過響應式網頁設計，在行動通訊時代，滿
足人們於行動載具與電腦操作查詢資訊行為之需求，提升期刊文獻篇目檢索與研究的便捷性。

為提升學術資源的使用度與引用率，本館積極爭取期刊及學位論文作者的無償授權，希望透過
本館建置的各系統查詢平台，提高臺灣期刊及學位論文的能見度，使研究者更能充分利用學術研究
成果，在長期使用的過程中，使絕大部份文章均能被引用，從而提升臺灣學術研究效能。去年全球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改變了許多人生活、工作、求學的常態；在全球處於艱困的時刻，個人
無私地授權學術研究成果，將能幫助更多研究生學習，讓防疫不會妨礙知識取得，研究能量不間斷。

本館綜合前述三大資料庫之內容、使用紀錄等，詳細進行相關數據分析，呈現學位論文、期刊、
專書等各類型學術文獻經由被引用之學術傳播歷程；各大學學位論文授權公開及使用情形；以及從
108 學年度之博碩士論文關鍵詞彙與 109 年常被研究之期刊論文關鍵詞彙，分析目前研究主題之概
況，另依據學術資源使用及引用情形發布 110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獲獎名單。透過表揚彰
顯這些學術資源對學術研究的不凡貢獻，希能發揮鼓勵作用，為提升臺灣整體學術研究貢獻一臂之
力。

                                                                                         館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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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家圖書館 ( 以下簡稱國圖 ) 長期致力保存臺灣重要學術資源，建置三大資料庫「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此
三大資料庫共蒐集千萬筆書目資料，以及百萬筆以上電子全文。國圖利用此三大資料庫，分析臺灣
學術資源被利用情形，以及呈現近年研究主題趨勢。本報告主要包含內容如下：

( 一 ) 各大學學位論文學術貢獻與影響力：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授權、
下載以及此二項指標的綜合統計，瞭解大學學位論文被利用情況；另外利用系統統計學
位論文間引用情形。

( 二 ) 期刊學術貢獻與影響力：利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和「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以下載、被引用情形的 5 年影響係數、總被引用數等指標統計，瞭解期
刊資源被利用情形。

( 三 ) 研究主題趨勢：利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期刊文獻中的作者自訂關鍵詞，統計分
析近一年常被研究主題關鍵詞，亦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整理分析 108
學年度常被研究主題關鍵詞，以預測近年研究主題趨勢。

二、各大學學位論文學術貢獻與影響力
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進行有關各大學博碩士論文授權、下載以及此二項綜

合指標的使用情形排名，結果詳如附錄 1-1，茲擷錄各指標排序首位之大學如下：

( 一 ) 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排行
1. 交通大學、輔仁大學、高雄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等校分別名列 108 學年度公私立

綜合大學、公私立技職校院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數第一。
2. 屏東大學、中華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等校分別名列 108 學年度公私立

綜合大學、公私立技職校院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第一。

( 二 ) 各校院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排行
1. 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高雄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等校分別為 109 年學位論文

被下載次數公私立綜合大學、公私立技職校院排序第一。
2. 中央警察大學、南華大學、高雄餐旅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校分別為 109 年學位論文

被下載率公私立綜合大學、公私立技職校院排序第一。

 ( 三 ) 授權及下載二項指標綜合排行
綜合授權、下載等二項指標，分析全國公、私立大學及公、私立技職校院學位論文影響

力排序，公立綜合大學方面，前三名為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 並列第二 )；
私立綜合大學方面，前三名為南華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公立技職校院方面，前三名
則為臺北科技大學、高雄科技大學 ( 並列第一 )、雲林科技大學；私立技職校院方面，前三名
則為樹德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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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學位論文被引用情形
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排序 104 至 108 學年度產出之學位論文引用歷年

學位論文之情形，如表 1。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及臺灣大學等校之學位論文位居被各校
學位論文引用之前三名。

表 1　104-108 學年各校學位論文被學位論文引用總次數
序號 學校名稱 被引用次數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6,038
2 國立政治大學 58,319 
3 國立臺灣大學 56,589 
4 國立成功大學 52,815 
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50,461 

三、期刊學術貢獻與影響力
( 一 ) 被調閱與下載次數最多之期刊

國圖透過「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提供查詢期刊論文篇目，並依據授權情形，規劃網
路提供全文影像閱覽或於館內瀏覽電子全文與調閱紙本。藉由本報告統計 109 年國圖期刊閱
覽服務，觀察期刊被使用之實況，使用者透過前述形式之總使用數為 350,756 次，其中最常
使用排名前 10 名之期刊皆為「授權期刊」，期刊與其使用次數如下列表 2。

表 2 被調閱與下載次數最多之期刊
排名 刊名 次數 排名 刊名 次數

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9,278 6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3,093
2 國文天地 7,152 7 警學叢刊 2,677
3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3,531 8 中外文學 2,616
4 管理資訊計算 3,510 9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2,518
5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266 10 教育心理學報 2,270

( 二 )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中文期刊之「5 年影響係數（108 年）」排行
「5 年影響係數」乃對於收錄「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期刊，分析各

期刊於發行後的 5 年內被引用情形；本報告進行「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統計並依期刊收
錄之學門排序，結果詳如附錄 2-1，各學門「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排序第一之期刊如下：

01. 文學：《臺大中文學報》
02. 語言學：《台灣日語教育學報》
03. 歷史學：《臺灣史研究》
04. 哲學宗教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評論》
05. 人類學：《考古人類學刊》
06. 教育學：《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07. 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
08. 法律學：《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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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政治學：《公共行政學報》
10. 經濟學：《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11. 社會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12. 傳播學：《傳播研究與實踐》
13. 區域研究及地理：《戶外遊憩研究》
14. 藝術學：《科技博物》
15. 管理學：《會計評論》
16. 體育學：《體育學報》
17. 圖書資訊學：《國家圖書館館刊》
18. 綜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 三 )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中文期刊之「長期總被引用數」排行
「長期總被引用數」乃對於收錄「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期刊，統計

創刊迄今總被引用數，反映期刊的持久傳播情形；本報告進行「長期總被引用數」統計並依
期刊收錄之學門排序，結果詳如附錄 2-1，各學門「長期總被引用數」排序第一之期刊如下：

01. 文學：《中外文學》
02. 語言學：《語言暨語言學》
03. 歷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04. 哲學宗教研究：《鵝湖》
05. 人類學：《民俗曲藝》
06. 教育學：《教育研究月刊》
07. 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
08. 法律學：《國立臺灣大學法律論叢》
09. 政治學：《問題與研究》
10. 經濟學：《臺灣銀行季刊》
11. 社會學：《社區發展季刊》
12. 傳播學：《新聞學研究》
13. 區域研究及地理：《戶外遊憩研究》
14. 藝術學：《博物館學季刊》
15. 管理學：《管理學報》
16. 體育學：《大專體育》
17. 圖書資訊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18. 綜合：《護理雜誌》

 ( 四 )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專書和期刊論文被引用情形
針對專書與期刊論文分別排序各學門高度被引用的前 20 名（附錄 2-2、附錄 2-3），下

表 1 取自附錄 2-2、附錄 2-3 擷取各學門被引用排列第一之專書與期刊論文；專書之部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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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教科書列入，而僅列研究專書。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除了新刊資料外，對於舊刊資料亦蒐集建檔至

1980 年，本年度有關研究專書與期刊論文之被引用排名，凸顯了早年文獻廣被引用的事實，
例如，在專書方面，牟宗三 1970 年的著作、陳紹馨 1979 年的著作、徐復觀 1976 的著作，
在期刊論文方面，董同龢 1959 年的著作，此等較早年的著作，都在本年度的被引用排名中，
成為學門之冠。另，在專書與期刊論文被引用居首位的著作中，各有 8 種與前一年度同樣排
序第一（於下列表 3 中標 * 號註記者）。

表 3　各學門被引用排序第一之研究專書 / 期刊論文

學門
專書：研究專書 期刊論文

書目資料 總被
引用 書目資料 總被

引用

01 文學  朱光潛、童學潛 (2003)。文藝心理學。臺北：
漢湘文化。 355 * 龔鵬程、齊邦媛 (1983)。史詩與詩史。中

外文學，12:2=134。 61

02 語言 * 黃宣範 (1994)。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
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 157  董同龢 (1959)。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0( 下 )。 95

03 歷史  戴炎輝（1979）。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 :
聯經。 287  王世慶 (1972)。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

的鄉村之歷史。臺灣文獻，  23:3。 90

04 哲學 /
宗教  牟宗三 (1970)。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 1,286 * 林麗惠 (2006)。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與成

功老化之研究。生死學研究，4。 47

05 人類 * 王明珂 (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
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 360

 林朝棨 (1966)。概說臺灣第四紀的地史並
討論其自然史和文化史的關係。國立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28。

52

06 教育  張明輝（1999）。學校教育與行政革新研
究。臺北 : 師大書苑。 155

 巫有鎰 (1999)。影響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因
果機制 -- 以臺北市和臺東縣作比較。
教育研究集刊，43。

167

07 心理
 張春興 (1991)。現代心理學：現代人研究

自身問題的科學。臺北：臺灣東華書
局。

297 * 鄭伯壎 (1995)。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
本土心理學研究，3。 207

08 法律  瞿同祖 (1984)。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臺
北 : 里仁書局。 282

* 黃 昭 元 (2004)。 憲 法 權 利 限 制 的 司 法 審
查標準：美國類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
比較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33:3。

61

09 政治 * 江宜樺 (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
家認同。臺北：揚智文化。 279  陳陸輝 (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

與變遷。選舉研究，7:2。 123

10 經濟  涂照彥 (1992)。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
臺北：人間出版社。 211

* 廖秀梅、李建然 、吳祥華 (2006)。董事會
結構特性與公司績效關係之研究 -- 兼
論臺灣家族企業因素的影響。東吳經
濟商學學報，54。。

69

11 社會  陳紹馨 (1979)。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
遷。臺北：聯經。 283

 鄧振源、曾國雄 (1989)。層級分析法 (AHP) 
的內涵特性與應用。中國統計學報，
27:7。

525

12 傳播
* 臧國仁 (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

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臺北：三
民書局。

115
* 蔡 琰、 臧 國 仁 (1999)。 新 聞 敘 事 結 構：

再現故事的理論分析。新聞學研究，
58。

49

13 區域研
究及地
理

* 劉仁民 (2016)。戰後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
史 (1945-1987)。臺北：五南。 71  高俊雄 (1995)。休閒利益三因素模式。戶

外遊憩研究，8: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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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專書：研究專書 期刊論文

書目資料 總被
引用 書目資料 總被

引用

14 藝術  徐復觀 (1976)。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 695

* 吳春秀 (1996)。博物館觀眾研究 -- 以故宮
博物院玉器陳列室為例。博物館學季
刊，  10:4。

40

15 管理 * 吳思華 (2000)。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
質。臺北：臉譜。 466

 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 (2006)。管理研
究中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本質、影
響、測試和補救。管理學報，23:1。

396

16 體育 * 劉一民 (1995)。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
動與人生。臺北：師大書苑。 95

* 季力康 (1994)。運動目標取向量表的建構
效度 -- 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應用。體育
學報，18。

95

17 圖書資
訊

* 盧秀菊 (1988)。圖書館規劃之研究。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25

 鄭麗敏 (1994)。近 20 年臺灣地區圖書館
學與資訊科學期刊論文引用參考文獻
特 性 分 析。 教 育 資 料 與 圖 書 館 學，
32:2。

31

四、研究主題趨勢
由於「關鍵詞」代表各著作文獻主要研究概念之詞彙，故藉由作者自訂主題關鍵詞之統計，探

究最常被研究之主題。以下利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依據篇目之分類以及文章中所揭示的
關鍵詞，進行 109 年所出版學術期刊篇目關鍵詞的詞頻統計分析；另外亦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
識加值系統」分析 108 學年度學位論文關鍵詞，據以探析該學年較為研究者關注的期刊論文及學位
論文研究主題。

( 一 ) 109 年出版學術期刊篇目熱門研究主題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所收錄 109 年之期刊篇目中，被歸類為「學術性」之期刊

篇目共 16,465 筆，統計分析該等期刊論文的所有關鍵詞出現的詞頻，得知前 10 名的研究主
題依序為：COVID-19、AI、中國、臺灣、大數據、日本、美國、中美貿易戰、IoT、公司治理，
如表 4。 

表 4  109 年學術期刊論文前 10 名之研究主題關鍵詞
名次 熱門研究主題 被研究次數

1 COVID-19 412

2 AI 133

3 中國 88

4 臺灣 67

5 大數據 55

6 日本 54

7 美國 53

8 中美貿易戰 51

9 IoT 49

10 公司治理 49

註：「被研究次數」指出現於期刊文章的作者自訂關鍵詞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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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藉由 109 年學術期刊篇目關鍵詞前 10 名的研究主題，分析主要研究面向：
1. COVID-19：

有關「COVID-19」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新型冠狀病毒、口罩、隔離、防
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檢疫、社區藥局、傳染病防治法、
出國禁令等。

2. AI：
有關「AI」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大數據、物聯網、
智慧製造、自駕車、演算法等。

3. 中國：
有關「中國」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一帶一路、中國崛起、中國製造
2025、臺灣、中國化、中國文化、中國夢、中國模式等。

4. 臺灣：
有關「臺灣」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兩岸關係、新冠肺炎、臺灣華語、臺
灣新住民、臺灣新文學運動、臺灣總統選舉、中醫、一國兩制等。

5. 大數據：
有關「大數據」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人工智慧、物聯網、跨境電商、智
慧製造、機器學習、個人資料、資料探勘、非結構式資料庫等。

6. 日本：
有關「日本」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日本殖民、日佛教、日本與教育、日
本法等。

7. 美國：
有關「美國」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美國優先、新冠肺炎、香港、人工智慧、
美國糖尿病學會等。

8. 中美貿易戰：
有關「中美貿易戰」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中美貿易衝突、一帶一路、東
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關係、臺日關係、出口管理條例、全球貿易戰、區域
整合等。

9. IoT：
有關「IoT」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人工智慧、大數據、機器學習、智慧
製造、節能等。。

10. 公司治理：
有關「公司治理」之期刊論文，其研究面向主要包括表決權拘束契約、家族企業、公
序良俗、企業社會責任、經營績效等。

 ( 二 ) 108 學年度臺灣博碩士論文熱門研究主題
以下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統計 108 學年度學位論文關鍵詞，分析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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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研究主題的前 5 名，以及其主要關聯的研究面向。

1. 108 學年度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分布學門分析
108 學年度全國學位論文前 5 名熱門研究主題為：深度學習、機器學習、服務品質、卷積神經

網路、物聯網，進一步分別呈現下列主題知識地圖與學門分布。

(1) 深度學習：分析 108 學年深度學習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大研究面向分別為卷積神經
網路、機器學習、人工智慧、自然語言處理、影像辨識 ( 圖 1)。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工程學
門 (75.25%)、電算機學門 (12.88%)、商業及管理學門 (4.47%)、數學及統計學門 (2.83%)、
醫藥衛生學門 (1.28%)。

圖 1  108 學年「深度學習」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2) 機器學習：分析 108 學年機器學習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大研究面向分別為深度學
習、隨機森林、卷積神經網路、人工智慧、文字探勘 ( 圖 2)。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工程學門
(56.94%)、電算機學門 (16.05%)、商業及管理學門 (12.96%)、數學及統計學門 (4.63%)、
醫藥衛生學門 (2.93%)。

圖 2　108 學年「機器學習」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卷積神經網路

［�］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

［�］自然語言處理

［�］影像辨識

［�］生成對抗網路

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

［�］隨機森林

［�］卷積神經網路

［�］人工智慧

［�］文字探勘

［�］支援向量機

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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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品質：分析 108 學年服務品質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大研究面向分別為顧客滿
意度、顧客忠誠度、滿意度、品牌形象、忠誠度 ( 圖 3)。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商業及管理學
門 (65.52)、民生學門 (8.99%)、工程學門 (5.99%)、電算機學門 (5.30%)、運輸服務學門
(3.23%)。

圖 3　108 學年「服務品質」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4) 卷積神經網路：分析 108 學年卷積神經網路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大研究面向分別
為深度學習、機器學習、影像辨識、支持向量機、人工智慧 ( 圖 4)。主要之學門分布為
工程學門 (74.16%)、電算機學門 (13.16%)、數學及統計學門 (5.26%)、商業及管理學門
(4.07%)、傳播學門 (0.96%)。

圖 4　108 學年「卷積神經網路」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顧客滿意度

［�］顧客忠誠度

［�］滿意度

［�］品牌形象

［�］忠誠度

［�］知覺價值

服務品質

［�］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

［�］影像辨識

［�］支持向量機

［�］人工智慧

［�］心電圖

卷積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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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聯網：分析 108 學年物聯網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大研究面向分別為機器學
習、MQTT、深度學習、邊緣運算、無線感測網路 ( 圖 5)。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工程學門
(72.59%)、商業及管理學門 (13.41%)、電算機學門 (6.41%)、教育學門 (3.21%)、設計學
門 (1.46%)。

圖 5　108 學年「物聯網」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2. 108 學年度熱門研究主題學校分布及趨勢
綜觀 108 學年度熱門研究主題，技職校院與綜合大學熱門研究主題存在高度同質性；其中「深

度學習」相關研究為眾所關注，同時成為全國綜合大學與技職校院學位論文最熱門研究主題。108
學年度「深度學習」相關主題學位論文仍以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等三校最
多，與 107 學年度相同；108 學年度「機器學習」相關主題學位論文以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交通大
學、國立清華大學等三校最多。另一方面，「服務品質」相關研究歷久彌新，持續名列近 6 學年度
（103-108）熱門研究主題排行榜前三名，108 學年度「服務品質」相關主題學位論文以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南華大學、樹德科技大學等三校最多。

3. 108 學年度各學門學位論文研究主題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學門以教育部分類為依據，為了解各學門所關注之研究主

題， 以各學門分析 108 學年度全國博碩士論文熱門研究主題，各列出前 5 名如表 5。

表 5  108 學年度全國大學各學門博碩士論文熱門研究主題前 5 名
學門 熱門研究主題前 5 名

教育 行動研究、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幸福感、工作壓力

商業及管理 服務品質、企業社會責任、商業模式、購買意願、顧客滿意度

工程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卷積神經網路、物聯網、類神經網路

社會及行為科學 工作壓力、中國、公私協力、一帶一路、幸福感

民生 滿意度、幸福感、休閒效益、服務品質、行為意圖

［�］機器學習

［�］MQTT

［�］深度學習

［�］邊緣運算

［�］無線感測網路

［�］智慧家庭

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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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熱門研究主題前 5 名

人文 翻譯、閱讀理解、行動研究、翻譯策略、性別

電算機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卷積神經網路、資料探勘、自然語言處理

社會服務 長期照顧、幼兒園、自我敘說、青少年、社會支持

法律 隱私權、金融科技、公司治理、區塊鏈、比例原則

藝術 布拉姆斯、貝多芬、奏鳴曲、記憶、舒曼

傳播 社群媒體、假新聞、網紅、廣告效果、大數據

醫藥衛生 生活品質、憂鬱、糖尿病、肺癌、焦慮

建築及都市規劃 社會住宅、建築資訊模型、層級分析法、集合住宅、評估指標

農業科學 抗氧化、抗氧化能力、乳酸菌、益生菌、購買意願

設計 服務設計、介面設計、使用者經驗、產品設計、使用者介面

運輸服務 資料包絡分析法、層級分析法、服務品質、模糊層級分析法、關鍵因素

自然科學 石墨烯、二維材料、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鈣鈦礦、二硫化鉬

數學及統計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卷積神經網路、類神經網路、時間序列

生命科學 細胞凋亡、阿拉伯芥、氧化壓力、巨噬細胞、非小細胞肺癌

環境保護 層級分析法、資源回收、緊急應變、環境教育、循環經濟

軍警國防安全 跨國犯罪、一帶一路、預防策略、關鍵基礎設施、跨境犯罪

獸醫 次單位疫苗、疫苗、犬、大腸桿菌、聚合酶鏈鎖反應

其他 性迷思、性溝通、內容分析、高齡知識、骨質疏鬆症

4. 109 年受使用者關注之熱門學位論文主題
熱門檢索詞彙反映使用者對特定議題的關注，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 109 年

使用者檢索歷程記錄，統計民眾感興趣的學位論文主題。
109 年民眾感興趣的熱門主題分別為「教育」、「幼兒」、「行銷」、「滿意度」、「法律」，

名列 109 年熱門主題排行榜前 5 名 ( 附錄 1-2)，其中「法律」5 年來首度進榜，代表民眾的法律意
識與公民意識日漸獲得重視。此外，「教育」與「幼兒」自 106 年之後再度雙雙進榜，「教育」並
成為 109 年民眾最有興趣的熱門主題，代表了近年來臺灣社會面臨少子化的的衝擊，教育與幼兒相
關議題也普遍受到民眾的高度關注。

5. 109 年使用者熱門下載之學位論文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為開放取用之資料庫，使用者註冊成為系統會員，即可免費

下載獲得作者授權之學位論文電子檔；學位論文被下載的情況亦能反映時事話題及使用者關心的主
題。

109 年熱門下載碩士論文為「網路購物與網路餐飲平台」相關主題 ( 附錄 1-3)；博士論文最熱
門的是「族群認同與教育」相關主題 ( 附錄 1-4)，與 108 年之統計結果相近。從全文下載量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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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平台」、「消費行為」、「網路購物」、「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教育」、「族
群認同」等相關主題皆是使用者所關注的焦點。

六、結論
本文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資料庫」，

以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等資料庫，依據客觀的書目計量統計結果與排序，呈現專書、期刊、
學位論文等各類型學術文獻經由被引用之學術傳播歷程所反映的影響力，報告中並納入各大學學位
論文授權公開及下載之情形，呈現學術資源被利用的現況，並展現各大學透過授權開放與電子學位
論文送存而對臺灣學術資源所付出的貢獻。

( 一 ) 學位論文「人工智慧」相關研究熱度持續
本報告對受關注研究主題之分析，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觀察，發現 108 學年度

整體學位論文之主題分布，延續 107 學年度之研究趨勢，產出最多學位論文之研究主題前 5 名中，
依舊有 4 種研究主題（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物聯網、卷積神經網路）均包含「人工智慧」之研究
面向，且此 4 種研究主題，各有多達 50-70% 以上之學位論文是工程學門的研究成果，可見近年來
國內有關「人工智慧」之研究在工程相關科系中受到高度的重視；然工程學門為傳統學門，且系所
數較多，此亦可能是工程領域之研究主題的被研究數量明顯高於其他領域的原因之一。如欲了解不
同領域之熱門研究主題，則可參考本報告表 5 有關 108 學年度全國大學各學門博碩士論文研究主題
之分析整理。

( 二 ) 期刊論文「COVID-19、中美貿易戰」等熱門研究主題反映重要時事
此外，利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收錄篇目的關鍵詞，觀察分析 109 年出版的期刊文獻中，

最常被研究的 10 種主題關鍵詞為「COVID-19、AI、中國、臺灣、大數據、日本、美國、中美貿易戰、
IoT、公司治理」。「COVID-19、中美貿易戰」等是影響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問題，其位居 109 年常
被研究主題關鍵詞之前茅，正反映學者的研究，關注並符合經世致用的學問目的。而「中國、臺灣、
日本、美國」成為最常被研究的主題關鍵詞，顯示人文學與社會科學有大量的研究是以臺灣的本土
化議題為研究主軸，針對本土重要社會國家議題，進行研討並探究實際落實之情形；另一方面，也
顯示日本及美國仍是臺灣學者重視並關注的國際夥伴。

( 三 ) 期刊論文呈現研究趨勢，預測未來人工智慧研究仍受重視，傳染病防疫及中美關係將成為學
位論文研究重要主題之一

期刊具有定期出版、報導新穎、快速傳播、內容精煉、形式靈活的特性，亦為學術上引領研究
發展之一環，從 109 年期刊論文關鍵詞前 10 名研究主題之相關研究面向，可發現如機器學習、人
工智慧、企業社會責任等，亦為臺灣博碩士論文熱門研究主題；因此可期待 COVID-19、中美貿易
戰等主題關鍵詞成為未來臺灣博碩士論文之研究主題。

( 四 )「教育」、「幼兒」及「電子商務」等議題為學位論文使用者搜尋焦點
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觀察分析 109 年使用者的熱門檢索詞，除了發現民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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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識與公民意識日漸獲得重視之外，近年來臺灣社會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教育」與「幼兒」
相關議題也普遍受到高度關注。此外，觀察分析 109 年的熱門論文下載情形，發現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之下，消費習慣日漸改變，電子商務與網路消費更為蓬勃發展，除了「外送平台」相關論文
大受青睞之外，有關「消費行為」、「網路購物」、「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等相關主題
之研究皆成為使用者的熱門關注焦點。

綜上，主題關鍵詞之詞頻分析可展現研究者所關注之研究主題，提供觀察了解國內學者的研
究是否切合社會議題與世界動態，以及了解理、工、農、醫等科學領域之研究，是否符合國家科學
研發政策與人才培育之方向，進而了解國內研究是否迎上世界科學研發之腳步。本報告所呈現之結
果，純粹依據客觀的統計分析數據，遺珠之憾勢所難免，僅提供大眾參考並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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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各校院學位論文授權、全文下載及綜合排行
1.108 學年度各校院學位論文授權數排行

公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1 國立交通大學 1,576 2,345 

2 國立清華大學 1,563 2,222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529 1,729 

4 國立中央大學 1,435 1,887 

5 國立中正大學 1,334 1,338 

私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1 輔仁大學 833 934 

2 東吳大學 558 564 

3 大葉大學 544 546 

4 東海大學 533 551 

5 元智大學 463 469 

公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721 1,769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670 1,704 

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215 1,906 

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44 966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25 517 

私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1 南臺科技大學 360 368 

2 朝陽科技大學 347 349 

3 樹德科技大學 234 236 

4 正修科技大學 203 206 

5 嘉南藥理大學 18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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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學年度各校院學位論文授權率排行

公立綜合大學（前 3 名並列第 1）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中央警察大學 169 100%

1 國立屏東大學 426 100%

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75 100%

4 臺北市立大學 525 99.81%

5 國立臺南大學 417 99.76%

私立綜合大學（前 5 名並列第 1）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中華大學 314 100%

1 玄奘大學 81 100%

1 佛光大學 194 100%

1 長榮大學 140 100%

1 南華大學 359 100%

公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55 100%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670 98%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44 97.72%

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721 97.29%

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403 97.11%

私立技職校院（前 9 名並列第 1）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大仁科技大學 99 100%

1 中臺科技大學 121 100%

1 吳鳳科技大學 58 100%

1 建國科技大學 58 100%

1 崑山科技大學 182 100%

1 輔英科技大學 56 100%

1 龍華科技大學 103 100%

1 環球科技大學 39 100%

1 嶺東科技大學 1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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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 年各校院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數排行
公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23,999 21,232 

2 國立成功大學 145,130 28,513 

3 國立中正大學 139,749 22,647 

4 國立清華大學 109,392 25,738 

5 國立交通大學 108,416 26,194 

 私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 輔仁大學 99,785 9,849 

2 中國文化大學 90,589 8,952 

3 南華大學 85,484 5,622 

4 東海大學 77,498 9,544 

5 東吳大學 67,441 7,152 

公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8,423 19,282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73,839 11,002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70,951 11,338 

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67,842 15,073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37,926 6,715 

私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 朝陽科技大學 59,583 8,105 

2 南臺科技大學 49,100 5,957 

3 樹德科技大學 28,216 2,967 

4 崑山科技大學 16,273 2,613 

5 嶺東科技大學 13,143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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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 年各校院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率排行
公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09 年下載率

1 中央警察大學 19,439 1,536 12.66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58,546 4,709 12.43

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41,140 3,419 12.03

4 國立政治大學 66,890 5,571 12.01

5 臺北市立大學 82,462 7,267 11.35

私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09 年下載率

1 南華大學 85,484 5,622 15.21 

2 實踐大學 23,413 2,171 10.78 

3 玄奘大學 20,941 2,011 10.41 

4 輔仁大學 99,785 9,849 10.13 

5 中國文化大學 90,589 8,952 10.12 

公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09 年下載率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1,487 876 13.11 

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2,843 2,325 9.82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73,839 11,002 6.71 

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70,951 11,338 6.26 

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8,423 19,282 6.14 

私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09 年下載率

1 中國科技大學 7,465 625 13.10 

2 嶺東科技大學 13,143 1,190 11.18 

3 龍華科技大學 12,264 1,212 10.66 

4 南開科技大學 9,148 934 10.54 

5 美和科技大學 8,421 874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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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授權、下載等二項綜合指標最高之大學校院排行
公立綜合大學（前 2、3 名並列第 2）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1 臺北市立大學 25 33 27 32 117

2 國立臺北大學 26 27 29 31 113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4 15 36 28 113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8 29 28 27 112

5 國立中正大學 32 31 34 14 111

私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1 南華大學 33 41 39 41 154

2 輔仁大學 41 30 41 38 150

3 東吳大學 40 37 37 35 149

4 世新大學 36 38 35 36 145

5 東海大學 38 34 38 32 142

公立技職校院（前 2 名並列第 1）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 11 10 9 41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2 9 12 8 41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 10 11 10 40

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5 7 7 11 30

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6 12 6 5 29

私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1 樹德科技大學 54 52 54 51 211

2 嶺東科技大學 47 56 52 55 210

3 朝陽科技大學 55 53 56 44 208

4 龍華科技大學 46 56 50 54 206

5 南臺科技大學 56 47 55 4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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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近 5 年學位論文熱門檢索詞前 5 名
名次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 滿意度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 壓力 教育

2 教育 教育 大數據 大數據 幼兒

3 行銷 大數據 情緒 情緒 行銷

4 運動 滿意度 電子商務 問卷 滿意度

5 幼兒 幼兒 繪本 繪本 法律

附錄 1-3  109 年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次數較多的碩士論文前 10 名
下載次數

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 / 系所 / 畢業學年度 / 學位別 / 學門）

1
大臺北地區旅遊樓鳳新興性產業分析 
作者：張榮哲（國立臺北大學 / 犯罪學研究所 /107/ 碩士 /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黃蘭媖

2
互聯網時代藝人轉型策略之初探性研究：以徐若瑄為例 
作者：徐若瑄（世新大學 /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 ( 含碩專班 )/108/ 碩士 / 傳播學門） 
指導教授 : 許安琪

3
購買涉入、購買動機、網站環境特性對網路生鮮蔬菜購買意願之影響 
作者：蔡永福（國立中興大學 / 行銷學系 /90/ 碩士 /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 : 何京勝　

4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以及服務補救與顧客行為意向關係之實證研究 - 以國內航空業為例 
作者：葉書芳（國立成功大學 / 工業管理科學系碩博士班 /90/ 碩士 /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 : 劉漢容

5
消費者特性與網際網路購物意願關係之研究 -- 以生鮮食品為例 
作者：郭淑雲（國立中興大學 / 行銷學系 /90/ 碩士 /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 : 周世玉

6

高科技廠房本質較安全設計策略應用可行性研究 - 建置本質較安全應用機制 
作者：張國基（國立交通大學 /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產業安全與防災組 /96/ 碩士 / 環境保
護學門） 
指導教授 : 陳俊瑜

7
外送平台顧客滿意度之影響因素與顧客使用頻率的關係 
作者：林聖偉（國立中興大學 / 企業管理學系所 /107/ 碩士 /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 : 陳家彬

8
網路外送平台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 
作者：蔡芸菁（南華大學 / 資訊管理學系 /108/ 碩士 / 電算機學門） 
指導教授 : 洪銘建

9
餐飲外送平台之價值：平台合作夥伴觀點 
作者：蕭鈺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企業管理學系 /106/ 碩士 /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 : 白凢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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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次數
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 / 系所 / 畢業學年度 / 學位別 / 學門）

10
研究影響消費者意圖在使用行動支付之因素 : QR code 行動支付的案例研究 
作者：章德耘（國立臺北大學 / 國際企業研究所 /107/ 碩士 /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 : 李佩芳

附錄 1-4  109 年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次數較多的博士論文前 10 名
下載次數

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 / 系所 / 畢業學年度 / 學位別 / 學門）

1
男同志網球社群的形成與變遷 
作者：黃睿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體育學系 /106/ 博士 / 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 : 林佳範

2
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 (1895—2005) 
作者：黃文成（中國文化大學 / 中國文學研究所 /94/ 博士 / 人文學門） 
指導教授 : 康來新

3
跨國信託法律適用之研析—以意定信託為中心 
許兆慶（國立中正大學 / 法律學研究所 /93/ 博士 / 法律學門） 
作者：指導教授 : 謝哲勝

4
都市更新主體之共生模式 
作者：廖乙勇（中國文化大學 / 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 /97/ 博士 / 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門） 
指導教授 : 陳錦賜、蘇建州

5
關係行銷策略對高齡教育學員忠誠度之影響 – 以品牌形象為調節變項 
作者：鄭錦英（國立臺南大學 / 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博士班 /108/ 博士 / 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 : 丁學勤

6
族群、認同與地方 ~ 以台灣原住民青少年為例 
作者：徐君臨（中國文化大學 / 地學研究所 /96/ 博士 /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王秋原

7
十二年國教課綱高中自主學習建制化之實踐研究 
作者：簡菲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教育學系 /107/ 博士 / 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 : 陳佩英

8
國民中學校長服務領導、學校知識管理與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 
作者：吳國男（國立政治大學 / 教育學系 /108/ 博士 / 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 : 秦夢群

9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
為對象 
作者：林偉淑（輔仁大學 / 中文系 /97/ 博士 / 人文學門） 
指導教授 : 廖棟樑

10
土地利用變遷與景觀生態評估方法之建立 
作者：吳振發（國立臺北大學 / 都市計劃研究所 /94/ 博士 / 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門） 
指導教授 : 黃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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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109 年學位論文書目被點閱次數較多的碩士論文前 10 名
點閱次數

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 / 系所 / 畢業學年度 / 學位別 / 學門）

1
互聯網時代藝人轉型策略之初探性研究：以徐若瑄為例
作者：徐若瑄（世新大學 /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 ( 含碩專班）/108/ 碩士 / 傳播學門）
指導教授 : 許安琪

2
大臺北地區旅遊樓鳳新興性產業分析
作者：張榮哲（國立臺北大學 / 犯罪學研究所 /107/ 碩士 /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黃蘭媖

3
日本自衛隊現況與發展初探──兼論對我之借鑑
作者：黃友柏（國防大學 / 政治研究所 /108/ 碩士 /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陳建源

4
台灣專利領域碩博士論文研究現況分析 
作者：陳智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機械與精密工程研究所 /97/ 碩士 / 工程學門） 
指導教授 : 賴榮哲

5

地方自治立法權與救濟途徑之研究：以高雄市事業氣候變遷調適費徵收自治條例 ( 草案 ) 為
例 
作者：翁瑞鴻（銘傳大學 /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02/ 碩士 /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黃義盛

6
購買涉入、購買動機、網站環境特性對網路生鮮蔬菜購買意願之影響 
作者：蔡永福（國立中興大學 / 行銷學系 /90/ 碩士 /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 : 何京勝　

7
服務業薪資停滯：結構性轉變與異質性勞工的職業選擇 
作者：余宗霖（國立中正大學 / 經濟系國際經濟學研究所 /107/ 碩士 /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陳為政

8
國內專利鑑價議題論文回顧之研究 
作者：陳偉明（萬能科技大學 / 經營管理研究所 /96/ 碩士 /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 : 陳美純

9
童年逆境經驗與韌性之研究 
作者：黃昭綺（樹德科技大學 /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碩士班 /105/ 碩士 / 社會服務學門） 
指導教授 : 胡秀妁

10
從中共對台統戰看兩航談判 
作者：韓國瑜（國立政治大學 / 東亞研究所 /76/ 碩士 /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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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109 年學位論文書目被點閱次數較多的博士論文前 10 名
點閱次數

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 / 系所 / 畢業學年度 / 學位別 / 學門）

1
男性尿失禁之系列研究 
作者：許藍方（臺北醫學大學 / 護理學系博士班 /106/ 博士 / 醫藥衛生學門） 
指導教授 : 蔡佩珊

2
再現奢侈品：女性雜誌中名牌包報導的文本分析 
作者：謝維怡（中國文化大學 / 新聞學系 /101/ 博士 / 傳播學門） 
指導教授 : 郭文平

3
姓名權之研究 
作者：李悌愷 / 輔仁大學 / 法律學研究所 /98/ 博士 / 法律學門） 
指導教授 : 黃宗樂

4
受體摻雜或共同摻雜對於鈦酸鋇之多層陶瓷電容器的應用 
作者：李煥文（國立中山大學 /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研究所 /100/ 博士 / 工程學門） 
指導教授 : 盧宏陽

5
集釋型《莊子》學研究 
作者：江毓奇（臺北市立大學 / 中國語文學系 /105/ 博士 / 人文學門） 
指導教授 : 顏崑陽

6
體外膜氧合術 : 臨床應用與預後之預測 
作者：柯文哲（國立臺灣大學 / 臨床醫學研究所 /90/ 博士 / 醫藥衛生學門） 
指導教授 : 朱樹勳

7
大學生體型及其身體意象相關因素之研究－以中原大學新生為例 
作者：尤嫣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衛生教育研究所 /90/ 博士 / 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 : 黃松元

8
家庭結構、父母管教方式與子女行為表現 
作者：王鍾和（國立政治大學 / 教育學系 /81/ 博士 / 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 : 吳靜吉

9
1949 大遷徙與臺灣戰後的發展（1949-1996） 
作者：王槐仁（國立政治大學 / 國家發展研究所 /106/ 博士 /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彭立忠

10
海洋無脊椎動物衍生菌所含活性化合物之研究 
作者：陳毓昕（國立東華大學 / 生命科學系 /106/ 博士 / 生命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 : 翁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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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各學門「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與「長期總被引用數」前 5
名之期刊
1 文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臺大中文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0.31

2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0.195

3 高雄師大國文學報 高雄市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0.173

4 清華中文學報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0.171

5 文與哲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0.163

1 文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中外文學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8375

2 國文天地 臺北市 / 國文天地雜誌社 2043

3 臺大中文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1771

4 國文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136

5 中國學術年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1112

2 語言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台灣日語教育學報 臺北市 /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0.271

2 銘傳日本語教育 桃園縣 / 銘傳大學應用語文學院應用日語學系 0.176

3 華語文教學研究 臺北市 /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0.152

4 編譯論叢 臺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0.127

5 語言暨語言學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0.113

2 語言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語言暨語言學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407

2 英語教學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837

3 華文世界 臺北市 /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585

4 翻譯學研究集刊 新北市 / 臺灣翻譯學學會 438

5 華語文教學研究 臺北市 /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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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臺灣史研究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0.585

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0.289

3 臺大歷史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0.276

4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0.245

5 國史館館刊 國史館 0.233

3 歷史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8480

2 臺灣文獻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5390

3 臺灣風物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 、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4637

4 新史學 臺北市 / 新史學雜誌社 3474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412

4 哲學宗教研究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0.233

2 臺大佛學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0.2

3 法鼓佛學學報 法鼓文理學院 0.2

4 正觀 正觀雜誌社 0.197

5 福嚴佛學研究 新竹市 / 福嚴佛學院 0.192

4 哲學宗教研究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鵝湖 新北市 / 鵝湖月刊社 4321

2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481

3 孔孟月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2038

4 中華佛學學報 新北市 / 中華佛學研究所 1364

5 鵝湖學誌 臺北市 / 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中國哲學研
究中心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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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類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考古人類學刊 臺北市 /《考古人類學刊》編輯委員會 0.222

2 民俗曲藝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0.152

3 中國飲食文化 臺北市 / 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 0.15

4 臺灣人類學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人類學
刊編輯委員會 0.123

5 全球客家研究 新竹縣竹北市  /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0.102

5 人類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民俗曲藝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2474

2 人類學刊 臺北市 /《考古人類學刊》編輯委員會 1976

3 臺灣人類學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人類學
刊編輯委員會 506

4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花蓮縣 /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421

5 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 臺北市 / 臺灣原住民教授學會 345

6 教育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0.525

2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彰化市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0.521

3 教育心理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0.493

4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 教育研究資訊 ) 臺北市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 0.464

5 科學教育學刊 新北市 /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0.447

6 教育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教育研究月刊 臺北市 / 高等教育出版公司 9099

2 教育心理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6420

3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 教育研究資訊 ) 臺北市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 5886

4 教育脈動
( 教育資料與研究 ) 臺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5776

5 教育研究集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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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心理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本土心理學研究 臺北市 /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0.571

2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臺北市 /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0.47

3 中華心理學刊 臺北市 / 台灣心理學會 0.365

4 輔導與諮商學報 彰化市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0.302

5 測驗學刊
( 測驗年刊 ) 臺北市 / 中國測驗學會 0.275

7 心理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本土心理學研究 臺北市 /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5212

2 應用心理研究 臺北市 / 台灣應用心理學會、應用心理研究雜誌
社 4052

3 中華心理學刊 臺北市 / 台灣心理學會 3638

4 測驗學刊
( 測驗年刊 ) 臺北市 / 中國測驗學會 3346

5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臺北市 /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2869

8 法律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0.675

2 中研院法學期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0.625

3 政大法學評論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0.563

4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0.511

5 中原財經法學 桃園縣 / 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學系 0.429

8 法律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5368

2 政大法學評論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3832

3 法學叢刊 臺北 / 法學叢刊雜誌社 2801

4 軍法專刊 臺北市 /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軍法專刊社 2423

5 刑事法雜誌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社基金會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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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治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公共行政學報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0.459

2 選舉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0.4

3 臺灣民主季刊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0.33

4 政治科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0.286

5 行政暨政策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265

9 政治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問題與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5502

2 選舉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3330

3 政治科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2992

4 中國大陸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648

5 臺灣民主季刊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2349

10 經濟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0.467

2 經濟論文叢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0.395

3 公平交易季刊 臺北市 / 公平交易委員會 0.338

4 應用經濟論叢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262

5 經濟論文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0.217

10 經濟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臺灣銀行季刊 臺北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處 4121

2 經濟論文叢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2826

3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臺北 /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2349

4 經濟論文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2122

5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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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會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南投縣 / 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0.646

2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臺中市 /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 0.541

3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0.409

4 臺灣社會學刊
( 中國社會學刊 ) 臺北市 / 臺灣社會學會 0.386

5
臺灣社會學
( 本刊由《臺灣社會學研究》與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合併
而成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0.262

11 社會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社區發展季刊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雜誌社 10792

2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臺北市 /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7524

3 警學叢刊 桃園縣 /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雜誌社 4421

4
臺灣社會學
( 本刊由《臺灣社會學研究》與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合併
而成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7652

5 臺灣社會學刊
( 中國社會學刊 ) 臺北市 / 臺灣社會學會 5731

12 傳播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傳播研究與實踐 臺北市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世新大學舍我
紀念館 0.271

2 新聞學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0.238

3 中華傳播學刊 臺北市 / 中華傳播學會 0.2

4 傳播文化與政治 臺北市 / 媒體改造學社 0.074

5 中國廣告學刊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0.033

12 傳播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新聞學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4803

2 中華傳播學刊 臺北市 / 中華傳播學會 928

3 廣播與電視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619

4 傳播研究與實踐 臺北市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世新大學舍我
紀念館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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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區域研究及地理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戶外遊憩研究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0.413

2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臺中市 / 臺灣生態休閒產業管理學會 0.321

3 都市與計劃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0.304

4 島嶼觀光研究 澎湖縣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0.238

5 觀光休閒學報
( 觀光研究學報 ) 臺北市 /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0.233

13 區域研究及地理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戶外遊憩研究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3982

2 都市與計劃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1973

3
地理研究
( 地理學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理研究報告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697

4
地理學報
(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
研究報告、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
地理學系地理學報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1563

5 觀光休閒學報
( 觀光研究學報 ) 臺北市 /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1534

14 藝術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科技博物 高雄市 /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0.321

2 博物館學季刊 臺中市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0.308

3 博物館與文化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0.288

4 設計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0.197

5 戲劇研究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 0.196

14 藝術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博物館學季刊 臺中市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3889

2 故宮文物月刊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2711

3 故宮學術季刊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577

4 設計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1448

5 科技博物 高雄市 /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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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管理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會計評論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0.475

2 會計審計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財團法人臺灣
會計教育基金會 0.475

3 中華會計學刊 臺北市 /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0.432

4 臺大管理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0.268

5 管理與系統 新竹市 / 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 0.262

15 管理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管理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4559

2 中山管理評論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術研究中心 2891

3 管理評論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 2729

4
財稅研究
( 賦稅研究月刊、當代財政、鹽
業通訊 )

臺北市 /  財稅研究雜誌社 2571

5 運輸計劃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256

16 體育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體育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0.432

2 大專體育學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0.305

3 運動表現期刊 臺北市 /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 0.284

4 中華體育季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0.283

5 運動教練科學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 0.251

16 體育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大專體育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8440

2 體育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7525

3 中華體育季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6046

4 大專體育學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4320

5 臺灣體育學術研究 ( 國立臺灣體
育大學論叢、國立體育學院論叢 ) 桃園縣龜山鄉 / 國立體育大學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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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圖書資訊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國家圖書館館刊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0.258

2 圖書資訊學研究
(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0.149

3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 教育資料科學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0.138

4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圖書館 0.111

5 圖資與檔案學刊
( 圖書與資訊學刊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0.105

17 圖書資訊學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圖書資訊學研究
(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731

2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 教育資料科學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1239

3 國家圖書館館刊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91

4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68

5 圖資與檔案學刊
( 圖書與資訊學刊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912

18 綜合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36

2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
研究專題中心 0.311

3 護理雜誌 臺北市 / 台灣護理學會 0.264

4 旅遊健康學刊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
促進系 0.25

5 人文社會學報 . 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 臺北市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0.238

18 綜合　長期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護理雜誌 臺北市 / 台灣護理學會 8333

2 哲學與文化 新北市 /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 5323

3 思與言 臺北市 / 思與言雜誌社 4859

4 漢學研究 臺北市 / 漢學研究中心 4334

5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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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 各學門專書著作高被引前 20 名暨相關統計（資料下載日期：110 年 2 月；
標灰底者為各學門中屬於「研究專書」類之最高被引用著作）

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 文學 1 朱光潛、童學潛（2003)。文藝心理學。臺北 : 漢湘文化。 355

1 文學 2 陳鼓應（2007)。老莊新論。臺北 : 五南。 281

1 文學 3 黃光國（1988)。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臺北 : 巨流。 198

1 文學 4 高友工（2011)。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82

1 文學 5 黃美娥（2004)。重層現代性鏡像 :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
想像。臺北 : 麥田。 148

1 文學 6 王德威、宋偉杰（2003)。被壓抑的現代性 : 晚清小說新論。臺北 : 麥田。 147

1 文學 7 陳芳明（2011)。臺灣新文學史。臺北 : 聯經。 138

1 文學 8 陳麗桂（1991)。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臺北 : 聯經。 132

1 文學 9 洪漢鼎（2003)。詮釋學史。臺北 : 桂冠圖書。 130

1 文學 10 柯慶明（2006)。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 : 麥田。 128

1 文學 11 陳芳明（2011)。後殖民臺灣 :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124

1 文學 12 廖炳惠（1994)。回顧現代 : 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 : 麥田。 113

1 文學 13 熊秉明（1999)。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 : 雄獅。 112

1 文學 14 曾祖蔭（1987)。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範疇。臺北 : 文津。 105

1 文學 15 陳芳明（2011)。殖民地摩登 : 現代性與台灣史觀。臺北 : 麥田。 105

1 文學 16 邱貴芬（2003)。後殖民及其外。臺北 : 麥田。 104

1 文學 17 龔鵬程（2001)。文化符號學。臺北 : 臺灣學生。 103

1 文學 18 林芳玫（2006)。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臺北 : 臺灣商務印書館。 97

1 文學 19 葉嘉瑩（2000)。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 -2 冊。臺北 : 桂冠。 96

1 文學 20 鄭毓瑜（2005)。文本風景 : 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 : 麥田。 95

1 文學 21 戴璉璋（2002)。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臺北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95

2 語言學 1 黃宣範（1994)。語言 , 社會與族群意識 : 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 : 文鶴。 157

2 語言學 2 謝國平（2011)。語言學概論。臺北 : 三民。 120

2 語言學 3 楊秀芳（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 : 大安。 132

2 語言學 4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北 : 南天。 116

2 語言學 5 竺家寧（1992)。聲韻學 - 二版。臺北 : 五南。 98

2 語言學 6 陳滿銘（2001)。章法學新裁。臺北 : 萬卷樓。 71

2 語言學 7 何秀煌（2003)。記號學導論。臺北 : 水牛。 62

2 語言學 8 羅肇錦（1990)。台灣的客家話。臺北 : 臺原。 61

2 語言學 9 竺家寧（2001)。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 -。臺北 : 五南。 64

2 語言學 10 葉蜚聲、徐通鏘（1993)。語言學綱要。臺北 : 書林。 54

2 語言學 11 林靜伶（2000)。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臺北 : 五南。 55

2 語言學 12 李壬癸（1996)。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 : 宜蘭縣政府。 45

2 語言學 13 鄭良偉、鄭謝淑娟（1978)。台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臺北 : 臺灣學
生書局。 51

2 語言學 14 簡政珍（1989)。語言與文學空間。臺北 : 漢光。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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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學 15 曹逢甫（1997)。族群語言政策 : 海峽兩岸的比較。臺北 : 文鶴。 53

2 語言學 16 李壬癸、石磊（1999)。臺灣原住民史 . 語言篇。臺北 : 前衛。 48

2 語言學 17 鍾榮富（1996)。TheSegmentalPhonologyofSouthernMininTaiwan。臺北
市 : 文鶴。 46

2 語言學 18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2001)。身體與譬喻 : 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臺北 :
文鶴。 41

2 語言學 19 李子瑄、曹逢甫（2009)。漢語語言學。臺北 : 正中書局。 43

2 語言學 20 林慶勳（2001)。臺灣閩南語概論。臺北 : 心理。 38

3 歷史學 1 戴炎輝（1979)。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 : 聯經。 287

3 歷史學 2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 : 正中。 262

3 歷史學 3 柯志明（2001)。番頭家 : 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 :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265

3 歷史學 4 曹永和（1979)。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 : 聯經。 229

3 歷史學 5 牟宗三（2000)。歷史哲學。臺北 : 臺灣學生。 230

3 歷史學 6 張光直（1983)。中國青銅時代。臺北 : 聯經。 230

3 歷史學 7 杜維運（1999)。史學方法論。臺北 : 杜維運。 206

3 歷史學 8 余英時（2004)。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 : 聯經。 204

3 歷史學 9 黃昭堂、黃英哲（2002)。臺灣總督府 -。臺北 : 前衛出版社。 163

3 歷史學 10 楊寬（1997)。戰國史。臺北 : 臺灣商務。 179

3 歷史學 11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汚名 : 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 : 自立晚報社。 184

3 歷史學 12 陳永發（2001)。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臺北 : 聯經。 179

3 歷史學 13 尹章義（1989)。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 : 聯經。 136

3 歷史學 14 蔡培火、吳三連、葉榮鍾（1987)。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 : 自立晚報社文化
出版部。 129

3 歷史學 15 王泰升（1999)。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 : 聯經出版社。 159

3 歷史學 16 周婉窈（2003)。海行兮的年代 :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 : 允晨
文化。 132

3 歷史學 17 呂紹理（2011)。展示臺灣 : 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臺北 : 麥田。 151

3 歷史學 18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11）。臺灣史。臺北 : 五南圖書。 151

3  歷史學 19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 :
聯經。 145

3 歷史學 19 杜正勝（1990)。編戶齊民 : 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 : 聯經。 118

3 歷史學 20 陳寅恪（1994)。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臺北 : 里仁。 116
4 哲學宗教研

究 1 牟宗三（1970)。心體與性體。臺北 : 正中。 1286

4 哲學宗教研
究 2 梁啟超（2018)。清代學術概論。臺北 : 中華書局。 480

4 哲學宗教研
究 3 梁啟超（2018)。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 : 中華書局。 398

4 哲學宗教研
究 4 楊儒賓（1996)。儒家身體觀。臺北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309

4 哲學宗教研
究 5 牟宗三（1996)。政道與治道。臺北 : 臺灣學生。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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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哲學宗教研

究 6 陳榮捷（1998)。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300

4 哲學宗教研
究 7 梁漱溟（1988)。中國文化要義。臺北 : 五南。 288

4 哲學宗教研
究 8 蔡仁厚（1984)。孔孟荀哲學 -。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273

4 哲學宗教研
究 9 劉述先（1995)。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222

4 哲學宗教研
究 10 劉康（200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 -。臺北 : 麥田。 201

4 哲學宗教研
究 11 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2008)。中國哲學史 - 修訂二版。臺北 : 里仁。 175

4 哲學宗教研
究 12 釋印順（1986)。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臺北 : 正聞。 166

4 哲學宗教研
究 13 黃俊傑（2006)。孟學思想史論。臺北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63

4 哲學宗教研
究 14 曾昭旭（2008)。王船山哲學。臺北 : 里仁。 156

4 哲學宗教研
究 15 楊儒賓（1993)。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 : 巨流。 148

4 哲學宗教研
究 16 高宣揚（1999)。後現代論。臺北 : 五南。 147

4 哲學宗教研
究 17 沈清松（1986)。現代哲學論衡。臺北 : 黎明。 145

4 哲學宗教研
究 18 蒙培元（1990)。中國心性論 -。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136

4 哲學宗教研
究 19 高柏園（1992)。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臺北 : 文津。 136

4 哲學宗教研
究 20 龔鵬程（2001)。晚明思潮。宜蘭 :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134

5 人類學 1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 : 允晨文化。 360

5 人類學 2 王甫昌（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 : 群學出版社。 303

5 人類學 3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臺北 : 南天書局。 232

5 人類學 4 陳其南（1994)。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 : 允晨文化出版社。 202

5 人類學 5 李亦園（1982)。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 : 聯經出版社。 132

5 人類學 6 孫大川（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 : 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 :
聯合文學。 122

5 人類學 7 李亦園（1978)。信仰與文化。臺北 : 巨流。 115

5 人類學 8 劉斌雄（1965)。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臺北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74

5 人類學 9 李亦園（1963)。南澳的泰雅人 : 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 -2。臺北 : 中研院民
族所。 89

5 人類學 10 康培德（1999)。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 : 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
史變遷。臺北 : 稻鄉。 71

5 人類學 11 衛惠林、劉斌雄（1962)。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臺北 : 中研院民族所。 69

5 人類學 12 林富士（1995)。孤魂與鬼雄的世界 : 北臺灣的厲鬼信仰。臺北 : 臺北縣立文
化中心。 72

5 人類學 13 陳奇祿（1992)。臺灣土著文化研究。臺北 : 聯經。 69

5 人類學 14 王人英（1967)。臺灣高山族的人口變遷 -。臺北 : 中研院民族所。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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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類學 15 李亦園（1962)。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臺北 : 中研院民族所。 46

5 人類學 16 李壬癸（2000)。臺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 -。臺北 : 常民文化。 51

5 人類學 17 林美容（1993)。臺灣人的社會與信仰。臺北 : 自立晚報。 52

5 人類學 18 張珣（2000)。疾病與文化 : 臺灣民間醫療人類學研究論集。臺北 : 稻鄉。 57

5 人類學 19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2001)。臺灣原住民史 : 阿美族史篇。臺北 : 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 53

5 人類學 20 石磊（1971)。筏灣 : 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 -。臺北 : 中研院
民族所。 51

6 教育學 1 王文科、王智弘（2010)。教育研究法。臺北 : 五南。 1373

6 教育學 2 吳清山（1998)。學校效能研究。臺北 : 五南。 446

6 教育學 3 張德銳（1995)。教育行政研究。臺北 : 五南。 245

6 教育學 4 張慶勳（1996)。學校組織行為。臺北 : 五南。 186

6 教育學 5 張明輝（1999)。學校教育與行政革新研究。臺北 : 師大書苑。 155

6 教育學 6 蔡進雄（2000)。轉型領導與學校效能。臺北 : 師大書苑。 161

6 教育學 7 戴曉霞（2000)。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市場化。臺北 : 揚智文化。 154

6 教育學 8 楊深坑（1988)。理論．詮釋與實踐 : 教育學方法論論文集 - 甲輯。臺北 : 師大
書苑。 134

6 教育學 9 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林幸台（2000)。創造力研究。臺北 : 心理。 142

6 教育學 10 張慶勳（1999)。學校組織轉化領導研究。高雄 : 高雄復文圖書。 139

6 教育學 11 歐用生（2000)。課程改革 : 九年一貫課程的獨白與對話。臺北 : 師大書苑。 134

6 教育學 12 陳伯璋（2001)。新世紀課程改革的省思與挑戰。臺北 : 師大書苑。 125

6 教育學 13 郭昭佑（2000)。學校本位評鑑。臺北 : 五南。 121

6 教育學 14 歐用生（2003)。課程典範再建構。高雄 : 麗文文化。 120

6 教育學 15 黃富順（2004)。高齡學習。臺北 : 五南。 121

6 教育學 16 黃富順（1989)。成人心理與學習。臺北 : 師大書苑。 107

6 教育學 17 蘇錦麗（1997）。高等教育評鑑 : 理論與實際。臺北 : 五南。 102

6 教育學 18 吳清山、黃美芳、徐緯平（2002)。教育績效責任研究。臺北 : 高等教育。 109

6 教育學 19 蔡清田（2002)。學校整體課程經營 : 學校課程發展的永續經營。臺北 : 五南。 106

6 教育學 20 吳清基（1995)。教師與進修。臺北 : 師大書苑。 101

7 心理學 1 張春興（1991)。現代心理學 : 現代人研究自身問題的科學。臺北 : 臺灣東華
書局。 297

7 心理學 2 鄭昭明（2010)。認知心理學 : 理論與實踐。臺北 : 學富文化。 251

7 心理學 3 郭為藩（1996)。自我心理學。臺北 : 師大書苑。 208

7 心理學 4 傅偉勳（1994)。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 : 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
臺北 : 正中書局。 167

7 心理學 5 余民寧（1997)。有意義的學習 : 概念構圖之研究。臺北 : 商鼎文化。 165

7 心理學 7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 : 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臺北 : 心理。 138

7 心理學 8 余德慧（2001)。詮釋現象心理學。臺北 : 心靈工坊文化。 127

7 心理學 9 金樹人（1997)。生涯諮商與輔導。臺北 : 東華書局。 124

7 心理學 10 周月清（1995)。婚姻暴力 : 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臺北 : 巨流。 112

7 心理學 11 楊國樞、黃光國（1991)。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臺北 : 桂冠。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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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心理學 12 楊國樞（1988)。中國人的蛻變。臺北 : 桂冠。 99

7 心理學 13 文崇一（1989)。中國人的價值觀。臺北 : 東大。 81

7 心理學 14 許木柱（1987)。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臺北 : 中研院民族所。 73

7 心理學 15 呂理政（1990)。天丶人丶社會 : 試論中國傳統的宇宙認知模型。臺北 : 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68

7 心理學 16 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2005)。華人本土心理學。臺北 : 遠流。 81

7 心理學 18 潘正德（2012)。團體動力學。臺北 : 心理。 62

7 心理學 19 黃光國（2005)。儒家關係主義 : 文化反思與典範重建。臺北 :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 55

7 心理學 20 黃光國（2011)。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臺北 : 心理。 56

8 法律學 1 吳庚（2005)。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臺北 : 三民書局。 1336

8 法律學 2 瞿同祖（1984)。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臺北 : 里仁書局。 282

8 法律學 3 黃茂榮（2006)。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臺北 : 黃茂榮。 284

8 法律學 4 王澤鑑（1989)。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 -1-8 冊。臺北 : 三民書局。 278

8 法律學 5 陳新民（1999)。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 -2 冊。臺北 : 元照。 253

8 法律學 6 簡春安、鄒平儀（1998)。社會工作研究法。臺北 : 巨流圖書。 251

8 法律學 7 翁岳生（1976)。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臺北 : 翁岳生。 166

8 法律學 8 許宗力（1994)。法與國家權力。臺北 : 月旦。 165

8 法律學 9 楊仁壽（1986)。法學方法論 -。臺北 : 楊仁壽。 168

8 法律學 10 劉連煜（2014)。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新北 : 劉連煜。 145

8 法律學 11 蔡茂寅（2013)。行政程序法實用 -。臺北 : 新學林。 140

8 法律學 12 邱聯恭（1993)。司法之現代化與程序法。臺北 : 林雅英。 143

8 法律學 13 許宗力（1999)。憲法與法治國行政。臺北 : 元照出版社。 131

8 法律學 14 林子儀（1999)。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臺北 : 元照。 122

8 法律學 15 城仲模（1991)。行政法之基礎理論 -。臺北 : 三民書局。 113

8 法律學 16 陳樸生（1979)。刑事證據法。臺北 : 三民書局。 122

8 法律學 17 荊知仁（1984)。中國立憲史 -。臺北 : 聯經。 107

8 法律學 18 李震山（1992)。警察任務法論 -。臺北 : 登文書局。 115

8 法律學 19 張麗卿（2016)。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臺北 : 五南。 115

8 法律學 20 李建良（1999)。憲法理論與實踐 -3。臺北 : 學林文化。 110

9 政治學 1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 : 揚智文化。 279

9 政治學 2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 : 歷史比較的分析。臺北 : 巨流。 215

9 政治學 3 易君博（2003)。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 : 三民。 165

9 政治學 4 李震山（2009)。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臺北 : 元照。 153

9 政治學 5 丘昌泰（2013)。公共政策 . 基礎篇 -。高雄 : 巨流。 148

9 政治學 6 梁啟超（2018)。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 : 中華書局。 146

9 政治學 7 呂亞力（1979)。政治學方法論 -。臺北 : 三民書局。 140

9 政治學 8 王業立（2011)。比較選舉制度。臺北 : 五南。 138

9 政治學 9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 : 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 : 前衛。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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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治學 10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施俊吉、劉錦添、張清溪（1992)。解構黨國資本
主義 : 論臺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臺北 :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31

9 政治學 11 江宜樺（2001)。自由民主的理路。臺北 : 聯經。 125

9 政治學 12 陳光興（2006)。去帝國 : 亞洲作為方法。臺北 : 行人出版社。 113

9 政治學 13 張灝（1990)。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 : 聯經。 111

9 政治學 14 彭懷恩（1995)。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 : 風雲論壇。 111

9 政治學 15 李震山（2007)。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 : 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臺北 :
元照。 110

9 政治學 16 薛化元（1996)。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 :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 :
稻鄉。 102

9 政治學 17 詹中原（1993)。民營化政策：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之分析 -。臺北 : 五南圖書
有限公司。 100

9 政治學 18 謝復生（1992)。政黨比例代表制。臺北 : 理論與政策雜誌。 100

9 政治學 19 林水波、李長晏（2005)。跨域治理。臺北 : 五南。 97

9 政治學 20 薛曉華（1996)。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 : 國家與社會的分析。臺北 : 前衛。 93

10 經濟學 1 涂照彥（1992)。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臺北 : 人間出版社。 211

10 經濟學 2 劉進慶、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漢（1992)。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 : 人間。 134

10 經濟學 3 蕭全政（1994)。政治與經濟的整合 : 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 -。臺北 : 桂冠。 84

10 經濟學 4 吳若予（1992)。戰後臺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臺北 : 業強。 65

10 經濟學 5 林惠玲、陳正倉（2011)。應用統計學。臺北 : 雙葉書廊。 55

10 經濟學 6 顏愛靜、楊國柱（2004)。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臺北 : 稻鄉出版社。 55

10 經濟學 7 黃書禮（2000)。生態土地使用規劃。臺北 : 詹氏。 54

10 經濟學 8 童振源（2003)。全球化下的兩岸經濟關係。臺北 : 生智文化。 53

10 經濟學 9 高長（2002)。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臺北 : 五南。 47

10 經濟學 10 洪鎌德（1999)。當代政治經濟學。臺北 : 揚智文化。 42

10 經濟學 11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臺北 : 唐山。 42

10 經濟學 12 李登輝（1980)。臺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臺北 : 聯經。 41

10 經濟學 13 賴英照（1997)。臺灣金融版圖之回顧與前瞻。臺北 : 聯經。 35

10 經濟學 14 蕭代基（2002)。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 : 理論、方法與應用。臺北 : 俊傑
書局。 34

10 經濟學 15 周志龍（2003)。全球化、台灣國土再結構與制度。臺北 : 詹氏書局。 31

10 經濟學 16 張苙雲（1999)。網絡臺灣 : 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臺北 : 遠流。 30

10 經濟學 17 瞿宛文（2017)。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 :
中央研究院。 27

10 經濟學 18 劉仁傑（1999)。分工網路 : 剖析臺灣工具機產業競爭力的奧秘。臺北 : 聯經。 27

10 經濟學 19 蕭錚（1968)。平均地權之理論體系。臺北 : 中國地政研究所。 26

10 經濟學 20 陳旭昇（2013)。時間序列分析：總體經濟與財務金融之應用。臺北 : 臺灣東華。 25

11 社會學 1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臺北 : 五南。 1038

11 社會學 2 楊國樞（1989)。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2 冊。臺北 : 臺灣東華書局。 691

11 社會學 3 陳紹馨（1979)。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 : 聯經。 283

11 社會學 4 王振寰（1996)。誰統治臺灣 ?: 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 : 巨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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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1 社會學 5 黃光國（1998)。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臺北 : 心理。 243

11 社會學 6 蔡德輝、楊士隆（2019)。犯罪學。臺北 : 五南。 239

11 社會學 7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 : 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臺北 :
聯經。 236

11 社會學 8 顧燕翎（2000)。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 : 女書文化。 218

11 社會學 9 黃光國（1988)。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臺北 : 巨流。 205

11 社會學 11 梁漱溟（1983)。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臺北 : 里仁。 192

11 社會學 12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 : 桂冠。 186

11 社會學 13 蔡德輝、楊士隆（2013)。少年犯罪：理論與實務。臺北 : 五南。 174

11 社會學 14 夏鑄九、王志弘（1993)。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 : 明文書局。 170

11 社會學 15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 : 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 : 臺灣
社會研究雜誌。 167

11 社會學 16 徐震（2002)。社區與社區發展。臺北 : 正中。 163

11 社會學 17 張茂桂（1994)。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 : 業強。 156

11 社會學 18 劉昌元（1994)。西方美學導論。臺北 : 聯經。 155

11 社會學 19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 : 地方派系、財團與臺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臺北 : 巨流。 144

11 社會學 20 胡幼慧（1995)。三代同堂 : 迷思與陷阱。臺北 : 巨流。 144

12 傳播學 1 翁秀琪（2011)。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北 : 三民。 173

12 傳播學 2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臺北 :
三民書局。 115

12 傳播學 3 林東泰（2008)。大眾傳播理論。臺北 : 師大書苑。 115

12 傳播學 4 孫秀蕙（2009)。公共關係：理論、策略與研究實例。臺北 : 正中。 81

12 傳播學 5 李金銓（2005)。大眾傳播理論 -。臺北 : 三民。 78

12 傳播學 6 吳筱玫（2003)。網路傳播概論。臺北 : 智勝文化。 74

12 傳播學 7 倪炎元（2003)。再現的政治：臺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臺北 :
韋伯文化國際。 53

12 傳播學 8 吳宜蓁（2005)。危機傳播 : 公共關係與語藝觀點的理論與實證。臺北 : 五南。 53

12 傳播學 9 羅文輝（1991)。精確新聞報導。臺北 : 正中書局。 48

12 傳播學 10 徐佳士（1990)。大眾傳播理論 -。臺北 : 正中書局。 47

12 傳播學 11 何川（1994)。中共新聞制度剖析。臺北 : 正中。 38

12 傳播學 12 蘇精（2000)。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 : 臺灣學生。 36

12 傳播學 13 楊秀菁（2005)。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 -。臺北 : 稻鄉。 36

12 傳播學 14 鄭瑞城（1993)。解構廣電媒體 : 建立廣電新秩序。臺北 : 澄社。 34

12 傳播學 15 王嵩音（1998)。臺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形象與再現。臺北 : 時英。 34

12 傳播學 16 劉幼琍（1994)。有線電視經營管理與頻道規劃策略。臺北 : 正中書局。 32

12 傳播學 17 彭芸（2001)。新媒介與政治 : 理論與實證。臺北 : 五南。 30

12 傳播學 18 陳炳宏（2001)。傳播產業研究。臺北 : 五南。 29

12 傳播學 19 劉幼琍（1997)。多頻道電視與觀眾 : 九○年代的電視媒體與閱聽人收視行為
研究。臺北 : 時英。 27

12 傳播學 20 徐美苓（2001)。愛滋病與媒體。臺北 : 巨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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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 陳慈陽（2003)。環境法總論。臺北 : 陳慈陽。 79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2 劉仁民（2016)。戰後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史 .(1945-1987)。臺北 : 五南。 71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3 李永展（2003)。永續發展 : 大地反撲的省思。臺北 : 巨流圖書。 62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4 何明修（2006)。綠色民主 : 臺灣環境運動的研究。臺北 : 群學。 59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5 李恩涵（2003)。東南亞華人史。臺北 : 五南。 50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6 郭岱宜（1999)。生態旅遊 :21 世紀旅遊新主張。臺北 : 揚智文化。 48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7 陳彰儀（1998)。工作與休閒 : 從工業心理學的觀點探討休閒的現況與理論。

臺北 : 淑馨。 45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8 李乾朗（2008)。臺灣建築史。臺北 : 五南。 38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9 潘朝陽（2005)。心靈．空間．環境 : 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臺北 : 五南。 37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0 王俊秀（1994)。環境社會學的出發 : 讓故鄉的風水有面子。臺北 : 桂冠。 35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1 李永展（1995)。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 : 理論與實證。臺北 : 胡氏圖書。 34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2 章英華（1995)。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臺北 : 巨流。 32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3 林會承（1991)。清末鹿港街鎮結構。臺北 : 境與象。 32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4 簡炯仁（2001)。屏東平原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 : 屏東縣文化局。 31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5 李學勤（2005)。青銅器與古代史。臺北 : 聯經。 31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6 施鴻志、段良雄、凌瑞賢（1984)。都市交通計劃 : 理論．實務。臺北 : 茂昌。 22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7 徐磊青、楊公俠（2005)。環境心理學 : 環境、知覺和行為。臺北 : 五南。 22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8 張有恆（1998)。運輸計畫評估與決策 : 模糊理論之探討與應用。臺北 : 華泰。 20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9 葉俊榮（1997)。環境理性與制度抉擇。臺北 : 三民。 19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20 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臺北 : 五南。 19

14 藝術學 1 徐復觀（1976)。中國藝術精神。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695

14 藝術學 2 呂訴上（1991)。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 : 銀華。 151

14 藝術學 3 姚一葦（1978)。藝術的奧秘。臺北 : 臺灣開明。 94

14 藝術學 4 顏娟英（2001)。風景心境 : 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臺北 : 雄獅。 94

14 藝術學 5 姚一葦（1978)。美的範疇論。臺北 : 臺灣開明書店。 93

14 藝術學 6 漢寶德（2000)。展示規劃 : 理論與實務。臺北 : 田園城市文化。 93

14 藝術學 7 劉思量（1992)。藝術心理學 : 藝術與創造。臺北 : 藝術家。 92

14 藝術學 8 楊裕富（1998)。設計的文化基礎 : 設計、符號、溝通。臺北 : 亞太圖書。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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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4 藝術學 9 邱坤良（1992)。舊劇與新劇 : 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 ( 一八九五 ~
一九四五 )。臺北 : 自立晚報。 87

14 藝術學 10 徐亞湘（2000)。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臺北 : 南天。 87

14 藝術學 11 畢恆達（2001)。空間就是權力。臺北 : 心靈工坊文化。 87

14 藝術學 12 高木森（2004)。中國繪畫思想史。臺北 : 三民。 76

14 藝術學 13 盧非易（1998)。臺灣電影 : 政治、經濟、美學 :1949-1994。臺北 : 遠流。 76

14 藝術學 14 劉文潭（1967)。現代美學。臺北 : 臺灣商務印書館。 75

14 藝術學 15 陳懷恩（2008)。圖像學 : 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臺北 : 如果。 72

14 藝術學 16 李霖燦（1996)。中國美術史稿。臺北 : 雄獅。 71

14 藝術學 17 姚一葦（2004)。戲劇原理。臺北 : 書林。 71

14 藝術學 18 曾永義（1988)。臺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北 : 聯經。 68

14 藝術學 19 王安祈（2002)。當代戲曲 -。臺北 : 三民。 65

14 藝術學 20 王安祈（2012)。明代傳奇之劇場及其藝術 -。臺北 : 花木蘭文化。 64

15 管理學 1 吳思華（2000)。策略九說 : 策略思考的本質。臺北 : 臉譜。 466

15 管理學 2 孫本初（2006)。新公共管理。臺北 : 一品文化。 223

15 管理學 3 高強、黃旭男、末吉俊幸（2011)。管理績效評估：資料包絡分析法 -。臺北 :
華泰。 164

15 管理學 4 葉銀華、李存修、柯承恩（2002)。公司治理與評等系統。臺北 : 商智文化。 154

15 管理學 5 司徒達賢（2016)。策略管理新論：觀念架構與分析方法 -。臺北 : 智勝文化。 123

15 管理學 6 江明修（2000)。第三部門 : 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臺北 : 智勝文化。 92

15 管理學 7 鄭伯壎（2005)。華人領導 : 理論與實際。臺北 : 桂冠。 67

15 管理學 8 司徒達賢（1997)。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研修粹要。臺北 :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
金會。 61

15 管理學 9 簡禎富（2015)。決策分析與管理：紫式決策分析以全面提升決策品質 -。臺北 :
雙葉書廊。 59

15 管理學 10 司徒達賢（2013)。管理學的新世界。臺北 : 遠見天下文化。 58

15 管理學 11 游伯龍（2002)。HabitualDomainsandFormingWinningStrategies。新竹 :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44

15 管理學 12 周添城、林志誠（1999)。臺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機制。臺北 : 聯經。 39

15 管理學 13 洪榮昭（2003)。知識創新與學習型組織。臺北 : 五南。 34

15 管理學 14 謝劍平（2018)。財務管理：新觀念與本土化 -。臺北 : 謝劍平。 34

15 管理學 15 李誠（2006)。人力資源管理的 12 堂課。臺北 : 天下遠見。 34

15 管理學 16 林師模、陳苑欽（2013)。多變量分析：管理上的應用 -。臺北 : 雙葉書廊。 33

15 管理學 17 鄭自隆（1992)。競選文宣策略 : 廣告、傳播與政治行銷。臺北 : 遠流。 32

15 管理學 18 邱強、張慧英（2001)。危機處理聖經。臺北 : 天下遠見。 29

15 管理學 19 張俊彥、游伯龍（2002)。活力 : 臺灣如何創造半導體與個人電腦產業奇蹟。
臺北 : 時報文化。 25

15 管理學 20 劉江彬、黃俊英（2004)。智慧財產管理總論。臺北 : 政大科技政策與法律研
究中心。 25

16 體育學 1 林正常（2002)。運動科學與訓練 : 運動教練手冊。臺北 : 銀禾文化。 184

16 體育學 2 劉一民（1995)。運動哲學研究 : 遊戲、運動與人生。臺北 : 師大書苑。 95

16 體育學 3 許樹淵（1999)。運動科學導論。臺北 : 師大書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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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6 體育學 4 吳文忠（1981)。中國體育發展史 -。臺北 : 教育資料館。 73

16 體育學 5 程紹同（2011)。運動賽會管理 : 理論與實務。臺北 : 揚智文化。 62

16 體育學 6 劉一民（2005)。運動哲學新論 : 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臺北 : 師大書苑。 53

16 體育學 7 蔡貞雄（2003)。體育的理念。高雄 : 高雄復文。 42

16 體育學 8 洪嘉文（2009)。學校體育經營管理策略與實務 -。臺北 : 師大書苑。 40

16 體育學 9 蔡禎雄（1998)。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 : 師大書苑。 33

16 體育學 10 林伯原（1990)。中國古代體育史。臺北 : 華聯。 27

16 體育學 11 高正源（1994)。東昇的旭日 : 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 : 民生報社。 24

16 體育學 12 許義雄、國立編譯館（1996)。中國近代體育思想 -。臺北 : 啟英文化。 22

16 體育學 13 許義雄（2004)。運動文化與運動教育。臺北 : 師大書苑。 14

16 體育學 14 謝仕淵（2012)。「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 : 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 13

16 體育學 15 湯銘新（2000)。我國參加奧運滄桑史 ( 下篇 )：國際奧會與兩岸三角關係研究：
1949~1996。臺北 : 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 12

16 體育學 16 劉俊卿、王信良（1999)。時光隧道：臺灣籃運六十年。臺北 : 民生報。 11

16 體育學 17 張妙瑛、盧宜穗（2009)。臺灣體育史 -。臺北 : 五南。 10

16 體育學 18 鄭良一（2004)。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年紀念 -。臺北 : 胡氏圖書。 7

16 體育學 19 吳經國、曾意芳（2001)。奧運場外的競技：吳經國的五環誓約。臺北 : 天下
遠見。 6

16 體育學 20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體育專輯：學校體育 -。臺北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5

17 圖書資訊
學 1 吳明德（1991)。館藏發展。臺北 : 漢美。 72

17 圖書資訊
學 2 張婉真（2005)。論博物館學。臺北 : 典藏藝術家庭。 43

17 圖書資訊
學 3 王振鵠（1990)。圖書館學論叢。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38

17 圖書資訊
學 4 劉兆祐（2002)。中國目錄學。臺北 : 五南。 34

17 圖書資訊
學 5 陳雪華（1996)。圖書館與網路資源。臺北 : 文華。 34

17 圖書資訊
學 6 何光國（1990)。圖書資訊組織原理。臺北 : 三民。 33

17 圖書資訊
學 7 藍乾章（1982)。圖書館行政。臺北 : 五南。 32

17 圖書資訊
學 8 賴鼎銘（1993)。圖書館學的哲學。臺北 : 文華。 30

17 圖書資訊
學 9 楊美華（1989)。大學圖書館之經營理念。臺北 : 臺灣學生。 28

17 圖書資訊
學 10 薛理桂（2002)。檔案學理論。臺北 : 文華。 28

17 圖書資訊
學 11 林政弘、張沛華（1995)。我國博物館經營管理之探討。臺北 : 教育部社會教

育司。 28

17 圖書資訊
學 12 莊道明（1996)。圖書館專業倫理。臺北 : 文華。 27

17 圖書資訊
學 13 胡歐蘭（1982)。參考資訊服務。臺北 : 臺灣學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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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7 圖書資訊

學 14 盧秀菊（1988)。圖書館規劃之研究。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25

17 圖書資訊
學 15 高錦雪（1985)。圖書館哲學之研究。臺北 : 書棚。 25

17 圖書資訊
學 16 鄭雪玫（1995)。兒童圖書館理論與實務。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25

17 圖書資訊
學 17 劉婉珍（2011)。博物館觀眾研究。臺北 : 三民。 25

17 圖書資訊
學 18 沈寶環（1988)。圖書館學與圖書館事業 : 沈寶環教授圖書館學論文選集。臺北 :

臺灣學生書局。 24

17 圖書資訊
學 19 李華偉（1996)。現代化圖書館管理。臺北 : 三民。 23

17 圖書資訊
學 20 廖又生（1989)。圖書館組織與管理析論。臺北 : 順達出版。 23

附錄 2-3 各學門期刊論文著作高被引前 20 名暨相關統計（資料下載日期：110年2月；
標灰底者為各學門中屬於「期刊論文」類之最高被引用著作）

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 文學 1 龔鵬程、齊邦媛 (1983)。史詩與詩史。中外文學，  12:2=134。 61

1 文學 2 吉川幸次郎、鄭清茂 (1977)。推移的悲哀 -- 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中外文學，  
6:5。 54

1 文學 3 陳滿銘 (2002)。論幾種特殊的章法。國文學報，31。 50

1 文學 4 李豐楙 (1993)。由常入非常 -- 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中外文學，  
22:3=255。 47

1 文學 5 陳昭瑛 (1995)。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 : 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  
23:9=273。 45

1 文學 6 顏崑陽 (2007)。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清華中文學報，1。 41

1 文學 7 梅祖麟、高友工、黃宣範 (1973)。論唐詩的語法、用字與意象。中外文學，  
1:12。 41

1 文學 8 林芳玫 (1998)。當代臺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  
27:1=313。 39

1 文學 9 Aristotle、胡耀恆 (1987)。詩學。中外文學，  16:4=184。 36

1 文學 10 王希杰 (2002)。章法學門外閑談。國文天地，  18:5=209。 35

1 文學 11 陳滿銘 (2005)。論「真」、「善」、「美」的螺旋結構 -- 以章法「多」、「二」、
「一 (0)」結構作對應觀察。中國學術年刊，  27( 春 )。 35

1 文學 12 廖咸浩 (1995)。超越國族 : 為什麼要談認同﹖。中外文學，  24:4=280。 35

1 文學 13 錢穆 (1963)。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新亞學報，  5:2。 34

1 文學 14 賴錫三 (2010)。論先秦道家的自然觀 -- 重建老莊為一門具體、活力、差異的
物化美學。文與哲，16。 34

1 文學 15 朱偉誠 (1995)。受困主流的同志荒人 -- 朱天文《荒人手記》的同志閱讀。中
外文學，  24:3=279。 34

1 文學 16 張惠娟 、林耀福 (1986)。樂園神話與烏托邦 : 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
中外文學，  15:3=171。 34

1 文學 17 陳滿銘 (2007)。辭章「多」、「二」、「一 (0)」螺旋結構論。文與哲，10。 33

1 文學 18 黃錦樹 (2005)。抒情傳統與現代性：傳統之發明，或創造性的轉化。中外文學，  
34:2=398。 33

1 文學 19 邱貴芬 (1995)。是後殖民 , 不是後現代 -- 再談臺灣身份／認同政治。中外文學，  
23:11=27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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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 文學 20 邱貴芬 (1992)。「發現臺灣」: 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  21:2=242。 33

1 文學 21 柯慶明 (1978)。文學美綜論。中外文學，  6:12。 33

2 語言學 1 董同龢 (1959)。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0( 下 )。 95

2 語言學 2 何慧玲 (1999)。臺灣大專應用外語科系口筆譯教學概況與分析。翻譯學研究
集刊，4。 25

2 語言學 3 龔煌城 (2000)。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語言暨語言學，  1:2。 22

2 語言學 4 戴浩一 (2003)。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語言暨語言學，  4:2。 22

2 語言學 5 洪惟仁 (2013)。臺灣的語種分布與分區。語言暨語言學，  14:2。 21

2 語言學 6 李翠芳 (1996)。大學部口譯課程的教學規劃。翻譯學研究集刊，1。 21

2 語言學 7 陳淑娟 (2010)。臺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 -- 臺北市、彰化市及臺南市元音
系統與陽入原調的調查分析。語言暨語言學，  11:2。 21

2 語言學 8 張榮興 、黃惠華 (2005)。心理空間理論與「梁祝十八相送」之隱喻研究。語
言暨語言學，  6:4。 21

2 語言學 9 鍾榮富 (2006)。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規律與方向。語言暨語言學，  7:2。 20

2 語言學 10 陳秀琪 (2006)。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 -- 以臺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
語言學，  7:2。 19

2 語言學 11 湯志真 (2005)。Nouns or Classifiers: A Non-Movement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語言暨語言學，  6:3。 19

2 語言學 12 孫天心 (2000)。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語言暨語言學，  1:1。 19

2 語言學 13 賴惠玲 (2003)。Hakka LAU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語
言暨語言學，  4:2。 19

2 語言學 14 林長河 (2003)。應日系最終目標相關問題之研究。銘傳日本語教育，6。 18

2 語言學 15 何萬順 (2009)。語言與族群認同：從臺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臺灣華語談起。語
言暨語言學，  10:2。 18

2 語言學 16 廖柏森 (2009)。溝通式翻譯教學法之意涵與實施。編譯論叢，  2:2。 18

2 語言學 17 鄭昭明、陳學志 (1991)。漢字的簡化對文字讀寫的影響。華文世界，62。 18

2 語言學 18 賴惠玲 (2001)。On Hakka BUN: A Case of Polygrammaticalization。語言暨
語言學，  2:2。 18

2 語言學 19
Chang, Yu-ying(2010)。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for Subject Courses in 
Tertiary Education: Reactions from Taiwa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aiwan International ESP Journal，2:1。

17

2 語言學 20 劉敏華 (2002)。口譯教學與外語教學。翻譯學研究集刊，7。 17

2 語言學 21 廖秀娟 、Reid,Lawrence A.(2004)。A Brief Syntactic Typology of Philippine 
Languages。語言暨語言學，  5:2。 17

3 歷史學 1 王世慶 (1972)。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臺灣文獻，  23:3。 90

3 歷史學 2 施添福 (1990)。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
究。臺灣風物，  40:4。 85

3 歷史學 3 中村孝志、吳密察 、許賢瑤 (1994)。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  
44:1。 82

3 歷史學 4 杜正勝 (1991)。形體 ､ 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新史學，  
2:3。 82

3 歷史學 5 王世慶 (1986)。日據初期臺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臺灣文獻，  37:4。 79

3 歷史學 6 沈松僑 (2000)。振大漢之天聲 -- 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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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3 歷史學 7 蕭阿勤 (2000)。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 o 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 ( 集
體 ) 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  6:2。 64

3 歷史學 8 杜正勝 (1995)。從眉壽到長生 -- 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  66:2。 62

3 歷史學 9 毛漢光 (1976)。中國中古社會史略論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7:3。 61

3 歷史學 10 陳漢光 (1972)。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臺灣文獻，  23:1。 58

3 歷史學 11 游鑑明 (2000)。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33。 57

3 歷史學 12 林美容 (1987)。土地公廟 -- 聚落的指標：以草屯鎮為例。臺灣風物，  37:1。 56

3 歷史學 13 劉淑芬 (1993)。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63:3。 50

3 歷史學 14 李壬癸 (1981)。Reconstruction of Proto-Atayalic Phonology。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2:2。 50

3 歷史學 15 盛清沂 (1980)。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臺灣文獻，  31:4。 50

3 歷史學 16 黃美娥 (1997)。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  47:3。 48

3 歷史學 17 吳叡人 (2006)。福爾摩沙意識型態 -- 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
族文化」論述的形成 (1919-1937)。新史學，  17:2。 48

3 歷史學 18 李壬癸、高淑媛 (1992)。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臺灣風物，  
42:1。 47

3  歷史學 19 劉枝萬 (1960)。臺灣省寺廟教堂 ( 名稱主神地址 ) 調查表。臺灣文獻，  11:2。 47

3 歷史學 20 林麗月 (1991)。晚明「崇奢」思想隅論。歷史學報，19。 47

3 歷史學 21 李貞德 (1997)。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 -- 兼論婦科濫觴與性別論述。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8:2。 47

3 歷史學 23 王汎森 (1993)。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3:3。 47

4 哲學宗教研
究 1 林麗惠 (2006)。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與成功老化之研究。生死學研究，4。 47

4 哲學宗教研
究 2 李豐楙 (1996)。傳承與對應：六朝道經中「末世」說的提出與衍變。中國文哲

研究集刊，9。 40

4 哲學宗教研
究 3 牟宗三、林清臣 (1987)。中西哲學之會通。鵝湖，  12:7=139。 39

4 哲學宗教研
究 4 王順民 (1995)。當代臺灣佛教變遷之考察。中華佛學學報，8。 35

4 哲學宗教研
究 5 戴璉璋 (1995)。郭象的自生說與玄冥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7。 33

4 哲學宗教研
究 6 李豐楙 (1994)。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 -- 一個「常與非常」觀點的考察。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 31

4 哲學宗教研
究 7 黃俊傑 (1993)。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3。 31

4 哲學宗教研
究 8 伍振勳 (2001)。荀子的「身、禮一體」觀 -- 從「自然的身體」到「禮義的身體」。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 30

4 哲學宗教研
究 9 鍾彩鈞 (1995)。羅整菴的理氣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6。 28

4 哲學宗教研
究 10 李豐楙 (1993)。《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 -- 以《女青鬼律》及《洞淵

神呪經》系為主。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 28

4 哲學宗教研
究 11 楊玉成 (2001)。小眾讀者 -- 康熙時期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批評。中國文哲研究

集刊，19。 28

4 哲學宗教研
究 12 王德威 (2008)。「有情」的歷史 -- 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3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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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4 哲學宗教研

究 13 黃美娥 (2006)。差異 / 交混、對話 / 對譯 --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
與新國民想像 (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 26

4 哲學宗教研
究 14 丁仁傑 (2005)。會靈山現象的社會學考察：去地域化情境中民間信仰的轉化與

再連結。臺灣宗教研究，  4:2。 25

4 哲學宗教研
究 15 劉苑如 (2006)。形見與冥報：六朝志怪中鬼怪敘述的諷喻 -- 一個「導異為常」

模式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9。 24

4 哲學宗教研
究 16 馮耀明 (2005)。荀子人性論新詮：附〈榮辱〉篇 23 字衍之糾謬。國立政治大

學哲學學報，14。 24

4 哲學宗教研
究 17 岑溢成 (1992)。嵇康的思維方式與魏晉玄學。鵝湖學誌，9。 24

4 哲學宗教研
究 18 戴璉璋 (1993)。阮籍的自然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 24

4 哲學宗教研
究 19 牟宗三、楊祖漢 (1985)。研究中國哲學之文獻途徑。鵝湖，  11:1=121。 23

4 哲學宗教研
究 20 于君方 (1995)。「偽經」與觀音信仰。中華佛學學報，8。 23

5 人類學 1 林朝棨 (1966)。概說臺灣第四紀的地史並討論其自然史和文化史的關係。國
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28。 52

5 人類學 2 張珣 (2002)。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
類學刊，58。 48

5 人類學 3 王梅霞 (2003)。從 gaga 的多義性看泰雅族的社會性質。臺灣人類學刊，  1:1。 46

5 人類學 4 陳紹馨 (1955)。臺灣的人口變遷。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 38

5 人類學 5 宋龍生 (1965)。南王村卑南族的會所制度。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25/26。 33

5 人類學 6 官大偉 、林益仁 (2008)。什麼傳統？誰的領域？：從泰雅族馬里光流域傳統
領域調查經驗談空間知識的轉譯。考古人類學刊，69。 31

5 人類學 7 何廷瑞 (1960)。臺灣土著諸族文身習俗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15/16。 30

5 人類學 8 王嵩山 (1983)。進香活動看民間信仰與儀式。民俗曲藝，25。 30

5 人類學 9 林開世 (2003)。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
刊，  1:2。 29

5 人類學 10 謝世忠 (1989)。中國族群政治現象研究策略試析 -- 以‘傣泐’為例的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46。 28

5 人類學 11 李光周 (1974)。再看鵝鑾鼻 -- 臺灣南端的史前遺址。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
學刊，  35/36。 27

5 人類學 12 林振源 (2007)。閩南客家地區的道教儀式：三朝醮個案。民俗曲藝，158。 25

5 人類學 13 黃美英 (1983)。訪李亦園教授從比較宗教學觀點談朝聖進香。民俗曲藝，
25。 25

5 人類學 14 謝世忠 、蘇裕玲 (1998)。傳統、出演、與外資 -- 日月潭德化社邵族豐年節慶
的社會文化複象。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3。 25

5 人類學 15 胡家瑜 (2004)。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2。 24

5 人類學 16 黃應貴 (1991)。Dehanin 與社會危機：東埔社布農人宗教變遷的再探討。國
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47。 24

5 人類學 17 王崧興 (1991)。臺灣漢人社會研究的反思。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47。 24

5 人類學 18 宋文薰、連照美 (1984)。臺灣史前時代人獸形玉玦耳飾。國立臺灣大學考古
人類學刊，44。 24

5 人類學 19 馮涵棣 、梁綺涵 (2008)。越南媽媽．臺灣囡仔：臺越跨國婚姻家庭幼兒社會
化之初探。臺灣人類學刊，  6: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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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類學 20 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 (1956)。邵語記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7。 23

5 人類學 21 林朝棨 (1960)。臺灣西南部之貝塚與其地史學意義。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
學刊，  15/16。 23

5 人類學 22 衞惠林、陳奇祿、何廷瑞 (1954)。臺東縣卑南鄉南王村民族學調查簡報。國
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3。 23

6 教育學 1 巫有鎰 (1999)。影響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因果機制 -- 以臺北市和臺東縣作比
較。教育研究集刊，43。 167

6 教育學 2 黃毅志 (2003)。「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
科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化。教育研究集刊，  49:4。 159

6 教育學 3 陳伯璋 (1999)。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修訂的背景及內涵。教育研究資訊，  7:1。 155

6 教育學 4 歐用生 (1999)。從「課程統整」的概念評九年一貫課程。教育研究資訊，  7:2。 140

6 教育學 5 游家政 (1996)。得懷術及其在課程研究上的應用。花蓮師院學報，6。 103

6 教育學 6 巫有鎰 (2007)。學校與非學校因素對臺東縣原、漢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7:1。 98

6 教育學 7 黃毅志 、陳怡靖 (2005)。臺灣的升學問題：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之檢討。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5:1。 92

6 教育學 8 王如哲 (2000)。知識管理與學校教育革新。教育研究集刊，45。 90

6 教育學 9 潘慧玲 (2003)。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教育研究資訊，  11:1。 90

6 教育學 10 歐陽教、張德銳 (1993)。教師評鑑模式之研究。教育研究資訊，  1:2。 89

6 教育學 11 黃芳銘 、楊金寶 、許福生 (2005)。在學青少年生活痛苦指標發展之研究。師
大學報 . 教育類，  50:2。 88

6 教育學 12 林清山、程炳林 (1995)。國中生自我調整學習因素與學習表現之關係暨自我調
整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效果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28。 88

6 教育學 13 林俊瑩 、黃毅志 (2008)。影響臺灣地區學生學業成就的可能機制：結構方程
模式的探究。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8:1。 85

6 教育學 14 吳清山 、林天祐 (1994)。全面品質管理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初等教育學刊，
3。 84

6 教育學 15 程炳林 (2001)。動機、目標設定、行動控制、學習策略之關係：自我調整學習
歷程模式之建構及驗證。師大學報 . 教育類，  46:1。 81

6 教育學 16
潘慧玲 、王麗雲 、簡茂發、孫志麟 、張素貞、張錫勳、陳順和、陳淑敏 、
蔡濱如 (2004)。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指標之發展。教育研究資訊，  
12:4。

80

6 教育學 17 謝孟穎 (2003)。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關聯性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  
49:2。 80

6 教育學 18 張芬芬 (2010)。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在抽象階梯上爬升。初等教育學刊，
35。 79

6 教育學 19 張新仁 (2001)。實施補救教學之課程與教學設計。教育學刊，17。 79

6 教育學 20 黃毅志 (2008)。如何精確測量職業地位？ --「改良版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
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19:1。 78

7 心理學 1 鄭伯壎 (1995)。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本土心理學研究，3。 207

7 心理學 2 楊國樞 (1993)。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 ?。本土心理學研究，
1。 162

7 心理學 3 樊景立、鄭伯壎 (2000)。華人組織的家長式領導：一項文化觀點的分析。本土
心理學研究，13。 161

7 心理學 4 楊國樞 (1981)。中國人的性格與行為 : 形成及蛻變。中華心理學刊，  23:1。 110

7 心理學 5 楊國樞 (1997)。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本土心理學研究，8。 94

7 心理學 7 楊國樞 (2004)。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
點。本土心理學研究，2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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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7 心理學 8 楊中芳 (1999)。人際關係與人際情感的構念化。本土心理學研究，12。 92

7 心理學 9 林文瑛 、王震武 (1995)。中國父母的教養觀 : 嚴教觀或打罵觀 ?。本土心理學
研究，3。 90

7 心理學 10 李美枝 (1998)。中國人親子關係的內涵與功能：以大學生為例。本土心理學
研究，9。 86

7 心理學 11 陸洛 (1997)。工作壓力之歷程：理論與研究的對話。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10:4。 84

7 心理學 12 鄭伯壎 、謝佩鴛、周麗芳 (2002)。校長領導作風、上下關係品質及教師角色
外行為：轉型式與家長式領導的效果。本土心理學研究，17。 81

7 心理學 13 鄭伯壎 (1990)。組織文化價值觀的數量衡鑑。中華心理學刊，32。 79

7 心理學 14 吳宗祐 、徐瑋伶、鄭伯壎 (2002)。怒不可遏或忍氣吞聲：華人企業主管威權
領導與部屬憤怒反應。本土心理學研究，18。 79

7 心理學 15 利翠珊 (1995)。夫妻互動歷程之探討 : 以臺北地區年輕夫妻為例的一項初探性
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4。 78

7 心理學 16 李美枝、鍾秋玉 (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析論。本土心理學研究，6。 76

7 心理學 18 高淑清 (2001)。在美華人留學生太太的生活世界 -- 詮釋與反思。本土心理學
研究，16。 75

7 心理學 19 楊國樞 (1986)。家庭因素與子女行為：臺灣研究的評析。中華心理學刊，  
28:1。 72

7 心理學 20 吳靜吉 、程炳林 (1992)。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之修訂。測驗年刊，39。 70

8 法律學 1 黃昭元 (2004)。憲法權利限制的司法審查標準：美國類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
較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33:3。 61

8 法律學 2 蔡華凱 (2004)。國際裁判管轄總論之研究 -- 以財產關係訴訟為中心。國立中
正大學法學集刊，17。 45

8 法律學 3 陳敏 (1981)。憲法之租稅概念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評論，24。 43

8 法律學 4 黃昭元 (1998)。九七修憲後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評估。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  27:2。 42

8 法律學 5 陳愛娥 (1997)。自由 - 平等 - 博愛 -- 社會國原則與法治國原則的交互作用。國
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26:2。 41

8 法律學 6 陳起行 (2000)。資訊隱私權法理探討 -- 以美國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
64。 40

8 法律學 7 林國彬 (2007)。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 -- 以美國德拉瓦州公司
法為主要範圍。政大法學評論，100。 39

8 法律學 8 雷文玫 (1999)。以「子女最佳利益」之名：離婚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行使與負擔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28:3。 37

8 法律學 9 李震山 (2003)。論移民制度與外國人基本權利。警察法學，2。 35

8 法律學 10 陳敏 (1982)。租稅課徵與經濟事實之掌握 -- 經濟考察方法。政大法學評論，
26。 34

8 法律學 11 李震山 (2004)。憲法意義下之「家庭權」。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16。 34

8 法律學 12 柯格鐘 (2007)。論量能課稅原則。成大法學，14。 33

8 法律學 13 湯德宗 (1998)。論九七修憲後的權力分立 -- 憲改工程的另類選擇。國立臺灣
大學法學論叢，  27:2。 33

8 法律學 14 李震山 (2004)。從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普設監視錄影器論個人資料
之保護。東吳法律學報，  16:2。 32

8 法律學 15 劉宏恩 (2004)。冰島設立全民醫療及基因資料庫之法律政策評析 -- 論其經驗
及爭議對我國之啟示。臺北大學法學論叢，54。 32

8 法律學 16 楊秀儀 (2007)。論病人自主權 -- 我國法上「告知後同意」之請求權基礎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36: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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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律學 17 王文宇 (2000)。信託法原理與商業信託法制。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29:2。 31

8 法律學 18 陳運財 (1995)。偵查之基本原則與任意偵查之界限。東海大學法學研究，9。 30

8 法律學 19 孫迺翊 (2006)。憲法解釋與社會保險制度之建構 -- 以社會保險「相互性」關
係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35:6。 29

8 法律學 20 柯澤東 (1993)。從國際私法方法論探討契約準據法發展新趨勢 -- 並略評兩岸
現行法。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23:1。 29

9 政治學 1 陳陸輝 (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  7:2。 123

9 政治學 2 盛杏湲 (2002)。統獨議題與臺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九九○年代的分析。選舉
研究，  9:1。 105

9 政治學 3 王業立 (1995)。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的政治影響：我國民意代表選舉制度的探
討。選舉研究，  2:1。 103

9 政治學 4 吳乃德 (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臺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臺
灣政治學刊，1。 81

9 政治學 5 張亞中 (2001)。全球治理：主體與權力的解析。問題與研究，  40:4。 81

9 政治學 6 徐火炎 (1996)。臺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
間的實證研究結果。臺灣政治學刊，1。 74

9 政治學 7 吳乃德 (2005)。麵包與愛情：初探臺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臺灣政治學刊，  
9:2。 73

9 政治學 8 劉義周 (1994)。臺灣選民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舉研究，  1:1。 73

9 政治學 9 黃紀 、吳重禮 (2000)。臺灣地區縣市層級「分立政府」影響之初探。臺灣政
治學刊，4。 73

9 政治學 10 盛杏湲 (2003)。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一致政府與分立
政府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  7:2。 69

9 政治學 11 王甫昌 (1996)。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
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1。 68

9 政治學 12 盛杏湲 、陳義彥 (2003)。政治分歧與政黨競爭：二○○一年立法委員選舉的
分析。選舉研究，  10:1。 68

9 政治學 13 洪永泰 (1994)。選舉預測：一個以整體資料為輔助工具的模型。選舉研究，  
1:1。 66

9 政治學 14 陳東升 (2006)。審議民主的限制 -- 臺灣公民會議的經驗。臺灣民主季刊，  3:1。 65

9 政治學 15 黃秀端 (2003)。少數政府在國會的困境。臺灣政治學刊，  7:2。 64

9 政治學 16 吳重禮 、許文賓 (2003)。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 -- 以二○○一年臺灣
地區選民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為例。政治科學論叢，18。 64

9 政治學 17 孫本初 (1995)。學習型組織的內涵與運用。空大行政學報，3。 62

9 政治學 18 鄭端耀 (1997)。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評析。問題與研究，  
36:12。 60

9 政治學 19 盛治仁 (2003)。臺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 -- 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選舉研究，  10:1。 59

9 政治學 20 黃秀端 (1995)。一九九四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  
2:1。 58

10 經濟學 1 廖秀梅、李建然 、吳祥華 (2006)。董事會結構特性與公司績效關係之研究 --
兼論臺灣家族企業因素的影響。東吳經濟商學學報，54。 69

10 經濟學 2 葉銀華 、蘇裕惠 、柯承恩 、李德冠 (2004)。公司治理機制對於關係人交易的
影響。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15:4=60。 51

10 經濟學 3 周賓凰 、池祥萱 、周冠男 、龔怡霖 (2002)。行為財務學 -- 文獻回顧與展望。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14:2=54。 45

10 經濟學 4 王塗發 (1986)。投入產出分析及其應用﹣﹣臺灣地區實證研究。臺灣銀行季
刊，  37: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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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濟學 5 王甡 (1995)。報酬衝擊對條件波動所造成之不對稱效果 -- 臺灣股票市場之實
證分析。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7:1=25。 42

10 經濟學 6 周賓凰 、劉怡芬 (2000)。臺灣股市橫斷面報酬解釋因子：特徵、單因子、或
多因子？。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12:1=45。 42

10 經濟學 7 黃玉娟、徐守德 (1997)。臺股指數現貨與期貨市場價格動態關聯性之研究。證
券市場發展季刊，  9:3=35。 41

10 經濟學 8 李春安 、吳欽衫、葉麗玉 (2003)。所有權結構與公司非法行為關係之研究 --
以臺灣股票上市公司為例。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14:4=56。 41

10 經濟學 9 林祖嘉 (1992)。臺灣地區房租與房價關係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  43:1。 40

10 經濟學 10 黃台心 (1998)。以隨機成本邊界函數分析本國銀行的規模與多元經濟。經濟
論文叢刊，  26:2。 39

10 經濟學 11 劉鶯釧 (1988)。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的多重選擇模型。經濟論文叢刊，  16:2。 38

10 經濟學 12 富田芳郎 (1955)。臺灣鄉鎮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  7:3。 37

10 經濟學 13 林忠正 (1988)。初入勞動市場階段之工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16:3。 36

10 經濟學 14 周賓凰 、張宇志、林美珍 (2007)。投資人情緒與股票報酬互動關係。證券市
場發展季刊，  19:2=74。 35

10 經濟學 15 林向愷 、黃裕烈 、管中閔 (1998)。景氣循環轉折點認定與經濟成長率預測。
經濟論文叢刊，  26:4。 34

10 經濟學 16 劉錦添 (1990)。淡水河水質改善的經濟效益評估 -- 封閉式假設市場評估法之
應用。經濟論文，  18:2。 34

10 經濟學 17 張清溪 (1980)。結婚生育與子女數對有偶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經濟論文叢
刊，  9:2。 34

10 經濟學 18 顧廣平 (2003)。臺灣新上市股票短期與長期績效之再探討。證券市場發展季
刊，  15:1=57。 33

10 經濟學 19 沈中華 、張元 (2008)。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可以改善財務績效嗎？ -- 以英國
FTSE 社會責任指數為例。經濟論文，  36:3。 32

10 經濟學 20 鄭秀玲 、劉錦添 、陳欽奇 (1997)。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的效率分析 (1986-1994
年 )。經濟論文，  25:1。 32

11 社會學 1 鄧振源、曾國雄 (1989)。層級分析法 (AHP) 的內涵特性與應用。中國統計學報，  
27:7。 525

11 社會學 2 夏曉鵑 (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 -- 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 203

11 社會學 3 王宏仁 (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1。 189

11 社會學 4 孫清山、黃毅志 (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臺灣社會學刊，
19。 185

11 社會學 5 王振寰 (1989)。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2:1。 162

11 社會學 6 沈松僑 (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 -- 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
究季刊，28。 151

11 社會學 7 王甫昌 (1998)。族群意織、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年代臺灣的族群政
治。臺灣社會學研究，2。 111

11 社會學 8 駱明慶 (2002)。誰是臺大學生﹖ -- 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30:1。 94

11 社會學 9 王振寰 、錢永祥 (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臺
灣社會研究季刊，20。 93

11 社會學 11 謝國雄 (1989)。黑手變頭家 -- 臺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2:2。 92

11 社會學 12 林國明 、陳東升 (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健保的公民參與經驗。
臺灣社會學，6。 90

11 社會學 13 駱明慶 (2001)。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29: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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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會學 14 王舒芸、余漢儀 (1997)。奶爸難為 -- 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婦女與兩性
學刊，8。 83

11 社會學 15 曾嬿芬 (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32。 81

11 社會學 16 林佳龍 (1989)。威權侍從政體下的臺灣反對運動 : 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2:1。 79

11 社會學 17 吳乃德 (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臺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臺灣
社會學，4。 78

11 社會學 18 鄭讚源 (1997)。既競爭又合作、既依賴又自主 : 社會福利民營化過程中政府與
民間非營利組織之角色與定位。社區發展季刊，80。 77

11 社會學 19 陳寬政 、王德睦 、陳文玲 (1986)。臺灣地區人口變遷的原因與結果。人口學
刊，9。 77

11 社會學 20 夏曉鵑 (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3。 75

12 傳播學 1 蔡琰 、臧國仁 (1999)。新聞敘事結構：再現故事的理論分析。新聞學研究，
58。 49

12 傳播學 2 鍾蔚文 、臧國仁 、陳百齡 (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 -- 幾個極端的想
法。新聞學研究，53。 41

12 傳播學 3 倪炎元 (1999)。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
58。 40

12 傳播學 4 翁秀琪 (1998)。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 : 宋楚瑜辭官事件中
李宋會的新聞分析。新聞學研究，57。 40

12 傳播學 5 須文蔚 、陳世敏 (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新聞學研究，53。 35

12 傳播學 6 夏春祥 (1997)。文本分析與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54。 34

12 傳播學 7 陸曄、潘忠黨 (2002)。成名的想像 -- 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
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71。 33

12 傳播學 8 李丁讚 、陳兆勇 (1998)。衛星電視與國族想像：以衛視中文臺的日劇為觀察
對象。新聞學研究，56。 32

12 傳播學 9 鄭瑞城 (1991)。從消息來源途徑詮釋近用媒介權﹣﹣臺灣的驗證。新聞學研
究，45。 31

12 傳播學 10 翁秀琪 (1994)。我國婦女運動的媒介真實和「社會真實」。新聞學研究，
48。 30

12 傳播學 11 張錦華 (1990)。傳播效果理論批判。新聞學研究，42。 30

12 傳播學 12 黃俊儒、簡妙如 (2010)。在科學與媒體的接壤中所開展之科學傳播研究 : 從科
技社會公民的角色及需求出發。新聞學研究，105。 29

12 傳播學 13 王泰俐 (2004)。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之初探研究。新聞學研究，81。 29

12 傳播學 14 翁秀琪、鍾蔚文 、簡妙如 、邱承君 (1999)。似假還真的新聞文本世界：新聞
如何呈現超經驗事件。新聞學研究，58。 29

12 傳播學 15 蘇蘅 (1994)。青少年閱讀漫畫動機與行為之研究。新聞學研究，48。 29

12 傳播學 16 張錦華 (1997)。多元文化主義與我國廣播政策 -- 以臺灣原住民與客家族群為
例。廣播與電視，  3:1。 29

12 傳播學 17 蘇蘅 、牛隆光、黃美燕、趙曉南 (2000)。臺灣報紙轉型的問題與挑戰 -- 提供
讀者更好的選擇？。新聞學研究，64。 28

12 傳播學 18 金溥聰 (1997)。報紙的形象設定效果研究：以民國八十三年臺北市市長選舉
為例。新聞學研究，55。 25

12 傳播學 19 臧國仁 、鍾蔚文 (2000)。災難事件與媒體報導：相關研究簡述。新聞學研究，
62。 25

12 傳播學 20 蕭新煌 (2005)。多元文化社會的族群傳播：剖析一個新典範。中華傳播學刊，
7。 24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 高俊雄 (1995)。休閒利益三因素模式。戶外遊憩研究，  8: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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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2 沈進成 、謝金燕 (2003)。宗教觀光吸引力、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 -- 以
高雄佛光山為例。旅遊管理研究，  3:1。 96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3 徐茂洲 (2010)。大學生運動觀光阻礙量表構念效度驗證之研究。運動休閒管理

學報，  7:1。 88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4 李素馨 (1997)。都市女性休閒類型和休閒阻礙。戶外遊憩研究，  10:1。 79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5 高俊雄 (1993)。休閒參與體驗形成之分析。戶外遊憩研究，  6:4。 64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6 沈進成 、廖若岑、周君妍 (2005)。遊客體驗、旅遊意象、滿意度與忠誠度影

響關係之研究 -- 以華山咖啡為例。戶外遊憩研究，  18:3。 63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7 歐聖榮、蕭芸殷 (1998)。生態旅遊遊客特質之研究。戶外遊憩研究，  11:3。 61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8 施添福 (1980)。地理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報告，6。 59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9 施添福 (1990)。地理學中的空間觀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

16。 57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0 陳水源 (1988)。遊客遊憩需求與遊憩體驗之研討。戶外遊憩研究，  1:3。 55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1 曹勝雄 、孫君儀 (2009)。建構地方依附因果關係模式。地理學報，55。 50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2 林俊昇 (2005)。不同類型遊客的遊憩動機與滿意度對重遊意願之關聯性分析 --

以渡假型休閒農場為例。戶外遊憩研究，  18:2。 50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3 歐聖榮、顏宏旭 (1994)。金門地區觀光發展衝擊認知之研究。戶外遊憩研究，  

7:4。 50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4 陳思妤、徐茂洲 、李福恩 (2012)。墾丁運動觀光客行為傾向模式在男女群體

上之測量恆等性檢定。休閒產業管理學刊，  5:3。 49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5 吳忠宏 、黃宗成、邱廷亮 (2004)。玉山國家公園遊客旅遊動機、期望、體驗、

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國家公園學報，  14:2。 49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6 侯錦雄 、林宗賢 (1996)。日月潭風景區目標市場定位策略中之旅遊意象度量

探討。戶外遊憩研究，  9:1。 49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7 黃宗成、吳忠宏 、高崇倫 (2000)。休閒農場遊客遊憩體驗之研究。戶外遊憩

研究，  13:4。 48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8 李素馨 (1996)。觀光新紀元 -- 永續發展的選擇。戶外遊憩研究，  9:4。 47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19 梁英文、曹勝雄 (2007)。認真性休閒與場所依戀之關係：遊憩專門化扮演的角

色。戶外遊憩研究，  20:3。 46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20 林若慧 、陳澤義、劉瓊如 (2003)。海岸型風景區之旅遊意象對遊客行為意圖

之影響 -- 以遊客滿意度為仲介變數。戶外遊憩研究，  16:2。 45

14 藝術學 1 吳春秀 (1996)。博物館觀眾研究 -- 以故宮博物院玉器陳列室為例。博物館學
季刊，  10:4。 40

14 藝術學 2 耿鳳英 (2006)。虛與實：新世紀的博物館展示趨勢。博物館學季刊，  20:1。 39

14 藝術學 3 林榮泰、林伯賢 (2009)。融合文化與美學促成文化創意設計新興產業之探討。
藝術學報，85。 38

14 藝術學 4 劉幸真 (1996)。博物館展示區內觀眾參觀行為之探討。博物館學季刊，  
10:4。 38

14 藝術學 5 劉豐榮 (2001)。當代藝術教育論題之評析。視覺藝術，4。 38

14 藝術學 6 陳勁甫 、林怡安 (2003)。博物館遊客滿意度與服務品質之研究：以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  17:3。 38

14 藝術學 7 黃俊夫、鄭瑞洲、浦青青、顏上晴、黃惠婷 (1999)。以客為尊 -- 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觀眾滿意度調查之研究。科技博物，  3:1。 35

14 藝術學 8 錢存訓、高 𧝀 熹 (1988)。中國的傳統印刷術。故宮文物月刊，  5:11=5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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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藝術學 9 何明泉 、林其祥、劉怡君 (1996)。文化商品開發設計之構思。設計學報，  1:1。 34

14 藝術學 10 王啟祥 (2004)。國內博物館觀眾研究知多少。博物館學季刊，  18:2。 32

14 藝術學 11 陳國祥、管倖生、鄧怡莘、張育銘 (2001)。感性工學 -- 將感性予以理性化的
手法。工業設計，  29:1=104。 31

14 藝術學 12 劉婉珍 (2008)。觀眾研究與博物館的營運發展。博物館學季刊，  22:3。 30

14 藝術學 13 徐啟賢、林榮泰 (2011)。文化產品設計程序。設計學報，  16:4。 29

14 藝術學 14 蕭志同、廖宛瑜、陳建文 (2006)。博物館服務品質、認知價值、滿意度、忠
誠度關係之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  20:2。 29

14 藝術學 15 劉幸真 (1992)。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觀眾意見調查報告。博物館學季刊，  6:2。 28

14 藝術學 16 張譽騰 (1996)。生態博物館的規劃理念與個案之解析。博物館學季刊，  
10:1。 28

14 藝術學 17 黃明月 (1997)。博物館與自我導向學習。博物館學季刊，  11:4。 27

14 藝術學 18 陳瓊花 (2001)。從美術教育的觀點探討課程統整設計之模式與案例。視覺藝
術，4。 27

14 藝術學 19 江武昌 (1990)。臺灣布袋戲簡史。民俗曲藝，  67/68。 26

14 藝術學 20 陳慧娟 (1998)。「臺灣特有種鳥類特展」觀眾調查 -- 自然史展示的一場思考。
博物館學季刊，  12:3。 26

14 藝術學 21 陳芳妹 (2001)。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
刊，10。 26

15 管理學 1 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 (2006)。管理研究中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本質、
影響、測試和補救。管理學報，  23:1。 396

15 管理學 2 林鉦棽、彭台光 (2006)。多層次管理研究：分析層次的概念、理論和方法。
管理學報，  23:6。 112

15 管理學 3 林淑姬、樊景立、吳靜吉 、司徒達賢 (1994)。薪酬公平、程序公正與組織承諾、
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管理評論，  13:2。 111

15 管理學 4 蔡啟通 、黃國隆、高泉豐 (2001)。組織因素、組織成員整體創造性與組織創
新之關係。管理學報，  18:4。 105

15 管理學 5 歐進士 (1998)。我國企業研究發展與經營績效關聯之實證研究。中山管理評
論，  6:2。 84

15 管理學 6 溫福星 、邱皓政 (2009)。組織研究中的多層次調節式中介效果：以組織創新
氣氛、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的實證研究為例。管理學報，  26:2。 71

15 管理學 7 林義屏 、黃俊英、董玉娟 (2004)。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組織績
效間關係之研究：以科學園區資訊電子產業為例。管理評論，  23:1。 69

15 管理學 8 周行一 、陳錦村 、陳坤宏 (1996)。家族企業、聯屬持股與公司價值之研究。
中國財務學刊，  4:1。 63

15 管理學 9
林鉦棽、蕭淑月、何慧清 (2005)。社會交換理論觀點下組織支持、組織知識
分享行為與組織公民行為相關因素之研究：以信任與關係為分析切入點。人力
資源管理學報，  5:1。

62

15 管理學 10 溫福星 、邱皓政 (2009)。多層次模型方法論：階層線性模式的關鍵議題與試解。
臺大管理論叢，  19:2。 60

15 管理學 11 劉常勇 、謝如梅 (2006)。創業管理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理論與模式探討。創
業管理研究，  1:1。 59

15 管理學 12 林鉦棽 (2005)。組織公民行為之跨層次分析：層級線性模式的應用。管理學報，  
22:4。 59

15 管理學 13 黃家齊 (2002)。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與組織績效 -- 智慧資本觀點。管理學報，  
19:3。 59

15 管理學 14 鄭仁偉 、黎士群 (2001)。組織公平、信任與知識分享行為之關係性研究。人
力資源管理學報，  1:2。 59

15 管理學 15 林尚平 (2000)。組織情緒勞務負擔量表之發展。中山管理評論，  8: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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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5 管理學 16 葉銀華 、邱顯比 (1996)。資本結構、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關聯性之實證研究：
代理成本理論。臺大管理論叢，  7:2。 56

15 管理學 17 洪新原 、梁定澎 、張嘉銘 (2005)。科技接受模式之彙總研究。資訊管理學報，  
12:4。 52

15 管理學 18 劉正田 (2001)。研發支出資本化之會計基礎股票評價。會計評論，33。 52

15 管理學 19 吳宗祐 、鄭伯壎 (2006)。難應付客戶頻次、知覺服務訓練效用兩者及情緒勞
動與情緒耗竭之關係 --「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管理學報，  23:5。 49

15 管理學 20 陳瑞斌、許崇源 (2007)。公司治理結構與資訊揭露之關聯性研究。交大管理學
報，  27:2。 48

16 體育學 1 季力康 (1994)。運動目標取向量表的建構效度 -- 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應用。體
育學報，18。 95

16 體育學 2 季力康 (1993)。運動目標取向量表 -- 信度與效度分析。國立體育學院論叢，  
4:1。 88

16 體育學 3 黃英哲 、季力康 (1994)。運動動機氣候與自覺能力對賽前狀態焦慮和滿足感
的相關研究。體育學報，18。 87

16 體育學 4 高俊雄 (1996)。休閒概念面面觀。國立體育學院論叢，  6:1。 82

16 體育學 5 徐茂洲 、潘豐泉 、黃茜梅 (2011)。綠島水域運動觀光客之行為研究 -- 計畫行
為理論驗證。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  11:2。 77

16 體育學 6 黃金柱 (1990)。國家級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之調查研究。國立體育學院論叢，  
1:2。 75

16 體育學 7 季力康 (1995)。運動員的心理技能訓練。大專體育，19。 73

16 體育學 8 蔣憶德 、陳淑滿 、葉志仙 (2001)。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研究。
體育學報，30。 70

16 體育學 9 程紹同 (1994)。現代體育發展的新趨勢 -- 運動休閒管理。中華體育季刊，  
7:4=28。 66

16 體育學 10 吳國銑 (2000)。我國大專院校運動教練領導行為比較研究。體育學報，28。 65

16 體育學 11 陳全壽、劉宗翰、張振崗 (2004)。我國體適能政策指標之建議。運動生理暨體
能學報，1。 62

16 體育學 12 林季燕 、季力康 (2003)。運動動機量表之編製 -- 信度與效度分析。臺灣運動
心理學報，2。 60

16 體育學 13 沈易利 (1999)。臺灣省民休閒運動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究。國立臺灣體育
學院學報，  4( 下 )。 57

16 體育學 14 湯慧娟 、宋一夫 (2004)。教練家長式領導、團隊文化價值觀對團隊承諾之影
響研究。體育學報，36。 55

16 體育學 15 方進隆 (1995)。體適能與全人健康。中華體育季刊，  9:3=35。 54

16 體育學 16 楊志顯 、吳惠櫻 、陳瓊茶、翁樹平 (1997)。體育課實施方式與學生滿意度之
研究。體育學報，22。 53

16 體育學 17 季力康 、賴素玲 、陳美燕 、(1995)。大專網球選手運動目標取向與運動動機
之相關研究。體育學報，20。 50

16 體育學 18 鄭金昌 (1997)。東海大學學生對體育課興趣分組教學滿意度與修課態度調查研
究。大專體育，29。 47

16 體育學 19 許義雄 (1980)。休閒的意義、內容及其方法。體育學報，2。 46

16 體育學 20 蔡崇濱 (1999)。贏球得分制對排球比賽的影響和對策。中華體育季刊，  
13:3=51。 45

17 圖書資訊
學 1 鄭麗敏 (1994)。近 20 年臺灣地區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期刊論文引用參考文獻

特性分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32:2。 31

17 圖書資訊
學 2 張保隆、謝寶煖 (1996)。大學圖書館服務品質評估之研究。中國圖書館學會會

報，56。 26

17 圖書資訊
學 3 吳美美 (2004)。數位學習現況與未來發展。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30: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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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總被引用數
17 圖書資訊

學 4 鄭晉昌 (1993)。電腦輔助學習的新教學設計觀 -- 認知學徒制。教育資料與圖
書館學，  31:1。 25

17 圖書資訊
學 5 陳和琴 (2001)。Metadata 與數位典藏之研討。大學圖書館，  5:2。 24

17 圖書資訊
學 6 陳雪華 (1997)。網路資源組織與 Metadata 之發展。圖書館學刊，12。 24

17 圖書資訊
學 7 李德竹 (2000)。資訊素養的意義、內涵與演變。圖書與資訊學刊，35。 23

17 圖書資訊
學 8 郭良文 、林素甘 (2001)。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之比較分析。資訊傳播與圖書

館學，  7:4。 21

17 圖書資訊
學 9 沈津 (1996)。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  85:1。 21

17 圖書資訊
學 10 陳書梅 (2008)。圖書館與書目療法服務。大學圖書館，  12:2。 20

17 圖書資訊
學 11 林珊如 (1997)。二十一世紀大學圖書館：行銷服務時代的來臨。大學圖書館，  

1:1。 19

17 圖書資訊
學 12 林珊如 (2002)。網路使用者特性與資訊行為研究趨勢之探討。圖書資訊學刊，

17。 19

17 圖書資訊
學 13 林珊如 (2010)。數位時代的閱讀：青少年網路閱讀的爭議與未來。圖書資訊學

刊，  8:2。 18

17 圖書資訊
學 14 蔡明月 (2005)。引文索引與引文分析之探討。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31:1。 18

17 圖書資訊
學 15 羅思嘉 (2001)。引用文獻分析與學術傳播研究。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66。 18

17 圖書資訊
學 16 張雅芳 、朱鎮宇、徐加玲 (2007)。國小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之研究。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44:4。 17

17 圖書資訊
學 17 謝寶煖 (1998)。從顧客觀點來談圖書館的績效評估。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

刊，1。 17

17 圖書資訊
學 18 吳美美 (1996)。在新時空座標中的圖書館功能 -- 談資訊素養教育。圖書館學

與資訊科學，  22:2。 17

17 圖書資訊
學 19 蔡明月 (1987)。書目計量學。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24:3。 17

17 圖書資訊
學 20 何光國 (1984)。我國十六所大學圖書館規模大小及服務條件之統計分析。中

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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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手冊
臺灣學術資源利用及研究主題概況

壹、前言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國內法定送存圖書館，典藏豐富完整之國內出版品，包括圖書、

期刊、學位論文，以及其他形式之資料。基於資訊公開與推廣資源利用以提升典藏實用價值之理念，
多年以來於教育部及科技部支持下，建置「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人文及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等重要資料庫，為所典藏之學術資源，進行完整
之編目整理，提供國內、外各界便捷的利用管道。經過多年的努力，此等大型資料庫，均以收錄資
料橫亙時間久遠、收錄資料內容廣泛豐富為特點，足資作為分析學術資源被利用情形之依據。本館
利用資料庫之內容、使用紀錄等，詳細進行相關數據之統計排序，依據學術資源被利用情形，進
行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發布；透過表揚彰顯獲獎單位對學術資源與研究的不凡貢獻，希能給予鼓
勵及激勵仿效楷模，以提升臺灣整體之學術資源能量。以下表 1 說明各種獎項排序之機制。

表 1 「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一覽表
獎項 影響力特質 名額 指標說明與獎項規劃

期刊資源貢獻獎
期刊送存國家圖書館以
各種閱覽方式累積之被

使用數
10

109 年度最常被使用之期刊前 10 名 ( 整合統
計紙本調閱、影像使用量、PDF 下載次數之合
計 )

期刊即時傳播獎
期刊於 5 年統計期間 ( 本
次為 108 年 ) 所刊載之文

獻被引用情形
90

臺灣出版之中文期刊「108 年之 5 年影響係
數」，18 學門（含綜合）個別統計，名列前
五名之期刊。

期刊長期傳播獎 期刊自創刊迄今刊載之
文獻長期被引用情形 90

臺灣出版之中文期刊近 30 年來被期刊、學位
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等四種類型文獻引用之
總數，18 學門（含綜合）個別統計，名列前
五名之期刊。

學位論文傳播獎
- 全文授權數
- 全文授權率

電子全文授權開放 40 108 學年度授權電子全文最多之大學校院（授
權數、授權率各分 4 組，每組頒發前 5 名）

學位論文開放獎
- 全文被下載數
- 全文被下載率

電子全文下載 40
109 年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最多之大學校院
（被下載數、被下載率各分 4 組，每組頒發前
5 名）

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 授權、下載綜合排名 20 109 年各分項排名積分總分最高之大學校院，
分為 4 組，每組頒發前 5 名

合計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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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獎項說明
一、以「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為統計工具
  期刊資源貢獻獎：整合「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之「館內全文影像電子檔使用量」、「授權

PDF 檔下載次數」，以及本館館藏目錄系統紙本期刊調閱數量，統計 109 年最常被使用之期刊
前 10 名。

二、以「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CI-HSS）為統計工具

（一）學術成果貢獻面向與獎項
利用 TCI-HSS 資料庫之統計，可對於具有貢獻的期刊出版者，給予不同貢獻面向的肯定。共

設二種期刊獎項，包括於短時間之內即因廣被引用而可發揮知識影響力的面向（設「期刊即時傳
播獎」)、以及經久還持續傳播擴散的知識傳播面向（設「期刊長期傳播獎」）等，均針對各學門
期刊分別進行統計。學門係依科技部標準共分為 18 類，包括 1. 文學；2. 語言學；3. 歷史學； 4. 
哲學 宗教研究； 5. 人類學；6. 教育學；7. 心理學；8. 法律學；9. 政治學；10. 經濟學；11. 社會學；
12. 傳播學；13. 區域研究及地理；14. 藝術學；15. 管理學；16. 體育學；17. 圖書資訊學；18. 綜合等。

（二）針對期刊之統計指標
1. 近五年之被引用數（本次發布會採用 108 年之 5 年影響係數）

統計著作在近五年之被引用情形，與國際知名資料庫 SCI、SSCI、SCOPUS 等採用相
同的計算公式，統計所謂的「5 年影響係數」是以「著作即時影響力面向」為著眼指標。

以期刊 108 年之「5 年影響係數」為指標進行統計。「影響係數」之定義以 108 年影
響係數之統計說明如下：本（110）年所要發表的 5 年影響係數，可以統計的最近年份之影
響係數是 108 年的影響係數；因為 109 年的出版品，在 110 年期間尚在建檔中，故無法統
計完整。108 年是年度著作已建檔完成而可被統計的最近的一年。統計之計算公式以《漢學
研究》為例說明如下：（以下例子照錄 TCI 資料庫之統計表資訊，故以西元年呈現）

年度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文章篇數 48 54 49 53 51

2019（民 108年）被引用次數 9 1 4 10 11

2019（民 108 年）年的 5 年影響係數計算公式：
（2014-2018 年之間各年發表的文章在 2019 年被引用數總計）除以（2014-2018 年之

間各年發表的文章篇數總計）
（9 ＋ 1 ＋ 4 ＋ 10 ＋ 11）/（48 ＋ 54 ＋ 49 ＋ 53 ＋ 51）=0.137
（該期刊在 2019 年的 5 年影響係數為 0.137）

因為該種統計方法所計算的是較近的 5 年份之著作，是比較即時地（在發布會的前 1 年）
被引用之情形，所以反映的是所謂「即時性的傳播力」，故頒予「期刊即時傳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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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年（近 30 年）被引用數
統計臺灣出版之各學門之期刊近 30 年來被期刊、學位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等四種類

型文獻引用之總數。此種統計，可供了解期刊所刊登之著作自刊行後是否恆久均廣被引用，
即是否長期均具有傳播擴散力，而使其長久持續對學術知識界有所貢獻；著眼的是長期知識
傳播面向。

本資料庫之建檔包含新刊資料、以及回溯資料之建檔。至 109 年底已回溯至 70 年代並
開始回溯 60 年代與 50 年代之資料建檔，故資料庫內可供統計之資料為超過 30 年之資料。
因為本項統計所依據之資料跨越年份長久，表現的是長期、廣泛的傳播力，故頒予「期刊長
期傳播獎」。

（三）遴選標準
於「期刊即時傳播力」與「期刊長期傳播力」二種不同觀察面向的統計，除利用讀者可查詢之

檢索介面的「引用 / 點閱統計」功能進行統計排序，另又基於排除誤差以確保統計排序之公正性、
以及表揚的適切性與必要性之考量，訂定基本的入選標準，並進行必要的整合統計，詳細說明如下：

1. 臺灣出版品
本資料庫亦收錄少量經過遴選的港、澳、中國大陸期刊，但本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主

要係針對臺灣出版品辦理，故必須是臺灣之出版品，才列入排序。

2. 出版滿 6 年以上且持續出版
原排序在前 5 名之期刊，如果缺刊或停刊，將造成影響係數統計之明顯誤差、以及頒獎

表揚適切性的疑義，故將予以排除，而以後續者遞補之；獎項及排除說明如下：
(1) 期刊即時傳播獎：以「5 年影響係數」為依據之統計

排名依據為臺灣出版之期刊「108 年之 5 年影響係數」，是以此前 5 年（103-107 年）
之總出版篇數為分母，以該 5 年期間出版之期刊所刊登的所有各篇文獻於 108 年被
引用總數為分子，進行計算所得。將排除之情形包括：① 在 108 年之前出版尚未滿
5 年（即至進行本統計之前出版尚未滿 6 年）；② 任何一期或多期缺刊；③改刊名
或併刊之期刊，於改刊名或併刊後又改變刊行頻率，造成統計上執行上之疑義。

(2) 期刊長期傳播獎：以歷年來「被四種主要文獻類型引用之總數」為依據之統計
依據期刊創刊後迄今整體刊載文獻長期以來被期刊、學位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等四
種類型文獻引用之總數排序。已停刊之期刊因不符合表揚持續出版優質學術出版品之
出版機構的宗旨，故排除之。但若改刊名後持續出版且無缺刊之情形，則保留之，並
以新刊名作為授獎期刊。

經依據上述標準進行排序處理後，如後續遞補者仍無法符合入選標準，則採從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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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為統計工具
( 一 ) 學位論文傳播獎：108 學年度授權電子全文最多之大學校院

1. 學位論文傳播獎 - 全文授權數：108 學年度電子全文授權數最多之大學校院
（1）排名依據：以各校 108 學年度電子全文授權總數，排名電子全文授權數。
（2）獎項數：4 組 ( 公立綜合大學組、私立綜合大學組、公立技職校院組、私立技職

校院組 ) 各頒發前 5 名，共 20 個獎。

2. 學位論文傳播獎 - 全文授權率：108 學年度電子全文授權率最高之大學校院
（1）排名依據：以「各校 108 學年度全文授權數」，除以「各校 108 學年度論文書目

數所得之百分比，排名電子全文授權率。
（2）排除狀況：歷年電子全文授權總數未達 500 筆之校院不列入排名。
（3）獎項數：4 組 ( 公立綜合大學組、私立綜合大學組、公立技職校院組、私立技職

校院組 ) 各頒發前 5 名，共 20 個獎。 

( 二 ) 學位論文開放獎：109 年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最多之大學校院
1. 學位論文開放獎 - 全文下載數：109 年電子全文被下載數最多之大學校院

（1）排名依據：以各校歷年電子全文在 109 年被下載總次數，排名電子全文被下載數。
（2）獎項數：4 組 ( 公立綜合大學組、私立綜合大學組、公立技職校院組、私立技職

校院組 ) 各頒發前 5 名，共 20 個獎。

2. 學位論文開放獎 - 全文下載率：109 年電子全文被下載率最高之大學校院
（1）排名依據：以「各校歷年電子全文在 109 年被下載總次數」，除以「各校歷年電

子全文授權總數」所得之百分比，排名電子全文被下載率。
（2）排除狀況：歷年電子全文授權總數未達 500 筆之校院不列入排名。
（3）獎項數：4 組 ( 公立綜合大學組、私立綜合大學組、公立技職校院組、私立技職

校院組 ) 各頒發前 5 名，共 20 個獎。

 ( 三 ) 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109 年各分項排名積分總分最高之大學校院
1. 排名依據：以全文授權數、全文授權率、電子全文被下載數、電子全文被下載率等 4

大分項排名之序分總分，排名對學位論文資源作出貢獻之大學校院。
2. 獎項數：4 組 ( 公立綜合大學組、私立綜合大學組、公立技職校院組、私立技職校院組 )

各頒發前 5 名，共 20 個獎。



62

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手冊
臺灣學術資源利用及研究主題概況



63

110年
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
獲獎名單



64

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手冊
臺灣學術資源利用及研究主題概況

壹、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期刊資源貢獻獎：「館內全文影像電子檔使用量」、「授權 PDF 檔下載次數」，以及本館館藏目
錄系統紙本期刊調閱數量合計

名次 刊名 出版單位 次數
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9,278
2 國文天地 國文天地雜誌社 7,130
3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 3,518
4 管理資訊計算 管理資訊計算編輯委員會 3,510
5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3,259
6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編輯委員會 3,093
7 警學叢刊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雜誌社 2,677
8 中外文學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中外文學編輯部 2,616
9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2,518

10 教育心理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2,270

貳、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一、期刊即時傳播獎：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1 文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臺大中文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0.31
2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0.195
3 高雄師大國文學報 高雄市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0.173
4 清華中文學報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0.171
5 文與哲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0.163

2 語言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台灣日語教育學報 臺北市 /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0.271
2 銘傳日本語教育 桃園縣 / 銘傳大學應用語文學院應用日語學系 0.176
3 華語文教學研究 臺北市 /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0.152
4 編譯論叢 臺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0.127
5 語言暨語言學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0.113

3 歷史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臺灣史研究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0.585
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0.289
3 臺大歷史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0.276
4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0.245
5 國史館館刊 國史館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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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哲學宗教研究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0.233
2 臺大佛學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0.2
3 法鼓佛學學報 法鼓文理學院 0.2
4 正觀 正觀雜誌社 0.197
5 福嚴佛學研究 新竹市 / 福嚴佛學院 0.192

5 人類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考古人類學刊 臺北市 /《考古人類學刊》編輯委員會 0.222
2 民俗曲藝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0.152
3 中國飲食文化 臺北市 / 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 0.15

4 臺灣人類學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人類學
刊編輯委員會 0.123

5 全球客家研究 新竹縣竹北市  /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 0.102

6 教育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0.525
2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彰化市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0.521
3 教育心理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0.493

4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 教育研究資訊 ) 臺北市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 0.464

5 科學教育學刊 新北市 /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0.447

7 心理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本土心理學研究 臺北市 /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0.571
2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臺北市 /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0.47
3 中華心理學刊 臺北市 / 台灣心理學會 0.365
4 輔導與諮商學報 彰化市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0.302

5 測驗學刊 
( 測驗年刊 ) 臺北市 / 中國測驗學會 0.275

8 法律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0.675
2 中研院法學期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0.625
3 政大法學評論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0.563
4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0.511
5 中原財經法學 桃園縣 / 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學系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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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治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公共行政學報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0.459
2 選舉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0.4
3 臺灣民主季刊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0.33
4 政治科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0.286
5 行政暨政策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0.265

10 經濟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0.467
2 經濟論文叢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0.395
3 公平交易季刊 臺北市 / 公平交易委員會 0.338
4 應用經濟論叢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262
5 經濟論文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0.217

11 社會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南投縣 / 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0.646
2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臺中市 /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 0.541
3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0.409

4 臺灣社會學刊 
( 中國社會學刊 ) 臺北市 / 臺灣社會學會 0.386

5
臺灣社會學 
( 本刊由《臺灣社會學研究》與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合併
而成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0.262

12 傳播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傳播研究與實踐 臺北市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世新大學舍我
紀念館 0.271

2 新聞學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0.238
3 中華傳播學刊 臺北市 / 中華傳播學會 0.2
4 傳播文化與政治 臺北市 / 媒體改造學社 0.074
5 中國廣告學刊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0.033

13 區域研究及地理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戶外遊憩研究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0.413
2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臺中市 / 臺灣生態休閒產業管理學會 0.321
3 都市與計劃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0.304
4 島嶼觀光研究 澎湖縣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0.238

5 觀光休閒學報 
( 觀光研究學報 ) 臺北市 /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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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藝術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科技博物 高雄市 /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0.321
2 博物館學季刊 臺中市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0.308
3 博物館與文化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0.288
4 設計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0.197
5 戲劇研究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 0.196

15 管理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會計評論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0.475

2 會計審計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財團法人臺灣
會計教育基金會 0.475

3 中華會計學刊 臺北市 /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 0.432
4 臺大管理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0.268
5 管理與系統 新竹市 / 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 0.262

16 體育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體育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0.432
2 大專體育學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0.305
3 運動表現期刊 臺北市 /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 0.284
4 中華體育季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0.283
5 運動教練科學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 0.251

17 圖書資訊學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國家圖書館館刊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0.258

2 圖書資訊學研究 
(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0.149

3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 教育資料科學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0.138

4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圖書館 0.111

5 圖資與檔案學刊 
( 圖書與資訊學刊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0.105

18 綜合　5 年影響係數 (108 年 )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係數

1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36

2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
研究專題中心 0.311

3 護理雜誌 臺北市 / 台灣護理學會 0.264

4 旅遊健康學刊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
促進系 0.25

5 人文社會學報 . 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 臺北市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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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長期傳播獎：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1 文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中外文學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8375
2 國文天地 臺北市 / 國文天地雜誌社 2043
3 臺大中文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1771
4 國文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136
5 中國學術年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1112

2 語言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語言暨語言學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407
2 英語教學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837
3 華文世界 臺北市 /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585
4 翻譯學研究集刊 新北市 / 臺灣翻譯學學會 438
5 華語文教學研究 臺北市 /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341

3 歷史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8480
2 臺灣文獻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5390

3 臺灣風物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 、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4637

4 新史學 臺北市 / 新史學雜誌社 3474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412

4 哲學宗教研究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鵝湖 新北市 / 鵝湖月刊社 4321
2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481
3 孔孟月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2038
4 中華佛學學報 新北市 / 中華佛學研究所 1364

5 鵝湖學誌 臺北市 / 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中國哲學研
究中心 1041

5 人類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民俗曲藝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2474
2 考古人類學刊 臺北市 /《考古人類學刊》編輯委員會 1976

3 臺灣人類學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人類學
刊編輯委員會 506

4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花蓮縣 /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421
5 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 臺北市 / 臺灣原住民教授學會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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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教育研究月刊 臺北市 / 高等教育出版公司 9099
2 教育心理學報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6420

3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 教育研究資訊 ) 臺北市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 5886

4 教育脈動 
( 教育資料與研究 ) 臺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5776

5 教育研究集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4397

7 心理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本土心理學研究 臺北市 /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5212

2 應用心理研究 臺北市 / 台灣應用心理學會、應用心理研究雜誌
社 4052

3 中華心理學刊 臺北市 / 台灣心理學會 3638

4 測驗學刊 
( 測驗年刊 ) 臺北市 / 中國測驗學會 3346

5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臺北市 /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2869

8 法律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5368
2 政大法學評論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3832
3 法學叢刊 臺北 / 法學叢刊雜誌社 2801
4 軍法專刊 臺北市 /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軍法專刊社 2423
5 刑事法雜誌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社基金會 2027

9 政治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問題與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5502
2 選舉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3330
3 政治科學論叢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2992
4 中國大陸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648
5 臺灣民主季刊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2349

10 經濟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臺灣銀行季刊 臺北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處 4121
2 經濟論文叢刊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2826
3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臺北 /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2349
4 經濟論文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2122

5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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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會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社區發展季刊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雜誌社 10792
2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臺北市 /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7524
3 警學叢刊 桃園縣 /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雜誌社 4421

4
臺灣社會學 
( 本刊由《臺灣社會學研究》與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合併
而成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7652

5 臺灣社會學刊 
( 中國社會學刊 ) 臺北市 / 臺灣社會學會 5731

12 傳播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新聞學研究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 4803
2 中華傳播學刊 臺北市 / 中華傳播學會 928
3 廣播與電視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619

4 傳播研究與實踐 臺北市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世新大學舍我
紀念館 249

13 區域研究及地理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戶外遊憩研究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3982
2 都市與計劃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1973

3
地理研究 
( 地理學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報告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697

4
地理學報 
(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研
究報告、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
理學系地理學報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1563

5 觀光休閒學報 
( 觀光研究學報 ) 臺北市 /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 1534

14 藝術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博物館學季刊 臺中市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3889
2 故宮文物月刊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2711
3 故宮學術季刊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577
4 設計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1448
5 科技博物 高雄市 /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1295

15 管理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管理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4559
2 中山管理評論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術研究中心 2891
3 管理評論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 2729

4
財稅研究 
( 賦稅研究月刊、當代財政、鹽業
通訊 )

臺北市 /  財稅研究雜誌社 2571

5 運輸計劃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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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體育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大專體育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8440
2 體育學報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7525
3 中華體育季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6046
4 大專體育學刊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4320

5 臺灣體育學術研究 ( 國立臺灣體
育大學論叢、國立體育學院論叢 ) 桃園縣龜山鄉 / 國立體育大學 2161

17 圖書資訊學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圖書資訊學研究 
(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731

2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 教育資料科學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1239

3 國家圖書館館刊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91

4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68

5 圖資與檔案學刊 
( 圖書與資訊學刊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912

18 綜合　歷年 (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 　
名次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總數

1 護理雜誌 臺北市 / 台灣護理學會 8333
2 哲學與文化 新北市 /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 5323
3 思與言 臺北市 / 思與言雜誌社 4859
4 漢學研究 臺北市 / 漢學研究中心 4334
5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3312

叁、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一、學位論文傳播獎：108 學年度授權電子全文最多之大學校院

( 一 ) 學位論文傳播獎 - 全文授權數：108 學年度電子全文授權數最多之大學校院
公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1 國立交通大學 1,576 2,345 
2 國立清華大學 1,563 2,222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529 1,729 
4 國立中央大學 1,435 1,887 
5 國立中正大學 1,334 1,338 

私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1 輔仁大學 833 934 
2 東吳大學 558 564 
3 大葉大學 544 546 
4 東海大學 533 551 
5 元智大學 463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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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721 1,769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670 1,704 
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215 1,906 
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44 966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25 517 

私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1 南臺科技大學 360 368 
2 朝陽科技大學 347 349 
3 樹德科技大學 234 236 
4 正修科技大學 203 206 
5 嘉南藥理大學 184 185 

( 二 ) 學位論文傳播獎 - 全文授權率：108 學年度電子全文授權率最高之大學校院
※ 歷年授權電子全文總數未達 500 筆者暫不列入本表統計

公立綜合大學（前 3 名並列第 1）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中央警察大學 169 100%
1 國立屏東大學 426 100%
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75 100%
4 臺北市立大學 525 99.81%
5 國立臺南大學 417 99.76%

私立綜合大學（前 5 名並列第 1）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中華大學 314 100%
1 玄奘大學 81 100%
1 佛光大學 194 100%
1 長榮大學 140 100%
1 南華大學 359 100%

公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55 100%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670 98%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44 97.72%
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721 97.29%
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403 97.11%

私立技職校院（前 9 名並列第 1）
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大仁科技大學 99 100%
1 中臺科技大學 121 100%
1 吳鳳科技大學 58 100%
1 建國科技大學 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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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授權率
1 崑山科技大學 182 100%
1 輔英科技大學 56 100%
1 龍華科技大學 103 100%
1 環球科技大學 39 100%
1 嶺東科技大學 119 100%

二、學位論文開放獎：108 年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最多之大學校院
( 一 ) 學位論文開放獎 - 全文被下載數：108 年電子全文被下載數最多之大學校院

公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23,999 21,232 
2 國立成功大學 145,130 28,513 
3 國立中正大學 139,749 22,647 
4 國立清華大學 109,392 25,738 
5 國立交通大學 108,416 26,194 

私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 輔仁大學 99,785 9,849 
2 中國文化大學 90,589 8,952 
3 南華大學 85,484 5,622 
4 東海大學 77,498 9,544 
5 東吳大學 67,441 7,152 

  公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8,423 19,282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73,839 11,002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70,951 11,338 
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67,842 15,073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37,926 6,715 

  私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 朝陽科技大學 59,583 8,105 
2 南臺科技大學 49,100 5,957 
3 樹德科技大學 28,216 2,967 
4 崑山科技大學 16,273 2,613 
5 嶺東科技大學 13,143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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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學位論文開放獎 - 全文被下載率：108 年電子全文被下載率最高之大學校院
※ 歷年授權電子全文總數未達 500 筆者暫不列入本表統計

公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09 年下載率

1 中央警察大學 19,439 1,536 12.66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58,546 4,709 12.43
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41,140 3,419 12.03
4 國立政治大學 66,890 5,571 12.01
5 臺北市立大學 82,462 7,267 11.35

私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09 年下載率

1 南華大學 85,484 5,622 15.21 
2 實踐大學 23,413 2,171 10.78 
3 玄奘大學 20,941 2,011 10.41 
4 輔仁大學 99,785 9,849 10.13 
5 中國文化大學 90,589 8,952 10.12 

公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09 年下載率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1,487 876 13.11 
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2,843 2,325 9.82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73,839 11,002 6.71 
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70,951 11,338 6.26 
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8,423 19,282 6.14 

私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109 年下載數 歷年授權數 109 年下載率

1 中國科技大學 7,465 625 13.10 
2 嶺東科技大學 13,143 1,190 11.18 
3 龍華科技大學 12,264 1,212 10.66 
4 南開科技大學 9,148 934 10.54 
5 美和科技大學 8,421 874 10.51 

三、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108 年各分項排名積分總分最高之大學校院
※ 綜合指標最高之大學校院 ( 全文授權數 A1、全文授權率 A2、全文下載數 B1、全文下載率
B2 等四大分項指標之序分總分 )

公立綜合大學（前 2、3 名並列第 2）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1 臺北市立大學 25 33 27 32 117
2 國立臺北大學 26 27 29 31 113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4 15 36 28 113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8 29 28 27 112
5 國立中正大學 32 31 34 14 111



75

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獲獎名單

私立綜合大學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1 南華大學 33 41 39 41 154
2 輔仁大學 41 30 41 38 150
3 東吳大學 40 37 37 35 149
4 世新大學 36 38 35 36 145
5 東海大學 38 34 38 32 142

公立技職校院（前 2 名並列第 1）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 11 10 9 41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2 9 12 8 41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 10 11 10 40
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5 7 7 11 30
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6 12 6 5 29

私立技職校院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1 樹德科技大學 54 52 54 51 211
2 嶺東科技大學 47 56 52 55 210
3 朝陽科技大學 55 53 56 44 208
4 龍華科技大學 46 56 50 54 206
5 南臺科技大學 56 47 55 4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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