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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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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秉持「資訊自由」與「公開取用」之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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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期刊

論文索引系統」，凡取得授權之電子全文皆開放於網際網路，再透過

此三資料庫間相關資料資源之整合及串連，研究者跨時跨域、取得所

需資源，以加速研究產出與學術傳播，長年以來已為國內外學者進行

研究時之重要參考資源。 

國圖依據前述三大資料庫之內容、使用紀錄等，進行相關數據分

析，呈現學位論文、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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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學位論文及期刊論

文之關鍵詞彙，分析目前研究主題之概況。 

(一) 學位論文使用情形：依「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授權、

下載二項指標之綜合統計，以瞭解大學學位論文被使用情況；

以及利用系統統計學位論文間引用情形。 

(二) 期刊學術資源使用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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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TCI-HSS 資料庫收錄人社領域學術期刊之 5 年影響係

數統計分為 2 組別進行：(1)「精選組」為使用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

暨核心期刊收錄」實施方案所收錄之人文學及社會學核心期刊，

以及(2) 「熱門組」其他收錄於 TCI-HSS 資料庫非前述核心期

刊以外之期刊進行分析，希冀藉由分流統計的方式，以更全面

呈現臺灣人社領域學術期刊之利用情形，並對學術出版帶來更

大鼓勵與推廣效益。 

(三) 研究主題趨勢：依「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期刊文獻作者自

訂之關鍵詞，統計分析一年內研究主題關鍵詞，亦利用「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整理分析 110 學年度論文中之研究

主題關鍵詞，以預測近期之研究主題趨勢。  



 
 

目  錄 

壹、臺灣學位論文使用情形 ............................................................... 1 

一、學位論文開放取用 ...................................................................... 1 

(一) 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 ......................................................... 1 

(二) 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 ..................................................... 1 

(三) 授權及下載二項綜合指標 ..................................................... 1 

(四) 學位論文被引用 ..................................................................... 2 

二、學位論文研究主題 ...................................................................... 2 

(一) 110 學年度各學門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 ........................... 2 

(二) 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學門分析 ...................................... 4 

(三) 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趨勢與學校分布 .......................... 8 

(四) 使用者關注之熱門學位論文主題 ......................................... 8 

(五) 111 年熱門下載之學位論文 .................................................. 8 

貳、期刊學術資源使用情形 ............................................................... 9 

一、 被調閱與下載次數最多之期刊 .................................................. 9 

二、 TCI-HSS 資料庫學術期刊之「5 年影響係數」 ........................ 10 

三、 TCI-HSS 資料庫學術期刊「長期被引用數」統計 .................... 11 

四、 TCI-HSS 資料庫各學門期刊論文被引用數統計 ....................... 13 

五、 期刊論文研究主題趨勢 ............................................................ 14 

參、結論 ........................................................................................... 18 

【附錄】 ........................................................................................... 21 

附錄 1-1  各校院學位論文授權、全文下載及綜合排行 ............................... 21 
附錄 1-2  近 5 年學位論文熱門檢索詞 ........................................................... 27 
附錄 1-3  111 年碩士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次數排行 .................................... 27 
附錄 1-4  111 年博士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次數排行 .................................... 29 
附錄 1-5  110 學年度全國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 ................................ 30 
附錄 2-1  TCI-HSS 資料庫「精選組」（核心期刊）110 年各學門「5 年影響

係數」與「長期被引用數」統計 .................................................... 36 
附錄 2-2  TCI-HSS 資料庫「熱門組」（非核心期刊）110 年各學門「5 年影

響係數」與「長期被引用數」統計 ................................................ 45 
附錄 2-3  TCI-HSS 資料庫各學門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統計 .......................... 55 



1 
 

壹、 臺灣學位論文使用情形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提供讀者經授權的電子學位論

文全文，為我國重要的學術研究支援平臺。以下將統計各大學博碩士

論文授權、下載以及使用情形，呈現國內各大學校院電子學位論文開

放取用之情形，另就系統之統計數據如關鍵詞，以視覺化方式呈現本

年度學位論文研究趨勢。 

一、 學位論文開放取用 

依「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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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現臺灣電子學

位論文開放與取用的現況，結果詳如附錄 1-1： 

(一) 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 

1. 成功大學、逢甲大學、臺北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分別為 110

學年度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數」最高之公、私立綜合大學

與公、私立技職校院。 

2. 中山大學等 14 校、臺北醫學大學等 18 校、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與高雄餐旅大學、朝陽科技大學等 20 校，分別為 110 學年度學

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最高之公、私立綜合大學與公、私

立技職校院(全文授權率達 100%者並列)。 

(二) 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 

1. 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高雄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分別

為 111 年學位論文「被下載次數」最高之公、私立綜合大學與

公、私立技職校院。 

2. 臺灣藝術大學、南華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萬能科技大學分別

為 111 年學位論文「被下載率」最高之公、私立綜合大學與公、

私立技職校院。 

(三) 授權及下載二項綜合指標 

綜合授權及下載二項指標，統計全國公、私立大學及技職

校院於學位論文開放取用的傑出貢獻，公立綜合大學方面，臺

灣師範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表現最優；私立綜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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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面，依序為東吳大學、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公立技

職校院方面，高雄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表

現優異；私立技職校院方面，依序為朝陽科技大學、樹德科技

大學、南臺科技大學。 

(四) 學位論文被引用 

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分析 106 至 110 學

年度學位論文引用歷年學位論文之情形，臺灣師範大學、政治

大學及臺灣大學之學位論文被引用總次數中名列前茅。 

表 1 106-110 學年度學位論文被學位論文引用 

總次數最高前 5 位之學校 

序號 學校名稱 被引用次數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6,050 

2 國立政治大學 50,188 

3 國立臺灣大學 50,169 

4 國立成功大學 44,955 

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0,589 

二、 學位論文研究主題 

「關鍵詞」代表各著作文獻主要研究概念之詞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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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分析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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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研究主題。 

(一) 110 學年度各學門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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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10 學年度學位論文，列出各學門最常被使用前 5

個熱門研究主題關鍵詞，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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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0 學年度各學門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關鍵詞 

學門 熱門研究主題關鍵詞 

教育 
行動研究、學習成效、學習動機、教保服務人員、幸福

感 

商業及管理 
企業社會責任、購買意願、商業模式、服務品質、新冠

肺炎 

工程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卷積神經網路、物聯網、人工智

慧 

社會及行為科

學 

新冠肺炎、地方創生、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壓力、層級

分析法 

民生 滿意度、幸福感、服務品質、參與動機、工作壓力 

人文 一貫道、閱讀理解、隱喻、行動研究、語料庫 

電算機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卷積神經網路、區塊鏈、自然語

言處理 

社會服務 社會工作、工作壓力、長期照顧、自我效能、幼兒園 

法律 
人工智慧、隱私權、營業秘密、公司治理、個人資料保

護 

藝術 貝多芬、奏鳴曲、布拉姆斯、記憶、莫札特 

傳播 社群媒體、深度學習、Instagram、自我揭露、新媒體 

醫藥衛生 生活品質、機器學習、失智症、憂鬱、焦慮 

建築及都市規

劃 

模糊德爾菲法、循環經濟、建築資訊模型、再利用、虛

擬實境 

農業科學 抗氧化、水稻、抗氧化活性、感官品評、抗氧化能力 

設計 
魅力工學、服務設計、狩野模型、虛擬實境、使用者經

驗 

運輸服務 
層級分析法、服務品質、資料包絡分析法、新冠肺炎、

新冠疫情 

自然科學 二維材料、螢光、鈣鈦礦、颱風、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數學及統計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隨機森林、卷積神經網路、決策

樹 

生命科學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細胞凋亡、斑馬魚、抗氧化 

環境保護 火災、成本效益分析、風險評估、職業災害、企業永續 

軍警國防安全 消防安全設備、FDS、風險評估、電鍍、電氣火災 

獸醫 犬、貓、預後因子、膽管結紮、小鼠 

其他 
性態度、性滿意度、親密關係、自我效能、社會交換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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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各學門學位論文關鍵詞進行視覺化產出文字雲如圖 1，

可見「機器學習」、「卷積神經網路」為資訊相關研究重要研究主題，

而「服務品質」、「工作壓力」、「幸福感」則是民生學門中被重視的議

題。 

 

(二) 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學門分析 

110 學年度全國學位論文前 5 熱門研究主題為：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服務品質、新冠肺炎、卷積神經網路，進一步分別

呈現相關主題知識地圖與學門分布。 

1. 深度學習 

分析 110 學年深度學習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主要研究面

向分別為卷積神經網路、機器學習、物件偵測、人工智慧、電

腦視覺 (圖 2)。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工程學門(72.27%)、電算機學

門(11.94%)、商業及管理學門(3.85%)、數學及統計學門(2.85%)、

生命科學學門(1.85%)。 

 

圖 1 110學年度學位論文關鍵詞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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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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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機器學習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個主要研究

面向分別為深度學習、隨機森林、人工智慧、卷積神經網路、

決策樹(圖 3)。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工程學門(50.84%)、電算機學

門(17.62%)、商業及管理學門(13.01%)、醫藥衛生學門(5.72%)、

數學及統計學門(4.26%)。 

圖 3 110 學年「機器學習」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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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品質 

分析 110 學年服務品質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個主要研究

面向分別為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滿意度、品牌形象、購

買意願(圖 4)。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商業及管理學門(64.56%)、民

生學門(11.13%)、電算機學門(5.82%)、工程學門(4.81%)、運輸

服務學門(4.56%) 

圖 4 110 學年「服務品質」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4. 新冠肺炎 

分析 110 學年新冠肺炎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個主要研究

面向分別為事件研究法、COVID-19、疫情、工作壓力、異常報

酬 (圖 5)。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商業及管理學門(51.44%)、社會及

行為科學學門(8.36%)、醫藥衛生學門(6.53%)、民生學門(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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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0 學年「新冠肺炎」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5. 卷積神經網路 

分析 110 學年卷積神經網路相關研究之論文題目，前 5 個主要

研究面向分別為深度學習、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影像辨識、

生成對抗網路(圖 6)、。主要之學門分布為工程學門( 74.8%)、

電算機學門(13.39%)、數學及統計學門(3.41%)、商業及管理學

門( 2.89%)、自然科學學門( 1.05%)。 

圖 6 110 學年「卷積神經網路」相關研究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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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趨勢與學校分布 

綜觀 110 學年度熱門研究主題，綜合大學與技職校院熱門

研究主題存在高度同質性；其中與人工智慧領域中的「深度學

習」相關研究最受青睞，持續蟬聯全國綜合大學與技職校院學

位論文最熱門研究主題。110 學年度「深度學習」相關主題學位

論文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等 3 校最多；110 學年度「機器學習」亦是人智慧相關主題，相

關學位論文則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等 3 校最多，可見人工智慧領域為近期的研究熱點。

「服務品質」相關研究歷久彌新，於 103-108 學年度熱門研究

主題排行榜前五名，110 學年度「服務品質」相關主題學位論文

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中華大學、亞洲大學等 3 校最多。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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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臺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 111 年使用者檢索歷程記錄，

「疫情」、「教育」、「幼兒」、「行銷」及「滿意度」為 111 年熱門

主題排行榜前 5 名。其中，由於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延燒，

因此與「疫情」相關之研究，一舉躍升為 111 年最受關注的熱

門主題。而「教育」與「幼兒」自 109 年起已連續 3 年進榜，

代表教育與幼兒仍是高度關注的社會議題。近 5 年學位論文熱

門檢索詞，請見附錄 1-2。 

(五) 11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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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下載最熱門的碩士論文為「真實與虛構」 (附錄 1-3)；

博士論文最熱門的則是「男同志網球社群的形成與變遷」(附錄

1-4)。進一步探討，林彥妮所著「真實與虛構」碩士論文曾因其

特殊著作體例，成為今年網路論壇討論之熱門事件，另一方面，

網路紅人蔡緯嘉(百萬 Youtuber 蔡阿嘎)所著作碩士論文「都市

原住民族勞動市場排除之研究-以大台北地區大專生原住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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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羽球球后戴資穎所著碩士論文「剖析世界頂尖羽球女單之

優劣」，以及前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所著博士論文「體外膜氧合術：

臨床應用與預後之預測」亦為使用者關注之論文，可見現實生

活中的熱門事件與名人，為影響使用者關注學位論文的重要因

素之一。 

整體而論，「論文寫作」、「網路購物」、「消費者行為」、「服務品

質」、「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勞動市場」及「性

別認同」等相關主題皆是使用者長期關注的焦點。 

貳、 期刊學術資源使用情形 

國圖長期維運「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及「臺灣人文及社會

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簡稱 TCI-HSS 資料庫)」至今，其收錄之廣度及

深度，已成為我國學術資源利用重要的平臺。此部分將利用上述兩項

資料庫所收錄之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學術期刊相關統計，以

呈現國圖資料庫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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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全文及提供紙本期刊調閱服務。藉由 111 年國圖期刊閱覽服務

統計，觀察期刊被使用之情形，使用者透過前述形式之總使用數

為 160 萬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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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表 3 被調閱與下載次數最多之期刊 

排序 刊名 次數 

1 《中外文學》 27,755  

2 《建築學報》 24,566  

3 《學校體育》 23,469  

4 《品質月刊》 23,011  

5 《警學叢刊》 22,113  



10 
 

6 《國防雜誌》 19,841  

7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18,468  

8 《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18,200  

9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17,417  

10 《中華體育季刊》 16,789  

二、 TCI-HSS 資料庫學術期刊之「5 年影響係數」 

有關 110 年 TCI-HSS 資料庫收錄人社領域學術期刊之 5 年影響係

數統計，有別於歷年相關報告所採取的全面檢視，110 年度將分為 2

組別：(1)「精選組」為使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簡稱國科會人社中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

刊收錄」實施方案所收錄之人文學及社會學核心期刊，以及(2) 「熱

門組」其他收錄於 TCI-HSS 資料庫非前述核心期刊以外之期刊進行

分析，希冀藉由分流統計的方式，以更全面呈現臺灣人社領域學術期

刊之利用情形，並對學術出版帶來更大鼓勵與推廣效益。 

統計過程如遇刊名變更，但卷期繼續之期刊，本項統計中則視為

同一刊物，分別取得新舊刊名的該年度影響係數值後，再將新舊期刊

引用次數相加，然後除以新舊刊文章合計數，並以現行刊名於表 4 中

呈現： 

表 4  TCI-HSS 資料庫 110 年各學門期刊 5 年影響係數最高之期刊 

學門 

精選組(核心期刊) 熱門組(非核心期刊) 

刊名 
5 年 

影響係數 
刊名 

5 年 

影響係數 

01 文學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0.123 東海中文學報 0.063 

02 語言 
Taiwan Journal of 
TESOL 

0.116 東吳日語教育學報  0.128 

03 歷史 臺灣史研究  0.256 師大臺灣史學報  0.300 

04 哲學/宗教
研究 

臺大佛學研究  0.061 華人宗教研究  0.083 

05 人類 考古人類學刊  0.138 全球客家研究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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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精選組(核心期刊) 熱門組(非核心期刊) 

刊名 
5 年 

影響係數 
刊名 

5 年 

影響係數 

06 教育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0.815 教學實踐與創新  0.708 

07 心理 本土心理學研究  0.393 輔導與諮商學報  0.343 

08 法律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 
0.333 高大法學論叢  0.231 

09 政治 選舉研究  0.553 文官制度  0.098 

10 經濟 經濟論文叢刊  0.417 農業經濟叢刊  0.111 

11 社會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刊  
0.295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

區研究學刊  
0.328 

12 傳播 傳播研究與實踐  0.368 傳播文化與政治  0.068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戶外遊憩研究  0.350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0.337 

14 藝術 藝術教育研究  0.20 博物館學季刊  0.21 

15 管理 管理學報  0.305 商管科技季刊  0.25 

16 體育 臺灣運動心理學報  0.534 運動教練科學  0.401 

17 圖書資訊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

學  
0.323 檔案  0.1 

18 綜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

刊  
0.222 

通識學刊：理念與

實務  
0.405 

三、 TCI-HSS 資料庫學術期刊「長期被引用數」統計 

「長期被引用數」可做為期刊的長期傳播情形的參考之一。本部

分以收錄於本館 TCI-HSS 資料庫之期刊，並分為以核心期刊為主的

「精選組」，以及其他學術刊物的「熱門組」，統計各學門期刊創刊迄

今期刊「長期被引用數」情形。統計過程如遇刊名變更，但卷期繼續

之期刊，本項統計中則視為同一刊物，以新舊刊名時期之被引用次數

總數合併計算，並以現行刊名於表 5 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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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TCI-HSS 資料庫 110 年各學門長期被引用數最高之期刊 

學門 

精選組(核心期刊) 熱門組(非核心期刊) 

書目資料 
被引用 

總  數 
書目資料 

被引用 

總  數 

01 文學 中外文學  8,774 國文天地  2,220 

02 語言 語言暨語言學  1,541 華文世界 645 

03 歷史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8,902 臺灣風物  4,827 

04 哲學/宗教

研究 

中國文哲研究

集刊  
2,683 鵝湖  4,652 

05 人類 民俗曲藝  2,604 
臺灣原住民族

研究季刊  
494 

06 教育 教育心理學報  6,765 教育研究月刊  9,366 

07 心理 
本土心理學研

究  
5,574 輔導季刊  1,811 

08 法律 
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  
5,773 月旦法學  12,497 

09 政治 問題與研究  5,682 理論與政策  1,878 

10 經濟 經濟論文叢刊  2,920 臺灣銀行季刊  4,181 

11 社會 
臺灣社會研究

季刊  
7,785 社區發展季刊  11,167 

12 傳播 新聞學研究  5,014 傳播文化  168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戶外遊憩研究  4,383 地理研究  1,380 

14 藝術 故宮學術季刊  1,669 博物館學季刊  3,986 

15 管理 管理學報  4,931 財稅研究  2,507 

16 體育 體育學報  7,797 大專體育  9,223 

17 圖書資訊 
教育資料與圖

書館學  
1,340 

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會報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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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精選組(核心期刊) 熱門組(非核心期刊) 

書目資料 
被引用 

總  數 
書目資料 

被引用 

總  數 

18 綜合 思與言  5,079 護理雜誌  9,058 

本報告以「5 年影響係數」以及「長期被引用數」兩項數據指

標呈現期刊資源風貌(詳附錄 2-1、2-2)，但此兩項數據指標絕非權

衡刊物品質、評價或權威性質的唯一參考。綜觀人文及社會科學領

域之引用行為，如刊載論文類型、研究主題、各學門研究人員、學

術成果產出數量及學門刊物數量等，均可能影響期刊的被引用次數，

因此，本報告所呈現之資料庫利用情形與相關統計旨在提供讀者參

考，並不涉入任何內容評比。 

四、 TCI-HSS 資料庫各學門期刊論文被引用數統計 

本項統計以本館 TCI-HSS 資料庫之期刊被引用次數為基礎，統

計各學門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期刊論文（如表 6），以期刊學門分類為

主，而非論文本身。如藝術學門被引用數統計最高的論文為《藝術

學報》第 61 期所刊載之〈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評鑑量表編製之研

究〉，即因該刊雖屬藝術學門期刊，但亦收錄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論文之故，以供讀者對於人社領域學術研究另一種角度的觀察。(附

錄 2-3) 

表 6 TCI-HSS 資料庫各學門被引用數最高之期刊論文 

學門 期刊論文 
被引用 

次  數 

01 文學 
龔鵬程、齊邦媛(1983)。史詩與詩史。中外文

學，12:2=134，102-129。 

61 

02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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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75-419。 

27 

03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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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1042。 

96 

04 哲學/宗教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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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 

50 

05 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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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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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刊，28。 

06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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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3-242。 

173 

07 心理 
鄭伯壎(1995)。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本

土心理學研究，3，142-219。 

215 

08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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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5-148。 

67 

09 政治 
陳陸輝(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

遷。選舉研究，7:2，109-141。 

126 

10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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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13-147。 

110 

11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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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7-13786。 

584 

12 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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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8。 

50 

13 區域研究

及地理 

高俊雄(1995)。休閒利益三因素模式。戶外遊

憩研究，8:1，15-28。 

146 

14 藝術 
陳木金(1997)。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評鑑量

表編製之研究。藝術學報，61，221-253。 

52 

15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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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79-98。 

442 

16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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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309。 

96 

17 圖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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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10-238。 

31 

18 綜合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

9:1/2，1-61。 

191 

五、 期刊論文研究主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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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章中所揭示的關鍵詞，進行 111 年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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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篇目關鍵詞的詞頻統計分析，據以探析該年度期刊論文研究

主題。 

（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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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之學術期刊篇目

計 1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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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人工智慧」、

「臺灣」、「深度學習」、「氣候變遷」、「中國」、「永續發展」、

「COVID-19 疫情」、「淨零排放」及「日本」，如表 7。 

表 7  111 年學術期刊論文之前 10 名研究主題關鍵詞 

序號 熱門研究主題 被研究次數 

1 COVID-19 肺炎 353 

2 人工智慧 151 

3 臺灣 105 

4 深度學習 87 

5 氣候變遷 83 

6 中國 73 

7 永續發展 73 

8 COVID-19 疫情 73 

9 淨零排放 71 

10 日本 71 

總計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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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分析期刊論文之研究主題，本文整理 111年學術期刊論

文最常出現的前 10 個關鍵詞以及其同篇論文所有關鍵詞，結果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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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前 10個研究主題關鍵詞與同篇期刊論文出現之關鍵詞 

序號 主題關鍵詞 同篇期刊論文出現之關鍵詞 

1 COVID-19 肺炎 
疫苗、中醫藥、公共衛生、COVID-19 病

毒、中醫、大流行、傳染病防治法 

2 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物聯網、大數據、

產品責任、科技治理、自駕車 

3 臺灣 
COVID-19 肺炎、中國、美國、瑞典、認

同、盛行率、北臺灣 

4 深度學習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卷積神經網路、

自然語言處理、影像辨識、物件偵測、

動作捕捉 

5 氣候變遷 
永續發展、淨零排放、巴黎協定、全球

暖化 

6 中國 
臺灣、香港、美國、歐盟、國家安全、人

權 

7 永續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氣候變遷、綠色金融、

公司治理、淨零碳排、資訊揭露、投資

仲裁 

8 COVID-19 疫情 
線上教學、優化策略、遠距教學、數據

包絡分析法 

9 淨零排放 
氣候變遷、能源轉型、氫能、能源政策、

碳交易 

10 日本 韓國、藥物濫用、福島核災、核電 

將關鍵詞進行權威控制。若將關鍵詞中包含 covid-19 的詞，都

歸類為 covid-19、淨零排放與淨零碳排歸類為淨零碳排。利用

VOSviewer進行共現詞分析。關鍵詞主要分成三個群組：人工智慧、

氣候變遷與淨零碳排、covid-19，如圖 7、圖 8、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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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人工智慧關鍵字共現群組 

圖 8 氣候變遷與淨零碳排關鍵字共現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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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I 群組中出現了許多 AI 技術應用於影像處理的關鍵字，

諸如物件偵測、影像辨識、動作捕捉等。也出現需要應用影像處

理 AI 的場域，如：物聯網、自駕車，這些影像處理的關鍵詞是 110

年所沒有出現的，顯示 111 年的研究熱點較關注於此。淨零碳排

與氣候變遷群組包含能源轉型、全球暖化、社會企業責任等關鍵

字，這些關鍵字在 111 年分析報告中也有出現，顯示研究者對於

此議題持續關注。與去年分析相比，雖然 covid-19 仍為熱門關鍵

詞，但出現次數已有下降趨勢(111 年 4 次、1110 年 9 次)，顯示

covid-19 的相關研究熱度有下降的現象。covid-19 的連結到數位學

習、公共衛生、區域政治的相關關鍵字，與 110 年分析結果相仿。 

參、 結論 

本文依據客觀的計量統計結果與排序，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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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等資料庫中學術傳播歷程所反映之

研究風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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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量能。 

圖 9 covid-19 關鍵字共現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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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國大學校院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續創新高 

在教育部的指導下，國圖除了持續溝通與宣導，推廣學位論

文共建共享與永久典藏的理念之外，亦持續結合各大學圖書館

的力量，完整蒐集國內學位論文書目資料及電子檔案，並鼓勵

研究生授權上網公開，共同為提升臺灣之國際學術能見度及影

響力而努力。近年來，全國大學校院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授權

率持續成長，繼 109 學年度首度突破 80%大關後，110 學年度

續創歷年新高，達到 88.91%，較去年增加近 8%，顯示國內大

學校院逐年落實開放近用之理念。根據統計，110 學年度國內

139 所大學校院中，已有 86 所電子全文授權率達 100%，成長

數量亦創歷年新高(附錄 1-5)。此外，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

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等多校的電子

全文授權率均較 109 學年度大幅成長。 

 

圖 10 106-110 學年全國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 

二、 「疫情」、「教育」及「幼兒」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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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使用者的

熱門檢索詞，發現由於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延燒，因此，與「疫情」

相關之研究，一舉躍昇為 111 年最受民眾關注的熱門主題。此外，近

年來臺灣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相關議題持續發酵，而教育與幼兒相關主

題也持續成為民眾高度關注的社會現象。其次，觀察分析 111 年的熱

門論文下載情形，「論文寫作」、「網路購物」、「消費者行為」、「服務

65.89% 67.70% 69.86%

81.18%
88.91%

106                   107                    108                  1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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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勞動市場」及「性

別認同」等相關主題皆成為使用者所關注的焦點。 

三、 「人工智慧」相關研究熱度持續 

由 111 年「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學術期刊論文前 10 名之

研究主題關鍵詞統計可見，與去年報告類似，人工智慧(AI)仍為除

COVID-19 外使用最多之關鍵字，顯見近年相關研究被重視程度;另

一方面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觀察，發現 110 學年度

整體學位論文之主題分布，亦延續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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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研究主題（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卷積神經網路）均包含「人工智慧」之研究面向，且此 3

大研究主題，各有多達 50-74% 以上之學位論文是工程學門的研究

成果，足見近年來國內有關「人工智慧」之研究在工程相關科系中

持續受到高度重視。此外，在 110 學年度當中，相關之熱門研究主

題除了工程學門外，亦擴及電算機、傳播、醫藥衛生、數學及統計、

生命科學等學門。另一方面，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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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現實生活的事件與人物為影響使用者關注學位論文重要因素 

本年度使用者關注之熱門學位論文中林彥妮所著「真實與虛構」

碩士論文，為今年網路論壇討論之熱門事件;而網路紅人蔡緯嘉(百萬

Youtuber 蔡阿嘎) 與世界羽球球后戴資穎所著碩士論文，以及前臺北

市市長柯文哲所著博士論文亦為使用者關注熱點，使用者會因近期發

生的熱門事件，或是為了喜愛甚至是不喜愛的人物進一步檢索、下載

與閱讀學術資料，或許學術與生活中間的界線，並非想像中的壁壘分

明，未來圖書館可以結合時事，將學術資源進一步推廣至普羅大眾，

提升全民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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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1  各校院學位論文授權、全文下載及綜合排行 

➢ 110 學年度學位論文「授權數」最多之大學校院 

 統計範圍：歷年學位論文書目總數 1,000 筆以上納入統計 

 公立綜合大學、技職校院各取前 5 序位 

組別 排序 學校名稱 已授權全文 書目 

 

公立綜合大學組 

 

1 國立成功大學 3,075 3,195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2,563 3,425 

3 國立臺灣大學 2,211 4,363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742 1,930 

5 國立清華大學 1,666 2,099 

私立綜合大學組 

1 逢甲大學 948 1,023 

2 輔仁大學 814 819 

3 中原大學 759 867 

4 淡江大學 670 878 

5 東吳大學 569 570 

公立技職校院組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832 1,850 

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658 1,666 

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584 1,818 

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18 1,024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26 449 

私立技職校院組 

1 朝陽科技大學 350 350 

2 南臺科技大學 309 309 

3 樹德科技大學 195 195 

4 明志科技大學 185 185 

5 明新科技大學 18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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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學位論文「授權率」最高之大學校院 

 統計範圍：歷年學位論文書目總數 1,000 筆以上始納入統計 

組別 排序 學校名稱 
已授權 

全  文 
書目 授權率 

公立綜合
大學組(前
14名並列) 

1 國立中山大學 1,374 1,374 100% 

1 國立中正大學 1,372 1,372 100%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693 693 100% 

1 臺北市立大學 578 578 100% 

1 國立臺南大學 423 423 100%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395 395 100% 

1 國立屏東大學 381 381 100% 

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33 233 100% 

1 國立宜蘭大學 213 213 100% 

1 國立聯合大學 161 161 100% 

1 國立體育大學 144 144 100% 

1 中央警察大學 109 109 100% 

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07 107 100% 

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67 67 100% 

私立綜合
大學組(前
18名並列) 

1 臺北醫學大學 459 459 100% 

1 亞洲大學 440 440 100% 

1 高雄醫學大學 372 372 100% 

1 中國醫藥大學 285 285 100% 

1 南華大學 283 283 100% 

1 靜宜大學 277 277 100% 

1 大葉大學 267 267 100% 

1 中華大學 224 224 100% 

1 開南大學 223 223 100% 

1 佛光大學 180 180 100% 

1 長榮大學 155 155 100% 

1 實踐大學 124 124 100% 

1 慈濟大學 102 102 100% 

1 華梵大學 74 74 100% 

1 明道大學 65 65 100% 

1 玄奘大學 62 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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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排序 學校名稱 
已授權 

全  文 
書目 授權率 

1 真理大學 32 32 100% 

1 康寧大學 6 6 100% 

公立技職
校院組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 

204 204 100%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68 68 100%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658 1,666 99.52% 

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54 356 99.44%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18 1,024 99.41% 

私立技職
校院組(前
20名並列) 

1 朝陽科技大學 350 350 100% 

1 南臺科技大學 309 309 100% 

1 樹德科技大學 195 195 100% 

1 明志科技大學 185 185 100% 

1 崑山科技大學 155 155 100% 

1 嶺東科技大學 153 153 100% 

1 嘉南藥理大學 140 140 100% 

1 中華科技大學 138 138 100% 

1 育達科技大學 124 124 100% 

1 遠東科技大學 121 121 100% 

1 萬能科技大學 102 102 100% 

1 中臺科技大學 97 97 100% 

1 高苑科技大學 90 90 100% 

1 大仁科技大學 89 89 100% 

1 美和科技大學 87 87 100% 

1 弘光科技大學 84 84 100% 

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68 68 100% 

1 建國科技大學 60 60 100% 

1 聖約翰科技大學 51 51 100% 

1 南開科技大學 44 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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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數」最多之大學校院 

 統計範圍：歷年學位論文書目總數 1,000 筆以上納入統計 

 公立綜合大學、技職校院各取前 5 序位 

組別 排序 學校名稱 
111 年 

下載數 

歷  年 

授權數 

公立綜合

大學組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62,916 27,113 

2 國立成功大學 161,378 49,618 

3 國立中正大學 161,339 28,657 

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41,816 48,107 

5 國立清華大學 126,806 34,042 

私立綜合

大學組 

1 輔仁大學 123,301 18,113 

2 南華大學 97,325 8,162 

3 中國文化大學 96,534 13,109 

4 東海大學 84,247 12,994 

5 東吳大學 82,672 10,605 

公立技職

校院組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40,894 30,524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4,426 20,027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2,225 27,412 

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76,352 28,489 

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1,150 10,960 

私立技職

校院組 

1 朝陽科技大學 65,515 9,492 

2 南臺科技大學 56,240 8,838 

3 樹德科技大學 30,891 4,467 

4 崑山科技大學 22,860 4,248 

5 嶺東科技大學 18,458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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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率」最高之大學校院 

 統計範圍：歷年學位論文書目總數 1,000 筆以上納入統計 

 公立綜合大學、技職校院各取前 5 序位 

組別 排序 學校名稱 
111 年 

下載數 

歷  年 

授權數 

111 年 

下載率 

公立綜合

大學組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45,960  4,216 10.90%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72,595  7,403 9.81%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62,916  27,113 9.70% 

4 臺北市立大學 88,854  9,234 9.62% 

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8,952  2,069 9.16% 

私立綜合

大學組 

1 南華大學 97,325  8,162  11.92% 

2 實踐大學 24,432  2,603  9.39% 

3 玄奘大學 21,256  2,715  7.83% 

4 東吳大學 82,672  10,605  7.80% 

5 中國文化大學 96,534  13,109  7.36% 

公立技職

校院組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0,275  870  11.81% 

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4,941  1,277  11.70% 

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6,877  3,350  8.02% 

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541  1,638  6.44%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4,426  20,027  5.21% 

私立技職

校院組 

1 萬能科技大學 15,383  1,427  10.78% 

2 弘光科技大學 7,733  879  8.80% 

2 南開科技大學 9,658  1,122  8.61% 

4 嶺東科技大學 18,458  2,151  8.58% 

5 遠東科技大學 8,124  1,041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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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下載等二項綜合指標最高之大學校院排行 

統計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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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學校名稱 A1 A2 B1 B2 總分 

公立綜合大學組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2 23 35 33 123 

2 國立臺北大學 23 34 28 29 114 

3 臺北市立大學 22 34 25 32 113 

4 國立中正大學 27 35 33 16 111 

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4 35 27 24 110 

私立綜合大學組 

1 東吳大學 37 40 37 38 152 

2 輔仁大學 40 36 41 35 152 

3 中國文化大學 35 39 39 37 150 

4 南華大學 26 41 40 41 148 

5 東海大學 36 38 38 32 144 

私立技職校院組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 11 12 7 41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 9 11 8 37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2 8 10 4 34 

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5 12 7 10 34 

5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 12 5 11 30 

私立技職校院組 

1 朝陽科技大學 51 51 51 44 197 

2 樹德科技大學 49 51 49 45 194 

3 南臺科技大學 50 51 50 41 192 

4 嶺東科技大學 45 51 47 48 191 

5 萬能科技大學 37 51 44 51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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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近 5 年學位論文熱門檢索詞 

排序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 雲端運算 壓力 教育 教育 疫情 

2 大數據 大數據 幼兒 幼兒 教育 

3 情緒 情緒 行銷 國小 幼兒 

4 電子商務 問卷 滿意度 疫情 行銷 

5 繪本 繪本 法律 滿意度 滿意度 

附錄 1-3  111 年碩士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次數排行 

排行 題名/作者（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下載數 

1 真實與虛構 

作者：林彥妮/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90/碩士/社

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江宜樺 

2,986 

2 都市原住民族勞動市場排除之研究-以大台北地區大專

生原住民為例 

作者：蔡緯嘉/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碩士班/97/

碩士/社會服務學門 

指導教授:張菁芬 

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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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 

4 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

Covid-19 期間 ESG 的價值 

作者：郭芷因/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109/碩士/商

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林憶樺 

1,378 

5 失能的恐懼 ─ 一個研究生寫不出論文的反思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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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題名/作者（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下載數 

作者：林依青/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103/碩士/社會

服務學門 

指導教授:王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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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 

7 剖析世界頂尖羽球女單之優劣 

作者：戴資穎/臺北市立大學/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106/

碩士/民生學門 

指導教授:陳奕良 

75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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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 

9 性與不只是性-網路自拍研究 

作者：許若書/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93/碩士/商

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陳志賢 

741 

10 公司績效和環境、社會與治理(ESG)之關聯性：疫情期

間 ESG 的價值 

作者：戴成真/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金融管

理碩士在職專班/110/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蔡文榮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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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111 年博士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次數排行 

排行 題名/作者（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下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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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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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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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4 全球化與碳排放之關係研究 

作者：林挺正/逢甲大學/金融博士學位學程/110/博士/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張倉耀 

290 

5 觀眾選擇電影院與 OTT 影音串流平台之媒體產業經

營實務探討 

作者：張逸方/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110/博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吳佩芬 

28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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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7 隋唐時期醫學中之咒禁療法研究 

作者：林本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98/博士/人

文學門 

指導教授:王吉林 

238 

8 例外狀態的統治與救贖：論阿岡本的兩種例外狀態模

式 

作者：柯朝欽/東海大學/社會學系/95/博士/社會及行

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朱元鴻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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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探討護理人員專業生活品質、健康狀況、工作投入與

工作留任意願及離職行為的相關性 

作者：豔晴/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110/

博士/醫藥衛生學門 

指導教授:黃立琪 

220 

10 流動、歡娛，及演出：一個陣頭田野研究 

作者：張慈宜/輔仁大學/心理學系/96/博士/社會及行

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丁興祥 

212 

 

 

附錄 1-5  110 學年度全國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 

校院名稱 全文授權數 書目量 授權率 

國立中山大學 1,374 1,374 100% 

國立中正大學 1,372 1,372 10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693 693 100% 

臺北醫學大學 459 459 100% 

亞洲大學 440 440 100% 

國立臺南大學 423 423 10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395 395 100% 

國立屏東大學 381 381 100% 

高雄醫學大學 372 372 100% 

朝陽科技大學 350 350 100% 

南臺科技大學 309 309 100% 

中國醫藥大學 285 285 100% 

南華大學 283 283 100% 

靜宜大學 277 277 100% 

大葉大學 267 267 10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33 2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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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名稱 全文授權數 書目量 授權率 

中華大學 224 224 100% 

開南大學 223 223 100% 

國立宜蘭大學 213 213 10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04 204 100% 

樹德科技大學 195 195 100% 

明志科技大學 185 185 100% 

佛光大學 180 180 100% 

國立聯合大學 161 161 100% 

長榮大學 155 155 100% 

崑山科技大學 155 155 100% 

嶺東科技大學 153 153 100% 

國立體育大學 144 144 100% 

嘉南藥理大學 140 140 100% 

中華科技大學 138 138 100% 

育達科技大學 124 124 100% 

實踐大學 124 124 100% 

遠東科技大學 121 121 100% 

中央警察大學 109 109 10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07 107 100% 

慈濟大學 102 102 100% 

萬能科技大學 102 102 100% 

中臺科技大學 97 97 100% 

國立金門大學 92 92 100% 

高苑科技大學 90 90 100% 

大仁科技大學 89 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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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名稱 全文授權數 書目量 授權率 

美和科技大學 87 87 100% 

弘光科技大學 84 84 100%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82 82 100% 

華梵大學 74 74 100%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68 68 10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68 68 10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7 67 100% 

輔英科技大學 66 66 100% 

中國科技大學 65 65 100% 

明道大學 65 65 100% 

長庚科技大學 65 65 100% 

東南科技大學 64 64 100% 

玄奘大學 62 62 100% 

建國科技大學 60 60 100%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59 59 100% 

環球科技大學 52 52 100% 

聖約翰科技大學 51 51 100% 

吳鳳科技大學 50 50 10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47 47 100% 

南開科技大學 44 44 100% 

醒吾科技大學 38 38 100% 

馬偕醫學院 36 36 100% 

致理科技大學 35 35 100%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33 33 100% 

真理大學 32 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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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名稱 全文授權數 書目量 授權率 

修平科技大學 31 31 100%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29 29 100%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27 27 100%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27 27 100% 

華夏科技大學 25 25 100% 

一貫道天皇學院 23 23 100% 

台灣首府大學 20 20 100% 

景文科技大學 20 20 100% 

大漢技術學院 19 19 100%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9 19 10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9 19 100% 

亞東科技大學 13 13 100% 

僑光科技大學 13 13 100%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12 12 1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

學院 
10 10 10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9 9 100% 

康寧大學 6 6 100% 

中州科技大學 5 5 100% 

慈濟科技大學 5 5 100% 

南亞技術學院 1 1 100% 

國立臺北大學 596 597 99.83% 

臺北市立大學 577 578 99.83% 

東吳大學 569 570 99.82% 

中國文化大學 470 471 99.79% 

元智大學 465 466 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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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名稱 全文授權數 書目量 授權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351 352 99.72% 

東海大學 558 560 99.6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658 1,666 99.52% 

國防醫學院 197 198 99.49% 

明新科技大學 184 185 99.46% 

世新大學 355 357 99.4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54 356 99.4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18 1,024 99.41% 

輔仁大學 814 819 99.39% 

國立高雄大學 303 305 99.34% 

正修科技大學 142 143 99.3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55 257 99.22% 

健行科技大學 116 117 99.15% 

龍華科技大學 106 107 99.0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832 1,850 99.0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73 175 98.8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881 892 98.7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337 343 98.2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536 546 98.17% 

銘傳大學 454 463 98.06% 

法鼓文理學院 48 49 97.96% 

東方設計大學 80 82 97.56% 

文藻外語大學 37 38 97.37% 

國防大學 266 275 96.73% 

國立成功大學 3,075 3,195 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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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26 449 94.8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3 214 94.86% 

逢甲大學 948 1,023 92.67% 

大同大學 106 116 91.38% 

國立東華大學 445 489 91% 

國立中興大學 1,664 1,831 90.8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742 1,930 90.26% 

中山醫學大學 239 268 89.18% 

中原大學 759 867 87.5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584 1,818 87.13% 

國立嘉義大學 501 576 86.98% 

國立臺東大學 181 215 84.19% 

一貫道崇德學院 9 11 81.82% 

國立中央大學 1,522 1,906 79.8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543 680 79.85% 

國立清華大學 1,666 2,099 79.37% 

長庚大學 367 472 77.75% 

淡江大學 670 878 76.3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2,563 3,425 74.83% 

國立政治大學 1,271 1,704 74.5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39 65 60% 

國立臺灣大學 2,211 4,363 50.68% 

義守大學 19 264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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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TCI-HSS 資料庫「精選組」（核心期刊）110 年各學門「5

年影響係數」與「長期被引用數」統計 

學門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文
學 

1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國立台灣文學館 0.123 

2 臺大中文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0.115 

3 臺灣文學學報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系 0.08 

4 成大中文學報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0.079 

5 淡江中文學報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0.071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中外文學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 
8,774 

2 臺大中文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1,931 

3 國文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 

1,259 

4 中國學術年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
究所 

1,177 

5 成大中文學報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952 

2 
語
言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Taiwan Journal of 

TESOL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0.116 

2 編譯論叢 國家教育研究院 0.115 

3 華語文教學研究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0.076 

4 臺灣語文研究 台灣語文學會 0.073 

5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0.043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語言暨語言學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541 

2 華語文教學研究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404 

3 台灣日語教育學報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319 

4 編譯論叢 國家教育研究院 315 

5 臺灣語文研究 台灣語文學會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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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
史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臺灣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0.256 

2 國史館館刊 國史館 0.172 

3 臺大歷史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0.117 

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報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0.116 

5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
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0.113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 

8,902 

2 臺灣文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5,693 

3 新史學 新史學雜誌社 3,676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653 

5 臺灣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3,027 

4 

哲
學
與
宗
教
研
究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臺大佛學研究 
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
中心 

0.061 

2 東吳哲學學報 東吳大學 0.043 

3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 

0.027 

4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
論評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0.024 

5 臺灣宗教研究 臺灣宗教學會 --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 

2,683 

2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
論評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955 

3 東吳哲學學報 東吳大學 345 

4 臺灣宗教研究 臺灣宗教學會 318 

5 臺大佛學研究 
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
中心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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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類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考古人類學刊 
《考古人類學刊》編輯委
員會 

0.138 

2 民俗曲藝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
基金會 

0.107 

3 臺灣人類學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臺灣人類學刊編輯委
員會 

0.074 

4 中國飲食文化 
財團法人中國飲食文化基
金會 

0.016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民俗曲藝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
基金會 

2,604 

2 臺灣人類學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臺灣人類學刊編輯委
員會 

584 

3 考古人類學刊 
《考古人類學刊》編輯委
員會 

384 

4 中國飲食文化 
財團法人中國飲食文化基
金會 

217 

6 

教
育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0.815 

2 教育實踐與研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0.769 

3 教育心理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理與輔導學系(所) 

0.68 

4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
刊 

國家教育研究院 0.625 

5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
報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0.519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教育心理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理與輔導學系(所) 

7,320 

2 教育研究集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 

4,813 

3 課程與教學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4,307 

4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 

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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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與心理研究 
立政治大學教育與心理學
研究期刊編輯委員會 

3,940 

7 

心
理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本土心理學研究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
理學研究室 

0.393 

2 測驗學刊 中國測驗學會 0.288 

3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0.265 

4 中華心理學刊 臺灣心理學會 0.159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本土心理學研究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
理學研究室 

5,780 

2 中華心理學刊 臺灣心理學會 3,959 

3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3,164 

4 測驗學刊 中國測驗學會 1,337 

8 

法
律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0.333 

2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0.291 

3 中研院法學期刊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籌備處 

0.275 

4 政大法學評論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0.256 

5 興大法學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0.238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6,055 

2 政大法學評論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4,185 

3 東吳法律學報 東吳大學法學院 1,544 

4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
集刊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1,287 

5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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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
治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選舉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 

0.553 

2 遠景基金會季刊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
金會 

0.311 

3 行政暨政策學報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 

0.3 

4 公共行政學報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0.292 

5 臺灣民主季刊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0.276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問題與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 

5,969 

2 選舉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 

3,603 

3 政治科學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3,285 

4 中國大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 

2,793 

5 臺灣民主季刊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2,609 

10 

經
濟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經濟論文叢刊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0.417 

2 經濟論文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0.395 

3 公平交易季刊 公平交易委員會 0.215 

4 
經濟研究 . 臺北大
學經濟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0.189 

5 應用經濟論叢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
系 

0.164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經濟論文叢刊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3,064 

2 經濟論文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2,314 

3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
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2,072 

4 公平交易季刊 公平交易委員會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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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
策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968 

 

11
社
會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刊 

臺灣社會政策學會 
0.295 

2 
女學學誌：婦女與
性別研究 

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
中心婦女與性別研究組; 

0.256 

3 臺灣社會學刊 臺灣社會學會 0.245 

4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0.184 

5 臺灣社會學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0.123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8,081 

2 臺灣社會學刊 臺灣社會學會 2,515 

3 臺灣社會學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386 

4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刊 

臺灣社會政策學會 
1,784 

5 人口學刊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
心 

1,661 

12 
傳
播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傳播研究與實踐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0.368 

2 中華傳播學刊 中華傳播學會 0.214 

3 新聞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0.207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次

數 

1 新聞學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5,264 

2 中華傳播學刊 中華傳播學會 1,116 

3 傳播研究與實踐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392 

3

區
域
研
究
及

地
理 

13 
 

 

區 域
研
究
及
地
理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戶外遊憩研究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0.35 

2 都市與計劃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0.324 

3 住宅學報 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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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土地研究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
鄉環境學系;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0.229 

5 地理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
環境資源學系 

0.228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戶外遊憩研究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4,383 

2 都市與計劃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2,178 

3 建築學報 臺灣建築學會 1,559 

4 地理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
環境資源學系 

1,346 

5 住宅學報 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1,293 

14 

藝
術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藝術教育研究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0.2 

2 設計學報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0.141 

3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
史研究集刊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
所 

0.14 

4 藝術學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
所 

0.135 

5 故宮學術季刊 國立故宮博物院 0.114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故宮學術季刊 國立故宮博物院 1,710 

2 設計學報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1,638 

3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
史研究集刊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
所 

680 

4 藝術教育研究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530 

5 戲劇學刊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
院 

284 

15 

管
理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管理學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
學學會 

0.305 

2 科技管理學刊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0.302 

3 電子商務學報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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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評論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0.275 

5 臺大管理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0.258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管理學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
學學會 

4,931 

2 中山管理評論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術研
究中心 

3,186 

3 管理評論 
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進基
金會 

2,973 

4 臺大管理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2,529 

5 運輸計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378 

16 

體
育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臺灣運動心理學報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0.534 

2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
學報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0.49 

3 體育學報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0.484 

4 中華體育季刊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0.357 

5 運動表現期刊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 0.279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體育學報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8,331 

2 中華體育季刊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6,743 

3 大專體育學刊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
會 

4,892 

4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
學報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1,140 

5 臺灣運動心理學報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881 

17 

圖
書
資
訊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
學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0.323 

2 圖書資訊學研究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0.227 

3 圖書資訊學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 

0.119 



44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
學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340 

2 圖書資訊學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 

534 

3 圖書資訊學研究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76 

18 

綜
合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
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 

0.222 

2 
調查研究：方法與
應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
心 

0.191 

3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 0.131 

4 清華學報 國立清華大學 0.125 

5 歐美研究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0.116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思與言 思與言人文社會學社 5,079 

2 漢學研究 漢學研究中心 4,675 

3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
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 

3,584 

4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 3,166 

5 清華學報 國立清華大學 2,813 

*資料下載日期：112 年 2 月 

*TCI-HSS 資料庫收錄之人類學門、心理學門、傳播學門、圖書資訊學門期刊，

僅表中刊物參加核心期刊評比。 

*哲學與宗教研究學門收錄之核心刊物《臺灣宗教研究》，於 2016-2020 年所刊載

文章，未於 2021 年受其他論文引用，因此無法產生 5 年影響係數，故予以排

除。 

 

  



45 
 

附錄 2-2  TCI-HSS 資料庫「熱門組」（非核心期刊）110 年各學門

「5 年影響係數」與「長期被引用數」統計 

此部分統計，由於部分學門收錄之非核心期刊未持續出刊或未完整送存等因素，

以致國圖系統無法客觀統計，故予以排除從缺。 

學門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文
學 

1 東海中文學報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0.063 

2 語文與國際研究 文藻外語大學 0.045 

3 靜宜語文論叢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 0.041 

4 
輔仁中文學報 

(原刊名：輔仁國文學報)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0.035 

5 

輔仁外語學報：語言學、
文學、文化 

（併刊：Fu Jen Studies :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0.034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國文天地 國文天地雜誌社 2,220 

 

書目季刊 

（原刊名：中國書目季
刊） 

書目季刊社;臺灣學生
書局 

791 

2 興大中文學報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
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 

590 

3 中國文學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 

407 

4 東海中文學報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393 

5 
輔仁中文學報 

(原刊名：輔仁國文學報)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367 

2 

語
言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東吳日語教育學報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 

0.128 

2 銘傳日本語教育 
銘傳大學應用語文學
院應用日語學系 

0.054 

3 臺灣華語教學研究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0.039 

4 台灣應用日語研究 臺灣應用日語學會 0.038 

5 世新日本語文研究 
世新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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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華文世界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華語文教育發展基金
會、華文世界雜誌社 

645 

2 東吳日語教育學報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 

259 

3 銘傳日本語教育 
銘傳大學應用語文學
院應用日語學系 

184 

4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
文教育學系 

159 

5 台灣應用日語研究 臺灣應用日語學會 118 

3 

歷
史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師大臺灣史學報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 

0.300 

2 臺灣史料研究 

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
史料基金會;吳氏圖書
有限公司 

0.167 

3 臺灣風物 

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
文化教育基金會;吳氏
圖書有限公司 

0.158 

4 文史臺灣學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
灣文化研究所 

0.118 

5 高雄文獻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0.067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臺灣風物 

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
文化教育基金會;吳氏
圖書有限公司 

4,827 

2 臺灣史料研究 

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
史料基金會;吳氏圖書
有限公司 

1,000 

3 宜蘭文獻雜誌 宜蘭縣史館 863 

4 
硓〔石古〕石：澎湖縣文
化局季刊 

澎湖縣文化局 704 

5 東吳歷史學報 東吳大學歷史系 470 

4 

哲
學
與
宗

教
研
究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華人宗教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
教研究中心 

0.083 

2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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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倫理評論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
究所 

0.078 

4 福嚴佛學研究 福嚴佛學院 0.043 

5 玄奘佛學研究 玄奘大學 0.042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鵝湖 鵝湖月刊社 4,652 

2 孔孟月刊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2,201 

3 中華佛學學報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
所 

1,431 

4 鵝湖學誌 

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
金會、中國哲學研究中
心 

1,131 

5 孔孟學報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1,024 

5 

人
類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全球客家研究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
家文化學院;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
究中心 

0.098 

2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
民族學院 

0.083 

3 民族學界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
系 

0.047 

4 史物論壇 國立歷史博物館 0.04-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
民族學院 

494 

2 客家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
院 

179 

3 全球客家研究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
家文化學院 ;;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國際客家
研究中心 

144 

4 庶民文化研究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
院庶民文化研究中心 

45 

5 民族學界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
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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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
育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
展期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0.618 

2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
育類 

臺北市立大學 0.536 

3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
學會 

0.471 

4 環境教育研究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0.439 

5 教育研究學報 國立臺南大學 0.278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教育研究月刊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9,804 

2 中等教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
大書苑有限公司 

3,653 

3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 

（原刊名：教學科技與媒
體）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
學會 

2,276 

4 特殊教育季刊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
會 

2,203 

5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原刊名：醫學教育） 

Taiwan Associ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1,709 

7 

心
理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輔導與諮商學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 

0.343 

2 習慣領域期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習
慣領域學會 

0.234 

3 應用心理研究 

臺灣應用心理學會、應
用心理研究雜誌社;五
南圖書出版公司 

0.196 

4 輔導季刊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0.160 

5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
會 

0.113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應用心理研究 

臺灣應用心理學會、應
用心理研究雜誌社;五
南圖書出版公司 

4,423 

2 輔導季刊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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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與諮商學報 

（原刊名：彰化師大輔導
學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 

886 

4 習慣領域期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習
慣領域學會 

728 

5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
會 

0.113 

8 

法
律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高大法學論叢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 0.231 

2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東海大學法律系 0.175 

3 

交大法學評論 

（原刊名：科技法學評
論）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
律學院;台灣科技法學
會 

0.171 

 

4 月旦法學 元照出版公司 0.154 

5 法學叢刊 法學叢刊雜誌社 0.130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月旦法學 元照出版公司 13,287 

2 法學叢刊 法學叢刊雜誌社 2,950 

3 軍法專刊 軍法專刊社 2,635 

4 刑事法雜誌 
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
社基金會 

2,126 

5 智慧財產權月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89 

9 

政
治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文官制度 考試院 0.098 

2 全球政治評論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
治研究所 

0.097 

3 臺灣國際研究季刊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0.092 

4 國防雜誌 國防大學 0.092 

5 民主與治理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
系 

0.088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理論與政策 理論與政策雜誌社 1,908 

2 中國行政評論 
中華民國公共行政學
會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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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防雜誌 國防大學 1,274 

4 
文官制度 

（原刊名：考銓季刊） 
考試院 1,390 

5 空大行政學報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 

835 

10 

經
濟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農業經濟叢刊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0.111 

2 臺灣能源期刊 經濟部能源局 0.100 

3 經濟研究  0.092 

4 東吳經濟商學學報 東吳大學 0.088 

5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 

0.053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臺灣銀行季刊 臺灣銀行 4,257 

2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
究院 

2,510 

3 東吳經濟商學學報 東吳大學 899 

4 存款保險資訊季刊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607 

5 農業經濟叢刊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526 

11 

社
會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
究學刊 

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
研究學會 

0.328 

2 運動文化研究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揚
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揚智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0.316 

3 資訊社會研究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
播與科技學系 

0.250 

4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0.250 

5 警察行政管理學報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
理學系暨研究所 

0.236 

11 

社
會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社區發展季刊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 

1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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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學叢刊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
刊雜誌社 

4,625 

3 犯罪學期刊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1,245 

4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 

1,070 

5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
究所 

1,026 

12 

傳
播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傳播文化與政治 媒體改造學社 0.068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傳播文化 輔仁大學傳播學院 168 

2 傳播管理學刊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132 

3 中國廣告學刊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
系 

87 

13 
區
域
研
究
及
地
理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臺灣生態休閒產業管
理學會 

0.337  

2 地理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學系 

0.222 

3 運動與遊憩研究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0.198 

4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編輯委員會 

0.149 

5 休閒與社會研究 
休閒與社會研究編輯
委員會 

0.132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地理研究 

（原刊名：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地理研究報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學系 

1,643 

2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臺灣生態休閒產業管
理學會 

1,318 

3 運動與遊憩研究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061 

4 運動休閒餐旅研究 品度股份有限公司 1,044 

5 土地問題研究季刊 
中國地政研究所、土地
改革紀念館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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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藝
術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博物館學季刊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0.210 

2 夏荊山藝術論衡 
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
藝術基金會 

0.150 

3 
藝術學報(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0.141 

4 科技博物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0.047 

5 設計學年刊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0.043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博物館學季刊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4,205 

2 科技博物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1,412 

3 
藝術學報(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6 

4 臺灣美術 國立臺灣美術館 595 

5 商業設計學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
業設計系暨研究所 

339 

15 

管
理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商管科技季刊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0.250 

2 行銷評論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0.237 

3 商略學報 臺灣管理學會 0.125 

4 臺灣管理學刊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
理系與財金系 

0.114 

5 保險專刊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
展中心 

0.110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財稅研究 財稅研究雜誌社 2,564 

2 保險專刊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
展中心 

1,167 

3 輔仁管理評論 
私立輔仁大學管理學
院 

1,026 

4 企業管理學報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978 

5 醫務管理期刊 
社團法人臺灣醫務管
理學會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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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體
育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運動教練科學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
會;華藝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0.401 

2 臺東大學體育學報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
系 

0.261 

3 成大體育學刊 國立成功大學 0.227 

4 臺灣運動教育學報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0.225 

5 臺大體育學報 
國立臺灣大學體育學
室 

0.222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大專體育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
育總會 

9,223 

2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論叢 

（原刊名：國立體育學院
論叢）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2,140 

3 嘉大體育健康休閒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
健康休閒學系 

1,703 

4 
運動研究 

（原刊名：北體學報）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1,414 

5 運動教練科學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
會;華藝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057 

17
圖
書
資
訊
學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檔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 

0.100 

2 國家圖書館館刊 國家圖書館;國家書店 0.096 

3 圖資與檔案學刊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臺灣學生書局 
0.085 

4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臺北市立圖書館 0.043 

5 公共圖書館研究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0.036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
報 

（原刊名：中國圖書館學
會會報） 

 

中國圖書館學會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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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圖書館館刊 

（原刊名：國立中央圖書
館館刊） 

國家圖書館;國家書店 1,178 

3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臺北市立圖書館 1,143 

4 

圖資與檔案學刊 

（原刊名：圖書與資訊學
刊）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臺灣學生書局; 
982 

5 檔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 

467 

18 

綜
合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5 年影響
係數 

1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 
南臺灣大學校院通識
教育策略聯盟 

0.405 

2 
高雄師大學報 . 教育與
社會科學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0.211 

3 
人文社會學報 . 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0.200 

4 護理雜誌 臺灣護理學會 0.144 

5 醫學與健康期刊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0.122 

序號 期刊刊名 機構 
被引用 

次數 

1 護理雜誌 臺灣護理學會 9,058 

2 哲學與文化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
社 

5,811 

3 榮總護理 榮總護理雜誌社 2,549 

4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 

1,678 

5 復興崗學報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
院 

1,586 

*資料下載日期：11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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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TCI-HSS 資料庫各學門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統計 

學門 
名次 書目資料 

被引用 

次數 

1 

文
學 

1 
龔鵬程、齊邦媛(1983)。史詩與詩史。中外文學，

12:2=134，102-12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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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3-131。 
5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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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116-154。 
52 

4 
陳滿銘(2002)。論幾種特殊的章法。國文學報，31，

175-204。 
50 

5 

廖朝陽(1995)。中國人的悲情: 回應陳昭瑛並論文

化建構與民族認同。中外文學，23:10=274，102-

126。 

46 

6 
顏崑陽(2007)。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

關係。清華中文學報，1，1-67。 
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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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6-43。 
4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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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52-169。 
4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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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6-87。 
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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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77+左 1。 
36 

11 

張隆志(2006)。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

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

究集刊，2，33-58。 

36 

12 
廖咸浩(1995)。超越國族：為什麼要談認同？。中

外文學，24:4=280，61-76。 
3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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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141-

152。 

36 

14 
Aristotle、胡耀恆 (1987)。詩學。中外文學，

16:4=184，4-38。 
3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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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8-10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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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希杰(2002)。章法學門外閑談。國文天地，

18:5=209，92-101。 
3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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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44。 

3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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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87+287-28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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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141-147。 
35 

20 
邱貴芬(1992)。「發現臺灣」: 建構臺灣後殖民論

述。中外文學，21:2=242，151-167。 
34 

2 

語
言
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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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41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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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56。 
26 

3 

龔煌城(1997)。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

上古-rj-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聲韻論叢，

6，195-243。 

25 

4 

陳淑娟(2010)。臺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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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25-468。 

24 

5 

Chang, Yu-ying(2010)。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for Subject Courses in Tertiary Education: Reactions 

from Taiwa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Taiwan 

International ESP Journal，2:1，53-82。 

22 

6 
李翠芳(1996)。大學部口譯課程的教學規劃。翻譯

學研究集刊，1，117-140。 
22 

7 

張榮興、黃慧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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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81-

705。 

22 

8 

湯志真 (2005) 。 Nouns or Classifiers: A Non-

Movement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語言

暨語言學，6:3，431-472。 

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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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62。 
22 

10 戴浩一(2003)。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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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in Chinese。語言暨語言學，4:2，301-

316。 

11 
洪惟仁(2013)。臺灣的語種分布與分區。語言暨語

言學，14:2，315-369。 
21 

12 
鍾榮富(2006)。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規律與方向。語

言暨語言學，7:2，523-544。 
20 

13 

孫天心(2000)。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語言暨語言學，1:1，161-190。 

20 

14 

賴惠玲 (2003) 。 Hakka LAU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語言暨語言學，4:2，353-

378。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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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49。 
19 

16 
廖柏森(2009)。溝通式翻譯教學法之意涵與實施。

編譯論叢，2:2，65-91。 
1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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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7-434。 
19 

18 

賴 惠 玲 (2001) 。 On Hakka BUN: A Case of 

Polygrammaticalization。語言暨語言學，2:2，137-

153。 

19 

19 

廖秀娟、Reid, Lawrence A.(2004)。A Brief Syntactic 

Typology of Philippine Languages。語言暨語言學，

5:2，433-490。 

19 

20 
劉敏華(2002)。口譯教學與外語教學。翻譯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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