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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評比乃是對 2005 年至 2007 年在台灣出版的政治學期刊，所進行的評比

排序。經過三次的篩選，從 290 份相關期刊中選出 19 份期刊，並對這 19 份期刊

進行分項評分。評分的項目有三：期刊編輯品質分數、影響力指數和聲望分數。

最後使用因素分析法，將各期刊的三項分數予以合併計算，得到 T 分數。依據 T

分數由高至低排列，分數高者排名在前。最後排序結果如下： 

 

表一：2008 年台灣政治學期刊評比分數與排序 

期刊名稱 總排名 T 分數* 
影響力指數

（%） 

編輯品質

分數 
聲望分數

台灣政治學刊  1 64.80    31.03  106 3.806 
東吳政治學報  2 61.76    21.95  103 3.947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3 60.15    18.75  102 3.919 
政治科學論叢  4 59.85    17.19  100 4.053 
選舉研究  5 58.36    35.29   90 3.571 
問題與研究  6 56.16    10.34   96 4.058 
台灣民主季刊  7 55.52    21.57   93 3.629 
遠景基金會季刊  8 55.26    11.48  110 3.142 
公共行政學報  9 54.65    18.75   96 3.475 
歐美研究 10 52.13     0.00   98 3.853 
中國大陸研究 11 50.95     8.93   96 3.399 
行政暨政策學報 12 49.29    24.00   85 3.082 
政治學報 13 47.19      3.70   88 3.53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14 42.87      5.26   89 2.813 
東亞研究 15 41.03     17.14   74 2.824 
國際關係學報 16 37.40      8.57   74 2.702 
空大行政學報 17 34.92      6.25   76 2.356 
公共事務評論 18 34.83      0.00   82 2.304 
第三部門學刊 19 32.88      4.17   76 2.167 
說明：*T 分數 =（編輯品質、影響力、聲望）之因素分數 ×10 + 50 

 

關鍵詞：台灣、政治學期刊、期刊評比、影響力指數、編輯品質、期刊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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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an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covers those published from 2005 to 

2007 in Taiwan. After three stages of selection, we selected 19 from 290 related 

journals and performed three types of ranking: editorial quality, impact factor, and 

reputation. These three scores were combined through the factor analysis program to 

generate T scores for all 19 journals. Final results are listed below:  

 

Table１: Ran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in Taiwan 

Journal Title Ranking T Score * Impact 
Factor 

Editorial 
Quality 

Reputation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64.80  31.03  106 3.806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61.76  21.95  103 3.947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 60.15  18.75  102 3.919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 59.85  17.19  100 4.053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5 58.36  35.29   90 3.571 

Wenti Yu Yanjiu  6 56.16  10.34   96 4.058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7 55.52  21.57   93 3.629 

Prospect Qurterly  8 55.26  11.48  110 3.142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9 54.65  18.75   96 3.475 

EurAmeria: A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0 52.13   0.00   98 3.853 

Mainland China Studies 11 50.95   8.93   96 3.399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12 49.29  24.00   85 3.082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47.19   3.70   88 3.534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14 42.87   5.26   89 2.813 

East-Asia Studies 15 41.03  17.14   74 2.824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 37.40   8.57   74 2.702 

Op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7 34.92   6.25   76 2.356 

Journal of Public Review 18 34.83   0.00   82 2.304 
Third Sector Review 19 32.88   4.17   76 2.167 

* T score = Factor score (editorial quality, impact factor, reputation) x 10 + 50 

Key words: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journal ranking, impact factor, 

editorial quality, journal 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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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國科會「國內政治學專業期刊評比」目前已完成兩次：第一次由黃紀主持，

朱雲漢、謝復生、與蕭全政共同完成（黃紀 1998）；第二次由吳玉山主持，林繼

文、蕭高彥、與蘇彩足協力執行（吳玉山 2003）。經過這兩次的評比，國內大專

院校與學術研究機構中的政治學相關系所，幾乎都以此為教師升等、獎懲、與系

所評鑑之重要標準。自 2003 年以來，已有六年未再更新此評比，以反映近六年

來政治學期刊品質的變動，以及新的政治學期刊的加入。因此，本評比對於國內

政治學研究以及政治學系所的發展，有其不可替代的重要性。 

學術性的評比向來有很多的爭議，這不僅牽涉質化或量化、主觀與客觀指

標之間的爭議，而且涉及選擇何種評比指標、以及如何加總不同指標之爭議。

本評比在參考國內外各種不同的學術評比以後，決定使用爭議最少的期刊編輯

品質、影響力（impact factor）、聲望三項評分項目，並且使用相對精確可靠的

因素分析法，將此三項分數綜合計算，得到最後的總分（T 分數），予以排序。 

關於國外的政治學期刊評比，本評比參考了 James A. Christenson 與 Lee 

Sigelman（1985）、Simon Hix（2004）、Micheal W. Giles 與 James C. Garand（2007）

及 Thomson Reuter（2008）。這四份資料不但說明了一般進行政治學期刊評比所

使用的指標，如影響力指數與各種主觀（聲望）評價方法，同時也提醒讀者使

用這些方法時，可能會遇到的爭議。例如，Christenson 與 Sigelman（1985, 970）

認為影響力指數可能是最可靠的評比標準，因為對於期刊主觀評價可能會受到

長久以來的刻板印象所干擾，而忽略了其內容水準快速的變化。例如，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的聲望調查高於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但是

實際的影響力卻低於後者。Hix（2004, 304）雖然不是針對政治學期刊做評比，

但是他過份依賴影響力指數以及其相關指標的結果，卻又與一般學者或讀者的

主觀印象差距太大。根據他的統計結果，有幾個傳統上被列為前十名的「名校」，

其新名次（括弧內的數字）都不太好：Yale (10)，UC-Berkeley (11)，Chicago (13)，

Michigan (27)，Cornell (42)。而一些普通的學校或研究機構卻出人意外的飛上枝

頭：Ohio State (4)，EUI (5)，UC-Irvine (7)，Indiana (8)。尤其是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2)竟然遠高過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7)，這些結果很難說服一般的

政治學者或者入學申請者。Thomas Reuter（2008）也有同樣的爭議，在所收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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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cited Journals in Social Sciences，1997-2007，政治學有三個期刊列入前 20

名：第 12 名是 World Development，第 16 名是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 18 名是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在一般政治學者的眼光

中，這個排序可能正好要倒過來。而且在 Christenson 與 Sigelman（1985, 970-71）

的政治學期刊評比中，World Development 根本不在這 60 份期刊的名單中。 

國內的政治學期刊評比，始於黃紀主持（1998），朱雲漢、謝復生、與蕭全

政共同完成，該次評比過濾出 19 份期刊，予以排序並且分為三級。第二次評比

由吳玉山主持（2003），林繼文、蕭高彥、與蘇彩足協力執行，也過濾出 19 份

期刊，予以排序並且分為兩級。1 第二次的評比過程相當嚴謹完善，並且蒙吳

玉山和林繼文之惠准，轉交該次評比過程之所有資料，並熱心解答疑問，使得

本評比之進行，事半功倍。前次政治學評比助理林佩真和社會學評比助理盧科

位，在本次評比中亦提供許多寶貴的經驗和建議，讓本評比受惠良多。不過，

在研讀過去評比資料的過程中，也發現評比的方法可以有更多的選擇，尤其需

要參考國內其他社會科學期刊評比的作法，以減少社會科學學門之間的評比差

異。例如，本次評比最後的結果即是參考 2007 年社會學期刊的評比，以因素分

析法得出最後的排序。 

目前國內其他社會科學期刊的評比，最重要的可能是「台灣社會科學引文

索引資料庫」（TSSCI 資料庫）。始於管中閔、于若蓉（2000），之後每年更新資

料。本評比中的客觀評量指標將盡量符合 2008 年「收錄 TSSCI 資料庫基本資料

問卷」，以及「台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收錄期刊基本評量標準」，以求這

兩個評量計畫有高度的一致性。但是 TSSCI 的主觀評量方法，似乎有欠簡略，

因此本評比仍大致依照吳玉山等人的方法，進行期刊聲望的評比。 

本評比的主持人（郭承天）與三位共同主持人（林正義、蕭高彥、陳敦源），

分屬比較政治、國際關係、政治理論、以及公共行政四個政治學次領域，並在其

次領域有高於平均的學術表現。進行本次評比的過程中，本評比力求公平、公正、

公開且嚴謹的態度。對於評比的各項細節和資料都力求精確和周延，並且反覆核

對，一直到四位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一致同意、不再有異議時才定案。但恐仍有

百密一疏、缺失不明之處，尚祈讀者賜教。 

                                                       
1  本次評比亦篩選出 19 份期刊，數目相同純屬巧合，但是參與評比期刊的種類與排名，卻有相

當幅度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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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評比過程 

本次評比過程主要包含三部分：篩選評比期刊、進行分項評比、以及綜合評

比。在選出評比期刊的部分，本評比採取三階段層層篩選，從 290 份期刊中，選

出 19 份期刊。然後對於這 19 份期刊，進行期刊編輯品質分數、影響力指數、以

及聲望分數的調查與計算。最後，將此三項分數，以因素分析法合併計算，得到

最後的期刊排序。 

 

壹、 評比期刊之篩選 

由於國內屬於政治類的期刊種類、數目繁多，在進行評比之前必須先篩選所

要評比的對象。本評比透過三個階段篩選，選出進入評比的期刊名單。第一階段

為原始清單的收集和初步篩選；第二階段為寄發和回收期刊問卷；第三階段則是

選出評比期刊。篩選過程已製成圖表方便查閱（附錄一）。 

一、 第一階段篩選：原始清單的收集與初步篩選 

計畫一開始本評比盡可能蒐集目前國內與政治學相關的期刊，希望能夠在最

大範圍內避免遺漏任何期刊。在蒐集期刊時本評比採用以下的方法，透過不同管

道獲得期刊清單： 

（一） 2006 年度與 2007 年度向國科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政治學

者，所附個人研究成果目錄中所列舉之期刊。2 

（二） 2003 年度「國內政治學專業期刊評比」計畫所收錄的期刊。 

（三） 於國家圖書館網站以關鍵字搜尋所得之期刊。 

（四） 本評比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所提供之新期刊名單。 

（五） 根據 2003 年評比進入第一階段篩選的 158 份期刊資料為基礎，寄電

子信件給國內政治學者，請學者協助添加新的政治學期刊。 

    透過以上五種方式，總共蒐集到 290 份期刊，構成本次評比計畫的最初期刊

名單（參見附錄二）。這些期刊的內容有些以刊登學術研究論文為主，有些則偏

重時事評論或實務經驗的討論。有些期刊著重某個單一次領域或議題，有些則廣

收各種不同研究重心的文章。出版單位有大學院校、研究機構、獨立基金會、學

會、政府機構和坊間出版社。出刊週期從週刊、月刊、季刊、半年刊到年刊皆有。

                                                       
2 此資料由國科會人文處提供。本評比只做集體統計之用，並不做個別資料之呈現。 



 
 

8

以上這些現象反映出當前政治學期刊的多元性和豐富性，也正因為期刊數目如此

龐大、類型如此分歧，本評比無法對於所蒐集到的所有期刊進行評比，而必須針

對這 290 份期刊加以篩選，選出適合參加政治學專業學術期刊評比的刊物。 

期刊蒐集完畢後，本評比對這 290 份期刊資料進行初步的調查與整理，包括

出刊情形、出版單位、聯絡電話傳真與 e-mail、出版者地址等。首先扣掉已經停

刊、出刊時間未滿三年者，剩下 184 份期刊（含 Issues & Studies）。接著經主持

人們依據以下原則共同討論後，再剔除部份期刊，共有 79 份期刊順利進入下一

階段的篩選（參見附錄三）。 

（一） 明顯屬於其他學門期刊者，如歷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律學、 

哲學、文學等，列為其他學門期刊，不予收錄。採取此項原則的原

因有三，一方面此評比是針對「政治學專業期刊」進行評比，與其

他學門的專業期刊評比計畫，應該有所區分；另一方面，TSSCI 對

於政治、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期刊已進行評比，此評比若加入其

他社會科學學門期刊，將與 TSSCI 的目的完全重疊。最後，若是再

加入歷史學、法律學、哲學等期刊，此評比的範圍太大，超過本評

比計畫之能力範圍。因此，雖然其他學門專業期刊偶而含有政治學

類的論文（如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政治歷史、政治哲學等），

本評比計畫必須忍痛割捨。 

（二） 為綜合類期刊但政治學論文比例過低者，列為非政治學類期刊，不   

       予收錄。 

（三） 沿用 TSSCI 規範，以校為發行單位的期刊不予收錄。 

（四） 社會科學學院所發行的期刊，原則上加以收錄。 

（五） 政府部門發行的期刊，考慮到其學術性和實務性之間的權衡，僅收        

錄同性質中較符合學術格式、內容較偏向學術性質者。實務性質太

多者，列為非學術期刊，不予收錄。 

（六） 入選的綜合類期刊，於問卷中要求其提供過去五年政治學類論文的      

比例，作為判斷其是否可列為政治學門期刊的依據。 

    其中 Issues & Studies 是份特別的期刊，該刊物是國內政治學界唯一進入 SSCI

名單的國際級期刊，以英文發行，其影響力也是國際性的，因此無法與國內期刊

放在同一個標準上做評比。本次評比僅列出 Issues & Studies 的資訊做為參考，



 
 

9

而未納入本次評比。 

表二：Issues & Studies 參考得分 

本評比期刊編輯品質分數* 國外影響力指數** 

76 0.120 

說明： * 由於《Issues & Studies》未列入本次評比，本評比的計分項目有部分資料無法取得     
（例如內稿率），這些項目未予計分，基礎和本評比其他期刊不同，故分數僅能做為參

考用，特此說明。 
**影響力指數來自“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n the Web”線上資料庫，2008 年的數據資料，

該資料庫需付費使用。 
 

二、 第二階段篩選：寄發與回收期刊問卷 

選出第一階段共 79 份期刊後，隨即進入下一個篩選階段：期刊調查問卷的

寄發與回收。自 97 年 11 月 21 日開始寄發問卷給這 79 份期刊（問卷內容參見附

錄四）。經過數次催收，以及和各期刊聯絡人以電話或 email 聯繫，確認其參與

評比的意願後，3 最後共回收 35 份有效問卷（參見附錄五、六）。 

此份問卷的內容是依據 TSSCI 問卷稍作修改而成，目的是為了要獲取這些

期刊更為詳細的資訊，以計算各期刊的期刊編輯品質分數，以及作為下一步篩選

期刊的依據。問卷內容可分為以下幾大類： 

（一） 期刊基本資料：包括期刊中英文名稱、是否曾變更刊名、發行單位、

是否收錄在國內外資料庫、是否有發行電子期刊、過去三年是否曾

入選 TSSCI 名單、創刊年份、發行週期、是否曾變更發行週期等。 

（二） 稿件來源與研究領域：包括是否有開對外徵求稿件、中文稿件是否

有英文摘要、是否有字數限制、英文稿件是否有作者之中文姓名和

服務單位名稱及中文摘要、是否有書面的引文規範、研究領域歸屬

等。 

（三） 編輯委員會組織：包括是否設有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的任期是否

固定、期刊人員編制、是否有編輯委員會組織章程、是否有舉行編

輯委員會會議等。 

（四） 審稿制度：包括是否有匿名審稿制度、審稿人之決定方式、每篇論

文審稿人數是否固定、審稿人和送審稿件是否匿名、審稿時間是否

有限制、是否有審稿制度說明書、決定是否刊登的標準等。 
                                                       
3 有若干期刊在回函或電話、email 中表達不參加本次評比的意願，經數次確認後便將該期刊自

名單中移除，詳細原因請參考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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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三年（2005-2007 年）審稿概況：包括是否至少實施兩年匿名審查、

各年收到總稿件數、各年未處理稿件數、各年刊登總期數、各年刊

登稿件總數、各年退稿件數、各年內稿與外稿件數、各年刊登政治

學相關論文總數等。 

    問卷回收後，本評比將各期刊回答的內容一一登錄（參見附錄七），作為後

續進一步評比的依據。 

 

三、 第三階段篩選：選出最後入選期刊 

    在選擇進入評比的期刊，是依據以下三個標準： 

（一） 期刊是否在過去三年中至少實施兩年的雙向匿名審查。 

（二） 如為綜合類期刊，在 2003-2007 年間平均每年至少刊登兩篇以上與 

政治學相關的論文。 

（三） 根據所回收的問卷（期刊編輯品質評分標準）計分，得分在 70 分

以上。採用此項標準的原因有三：一是參與評比期刊數量若是太

大，將納入一些與政治學專業不太相關的期刊，若因此造成這些期

刊在台灣政治學界的聲望評分過低，對於這些期刊的聲望反而有不

利、不公平的影響。反之，若是參與評比期刊的數量太少，則會不

當的排除一些新發行、或者努力改善中的政治學期刊。二是過去兩

次政治學期刊評比最後進入評比的期刊數目皆為 19 份，這次評比

本評比也希望控制評比期刊數目在 20 份左右。三是（期刊編輯品

質評分標準）最後的分數分佈，在 70 分上下有一個自然切點。《國

際關係學報》與《東亞研究》都獲得 74 分，《政策研究學報》獲得

68 分，《人文與社會學報》（義守大學）獲得 67 分。 

    依照以上三個標準對 35 份期刊進行審查後，最後入選進入評比的期刊共有

19 份（參見表一）。本評比將以這 19 份期刊為對象，再進行影響力與聲望調查，

最後納入編輯品質分數，進行因素分析，加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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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進入評比的 19 份期刊（依筆劃排列）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政治科學論叢 
公共行政學報 政治學報 
公共事務評論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中國大陸研究 國際關係學報 
台灣政治學刊 第三部門學刊 
台灣民主季刊 問題與研究 

行政暨政策學報 遠景基金會季刊 
空大行政學報 歐美研究 

東亞研究 選舉研究 
東吳政治學報  

 

貳、 入選期刊之評比 

一、 分數計算方式 

經過三個階段的篩選，本評比選出了 19 份期刊為評比對象。接下來進一步

對這 19 份期刊加以評比。國內外的期刊評比計畫所採用的方式最常見的有三

種：第一種是對期刊的編輯品質作審查；第二種是評鑑期刊的影響力，大多以期

刊的被引用率為計算基礎；最後一種則是評鑑期刊的學術聲望，針對期刊的讀

者，調查其對期刊的評價作為排序依據。第一種和第二種評比方式比較客觀，第

三種方式則是依賴讀者的主觀判斷，各有其優缺點。 

編輯品質不只是會影響期刊論文的格式與可讀性，更會影響該期刊論文的學

術性與審核論文的公正性。國內外的學術界偶而會有一些傳聞，某某期刊主編公

器私用，給予其同仁、好友、學生所寫的文稿優惠待遇，容易在該期刊刊登。本

評比沿用 TSSCI 的編輯品質評分標準，對於審稿制度、編輯委員會的組成、以

及實際審稿結果，都有詳細的審核標準，盡量減少這些公器私用的可能性。但是

任何的監督機制都有漏洞，在本次評鑑過程中，仍有學者抱怨某些期刊主編不夠

公正，如果要進一步填補這些漏洞，又需要花費大量的監督成本（金錢、更複雜

的作業程序、與學術尊嚴），可能得不償失。本次評比結果的公正性並未受到參

與評比期刊的質疑，可見目前的編輯品質評分標準，尚符合學術界的期望。 

期刊影響力的計算，也有許多爭議。被引用多的論文（期刊）就一定是好的

論文（期刊）嗎？本報告的第一章就說明，這答案是不一定。影響「影響力」的

因素有很多，例如：其中該領域（次領域）的學者人數多寡，可能會造成引用次

數很大的差異；政策取向的論文可能比抽象理論傾向的論文，更容易被引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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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國政治的論文，可能比研究小國政治的論文，更容易被引用；同時學者也比

較會引用關於當代政治的論文，而不是古代政治的論文。總之，影響力指數說明

的主要是「量」的高低，並不一定能夠說明「質」的好壞。只是目前沒有公認的

更好、更公正的影響力計算方式，學術界只能勉強接受這個評比方法。 

同樣的，期刊聲望調查也有許多爭議。該領域（次領域）的受訪學者人數多

的話，可能會使得該領域（次領域）專業期刊的聲望比其他領域（次領域）專業

期刊來的高。投稿某期刊被接受的受訪學者可能有私利的動機（加薪、升等、跳

槽），刻意凸顯該期刊的重要性。受訪學者對於每一個期刊的自認熟悉度與實際

的熟悉度，可能並不相同。另外，期刊聲望調查常常會受到刻板印象（stereotype）

的影響，一份過去聲望很好的期刊，現在是否繼續能夠保持水準？一份新出版的

期刊，可能需要許多年之後，才能建立其學術聲望。最後，聲望調查與影響力指

數有衝突時，孰輕孰重？聲望調查是反映多年的聲望，影響力指數是記錄短期的

變化，各有不同的強調。 

1998 年黃紀等人所做的政治學評比採用客觀的評比方式，審查期刊的期刊

編輯品質和影響力指數。2003 年吳玉山等人所做的政治學評比則是三者皆採用。

本次評比延續吳玉山等人的作法，希望能夠兼具主客觀的角度，三種評比方式均

採用，再予以合併得出最後的排序。 

在期刊編輯品質評比部分，本評比使用有回覆問卷的期刊，計算其期刊編輯

品質分數。除了《淡江人文社會學刊》與《競爭力評論》由於政治學類相關論文

篇數不足並未列入計分外，共有 33 份期刊可以進行期刊編輯品質分數的計分。

在期刊編輯品質分數中得分為 70 分以上的期刊即為最後的評比名單，共有 19 份

期刊入選。之後，本評比僅對這 19 份期刊進行影響力指數和期刊聲望的評比。 

 

二、 各項分數內容說明 

（一） 期刊編輯品質分數 

    期刊編輯品質分數是依據《期刊編輯品質評分標準》而來。本評比的評分標

準為了與 TSSCI 之間能夠交流和互相參考，原則上盡量與 TSSCI 的評分標準一

致，僅修正小部份因為兩者差異而無法直接適用的項目。計分項目可分為以下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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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刊格式：包括目次和出版事項； 

2. 論文格式：包括篇名、作者、摘要、關鍵詞與參考文獻； 

3. 編輯作業：包括書面引文規範、內編比例、稿源與退稿率； 

4. 刊行作業：包括出刊頻率與每期學術論文篇數； 

5. 扣分項目：包括延誤出刊與內稿比率； 

6. 加分項目：過去三年曾入選 TSSCI 者。 

    以上六大項中每個細項都有給分或扣分的標準（參見附錄九），每份期刊的

編輯品質分數，就是經由這些評分項目計算之後加總的結果。本評比針對有回

覆問卷的期刊進行計分，依據該期刊的刊登內容和其所回覆的問卷答案，一一

計算該期刊在各項的得分，最後予以加總得到該期刊的總分。其中「參考文獻

與正文引用文獻一致」和「參考文獻格式與引文規範之規範項目一致」這兩項

標準是採隨機抽樣方式，每份期刊抽出六篇文章。在 2005-2007 年間每半年各

隨機抽查一本期刊中的其中一篇文章，逐字進行檢查核對。4 為了要求分數的

正確性，在計分時每份期刊均由兩位兼任助理分別進行檢查和加總，再由專任

助理核對第三次，確認分數無誤才予以登記。計算完畢後，依照這 33 份期刊編

輯品質分數高低排序如下： 

 

 

 

 

 

 

 

 

                                                       
4
 論文正文中所引用之文獻，並未列在參考文獻中；或論文正文中未引用之文獻，列於參考文

獻中，皆視為參考文獻與正文引用文獻不一致，不一致之個數在 1 個至 2 個得 8 分，3 個至 5
個得 4 分，達 6 個以上不予計分。若參考文獻格式與引文規範之規範項目不一致，1 項得 6 分，

2 項至 3 項得 3 分，達 4 項以上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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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期刊編輯品質分數表 

期刊名稱 分數 期刊名稱 分數 

遠景基金會季刊  110 國際關係學報 74 
台灣政治學刊  106 東亞研究 74 
東吳政治學報  103 政策研究學報 6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02 人文與社會學報（義守大學） 67 
政治科學論叢  100 中國行政 63 

歐美研究   98 東亞論壇 62 
公共行政學報   96 全球政治評論 62 
 中國大陸研究   96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58 

問題與研究    96 國史館學術集刊 57 
台灣民主季刊    93 復興崗學報 56 

選舉研究    90 高大法學論叢 5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89 中華戰略學刊 50 

政治學報    88 展望與探索 50 
行政暨政策學報    85 中山學報 44 
公共事務評論    82 中華行政學報 33 
第三部門學刊    76 戰略 29 
空大行政學報    76    

 

（二） 影響力指數 

    本評比沿用吳玉山等人與 TSSCI 的評比方法，這也是國內外期刊評比所通

用的方法，期刊影響力是指某期刊在前 i 年所刊登的論文，在 T 年度被各個期刊

所引用之次數，佔該期刊 i 年所刊登之論文總數之百分比。本評比的影響力指數

計算，排除期刊自我引用的次數。因此某期刊在 T 年的影響力指數為： 

T-1, T-2,…T-i 年出版文章在 T 年被引用次數總和           

           T-1, T-2,…T-i 年該期刊出版之論文總篇數 

根據以上公式，本評比的 T = 2008，i = 3，也就是說本評比計算的是這 19

份期刊 2008 年的影響力指數，而引用文章的期間則為 2005-2007 年。本評比沒

有追蹤到吳玉山等人評比計畫完成後的 2003-2004 年，主要是因為經費人力的考

量，以及為了鼓勵新期刊加入評比。實際操作上，本評比檢查每一份入選的期刊

於 2008 年所刊登的論文參考書目和註釋，計算每份期刊於 2005-2007 年刊登的

論文在 2008 年被其他 18 份期刊引用過的篇數，再除以該期刊在 2005-2007 年所

刊出的論文總篇數（時事評論和書評不列入計算），便得到該期刊的影響力指數。

同樣的，為了避免錯誤，每個期刊的資料均經過兩位以上不同的人員進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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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和計算，並由專任助理核對檢查後方予以登錄。計算出來後，本評比將 19

份期刊影響力指數高低予以排序如下： 

表五：期刊影響力指數表 

期刊名單 
被引用次數 

（不含自引）

2005-2007 年 
刊登總篇數 

影響力指數（%） 

選舉研究    12 34 35.29 
台灣政治學刊     9 29 31.03 
行政暨政策學報     6 25 24.00 
東吳政治學報     9 41 21.95 
台灣民主季刊    11 51 21.57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9 48 18.75 
政治科學論叢    11 64 17.19 
東亞研究     6 35 17.14 
公共行政學報     8 56 14.29 
遠景基金會季刊     7 61 11.48 
問題與研究     9 87 10.34 
中國大陸研究     5 56  8.93 
國際關係學報     3 35  8.57 
空大行政學報     1 16  6.25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3 57  5.26 
第三部門學刊     1 24  4.17 
政治學報     1 27  3.70 
公共事務評論     0 29  0.00 
歐美研究     0 50  0.00 

 

關於上表有幾點說明：首先，公式的分子來源，是以這 19 份刊物為基礎，

為政治學期刊的範圍，這與 TSSCI 以社會科學期刊為範圍不同。因此這些刊物

的影響力，主要是對於台灣政治學界的影響力，而不一定是對台灣社會科學界、

更不是對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影響力。第二，「被引用次數」不含「自我引用」

是避免國外有些刊物編輯會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要求投稿者盡量引用該期

刊先前刊登過的文章，以增加其整體被引用次數。為避免這種爭議，5 故本評比

不用自引率。最後，《歐美研究》的被引用次數為零，讓人頗為意外，經過側面

瞭解之後，可能是因為過去幾年該刊物的編輯方向，從政治學領域轉向文學領域

為重心。因此，這一類文學的文章，就不容易再被政治學者所引用。不過，該期

刊被引用次數雖然是零，卻不影響它多年來在台灣政治學者心目中的聲望，如下

                                                       
5  郭炳伸（2006, 14）發現期刊自我引用次數，對於排名在前之經濟學期刊名單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會影響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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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所示，在本評比中，《歐美研究》的聲望排名為第五名。 

（三） 聲望分數 

聲望分數不同於前兩者的客觀計算方式，而是根據讀者對於期刊的主觀評

價。本評比使用網路問卷的方式，以 2006-2007 年曾經申請過國科會政治學門專

題研究計畫的學者為樣本，寄發期刊聲望調查問卷，6 總共發出 457 份問卷，回

收有效問卷 198 份。7 發放問卷使用政治大學所提供的網路問卷系統，每位問卷

填答人都有其專屬帳號與密碼以登入問卷，每人僅能作答一次，確定後便不可更

改答案。問卷包含四個問題：填答人的研究次領域、填答人是否曾投稿過該期刊、

填答人對該期刊的熟悉度8 如何、填答人認為該期刊的整體水準如何。其中次領

域只需要回答一次，其餘問題每個期刊需分別作答。「填答人認為該期刊整體水

準如何」為問卷計分的依據，共有六個選項：水準頗高（5）、水準尚佳（4）、水

準普通（3）、水準略差（2）、水準很差（1）、無法評論（0），依序得到 5-0 分，

其餘問題則是作為控制變項，不列入計分。另外，在寄發的問卷中本評比附上這

19 份期刊的電子期刊（或目錄）網站，作為填答人作答時的參考（附錄十一）。 

聲望分數是該期刊所獲得的整體水準評價加總後，除以回答人數的平均值。

由於政治學次領域之間存在某種程度的差異，學術界這幾年來的研究分野亦越來

越專精，部份學者對於非本身研究領域外的其他主題並不熟悉，所做的回答很可

能會影響到讀者對期刊真正的觀感。因此本評比以熟悉度作為控制變項，排除對

該期刊回答「很不熟悉」、「無法評論」選項的填答者，故每個期刊的回答人數是

不固定的。依照上述方式得到各期刊的聲望分數後，依分數高低排列如下： 

 

 

 

 

 

 

 

 

                                                       
6 本次網路問卷的內容請參見附錄十。 
7 吳玉山等人的評比（2003, 11），用郵寄發出 282 份紙本問卷，回收 158 份問卷。 
8 選項有非常熟悉、還算熟悉、普通熟悉、不太熟悉、很不熟悉、無法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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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期刊聲望分數表 

期刊名稱 聲望分數 

問題與研究 4.058 
政治科學論叢 4.053 
東吳政治學報 3.947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3.919 
歐美研究 3.853 
台灣政治學刊 3.806 
台灣民主季刊 3.629 
選舉研究 3.571 
政治學報 3.534 
公共行政學報 3.475 
中國大陸研究 3.399 
遠景基金會季刊 3.142 
行政暨政策學報 3.082 
東亞研究 2.82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2.813 
國際關係學報 2.702 
空大行政學報 2.356 
公共事務評論 2.304 
第三部門學刊 2.167 

 

另外，本評比還特別於政治學的四個次研究領域中，各找一位在學術界甚有

聲望、學術成就卓越的專家學者，構成一個對照組。本評比提供這 19 份期刊的

部份內容（期刊網站或紙本樣本），請這四位學者詳細檢閱這些期刊的內容後，

填答和之前發給國內政治學學者相同的問卷，用同樣的方式取得對照組的聲望分

數（附錄十二）。由於對照組的統計結果，與普查結果、以及與本評比主持人和

共同主持人之判斷差異頗大，在本次評比中並未使用此項資料。 

TSSCI 與郭炳伸等人（2006）經濟學期刊的評比，都使用匿名專家小組的

機制，對於期刊的總體品質（包括影響力、編輯品質、以及其他非量化品質）做

整體評估後，與以評分，並且納入最後整體分數的計算。本評比計畫的主持人與

共同主持人，對於是否要仿照此機制，有不同的看法。贊同的理由是，TSSCI

與經濟學期刊評比有此作法，本評比也可以仿照；另外，請匿名專家小組審核，

可以深入的分析各期刊的真正品質，評比結果可能較為可靠。反對的理由是，匿

名專家的學術水準與對這些期刊的判斷能力（尤其如果他們是旅居國外的學

者），是否顯著的高於一般得過國科會計畫補助的學者？即使這些匿名學者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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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能力比較高，他們的評分如何納入總分的計算，恐怕又有很大的爭議？本評比

最後一致決定還是進行專家小組的調查，但是不計入最後總分的計算，只作為對

照組參考之用。 

 

參、 最後評比結果 

根據以上三種不同的計分方式，得到了三組不同的排序結果。由於這三組分

數無法共量，必須要透過某種方法將這三組結果合併，以得到最後的排序結果。

2003 年吳玉山等人所使用的是序次加總法，本次評比經過討論和試做各種方式

後，參考熊瑞梅等人（2007）社會學期刊評比的作法，選擇統計的因素分析法（主

成份分析法）來獲得最後的結果。 

本評比不使用序次加總法而使用因素分析法，有統計和實務上的原因。就統

計而言，原來的編輯品質、影響力指數、以及聲望調查，都是比較精細的等距尺

度（interval scale）。而序次尺度（ordinal scale）是比較不精細的尺度。把等距尺

度轉換成序次尺度，會失去一些重要的統計資訊，而且容易產生總分同分的結

果。序次加總法等於是把這三組指標轉換成相同等距的資料，加總而成。反映在

實務上，這就產生了一些爭議。假設經過序次加總法計算產生的第一名的 A 期

刊，在編輯品質和影響力指數的原始分數上，都以微小的差距領先第二名的 B

期刊，但是在聲望調查上遠遠落後 B 期刊。B 期刊可能只是因為某一期某一篇的

論文，缺了一項參考書目被扣了一分，因此排名在 A 期刊之後。下次評比時，B

期刊只要稍微再注意一下，就可以與 A 期刊在編輯品質上同分，但是 A 期刊要

在聲望調查上趕上 B 期刊，卻需要花上好幾年的時間。這就是序次加總法不盡

合理之處。 

因素分析法簡單的說，就是考慮到各期刊在各指標內的相對表現（以更精細

的原始平均數和標準差為計算基礎），假設可以從這些指標建構一個共同的指標

（因素），依照這個因素重新給予每一份期刊最適當的得分（Kim and Mueller 

1978）。這種排序的持久性與穩定性，可能比序次加總法更高，而且不容易產生

總分同分的結果。 

附錄十三的各項評分結果總覽表，比較了序次加總法與因素分析法的相同與

相異處，總體來說，兩者的排序大致相同。不同之處有四：首先，序次加總法產

生了兩組相同的排序，《台灣政治學刊》與《東吳政治學報》同分，《選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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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問題與研究》同分。而因素分析法沒有同分的結果，更有區別度。其次，《中

國大陸研究》與《行政暨政策學報》兩者排名對調，《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與

《東亞研究》兩者排名對調，以及《國際關係學報》與《空大行政學報》對調。 

如上所述，本評比採用因素分析法，將編輯品質分數、影響力指數、以及聲

望調查分數三組的原始分數，運用 SPSS 軟體跑出每份期刊的因素分數，也就是

每份期刊的最終分數。由於得到的分數為小數點不易閱讀，故將因素分數乘以

10 倍再加 50，得到所謂的 T 分數，T 分數僅是為了閱讀容易而產生，對排名沒

有任何影響。最後的評比結果由高至低排序如下： 

表七：綜合評比結果 

期刊名稱 總排名 
因素分數 

（主成分分析法）

T 分數 
（因素分數 x10+50） 

台灣政治學刊  1  1.4801  64.80  
東吳政治學報  2  1.1761  61.7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3  1.0150  60.15  
政治科學論叢  4  0.9854  59.85  
選舉研究  5  0.8360  58.36  
問題與研究  6  0.6164  56.16  
台灣民主季刊  7  0.5522  55.52  
遠景基金會季刊  8  0.5258  55.26  
公共行政學報  9  0.4650  54.65  
歐美研究 10  0.2129  52.13  
中國大陸研究 11  0.0950  50.95  
行政暨政策學報 12 -0.0706  49.29  
政治學報 13 -0.2808  47.19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14 -0.7135  42.87  
東亞研究 15 -0.8972  41.03  
國際關係學報 16 -1.2603  37.40  
空大行政學報 17 -1.5084  34.92  
公共事務評論 18 -1.5174  34.83  
第三部門學刊 19 -1.7117  32.88  

 

評比完成後，本評比將最後的結果以郵局掛號，寄發給第二階段篩選後的

35 份期刊主編，並於 2009 年 6 月 1 日至 6 月 24 日開放各期刊查詢評比各項細

節和釋疑，以確認評比結果的正確性。在這段時間內有部分期刊來信或來電確認

資料，最後的計分與排序結果並無更動。整個評比至此告一段落，開始撰寫結案

報告。結案報告除了繳交國科會以外，另外分送給第二階段篩選後的 35 份期刊



 
 

20

主編，以及國內政治系所主管參考。 

 

第三章  本次評比與國內其他評比之比較 

國內社會科學界除了政治學之外，其他學門亦有進行評比，TSSCI 亦每年對

社會科學領域發佈一次最新的評比資料。在進行本次評比時，本評比參考了社會

學、TSSCI、與經濟學的評比方式，也參考前兩次政治學門評比的作法。希望能

夠汲取前人的經驗和智慧，為本次評比找到最合適也最公平的方式，同時也能夠

在某種程度上和之前政治學門或 TSSCI 的評比有所延續和連結，讓評比的可靠

性和參考價值更為提高。在此對前兩次政治學評比、TSSCI 評比、社會學與經濟

學評比這幾個本評比所參考的資料，和本次評比加以比較如下： 

 

壹、 與前兩次政治學期刊評比之比較 

在 1998 年和 2003 年各有過一次政治學期刊評比，1998 年由黃紀等人負責。

和本次評比最大的差別在於，1998 年版本並未進行主觀的聲望調查，而是以期

刊所回答的問卷和各項期刊的基本資料以及期刊引用率等客觀資料，運用四項客

觀指標來對期刊做評比，並依照各項指標的配分比例，將各項分數依照比例加權

後予以加總9（影響力指數 60%、審查指數權重 20％、體例指數 15％、開放性指

數 5％），得到最後結果。 

而本次評比較為接近 2003 年吳玉山等人的版本。為了考慮延續性，加以吳

玉山等人已將主客觀因素都考量於其中，可算是成熟的版本，故在評比的計分項

目、問卷的設計等，本評比均參考了吳玉山等人的報告內容，加以稍做修改而成。

但本評比與吳玉山等人在實際操作上，以及最後合併各項指標分數的計算方式上

則有較多不同，主要不同有三點： 

一、本評比在最初蒐集期刊時加入了請國內政治學者協助的方式，目的在

於希望能在最大範圍內蒐集到最多數目的期刊，也可藉此看出國內政治學者對於

政治學類期刊的認識情況。 

二、本評比的聲望調查改用網路的方式發放問卷，吳玉山等人則是發放紙

本。改用網路問卷有其好處和壞處，最常被提及的是網路問卷的低回收率，但網

                                                       
9 詳細資料請參考黃紀、朱雲漢、蕭全政與謝復生（199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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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問卷可以透過電腦進行資料的整理和簡單統計，可大幅降低使用紙本問卷的人

工登錄資料出錯頻率，同時也可避免回收紙本問卷的麻煩。為了提高回收的樣本

數，本評比將發出的樣本數提高至近 500 份，並且多次以電子郵件催收，最後一

次甚至追蹤未回答問卷者，請求其協助回答。同時為避免網路問卷可能出現重複

填答的問題，本評比將問卷設為不公開問卷，並給予每位受邀填答人一組專屬的

帳號和密碼，問卷可分次填完，但已回答過的答案無法更改，藉此確保問卷的信

度。 

三、在最後將各項指標加總時，吳玉山等人使用的是序次加總法，也就是

將各期刊在期刊編輯品質分數、影響力指數、聲望分數這三個指標中所獲得的名

次，分別予以加總，最後得到的數字由低到高排列，數值越低者排名越高。而本

次評比使用的是因素分析法，是將各個期刊在這三組指標中得到的原始分數，運

用 SPSS 軟體中的因素分析法，跑出每個期刊的因素分數，分數由高至低排列，

越高者排名越前面。在呈現結果時由於因素分數有大量小數，因此本評比運用 T

分數的方式使結果容易閱讀，並不影響最後結果。 

比較吳玉山等人與本次評比結果，有下列的發現： 

（一） 排名進步的有《台灣政治學刊》（1）、《東吳政治學報》（2）、《問題

與研究》（6）、《遠景基金會季刊》（8）、《中國大陸研究》（11）、《政

治學報》（13）、《空大行政學報》（17）。尤其《東吳政治學報》從

原來第二級的第十三名，躍升到第二名，甚為醒目。 

（二） 排名退步的有《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公共行政學報》（9）、

《歐美研究》（10）、《行政暨政策學報》（12）、《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論》（14）。 

（三） 排名維持不變的有《政治科學論叢》（4）、《選舉研究》（5）。 

（四） 新進入評比名單的有《台灣民主季刊》（7）、《東亞研究》（15）、《國

際關係學報》（16）、《公共事務評論》（18）、《第三部門學刊》（19）。 

（五） 退出評比名單的有《中國行政評論》、《中國行政》、《理論與政策》、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國家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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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台灣政治學期刊市場的競爭非常激烈，對於期刊品質的提升，將有很大

的助益。詳細的排名情況如下表： 

表八：本次政治學評比結果與 2003 年政治學期刊評比結果比較 

期刊名稱 本次評比結果 2002 年評比結果 變化情形 

台灣政治學刊  1  3 上升 

東吳政治學報  2 13 上升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3  1 下降 

政治科學論叢  4  4 不變 

選舉研究  5  5 不變 

問題與研究  6 11 上升 

台灣民主季刊  7  x 新入選 

遠景基金會季刊  8 14 上升 

公共行政學報  9  5 下降 

歐美研究 10  1 下降 

中國大陸研究 11 15 上升 

行政暨政策學報 12  5 下降 

政治學報 13 16 上升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14 12 下降 

東亞研究 15  x 新入選 

國際關係學報 16  x 新入選 

空大行政學報 17 18 上升 

公共事務評論 18  x 新入選 

第三部門學刊 19  x 新入選 
 

貳、 與 TSSCI 之比較 

本評比與 TSSCI 在客觀評比的部分使用相同的方式，也就是期刊編輯品質

分數和影響力指數，為了讓本評比能夠和 TSSCI 有最大的比較性，在給期刊填

寫的問卷和期刊編輯品質分數標準的設計上，都盡量與 TSSCI 的內容一致。除

了少部分因為本評比與 TSSCI 的差異不得不做修改，例如影響力指數 TSSCI 計

算的是每年的數值，本評比則橫跨三個年度，因此在計算影響力指數時對此加以

稍做修正；或是在加分和扣分項目上有做細部的調整。大部分增加的項目，是為

了取得更多的書面資料，證實該期刊審稿的公正性；除此之外，本次評比在客觀

指標的進行方式和計算方式可說是依照 TSSCI 而設計。本次評比與 TSSCI 在期

刊編輯品質評分標準的差別，本評比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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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TSSCI 與本次評比問卷比較表 

本次問卷題號 差異項目 本次評比 TSSCI 

一（六） 
詢問是否曾獲國科會優良期刊獎

助 
是 否 

一（二） 詢問期刊是否曾經改名 是 否 
一（七） 詢問至今發行總期數 是 否 

  
計算各學門文章比例，並詢問研究

領域是否變更 
否 是 

三（二） 詢問編輯委員是否為任期制 是 否 

三（三） 要求檢附目前編委會名單 是 否 
四（二） 詢問如何決定審稿人 是 否 

四（三） 詢問每篇論文審稿人數是否一定 是 否 

四（七） 詢問是否有審稿制度說明書 是 否 

四（八） 
詢問決定刊登的標準為何，並予以

說明 
是 否 

  審查時間 過去三年 過去一年

五（三） 內稿定義不同 

用 TSSCI 編輯標

準的內稿定義以

及工作會議說

明，代替原來定

義 

未提到內稿

定義 

六（一） 詢問填答人所屬單位 是 否 
 

而本次評比所選出的最後評比期刊，從第一名的《台灣政治學刊》至第十三

名的《政治學報》為止，排名在前的期刊都是 TSSCI 名單期刊，《行政暨政策學

報》以後的期刊，都沒有一份是 TSSCI 名單期刊，可見本次評比與 TSSCI 的結

果相近，間接驗證本次評比結果的合理性。 

 

參、 與社會學和經濟學期刊評比之比較 

社會科學領域除了政治學之外，還有社會學和經濟學這兩個學門進行各自的

期刊評比（傳播學併入社會學門）。經濟學門的評比方式因為該學門的特性，運

用許多統計方法，本次評比能夠參考的地方較少，因此在此僅討論社會學的評

比。最近一次的社會學期刊評比由熊瑞梅主持，完成於 2007 年，進行方式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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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評比類似，總共有三個評分指標：期刊編輯品質分數、影響力指數和聲望分數。

其中聲望分數部分和本次評比進行方式不太相同，但最後亦是將這三項分數運用

某種方式予以合併得到最後結果。2007 年的社會學評比在最後合併時使用的是

因素分析法，本次評比正是參考社會學評比後，將因素分析法列入考慮，並在最

後試做各種不同的方法後（參見附錄十三），發現因素分析法能夠將評比結果較

為合理與可靠的呈現，最後決定採用因素分析法作為本次評比的最後計分方式。 

 

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壹、 結論 

本評比承接吳玉山等人所做的評比，繼續對 2005 年至 2007 年這段時間出版

的台灣政治學專業期刊所進行的評比，藉此希望能夠對於國內政治學期刊這幾年

的演變和發展有所認識。本評比盡可能地蒐集國內的政治學類期刊，將其納入本

評比的原始清單中，之後經過層層篩選後，選出 19 份期刊進入最後階段的評比。

對於這 19 份期刊本評比分別計算期刊編輯品質分數、影響力指數和聲望分數，

然後使用 SPSS 軟體，以因素分析法將各期刊的三項分數予以合併，得到最後的

評比的結果。 

評比經過一年的努力後順利完成，在過程中本評比有一些發現與建議，提供

下一次政治學期刊評比以及各政治學期刊編輯委員會參考。 

 

貳、 給未入選評比期刊的建議 

本次評比有許多期刊共襄盛舉，經過嚴格的篩選過程後，選出的 19 份期刊

代表他們無論在期刊編輯品質，或是期刊所具有的影響力都有一定的水準。但這

不代表未入選評比的期刊就不是好的期刊。許多期刊以實務、時事評論為主要內

容，對於社會與政治的影響力，可能遠大於政治學學術論文。有些傑出的期刊屬

於歷史、文學、哲學等學門期刊或者是校刊，無法納入本次政治學專業期刊的評

比。 

不過本評比也發現有不少未入選的期刊，可以在編輯品質方面多做努力。由

於編輯品質等於是期刊的外殼和長相，是評鑑一份期刊最基本的部分。同時相較

於影響力和聲望來說，也是期刊本身很快就能夠改善的部分。未入選評比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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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可以參考本報告書的附件，找出該期刊相對的弱點項目進行改善，使得下次

評比、甚至在 TSSCI 中都能夠有更亮眼的表現。 

同樣的，政府部門或民間組織出版的政治類期刊，若要進入政治學專業期刊

的評比，可以參考本次評比的各種評比項目或者名列前茅的政治學期刊格式，每

年至少加入兩篇（愈多愈好）這類專業論文即可。 

 

參、 控制變項的使用 

本評比在進行聲望調查問卷設計時，加入了幾個控制變項，包括學者的研究

次領域、學者對進入評比期刊的熟悉度、是否曾投稿過該期刊等幾個問題。在這

些問題中，本次問卷僅使用了熟悉度作為控制變項，取得聲望分數，其他的資料

受限篇幅和研究主題並未用於本次評比之中。但這些資料若經過進一步分析，可

以探討影響期刊評比的各種因素，例如不同研究次領域的學者對於期刊的看法是

否有明顯影響？投稿者是否會給該期刊比較高的聲望評分？期刊影響力是否要

加入「自我引用率」？都有值得深入分析探討的地方，或可作為之後深入研究的

方向參考。 

 

肆、 評比期刊名單的分級 

最後評比排序出來的期刊，是否需要進一步的分級，常常成為引起學術與非

學術的爭議。2003 年的政治學期刊評比、2006 年的經濟學期刊評比、以及 2007

年的社會學期刊評比，均對最後的評比排序名單加以分級。政治學分為兩級、社

會學與經濟學都分為四級。其中吳玉山的政治學期刊評比所使用的方法，是根據

總排名的自然落差將期刊分為兩級，由於有三份期刊共列第五名，接下來的是第

八名，因此從第八名起列為第二級期刊。 

就本次評比來看，最後的名單不分級或許較為適合。一方面是分級的界線不

易界定，要在那裡劃下分界線容易引起爭議；另一方面則是考慮到目前 TSSCI

的現況。2003 年政治學期刊評比對於期刊加以分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了彌

補 TSSCI 的不足。由於當時 TSSCI 中政治學類期刊數量很少，因此在評比中有

必要將入選期刊予以分級做為政治學者投稿時的參考，如今 TSSCI 名單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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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類期刊已經很多、很完整，評比結果也很合理，若是將本次評比結果分級，已

不具太大的實質意義。 

本評比認為分級的標準，可能不只是單純的統計數字而已，而是要考慮到分

級者的目的。在本評比名列前茅的期刊，大多數都是政治學綜合類的期刊，分級

者是否要考慮各次領域的領先期刊，也列入第一級？或者在綜合類、次領域內，

另外分級？或是用平均法，前十名一級，第十一名到第十九名第二級？若是需要

仿照社會學期刊評比的作法，使用因素分析法，本評比的原始分數也可以作為分

級的依據。 

 

伍、 給下一次評比的建議 

在這次評比過程中，有一些作法或程序提供給下一次政治學期刊評比主持人

參考。 

一、 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工作會議 

本評比共召開五次工作會議，每次約兩小時，且工作會議的準備和召開流程

每次均有固定的程序。首先在召開工作會議前一週，主持人郭承天會與專任助理

羅又軒，先討論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以及相關附件，然後邀請共同主持人陳敦源

召開預備會議，討論執行細節以及統計、問卷設計等方案。預備會議的結論與資

料，則在工作會議召開前，寄給另外兩位共同主持人林正義與蕭高彥，請兩位在

開會前先了解相關內容，才正式召開會議（工作會議討論大綱參見附錄十四）。

這五次工作會議的決議，幾乎都是採一致決的決策方式，進行相當順利，只有在

匿名專家小組和最後結果應該採取哪種計算方式這兩件事上，有比較長時間的討

論，最後由主持人提出折衷方案，獲得一致同意後才繼續進行。採取一致決的方

式，可以增加評比的公正性與可靠性。當然，主持人還是保留有最終決定權，對

於評比計畫的成敗負最主要的責任。 

 

二、 期刊主編會議 

召開期刊主編會議可以增加評比的公正性與公開性，因此本評比曾經考慮召

開期初與期末的期刊主編會議，但最後決定不召開。不召開期初的主編會議，主

要是因為過去六年來政治學期刊新加入的和退出的數目相當多，聯絡開會時間可

能會嚴重拖延評比計畫進度，而且恐遺漏有資格參與評比的期刊。由於本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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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一開始就決定參考 TSSCI 與前兩次政治學期刊評比之格式，比較能夠避免

各期刊主張對於自己比較有利的評比標準。在評比最後階段總分（T 分數）計算

完成之後，本來也希望召開進入評比 19 份期刊主編的會議，但考慮到本評比支

援人手不足，無法同時回答 19 位主編對於各自期刊缺失的查詢，甚至對於評比

標準的質疑，反而易引起混亂和爭執，因此決議取消此會議，改用替代方案。本

評比的替代方案是以掛號郵件知會第二階段篩選過後的 35 份期刊主編，歡迎他

們於接下來的 24 天，來電或電子郵件或個別親自來查詢評比細節。之後，有少

數期刊來電查詢，沒有要求到場查驗資料者；經過專案助理羅又軒詳細回答後，

都沒有後續的查詢請求或申覆。 

 

三、 期刊撰稿格式統一會議 

評比過程中發現各期刊撰稿格式差異甚多，這對於投稿者與編輯者都造成不

少的困擾，意謂著投稿者每次換一份期刊投稿，就必須轉換一次論文格式，編輯

者也因為複雜的格式規定，容易出錯而被評比扣分。本評比建議國科會人文處政

治學門能夠儘速召開政治學期刊主編會議，統一並簡化現有期刊撰稿格式，作為

下一次評比的基礎。畢竟，學術期刊的評比似乎應該以實質內容為重，而不應受

到格式規範差異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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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 1 1 1 1 

中國大陸研究 1 1 1 1 1 

公共行政學報 1 1 1 1 1 

公共事務評論 1 1 1 1 1 

台灣民主季刊 1 1 1 1 1 

台灣政治學刊 1 1 1 1 1 

行政暨政策學報 1 1 1 1 1 

東吳政治學報 1 1 1 1 1 

東亞研究（政大） 1 1 1 1 1 

空大行政學報 1 1 1 1 1 

政治科學論叢 1 1 1 1 1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1 1 1 1 1 

政治學報 1 1 1 1 1 

問題與研究 1 1 1 1 1 

國際關係學報 1 1 1 1 1 

第三部門學刊 1 1 1 1 1 

遠景基金會季刊 1 1 1 1 1 

歐美研究 1 1 1 1 1 

選舉研究 1 1 1 1 1 

Issues & Studies 1 1 1 1 0 

中山學報 1 1 1 1 0 

中國行政 1 1 1 1 0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1 1 1 1 0 

中華行政學報 1 1 1 1 0 

中華戰略學刊 1 1 1 1 0 

全球政治評論 1 1 1 1 0 

東亞論壇 1 1 1 1 0 

政策研究學報 1 1 1 1 0 

展望與探索 1 1 1 1 0 

高大法學論叢 1 1 1 1 0 

國史館學術集刊 1 1 1 1 0 

復興崗學報 1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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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

學報 
1 1 1 1 0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政

策評論 
1 1 1 1 0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 1 1 0 0 

WTO 研究 1 1 1 0 0 

人文社會學報 1 1 1 0 0 

人事行政 1 1 1 0 0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1 1 1 0 0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1 1 1 0 0 

中共研究 1 1 1 0 0 

中國地方自治 1 1 1 0 0 

中國行政評論 1 1 1 0 0 

中國邊政 1 1 1 0 0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

法評論 
1 1 1 0 0 

加拿大研究 1 1 1 0 0 

台灣東南亞學刊 1 1 1 0 0 

台灣國際法季刊 1 1 1 0 0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1 1 1 0 0 

市政學刊 1 1 1 0 0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 1 1 1 0 0 

考詮 1 1 1 0 0 

行政管理學報 1 1 1 0 0 

佛光人文社會學刊 1 1 1 0 0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1 1 1 0 0 

亞太研究論壇（中研院） 1 1 1 0 0 

兩岸與國際事務（中山

大學亞太與中國區域

研究所） 

1 1 1 0 0 

法政學報 1 1 1 0 0 

俄羅斯學報 1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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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

學雜誌 
1 1 1 0 0 

研考雙月刊 1 1 1 0 0 

軍事史評論 1 1 1 0 0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1 1 1 0 0 

師大政治論叢 1 1 1 0 0 

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

學學報 
1 1 1 0 0 

國立空中大學社會科

學學報 
1 1 1 0 0 

國防雜誌 1 1 1 0 0 

國家政策論壇 1 1 1 0 0 

國家發展研究 1 1 1 0 0 

國家菁英季刊 1 1 1 0 0 

國會（立法院出版） 1 1 1 0 0 

國境警察學報 1 1 1 0 0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1 1 1 0 0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1 1 1 0 0 

黃埔學報 1 1 1 0 0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

學學刊 
1 1 1 0 0 

調查研究 1 1 1 0 0 

憲政時代 1 1 1 0 0 

鵝湖 1 1 1 0 0 

競爭力評論 1 1 1 0 0 

Peace Forum 和平論壇 1 1 0 0 0 

T&D 飛訊 1 1 0 0 0 

人力發展 1 1 0 0 0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1 1 0 0 0 

人文學報 1 1 0 0 0 

人事月刊 1 1 0 0 0 

人權會訊（中國人權協

會） 
1 1 0 0 0 

大仁學報 1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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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中山人文學報 1 1 0 0 0 

中山管理評論 1 1 0 0 0 

中國大陸研究教學通訊 1 1 0 0 0 

中國歷史學會史學集刊 1 1 0 0 0 

中華學報 1 1 0 0 0 

今日會計 1 1 0 0 0 

公務人員月刊 1 1 0 0 0 

孔孟學報 1 1 0 0 0 

主計月刊 1 1 0 0 0 

台大文史哲學報 1 1 0 0 0 

台大歷史學報 1 1 0 0 0 

台北科技大學學報 1 1 0 0 0 

台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 1 1 0 0 0 

台德學刊 1 1 0 0 0 

台灣人文生態研究 1 1 0 0 0 

台灣人類學刊 1 1 0 0 0 

台灣法學雜誌 1 1 0 0 0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 1 0 0 0 

台灣社會福利學刊 1 1 0 0 0 

台灣社會學 1 1 0 0 0 

台灣哲學研究 1 1 0 0 0 

台灣智庫通訊 1 1 0 0 0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1 1 0 0 0 

台灣經濟論衡 1 1 0 0 0 

台灣應用日語研究 1 1 0 0 0 

弘光學報 1 1 0 0 0 

正修通識教育學報 1 1 0 0 0 

正修學報 1 1 0 0 0 

民主憲政 1 1 0 0 0 

民族學研究所資料彙編 1 1 0 0 0 
交流 1 1 0 0 0 
全國律師 1 1 0 0 0 
育達學報 1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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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亞太研究通訊 1 1 0 0 0 

亞太經濟合作評論 1 1 0 0 0 

東吳法律學報 1 1 0 0 0 

東海學報 1 1 0 0 0 

東華人文學報 1 1 0 0 0 

社區發展季刊 1 1 0 0 0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刊 
1 1 0 0 0 

空軍學術雙月刊 1 1 0 0 0 

長榮大學學報 1 1 0 0 0 

非政府組織學刊 1 1 0 0 0 

南亞學報 1 1 0 0 0 

建國科大學報 1 1 0 0 0 

後備動員軍事雜誌 1 1 0 0 0 

政府審計季刊 1 1 0 0 0 

故宮文物 1 1 0 0 0 

研究與動態 1 1 0 0 0 

研習論壇 1 1 0 0 0 

科學發展月刊 1 1 0 0 0 

美和技術學院學報 1 1 0 0 0 

哲學與文化 1 1 0 0 0 

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類 1 1 0 0 0 

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報 1 1 0 0 0 

海峽評論 1 1 0 0 0 

財稅研究 1 1 0 0 0 

高苑學報 1 1 0 0 0 

國立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1 1 0 0 0 

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報 1 1 0 0 0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1 1 0 0 0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報 1 1 0 0 0 

國是評論 1 1 0 0 0 

婦研縱橫 1 1 0 0 0 

淡江史學 1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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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清華學報 1 1 0 0 0 

現代化研究 1 1 0 0 0 

通識研究集刊 1 1 0 0 0 

勞工行政 1 1 0 0 0 

博學 1 1 0 0 0 

揭諦 1 1 0 0 0 

朝陽學報 1 1 0 0 0 

游於藝雙月刊 1 1 0 0 0 

華梵人文學報 1 1 0 0 0 

新世紀宗教研究 1 1 0 0 0 

新世紀智庫論壇 1 1 0 0 0 

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

會學報 
1 1 0 0 0 

當代 1 1 0 0 0 

萬能通識論叢 1 1 0 0 0 

萬竅－－中華通識學刊 1 1 0 0 0 

經社法治論叢 1 1 0 0 0 

運籌研究集刊 1 1 0 0 0 

漢學研究 1 1 0 0 0 

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 1 1 0 0 0 

輔仁法學 1 1 0 0 0 

銘傳學刊 1 1 0 0 0 

澎技學報 1 1 0 0 0 

樹德科技大學學報 1 1 0 0 0 

檔案季刊 1 1 0 0 0 

環境與世界 1 1 0 0 0 

環境與管理研究 1 1 0 0 0 

韓國學報 1 1 0 0 0 

警政論叢 1 1 0 0 0 

警專學報 1 1 0 0 0 

警察法學 1 1 0 0 0 

警學叢刊 1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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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人文資源研究學報 1 0 0 0 0 

人事管理 1 0 0 0 0 

三民主義學報（師大） 1 0 0 0 0 

土地金融季刊 1 0 0 0 0 

大陸雜誌 1 0 0 0 0 

大葉大學學報 1 0 0 0 0 

中山大學學報 1 0 0 0 0 

中山社會科學學報 1 0 0 0 0 

中台學報 1 0 0 0 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集刊 
1 0 0 0 0 

中央綜合月刊 1 0 0 0 0 

中正嶺學術研究集刊 1 0 0 0 0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學報 
1 0 0 0 0 

中國事務季刊 1 0 0 0 0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

務年報 
1 0 0 0 0 

中國論壇 1 0 0 0 0 

中國憲政 1 0 0 0 0 

中華台北 APEC 通訊 1 0 0 0 0 

元智人文社會學報 1 0 0 0 0 

公營事業評論 1 0 0 0 0 

文化研究 1 0 0 0 0 

日本研究 1 0 0 0 0 

世新大學學報 1 0 0 0 0 

台北市立師範學院學

報：人文藝術類社會科

學類科學教育類 

1 0 0 0 0 

台研兩岸前瞻探索 1 0 0 0 0 

台灣土地金融季刊 1 0 0 0 0 

台灣日本研究 1 0 0 0 0 

台灣本土法學 1 0 0 0 0 

台灣東北亞季刊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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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台灣勞工雙月刊 1 0 0 0 0 

台灣經濟月刊 1 0 0 0 0 

台灣綜合展望 1 0 0 0 0 

民意研究季刊 1 0 0 0 0 

玄奘學報 1 0 0 0 0 

立法院院聞 1 0 0 0 0 

共黨問題研究 1 0 0 0 0 

成功大學學報 1 0 0 0 0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

會科學 

1 0 0 0 0 

行政學刊 1 0 0 0 0 

佛光學刊 1 0 0 0 0 

亞洲與世界月刊 1 0 0 0 0 

兩岸發展史研究（中央

大學） 
1 0 0 0 0 

東亞季刊 1 0 0 0 0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1 0 0 0 0 

東南亞學刊 1 0 0 0 0 

東海社會科學學報 1 0 0 0 0 

社會文化學報 1 0 0 0 0 

社會科學論叢 1 0 0 0 0 

近代中國 1 0 0 0 0 

青年學刊 1 0 0 0 0 

俄情雜誌 1 0 0 0 0 

城市發展（高雄市政府

研考會） 
1 0 0 0 0 

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1 0 0 0 0 

政治評論 1 0 0 0 0 

政治學季刊 1 0 0 0 0 

政策月刊 1 0 0 0 0 

科技、醫療與社會 1 0 0 0 0 

美國月刊 1 0 0 0 0 

美歐季刊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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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軍事社會科學學刊 1 0 0 0 0 

孫學研究 1 0 0 0 0 

海洋事務論叢 1 0 0 0 0 

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1 0 0 0 0 

國立中山大學社會科學

季刊（南方經政論叢） 
1 0 0 0 0 

國立中正大學學報 1 0 0 0 0 

國立中興大學人文社

會學報 
1 0 0 0 0 

國立台北大學學報 1 0 0 0 0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學

報：人文藝術類 
1 0 0 0 0 

國立成功大學社會科

學學報 
1 0 0 0 0 

國立政治大學學報 1 0 0 0 0 

國防政策評論 1 0 0 0 0 

國防管理學院學報 1 0 0 0 0 

國家政策季刊 1 0 0 0 0 

國家政策雙週刊 1 0 0 0 0 

國家發展論壇 1 0 0 0 0 

國家與社會學報 1 0 0 0 0 

國策專刊 1 0 0 0 0 

國際事務季刊 1 0 0 0 0 

國魂月刊 1 0 0 0 0 

執法新知論衡（中央警

察大學） 
1 0 0 0 0 

崑山科技大學學報 1 0 0 0 0 

理論與政策 1 0 0 0 0 

通識教育季刊 1 0 0 0 0 

陸軍學術月刊 1 0 0 0 0 

景文技術學院學報 1 0 0 0 0 

華岡社科學報 1 0 0 0 0 

華岡研究學報 1 0 0 0 0 

新竹師院學報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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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期刊篩選過程記錄表（續） 

最初蒐集的期刊名單 

原始名單清冊

（ 初 步 排 除

停刊） 

第一階段候選

名單（排除停

刊、時間範圍

不符合者） 

第 一 階 段 入

選名單（工作

會 議 篩 選 結

果） 

第二階段

入選期刊 

最後階段

入選期刊

新野論壇 1 0 0 0 0 

經濟情勢暨評論 1 0 0 0 0 

義守大學學報 1 0 0 0 0 

實踐 1 0 0 0 0 

實踐通識論叢 1 0 0 0 0 

實踐學報 1 0 0 0 0 

暨大學報 1 0 0 0 0 

輔仁學誌：法管理學院

之部 
1 0 0 0 0 

銘傳大學通識學報 1 0 0 0 0 

銓敘與公保 1 0 0 0 0 

稻江學報 1 0 0 0 0 

憲政思潮 1 0 0 0 0 

戰略安全研析 1 0 0 0 0 

戰略與國際研究 1 0 0 0 0 

澳洲研究 1 0 0 0 0 

選舉評論 1 0 0 0 0 

靜宜人文學報 1 0 0 0 0 

國際人文年刊 1  0 0 0 

人權論壇 0 0 0 0 0 

牛津人文集刊 0 0 0 0 0 

亞洲評論 0 0 0 0 0 

社會建設 0 0 0 0 0 

研考報導 0 0 0 0 0 

區域研究 0 0 0 0 0 

國會觀察 0 0 0 0 0 

華梵學報 0 0 0 0 0 

臺灣研究通訊 0 0 0 0 0 

歐洲研究 0 0 0 0 0 
說明：「1」表示入選該階段，「0」表示在該階段被排除，各階段均為「1」者為最後入

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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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蒐集之最初期刊名單與相關資料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電話與傳真 聯絡 email 
（部份提供） 

是否停刊 
（改名另註）

Issues & Studies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中心 
(02)8237-7277 
(02)29378606 

scchang@cc.nccu.edu.tw 否 

Peace Forum 和平論壇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 (02)2370-6987 
(02)2370-6994 

  否 

T＆D 飛訊 國家文官培訓所 (02)2653-1646 
(02)2653-1654 

  否 原名「電子

簡訊」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淡江國際事務學報） 

淡江國際研究學院 (02) 2621-5656 
轉 2700 
 (02 )2622-4058 

tirx@mail.tku.edu.tw 否 

WTO 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

事務學院 WTO 研究

中心 

(02)2938-7624 
(02)2938-7886 

  否 

人力發展 人力發展月刊社 (049)2316-586 
(049)2352-979 

  是 2000 年 12 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02)27821693 
(02)2789-8145 

issppub@sinica.edu.tw 否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08)770-3202 
轉 7601 

HSSR@mail.npust.edu.tw 否 

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

報 
 

世新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 
(02)2236-8225
轉 832         
(02)2236-7148 

chss@cc.shu.edu.tw 否 

人文資源研究學報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人文資源研究學會 
(08)770-3202 
轉 7255 

  否 

人文學報 中央大學文學院   JH@ncu.edu.tw  否 

人事月刊 人事月刊雜誌社 (02)2397-9298   否 

人事行政 中國人事行政學會

出版委員會 
(02)2236-5014   否 

人事管理 人事管理雜誌社 (049)359151 
(049)2331-274 

  是 1999 年 12 月

人權會訊 中國人權協會 (02)2393-3676 
(02)2395-7399 

cahr@ms2.seeder.net  否 

三民主義學報 
（師範大學）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是 2002 年 12 月

改名「政治學學

報」(師大) 

土地金融季刊 臺灣土地銀行 (02)2348-3754 
(02)2311-5782 

  是 2005 年 12 月

大仁學報 大仁科技大學 (08)762-4002  
(08)762-4509 

  否 

大陸雜誌 大陸雜誌社 (02)2351-8310 
(02)2392-3820 

  是 2002 年 06 月

大葉大學學報  大葉大學  04-8511888 
轉 1453 

 是 2005 年 01 月

今日會計  經濟部會計處 (02)2351-2022  否 

 



 
 

39

附錄二：蒐集之最初期刊名單與相關資料（續） 

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電話與傳真 聯絡 email 
（部份提供） 

是否停刊 
（改名另註）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

刊 

國立政治大學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 

(02)2938-7068 
(02)2939-7202 

gids@nccu.edu.tw 否 

中山人文學報  國立中山大學文學

院 

(07)525-2000 
轉 3001        
(07)525-3009 

  否 

中山大學學報  國立中山大學      是 1987 年 

中山社會科學學報  國立中山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 

(07)5252000   是 1994 年 12 月

改名「國立中山

大學社會科學

季刊」 
中山管理評論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

學術研究中心 

(07)5252000 
轉 4503 

  否 

中山學報  高雄市中山學術研

究會 

(07)384-8622 
(07)386-9159 

  否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

究所集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02)2652-3300   是 2001 年 12 月

中央綜合月刊  中央綜合月刊雜誌

社 

(02)2321-2198  
(02)2391-4364 

  是 2002 年 09 月

改名「中央月

刊」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中央警察大學警政

研究所 

(03)328-1824   否 1997 年 03 月

原名「警政學

報」 
中正嶺學術研究集刊 中正理工學院 (03)380-1126 

轉 216, 281 
  是 2000 年 06 月

中共研究  中共研究雜誌社 (02)2913-9099 iccs-tw@umail.hinet.net 否 1969 年 05 月

原名「匪情研

究」 
中臺學報  中臺科技大學 (04)2239-1647  

(04)2239-2412 
ctcnews@ctust.edu.tw 否 1998 年 06 月

原名「中臺醫專

學報」 
中國大陸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02)2939-4921~
6 轉 227 

iir@nccu.edu.tw 否 1985 年 07 月

原名「匪情月

報」 
中國大陸研究教學通

訊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02)2341-6169 politics@ntu.edu.tw 否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學報 

文化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 

(02) 2861-0511
轉 29105, 29205

cryaps@staff.pccu.edu.tw; 
crrmps@staff.pccu.edu.tw 

是 1999 年 12 月

中國地方自治  中國地方自治編輯

委員會 

(02)2923-4918   否 

中國行政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及企業管理教

育中心 

(02)2341-9151 lynn126@nccu.edu.tw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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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行政評論  中華民國公共行政

學會 

(02)2500-9686 shchang@mail.ntpu.edu.tw 否 1991 年 12 月

原名「公共行政

學報」 
中國事務  新境界文教基金會 (02)2392-9989

轉 361, 369 
(02)2321-3644 

china@dpp.org.tw  是 2002 年 10 月

中國論壇  中國論壇社股份有

限公司 

    是 1992 年 10 月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

務年報 

       是 2003 年 

中國憲政  中國憲政月刊社     是 1993 年 

中國邊政  中國邊政協會 (02)2720-3477   否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中華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 

(03)518-6600 hssj@chu.edu.tw 否 

中華行政學報  中華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03)518-6620 paoffice@chu.edu.tw 否 

中華學報  中華技術學院 (02)2782-1862
轉 160 cathy@cc.chit.edu.tw 

否 

中國歷史學會史學集

刊 

中國歷史學會臺灣

大學文學院 

    否 

中華台北 APEC 通訊 中華臺北亞太經濟

合作（APEC）研究中

心／臺灣經濟研究

院 

(02)2586-5000 ctasc@mail.tier.org.tw 是 1999 年 09 月

改名「亞太經濟

合作評論」 

中華戰略學刊  中華戰略學會 (02)341-6591   否 1980 年 03 月

原刊名「中華戰

略季刊」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

法評論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

會 

02-28610511 
轉 27005 
02-28613080 

csil2006@gmail.com  否 

元智人文社會學報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 

(03)463-8800 
轉 2701 

chdept@saturn.yzu.edu.tw 否 2000 年 07 月

原刊名「人文社

會學報」 
公共行政學報(政大)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02)2938-7065 pa@nccu.edu.tw 否 

公共事務評論  中華公共事務管理

學會 

(07)5252000 pam4907@cm.nsnyu.edu
.tw 

否 

公務人員月刊  公務人員月刊社 (02)8236-6865 mop@mocs.gov.tw 否 1996 年 07 月

原刊名「銓敘與

公保」 
公營事業評論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

學術研究中心 
(07)525-2000 
轉 4580,4581 

powned@cm.nsysu.edu.t
w 

是 2002 年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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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學報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02)2311-9125   否 

日本研究  財團法人中日關係

研究發展基金會   

日本研究雜誌社 

(02)2702-0304   是 2005 年 09 月

改名「東亞論

壇」 
市政學刊  中國文化大學市政

學系 

    否 

主計月刊  財團法人中國主計

協進社 

(02)2371-0425 d39tsob@dgbas.gov.tw 否 2001 年 09 月

原名「主計月

報」 
正修學報  私立正修科技大學 (07)731-0606   否  原名「正修

工專學報」 

正修通識教育學報  私立正修科技大學 (07)731-0606 
轉 399、415 

    

加拿大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外交

研究所 

(02)2938-7624 liu7249@cc.nccu.edu.tw 否 

台大歷史學報  國立臺灣大學出版

委員會 

(02)-3366-3993 
(02)-2365-9286

ntuprs@ntu.edu.tw 否 1996 年 06 月

原名「國立臺灣

大學歷史學系

學報」 
台大文史哲學報  國立臺灣大學文史

哲學報編輯委員會 

(02)2363-0231
轉 3911 

bcla@ms.cc.ntu.edu.tw 否 2000 年 11 月

原名「國立臺灣

大學文史哲學

報」 
台北市立師範學院學

報：人文藝術類社會科

學類科學教育類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 (02)2311-5585 
(02)2311-3040
轉 1131 

  是 2005 年 05 月

台北科技大學學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02)2771-2171   否 1998 年 03 月

原名「臺北技術

學院學報」 
台南大學人文研究學

報 

國立臺南大學 (06)213-3111 
轉 142 

cathywu@mail.nutn.edu.tw 否 2005 年 10 月

原名「南大學

報：人文與社會

類」 
台研兩岸前瞻探索  財團法人臺灣綜合

研究院 

(02)8809-5688 278@tri.org.tw 是 2001 年 11 月

台德學刊  文橋出版社  (02)2712-8536,2
717-2631 

lanbridg@ms15.hinet.net 否 

台灣人文生態研究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

臺灣生態研究中心 

(04)2632-8001
轉 17051, 17052

pfli@pu.edu.tw 否 

台灣人類學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臺灣人類學

刊編輯委員會 

(02)2652-3431   tja@gate.sinica.edu.tw 否 

台灣土地金融季刊  臺灣土地銀行 (02)2348-3754 
(02)2311-5782 

  是 2005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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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法學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社 

(02)2331-9959 
(02)2370-2702 

lawjournal@taiwanlaw.c
om.tw 

是 2008 年 07 月

改名「台灣法學

雜誌」 
台灣法學雜誌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社 

(02)2331-9959 
(02)2370-2702 

lawjournal@taiwanlaw.c
om.tw 

否 原名「台灣

本土法學」 

台灣日本研究  台灣日本研究學會 (02)27042962  
liu00281@yahoo.com.tw 

否 原名「日本

學報」 

台灣民主季刊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

基金會 

(02)2708-0100 
(02)2707-1128 

tdq@taiwandemocracy.or
g.tw 

  

台灣東北亞季刊         尚未出刊 

台灣東南亞學刊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中心 

(049)291-0960
轉 2563        
(049)291-8541 

hlhou@ncnu.edu.tw   否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唐山出版社  (02)2363-3072 taishe.editor@gmail.com 否 

台灣社會福利學刊  臺灣社會福利學會 05-2720411 
轉 22115 

  否 

台灣社會學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

研究所 

(02)26523330 
(02)2651-0340 

tseditor@sinica.edu.tw  否 

台灣政治學刊  月旦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02)2369-0258   否 

台灣哲學研究  台灣哲學研究會 0970-123-561 
蕭郁雯 

hilda.hsiao@gmail.com    

台灣國際法季刊  新學林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02)2700-1808 tsilorg@ms78.hinet.net  否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02)2313-1155
轉 110 
(02)2313-1170 

tisa@tisane.org  否 

台灣勞工雙月刊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02)8590-2862~
4 

  否 

台灣智庫通訊  財團法人臺灣智庫 (02)2370-6987  
(02)2370-6994 

  否 

台灣經濟月刊  臺灣經濟月刊社     是 1962 年 

台灣經濟論衡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 

(02)2316-5424   否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

研究院 

(02)2586-5000
轉 419 
(02)2586-8282 

  否 

台灣綜合展望  財團法人臺灣綜合

研究院 

(02)88095688 
(02)8809-5321 

  是 2003 年 11 月

台灣應用日語研究  臺灣應用日語學會 (07)601-1000 
轉 5002 
(07)601-1063 

ajpn@ccms.nkfust.edu.t
w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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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憲政  民主憲政雜誌社     是 1995 年 01 月

民族學研究所資料彙

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否 

民意研究季刊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

協會 

(02)239411189 
(02)2341-4660 

  是 2002 年 

立法院院聞  立法院院聞月刊社 (02)2321-1531
轉 302 

  是 2006 年 12 月

世新大學學報  世新大學  (02)2236-8225~
9 

  是 2002 年 10 月

玄奘學報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 (03)530-2255   
分機 2139 
(03)539-1209   

neil@hcu.edu.tw  是 2003 年 07 月

弘光學報  弘光科技大學 (04)2631-8652   否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  弘光科技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 

(04)2631-8652
轉 5581 

  否 

全球政治評論  國立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 

(04)22840310 
(04)2285-0813 

  否 

全國律師  中華民國律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 

(02)2331-2865 
(02)2375-5594 

  否 

成功大學學報         是 2002 年 11 月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

會科學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 

(02)2737-7539 
(02)2737-7248 

  是 2002 年 

行政暨政策學報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

行政暨政策學系 

(02)2505-4803 
(02)2502-4654 
轉 8341~8345 

  否 

行政管理學報  中國文化大學行政

管理學系 

(02)2861-0511
轉 722 
(02)2862-5291 

  否 

行政學刊  中央警官學校行政

系組會 

    是 

交流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

基金會 

(02)2718-7373 
(02)2546-1226 

  否 

共黨問題研究  共黨問題研究中心 02)2217-1100 
轉 210,215 
(02)2217-7755 

  是 2002 年 12 月

考銓季刊  考試院  (02)82366245 
(02)8236-6246 

  否 

空大行政學報  國立空中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 

(02)282-9355 
轉 564 

  否 

空軍學術雙月刊  國防部  (02)2781-6554   否  原名「空軍

學術雙月刊」 

青年學刊         是 日期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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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學報  崑山科技大學 (06)272-7175   否 

佛光人文社會學刊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編譯出版中心 

(03)987-1000 
轉 12111       
(03)987-4815 

publish@mail.fgu.edu.tw 否 

佛光學刊  南華管理學院 (05)272-0945 
(02)7620112 
轉 521 

  是 1999 年 11 月

近代中國  近代中國雜誌社 (02)2343-0236 
(02)2343-3238 
(02)2343-3244 

kmthis@ms2.hinet.net  是 2005 年 

非政府組織學刊  南華大學非政府組

織研究中心 

(05)272-4213 
(05)242-7115 

npo@mail.nhu.edu.tw  否 

兩岸發展史研究  國立中央大學歷史

研究所 

(03)422-7151 
轉 33750       
(03)425-5123 

ncu3750@ncu.edu.tw  否 

兩岸與國際事務  國立中山大學大陸

研究所 

(07)525-2000 
轉 5571        
(07)525-5571 

mnlaaa@mail.nsysu.edu.tw  否 

育達學報  臺北市私立育達高

級商業家事職業學

校 

(02)2570-6767  
(03)493-4101-2

  否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037)651188  
(037)651201 

  否 

東吳法律學報  東吳大學法學院 (02)2311-1531
轉 2524 

  否 

東吳政治學報  東吳大學政治研究

所 

(02)2881-9471
轉 6261、6262

  否 

東亞季刊  國立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 

(02)2939-4921~
6 轉 249       
(02)2939-1445 

  是 2003 年 10 月

改名「東亞研

究」 
東亞研究（政大）  國立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 

(02)2939-3091
轉 50801       
(02)8861-5137  
(02)2939-1445 

eastasia@nccu.edu.tw  否 

東亞論壇  大華技術學院國際

貿易系 
(02)2702-1562  
(02)2702-0304 

  否 原名「日本

研究」 

東南亞學刊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中心 

(049)2910960 
轉 2561 

dseas@ncnu.edu.tw  是 2004 年 10 月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

區域研究計畫 

(02)2782-2191 
(02)2782-2195 
(02)2651-6862 
(02)2782-2199 
(02)2651-6863 

prosea@gate.sinica.edu.tw 是 2001 年 12 月

改名「亞洲研究

論壇」 

東海社會科學學報  東海大學      是 2001 年 12 月

東海學報  東海大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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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人文學報  國立東華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學院 

(03)863-5252   否 

法政學報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02)2621-5656
轉 2544-2554 
(02)2620-9743 

mp1124@mail.tku.edu.tw 否 

社區發展季刊  內政部社區發展雜

誌社 

(02)2322-5972 
(02)2322-5973 

  否 

社會文化學報  國立中央大學通識

教育中心 

(03)426-7186 
(03)422-9952 

  是 2005 年 06 月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刊 

中華民國社會政策

學會 

(049)2422-063 
(049)2422-063 

  否 

社會科學論叢  國立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五南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 

(02)2939-3091
轉 51248 
(02)2705-5066 
(02)2938-7716 
(02)2706-6100 

joss@nccu.edu.tw  否 

長榮大學學報  長榮大學教務處出

版組 

(06)278-5123 
轉 1140,1141   
(06)278-5011 

  否 

城市發展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 

(07)337-3682   否 

故宮文物  國立故宮博物院出

版組 

(02)2881-2021~
4 (02)2882-1440

daly@interzone.com.tw  否 

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08)722-6141~3 
(08)723-7682 

  否 原名「屏東

師院學報」 

南亞學報  南亞技術學院 (03)436-1070   否 

俄情雜誌  俄情研究雜誌社 (02)8954012 
(02)8954015 

  是 1998 年 07 月

俄羅斯學報  國立政治大學俄羅

斯研究所 

(02)2939-3091 
轉 50806       
(02)2938-7124 

  否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

學雜誌 

思與言雜誌社 (02)2367-8228-9
(02)2363-4857 

  否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修平技術學院 (04)2261-9967 
(04)2261-6640
轉 124 

  否 

政府審計季刊  政府審計雜誌社 (02)2397-7799 journal@audit.gov.tw; 
journal@audit.gov.tw 

否  原名「審計

季刊」 

政治科學論叢  國立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 

(02)2391-8756 
(02)2351-9641
轉 270 

  否 

政治評論  政治評論雜誌社     是 1993 年 04 月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巨流圖書公司 (02)2369-5250 
(02)8369-1393 

societas123@hotmail.com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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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季刊  臺大政治學會 
    是 

政治學報  中國政治學會 (02)2789-9626
轉 306 

capstaiwan@yahoo.com  否 

政策月刊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

策會政策研究工作

會 

(02)2343-4844 
(02)2343-4833 

KMTPRM@ms15.hinet.net 是 2000 年 12 月

政策研究學報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

院公共行政與政策

研究所 

(05)272-1001 
轉 2321     
(05)242-7152 

scho@mail.nhu.edu.tw  否 

研究與動態  大葉大學共同教學

中心 

(04)851-1888 
轉 2011, 4140 

cd9000@mail.dyu.edu.tw 否 

研考雙月刊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02)2341-9066
轉 327 

    

研習論壇  研習論壇月刊社 (049)237-2027 submit@email.rad.gov.tw 否 2001 年 01 月

原名「人力發展

月刊」 
科技、醫療與社會  陽明大學    pyrlc@ccu.edu.tw  否 

科學發展月刊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 

(02)2737-7539 tjhsu@nsc.gov.tw 否 

美和技術學院學報  美和技術學院 (08)779-9821~2
轉 183 

  否 2000 年 08 月

原名「美和專校

學報 」 
美歐季刊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02)2939-4921
轉 362 

  是 2001 年 06 月

美國月刊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02)2939-4921
轉 363 

  是 1994 年 04 月

改名「美歐季

刊」 
軍事史評論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02)8509-1089   否 

軍事社會科學學刊  政治作戰學校 (02)2895-4013   是 2000 年 11 月

後備動員軍事雜誌  後備動員管理學校 (02)2805-2956   否 

哲學與文化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

誌社 

(02)2905-2263 umrpc@mails.fju.edu.tw 否 原名「現代

學苑」 
高大法學論叢  國立高雄大學法學

院 

(07)591-9285   否 

高苑學報  高苑工商專科學校 (07)696-8121-7   否  原名「高苑

技術學報」  
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

學學報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07)381-4526 
轉 3200, 3201 

kaoffice01@cc.kuas.edu.tw 否 

師大學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02)2363-6023 j.ntnu@deps.ntnu.edu.tw 否 1997 年 10 月

原名「師大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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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政治論叢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02)2369-8303 
轉 14 

nuntps@pchome.com.tw 否 

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

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訓育學系 

(02)2363-6640
轉 16 
(02)2363-8821 

adalilin@cc.ntnu.edu.tw  否 

亞太研究論壇  中央研究院  亞太區

域研究專題中心 

(02)2782-2191 
(02)2782-2195 
(02)2651-6862 

capas@gate.sinica.edu.tw 否 2003 年 03 月

原名「亞太研究

通訊」 
亞太研究通訊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

所 

(05)272-1001 
轉 2331 
(05)242-7154 

  否 

亞太經濟合作評論  中華臺北亞太經濟

合作(APEC)研究中心

／臺灣經濟研究中

心 

(02)2586-5000 ctasc@mail.tier.org.tw 否 

亞洲與世界月刊  亞洲與世界月刊雜

誌社 

    是 1993 年 05 月

展望與探索  展望與探索雜誌社 (02)2217-3485 
(02)2217-7755 

4d10@mjib.gov.tw  否 

海洋事務論叢  社團法人臺灣海洋

事務策進會 

(02)2721-8865  
(02)2721-8816 

tmmpda.org@msa.hinet.net  否 

海峽評論  海峽評論雜誌社 (02)8663-2559 
(02)8663-2466 

sreview@ms47.hinet.net  否 

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雜誌社 

(02)2381-2028  
(02)2381-2028 

aiching@tpts8.seed.net.tw 是 2004 年 10 月

建國科大學報  建國科技大學 (04)711-1111 
轉 1308        
(04)712-1953 

publish@ctu.edu.tw  否 

孫學研究  國立國父紀念館 (02)2758-8008 
(02)2345-0087 

sun@yatsen.yatsen.gov.tw 否 

現代化研究  財團法人促進中國

現代化學術研究基

金會 

(02)2736-6953 
(02)2377-1545 

  否 
（不定期出刊）

婦研縱橫  國立臺灣大學人口

與性別研究中心婦

女與性別研究組 

(02)2363-0197 
(02)2363-9565 

wrp@ms.ntu.edu.tw  否 

執法新知論衡 

（中央警察大學） 

中央警察大學

（警學叢刊雜誌社）

(03)328-2321 
轉 4133、4134

  否 

財稅研究  財稅研究雜誌社 (02)2764-2296 pfr@mail.mof.gov.tw  否 

陸軍學術月刊  陸軍學術月刊社 (03)489-8837 
(02)2733-4911
轉 333010 

  是 2004 年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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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02)2939-4921~
6 轉 227 

  否 

國立中山大學社會科

學季刊 

（南方經政論叢） 

國立中山大學社會

科學院 

(07)525-2000 
轉 5501        
(07)525-5502 

  是 
（電話確認） 

國立中央大學人文學

報 

國立中央大學文學

院 

(03)426-7160 
(03)425-8810 

  否 

國立中興大學人文社

會學報 

國立中興大學共同

學科 

(04)2285-0811  
(04)2284-0310 
(04)2285-0813 

  是 1999 年 06 月

國立中正大學學報  國立中正大學     是 1999 年 12 月

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

報 

國立中興大學歷史

學系 

(04)2285-0214 history@dragon.nchu.edu.tw 否 

國立台北大學學報  國立臺北大學 (02)2502-4654   是 第三期開始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學

報：人文藝術類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02)2732-1104 
(02)2738-1470 

  是 2006 年 09 月

國立成功大學社會科

學學報 

國立成功大學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是  
（電話確認） 

國立空中大學社會科

學學報 

國立空中大學社會

科學系 

(02)282-9355 
轉 502, 503 

  否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

報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

系 

(02)2938-7050 
(02)2938-7051 
(02)2939-0514 

thinker@nccu.edu.tw  否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

報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

學系 

(02)938-7045   否 

國立政治大學學報  國立政治大學 (02)2939-3091~5   是 2002 年 07 月

國史館學術集刊  國史館  (02)2217-5500
轉 605 

  否 

國防政策評論  國防政策與戰略研

究學會 

(02)2395-4784 
(02)2395-4785 

tda2000@ms64.hinet.net 是 改名「戰

略：台灣國家安

全政策評論」 
國防管理學院學報  國防管理學院     是 2000 年 05 月

國防雜誌  國防大學  (03)365-7850 
(03)480-1145 
(03)480-1456 
(03)489-0552 

magazine@ndu.edu.tw  否 

國是評論  國是評論雜誌社 (02)2365-1065 
(02)2362-6565 

  否 

國家政策季刊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02)2341-9066
轉 231, 232 

  
是 2005 年 12 月

國家政策論壇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

研究基金會 

(02)2343-3399 
(02)2343-3357 

npf@npf.org.tw  否 

國家政策雙周刊  張榮發基金會  國家

政策研究中心 

(02)509-9181-7 
(02)509-2949 

  是 1997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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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研究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 

(02)2367-6351 
(02)2367-6351 

  否 

國家發展論壇  財團法人國家發展

研究文教基金會政

策研究中心 

(02)517-6366 
(02)500-7100 

  否 

國家菁英季刊  考選部  (02)2236-9188
轉 3331、3334

  否 

國家與社會學報  元智大學社會學系   scdept@saturn.yzu.edu.tw 否 

國策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

院文教基金會 

(02)2696-2777 
(02)2969-2766 

  否  

國會  國會雜誌社      否 
國魂月刊  新中國出版社 (02)2396-9856 

(02)2322-3257 
  是 2000 年 11 月

國境警察學報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

警察學系 

(03)328-2321 
轉 4303 

bp@sun4.cpu.edu.tw  否 

國際人文年刊  國立花蓮師範學院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03)822-6305 
轉 10 
(03)822-4675 

  是  
（電話確認） 

國際事務季刊  民主進步黨國際事

務部 

(02)2392-9989
轉 301~309     
(02)2393-0342 

foreign@dpp.org.tw  是 
（電話確認） 

國際關係學報  國立政治大學外交

學系 

(02)2938-7058 
(02)2938-7059 
(02)2939-0173 

dip_jrnl@nccu.edu.tw  
否 

淡江史學  淡江大學歷史學系 (02)2621-5656 
轉 2327,2328 
(02)2625-3324 

  否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淡江大學  (02)8631-8661 
(02)8631-8660 

tkjour@www2.tku.edu.tw 否 

清華學報  國立清華大學 (035)715-131~4
9 

  否 

理論與政策  理論與政策雜誌社 (02)2234-5389 
(02)2937-6410 

syiprd@ms6.hinet.net  是 2005 年 11 月

通識教育季刊  國立清華大學通識

教育中心 

(03)571-5131 
轉 4565        
(03)571-7586 
(03)571-8791 

  是 2005 年 12 月

通識研究集刊  開南管理學院通識

教育中心 

(03)341-2500 
轉 1143        
(03)341-4428 

  否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 

(04)2451-7250
轉 5503 
(04)2451-3797 

adm_peo@fcu.edu.tw   

第三部門學刊  致勝文化  (02)2939-3091
轉 51001       
(02)2938-7557 

333@nccu.edu.tw  否 

勞工行政  勞工行政雜誌社 (02)2338-0419 
(02)2336-584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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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興崗學報  政治作戰學校 (02)892-1952   否 

黃埔學報  陸軍軍官學校 (07)742-5024 
(07)710-4697 

  否  

景文技術學院學報  景文技術學院 (02)2211-6036   是 2004 年 03 月

游於藝雙月刊  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02)8369-1399   否 

朝陽學報  朝陽科技大學 (04)2332-3000 
轉 4301,4032 

  否 

華岡社科學報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

科學院 

(02)861-0511 
轉 278 

  是 2005 年 06 月

華岡研究學報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事務處 

    是 1997 年 03 月

華梵人文學報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 (02)2663-2102
轉 2230 

  否 

博學  國立中興大學通識

教育委員會 

(04)2284-0597 
(04)2284-0598 
(04)2285-7861 

cah@mail.nchu.edu.tw  否 

揭諦  私立南華管理學院

哲學研究所 

(05)272-1001 
轉 2001 

  否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

學學刊 

慈濟大學  (03)856-5301 
轉 7059 
(03)856-2490 

  否 

新世紀智庫論壇  財團法人陳隆志新

世紀文教基金會 

(02)2696-7040
(02)2696-7039 

lccncf@ms19.hinet.net 否 

新世紀宗教研究  財團法人世界宗教

博物館發展基金會

附設出版社 

(02)8231-6789
轉 1805, 1811 
(02)8231-6868 

ncrs2@mwr.org.tw  否 

新竹師院學報  國立新竹師範學院 (03)521-3132 
(03)525-5439 

  是 2005 年 06 月

第三部門學刊  致勝文化  (02)2939-3091
轉 51001       
(02)2938-7557 

333@nccu.edu.tw  否 

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

會學報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03)521-3132   否 

新野論壇  新臺灣人文教基金

會 

(02)8789-4812 
(02)8789-4815 

ntf@ms38.hinet.net  是 2001 年 02 月

當代  合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02)2507-4412 
(02)2507-4260 

dandai@ms25.hinet.net 否 

萬能通識論叢  萬能科技大學通識

教育中心 

(03)4515-811 
轉 360, 361   
(03)4528-927 

gc@cc.vit.edu.tw  否 

萬竅－－中華通識學

刊   

中華大學通識教育

中心 

(03)537-4281 
轉 6822 
(03)537-4281 
轉 6639 

jui@chu.edu.tw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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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社法制論叢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 

(02)2316-5300   否 

經濟情勢暨評論  經濟部研究發展委

員會 

(02)2321-2200
轉 235, 273   
(02)2393-4659 

  是 2006 年 12 月

義守大學學報  義守大學  (07)656-3711 
(07)656-3734 

  是 2006 年 08 月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

學報 

義守大學  (07)657-7711 
(07)657-7056 

  否 

運籌研究集刊  開南管理學院 (03)341-2500 
轉 1714 
(03)341-4429 

acd_dev@mail.knu.edu.tw 否 

輔仁學誌：法管理學院

之部 

輔仁學誌出版社     是 1983 年 00 月

輔仁法學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暨法律學研究所 

(02)2903-1111 
(20 線) 
轉 2636 

  否 

銓敘與公保  銓敘與公保月刊社     是 1996 年 06 月

選舉研究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 

    否 

選舉評論  中華選舉研究學會 (02)2397-0378 
(02)2356-8132 

electionreview@yahoo.c
om.tw 

否 

實踐  實踐雜誌社  (02)2937-1734 
(02)2937-1801 

  是 2001 年 03 月

實踐通識論叢  實踐大學通識教育

中心 

(02)2538-1111
轉 1700        
(02)2533-6293 

gec@mail.usc.edu.tw  是 2006 年 01 月

實踐學報  實踐大學  (02)2533-8151
轉 235 

  是 2003 年 06 月

暨大學報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049)291-0960
轉 2231        

Publish@sunl.ncnu.edu.tw 是 2003 年 12 月

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 蒙藏委員會現況研

究及研考部門 

(02)2356-6451 
(02)2341-5900 

  否 原名「蒙藏

現況雙月報」 
遠景基金會季刊  財團法人兩岸交流

遠景基金會 

(02)2365-4366 
(02)2367-6511 

  否 

銘傳大學通識學報  銘傳大學通識中心     是 
（電話確認） 

銘傳學刊  銘傳管理學院 (02)2882-4564
轉 322, 323     
(02)2883-7661 

  否 

漢學研究  漢學研究中心 (02)2314-7321 
(02)2371-2126 

lckeng@msg.ncl.edu.tw  否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

究工作室 

(02)2788-4188 
(02)2788-2203 
傳真：

(02)2788-1740 

magy@gate.sinica.edu.tw 否 

稻江學報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

院 
(05)362-2889 
(05)362-2899 research@mail.toko.edu.tw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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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

究所 

(02)2789-9390 
(02)2785-1787 

euramerica@sinica.edu.tw 否 

憲政時代  中國憲法學會 電話：

(02)2389-2734 
  否 原名「憲法

學報」 

憲政思潮  國民大會秘書處 (02)2331-1312
轉 230 
(02)2361-0552 

james@nasm.gov.tw 否 
（不定期出刊）

戰略安全研析  亞太安全合作理事

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02)82377228 
(02)86613684 

  否 

戰略與國際研究  臺灣綜合研究院戰

略與國際研究所 

(02)2760-7930 
(02)2753-5622 

  是 2002 年 07 月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政

策評論 

國防政策與戰略研

究學會 

(02)2395-4784 
(02)2395-4785 

  否 原名「國防

政策評論」 

樹德科技大學學報  樹德科技大學 (07)615-1000 
(07)615-4866 

publish@mail.stu.edu.tw 否 原名「樹德

科技學報」 

澳洲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外交

研究所 

(02)2938-7058 
(02)2939-0173 

  是 2005 年 09 月

靜宜人文學報  靜宜大學文學院 (04)2632-8001   是 2004 年 06 月

韓國學報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

學會 

    否 

檔案季刊  檔案管理局檔案季

刊社 

(02)2513-1888   否 

鵝湖  鵝湖月刊社  (02)8221-4677 
(02)8221-4691 

oehu1975@ms14.hinet.net 否 

環境與世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 

    否 

環境與管理研究（南華

大學） 

南華大學環境管理

研究所 

(05)272-1001 
轉 2041 
(05)242-7116 

ccchen@mail.nhu.edu.tw 否 

警政論叢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

警察學系 

(03)328-1824,  
(03)328-2321 
轉 4207 

  否 

警察法學  內政部警察法學研

究中心、內政部警政

署 

(02)2341-0833   否 

警專學報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02-22308512 
轉 2054   
02-22307515  

  否 

警學叢刊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

叢刊雜誌社 

(03)328-2321 
轉 4133, 4134 
(03)328-7105 

  否 

競爭力評論  中華國家競爭力研

究學會 

(02)2658‐5501
(02)2657‐001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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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第一階段篩選期刊名單 

第一階段篩選期刊 
＊Issue and Study 
（不計分）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國史館學術集刊 

WTO 研究 政治學報 國防雜誌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展望與探索 國家政策論壇 

人文社會學報（世新大學） 問題與研究 國家菁英季刊 

人事行政 國立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國會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國家發展研究 國境警察學報 

中山學報 國際關係學報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淡江國際事務學報 第三部門學刊 

中共研究 遠景基金會季刊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中國大陸研究 歐美研究 復興崗學報 

中國地方自治 中華行政學報 黃埔學報 

中國行政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

中國行政評論 加拿大研究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中國邊政 台灣國際法季刊 高大法學論叢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市政學刊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中華戰略學刊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 憲政時代 

公共行政學報（政大） 考銓季刊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政策評論

公共事務評論 行政管理學報 鵝湖 
台灣民主季刊 佛光人文社會學刊 競爭力評論 

台灣東南亞學刊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選舉研究 

台灣政治學刊 亞太研究論壇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兩岸與國際事務  

全球政治評論 俄羅斯學報  
行政暨政策學報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  

東吳政治學報 政策研究學報  

東亞研究（政大） 研考雙月刊  

東亞論壇 軍事史評論  

法政學報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空大行政學報 師大政治論叢  

政治科學論叢 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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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2008 年政治學期刊評比問卷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系 
(116)台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64 號 

電話：(02) 2939-3091 轉 50737，傳真：(02) 2939-0201 
 email: ctkuo@nccu.edu.tw 

 
 
敬愛的期刊總編輯，見信平安， 
 
 這次的「台灣政治學期刊評比」是由本人主持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延續

過去黃紀教授（1998 年）以及吳玉山教授（2003 年）的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

這一系列的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對於國內政治學者、政治學相關學系以及台灣

政治學期刊的評比，都有重大的影響。從約兩百份可能與政治學相關的期刊中，

本評比已經篩選出 80 餘份期刊，包括貴刊，進入下一階段的評比。根據附上的

問卷以及貴刊所提供的資料，本評比預計於明年一月初，再次篩選出約 20 份的

期刊，進入最後的評比階段。評比結果將公開給相關政府部門、學校、政治學科

系、以及政治學者等參考。 
 本評比知道編輯學術期刊的辛勞，很不好意思在您編輯業務繁忙之際，還要

麻煩您回答問卷以及提供相關資料。這份問卷以及所需提供的相關資料，絕大多

數與進行中的 2008 年「收錄 TSSCI 資料庫基本資料問卷」相同（差異部分請參

閱附件中的比較表）。若是您已經填答過該問卷，可否麻煩您的編輯助理根據該

問卷，比對此問卷，增刪一些資料，惠賜給本評比？ 
若是您不方便回答問卷以及提供相關資料，本評比也能理解。麻煩您填寫「參

加『台灣政治學期刊評比』意願書」時，勾選「不願意參加」，並填寫該表格相

關資料後將其寄回。本評比將尊重您的選擇，並且登錄在可公開的結案報告中，

供相關人士查詢。 
隨信附上的光碟內含本次問卷和意願書的電子檔，提供給您作答和參考。問

卷與相關資料麻煩您於 2008 年 12 月 12 日之前寄回，如需更進一步的資訊，請

洽以下的聯絡電話和地址，謝謝您。 
 
敬頌  研安 
 
 
 

 
 

 
 
 
 
 
 

郭承天 

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主持人     

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宗教所

合聘教授 

羅又軒 

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  專任助理 

freean@alumni.nccu.edu.tw 
TEL、FAX:(02)2938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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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台灣政治學期刊評比」意願書 
 

關於 2008 學年度「台灣政治學期刊評比」，本人代表 
＿＿＿＿＿＿＿＿＿＿＿＿＿＿＿＿＿（期刊名稱）， 

□ 願意參加這次評比 
□ 不願意參加這次評比。原因如下： 

□ 提供資料有困難   
□ 本期刊不屬於政治學期刊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 
期刊職務： 
日期： 
 
（若貴刊不願意參加本次評比，請將本意願書用附上的標準

信封單獨寄回即可，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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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學期刊評比】問卷 

【填答說明】： 

1.請在下列各項問題適當的框格 □ 內打“”，並在橫線    上作簡要的回

答。 

2.本問卷各問項的填答將作為計算「台灣政治學專業期刊評比」的參考依據，

煩請貴刊詳細填答。 

 

一、期刊相關資料 

（一）貴刊的中文名稱為：                           

英文名稱為：                           

（二）貴刊是否曾經改名？（如為合併則視為新期刊） 

□ 1.是，改名前之中文名稱為：                           

      改名前之英文名稱為：                                        

       改名日期為：                                               

□ 2.否。 

（三）貴刊的出版單位為： 

□ 1.學校，學校名稱為                          

□ 2.學校以外的學術研究機構，機構名稱為                 

□ 3.政府機構，機構名稱為                        

□ 4.雜誌社，機構名稱為                         

□ 5.其他機構（請說明）                         

（四）貴刊是否收錄在國內或國際資料庫（如 TSSCI、SSCI、AHCI、ECONLIT

等）之中？ 

□ 1.是，國際資料庫名稱為       、       、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謝謝。） 

□ 2.是，國內資料庫名稱為       、       、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謝謝。） 

□ 3.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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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貴刊是否已出版電子期刊？ 

□ 1.是，網址為                             

□ 2.否 

（六）貴刊在過去三年（2005-2007 年）中是否曾獲國科會學術研究優良期刊

獎助？ 

□ 1.是，獲獎年份為        、        、         

□ 2.否 

（七）貴刊的創刊號出版於西元        年。 

截至目前為止已出版多少期？            期。 

（如為更名之期刊，則以舊期刊為準） 

（八）就出版週期而言，貴刊所屬週期與定期出版日期為 

□ 1.年刊（每年   月出刊） 

□ 2.半年刊（每年   、   月出刊） 

□ 3.季刊（每年   、   、   、   月出刊） 

□ 4.一年三期刊（每年   、   、   月出刊） 

□ 5.雙月刊   □ 6.月刊   □ 7.不定期發行 

□ 8.其他(請說明)                            

（九）自貴刊發刊以來，是否曾經變更過出版週期？ 

□ 1.是，於西元     年由      刊改為      刊 

於西元     年由      刊改為      刊 

於西元     年由      刊改為      刊 

□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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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稿件來源與規範 

（一）貴刊是否對外公開徵求稿件？ 

□ 1.是，自西元     年開始 

□ 2.否 

（二）貴刊所刊出的中文稿件，是否有作者的服務單位名稱、英文姓名、英

文摘要與英文關鍵詞？ 

□ 1.是 

□ 2.否 

（三）貴刊之投稿稿件，是否有字數限制？ 

□ 1.是，字數限制為                

□ 2.否 

（四）貴刊所刊出的英文稿件，是否有作者的中文姓名、服務單位名稱，與

中文摘要？ 

□ 1.是 

□ 2.否 

□ 3.不適用（不接受英文稿件） 

（五）貴刊是否有書面的論文文稿（含引用文獻）規範？ 

□ 1.是，煩請提供一份論文文稿（含引用文獻）規範給本評比，謝謝！ 

□ 2.否 

（六）國科會人文處目前區分為九個學門，貴刊的研究領域歸屬於那類學門？ 

□ 1.人類學  □ 2.社會學  □ 3.教育學 □ 4.心理學 

□ 5.法律學  □ 6.政治學  □ 7.經濟學 □ 8.區域研究及地理            

□ 9.管理學  □ 10.綜合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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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輯委員會組織 

（一）貴刊是否設有編輯委員會？ 

□ 1.是 

□ 2.否（請跳答第四大題） 

（二）貴刊的編輯委員會是否為任期制？ 

□ 1.是 

□ 2.否 

（三）貴刊的編輯委員會是否設有下列編制？ 

□ 1. 主編（或總編輯） 

□ 2. 執行編輯，共   人 

□ 3. 編輯委員，共   人 

□ 4. 其他（請說明職稱）____________，共_______人 

（煩請貴刊提供一份目前之編委會名單給本評比，謝謝！） 

（四）貴刊是否有編輯委員會組織章程？ 

□ 1. 是，請檢附「編輯委員會組織章程」乙份，以作為期刊審查作業之

參考。 

□ 2. 否 ， 請 說 明 原 因 並 請 簡 述 主 編 、 編 委 之 任 期 與 遴 聘 程 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貴刊是否舉行編輯委員會會議？ 

□ 1. 是，請檢附「2007 年編輯委員會會議紀錄」以作為期刊審查作業之

參考。 

□ 2. 否，請說明原因或檢具編輯委員實際參與編輯作業之相關證明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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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稿程序與概況 

（一）貴刊是否對所有來稿均設有審稿制度？ 

□ 1.是，自西元        年開始 

□ 2.否，稿件是否刊登由誰決定：         （請跳答第五大題） 

 

（二）依據貴刊之審稿制度，審稿人是如何決定的？ 

                                                                    

（三）依據貴刊之審稿制度，每篇論文的審稿人數是否一定？ 

□ 1.是，每篇       人 

□ 2.否 

（四）依據貴刊之審稿制度，審稿人是否為匿名的？ 

□ 1.是 

□ 2.否 

（五）依據貴刊之審稿制度，送審稿件是否為匿名的？ 

□ 1.是 

□ 2.否 

（六）依據貴刊之審稿制度，是否有審稿時間之限制？ 

□ 1.是，請說明之，                                              

□ 2.否 

（七）貴刊是否有審稿制度的說明書？ 

□ 1.是，煩請貴刊提供說明書一份給本評比，謝謝！ 

□ 2.否 

（八）貴刊決定是否刊登之標準為何？請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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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三年審稿概況（2005-2007 年） 

（一）貴刊在過去三年（2005-2007 年）之審稿過程中，是否至少兩年實施匿

名審查？ 

□ 1.是，請寫出實施匿名審查之年份                               

□ 2.否（請跳答第六大題） 

（二）貴刊在下列各年間（各年年初至年底）所收到的稿件中，總數為何?

處理中的有多少件？請於下表填答。 

年度 
該年收到 

稿件總數 

該年收到的稿件中 

未處理完成的稿件數 

2005 年   

2006 年   

2007 年   

（三）貴刊在下列各年間（各年年初至年底）出刊總期數為何？刊登稿件總

數為何？該年所有處理完成的稿件中，退稿有多少件？已刊登的稿件

中，內稿*有多少件？外稿*有多少件？請於下表填答。 

註：該刊當期所刊載之論文為任職於該出版（含發行）單位同仁或該

刊之主編、編輯委員所撰寫之論文視為內稿；期刊刊載論文若為

多人合著時，則其中一位作者為任職於該出版（含發行）單位同

仁或該刊之主編與編輯委員之文章亦視為內稿。（ex:政大國關中

心發行就以政大國關中心人員為內稿；學校的人文社會學院發

行，該人文社會學院人員投稿為內稿；學會則以編輯委員投稿為

內稿；單純出版社職員如五南出版社行政人員等則不算）。外稿：

前述機構以外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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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該年出刊 

總期數 

該年刊登

稿件總數

該年所有處理完成之稿件 

該年的退稿

總數 

該年刊登稿件總數中 

已刊登（或決定刊登）件數 

內稿件數 外稿件數 

2005 年      

2006 年      

2007 年      

（四）若貴刊為綜合類期刊（期刊類型請參照第二大題第六項之分類），請填

寫貴刊於下列各年間（2003-2007 年），每年發行出版之論文篇數，及

政治學相關論文篇數。請於下表填答。（如果非綜合類期刊，本題免答） 

 

出刊時間（年） 刊出之論文總篇數 政治學相關論文篇數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2007 年   

（五）貴刊在近三年（2005-2007）之審稿人名單為何？請於下表填答。（若

為綜合性期刊，只需填寫政治學相關論文之審查名單） 

年份 
審查人 
姓名 

所屬單位及職稱 
該年共審

論文篇數
年份

審查人 
姓名 

所屬單位及職稱 
該年共審

論文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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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份 
審查人 
姓名 

所屬單位及職稱 
該年共審

論文篇數
年份

審查人 
姓名 

所屬單位及職稱 
該年共審

論文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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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問卷填答人基本資料 

（一）姓名                        所屬單位                           

（二）您在貴刊中的職稱為何？ 

□ 1.主編（或總編輯）  □ 2.編輯委員  □ 3.執行編輯 

□ 4.編輯助理    □ 5.其他(請說明)               

（三）您在貴刊編輯部門工作的時間有多久？ 

□ 1.三年以上   □ 2.一年以上，三年以下  □ 3.一年以下 
（四）貴刊編輯業務處理人員 

□ 同問卷填答人 

姓名：          

聯絡電話： 

E-mail：                                   

地址：    

                                  

（五）貴刊主編 

□ 同問卷填答人 

姓名：          

聯絡電話：            

E-mail：                                    

地址：                                     

 

感謝您耐心撥冗回答本評比的問題 

請您於 2008 年 12 月 12 日之前將問卷與相關資料寄回， 
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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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資料清單：（若有電子檔，請以電子檔方式提供） 

□ 收錄於國內或國際資料庫之證明文件 
□ 論文文稿（含引用文獻）規範 
□  2007 年編輯委員會會議紀錄 

□ 編輯委員實際參與編輯作業之相關證明資料（與上款擇一檢附） 

□ 目前之編輯委員會名單 
□ 編輯委員會組織章程 
□ 審稿制度說明書 
□  2005-2007 年各期期刊各一份 

 
所有電子檔資料，請連同本問卷一同燒錄於空白光碟中，連同其他紙

本資料一併寄回，誠摯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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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TSSCI 與本次問卷比較表 
 

TSSCI 與本次評比問卷比較表 

本次問

卷題號 
差異項目 本次評比 TSSCI 

一（六） 詢問是否曾獲國科會優良期刊獎助 是 否 

一（二） 詢問期刊是否曾經改名 是 否 

一（七） 詢問至今發行總期數 是 否 

無 
計算各學門文章比例，並詢問研究領域是否

變更 
否 是 

三（二） 詢問編輯委員是否為任期制 是 否 

三（三） 要求檢附目前編委會名單 是 否 

四（二） 詢問如何決定審稿人 是 否 

四（三） 詢問每篇論文審稿人數是否一定 是 否 

四（七） 詢問是否有審稿制度說明書 是 否 

四（八） 詢問決定刊登的標準為何，並予以說明 是 否 

五 審查時間 過去三年 過去一年

五（三） 內稿定義不同 

用 TSSCI 編輯標準

的內稿定義以及工

作會議說明，代替

原來定義 

未提到內

稿定義 

六（一） 詢問填答人所屬單位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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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第一階段期篩選刊問卷回收情況整理 

第一階段期刊問卷回收情況整理 
參加評比期刊 不參加期刊（電話詢問） 未回覆期刊 

 收到回函表示 口頭或 email 表示 停刊   

人文及社會科學

集刊 
修平人文社會

學報 
法政學報 

行政管理學報

（暫時停刊） 
台灣國際研

究季刊 

中國大陸研究 加拿大研究  中國地方自治 
中國行政評論

（停刊） 

國立空中大

學社會科學

學報 

中華戰略學刊 
佛光人文社會

學刊 
人文社會學報（世新

大學） 
市政學刊 

（已停刊） 
兩岸與國際

事務 

公共事務評論 
中華國際法與

超國界法評論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期刊 
（已停刊） 

育達人文社

會學報 

台灣政治學刊 人事行政 台灣國際法季刊 
師大政治論叢

（暫時停刊） 
黃埔學報 

全球政治評論 

Tomkanf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高應科大人文社會

科學學報 
  中國邊政 

東吳政治學報 國家菁英季刊 國會   WTO 研究 

東亞研究（政大） 軍事史評論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學刊 
  國防雜誌 

政治與社會哲學

評論 
台灣東南亞學刊 國家發展研究   國家政策論壇

展望與探索 考銓季刊 研考雙月刊     

問題與研究 
弘光人文社會

學報 
憲政時代     

國際關係學報 中共研究 鵝湖     

選舉研究 
逢甲人文社會

學報 
      

遠景基金會季刊 
思與言：人文與

社會科學雜誌 
      

政策研究學報 亞太研究論壇       

高大法學論叢 
調查研究：方法

與應用 
      

         

國史館學術集刊 俄羅斯學報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國境警察學報       
復興崗學報          
公共行政學報

（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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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第一階段期篩選刊問卷回收情況整理（續） 

第一階段期刊問卷回收情況整理 
參加評比期刊 不參加期刊（電話詢問） 未回覆期刊 

 收到回函表示 口頭或 email 表示 停刊   

政治科學論叢        
台灣民主季刊        
中華人文社會學

報 
       

中華行政學報        
中國行政        
行政暨政策學報        

義守大學人文與

社會學報 
       

戰略：台灣國家

安全政策評論 
       

東亞論壇        
競爭力評論        
歐美研究        
政治學報        
第三部門學刊        
中山學報        
空大行政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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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期刊問卷回覆記錄 
期刊名稱 參加與否 不參與評比原因 
Issues & Studies N 為本次評比的參考期刊，不列入評比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 為英文期刊，與其他中文期刊不便一同評比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Y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N 已停刊 

中共研究 N 回覆表示資料提供不易，不便參加評比 
中國大陸研究 Y  

中國行政 Y  

中國行政評論 N 已停刊 
中華戰略學刊 Y  

公共行政學報（政大） Y  

公共事務評論 Y  

台灣民主季刊 Y  

台灣東南亞學刊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台灣政治學刊 Y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 未回覆 
全球政治評論 Y  

行政暨政策學報 Y  

空大行政學報 Y  

東吳政治學報 Y  

東亞研究（政大） Y  

東亞論壇 Y  

法政學報 N 回覆表示出刊不固定，不便參加評比 
政治科學論叢 Y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Y  

政治學報 Y  

展望與探索 Y  

問題與研究 Y  

國立空中大學社會科學

學報 
＃ 未回覆 

國家發展研究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國際關係學報 Y  

選舉研究 Y  

遠景基金會季刊 Y  

歐美研究 Y  

WTO研究 ＃ 未回覆 
人文社會學報（世新大

學）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人事行政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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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期刊問卷回覆記錄（續） 
期刊名稱 參加與否 不參與評比原因 
中山學報 Y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N 回信表示期刊正在轉型中，不方便參加評比

中國地方自治 N 回覆表示資料提供不易，不便參加評比 
中國邊政 ＃ 未回覆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Y  

中華行政學報 Y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

評論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市政學刊 N 已停刊 
加拿大研究  N 暫時停刊 
台灣國際法季刊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行政管理學報 N 已停刊 
考銓季刊 N 刊物正在轉型，不便參與評比 
佛光人文社會學刊 N 已停刊 
兩岸與國際事務 ＃ 未回覆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 未回覆 
俄羅斯學報 ＃ 未回覆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

雜誌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政策研究學報 Y  

軍事史評論 N 回信表示該刊物為軍方刊物，性質特殊有機

密性故不便參加評比 
高大法學論叢 Y  

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

學報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師大政治論叢 N 已停刊 
亞太研究論壇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國史館學術集刊 Y  

國防雜誌 ＃ 未回覆 
國家政策論壇 ＃ 未回覆 
國家菁英季刊 N 回覆表示其屬於實務性質期刊，非學術性質

期刊 
國會 N 口頭表示不參加，不願給回函和說明原因

國境警察學報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Y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第三部門學刊 Y  

復興崗學報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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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期刊問卷回覆記錄（續） 
期刊名稱 參加與否 不參與評比原因 
黃埔學報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學刊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

報 
Y 要參加 星期五前寄回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憲政時代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政策

評論 
Y  

競爭力評論 Y  

鵝湖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研考雙月刊 N 回覆表示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 
說明：＃表示該期刊無法聯繫或至截止日期為止未給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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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期刊基本資料表 
（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 

期刊名稱 1.英文期刊名稱 
2.是否

變更

刊名 

更名前之

中文刊名

更名前之

英文刊名
更名日期 3.發行單位

中華行政學報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否 x x x 中華大學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論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SOCIETAS) 

否 x x x 

政治與社

會哲學評

論編輯委

員會 

國史館館刊 Bulletin of Academia 
Historica 

是 
國史館學

術集刊 

Bulletin of 
Academia 
Historica 

2009 年 3
月 

國史館 

台灣政治學刊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否 x x x 
台灣政治

學會 

公共行政學報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否 x x x 
國立政治

大學（公共

行政系） 

台灣民主季刊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否 x x x 
財團法人

台灣民主

基金會 

政治科學論叢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否 x x x 
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中國大陸研究 Manland China Studies 否 x x x 

國立政治

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

中心 

問題與研究 Wenti Yu Yanjiu 否 x x x 
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 

東亞論壇 East-Asia Review 是 日本研究 x x 
大華技術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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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續） 

期刊名稱 

4.
是

否

收

錄

在

國

際

資

料

庫 

國

際

資

料

庫

名

稱

a 

國

際

資

料

庫

名

稱

b 

是

否

收

錄

在

國

內

資

料

庫 

國內資料庫名稱

5.
是

否

發

行

電

子

期

刊

電子期刊網址 

6.過去三

年是否曾

入選

TSSCI 名

單 

入選

TSSC
I 名單

年度

中華行政學報 否 X x 是 華藝數位 是 www.ceps.com.tw 否 x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論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www.ceps.com.tw/ec/echo
me.aspx  

是 
2005.
2006.
2007

國史館館刊 否 X x 是 THCI Core 否   否 x 

台灣政治學刊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tpsa.nccu.edu.tw 是 
2005.
2006.
2007

公共行政學報 否 X x 是 TSSCI 是 www.ceps.com.tw 是 
2005.
2006.
2007

台灣民主季刊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www.tfd.tw/tfq.php 否 x 

政治科學論叢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politics.soc.ntu.edu.tw/old
/psr.php?psrVol=37 

是 
2005.
2006.
2007

中國大陸研究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iir.nccu.edu.tw/index.php?
include=journal&kind=2 

是 
2005.
2006.
2007

問題與研究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iir.nccu.edu.tw/wenti 是 
2005.
2006.
2007

東亞論壇 否 X x 是 CEPS、TEPS  是
www.it .thit.edu.tw/it/東亞論壇

網頁/index.htm 
否 x 

 

 



 
 

74

（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續） 

期刊名稱 
7.創刊

年份 
已發行

期數 
8.發行

週期 

定期

發刊

日期

9.是
否變

更發

行週

期 

改刊年

a 
原刊期

a 
新刊期

a 
改刊年

b 
原刊期

b 
新刊期

b 

中華行政學報 2002 5 年刊 6 月 否 x x x x x x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論 
2002 26 季刊 

3.6.9.
12 月

否 x x x x x x 

國史館館刊 2001 18 季刊 
3.6.9.
12 月

是 2004 年刊 半年刊 2006 半年刊 季刊

台灣政治學刊 1996 19 半年刊 
6.12
月 

是 2003 年刊 半年刊    

公共行政學報 1997 28 季刊 
3.6.9.
12 月

是 2002 年刊 半年刊 2004 半年刊 季刊

台灣民主季刊 2004 20 季刊 
3.6.9.
12 月

否 x x x x x x 

政治科學論叢 1990 38 季刊 
3.6.9.
12 月

是 2004 半年刊 季刊 x x x 

中國大陸研究 1958 557 季刊 
3.6.9.
12 月

是 2002 月刊 雙月刊 2004 雙月刊 季刊

問題與研究 1961 524 季刊 
3.6.9.
12 月

是 2001 m 月刊 雙月刊 2007 雙月刊 季刊

東亞論壇   461 季刊 
3.6.9.
12 月

否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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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續） 

期刊名稱 1.英文期刊名稱 
2.是否

變更

刊名 

更名前之中

文刊名 
更名前之英

文刊名 
更名日期 3.發行單位 

國際關係學報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否 x x x 
國立政治大學

外交系 

戰略：台灣國

家安全政策評

論 

Strategy: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y Review 

是 
國防政策評

論 
x x 

中華民國國防

政策與戰略研

究學會 

中國行政 The Chinese Joural of 
Administration 

否 x x x 
國立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及企業管

理教育中心 

中華人文社會

學報 

Chung Hu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bd Social 
Sciences 

否 x x x 中華大學 

歐美研究 EurAmeria: A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是 美國研究 American 
Studies 

1991 年 
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 

政策研究學報 Policy Research 否 x x x 南華大學 

高大法學論叢 Law Journal College of 
Law NUK 

否 x x x 
國立高雄大學

法學院 

東亞研究 East-Asia Studies 是 東亞季刊 East-Asia 
Quarterly 

2004 年 1
月 

國立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否 x x x 
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遠景基金會季

刊 
Prospect Qurterly 是 遠景季刊 Prospect 

Qurterly 
2002 年 7
月 

財團法人兩岸交

流遠景基金會 

復興崗學報 Fu Hsing Kang 
Academic Journal 

否 x x x 
國防大學政治

作戰學院 

全球政治評論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否 x x x 
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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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續） 

期刊名稱 

4.
是

否

收

錄

在

國

際

資

料

庫 

國

際

資

料

庫

名

稱

a 

國

際

資

料

庫

名

稱

b 

是

否

收

錄

在

國

內

資

料

庫 

國內資料庫名

稱 

5.
是

否

發

行

電

子

期

刊

電子期刊網址 
6.過去三年

是否曾入選

TSSCI 名單

入選

TSSC
I 名單

年度

國際關係學報 否 x x 否 x 否 x 否 x 

戰略：台灣國

家安全政策評

論 
否 x x 否 x 是 www.utdss.org.tw 否 x 

中國行政 否 x x 否 x 否 www.ceps.com.tw 否 x 

中華人文社會

學報 
否 x x 是 華藝 是 www.ceps.com.tw 否 x 

歐美研究 是 IP
SA 

IB
Z 

是 TSSCI 是
Http://euramerica.ea.sinica.edu.t
w/  

是 
2005.
2006.
2007

政策研究學報 否 x x 是 
月旦法學資料

庫、華藝數位

資料庫 
否 x 否 x 

高大法學論叢 否 x x 否 x 否 x 否 x 

東亞研究 否 x x 否 x 是
http://www.ceps.com.tw/ec/ecJnl
Intro.aspx?Jnliid=1104  

否 x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www.rchss.sinica.edu.tw 是 

2005.
2006.
2007

遠景基金會季

刊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www.pf.org.tw/FCKM/ 是 

2005.
2006.
2007

復興崗學報 否 x x 否 x 否   否 x 

全球政治評論 否 x x x x 是
http://140.120.19.5/publish/publi
sh.php 

否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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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續） 

期刊名稱 
7.創刊

年份 
已發行

期數 
8.發行

週期 

定期

發刊

日期

9.是
否變

更發

行週

期 

改刊年

a 
原刊期

a 
新刊期

a 
改刊年

b 
原刊期

b 
新刊期

b 

國際關係學報 1986 26 半年刊 1.7 月 是 2005 年刊 半年刊 x x x 

戰略：台灣國家

安全政策評論 
2000 24 季刊 

3.6.9.
12 月

否 x x x x x x 

中國行政 1963 80 半年刊 
6.12
月 

是 不定期 x x x x x 

中華人文社會

學報 
2004 8 半年刊 3.9 月 否 x x x x x x 

歐美研究 1971 152 季刊 
3.6.9.
12 月

否 x x x x x x 

政策研究學報 2000 8 年刊 7 月 否 x x x x x x 

高大法學論叢 2005 4 年刊 7 月 否 x x x x x x 

東亞研究 1969 146 半年刊 1.7 月 是 2004 季刊 半年刊 x x x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 
1988 61 季刊 

3.6.9.
12 月

是 1993 年刊 半年刊 1997 半年刊 季刊 

遠景基金會季

刊 
2000 36 季刊 

1.4.7.
10 月

否 x x x x x x 

復興崗學報 1972 92 半年刊 
3.6.9.
12 月

是 2007
一年三

期刊 
半年刊 x x x 

全球政治評論 2002 24 季刊 
1.4.7.
10 月

否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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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續） 

期刊名稱 1.英文期刊名稱 
2.是否

變更

刊名 

更名前之中

文刊名 
更名前之英

文刊名 
更名日期 3.發行單位 

第三部門學刊 The-sector Review 否 x x x 
第三部門學刊

編輯委員會 

公共事務評論 Journal of Public Review 否 x x x 
中華公共事務

管理學會 

行政暨政策學

報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是 行政學報 
Public 
Administrati
on 

1999 年 7
月 

台北大學公共

行政暨政策系 

展望與探索 Prospect & Exproration 是 
共黨問題研

究月刊 
Studies in 
Communism

2002 年12
月 

法務部調查局 

東吳政治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否 x x x 東吳大學 

義守人文社會

學報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否 x x x 
義守大學通識

教育中心 

中華戰略學刊 無 否 x x x  中華戰略學會

政治學報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否 x x x 中國政治學會 

中山學報   否 x x x 
高雄市中山學

術研究會 

空大行政學報 Op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否 x x x 國立空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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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續） 

期刊名稱 

4.
是

否

收

錄

在

國

際

資

料

庫 

國

際

資

料

庫

名

稱

a 

國

際

資

料

庫

名

稱

b 

是

否

收

錄

在

國

內

資

料

庫 

國內資料庫名

稱 

5.
是

否

發

行

電

子

期

刊

電子期刊網址 
6.過去三年

是否曾入選

TSSCI 名單

入選

TSSC
I 名單

年度

第三部門學刊 否 x x 否 X 否 x 否 x 

公共事務評論 否 x x 否 x 是 www.pam.org.tw  否 x 

行政暨政策學

報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pa.ntpu.edu.tw/ntpu_dep/c
ontent.php?sno=0000122  

否 x 

展望與探索 x x x x x 是
http://www.mjib.gov.tw/cgi-bin/
mojnbi?/newworkitem/science/m
onthreport.html  

否 x 

東吳政治學報 否 x x 是 TSSCI 是
http://www2.scu.edu.tw/ploitics/
default.asp?Subject=Journal  

是 
2005.
2006.
2007

義守人文社會

學報 
否 x x 是 華藝數位 是

http://222.ceps.com.tw/ec/echom
e.aspx  

否 x 

中華戰略學刊 否 x x 否 x 是 http://www.sss-roc.org.tw 否 x 

政治學報 否 x x 是 TSSCI 否 x 是 
2005.
2006.
2007

中山學報 否 x x 否 x x x 否 x 

空大行政學報 否 x x 否 x x 
http://libdb.nou.edu.tw/cgi-bin/g
s/gsweb.cgi?o=dairr 

否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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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刊名、發行單位與出刊週期（續） 

期刊名稱 
7.創刊

年份 
已發行

期數 
8.發行

週期 

定期

發刊

日期

9.是
否變

更發

行週

期 

改刊年

a 
原刊期

a 
新刊期

a 
改刊年

b 
原刊期

b 
新刊期

b 

第三部門學刊 2004 8 半年刊 3.9 月 否 x x x x x x 

公共事務評論 2000 16 半年刊 
6.12
月 

否 x x x x x x 

行政暨政策學

報 
1968 46 半年刊 

6.12
月 

是 2001 年刊 半年刊 x x x 

展望與探索 1975 402 月刊 
未註

明 
否 x x x x x x 

東吳政治學報 1992 31 季刊 
3.6.9.
12 月

是 1996 年刊 半年刊 2006 半年刊 季刊 

義守人文社會

學報 
2002 12 半年刊 

6.12
月 

否 x x x x x x 

中華戰略學刊 1979 116 季刊 
3.6.9.
12 月

否 x x x x x x 

政治學報 1971 46 半年刊 
6.12
月 

是 1994 年刊 半年刊 x x x 

中山學報 1980 28 年刊 
未註

明 
否 x x x x x x 

空大行政學報 1994 19 年刊 
未註

明 
是 1997 半年刊 年刊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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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稿件來源與研究領域 

期刊名稱 
1.是否

對外

徵稿 

對外徵

稿起始

年度 

2.刊出之

中文稿

件是否

有英文

摘要 

3.是否

有字數

限制 
字數上下限 

4.刊出之英

文稿件是否

有作者的中

文姓名、服務

單位名稱，與

中文摘要？ 

5.是否有

書面引文

規範 

6.研究

領域歸

屬 

中華行政學報 是 2002 是 Y 
10000-15000
字 

是 否 政治學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論 
是 2002 是 Y 

一般論文 1 萬

至 3 萬字，回

應性文章 5 千

至 1 萬，書評 3
千至 5 千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政治學

國史館館刊 是 2001 是 Y 45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歷史學

台灣政治學刊 是 1996 是 Y 30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政治學

公共行政學報 是 1997 是 Y 
中文 20000 字，

英文 10000 字 
是 是 政治類

台灣民主季刊 是 2004 是 Y 
10000-20000
字 

是 是 政治學

政治科學論叢 是 1990 是 Y 

中文學術論文

限兩萬字；書

評論文／研究

紀要限一萬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政治學

中國大陸研究 是 1958 是 Y 約 20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綜合類

問題與研究 是 1961 是 Y 
10000-20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政治學

東亞論壇 是 2005 是 Y 15000 字 是 是 綜合類

選舉研究 是 1994 是 Y 20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政治類

國際關係學報 是 2005 是 Y 
10000-20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政治學

戰略：台灣國家

安全政策評論 
是 2000 是 N x 是 是 綜合類

中國行政 是 1963 是 Y 10000 字 是 是 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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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稿件來源與研究領域（續） 

期刊名稱 
1.是否

對外

徵稿 

對外徵

稿起始

年度 

2.刊出之

中文稿

件是否

有英文

摘要 

3.是否

有字數

限制 
字數上下限 

4.刊出之英

文稿件是否

有作者的中

文姓名、服務

單位名稱，與

中文摘要？ 

5.是否有

書面引文

規範 

6.研究

領域歸

屬 

中華人文社會

學報 
是 2004 是 Y 

10000-15000
字 

是 否 綜合類

歐美研究 是 1971 是 Y 20000-50000 字 是 是 綜合類

政策研究學報 是 1999 是 N x 是 是 政治學

高大法學論叢 是 2005 是 N x 是 是 法律學

東亞研究 是 1969 是 Y 20000 字 是 是 政治學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 
是 1988 是 Y 不超過20000 字 是 是 綜合類

遠景基金會季刊 是 1999 是 Y 10000-15000 字 是 是 政治學

復興崗學報 是 1980 是 Y 20000 字 是 是 綜合類

全球政治評論 是 2002 是 Y 15000-20000 字 是 是 政治學

第三部門學刊 是 2004 是 Y 25000 字以內 是 是 政治學

公共事務評論 是 2000 是 N x 是 是 政治學

行政暨政策學報 是 1991 是 N x 是 是 政治學

展望與探索 是 1975 否 Y 15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綜合類

東吳政治學報 是 1992 是 Y 約 20000 字 是 是 政治學

義守人文社會

學報 
是 2002 是 Y 約 20000 字 是 是 綜合類

中華戰略學刊 是 1979 是 Y 10000 字 是 是 綜合類

政治學報 是  是 Y 15000-20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政治學

中山學報 是 1980 否 Y 5000-20000 字
目前無英文

稿件 
是 政治學

空大行政學報 是 1994 是 是 未作答 是 是 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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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輯委員會組織 

期刊名稱 
1.是否

設編委

會 

2.編委會

是否為

任期制 

3.編制-
主編 

執行

編輯 
執行編

輯人數

編輯委

員人數
其他編制 

4.是否

有編委

會組織

章程 

5.是否有

舉行編輯

委員會會

議 

中華行政學報 否 否 否 是 1 4
編輯助理

1 人 
否 否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論 
是 是 是 否 1 6   是 是 

國史館館刊 是 是 是 是 1 11
助理編輯

3 人 
是 是 

台灣政治學刊 是 是 是 是 1 11
海外編輯

委員 5 人 
是 是 

公共行政學報 是 是 是 是 1 9~10   是 是 

台灣民主季刊 是 是 是 是 1 9
副執行編

輯 1 人 
是 是 

政治科學論叢 是 是 是 是 1 9   是 是 

中國大陸研究 是 是 是 是 1 12
國際諮詢

委員 3 人 
是 是 

問題與研究 是 是 是 是 1 13   是 是 

東亞論壇 是 是 是 是 6 x   否 是 

選舉研究 是 是 是 是 1 7
編輯助理

3 人 
是 是 

國際關係學報 是 是 是 是 1 10
助理編輯

2 人 
是 是 

戰略：台灣國家

安全政策評論 
是 是 是 是 1 x   否 否 

中國行政 是 否 否 是 1 9
助理編輯

1-2 人 
否 否 

中華人文社會

學報 
是 是 否 是 1 8

編輯助理

2 人 
否 是 

歐美研究 是 是 是 是 1 13   是 是 

政策研究學報 是 是 是 是 2 9   否 是 

高大法學論叢 是 是 是 是 1 6   是 是 

東亞研究 是 否 是 是 2 33
助理編輯

2 人 
否 否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 
是 是 是 是 1 11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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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輯委員會組織（續） 

期刊名稱 
1.是否

設編委

會 

2.編委會

是否為

任期制 

3.編制-
主編 

執行

編輯 
執行編

輯人數

編輯委

員人數
其他編制 

4.是否

有編委

會組織

章程 

5.是否有

舉行編輯

委員會會

議 

遠景基金會季

刊 
是 是 是 是 1 18

執行主編

2 人 
是 是 

復興崗學報 是 是 是 是 3 7   是 是 

全球政治評論 是 否 是 是 1 10
助理編輯

1 人 
否 否 

第三部門學刊 是 是 是 是 1 7
編輯顧問

9 人 
是 是 

公共事務評論 是 是 是 是 5 12   是 未作答

行政暨政策學報 是 是 是 是 2 12
編輯顧問

3 人 
是 是 

展望與探索 是 否 是 是 2 8
研究員

12 人 
否 是 

東吳政治學報 是 是 是 否 x 15
編輯助理

2 人 
是 是 

義守人文社會

學報 
是 是 是 否 x 17   否 是 

中華戰略學刊 是 否 是 否 0 12   否 是 

政治學報 是 是 是 是 1
編輯助理

1 人 
是 是 

中山學報 是 否 是 否 0 9   否 是 

空大行政學報 是 否 否 是 1
編輯助理

1 人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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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稿制度 

期刊名稱 
1.是否設審

稿制度 
審稿起

始年 
2.審稿人決定方式 

3.審稿

人數是

否一定 

每篇論

文審稿

人數

4.審
稿人

是否

匿名 

中華行政學報 Y 2002 未作答 Y 2~3 Y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論 
Y 2002

編委會討論提名，主編決定名

單及邀審順序 
Y 2~3 Y 

國史館館刊 Y 2002

經全體編輯委員提供推薦名

單，由召集人(主編)決定優先順

序，再經執行編輯洽商審查人

後確定人選。   

Y 2-3 Y 

台灣政治學刊 Y 1996

由論文所屬次領域的編輯委員

看過匿名的文章摘要後，提名

審查人，再由主編與執行編輯

依照推薦次數多寡、是否屬某

一單位、是否有師生關係、是

否會損及匿名性原則、被推薦

人的學術表現等原則，勾選審

查人並排定優先順序，並將匿

名文章大綱寄給被提名的審查

人，確認其有審查意願後記交

審查。 

Y 2 Y 

公共行政學報 Y 1997

請各編輯委員會就文章領域推

薦 2-3 名審查人，在編輯委員就

推薦名單中，確定審查委員名

單。 

Y 2~3 Y 

台灣民主季刊 Y 2004
 編輯委員推薦審稿人名單，以

最多重複者為優先通知 
Y 2-3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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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稿制度（續） 

期刊名稱 

5.送審

稿件

是否

匿名 

6.是否

有審稿

時間限

制 

審稿時

間上限

7.是否

有審稿

制度說

明書 

8.決定刊登之標準 

中華行政學報 Y Y 
一個月

內 
N 

講師及學生稿件由編輯委員會送交審稿，經

兩人同意即可刊登。助理教授級以上教師稿

件由編輯委員會推薦刊登。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論 
Y Y 

三到四

週 
Y 

編輯委員會依審查意見書結果與評審意見

討論決議 

國史館館刊 Y Y 
最長 30
天 

N 

須符本刊的發行宗旨：本刊為一專業學術性

刊物，旨在鼓勵學術研究，園地對外公開，

凡與中華民國史、臺灣史等相關議題之未出

版研究論文（以 20,000 字為原則，最長不超

過 45,000 字）及書評（以 5,000 字為原則，

最長不超過 10,000 字），均歡迎投稿。  

台灣政治學刊 Y Y 
一個月

內 
Y 

依照評審意見判斷，評審標準分為下列三

等：1 建議刊登、2 建議修改、3 不宜刊登。

原則上，兩位評審意見如為(1.1)或(1.2)時，

即予採用；如為(3.3)時即予退稿；如為（1.3）

時送第三審，如為(2.2)或（2.3）時則由編委

會決定是否送複審，並視修正情形複審定

奪，必要時送第三審。編委會一評審結果做

成接受來稿與否之決議。 

公共行政學報 Y Y 3-4 週 Y 依照審查委員意見判定 

台灣民主季刊 Y Y 

從內部

預審到

第一次

初審在

三個月

以內完

成  

Y 

初審之論文審查結果為「建議刊登」或「修

改刊登」，由編輯部電郵匿名稿件及審查意

見予編輯委員審閱，如有異議之編委未達全

體編輯委員之 1/2，則刊登稿件。第三審之

論文審查結果如為「修改後再審」及「修改

後刊登」者，由編輯部即時電郵匿名稿件及

審查意見予編輯委員審閱，於召開編委會時

再行討論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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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稿制度（續） 

期刊名稱 
1.是否設

審稿制

度 

審稿起

始年 
2.審稿人決定方式 

3.審稿人

數是否一

定 

每篇論

文審稿

人數 

4.審稿

人是否

匿名 

政治科學論叢 Y 1990 編委推薦 3-5 人，主編決定

N（有時會

有仲裁

審） 
x Y 

中國大陸研究 Y 1958 編委會提名 Y 2~3 Y 

問題與研究 Y 1994
由編輯委員提供名單，再

由主編勾選兩位 
N 至少兩

人 
  Y 

東亞論壇 Y 2005 x Y 2 Y 

選舉研究 Y 1994
由編委會推薦之，再由執

行編輯由推薦名單中勾選
Y 2 Y 

國際關係學報 Y 2005

來稿摘要寄送編輯委員以

提供相關領域學者審稿參

考名單；依各編委提供參

考名單召開編輯會議排序

確定審稿人名冊；按照審

稿人名冊逐一徵詢同意審

稿者 

Y 2 Y 

戰略：台灣國家安

全政策評論 
Y x 

由主編與學術審議委員共

商 
Y 2 Y 

中國行政 Y 1963
由執行編輯推薦審查委員

名單 
Y 2 Y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Y 2004

由執行主編決定，內稿送

交外審，外稿可交本校老

師審查，以高等級教師審

查低等級教師或學生作者

為原則。 

Y 2-3 人 Y 

歐美研究 Y 1971

先由編輯委員會及所內相

關學門之研究人員提出推

薦名單再由主編做最後裁

決 

Y 2-4 人 Y 

政策研究學報 Y 1999
由主編或執編發函邀請具

相關專業能力審稿學者審

查 
Y 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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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稿制度（續） 

期刊名稱 

5.送審

稿件

是否

匿名 

6.是否有

審稿時

間限制 
審稿時間上限 

7.是否

有審稿

制度說

明書 

8.決定刊登之標準 

政治科學論叢 Y Y 
原則上審查時

間 1 個月，最遲

2 個月內擲回 
Y 

通過一般審查程序之文章，由編

輯委員會開會最後決定刊登與否

中國大陸研究 Y Y 兩週至一個月 Y 
兩位審查人送審通過後，編委會

決議採用 

問題與研究 Y Y 2-4 週 Y 由編輯委員依照審查意見決定 

東亞論壇 Y Y 一個月內 Y 依審稿委員決議 

選舉研究 Y N   Y 
所有文章一審查程序進行，經兩

位匿名審查委員推薦後得刊登。

國際關係學報 Y Y 兩週內 Y 參見本刊「審稿流程規則」 

戰略：台灣國家安

全政策評論 
Y Y 兩週內 N 審稿人一致同意 

中國行政 Y Y 三到四週 N 
以審查委員回覆意見為主，並參

考執行編輯的意見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Y Y 一個月內 Y 
依據審稿委員審稿結果來決定是

否刊登，兩位同意即可刊登。 

歐美研究 Y Y 6-8 週 Y 

由編輯委員會一審查人意見及論

文本身品質作深入討論與交換意

見，最後由編輯委員會所有委員

決定是否接受 

政策研究學報 Y Y 兩週 Y 
依照格式化的分數評比，達到 80
分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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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稿制度（續） 

期刊名稱 
1.是否

設審稿

制度 

審稿

起始

年 
2.審稿人決定方式 

3.審稿

人數是

否一定 

每篇論

文審稿

人數 

4.審稿

人是否

匿名 

高大法學論叢 Y 2005 未回答 Y 2 Y 

東亞研究 Y 1969 
徵詢編輯委員之意見再由主

編決定兩位審稿人 
Y 2 Y 

人文及社會科學

集刊 
Y 1988 由編委提名，主編圈選 Y 至少 2 人 Y 

遠景基金會季刊 Y 1999 

1.作者提供審查迴避名單；2.
編輯委員提供審查推薦名

單；3.編輯部匯整審查清單；

4.主編、執行主編、執行編輯

召開外審會議。 

Y 2 Y 

復興崗學報 Y 1993 由審查委員及編輯委員決定 Y 2 Y 

全球政治評論 Y 2002 
依來稿之內容、屬性由主編

出面邀請相關領域之學者審

稿 
Y 2 Y 

第三部門學刊 Y 2004 
由主編推薦審查名單，再加

以詢問審查意願 
N 至少 2 人 Y 

公共事務評論 Y 2000 未作答 Y 2~3 Y 

行政暨政策學報   1991 未作答 Y 2 人 Y 

展望與探索 Y 1975 依研究專業指定 Y 2~3 Y 

東吳政治學報 Y 1992 
由編輯委員推薦審查人四

位，一或推薦人選票多寡依

序邀請擔任審查人 
N x Y 

義守人文社會學

報 
Y 2002 

編輯委員會推薦相關領域專

家學者擔任審稿人 
Y 3 Y 

中華戰略學刊 Y 1979 
每篇稿件由 2-3 人初審後再

召開評審會議複審決定 
Y 2~3 Y 

政治學報 Y   
由各領域（分為五大領域）

的編輯委員推薦 
Y 2 Y 

中山學報 Y     Y 1 N 

空大行政學報 Y 2004 由編輯委員會開會決定 Y 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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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稿制度（續） 

期刊名

稱 

5.送審

稿件是

否匿名 

6.是否有

審稿時間

限制 
審稿時間上限 

7.是否有

審稿制度

說明書 
8.決定刊登之標準 

高大法

學論叢 
Y Y 約三週 Y 見審稿說明書 

東亞研

究 
Y Y 7-10 天 Y 見審查作業規則 

人文及

社會科

學集刊 
Y Y 

兩個月（一個月內寄回

2000 元，兩個月內 1000
元） 

Y 

以兩位審查人意見為準，兩位審查人意

見相左時，得另請第三人審查，再由所

負責之編輯委員一人，根據第三審意見

撰寫編輯報告及編輯建議。必要時，由

主編召集相關編輯委員共同決定之。 

遠景基

金會季

刊 
Y Y 14-21 Y 

外審通過稿件之最終刊登與否，得由編

輯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並經主編或執行

主編根據本刊審查作業要點及當期總體

規畫作最後決定。 

復興崗

學報 
Y Y 

原則上兩週為限，可延

長為一個月 
Y 由審查委員決定是否刊登。 

全球政

治評論 
Y Y 約 2-4 週 Y 依說明書之標準決定是否刊登 

第三部

門學刊 
Y Y 

初審通知結果為一個

半月內，複審則無限制
Y 

依「審查意見之處理方式」確認是否達

到刊登標準 

公共事

務評論 
Y Y 三個月內 Y 由編委會決定 

行政暨

政策學

報 
Y Y 原則為一個月 Y 

依編委會組織辦法第八條原則審核，通

過後召開學報編輯委員會進行文稿刊登

確認 

展望與

探索 
Y Y 兩個月內 N 

符合發刊宗旨、符合學術論著寫作規

範、符合實務研究需求、引證有無錯誤、

論述對學術研究有無貢獻 

東吳政

治學報 
Y Y 

原則上為兩週內，得依

情況延展 
Y 

依據本刊論文審查作業要點通過確認刊

登者 

義守人

文社會

學報 
Y Y 三週 Y 

依本學報所訂之論文審查辦法之規定，

送請相關領域專長之學者兩位審查後，

將審查意見匯提編輯委員會討論後，決

定刊登與否 

中華戰

略學刊 
Y Y 

於編審會議前十天寄

審查委員先行審查，再

召開評審會議複審。 
N 由初審通過後，複審無異議才刊登。 

政治學

報 
Y Y 一個月內 Y 未說明 

中山學

報 
Y N N N 由編委會決定 

空大行

政學報 
Y Y 四週以內 Y 由編委會開會決議同意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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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三年審稿概況和論文數 

期刊名稱 

是否

至少

兩年

實施

匿名

審查 

2005
年收

到總

稿件

數 

2005 年

未處理

完成總

稿件數

2005
年出

刊總

期數

2005 年

刊登稿

件總數

2005
年退

稿數

2005 年

刊登之

論文內

稿數 

2005 年

刊登之

論文外

稿數 

2005 年

刊登之

政治學

類論文

總數 

中華行政學報 Y 11 0 1 11 0 9 2 5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Y 27 6 4 17 4 4 13 17
國史館館刊 Y 19 0 4 16 3 9 7 2
台灣政治學刊 Y 31 5 2 10 17 1 9 10
公共行政學報 Y 63 8 4 17 38 1 16 17
台灣民主季刊 Y 34 9 4 17 15 1 16 17
政治科學論叢 Y 81 27 4 21 30 3 17 20
中國大陸研究 Y 46 6 4 18 30 6 12 10
問題與研究 Y 80 7 6 36 45 14 22 36
東亞論壇 Y 23 0 4 20 6 8 12 3
選舉研究 Y 31 4 2 13 13 2 11 13
國際關係學報 Y 11 5 1 4 1 3 1 4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

政策評論 
Y 25 x 4 23 2 3 20 21

中國行政 Y 13 4 1 5 10 0 5 5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Y 22 1 2 18 3 6 12 6
歐美研究 Y 129 53 4 16 57 5 11 5
政策研究學報 Y 8 0 1 5 3 1 4 5
高大法學論叢 Y 7 0 1 7 0 4 3 2
東亞研究 Y 13 0 2 12 3 0 12 1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Y 127 22 4 24 37 2 22 10

遠景基金會季刊 Y 53 10 4 21 23 4 17 21
復興崗學報 Y 75 2 3 48 27 40 8 35
全球政治評論 Y 24 0 4 21 3 6 15 21
第三部門學刊 Y 12 0 2 8 4 3 5 8
公共事務評論 Y 14 0 2 8 6 0 8 8
行政暨政策學報 Y 40 13 2 8 17 1 7 8
展望與探索 Y 69 0 12 54 15 8 46 44
東吳政治學報 Y 58 17 2 9 31 3 6 9

義守人文社會學報 Y 53 0 2 18 35 7 11 6

中華戰略學刊 Y 35 9 4 37 9 26 11 14
政治學報 Y 11 0 2 11 8 0 11 11
中山學報 x 16 0 1 12 4 3 9 12
空大行政學報 Y 23 0 2 8 15 1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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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三年審稿概況和論文數（續） 

期刊名稱 
2006 年

收到總

稿件數 

2006 年未

處理完成

總稿件數

2006 年

出刊總

期數

2006 年

刊登稿

件總數

2006
年退

稿數

2006 年

刊登之

論文內

稿數 

2006 年

刊登之

論文外

稿數 

2006 年刊

登之政治

學類論文

總數 

中華行政學報 12 0 1 12 0 8 4 6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41 8 4 22 11 0 22 22

國史館館刊 28 0 4 24 4 13 11 10
台灣政治學刊 37 9 2 11 18 1 10 11
公共行政學報 96 5 4 24 55 4 20 24
台灣民主季刊 35 9 4 18 17 2 16 18
政治科學論叢 93 39 4 23 31 1 22 23
中國大陸研究 65 13 4 20 39 4 16 9
問題與研究 84 13 6 29 43 6 23 29
東亞論壇 31 5 4 24 10 8 16 4
選舉研究 27 6 2 11 13 1 10 11
國際關係學報 17 6 2 8 3 1 7 8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

政策評論 
11 未回答 2 10 1 1 9 8

中國行政 10 6 1 5 4 0 5 5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28 0 2 18 7 9 9 9

歐美研究 95 40 4 17 41 1 16 1
政策研究學報 15 0 1 10 5 2 8 10
高大法學論叢 6 0 1 7 0 1 5 3
東亞研究 16 0 2 11 2 0 11 11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96 23 4 19 15 1 18 9

遠景基金會季刊 66 16 4 23 47 2 21 23
復興崗學報 77 4 3 43 34 33 10 29
全球政治評論 20 0 4 17 3 3 14 17
第三部門學刊 11 0 2 8 3 3 5 8
公共事務評論 39 0 2 11 28 0 11 11
行政暨政策學報 27 1 2 9 15 1 8 9
展望與探索 61 0 12 47 14 8 39 38
東吳政治學報 47 14 3 15 20 2 13 15
義守人文社會學報 47 0 2 19 28 6 13 2
中華戰略學刊 36 23 4 30 13 23 7 10
政治學報 57 0 2 9 34 0 9 9
中山學報 17 0 1 12 5 6 6 12
空大行政學報 11 0 1 4 7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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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三年審稿概況和論文數（續） 

期刊名稱 
2007 年

收到總

稿件數 

2007 年

未處理

完成總

稿件數

2007 年

出刊總

期數 

2007 年

刊登稿

件總數

2007
年退

稿數

2007 年

刊登之

論文內

稿數 

2007 年

刊登之

論文外

稿數 

2007 年

刊之政治

學類論文

總數 

中華行政學報 10 0 1 10 0 8 2 6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42 12 4 16 15 1 15 16

國史館館刊 25 0 4 23 2 11 12 10
台灣政治學刊 31 8 2 10 14 3 7 10
公共行政學報 88 2 4 23 46 2 21 23
台灣民主季刊 52 7 4 16 38 0 16 16
政治科學論叢 78 33 4 20 31 4 16 20
中國大陸研究 58 19 4 21 34 6 15 9
問題與研究 87 16 4 22 46 6 16 22
東亞論壇 36 7 4 24 12 8 16 5
選舉研究 29 10 2 10 8 0 10 10
國際關係學報 18 5 2 8 5 4 4 8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

政策評論 
x x x x x x x x

中國行政 8 4 1 4 5 0 4 4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33 3 2 17 12 3 14 8

歐美研究 103 31 4 16 57 5 11 2
政策研究學報 10 0 1 5 5 0 5 5
高大法學論叢 10 3 1 6 2 1 5 1
東亞研究 16 0 2 11 2 1 11 1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06 40 4 16 36 2 14 6

遠景基金會季刊 74 22 4 17 58 3 14 17
復興崗學報 60 3 2 34 26 18 16 27
全球政治評論 21 0 4 17 4 3 14 17
第三部門學刊 12 0 2 8 4 5 3 8
公共事務評論 27 0 2 10 17 0 10 10
行政暨政策學報 37 10 2 8 17 2 6 8
展望與探索 62 0 12 48 15 9 38 35
東吳政治學報 74 19 4 17 36 1 16 17
義守人文社會學報 38 0 2 14 24 5 9 2
中華戰略學刊 44 16 4 33 16 28 5 9
政治學報 30 0 2 10 21 0 10 10
中山學報 11 0 1 11 0 5 6 11
空大行政學報 18 0 1 4 14 1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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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期刊編輯品質分數 

 
 
 

期刊名稱 
目次

（2） 
刊載編委會組

成（2） 
預定出刊

時間（2）

實際出刊日

（2） 
篇名

（2） 
中英文篇名齊

全（2） 

中華行政學報 2 2 2 2 2 2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2 2 2 2 2 2 
國史館學術集刊 2 2 2 2 2 2 
台灣政治學刊 2 2 2 2 2 2 
公共行政學報 2 2 2 2 2 2 
台灣民主季刊 2 2 2 2 2 2 
政治科學論叢 2 2 2 2 2 2 
 中國大陸研究 2 2 2 2 2 2 
問題與研究 2 2 2 2 2 2 
東亞論壇 2 2 2 2 2 2 
選舉研究 2 2 2 2 2 2 
國際關係學報 2 2 2 2 2 2 
戰略 2 2 2 2 2 2 
中國行政 2 2 2 2 2 0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2 2 2 2 2 2 
歐美研究 2 2 2 2 2 2 
政策研究學報 2 2 0 2 2 2 
高大法學論叢 2 0 2 2 2 2 
東亞研究 2 2 2 2 2 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 2 2 2 2 2 
遠景基金會季刊 2 2 2 2 2 2 
復興崗學報 2 0 2 2 2 2 
中華戰略學刊 2 2 2 2 2 0 
全球政治評論 2 2 2 2 2 2 
第三部門學刊 2 2 2 2 2 2 
公共事務評論 2 2 2 2 2 2 
行政暨政策學報 2 2 2 2 2 2 
展望與探索 2 0 2 2 2 2 
東吳政治學報 2 2 2 2 2 2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

報 
2 2 2 2 2 2 

政治學報 2 2 2 2 2 2 

中山學報 2 2 2 2 2 0 

空大行政學報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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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期刊編輯品質分數（續） 

期刊名稱 
作者名字

（2） 
作者英文姓

名（2） 
作者服務

機構（2）

摘要

（2）

中英文摘要 
齊全（2） 

關鍵詞（2）

中華行政學報 2 2 2 2 2 2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2 2 2 2 2 2 
國史館學術集刊 2 2 2 2 2 2 
台灣政治學刊 2 2 2 2 2 2 
公共行政學報 2 2 2 2 2 2 
台灣民主季刊 2 2 2 2 2 2 
政治科學論叢 2 2 2 2 2 2 
中國大陸研究 2 2 2 2 2 2 
問題與研究 2 2 2 2 2 2 
東亞論壇 2 2 2 2 2 2 
選舉研究 2 2 2 2 2 2 
國際關係學報 2 2 2 2 2 2 
戰略 2 2 2 0 0 0 
中國行政 2 0 2 2 2 2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2 2 2 2 2 2 
歐美研究 2 2 2 2 2 2 
政策研究學報 2 2 2 2 2 2 
高大法學論叢 2 2 2 2 2 2 
東亞研究 2 2 2 2 2 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 2 2 2 2 2 
遠景基金會季刊 2 2 2 2 2 2 
復興崗學報 2 2 2 2 2 2 
中華戰略學刊 2 0 2 2 0 2 
全球政治評論 2 2 2 2 2 2 
第三部門學刊 2 2 2 2 2 2 
公共事務評論 2 2 2 2 2 2 
行政暨政策學報 2 2 2 2 2 2 
展望與探索 2 2 2 2 0 2 
東吳政治學報 2 2 2 2 2 2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2 2 2 2 2 2 
政治學報 2 2 2 2 2 2 
中山學報 2 0 2 2 0 2 
空大行政學報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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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期刊編輯品質分數（續） 

期刊名稱 
中英文關鍵詞 

齊全（6） 
參考文獻均以文後條

列方式逐條列出（6）

參考文獻格式與 
引文規範之規範 
項目一致（6） 

中華行政學報 2 6 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2 6 3 
國史館學術集刊 2 6 0 
台灣政治學刊 2 6 6 
公共行政學報 2 6 0 
台灣民主季刊 2 6 3 
政治科學論叢 2 6 0 
中國大陸研究 2 6 0 
問題與研究 2 6 0 
東亞論壇 2 6 0 
選舉研究 2 6 0 
國際關係學報 2 6 0 
戰略 0 6 0 
中國行政 2 6 0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2 6 0 
歐美研究 2 6 6 
政策研究學報 2 6 0 
高大法學論叢 2 6 0 
東亞研究 2 6 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 6 6 
遠景基金會季刊 2 6 6 
復興崗學報 2 6 0 
中華戰略學刊 0 6 0 
全球政治評論 2 0 0 
第三部門學刊 2 6 0 
公共事務評論 2 6 0 
行政暨政策學報 2 6 0 
展望與探索 0 0 0 
東吳政治學報 2 6 3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2 6 0 
政治學報 2 6 0 
中山學報 0 0 0 
空大行政學報 2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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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期刊編輯品質分數（續） 

期刊名稱 
參考文獻與正文

引用文獻一致（8）

有書面之引

文規範（2）

內編比例（＜1/2、≧1/3= 
6 分；＜1/3=10 分） 

公開徵稿（4）

中華行政學報 0 2  0 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0 2  6 4 
國史館學術集刊 0 2  0 4 
台灣政治學刊 8 2 10 4 
公共行政學報 0 2 10 4 
台灣民主季刊 4 2 10 4 
政治科學論叢 8 2  6 4 
中國大陸研究 0 2 10 4 
問題與研究 0 2 10 4 
東亞論壇 0 2  0 4 
選舉研究 4 2 10 4 
國際關係學報 8 2  0 4 
戰略 0 2 10 4 
中國行政 0 2 10 4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0 2  0 4 
歐美研究 0 2  6 4 
政策研究學報 0 2  6 4 
高大法學論叢 0 2  0 4 
東亞研究 0 2 10 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0 2 10 4 
遠景基金會季刊 8 2 10 4 
復興崗學報 0 2  0 4 
中華戰略學刊 0 2  6 4 
全球政治評論 0 2  6 4 
第三部門學刊 0 2 10 4 
公共事務評論 0 2 10 4 
行政暨政策學報 0 2 10 4 
展望與探索 0 2  0 4 
東吳政治學報 8 2  6 4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0 2  0 4 
政治學報 0 2  6 4 
中山學報 0 2  6 4 
空大行政學報 0 2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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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期刊編輯品質分數（續） 

期刊名稱 
審稿人 
匿名（4） 

送審稿件

匿名（4）

退稿率（≦50％， 
≧30%=8 分； 

＞50％=14 分） 

出刊頻率（半年刊 4 分；

一年三期刊 6 分；季刊、

雙月刊、月刊 8 分） 
中華行政學報 4 4  0 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4 4  8 8 
國史館學術集刊 4 4  0 8 
台灣政治學刊 4 4 14 4 
公共行政學報 4 4 14 8 
台灣民主季刊 4 4 14 8 
政治科學論叢 4 4 14 8 
中國大陸研究 4 4 14 8 
問題與研究 4 4 14 8 
東亞論壇 4 4  0 8 
選舉研究 4 4  8 4 
國際關係學報 4 4  8 4 
戰略 4 4  0 8 
中國行政 4 4 14 4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4 4  0 4 
歐美研究 4 4 14 8 
政策研究學報 4 4  8 2 
高大法學論叢 4 4  0 2 
東亞研究 4 4  0 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4 4 14 8 
遠景基金會季刊 4 4 14 8 
復興崗學報 4 4  8 6 
中華戰略學刊 4 4  0 8 
全球政治評論 4 4  0 8 
第三部門學刊 4 4  8 4 
公共事務評論 4 4 14 4 
行政暨政策學報 4 4 14 4 
展望與探索 4 4  0 8 
東吳政治學報 4 4 14 8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4 4 14 4 
政治學報 4 4 14 4 
中山學報 0 4  0 2 
空大行政學報 4 4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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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期刊編輯品質分數（續） 

期刊名稱 
每期至少四篇正式學術論

文：以比例計算 8×（有四

篇論文期數）/（總期數）

過去三年（2005-2007）曾

被收錄於 TSSCI 名單 
（一年 3 分，三年 10 分） 

延誤出刊（一期

一單位-5 分）

中華行政學報 8        0    -15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8 10 0 

國史館學術集刊 8  0 0 

台灣政治學刊 8 10 0 

公共行政學報 8 10 0 

台灣民主季刊 8  0 0 

政治科學論叢 8 10 0 

中國大陸研究 8 10 0 

問題與研究 8 10 0 

東亞論壇 8  0 0 

選舉研究 8 10 0 

國際關係學報 8  0 0 

戰略 8  0    -35 

中國行政 8  0    -15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8  0 0 

歐美研究 8 10 0 

政策研究學報 8  0 0 

高大法學論叢 8  0 0 

東亞研究 8  0 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8 10 0 

遠景基金會季刊 8 10 0 

復興崗學報 8  0 0 

中華戰略學刊 8  0 0 

全球政治評論 8  0 0 

第三部門學刊 8  0 0 

公共事務評論 8  0 0 

行政暨政策學報 8  3 0 

展望與探索 8  0 0 

東吳政治學報 8 10 0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8  0      -5 

政治學報 8 10 0 

中山學報 8  0 0 

空大行政學報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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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期刊編輯品質分數（續） 

期刊名稱 
內稿比率（＜70%，≧50% = -5 分；

≧70％ =-10 分） 
總分 

中華行政學報        -10  33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0  89 
國史館學術集刊        -5  57 
台灣政治學刊 0 106 
公共行政學報 0  96 
台灣民主季刊 0  93 
政治科學論叢 0 100 
 中國大陸研究 0  96 
問題與研究 0  96 
東亞論壇 0  62 
選舉研究 0  90 
國際關係學報 0  74 
戰略 0  29 
中國行政 0  63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0  58 
歐美研究 0  98 
政策研究學報 0  68 
高大法學論叢 0  54 
東亞研究 0  7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0 102 
遠景基金會季刊 0 110 
復興崗學報       -10  56 
中華戰略學刊       -10  50 
全球政治評論 0  62 
第三部門學刊 0  76 
公共事務評論 0  82 
行政暨政策學報 0  85 
展望與探索 0  50 
東吳政治學報 0 103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0  67 

政治學報 0  88 
中山學報 0  44 
空大行政學報 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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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2008 台灣政治學期刊評比」期刊編輯品質評分標準 
 

「2008 台灣政治學期刊評比」期刊編輯品質評分標準 
 

本評分標準評量的是期刊之出版格式、論文撰寫格式、編輯作

業、刊行作業等四大類項目，另訂有加分與減分項目。各大項的配分

如下：一、期刊格式，占 8 分；二、論文格式，占 38 分；三、編輯

作業，占 38 分；四、刊行作業，占 16 分；滿分為 100 分。計分方面，

編輯作業之稿源、退稿率依問卷所填答的資訊計分，其他項目依期刊

刊載資訊或由社科中心計分。另除了參考文獻格式與引文規範之規範

項目一致、參考文獻與正文引用文獻一致兩項目隨機抽檢外，其他項

目皆每篇論文檢查。 

一、期刊格式（Journal Format）（8 分） 

（一）目次（Table of Contents）            2 分 

（二）出版事項（Publication Data）           6 分 

1.刊載編輯委員會之組成             2 

2.刊載期刊預定出版時間             2 

3.期刊刊載實際出刊日期             2 

二、論文格式（Article Format）（38 分）（見附註 1） 

（一）篇名（Title）（英文文章有英文篇名即可給滿分）    4 分 

1.中文篇名或英文篇名             2 

2.中、英文篇名齊全再加分            2 

（二）作者（Authorship）（英文文章有英文姓名即可給 4 分）  6 分 

1.中文姓名或英文姓名             2 

2.中、英文姓名齊全再加分            2 

3.列出作者服務機構、子機構完整名稱再加分        2 

（三）摘要（Abstract）（英文文章有英文摘要即可給滿分）   4 分 

1.中文摘要或英文摘要             2 

2.中、英文摘要齊全再加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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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詞（Keywords）（英文文章有英文關鍵詞即可給滿分）     4 分 

1.中文關鍵詞或英文關鍵詞            2 

2.中、英文關鍵詞齊全再加分            2 

（五）參考文獻（References）              20 分 

1.參考文獻均以文後條列方式逐條列出（非文後註）          6 

2.參考文獻格式與引文規範之規範項目一致（見附註 2）       6 

3.參考文獻與正文引用文獻一致（見附註 3）              8 

三、編輯作業（Editorial Work）(38 分) 

（一）有書面之引文規範（見附註 4）           2 分 

（二）內編比例（見附註 5）                           10 分 

1.編輯委員會成員為內部人員比例＜1/2，≧1/3 6 

2.編輯委員會成員為內部人員比例＜1/3 10 

（三）稿源（Source）                12 分 

1.公開徵稿                4 

2.審稿人匿名               4 

3.送審稿件匿名               4 

（四）退稿率（Rejection Rate）（見附註 6）           14 分 

1.≦50％，≧30%                    8 

2.＞50％                              14 

四、刊行作業（16 分） 

（一）出刊頻率                                 8 分 

1.半年刊                              4 

2.一年三期刊                                               6 

3.季刊、雙月刊、月刊                 8 

（二）每期至少四篇正式學術論文，以比例計算：              8 分 

8*（有四篇論文期數）/（總期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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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減分項目 

（一）延誤出刊（見附註 9） 

1.各期延誤出刊達一單位               -5／期 

2.各期延誤出刊達二單位                -10／期 

3.各期延誤出刊達三單位                -15／期 

4.各期延誤出刊達四單位以上               -20／期 

 

（二）內稿比率（見附註 10） 

1. ＜70%，≧50%                            -5 分 

2. ≧70％                                            -10 分 

 

六、加分項目 

（一）2005-2007 入選 TSSCI 名單                          +10 分 

 

附註 1：將參考文獻分為幾種資料類型（如：中英文期刊論文、中英文書籍、中

英文文集論文等），然後依照提供的書面引文規範隨機檢查。若參考文

獻格式與引文規範之規範項目不一致：1 項得 6 分，2 項至 3 項得 3 分，

達 4 項以上不予計分。 

附註 2：論文正文中所引用之文獻，並未列在參考文獻中；或論文正文中未引用

之文獻，列於參考文獻中，皆視為參考文獻與正文引用文獻不一致。若

不一致之個數在 1 個至 2 個得 8 分，3 個至 5 個得 4 分，達 6 個以上不

予計分。 

附註 3：在期刊內刊載書面之引文規範或註明函索即寄論文格式中包含引文規範

者，視為符合本要件。 

附註 4：內編比例認定原則： 

(1) 編輯委員會成員屬於出版（含發行）單位內部人員之人數，佔所有

編輯委員會成員人數的比例。 

(2) 任職或兼職於該出版（含發行）單位之編輯委員視為內部人員。 

(3) 出版（含發行）單位設置於學校之中，且隸屬系所單位者，該出版

（含發行）單位與上屬系所單位人員皆視為內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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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版（含發行）單位設置於學校之中，非隸屬系所單位者，依組織

章程辨別：為學校一級單位，該出版（含發行）單位人員皆視為內

部人員；非一級單位者，則上屬之一級單位人員皆視為內部人員。（ex:
政大國關中心發行就以政大國關中心人員為內稿；學校的人文社會

學院發行，該人文社會學院人員投稿為內稿；政大政治學系發行則

政大社會科學院人員皆算內稿；學會則以編輯委員投稿為內稿；單

純出版社職員如五南出版社行政人員等則不算） 

附註 5：退稿認定原則： 

(1) 退稿：稿件有進入實質審查程序而退件之稿件（包含作者提出不再

續審，即作者提撤稿請求），則視為退稿。 

(2) 內審退稿：來稿因“學術品質”不符要求，且有編輯委員會（含主編、

執行編輯）撰寫審查意見書而直接退件之稿件。 

(3) 退稿率計算方式： 
決定刊登數）退稿數（含內審退稿數

）退稿數（含內審退稿數
退稿率＝


 

附註 6：延誤期數之認定原則為： 

(1) 以期刊出版週期（半年刊、一年三期、季刊、雙月刊、月刊等）為

單位計算。 

(2) 總扣分為過去一年各期延誤單位數扣分之累加（1 單位數扣 5 分）。

例如：地理學報為半年刊，每年於 5、11 月出刊，其於 1998 年 11
月脫刊 1 期，其他卷期如期發刊，則 1998 年延誤出刊項目扣 5 分（計

算各年度延誤出刊之基期為計算年度之下年度 6 月 30 日）。 

附註 7：內稿認定原則： 

(1) 該刊當期所刊載之論文為任職於該出版（含發行）單位同仁或該刊

之主編、編輯委員所撰寫之論文視為內稿。 

(2) 期刊刊載論文若為多人合著時，則其中一位作者為任職於該出版（含

發行）單位同仁或該刊之主編與編輯委員之文章亦視為內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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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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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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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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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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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110

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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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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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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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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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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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聲望調查網路問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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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進入評比期刊電子期刊（目錄）網址 
 

期刊名稱  進入評比期刊的電子期刊（目錄）網址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http://www.rchss.sinica.edu.tw/publication/book_sort1.htm 

公共行政學報 http://pa.nccu.edu.tw/journal/index.htm 

公共事務評論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iid=3330  

中國大陸研究 http://iir.nccu.edu.tw/index.php?include=journal&kind=2 

台灣政治學刊 http://tpsa.nccu.edu.tw/ 

台灣民主季刊 http://www.tfd.org.tw/tfq.php 

行政暨政策學報 http://pa.ntpu.edu.tw/ntpu_dep/content.php?sno=0000122 

空大行政學報 http://www.nou.edu.tw/~dpa/opar.htm（僅有目錄） 

東亞研究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iid=1104 

東吳政治學報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journal/journal.asp 

政治科學論叢 
http://www.press.ntu.edu.tw/ejournal/E_talbe_p/e_Liberal/liberal

8.htm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iid=3166  

政治學報 
http://www.bestwise.com.tw/user_book_data.asp?sel_serial_id=

1301 

問題與研究 http://iir.nccu.edu.tw/index.php?include=journal&kind=1 

國際關係學報 
http://www.airiti.com/teps/ec/ecJnlIntro.aspx?Jnliid=3991&newI

ssueiid=71578&jnlcattype=0&jnlptype=0&jnltype=0 

第三部門學刊 
http://www.bestwise.com.tw/user_book_data.asp?sel_serial_id=

1321（僅有目錄） 

選舉研究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publication/publication.htm 

遠景基金會季刊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iid=746&newIssu

eiid=71299  

歐美研究 
http://www.ea.sinica.edu.tw/euramerica/ch_current_issue.php?q

uarterly_magazine_num=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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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專家對照組 聲望分數結果 
 
期刊名稱 聲望分數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5.00 
歐美研究 5.00 
台灣政治學刊 4.75 
政治科學論叢 4.75 
行政暨政策學報 4.33 
選舉研究 4.33 
台灣民主季刊 4.25 
東吳政治學報 4.25 
中國大陸研究 4.00 
東亞研究 4.00 
政治學報 4.00 
問題與研究 4.00 
遠景基金會季刊 3.67 
公共行政學報 3.50 
第三部門學刊 3.5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3.25 
公共事務評論 3.00 
國際關係學報 3.00 
空大行政學報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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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三：各項評分結果總覽 
 

各種加總法評分結果總覽 

期刊名稱 
本評比 

（因素分析法）

吳玉山等人 
（序次加總法）

黃紀等人 
（客觀評比法） 

台灣政治學刊  1  1  2 

東吳政治學報  2  1  3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3  3  6 

政治科學論叢  4  4  7 

選舉研究  5  5  1 

問題與研究  6  5 11 

台灣民主季刊  7  7  4 

遠景基金會季刊  8  8 10 

公共行政學報  9  9  9 

歐美研究 10 10 18 

中國大陸研究 11 12 13 

行政暨政策學報 12 11  5 

政治學報 13 13 17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14 15 14 

東亞研究 15 14  8 

國際關係學報 16 17 12 

空大行政學報 17 16 16 

公共事務評論 18 18 19 

第三部門學刊 19 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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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四：各次全體工作會議 會議紀錄 

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 第一次全體工作會議記錄 
地點： 

出席者：郭承天、陳敦源、林正義、蕭高彥 

林繼文、吳佩貞、盧科位、羅又軒 

日期：2008.9.11 
紀錄：羅又軒 

壹、進行計畫簡報 
一、 六大項工作簡介 

二、 進度圖簡介 

三、 評比基本原則 

四、 經費報告 

五、 工作分配 

 

貳、討論事項 
一、辦公室空間的運用 

考慮到之後會收納大量期刊紙本以及問卷，需要更大的書櫃空間，決議向系

辦借用閒置的書櫃。 

 

二、能否在排序的過程中看見次領域的期刊排名？ 

        在第一階段的排序結果共有約  150 份期刊名單，可以提供給需要的人做為

參考，自行選擇所需要的資訊。 

 

三、前次計畫所遭遇的困難分享 

（一）期刊基本資訊的確認 

期刊的聯絡方式會有所變動，是否繼續發行也會與上次出現差異，需要重

新確認每份期刊的資本資訊和聯絡方式。 

（二）學者對於自己不熟悉的期刊所做出的評價，該如何判斷？ 

有成員建議排除回答普通、不熟悉和非常不熟悉的資料，只採用回答熟悉和

非常熟悉的資料；再排除期刊本身對自己期刊回覆的答案，最後的資料作為聲望

調查的最後採用資料。 

決議：第三次工作會議時將再仔細討論這些問題。 

（三）資料登錄和整理所需要的人力和空間 

資料登錄需要兩個人以上的配合，可採紙本和電腦同時進行的方式，先用紙

本進行登錄和整理，交由負責電子檔的人做 double check 並登錄於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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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期刊回答問卷內容時，必須要求期刊附上相關數據和證據，以避免期刊

編輯為求好成績於問卷作假的問題。決議：依照 TSSCI 要求的證明文件。 

 

四、篩選第一階段期刊的標準。 

（一）收集期刊名單的作法： 

以前次計畫（吳玉山等著）的 161 份名單和前二十名名單為基礎，寄給政治

學者，詢問是否有需要增加的期刊。讓學者可以將這兩份名單互相比對，或讓不

願看 161 份名單的學者可以直接看前二十名名單，然後添補學者們認為被遺漏的

期刊。 

  綜合性期刊部分，先放入名單中，然後寄發問卷請期刊自行統計，根據資料

進行刪減。 

電話詢問國內政治系所主管，是否有新的政治學期刊出版？ 

（二）第一階段期刊篩選辦法： 

跟前次計畫相同，刪掉包括： 

        1.非學術論文期刊者 

    2.其他學門學刊者 

    3.非政治學類學刊者 

    4.不願參加評比者 

    5.確定在 2005 年 6 月（含六月）之前已經停刊者 

 

（三）計畫研究期間改為 2005 年 7 月至 2008 年 6 月。季刊取 2005（2008）年

後（前）兩期，半年刊取下（上）半年。 

 

五、最後的名單應該取前幾名？ 

        前次計畫為取前二十名，本次基於鼓勵期刊的原則，可以考慮放寬最後的名

單數目，如二十五名等。 

 

六、其他事項 

（一）拿取政治學門學者 email 名單。 

（二）請國科會社科中心提供期刊名單（社會科學或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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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新名單：台灣民主季刊、全球政治評論、兩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等。 

（四）已停刊名單：國防科技與戰略、理論與政策。 

 

★ 會議後補充注意事項： 

一、內稿的認定標準 

  由於某些撰稿人可能有多重身份，且未必會在作者介紹中看出，必須要清楚

界定。首先確認如何界定內稿，譬如，該單位的合聘人員投稿是否算內稿，工讀

生在查對身份時，也要以稿件收錄的時間點而非撰稿者「目前」的身分來判別。 

二、實際作業的方式建議 

  在做格式及引用或參考文獻等核查、給分時，可採雙人合作方式：第一人在

紙上作業，把查過的資料記錄在表格中，第二人做 double-check 時，則可一邊核

對一邊將核對後的資料 key-in（如發現有誤則可在紙本上也做記錄）。這樣就不

需要太多台電腦，且又能有大家作業的記錄，做校正或抽查時也比較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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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 第二次全體工作會議記錄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200727 教室 

出席者：郭承天、蕭高彥、林正義、陳敦源 

羅又軒、曾櫞璋、張瀚文 

時間：2008.11.10 
記錄人：羅又軒 

壹、 工作進度報告 

一、  期刊收集方式 

（一）    根據 2003 年評比中進入第一階段的 158 份期刊資料為基礎 

（二）    寄問卷給國內政治學者，請學者添加名單 

（三）    查詢國科會政治學門成果目錄的參考文獻，添補名單 

（四）    最終收集到的期刊數為 290 份 

 

二、  期刊彙整方式 

以上三者為第一階段待選期刊來源，扣掉已經停刊、出刊時間不符合限制

者，最後得到 184 份期刊為最終的待選名單。 

 

貳、 討論事項 

一、 決定第一階段期刊篩選標準 

（一） 明顯屬於其他學門期刊，如歷史學門、社會學門者，列為其他學門期刊。 

（二） 為綜合類期刊，但政治學比例過低者，列為非政治學類期刊。 

（三） 沿用 TSSCI 規範，以校為發行單位的期刊（xx 大學學報）不予收錄。 

（四） 屬人文社會科學性質的學院單位所發行的期刊，原則上加以收錄。 

（五） 政府部門發行的期刊，考慮到其學術性和實務性之間的權衡，僅收錄同   

性質中較符合學術格式、內容較偏向學術性質者；實務性質強者列為非

學術期刊。 

（六） 同一學校或機構發行的期刊，選擇其中屬於政治學期刊較符合學術格     

式者。 

（七） 入選的綜合類期刊，於問卷中要求其提供過去五年政治學類論文的比

例，作為判斷其是否可列為政治學門期刊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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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論各項期刊 

（一） 審閱四人皆同意納入者共 33 份，名單如下： 

皆同意入選期刊 

Issues & Studies 行政暨政策學報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淡江國際事務學報） 

空大行政學報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東吳政治學報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東亞研究（政大） 

中共研究 東亞論壇 

中國大陸研究 法政學報 

中國行政 政治科學論叢 

中國行政評論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中華戰略學刊 政治學報 

公共行政學報（政大） 展望與探索 

公共事務評論 問題與研究 

台灣民主季刊 國立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台灣東南亞學刊 國家發展研究 

台灣政治學刊 國際關係學報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選舉研究 

全球政治評論 遠景基金會季刊 

歐美研究  

 
（二） 審閱四人皆同意移除者。 

（三） 重新為刪除標準作定義。（參考討論事項一） 

（四） 依據篩選標準討論個別意見不一致者。經討論後，新增入選期刊共   

46 份，名單如下： 

 

討論後新增入選期刊 

WTO 研究 研考雙月刊 

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軍事史評論 

人事行政 高大法學論叢 

中山學報 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師大政治論叢 

中國地方自治 亞太研究論壇 

中國邊政 國史館學術集刊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國防雜誌 

中華行政學報 國家政策論壇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國家菁英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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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後新增入選期刊（續） 

市政學刊 國會 

加拿大研究 國境警察學報 

台灣國際法季刊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行政管理學報 第三部門學刊 

考銓季刊 復興崗學報 

佛光人文社會學刊 黃埔學報 

兩岸與國際事務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俄羅斯學報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 憲政時代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政策評論 

政策研究學報 競爭力評論 

 
（五）經討論後被刪除的期刊共 63 份，名單如下： 

經討論後被排除期刊 

Peace Forum 和平論壇 新世紀宗教研究 

人事月刊 當代 

中山管理評論 經社法制論叢 

中國大陸研究教學通訊 運籌研究集刊 

公務人員月刊 輔仁法學 

台大歷史學報 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 

台大文史哲學報 漢學研究 

台灣人文生態研究 鵝湖 

台灣人類學刊 環境與世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環境與管理研究（南華大學） 

台灣社會福利學刊 警政論叢 

台灣社會學 警察法學 

台灣哲學研究 警專學報 

台灣智庫通訊 警學叢刊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中華學報 

台灣經濟論衡 孔孟學報 

民族學研究所資料彙編 正修學報 

東吳法律學報 台德學刊 

社區發展季刊 東海學報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東華人文學報 

政府審計季刊 南亞學報 

後備動員軍事雜誌 師大學報 

亞太研究通訊 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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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討論後被排除期刊（續） 

亞太經濟合作評論   國立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海峽評論 清華學報 

現代化研究 朝陽學報 

財稅研究 華梵人文學報 

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報 銘傳學刊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樹德科技大學學報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報 韓國學報 

游於藝雙月刊 檔案季刊 

新世紀智庫論壇   

 
（六）進入下一階段評比的期刊共 79 份。 

最終入選期刊名單 

Issues & Studies 行政暨政策學報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淡江國際事務學報） 

空大行政學報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東吳政治學報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東亞研究（政大） 

中共研究 東亞論壇 

中國大陸研究 法政學報 

中國行政 政治科學論叢 

中國行政評論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中華戰略學刊 政治學報 

公共行政學報（政大） 展望與探索 

公共事務評論 問題與研究 

台灣民主季刊 國立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台灣東南亞學刊 國家發展研究 

台灣政治學刊 國際關係學報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選舉研究 

全球政治評論 遠景基金會季刊 

歐美研究 競爭力評論 

WTO 研究 研考雙月刊 

人文社會學報（世新大學） 軍事史評論 

人事行政 高大法學論叢 

中山學報 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師大政治論叢 

中國地方自治 亞太研究論壇 

中國邊政 國史館學術集刊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國防雜誌 

中華行政學報 國家政策論壇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國家菁英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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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入選期刊名單（續） 

市政學刊 國會 

加拿大研究 國境警察學報 

台灣國際法季刊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行政管理學報 第三部門學刊 

考銓季刊 復興崗學報 

佛光人文社會學刊 黃埔學報 

兩岸與國際事務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義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報 

俄羅斯學報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 憲政時代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戰略：台灣國家安全政策評論 

政策研究學報  

 
三、修改問卷內容 

（一）問卷第一頁的「我」改成「本人」。 

（二）問卷第二頁給期刊編輯的信函中，補充期刊不願意加入的理由。 

（三）考慮到之前界定的時間範圍容易出錯，修改成以 2005-2007 三個完

整年度為評比範圍。 

（四）問卷第八頁問卷內容中關於綜合類的期刊，增加為其提供過去五年

的相關資料。 

 

四、  討論內稿定義 

          沿用社科中心 TSSCI 的文字敘述，以發行單位為判斷依據。發行單位的 

主編和編輯委員的投稿即為內稿。（ex:政大國關中心發行就以政大國關中

心人員為內稿；人文社會學院發行的，該人文社會學院人員投稿為內稿；

學會則以編輯委員投稿為內稿；單純出版社如五南出版社不算。） 

 

五、其他事項 

（一）今日未討論到的事項如期刊編輯品質評分標準，擇日再開會討論。 

（二）修改完問卷後寄交各位主持人，確認無誤後便可寄出。 

（三）抽查期刊文獻時要注意，若有扣分項目要保留抽查樣本作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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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 第三次全體工作會議記錄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270727 教室 

出席者：林正義、郭承天、蕭高彥、 

陳敦源、羅又軒、曾櫞璋、張瀚文 

時間：2008.12.01 
記錄者：羅又軒 

壹、進度報告 
目前已將請期刊編輯填寫的期刊資訊問卷寄出，預定於 12 月 12 日截止收

件，正在等候各個期刊的回覆。下次會議要確定最後入選第二階段的期刊。 

 

貳、討論事項 

一、期刊品質評分標準的調整 

與 TSSCI 不一致的地方： 

    （一）廢除未準時送達期刊的扣分項目 

    （二）將 TSSCI 要求每期四篇匿名論文修改為每期有四篇正式學術論文 

    （三）英文文章僅需要有完整英文資訊即可得滿分 

討論內容和決議： 

 抽樣時要記錄錯誤扣分的地方。 

 是否要拿社科中心的抽樣資料？若要拿的話抽樣方式是一樣的。後決議先以

期刊本身的資料為主。 

 抽樣方式：每年抽兩期，每期抽一篇。 

 何謂學術論文：有摘要、註腳、關鍵字等，符合正式學術規範。研究紀要、

書評不計算。 

 需確認國科會獎助期刊的項目為何？是否還有繼續？若 2005-2007 三個年度

都還有獎助，才加入此項加分方式，缺任何一年就排除。 

 判斷內稿的定義：學會的期刊由系所單位代為發行者，以學會為單位。 

 社會學在進行的時候，有針對內稿的部分進行討論，認為雖然有些期刊內稿

的比例很高，但是聲望調查時的成績仍然很高，因此在計分時加以調整。本

次是否比照？後決議還是依照 TSSCI 的標準進行評分。 

 期刊編輯品質評分標準前言的地方要進行修正，調整成和 TSSCI 的評分標

準盡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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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認影響力指數的計算公式 

公式：T-1, T-2,…T-i 年出版文章在 T 年被引用次數總和 

                   T-1, T-2,…T-i 年該期刊出版之論文總篇數   

 

三、確認政治學期刊聲望調查」問卷的內容 

問卷是否維持前次評比格式與內容？ 

   1. 問題除了「熟悉度」與「整體水準」之外，是否加入其他問題？ 

        (1) 您是否曾投稿給此期刊？選項包括：稿件被接受刊登、稿件被拒絕刊

登、未曾投稿此期刊。 

       (2)  您的研究次領域為？選項包括：政治理論、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公

共行政。 

    2. 發放的對象如何選擇？國科會申請政治學門計畫的學者？ 

  3. 問卷的計分方式該如何進行？是否依照社會學門方式排除極端選項？ 

討論內容與決議： 

 在問卷的對該期刊是否熟悉選項中，去掉很不熟悉的回答，計算回答的結

果。（回答相當熟悉的答案是否要排除要再討論） 

 是否要加入不同的權重：新增的問題中次領域和熟悉度之間是相關連的，且

此兩項都是類別尺度，作權重是不合適的。因此亦留待下次討論。 

 將次領域的題目加入，只能在本次看出某種趨勢，在本次評比中無法用指標

加以計算，但可作為下次評比設計指標的參考。 

 問卷的發放對象為： 

國科會 2005-2007 三個年度申請國科會計畫的政治學門學者。 

 最後決議：加入以上兩個問題，做成橫式的問卷。 

 

四、「期刊品質評審小組」，該如何運作？ 

  以微調方式，將最後的加總排序結果提到評審小組會議，經由共識對特定期

刊進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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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將「編輯品質標準」「影響力指數」、「聲望調查」、以及「評審小組」四

大項結果加總？ 

前次評比（吳）：序次加總法 

              社會學門：Cluster 

  經濟學門：bootstrap 

前前次評比（黃）：Rank correlation 

討論內容與決議： 

 公行的期刊相對於其他領域的期刊，其他領域學者要投稿的比率要低很多，

政論、國關和比政彼此之間是可以互相投稿的，因此必須考慮公行的期刊排

名是否會因此提升，對評比是否會因此造成不公平的影響。 

 前次評比將三個指標名次相加的結果，表示將三個指標視為平等的，則看到

的是平均的結果。因此該領域人數越多，得到高分的機率越高。若要以其內

容為最主要的評比標準，則必須要考慮是否需要建立更好的統計方式。 

 若要更進一步細緻化最後結果，可以將最後的排序結果，將入選期刊依照學

門作分類，重新排序，如此便可得到各個學門獨立的期刊排序結果。 

 最後總名次的計算方式，決議待三個排序結果都出來後，先以其他期刊評比

所使用過的計算方式試算，再決定該採用何種方式計算評比總結果。 

 

參、其他事項 

一、  請國科會林小姐提供 2005 年度政治學門申請國科會計畫的學者資料，並詢

問國科會的獎助是否還有持續頒發。 

二、提供政治學門前次評比、經濟學門、社會學門的報告給陳敦源老師。 

三、整理前次寄發給學者的 email，將回覆不屬於政治學門的學者名單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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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 第四次全體工作會議記錄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270727 教室 

出席者：林正義、郭承天、蕭高彥、 

陳敦源、羅又軒、曾櫞璋 

時間：2009.02.11. 
記錄者：羅又軒 

壹、 進度報告 

一、 問卷回收情況 

在上階段入選的 79 份期刊中（扣掉 Issue & Study），共有 35 份期刊將資料

和問卷寄回參與本次評比，除淡江人文社會學刊和競爭力評論因為未達到平均每

年至少兩篇政治學類論文的門檻而被刪除外，共有 33 份期刊加入評比且計分完

成。還有 15 份期刊截至開會前為止，仍未透過回函、電話或 email 表達其意願，

其中包括「中山學報」、「政治學報」、「國防雜誌」、「WTO 研究」及「國家政策

論壇」5 份期刊無法與其負責人或出版單位聯繫上，有些可能已經停刊但無法確

認。 

 

二、 期刊編輯品質評分結果 

入選的 33 份期刊經過工讀生統計兩次，再由專任助理審查過後，得到排序

結果。滿分由於有加分項目：入選國科會 TSSCI 期刊最高可加 10 分，因此最後

的滿分是 110 分。遠景基金會季刊在期刊編輯品質分數拿到最高分，其餘期刊分

數請見排名表。 

 

貳、討論事項 

一、檢視不參與的期刊名單 

（一）與吳著的結果比較 

檢視上次評比的最終入選名單，有六個期刊不在本次的最終入選名單，各有

其原因，包括已經停刊者（中國行政評論、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理論與政策）、

未回問卷者（政治學報、空大行政學報）、表明不參加者（國家發展研究），因此

必須在結案報告中註明，未列入評比的期刊不代表該期刊的格式有問題，以免引

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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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論不參與或未回覆的期刊名單 

討論了台灣國際研究季刊、台灣東南亞學刊、亞太研究論壇、國家政策論壇、

空大行政學報、研考雙月刊、兩岸與國際事務、鵝湖及政治學報。其中台灣東南

亞學刊、亞太研究論壇經傳遞回函後確認其表明不屬於政治學類期刊而不參加；

國家政策論壇林正義老師補充應該已經停刊；兩岸與國際事務和鵝湖仍在繼續運

作，等待前一天發出的最終確認函回覆；研考雙月刊、空大行政學報和政治學報，

則分別由蕭高彥老師、回覆；研考雙月刊、空大行政學報和政治學報，則分別由

蕭高彥老師、陳敦源老師和郭承天老師聯繫，確認是否要參加評比。 

 

二、最終入選名單確認 

（一）討論篩選的標準 

1. 該以六十分為下限，六十分以下刪除，選出最後的名單？還是以七十分為標

準？  所有被選到的期刊會給觀看報告者一種錯覺，即使這些期刊在編輯品質上

已經讓人有所疑慮，仍會讓觀看報告者認為這些期刊比為入選的期刊好，因此要

注意篩選的標準。 

2. 察看 60-70 分的名單以確認期刊品質是否有問題。共討論中國行政、全球政治

評論、政策研究學報、東亞論壇的個別情況，並瀏覽這些期刊的紙本和抽樣記錄。 

3.  需確認 TSSCI 刊期變更的計算方式。（應該沒有小數點） 

4.  由於公行類組已經有第三部門學刊和公共事務評論，所以省略政策研究學報

沒問題。 

5. 最後的結案報告要補充給未入選期刊的建議，該如何修正可以更符合 TSSCI 

的標準和規範。 

6. 最後結論：以 70 分為入選最終名單的標準。 

 

三、確認期刊聲望調查問卷的內容設計 

1. 那一種詢問方式較能反映出我們要的資料？每個學者的票數是否等值影響？ 

陳：必須先將第一級和第二級的差距和差異定出來，在考慮能夠得到同樣結果的

情況下，前次評比詢問整體水準的方式能得到的資訊較多，且延續此問法可

和前次評比有延續性。最後才決定分級的方式不同，對最後的結果判定來說

也較具轉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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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approval voting 的方法可以避免學者 intensity 的偏好，且票票等值，得到越

多學者評價屬於第一級的期刊，該期刊的品質和聲望就越高，這相對於前次

（approval voting+ intensity）的作法得到的結果會更清楚更沒有爭議。 

最後結論：還是採用前一次評比的問法，詢問該期刊整體水準如何？最後計分時

可以將其分成兩部分，跟 approval voting 的方法相同，再依不同算法

的結果決定要採用哪種方式計分。 

2.  在做問卷的時候，確認是否可以在設計問卷時加上連結？跟電算中心確認問 

卷的設計是否可以修改。 

3. 次領域和是否投稿為控制變項，待結果出來之後再看資料該如何使用。 

4. 問卷保留原先的三個問題（熟悉度、整體水準、是否投稿過該期刊），並將學

者的次領域選項列為單一題目；同時在熟悉度和整體水準的的選項中加入「無

法評論」的選項。 

5. 在熟悉度回答時，回答很不熟悉和無法回答選項的學者在其他問題的回答是

否需要計算，在最後完成後試算各種方法的排序再決定。 

 

四、確認期刊引用率的計算公式：     

        T-1, T-2,…T-i 年出版文章在 T 年被引用次數總和                     

          T-1, T-2,…T-i  年該期刊出版之論文總篇數 

 

五、.  討論是否需要先告知期刊總編輯，該期刊的編輯品質分數。   

      在最後結果出來後，公布之前先給各期刊總編及資料，請他們校正查核之

後再寫結案報告。 

 

六、給國科會政治學門的建議 

       （1） 是否可以請 TSSCI 考慮從評比第一級名單中，選出 TSSCI 今年度的 

政治學期刊名單？   

       （2） 召集政治學期刊總編會議，將編輯格式統一化，並請將評審流程與時

間標準化？   

   （1）  不是政治學門召集人可以決定的業務。TSSCI 的名單由國科會社科中

心負責，有一定的程序和標準，跟本次的評比關連性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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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蕭老師爭取經費，開會報告這次的評比，以及討論上述事項。 

 

七、是否應該給期刊鼓勵？ 

  成立專家小組或委員會的方式，給予新期刊一些建議和調整？皆等最後結果

出來後再討論細節。 

 

八、更廣泛運用本次評比的結果 

建議報告完成後可以召開期刊總編輯會議的相關事宜，亦可考慮到中國政

治學會的年會上報告本次評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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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期刊評比計畫 第五次全體工作會議記錄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270727 教室 

出席者：郭承天、蕭高彥、林正義 

、陳敦源、羅又軒、曾櫞璋 

時間：2009.05.26 
紀錄者：羅又軒 

壹、 進度報告 

本次評比的結果已經完成，三個不同的指標分數均已出來。以下將合併三個

指標，得到最後結果的不同方式，試作之後如下所示： 

期刊名稱 
序次加總法（2003

年政治學期刊評比）

因素分析法（2007

年社會學期刊評比） 

客觀指標加權

法（1998 年政治

學期刊評比）

台灣政治學刊  1  1  2 

東吳政治學報  1  2  3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3  3  6 

政治科學論叢  4  4  7 

選舉研究  5  5  1 

問題與研究  5  6 11 

台灣民主季刊  7  7  4 

遠景基金會季刊  8  8 10 

公共行政學報  9  9  9 

歐美研究 10 10 18 

行政暨政策學報 11 12  5 

中國大陸研究 12 11 13 

政治學報 13 13 17 

東亞研究 14 15  8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15 14 14 

空大行政學報 16 17 16 

國際關係學報 17 16 12 

公共事務評論 18 18 19 

第三部門學刊 19 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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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論事項 

一、 得到評比結果的方式： 

究竟該採取何種版本，各主持人有不同的看法。蕭高彥認為可採取序次加總

法或是因素分析法，但不管採取哪一個版本都應該說明選擇的原因。林正義則特

別提出，「歐美研究」在國外和其他領域都很常被引用，但在政治學卻因為領域

的關係，在影響力指數上受影響。因此，在合併三個指標時應該要注意各項指標

的平衡。陳敦源認為，序次加總法在第二階段就將數字拿掉，將每個指標視為一

樣的；因素分析法使用了統計上的所有相對差距，結果和方法上是較為精確的。

但是序次加總法讀者較容易理解，因素分析法有理解上的難度，建議採取前次採

用的序次加總法，讓評比可以有個傳承，並將因素分析法的結果列為參考。而郭

承天則認為因素分析法較為精確，結果也較有區別性，建議採取因素分析法。 

最後經過討論後，經共識決議採用因素分析法，並將序次加總法的結果列於

結案報告作為參考。 

 

二、是否需要召開期刊總編會議： 

蕭高彥指出，前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曾提過類似的建議，但這不是形式上的

必要要求。經討論後認為，大型會議上大家只關心自己的期刊，反而很沒有效率，

建議彩折衷方式，讓期刊編輯們事前知道結果，要個別或公開可以討論。 

最後決定不召開期刊總編會議，但是在撰寫結案報告前，先將評比結果以郵

局掛號方式，寄給參與評比的 35 份期刊總編。並開放約三個星期的時間，讓期

刊編輯針對有疑問、或想要知道詳細評分狀況的部份，以電子信件、電話、或親

自來辦公室由助理協助查閱等方式，解答期刊編輯的疑問。透過這樣的方式，更

為提高評比的公正性和公開性。 

 

三、個別期刊分數高低之討論： 

總共討論了以下幾個期刊的分數狀況： 

（一）歐美研究：由於期刊領域的轉向，導致影響力指數低，期刊編輯分數

亦和高分期刊有些差距，因此本次評比結果較前次不佳。 

（二）東吳政治學報：無論在期刊編輯格式、聲望分數和影響力指數方面，

都有所進步，為整體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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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研究：為歷史悠久的期刊，聲望分數相當高，但期刊編輯分數

有所降低，因此影響整體排名。 

（四）台灣民主季刊：為新的期刊。影響力指數因為期刊內容的界定，是目

前台灣政治學界相當熱門的議題，所以分數很高。編輯格式分數也不錯，因

此排名頗前面。 

 

四、排名結果是否需要分級，或如何分級？ 

本次評比是否需要分級有以下幾個討論： 

（一） 分級的界線該如何界定？ 

1. 以第 10 名和第 11 名為分界點，或是第 11 名和第 12 名？（依據因素分

數的正負區分） 

2. 依據綜合性期刊類別為分類依據？ 

3. 若依據因素分數之間落差最大的兩者定界線，應該定在政治學報和政治

與社會哲學評論之間。 

4. 將東亞研究以下的期刊分為第三級？（這些期刊非 TSSCI 名單） 

 

 

（二） 最後決議 

對於本次評比結果，經反覆討論後認為不分級較為適合。2003 年吳玉山的

評比有所分級，是因為當時 TSSCI 名單中政治學類刊數目很少，將評比選出的

19 份期刊分級有參考意義。如今 TSSCI 名單政治學類已經很多也很完整，結果

亦相當很合理，再將本次評比的結果再加以分級，就不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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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五：評比工作進度圖 

說明：主（主持人），共（共同主持人），專（專職助理），兼（兼任助理）；初（月初），

中（月中），底（月底）。 
 

工作內容 主要負責人

／參與者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六

月 
七

月

八

月

籌備工作會議與工作細目 主／專             

全體工作會議（一） 
確定計畫書內容與執行細節 

主／共、專  初           

期刊清單工作會議 專／兼、主  初           

查國科會研究成果目錄 專／兼             

國家圖書館網站關鍵字 專／兼             

電話查詢期刊 專／兼             

全體工作會議（二） 
確定進入第一階段期刊名單，以及

期刊問卷內容 

主／共、專   初          

寄發期刊問卷 專／兼   底          

電話確認出版者接到問卷 專／兼    初         

全體工作會議（三） 
確定期刊品質評分標準；確定聲望調

查問卷內容；影響力指數作業流程 

主／共、專    初         

問卷回收、整理、催收 專／兼    底 初        

期刊品質資料建檔 專／兼             

登錄、計算回收問卷期刊之編輯品

質分數 
             

全體工作會議（四） 
檢視入選第二階段期刊之編輯品質

分數；選出最後階段入選期刊；聲

望調查的問卷設計 

主／共、專      初       

蒐集國科會政治學前三年執行計畫

學者名單與聯絡地址 
專／兼             

最後階段期刊之影響力指數統計 專／兼             

寄發「聲望調查」問卷 專        中 初    

催收聲望調查問卷 專             

完成聲望調查統計 專         底    

試做各項計分方式          底    

全體工作會議（五） 
檢查所有調查資料，決定使用何種

方式得到評比結果 

主／共、專         底    

期刊編輯核對初步評比結果 專             

撰寫期刊評比報告並修正確認完成 主／共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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