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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針對 WoS、Scopus、CSSCI、CCD、TSSCI、THCI 與 ACI

等七個引文索引資料庫，觀察與統計現有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系統文獻來源、

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及其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

化功能等，藉此瞭解現有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現況與不足之處，並輔以資料

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之訪談，瞭解建置人文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阻礙、後續維護管理問題、推廣問題以及與國際接軌

之建議作法，進而對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建置提出建議。 

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1）系統文獻來源為綜合性較佳，較能建構出

較完整的引文網路。（2）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檢

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宜參考 WoS、Scopus 與 CCD 三個建置較齊全之

資料庫，提供使用者較全面的系統功能。（3）建置阻礙包括參考文獻引文

格式的差異問題、拖刊問題、選刊問題、建檔的人力與資源問題、以及名

稱的權威檔等問題。（4）後續維護管理問題包括人力與經費、資料庫的推

廣、資料庫所採取的營運模式問題、資料的來源問題、以及引文資料的建

檔問題。（5）若欲推廣資料庫，必須建置功能及內容完整之資料庫，讓使

用者感受到資料庫的查詢具有引文網路的架構。（6）資料庫在建置時就須

參考國外資料庫在處理引文資料庫時所注重的重點，例如各項索引與輸出

欄位等，將來與國外接軌或合併的可行性才有可能提高。 

本研究結果可供期刊出版商提升自我品質之參考，亦可對建置人文社

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各項系統功能提出建置建議，希冀有朝一日能建置

出媲美國外大型引文索引資料庫的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關鍵字：引文索引資料庫、引文分析、WoS、Scopus、CSSCI、CCD、TSSCI、

THCI、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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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ation index databases have been explored and made impact on academic 

research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Web of Science (WOS) of Thomson Reuters ISI is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citation databases in the world, and the Scopus of 

Elsevier is also a famous citation databases. In addition, the Mainland China has also 

developed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 database and 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 (CCD) since recent twenty years.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n Taiwan, the Taiw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established the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 database in 1996 and 

the Center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built up 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THCI) database in 1999. On the other hand, Airiti Incorporation has developed 

Academic Citation Index (ACI).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SSCI, THCI and ACI 

reveals many design flaws and use limitations for both databases, some search 

functions are different and not available, and it is therefore difficult for users to get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same search interface. It is truly important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 citation index database for Taiwan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Working with an information service company,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propose a design plan to establish a Taiwan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The following issues will b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1. Collecting source 

literature and citation literature from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publishing 

by Taiwan academic institutes. 2. Designing the structure of citation index system, 

types and contents of the database. 3. Setting up the standards for description on 

database fields. 4. Developing the basic, advanced and other information retrieval 

functions. 5. Seeking for the integration with WoS to fulfill the go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visualization. 6. Building the 

quantitative indicator for evaluating th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Keywords: Citation index databases; Citation analysis; WOS; Scopus; CSSCI; CCD; 

TSSCI; THCI; 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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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間存在著一種相關與引證關係，因此若針對引

文做分析，將可得知一學科領域發展之情況與核心文獻等資訊，並進一步

理出該領域之知識地圖。但若要自紙本資料或原始的電子檔案中逐條過濾

與整理某一學科之引用文獻實為一項十分艱鉅且難以達成的任務。因此，

建立查找引文關係之資料庫實為必要之工作，將可使引文分析工作之進行

更具效率與正確性，進而促進引文研究之發展。 

國外之引文索引資料庫有極具歷史與權威性的Web of Science（WoS），

以及 Elsevier 公司所推出的 Scopus；中國大陸有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CSSCI）以及中國引文資料庫

（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簡稱 CCD），而我國現有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SSCI）、臺灣人文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HCI）以及學

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ademic Citation Index，簡稱 ACI）。但有鑑於我國

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尚未健全，後續維護亦非十分理想，因此本研究擬

以上述幾個引文索引資料庫做為研究對象，觀察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

沿革與系統文獻來源分析、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

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等結構，並進一步探討引文索引資料

庫之建置重點，希冀能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提出具

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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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學術領域中，研究人員撰寫論文時，通常會根據前人的觀念或研究

成果繼續做研究與發展。為提高論文的說服力、建立作者的信用等種種因

素，引用文獻成為正式論文中不可或缺的要項，因此引文也為人們提供了

勾劃引文網路圖的可能性，不僅可以反映出論文間的引證關係，還可以揭

示出引文網路中的重要節點、辨識出一個學科的核心文獻，更可瞭解一個

學科當前熱門的研究議題，成為學科發展預測的依據。（註1） 

一篇完整的學術論文，必由正文及其後所附的參考書目組成。正文與

參考書目有著引用與被引用的關係，正文本身為引用文獻，參考書目則是

被引用文獻。透過引用與被引用關係的研究，可獲知學科的發展、學科之

間的關係以及文獻傳播的歷程，進而瞭解研究近況與未來趨勢。（註2）引

用文獻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書目計量學另一重要研究範疇，其重要

性不亞於布萊德福、洛卡及齊夫等三大定律，但這三種定律討論的是文獻

的數量，而引用文獻分析所研究的是文獻的品質。（註3） 

目前所見之索引摘要資料庫多屬於主題檢索系統，其製作過程非常複

雜繁瑣，尤其文獻主題的制定必須經由學科專家以人工的方式加以判斷選

定主題詞彙，是製作時最為困難之處。引文索引檢索系統除了提供一般的

已知項目檢索、提供資料的來源出處供使用者取得全文資料外，亦提供檢

索文獻的被引用情形。透過來源文獻與參考文獻間引用與被引用間主題的

相關關係，便可間接達到一般資料庫的主題檢索功能。因此引文索引檢索

系統不僅擁有一般資料庫之功能，更拓展了檢索的途徑，也使學術傳播更

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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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索引資料庫在國外早已行之多年，最早為美國科學資訊研究院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 ISI）於 1961 年開發的科學引文索

引資料庫（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CI），緊接著後續開發了社會科學

引文索引資料庫（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 SSCI）與藝術與人

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Art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 AHCI），並

於 1978 年首先建立了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簡稱 JCR），

提供各種期刊引用數據之查詢功能。1992 年，ISI 為 Thomson Business 

Information 併購，改名為 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 繼續提供服務。ISI 公

司不僅開啟了文獻引用查詢的先河，直至今日，後繼之 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 所提供之數據更成為評估期刊、個人、團體、機構或國家之學術

成就的重要指標。 

除了上述 ISI 所開發之典型引文索引資料庫外，由於受到資訊科技快

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當今已有多種系統可檢索引用數據之內容，例如：

Scopus、Google Scholar、Science Direct、CiteSeer、CiteBase 與 Scifinder 

Scholar、NASA ads、PubMed Central 等。此外，中國大陸亦建置了中國社

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近年 CNKI 亦推出了中國引文資料庫（CCD）。

中國大陸近幾年全力投入引文資料庫之建置，且積極尋求與國際引文資料

庫權威 Thomson-Reuters 合作，未來在 WoS/WoK 網站可同時搜尋英文與

大陸之學術研究成果，此舉對臺灣在華文學術傳播和知識擴散勢必造成相

當大的衝擊。 

反觀國內，雖然我國也有由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建置的「臺灣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建置的「臺

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以及 2007 年由華藝所推出的「學術

引用文獻資料庫（ACI）」，但仍有許多設計上之盲點與缺失，且仍有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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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亦尚未開放，因此臺灣引文索引資料庫之規劃建置實為刻不容緩之要

務。待資料庫建置完成，尚須進一步與國際引文系統合作共享查詢平台，

藉此增進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研究之國際能見度。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透過比較國外以及國內現有之引文索引資料庫，觀察與統

計現有資料庫之系統文獻來源、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

析功能及其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等，藉此瞭解既有引文索引資料庫

之現況與不足之處，進而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建置提出

具體建議。本研究擬達成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觀察與比較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沿革、來源文獻之類型、收錄年

代與收錄學科等資料庫之本質性的差異。 

二、 以檢索評鑑的角度觀察，實際比較各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系統查詢功能、

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等

差異性。 

三、 收集 TSSCI 與 THCI 使用者之使用意見調查，瞭解我國目前人文社會

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使用情形與意見。 

四、 進行圖書館館員之訪談。以圖書資訊服務人員對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瞭

解與服務經驗，分析我國現有之 TSSCI 與 THCI 之建置成果、讀者使

用情形以及推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方法。 

五、 進行資料庫建置專家學者之訪談。以專家學者的角度，剖析我國現有

的 TSSCI 與 THCI 之建置情形及其優缺點，以及建置人文社會科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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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引資料庫可能遭遇到的阻礙，並分析我國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資料庫的發展上與國外及中國大陸之相異處，以及 TSSCI、THCI

整合之可行性，對未來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發展之建議。 

六、 瞭解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情形及其特點，並根據分析結果提出我

國在建置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時可供參考之具體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於國外之引文索引資料庫選擇 Web of Science（WoS）與 Scopus

為例，中國大陸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以及中國引文資料庫

（CCD）為例，而我國則以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臺灣

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及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I）三資料庫

為例，針對各引文索引資料庫進行比較研究。為達成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具體的研究問題陳述如下： 

一、 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沿革、來源文獻類型、收錄年代與收錄學

科為何？ 

二、 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

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之建置情況如何？ 

三、 我國目前所建置的 TSSCI 與 THCI 之使用情況與使用者意見為何？

以圖書館館員的角度而言，我國現有之 TSSCI 與 THCI 之建置情形

與讀者的使用情形如何？若欲推廣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應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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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學者專家的角度而言，我國現有之 TSSCI 與 THCI 之建置情形與

優缺點為何？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上與國外及中

國大陸之相異處為何？TSSCI 與 THCI 整合之可行性如何？若我國

欲建置更完善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將有可能遭遇到何種

阻礙或困難？建議如何進行？ 

五、 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情形及其特點為何？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之具體建議為何？ 

第四節 預期貢獻 

本研究旨在透過分析國內外引文索引資料庫及相關研究文獻，瞭解引

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沿革與建置特點，以及實際操作後比較各引文索引資

料庫之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

個人化功能等系統結構，進而以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引文索引資料庫

之建置提供具體建議為目標，預期將有以下貢獻： 

一、學術理論之應用 

1.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的方法，分析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歷程與方向，

以及國內發展至今之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優缺點，不僅回顧了引文索

引資料庫之沿革，更整理歸納出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特色。 

2. 可瞭解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建置項目與內涵。引文索引資料庫為引文

索引法之理論實踐，透過針對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系統結構與欄位的

研究，可得知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必備索引欄位、結果輸出欄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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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來源數據之應用，瞭解引文索引法理論實踐的方法與目前國內

外引文索引資料庫實踐之成果。 

二、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與資料庫廠商之應用 

1. 對期刊出版者而言，經由本研究可得知各引文索引資料庫所收錄

之文獻類型及其比例為何，以提供提升自我品質之參考。 

2. 對資料庫建置商而言，本研究可得知國內外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

系統功能、索引欄位、結果輸出欄位以及其他來源數據之應用，

並可從學者專家與使用者之訪談分析歸納出建置時對人文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寶貴意見，提供建置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方向。 

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與國家學術發展之應用 

1. 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經由本研究對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系

統與欄位之研究，將可更瞭解國內外之系統內容與建置情形。若

進一步建置出屬於國內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引文索引資料庫，

便可針對國內之人文社會科學文獻進行引文分析研究，得知各學

科研究之方向與發展，尋找可能進一步研究之範疇，發掘更多研

究發表的可能性。 

2. 對學術發展而言，本研究針對國內外各引文索引資料庫進行之系

統與欄位調查，可窺知國內外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各項檢索與呈

現功能之詳盡與優缺，並顯示出國內 TSSCI、THCI 與 ACI 待改

進之處，對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相關研究具有極大的助益。此外，

若進一步建置出屬於國內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引文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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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提供豐富的引用與被引用資訊，亦可提供豐富的學者、學科、

機構與地區之統計分析資料並推知該學科之發展概況。目前我國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方面尚缺乏一個客觀學術評鑑標準，透過人

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建置，便可將之應用於我國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學術評鑑之參考，為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評鑑提供一

個客觀而適用的指標。 

3. 對於國家發展而言，本研究可藉由對各引文索引資料庫系統與欄

位之觀察與研究，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提出具體

之建置建議。建置具有權威性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對於國內學術發

展能夠提升其競爭力，也使臺灣人文社會學科文獻間的關係更加

清晰明瞭，希冀臺灣的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能夠有機會走向國際，

讓世界看見。 

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係以分析國內外著名之引文索引資料庫作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

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發展之依據，為使本研究之論述保持一致性，茲將相

關名詞定義如下： 

一、引用文獻（citing work） 

引用文獻或稱來源文獻（source work）、來源文章、引證文獻等。（註4）

在學術發展史中，任何一門學科或研究的發展與創新，都是建立在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礎之上，資訊學者將引用前人觀念和經驗的行為稱為"citation"，

一般譯為「引用文獻」或「引文」。引用文獻是資訊被使用過後所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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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與紀錄，透過這些資料的分析研究，便可以了解研究者使用文獻的情

況。（註5） 

二、被引用文獻（cited work） 

被引用文獻或稱被引文獻、參考文獻等。是一種相對於「引用文獻」

之概念，當某著作引用到另一篇文獻時，該文獻則稱之為「被引用文獻」。

（註6）凡是一篇被引數量越多的作品，若不是人人讚賞的經典著作，便

是人人唾棄的作品，但實際上後者卻極為少見。因此可以大膽假設凡被引

數量越多的著作，必定是一份極有學術價值的作品。（註7） 

三、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為「引用文獻索引」的簡稱。將「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

獻」皆索引之，並建構兩者的關係，即稱為引文索引。（註8）因此，引文

索引最大的功用在於方便研究者快速得知某作者或某篇論文被引用的情

形，並可迅速找出相關文獻之篇名及詳細書目資料。當我們對某研究主題

有興趣時，並且擁有該研究主題的關鍵作者或論文時，就可以利用引文索

引找到曾引用該作者或該論文的所有文章，藉以掌握該主題之後續研究狀

況。同理，這也適用於找尋特定理論或模式被引用的情形。（註9） 

四、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 

為「引用文獻分析」之簡稱，運用各種數學或統計的方法，定量分析

「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企圖揭示其間的

內在結構與本質。（註10）引文分析乃書目計量學之最大分支研究，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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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根基於出版品之「互相引用」的關係上。傳統在引文分析的基礎上，對

於「引用文獻」的解釋為：一篇文獻之所以被另一篇文縣引用是因為被引

用文獻提供了相關資訊，例如：找出更寬廣的研究內涵、描述所採用的研

究方法或提供支持的數據或討論。對引用文獻而言，被引用文獻不須多完

美，但只要滿足作者的「引用」需要即可。若以「所有引用都均等」的立

場來看，一篇文獻被引用的次數，反應出其被後來研究使用的多少，被引

用越多，表示貢獻愈高，影響愈大；反之，衰退的引用次數所顯示的則是

文獻被引用的趨勢力減弱，內容逐漸老化而不被使用。（註11） 

五、引文索引資料庫（citation index databases） 

引文索引資料庫是一種包含出版期刊文獻之書目相關資訊的參考工具。

可透過資料庫中的著者、主題、期刊名，還有最重要的被引用參考文獻（cited 

reference）來獲得重要資訊。引文索引資料庫包含了所收錄文章的書目與

參考文獻，透過引用文獻的檢索，可以知道誰引用了他人的研究，以及該

研究如何被運用在支援其他最新研究上，並能夠瞭解同儕、競爭者的研究

活動，且能夠從現在往前追溯至一個概念（idea）或方法（method）開始

出現的時間，利用文章的主題或學科領域尋找某些難以利用關鍵字表達的

相關文獻。（註12） 

六、索引欄位（index field） 

索引是用來快速找尋文件的輔助資料檔，內容記錄了哪些詞彙出現在

哪篇文件的訊息。索引的建構，早期都以人工方式分析每一篇文件，再選

擇一組適當的索引詞來代表該文獻，最後再將之編制成索引。（註13）在

索引資料庫中，可供檢索的欄位與「索引」的概念相同，輸入某詞彙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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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經由此種索引機制快速找到檢索詞彙於該篇文獻出現之處，因此本研究

之「索引欄位」所指為引文索引資料庫中可供檢索的欄位，亦即經過資料

建檔，最後提供給使用者在資料庫中進行檢索之檢索欄位。 

七、檢索結果輸出欄位（output field） 

當使用者於資料庫進行檢索時，資料庫將顯示出其與使用者所下之檢

索詞彙符合之文獻，該文獻之書目資料中記載許多關於該文獻之相關訊息，

可供使用者瞭解該文獻之基本資訊以及其所隱含之概念，亦即本研究所指

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即為記載文獻資訊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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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孟連生，「試論引文索引法的性質與功能」，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3

卷 1 期（1996 年 9 月）：17。 

註2  蔡明月，「引用文獻分析與引用動機研究」，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38 卷 4 期（2001 年 6 月）：385。 

註3  何光國，文獻計量學導論（臺北市：三民，1994 年），181。 

註4  陳光華，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臺北市：文華，2006 年），7。 

註5  陳光華、陳雅琦，「學術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之現況與建置」，大學
圖書館 5 卷 1 期（2001 年 3 月）：34。 

註6  陳光華，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7。 

註7  何光國，文獻計量學導論，199-200。 

註8  陳光華，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8。 

註9  謝寶煖，「如何利用引用文獻索引」，資訊與網路資源利用，

http://www.lis.ntu.edu.tw/~pnhsieh/courses/informationpower/retrival/c

ontent.htm（檢索於 2010 年 11 月 8 日）。 

註10 陳光華，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8。 

註11 蔡明月，資訊計量學與文獻特性（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 年），

291。 

註12 東吳大學圖書館，「何謂 Citation Index Databases」，

http://www.lib.scu.edu.tw/?act=cms&fun=catalog&cid=reference_qa

（檢索於 2010 年 11 月 8 日）。 

註13 曾元顯，「數位文件之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自動化之技術與應用」，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20 卷 2 期（2002 年 12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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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引文索引資料庫為主題，針對各引文索引資料庫進行研究，

進而統整出適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發展之建議。本章包括

引文分析、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與現況、引文索引資料庫的製作與特性

以及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與簡介共四節，將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引文分析 

引文索引資料庫為引文分析概念之實踐，因此若欲徹底瞭解引文索引

資料庫之功能以及其可提供之研究支援，必須先自引文分析之背景資訊開

始進行探究。為達到上述目標，本節共將引文分析分為三部份探討，第一

部份先瞭解引文分析之意涵，第二部份接著瞭解其限制，第三部份則更進

一步探討引文分析之應用。 

一、引文分析之意涵 

一篇好的學術作品，必須要能夠表現出其內容在整個研究領域上可發

揮的功用，以及該作品與既有研究成果的關聯性。（註1）要達到這個目標，

除了個人對於作品討論議題獨特的見解與看法以及實證成果的報告外，更

重要的一點是作者對於相關文獻的掌握度，以及對於已進行之類似計畫、

報告的了解程度是否足夠。其中作者對於相關文獻的掌握程度，以及對文

獻內容的佐證，往往就在於作者鋪陳文獻內容時是否可以「引經據典」，

其主要作用不僅在於可顯示出作者對相關研究的掌握度，同時亦可藉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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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者的理論、觀念及其所具備的經驗，來證明文獻內容的正確度與可能

具有的價值。（註2） 

上述「引經據典」的作法，在學術領域中稱之為「citation（引用）」。

在學術發展史上，任何一門學科或研究的發展及創新，都是建立在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而一個引用的動作包含兩個對象：一個

是來源文獻（引用文獻）；另一個則是被引用文獻。（註3） 

引用行為在學術研究上屬於一種主動溝通的行為模式，通常要有很高

的動機才會產生引用行為，因此經由瞭解引用文章和被引用文章之間的關

係，將可更深入地瞭解知識之間的傳播與科學溝通的本質。（註4）此外，

引用他人著作亦是屬於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可用來衡量個別學科與多種學

科間的品質、影響力、創意以及個人或團體的表現績效。 

引用行為發生的原因通常不易探究，原因在於作者之所以引用另一著

作的引用動機可能由多種複雜的因素所組成，但綜合來說不外下列幾點：

（註5） 

1. 借助外力，改善自己的缺失。 

2. 避免觀念和經驗的重複研究，浪費著者的精力和時間。 

3. 表示不忮之求，言而有據。 

4. 正面支持，明示原著對論題的貢獻。 

5. 反面反駁，間接闡明原著的錯誤。 

姑且不論作者引用他人作品的原因為何，若僅針對引用行為之結果，

也就是對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進行研究，即是所謂的引文分析研究。引

文分析是書目計量學中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研究的即是文獻間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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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為。（註6）引文分析最重要的特徵，是對大量的引文數據進行定量分

析研究，（註7）是一種利用比較、歸納、抽象、概括以及數學與統計分析

等邏輯方法，對學術期刊、論文、著者等各種對象的引用或被引用現象進

行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等特徵和內在規律的一種文獻計量研究方法。（註8） 

然而，若不採用任何工具而直接對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間的關係逐

條釐清，將會因為文獻數量過於龐大而使得引文分析研究難以進行，因此

便需要一項可幫助研究者建構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關係之工具，該工具

即稱之為引文索引。引文索引工具之構成為替「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

獻」皆製作索引，再建構兩者的關係而成（註9）。也因其是對引用文獻與

被引用文獻之關係進行處理，所以使用者可藉由引文索引工具輕易找尋某

位作者或某篇特定文獻的引用與被引用資訊。(註10) 

引文索引不同於一般概念上的索引，而是從文獻之間的引證關係上揭

示文獻與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繫。因此便可幫助使用者找到一系列內容相關

的文獻，從而分析和瞭解某一學科的研究動態、發展情況，以及該學科的

核心作者群；亦可根據某一名詞、某一方法、某一理論的出現時間、出現

頻率、衰減情況等，分析和揭示學科研究的基本走向，或是延伸出更多統

計與排序資訊，（註11）進而達到進行引文分析之研究目的。 

二、引文分析之限制 

書目計量學（Bibliometric）與科學計量學（Scientometrics）的領域常

利用引文來評估學術著作的品質以及追溯學術傳播的模式，其基本的假設

在於越重要或品質越高便愈有可能擁有較高的引用次數，且引文通常所代

表的意義在於引用的文章乃是建立在被引的文章之上，或是引用的文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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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被引的文章。雖然引用的原因極為多樣化，但引文分析法仍是一種

具有爭議性、然而卻深具效果的研究工具。（註12） 

作為學術研究分析的資料來源而言，引文資料的可得性、精確性與客

觀性使得引文分析成為甚受重視的工具，但在使用上仍有其限制，在使用

上必須對以下幾點加以注意：（註13） 

1. 引文分析需建立在某些假設上。例如：文獻的引用表示作者確實使

用過該文獻，且是作者認為最好的才引用，引用和被引用文獻間的

內容必須相關，而所有引用文獻的價值必須相等。(註14) 

2. 引用的影響因素相當複雜，使引文分析的利用發生實質上的偏差 

3. 若註釋或參考書目本身有錯誤，亦會對引文分析之結果產生影響。 

在眾多批評引文分析的研究中，自我引用、引用錯誤、引用均等及二

次引用最受爭議。其中自我引用是引用文獻分析研究中最為人詬病之處，

作者藉由大量自我引用，膨脹其被引用次數並誇大其貢獻；引用錯誤則是

引用文獻分析研究的第二大問題，主要的錯誤類型為：遺漏頁碼或頁數錯

誤、不完整或不正確的著者名稱以及文章篇名的錯誤；第三大爭議引用均

等視所有引用同等重要，即使同一篇作品被引用多次亦只計算一次；至於

二次引用則是作者並未真正參考原始文獻，其引用書目乃取自於別的出版

品之參考書目。（註15） 

依照何光國於文獻計量學一書中的說法，上述引文分析之問題皆屬於

外在的因素，作者的主觀行為與「見仁見智」往往遠勝過事實。同樣一個

論題，若作者個人的觀點或立場不同，便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甚至意義完

全相反的「引文叢（citation cluster）」，此種因素便稱為內在的因素，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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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個人的教育水平（包括語言能力）以及作者個人對主題的認知與瞭解

之限制而造成引用文獻本質上的錯失和偏差。（註16） 

除上述幾項引用文獻分析之限制外，M. H. MacRoberts 與 Barbara R. 

MacRoberts 亦指出下列幾項引文分析可能帶來的問題：（註17） 

1. 用而不引：作者在寫作時雖有使用到別人的觀點，但卻未將之納入

其所引用的參考書目中。 

2. 引用偏見：由於作者的偏好或某些個人因素，因而在引用文獻時失

去客觀的標準；或是即使有被使用到，卻蓄意不納入引用文獻中。 

3. 非正式的影響：並非經由出版品，而是經由如：會議、電話、信件

等管道所帶來的影響，但我們始終未發展出適當的制度來記錄這些

經由非正式管道所帶來的影響。 

4. 引用動機：作者引用的動機不易為人所知，且引用動機通常不僅一

個，作者們可能會利用既有的文獻計劃性地強化與支持自我的觀點，

使得引用行為被多種因素所影響。 

5. 學科領域、國籍與時間：學科領域的不同、國籍的不同以及論文撰

寫時間的不同都有可能對引用率造成影響。 

6. 讀者群的大小：在進行引文分析時，必須假設所有文獻被引用的可

能性皆相同，也具有同樣數量的潛在讀者。但顯然讀者群的大小會

直接地影響到該文獻被引用的機率與數量，使文獻被引用的機會無

法平等。 

7. 不引用文獻的學科：有些研究領域不具有引用行為，擁有引用行為

的頻率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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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數據的偏頗：取用的數據資料來源可能過於狹隘，例如：某些作者

僅使用 SCI 或 SSCI 取得數據，但 SCI 與 SSCI 所關注的僅為排名前

10%的期刊，無法代表完整的數據資料。 

三、引文分析之應用 

引文分析之用途可分為兩種，一是利用其作為圖書館規劃服務與瞭解

館藏的工具，另一種則是作為學術傳承及分析學術活動的工具。（註18）

在圖書館服務與管理之應用方面，引文分析可用於館藏發展、館藏管理以

及使用者研究；在學術活動方面，引文分析不僅可揭示引用文獻與被引用

文獻的關係，更可作為學術評鑑之參考。綜合來說，引文分析的應用可分

為下列八項：（註19） 

1. 文獻分析（”literature of” studies）：描述某一學科領域引用行為模式

的研究，其數據來源僅限於某領域中的單一期刊或他種資料來源。

此類研究通常著重於被引文獻之類型、年齡、高被引作者與期刊、

出版語言與出版國家以及主題分佈之分析等，以得知其核心文獻之

範圍及文獻主題之分佈。 

2. 文獻類型研究（”type of literature” studies）：引文分析亦可用於探討

某些特定類型文獻之傳播情形，例如：政府出版品、博碩士論文或

地區文獻之交流情形。 

3. 使用者研究（user studies）：分析圖書館使用者作品中的參考書目，

例如：學期報告、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等，以瞭解被引用文獻的

類型、年齡、主題、語言以及瞭解本館是否擁有該館藏，並比較今

昔使用者行為的異同，藉此得知使用者運用資訊的情況及其資訊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 
 

養的能力，以作為圖書館資訊服務及資訊素養訓練課程設計之參考。

（註20） 

4. 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根據科學文獻傳播模式，研究作品

的展現建構於作品與參考書目間的關係、以及寫作與出版等事件上，

因此引用亦可用來追蹤其年代、作品與參考書目間的關係或彼此的

相對重要性等研究。 

5. 傳播模式（communication patterns）：引用是科學溝通模式的一種合

理指標，雖然引用上的連結關係並不一定能完全反映學術社群的連

結情形，但文獻與學術社群結構仍有許多一致性可助於辨識傳播上

的區域問題，如：語言區隔、新觀念的傳播限制、基礎與應用科學

的區隔、學者專家與大眾的區隔等。 

6. 評鑑型書目計量學（evaluative bibliometrics）：引文分析可用於文獻、

科學家、大學、國家以及其他科學活動的評鑑與解釋，是一種可衡

量其科學影響力與生產力的工具。目前引文分析已逐漸成為科學管

理者所愛用的評鑑工具之一。 

7. 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在進行資訊檢索時，引用關係亦

可增加傳統文獻檢索方法外的另一種檢索途徑，在辨識相關文獻時

有效補充關鍵詞的功能，發掘出各種具有相似內容的文獻，達到將

主題群聚的自動分類功能。 

8. 館藏發展（collection development）：引文分析亦可應用在期刊館藏

的發展上，決定是否新訂、續訂或是淘汰某期刊等。唯引用固然是

一種使用館藏的指標，但仍需要另外幾種指標來揭示未引用的關係，

例如：館內使用、流通、館際互借等，可增補引文分析之不足處，

發展更詳盡的館藏發展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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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所發行的 SCI 與 SSCI 資料庫即是運用引文分析的概念發展而來，

如今已成為追蹤查詢國際間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參考工具，在學術研究上

有許多重要的功能，包括：（1）作為評估科技與社會科學資訊資源及學術

研究成效之工具；（2）評鑑期刊品質；（3）提供資訊檢索；（4）評鑑學術

研究者與研究機構；（5）探尋科學間之知識結構；（6）確認某學科之研究

前鋒；（7）提供國家與學門的生產力與學術評鑑等；後來更成為歐美大學

教授升等與學術研究評鑑的重要參考。（註21） 

第二節 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與現況 

本研究旨在透過觀察國外、中國大陸以及我國之引文索引資料庫，從

而得知建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重要欄位與結構。本節共分三

個部分，第一部份探討國外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情形，第二部份探討中

國大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情形，第三部份探討我國引文索引資料庫之

發展情形。 

一、國外 

引文分析的概念起源於 1955 年 Eugene Garfield 於 Science 期刊上發

表的「科學引用文獻索引（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註22）其文章

重點主要在於探討學術文獻的潛在關係，並從文獻間的引用關係發掘科學

發展的脈絡，從而開創了引文分析的發展與研究。（註23） 

根據 Eugene Garfield 所言，引文索引勝過傳統字母排序和主題索引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1）引文索引能建立傳統主題索引無法核對在一起

的文獻架構，因為引文是「一套觀念的聯結索引（An Association-of-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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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使讀者有極大的運用空間，若以作者的引用文獻作為索引對象，

配合自動索引的技術，是科學資訊系統中的一種觀念和思想的運作過程；

（2）引文索引具有從不同學科領域中找出相關資料的靈活性，如此就可

以解決 Bradford 定律中大部分相關文獻分散至其他大量期刊中的問題，並

提升至提供文獻全文的服務。（註24） 

1958 年，Eugene Garfield 創立了科學資訊公司（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 ISI），開始提供學術資訊之加值與檢索服務，（註25）並

在 1961 年以季刊形式發行了最早的引用文獻索引－「科學引用文獻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錄多種科學技術類期刊所刊載之學術論文及

其引用文獻。（註26）ISI 後來於 1992 年為 Thomson Corporation 子公司

Thomson Business Information 併購，成為 Thomson Scientific，後又改名為

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註27）1997 年起 ISI 提供 Web of Science 網路

版後，將 SCI 擴大為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ended（簡稱 SCIE），成為

一多科學域資料庫，收錄科學、技術類與生物醫學方面的學術期刊。（註28）

時至今日，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 可說是全世界最具權威性的引用文獻

資料庫製作公司。（註29） 

隨著資訊科技日漸發展，Elsevier 公司於 2004 年 11 月推出了另一套文

獻搜尋系統－Scopus。Scopus 收錄學科皆以自然科學、醫學、應用科學類

文獻為主，在人文社會學科的相關資料極少，但自 2009 年起，增加收錄

全球 3,500 種人文社會學科期刊後，所收錄的學科領域大為擴增，是全球

資料量最大的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其最大的特色是收錄來自研究機構的

機構典藏、學術網頁等網路資源及專利文獻，其中專利文獻來自世界上四

大專利機構：美國專利與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簡稱 USPTO）、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簡稱 EPO）、世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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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與日本專

利局（Japan Patent Office，簡稱 JPO）。（註30） 

除上述二種一般性引文索引系統之外，知名的搜尋引擎 Google 公司亦

推出 Google Scholar，但因其權威性與正確性尚嫌不足，因此不多做討論。

除此之外，亦有許多特定專科性質的引文索引系統，例如：CiteSeer、

CiteBase、Scifinder Scholar、NASA ads 與 PubMed Central 等，但其多屬單

一學科，規模較小，故亦不予進一步敘述。 

二、中國大陸 

70 年代以來，文獻計量學在中國大陸廣泛的傳播與發展。每年文獻計

量學的發表文章數量自 80 年代初的二、三十篇，發展到 90 年代的一、二

百篇，但由於人文社會科學較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更有其複雜性，以及社

會科學期刊及論文嚴重地缺乏規範性，加上技術、人力以及財力等方面的

困難，致使中國大陸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亦遲遲未問世。（註31）

有鑑於此，南京大學決定於 1997 年成立「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

價中心」，提出研製開發電子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設

想，並於 1999 年與香港科技大學簽訂共同開發之協定。（註32）同年中國

大陸教育部正式行文南京大學，列為重大專案。經過兩年的研製，於 1998

年正式推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光碟版，（註33）2000 年起陸續推

出網路版供使用者使用。（註34） 

除 CSSCI 外，中國大陸目前亦有另一個較知名的引文索引資料庫－中

國引文資料庫（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簡稱 CCD）。CCD 是由中國知

識基礎建設（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簡稱 CNKI）所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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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解讀為「中國知網（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是由清華大

學、清華同方於 1999 年發起，擁有多種期刊、報紙、博碩士論文、圖書、

會議論文、百科全書、中小學多媒體教學軟體、專利、年鑑、標準、科技

成果、政府檔以及各類加盟資料庫等知識資源。（註35）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最有特色、最重要的資料庫就是期刊全文資料庫，

其前身是 1996 年發行的中國學術期刊，而後建立網站發行網路版，故很

長時間內將這個期刊全文資料庫稱之為「中國期刊網」。（註36）因此，近

年所推出的 CCD 便是立基於其上，不僅提供豐富的引文資訊，更可下載

全文檔案，使 CCD 不僅是個可查詢引文的索摘資料庫，更直接提供全文

下載，達到全方位的服務。 

三、臺灣 

關於引用文獻資料庫，國內可說尚處於起步階段。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我國科技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之建立與應用」曾經在 1996 至 1997 年

間嘗試建立「中華民國科技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Taiw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Database，簡稱 TSCI）」，以進行科技期刊的引文分析。此外，國科

會更於 1999 年在中央研究院與國立臺灣大學分別成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以及人文學研究中心，以進行國內社會科學期刊(TSSCI)與人文學期刊引用

文獻資料庫（THCI）的建置工作。（註37） 

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簡稱為社科中心）設置於中央研究院，有

鑑於以往臺灣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僅瞭解臺灣研究者的論文被 SSCI 收錄

及國際期刊被引用的情形，對於臺灣出版期刊引用的情形並無從查起，因

此社科中心主要的任務之一即是在建構我國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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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社科中心於 1999 年正式成立後，即積極規劃 TSSCI 的建置工

作。（註38）在 1999 年 7 月召開的第一次執行委員會中，決議成立 TSSCI

規劃小組，由社科中心執行委員中山大學的梁定澎教授擔任 TSSCI 的召集

人，並由中正大學資訊系的洪新原教授負責規劃資料庫的雛型及設計資料

庫系統程式。自第二年起，資料庫系統後續的維護及設計則委由中央研究

院資訊研究所的許鈞南教授負責。至於來源期刊論文、引用文獻資料的收

集與建檔等工作，則由淡江大學的于若蓉教授負責督導執行，（註39）其

主要目的包括：（註40） 

1. 建立臺灣社會科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 

2. 分析臺灣出版的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被引用情況，以評估各學術期刊

的影響力。 

3. 分析臺灣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論文被引用情況，以評估其研究績效。 

TSSCI 之期刊收錄程序是由國科會社會科學各學門召集人，根據各學

門過去完成的期刊評比與排序結果送交至社科中心初步擬定期刊名單，再

對此名單之期刊展開調查，最後實地翻閱、查核內稿比率與出刊頻率等資

料，各期刊也需符合出刊頻率每年二次以上、過去三年定期出刊、非大學

學報等要件，最後才可將之收入 TSSCI 中。（註41） 

另外，與社科中心同時成立的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也自 2001 年起開

始「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THCI）」的建置工作，（註42）其目的有

以下三種：（註43） 

1. 建立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 

2. 提供基本的資訊檢索功能； 

3. 提供引用文獻分析之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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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I 所收錄的學術期刊，乃以國內出版之人文學領域重要之中外文期

刊為主，兼收大專院校學報中之人文學領域文獻，但由於 THCI 資料庫所

選擇的期刊數量較多、資料量龐大，因此首期計畫乃先以 1998 年出版之

期刊開始進行建檔工作，待到後期再持續完成歷年期刊文獻的回溯建檔作

業。（註44） 

四、小結 

由上述國外、中國大陸以及我國之發展情形可知，無論是引文分析或

是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皆是國外領先許多。而中國大陸雖晚了國外一步，

但卻也在近幾年內加緊腳步，建置出不少引文索引資料庫。反觀國內，雖

著手建立了 TSSCI 與 THCI，但所能使用的功能相較之下卻相當不足，許

多重要的項目亦尚未開放。因此，我國勢必得效法國外優秀之資料庫、並

學習中國大陸建置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精神，建置我國更全面、功能更完善

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使國內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者與學術研

究得以開拓更多潛在的可能性。 

第三節 引文索引資料庫的製作特性 

在建置引文索引資料庫前，必須先對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之背景資訊

有所瞭解。本節共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探討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特性，第二

部份探討引文索引製作的考量，第三部份探討引文索引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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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特性 

根據蔡明月整理 Eugene Garfield 著作中對 SCI 特性的闡述，得知引文

索引資料庫有以下幾項特性：（註45） 

1. 引文索引資料庫是一種以引文分析作為評估科技資訊資源及學術

研究成效之工具。 

2. 只要作者引用，其參考書目可來自各種不同學科的文獻，因此具有

多科際及交互參照之獨特性，是從事跨科際研究最好的工具。 

3. 透過引文索引的組織可以了解文獻出版後被使用的程度及後來的

發展。如此一來將早期文獻與現行文獻連接起來，可促進學術傳播

之反饋機能；亦可了解某一主題歷年的研究成果並預測未來趨勢，

對學術整理與提昇具莫大之貢獻。 

4. 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檢索簡易，對想尋找某主題的使用者而言，只要

知道該主題的一本著作便可從引文索引找到全部曾經引用它的相

關文獻。 

5. 利用引文索引資料庫進行共被引研究可探尋學科間之知識結構。 

6. 利用引文索引資料庫檢索某一作者的全部作品及檢索某作者被引

用的全部次數的交集結果，可得知作者自我引用的情況，以觀測作

者主觀意識或自我中心的強弱。 

7. 利用引文索引資料庫亦可以確認某學科之研究前鋒（research 

front）。 

由上述幾點可知，引文索引資料庫是一種連結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

的查檢系統。其查詢容易，透過其中一篇文獻，即可間接找尋到更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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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因此以引文索引資料庫為分析工具，不僅可瞭解引用文獻與被引用

文獻間的關係、或瞭解該作者之研究發展情形，更可透過引用文獻與被引

用文獻間的相關性建構出該主題領域之知識地圖，釐清該主題領域之過去、

現在與未來，是一種探究文獻關係的最佳工具。 

二、引文索引製作的考量 

在製作引文索引資料庫時，對於引文本身、以及對於參考文獻而言，

需考慮到多種因素。雖然就理論上來看，引文索引資料庫僅是將傳統主題

標目的方式稍作改良，並以引用文獻的角度出發製作引文索引資料庫，但

實際進行資料庫製作時所遭遇到的困難與阻礙卻不亞於傳統性的資料庫

系統。尤其是大規模編製時，引文索引系統便會直接面臨索引所收錄的範

圍、生產步驟以及經濟條件等問題。Eugene Garfield 曾提及引文索引資料

庫的設計與製作所要面臨的問題包括索引收錄範圍的複雜性、參考文獻本

身的數量與種類問題，以及收錄範圍的質量等，以下茲就上述引文資料庫

之製作困難加以詳述：（註46） 

（一）收錄範圍的複雜性 

衡量引文索引收錄的範圍有以下三種標準： 

1. 所收著作之參考文獻所含的期刊數量與種類：即資料庫所收之期刊

齊全度。資料庫中的被引用文獻必須不受期刊與出版商的限制，也

不受出版類型的限制，在學科領域內的著作須盡量收齊。 

2. 參考文獻本身的數量、種類與時間：無論來源文獻是期刊文章、論

文、書籍、社論、信件、會議報告、筆記等，其後所列之參考文獻

皆予以索引。意即不論該文獻在何處發表、用什麼形式發表，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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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出的所有參考文獻需全數收錄，即使著者參考了年代十分久遠

的著作亦需收錄在內。 

3. 質量：最理想的狀況應是所有學科領域內的出版期刊皆需全數收錄，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此種想法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沒有人知道總共出版了幾種期刊，有些連續出版物每年僅出一期

或是無法長久維持；或是有些期刊出版頻率雖高，但其中能解決研

究問題的資料卻很少。另一個原因則是經濟問題，去掉上述有缺陷

的連續性出版品後，若餘下 10,000 種出版物，而這些出版物每種

在每一年中平均發表 100 篇論文，則引文索引所有收錄的總文獻量

便是一年 100 萬篇，再加上數據資料的建立、輸入、儲存與處理過

程之費用，使得引文索引資料庫在收錄文獻時必須有所選擇。 

（二）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的另一面是生產效率。雖然引文索

引減少了傳統主題索引昂貴的智力代價，但生產具有一定規模的引文索引

卻是一項必須進行大量資料處理的工作。生產引文索引的作業必須從「編

輯」或瀏覽要收錄的每種期刊做起。先檢驗每篇文章確定是否予以收錄，

再以一定的方式添加標記，將資訊轉為機器語言。此種「前處理（pre-edit）」

作業能幫助輸入系統時的資訊標準化，用代碼標示每篇文獻的篇名、類型、

著者姓名、機構名稱與地址、首尾頁碼、以及參考文獻等資訊。然而處理

每本期刊所花費的時間各不相同，一般而言社會科學期刊最花時間，參考

文獻常散佈於正文中，或是引用處理較繁複的非期刊文獻，例如：珍善本

圖書或法規等，使得編輯人員必須瀏覽整篇文獻。此外，在進行加標代碼

的程序中，亦需按來源文獻數據（source data）、引用數據（citation data）、

機構數據（corporate data）以及專利數據（patent data）等四類數據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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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進行「後處理（podt-edit）」工作，詳細校驗，確保來源文獻數據中

資訊的準確性。 

（三）科學技術的影響 

透過電腦技術的應用，可減少每篇文獻製作索引的費用，以提高索引

的生產效率。有些效率問題可透過設備的更新來降低處理的費用，只要定

期增加設備便能解決；然而有些問題則需透過改善設備來解決，例如：鍵

盤輸入設備的使用，代替了傳統的打孔卡片系統。這項革新稱之為

「Keysave」，效率之所以提高，是因為減少了輸入並校驗引文所必須的鍵

盤輸入量，編輯人員不需輸入完整的引文，只要輸入代碼即可，於是輸入

引文所需要的敲擊次數平均從 70 次降到 14 次。此外，科學技術除了可用

來降低成本外，還可以提高引文索引的生產質量，例如：有了團體機構名

稱和地址系統，除了提高製作速度外，更可透過提高標準化程度的方法來

提高引文索引系統的質量。 

第四節 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與簡介 

  本研究針對WoS、Scopus、CSSCI、CCD、TSSCI、THCI以及ACI等七

個資料庫之系統功能與結構加以分析，關於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沿革

及簡介詳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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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eb of Science（WoS）（註47） 

 
圖 2-4-1 Web of Science 首頁 

Web of Science（簡稱 WoS）為美國 Thomson Reuters 於 1997 年間建置

之網際網路版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系統，提供使用者理、工、醫、農、人

文、及社會科學等各學科領域之文獻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資料。

該系統收錄期刊超過 11,000 種，每週更新其內容，每年提供超過 110 萬筆

書目及 2300 萬筆引用文獻資料。本資料庫特有之文獻間相互引用關係檢

索，不但提供研究人員更完整之研究參考資訊，更可依循前人研究軌跡，

進一步瞭解同儕及競爭對手之研究。WoS 共涵蓋 SCIE、SSCI、AHCI 以及

CPCI 等四大子資料庫，另外也建置了針對四個子資料庫之數據資料匯集

而成的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簡稱 JCR），茲分述各資料

庫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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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網路版 SCIE 收錄科學技術類期刊計 8,250 餘種（較光碟版約多 2,000

餘種)，涵蓋主題約 150 餘種。收錄年限於 2005 年已回溯自 1900 年起，1991

年起之資料含作者摘要。 

2.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SSCI 收錄社會科學類期刊計 2,850 餘種，亦從近 3,300 種科技類期刊

中挑選相關資料收錄，涵蓋主題約 50 餘種。收錄年限自 1956 年起，1992

年起之資料含作者摘要。 

3.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A&HCI 收錄藝術人文類期刊計 1,540 餘種，亦從近 7,000 種科學和社

會科學類期刊中挑選相關資料收錄，主題涵括藝展評論、戲劇音樂及舞蹈

表演、電視廣播等。收錄年限自 1975 年起，1999 年起之資料含作者摘要。 

4.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CPCI）（註48）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舊稱為 ISI Proceedings，現已整

合至 Web of Science 平台中。其篩選出全球重要的會議、研討會、座談會、

學術研討會、研究講習的發表文獻。收錄全球超過 120,000 種會議錄，約

5,500,000 筆會議論文，涵蓋 256 個學科領域，包含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

學兩種版本，收錄年代回溯至 1990 年。每周更新，每年增加將近 400,000

筆會議記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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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註49） 

JCR 為美國 Thomson Reuters 所建置之網際網路版期刊引用文獻評比

統計資料庫系統。該系統收錄者為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及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兩大引文索引資料庫收錄之超過三年以上 

(但有部分不在此限)，由 60 餘個國家的 3,300 家出版商出版之 8,600 餘種

學術期刊，主題涵蓋約 200 餘種。每年於夏季時出版前一年度之資料。JCR

提供特有之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立即索引（immediacy index）、被引

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及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等，皆可引導使

用者瞭解某一期刊在某一主題、年度、或國家之整體學術表現，更進而協

助如圖書館、出版單位、期刊編輯、學術作者等對學術期刊之管理及利用。 

二、Scopus（註50） 

 

圖 2-4-2 Scopus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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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是全球最大之索摘資料庫，由全球 20 個機構、超過 500 位使

用者以及圖書管理人員所共同設計發展而成，其中包括來自 5,000 個出版

社的 18,000 種 STM 期刊。資料庫內包含來自全球 5,000 個出版公司，涵

蓋超過 18,000 種期刊之摘要及參考書目，具有廣泛的跨領域性。此外，

Scopus 不僅提供文獻之引文追蹤，也可利用其清晰又簡便之介面，直接整

合搜尋網頁資源引用及專利引用，甚至可直接連結到全文文章、圖書館的

資源與其他書目管理軟體等應用，所以比其他任何文獻搜尋工具，速度更

快、更簡便，涵蓋範圍也更廣泛。其主要的特色有以下幾項： 

1. 獨創之「作者辨識系統」：可精密辨識同名同姓作者。 

2. 強大「引用文獻追蹤」功能：可看出每年被引用之影響力。 

3. 快速洞察之「期刊分析系統」：可瞭解期刊趨勢表現。 

4. 整合之「所屬機構辨識系統」：探知機構出版概要及合作對象。 

5. 整合網路資源檢索、橫跨 435,000,000 個科學網頁、23,000,000 筆

專利資料。 

6. 超過 80 種機構典藏、數位典藏等重要來源。 

7. 囊括 1,100 種 特有的 MEDLINE 期刊、1200 種公開取閱（Open 

Access（期刊、3,600,000 篇會議論文集、超過 600 種商業出版品

（trade publications，非經同儕審查）、350 種叢書（Book series）、

38,000,000 筆資料、19,000,000 篇包含參考書目的文獻（自 1996

年起）、19,000,000 篇文獻（自 1823 年起）、245,000,000 筆參考文

獻 (自 1996 年起）。 

8. 資料庫每日更新。 

9. 搶先瀏覽來自 3,000 本期刊的「Articles-In-Press」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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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錄範圍方面，Scopus 所收錄的期刊範圍包含下列五種領域：（1）

教育；（2）歷史；（3）發展和教育與社會心理學；（4）文學與文學理論；

（5）建築設計。至於在文獻數量方面，Scopus 包含物理與工程 7,100 種文

獻以上、健康科學 6,700 種文獻以上、生命科學 4,100 種文獻以上以及社

會科學、心理學與經濟學領域 4,300 種文獻以上，文獻量十分豐富。 

三、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註51） 

 

圖 2-4-3 CSSCI 來源文獻檢索首頁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研製的引文資料庫，用來檢索中

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被引用情況。 

CSSCI 遵循文獻計量學規律，採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從中國大

陸 2700 餘種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中精選出學術性強、且編輯規

範嚴謹的期刊作為來源期刊。目前收錄包括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歷史

學、政治學等在內的 25 大類的 500 多種學術期刊，現已開發 CSSCI（1998

年—2009 年）12 年度資料，來源文獻近 100 餘萬篇，引文文獻 600 餘萬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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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利用CSSCI可以檢索到所有CSSCI來源期刊的收錄（來源文獻）

和被引情況。來源文獻檢索提供多個檢索入口，包括：篇名、作者、作者

所在地區機構、刊名、關鍵字、文獻分類號、學科類別、學位類別、基金

類別及專案、期刊年代卷期等。被引文獻的檢索提供的檢索入口包括：被

引文獻、作者、篇名、刊名、出版年代、被引文獻細節等。其中，多個檢

索口可以依照需要進行優化檢索，計有精確檢索、模糊檢索、邏輯檢索、

二次檢索等。檢索結果按不同檢索途徑進行來源文獻資訊或被引文獻資訊

分析統計，並支援文本資訊下載。 

CSSCI 為人文社會科學主要文獻資訊查詢的重要工具，CSSCI 可以為

廣大使用者提供以下服務： 

1. 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 

CSSCI 可以從來源文獻和被引文獻兩個方面向研究人員提供相關研究

領域的前沿資訊和各學科學術研究發展的脈動，通過不同學科與領域的相

關邏輯組配檢索，挖掘學科新的生長點，展示實現知識創新的途徑。 

2. 對於社會科學管理者 

CSSCI 可以提供地區、機構、學科、學者等多種類型的統計分析資料，

從而為制定科學研究發展規劃與科研政策提供決策參考。 

3. 對於期刊研究與管理者 

CSSCI 提供多種定量資料，包括被引頻次、影響因數、即年指標、期

刊影響廣度、地域分佈、半衰期等，通過多種定量指標的分析統計，可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 
 

期刊評價、欄目設置、組稿選題等提供定量依據。CSSCI 也可為出版社與

各學科著作的學術評價提供定量依據。 

四、中國引文資料庫（CCD）（註52） 

 
圖 2-4-4 CCD 首頁 

CCD 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簡稱 CNKI）所推出的引文索引資料庫。CNKI 亦可解讀為

「中國知網（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是具有知識的整合、集

散、出版與傳播功能的知識門戶網站。（註53） 

CCD收錄了 1979年至今中國大陸學術期刊電子雜誌社所出版的文獻，

包含期刊、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圖書、專利與報紙等。CCD 通過揭示各

種類型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關係，不僅可以為科學研究提供新的交流模式，

同時也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科學管理及評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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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CCD 為 CNKI 所建置之眾多子資料庫之一，因此 CCD 之來源資

料庫包含了 CNKI 內其他幾個全文資料庫，計有：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資料庫、中

國重要報紙全文資料庫、中國圖書全文資料庫、中國年鑒全文資料庫等。 

CCD 之資料內容分為十大領域：理工 A、理工 B、理工 C、農業、醫

藥衛生、文史哲、政治軍事與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電子技術與資

訊科學、經濟與管理。各專輯分為若干專題，共計有 168 種專題，並提供

全文下載服務。 

五、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註54） 

 
圖 2-4-5 TSSCI 首頁 

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之目的主要為建立台灣地區

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以及提供有效評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

之量化指標。在評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之量化指標方面，TSSCI 可分析台

灣地區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被引用情形以瞭解各學術期刊之影響力，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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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訊以瞭解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之論文在國內被引用的情形來評估其

研究績效。 

TSSCI 主要包括下列三個部分： 

1. 引用文獻索引（Citation Index） 

引用文獻索引包含來源文獻查詢與被引用文獻查詢兩部分。來源文獻

查詢包括作者、標題、關鍵詞、期刊名稱、服務機構等；被引用文獻查詢

則包括作者、標題、期刊（書刊）名等。 

2. 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期刊引用報告提供 TSSCI 所收期刊之被引用次數的相關資料，用以評

估該期刊在所屬學科領域之品質為何。 

3. 收錄期刊查詢（Journal List Options）： 

收錄期刊查詢可針對 TSSCI 所收錄之期刊做查詢，查詢功能包含特定

期刊查詢、依學門類別查詢、依出版者查詢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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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註55） 

 
圖 2-4-6 THCI 首頁 

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HCI）

收錄我國人文學期刊論文引文資料，利用此引用文獻資料庫，可以進一步

的了解我國人文學領域期刊文獻出版後，被使用的情形以及其後來的發展

狀況。一方面可更進一步藉由引用文獻的分析，瞭解某一主題歷年的研究

結果，可以推知此學科領域在未來的研究發展趨勢；另一方面，也可以分

析期刊所收錄的學術文獻，彼此之間相互引用的情形，以藉此評估各期刊

在人文學科領域上的影響力，進而提供研究者作為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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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I）（註56） 

 

圖 2-4-7 ACI 首頁  

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ademic Citation Index，簡稱 ACI）是由華藝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所推出，是以臺灣地區出版之期刊所建置的引用文獻資料庫。目前提

供期刊文獻查詢、引用文獻查詢及各學門、期刊引用數據統計概況分析等功能。 

ACI 中收錄了所有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TSSCI）之期刊，與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HCI）中的核心期刊（THCI Core），除此之外，還另外收

錄了許多臺灣地區所出版的重要期刊，目前共超過 400 種期刊，收錄年代自 1956

年起至 2009 年不等，更新頻率為月更新．所有期刊依其主題區分為 19 學門，分

別為教育學門、圖資學門、體育學門、歷史學門、社會學門、經濟學門、綜合類、

人類學門、中文學門、外文學門、心理學門、法律學門、哲學學門、政治學門、

區域研究及地理學、管理學門、語言學門、藝術學門、傳播學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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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比較研究法與訪談法，首先蒐集與整理國內外與引文分析、

引文索引資料庫相關之文獻做為研究基礎，接著再藉由實際進入 Web of 

Science（WoS）、Scopus、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CSSCI）、中國引文資料庫（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

簡稱 CCD）、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SS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HCI）以及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ademic Citation 

Index，簡稱 ACI）等七個資料庫觀察其系統文獻來源分析、系統查詢功能、

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等，以

瞭解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情形。最後結合資料庫使

用者、圖書館館員與資料庫建置專家之意見，分析與統整出我國建置人文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時可供參考之方向。以下就研究架構、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步驟與流程等分節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而得知其理論架構，以瞭解引文分析之意義、引文

索引資料庫之發展與現況以及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重點與概念等。接著

再進一步實際進入各資料庫進行索引欄位、查檢功能與輸出欄位之觀察比

較，並輔以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對 TSSCI 與

THCI 之意見，以不同的角度對我國現有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進行審視，最後統整出可供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時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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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方向。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3-1-1 所示： 

  

藉由文獻蒐集與分析等理論層面之研究，可達成以下目的： 

1. 瞭解引文分析之意義與其應用範圍 

2. 瞭解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歷程與現況，知其過往與脈

絡，對資料庫本身有更近一層的認識 

3. 瞭解引文索引資料庫在建置時之重點與主要概念 

理論層面之研究 

統整實際使用與操作之經驗、資料庫使用

者、圖書館館員與資料庫建置專家之意見，

並進行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提出我國人文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之具體建議。 

綜合分析與結論 

進行使用者訪

談，瞭解使用

者對 TSSCI與

THCI 之想法

為何 

圖書館館員 

進行館員訪

談，以館員的

角度分析我國

TSSCI、THCI

之建置與讀者

使用之情況 

資料庫使用者

意見 

資料庫分析 
實際進入資料

庫，瞭解各引

文索引資料庫

之建置情況 

資料庫建置專家 

諮詢資料庫專

家，以專家的

角度分析我國

TSSCI、THCI

之建置情況與

發展阻礙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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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進行之初，首先進行理論層面之研究。藉由文獻的蒐集與分

析，以瞭解引文分析之意義與其應用範圍、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歷程與

現況以及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時的重點與主要概念。 

除了第一階段理論層面之研究外，本研究更進一步結合了研究者本身

實際使用與操作的經驗、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

之意見，其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1. 資料庫分析：實際進入資料庫使用，瞭解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使用

者介面、索引欄位、檢索功能及其輸出欄位之情況為何。 

2. 資料庫使用者之意見：訪談 TSSCI 與 THCI 之使用者，經由資料庫

使用者意見之調查，瞭解以使用者層面的觀點而言，對 TSSCI 與

THCI 有何使用感想與建議。 

3. 圖書館館員之意見：訪談圖書館館員，以館員的角度分析 TSSCI

與 THCI 之建置成果、讀者使用情形以及推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資料庫之方法。 

4. 資料庫建置專家之意見：諮詢資料庫建置專家，以專家的角度分析

TSSCI 與 THCI 之建置情況與優缺點，並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之建置提出建置建議。 

完成上述步驟後，將實際使用與操作之經驗、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

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之意見進行統整，並進一步探討與分析，以提出

可供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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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比較研究法與訪談法，分析與觀察各引文索引資料庫

之發展沿革、來源文獻類型、收錄年代與檢索結果輸出欄位之呈現以及資

料庫之附加功能等，並結合使用者之使用感想與專家學者之諮詢，以彙整

出可供我國人文社會學科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之具體建議。本研究所採用

之研究方法計有文獻分析、資料庫查詢功能分析、資料庫索引欄位分析、

資料庫之檢索結果欄位分析、引文分析功能探討、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

功能、資料庫使用者訪談、圖書館館員訪談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之訪談等

九個部分，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利用國內外圖書館館藏目錄、線上資料庫（如：LISA、

Li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s、CEPS 等）、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網路搜尋引擎、

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官方網頁等工具，廣泛收集國內外關於引文索引資料

庫、Web of Science（WoS）、Scopus、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中國引文資料庫（CCD）、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臺灣

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及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I）之相關文

獻，藉由文獻的閱讀彙整以及對各索引資料庫之背景資料的蒐集，瞭解本

研究所涉及之概念、方法、工具與背景、以及發展之趨勢，以協助本研究

程序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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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庫查詢功能分析 

 觀察各引文索引資料庫所提供之檢索功能，以瞭解該資料庫如何利用

其索引欄位提供使用者查檢所需之書目資料，並紀錄其進一步的限制查詢

功能以及其他查詢功能之分析。 

三、資料庫索引欄位分析 

 針對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索引欄位做分析與比較，觀察其索引欄位之

詳盡性與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索引欄位相異處。希冀藉由引文索引資料庫

索引欄位之觀察、比較與探討，瞭解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欄位需求為何。 

四、資料庫之檢索結果欄位分析 

實際使用各引文索引資料庫進行檢索，紀錄各資料庫檢索結果所呈現

之欄位，分析與比較各引文索引資料庫檢索結果欄位之異同，並歸納其呈

現方式與建置之特性，以瞭解各引文索引資料庫如何展示其書目資料以供

使用者判斷是否為其所需。 

五、引文分析功能探討 

針對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文獻數據分析功能與期刊數據分析功能進行

引文分析功能之探討。對於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引文分析功能可將其數

據資料做最有效的發揮，顯示文獻間之關係、期刊間之關係，因此屬於引

文索引資料庫核心功能之一。本研究藉由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引文分析功

能探討，瞭解各資料庫在引文分析功能方面建置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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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觀察各引文索引資料庫是否具備檢索結果分析功能與個人化功能，例

如：後分類功能、引用通報（Citation Alerts）、或個人文獻清單之儲存等。

期望藉由檢索結果分析功能與個人化功能之探討得知各引文索引資料庫

除基本的查檢功能外是否可進一步提供使用者更為便利之系統功能。 

七、資料庫使用者之訪談 

 訪談對 TSSCI 與 THCI 具有使用經驗之使用者，調查使用者對 TSSCI

與 THCI 之使用感想與意見，以反映使用者層面所見之觀點。 

八、圖書館館員之訪談 

訪談圖書館館員，瞭解以圖書館館員的角度而言，TSSCI 與 THCI 之

建置情況以及讀者之使用情況為何，以及推廣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資料庫之可行方法為何。 

九、資料庫建置專家之訪談 

 諮詢業界對引文索引資料庫有高度認識之資料庫建置專家，討論引文

索引資料庫之設計與管理問題，以專業人員之角度觀察我國現有之引文索

引資料庫可做改進之不足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1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工具 

本研究分為四部份，第一個部份以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實際使用與操

作為主，研究對象包含 Web of Science（WoS）、Scopus、中文社會科學引

文索引（CSSCI）、中國引文資料庫（CCD）、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TSS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與學術引用文獻資料

庫（ACI）等七個資料庫，針對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背景資訊、欄位與功

能之異同進行調查；第二部份為使用者之訪談；第三部份為圖書館館員之

訪談；第四部份為資料庫建置專家之訪談。茲分別就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

工具簡介如下： 

一、 引文索引資料庫 

本研究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研究對象為 Web of Science（WoS）、Scopus、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中國引文資料庫（CCD）、臺灣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以及

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I）等七個引文索引資料庫，詳細介紹如第二章

第四節「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與簡介」。 

二、資料庫使用者意見調查 

本研究之使用者意見調查部份，主要目的為進行 TSSCI 與 THCI 之現

況評估與使用者需求調查。經由實際對使用者進行訪談所得之資訊，瞭解

以使用者層面的觀點而言，對我國 TSSCI 與 THCI 有何使用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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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本使用者意見調查之研究樣本皆對引文索引資料庫具有一定程

度的認識，因此本研究之資料庫使用者以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之十位研究生為樣本，藉以瞭解資料庫使用者層面所反映之使用意見。

訪談題目主要探討下列議題： 

1. 您對 TSSCI / THCI 之使用者介面感覺如何？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

一步的改善？ 

2. 在查詢上，TSSCI / THCI 所提供之檢索功能是否足以支援您的查詢

需求？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一步的改善？ 

3. 在查詢上，TSSCI / THCI 所提供之索引欄位是否足以支援您的查詢

需求？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索引欄位？ 

4. 檢索完成後，TSSCI / THCI 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是否足以幫助您判

斷為您所需？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檢索結果輸出欄位？ 

5. 除上述檢索功能、索引欄位與輸出欄位外，在使用 TSSCI / THCI

的過程中，您是否還有遇到其他的困難或阻礙？ 

6. 總體來說，您覺得 TSSCI / THCI 之優缺點為何？ 

7. 依您的使用經驗，您認為 WoS 之引文索引資料庫（SCIE、SSCI、

A&HCI、CPCI）與 TSSCI / THCI 之差異為何？ 

8. 在使用 TSSCI / THCI 後，您對我國引文索引資料庫有何發展之期

許？ 

三、圖書館館員之訪談 

本研究之圖書館館員訪談部份，主要欲以圖書館館員對引文索引資料

庫之瞭解與服務經驗，分析我國現有之 TSSCI 與 THCI 之建置成果、讀者

使用情形以及推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實行方法。本研究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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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館員包括政治大學圖書館與輔仁大學圖書館之館員共五名，訪談題目詳

如下述： 

1. 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使用者介面設計是否有可改進之處？您

認為還可做何種進一步的改善？ 

2. 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檢索功能是否足以支援使用者之查詢需

求？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一步的改善？ 

3. 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索引欄位是否足夠？您認為還可增加何

種索引欄位？ 

4. 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是否具備可供使用者

判斷其內容之詳盡性？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檢索結果輸出欄位？ 

5. 總體來說，您覺得目前 TSSCI / THCI 之優缺點為何？是否有其可

改進之處？ 

6. 依您的經驗來說，使用與詢問 TSSCI / THCI 之使用者數量佔總體

詢問引文索引資料庫之使用者的比例為何？若數量較少（多），您

認為可能的原因為何？ 

7. 依您對 WoS 之引文索引資料庫（SCIE、SSCI、A&HCI、CPCI）與

TSSCI / THCI 的認識，您認為其差異為何？ 

8. 若欲推廣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利用，您認為可經由

哪些方法實行？ 

9. 請問您對於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未來期許與看法

如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四、資料庫建置專家之訪談 

本研究之資料庫建置專家訪談部份，主要目的為透過訪談業界之資料

庫建置專家，經由其經驗分享瞭解引文索引資料庫之設計與管理問題，並

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不足與缺失之處做出建議。 

如上述原因，本研究之訪談對象設定為對引文索引資料庫具有高度認

識，且熟悉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程序之資料庫建置專家共三名。受訪者因

對於資料庫建置理論與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實際使用情形具有高度認識，可

兼收理論與實務之觀點，其意見有助於本研究發展最佳的建議方案。訪談

題目為探討下列議題： 

1. 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使用者介面設計是否有可改進之處？您

認為還可做何種進一步的改善？ 

2. 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檢索功能是否足以支援使用者之查詢需

求？不足之功能為何？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一步的改善？ 

3. 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索引欄位是否足夠？您認為還可增加何

種索引欄位？ 

4. 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是否具備可供使用者

判斷其內容之詳盡性？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檢索結果輸出欄位？ 

5. 總體來說，您覺得目前 TSSCI / THCI 之優缺點為何？是否有其可

改進之處？ 

6. 您認為我國 TSSCI 與 THCI 整合的可行性如何？ 

7. 依您所見，我國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上有何與國

外及中國大陸之不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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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您所見，建置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時，有可能遇到

什麼樣的阻礙？ 

9. 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完成後，您認為其後續維護與

管理問題為何？ 

10. 請問您對於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未來期許與看法

如何？與國際及中國大陸接軌的做法及建議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主要目標為比較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系統結構與功能，以針

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提出建議。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與限制如下所述： 

一、資料庫選擇 

在資料庫的選擇方面，本研究選擇 Web of Science（WoS）、Scopus、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中國引文資料庫（CCD）、臺灣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與學

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I）等七個引文索引資料庫為研究對象，進行各引

文索引資料庫的分析。除上述七個資料庫外，其他包含引文索檢功能之網

站或資料庫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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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功能之分析 

本研究之系統功能分析僅針對文獻來源、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

引欄位、檢索結果輸出欄位與引文分析功能做討論，不包含其他資料庫功

能或文獻內容之分析。 

三、資料庫使用者之訪談 

本研究之使用者訪談主要為瞭解使用者對TSSCI與THCI之使用感想，

為確保研究對象對引文索引資料庫具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在使用者調

查方面，本研究之使用者以所選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之研

究生為樣本，其餘使用者不在本研究之範圍內。 

四、圖書館館員之訪談 

本研究之圖書館館員訪談因受限於時間與研究之整體規劃因素，僅針

對政治大學圖書館與輔仁大學圖書館之五名館員加以訪談，館員層面之廣

範度尚待後續研究者進行更進一步的改進與研究。 

五、資料庫建置專家之訪談 

因受限於時間與研究之整體規劃因素，本研究之資料庫建置專家僅針

對三人做訪問，規模上尚待後續研究者進行更進一步的改進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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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步驟與流程 

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流程如圖 3-5-1 所示，主要分成 10 個步驟進行，

包括擬定研究主題與對象、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文獻探討、實際使用與 

比較、資料庫使用者訪談、圖書館館員訪談、資料庫建置專家訪談、比較

分析結果之彙整、統整歸納與提出建議、撰寫研究論文。茲分述如下： 

一、 擬定研究主題與對象 

經由第二章文獻回顧，決定本研究之研究方向，並以 Web of Science

（WoS）、Scopus、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中國引文資料庫（CCD）、

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HCI）以及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I）為研究對象。 

二、 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 

利用國家圖書館之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以及

政治大學圖書館之 OPAC、線上資料庫等途徑，進行專書、期刊論文、學

位論文等資料的蒐集，廣泛閱讀相關學術出版文獻；此外亦利用各入口網

站之搜尋引擎與開放存取之學術傳播平台檢索、閱讀與整理相關資訊。 

三、 文獻探討 

將所蒐集到的相關資料加以整理、組織與分析，並進一步彙整出可供

研究背景與方向之參考、同時可做為日後進行資料庫操作與分析並提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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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建議之依據。 

四、 實際使用與比較 

實際使用各資料庫，觀察比較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檢索介面與索引欄

位、限制查詢或其他附加之查詢功能以及其檢索結果之欄位呈現，結合理

論與實務應用情形，紀錄使用情況與資料庫之結果輸出，以釐清各引文索

引資料庫之相同與相異處。 

五、 資料庫使用者訪談 

針對終端使用者，進行 TSSCI 與 THCI 之現況評估與使用需求調查。

以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之研究生為研究對象，調查使用者對

TSSCI 與 THCI 之使用感想與意見。 

六、 圖書館館員訪談 

進行圖書館館員之訪談，以圖書館館員對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瞭解與服

務經驗，分析我國現有之 TSSCI 與 THCI 之建置成果、讀者使用情形以及

推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方法。 

七、 資料庫建置專家訪談 

諮詢業界對引文索引資料庫具有高度認識之資料庫建置專家，討論引

文索引資料庫之設計與管理問題，以補足資料庫使用者與圖書館館員角度

不足之意見，取得更進一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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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訪談結果之彙整 

將上述針對資料庫使用者訪談、圖書館館員訪談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

所提供之意見彙整，統整出各受訪者所欲表達之重點，成為提出改善目前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具體建議之基礎。 

九、 統整歸納與提出建議 

將上述針對系統結構與欄位之研究結果、資料庫使用者訪談、圖書館

館員訪談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所提供之意見彙整，統整出目前人文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情況與使用情況與可供改進之處。 

十、 撰寫研究論文 

以上研究步驟完成後，根據所得資料及分析結果撰寫研究論文，並對

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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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結構與欄位設計分析 

本研究透過實際檢索與使用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功能，觀察其索引欄

位、與輸出欄位，以期統整歸納出引文索引資料庫在建置上所須具備的欄

位以及重要的系統功能等事項。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所探討之七個引文索引資料庫，依系統文獻來源分

析、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

以及個人化功能等幾個面向切入，以進行系統之結構與欄位設計分析。以

下就 WoS、Scopus、CSSCI、CCD、TSSCI、THCI、ACI 七個資料庫進行

分析說明，並進一步綜合比較各資料庫之特性。 

第一節 Web of Science（WoS） 

本節以 Web of Science（WoS）為研究對象，將 WoS 系統分為系統文

獻來源分析、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

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等六個部分，詳述如下。 

一、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在 WoS 之系統文獻來源分析方面，分為來源文獻之類型、收錄年代、

收錄學科三個部分做討論，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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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源文獻之類型 

WoS 主要收錄的文獻來源為期刊與以書籍形式出版的會議紀錄，其對

文獻資料類型所做的分類十分詳細，共分為三十四種，其中以文章（Article）

以及會議論文（Proceedings Papers）為最多，其完整文獻類型包含： 

文章（Article）、出版物之摘要（Abstract of Published Item）、藝術展覽

評論（Art Exhibit Review）、書目（Bibliography）、傳記作品

（Biographical-Item）、書評（Book Review）、年表（Chronology）、修正

（Correction）、舞蹈表演評論（Dance Performance Review）、資料庫評論

（Database Review）、討論（Discussion）、編輯資料（Editorial Material）、

摘錄（Excerpt）、小說及散文創作（Fiction, Creative Prose）、影評（Film 

Review）、電腦硬體評論（Hardware Review）、個人項目（Item About an 

Individual）、書信（Letter）、會議摘要（Meeting Abstract）、會議概要（Meeting 

Summary）、音樂表演評論（Music Performance Review）、樂譜（Music Score）、

樂譜評論（Music Score Review）、新聞（News Item）、簡訊（Note）、詩（Poetry）、

會議論文（Proceedings Papers）、唱片評論（Record Review）、再版（Reprint）、

評論（Review）、劇本（Script）、電腦軟體評論（Software Review）、電視

及廣播評論（TV Review, Radio Review）、戲劇評論（Theater Review）。 

（二）收錄年代 

WoS之五個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的起始時間以及資料的回溯時間皆不

盡相同，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之

收錄資料為 1899 年起至今，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為 1898 年至今，而藝術與人文引用文獻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為 1975 年至今，至於會議論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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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獻資料庫（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CPCI）的兩個資料

庫則都是從 1990 年開始至今，其中以 SSCI 的 1898 年為最早。 

（三）收錄學科 

若以 WoS 所包含之五個引文索引資料庫來看，其為綜合性學科資料庫，

涵蓋農業、生物學、工程學、醫學與生命科學、物理與化學科學、人類學、

法律、圖書館學、建築、舞蹈、音樂、電影和戲劇等眾多學科之資訊。 

二、系統查詢功能 

WoS 系統查詢功能分為基本檢索、被引文獻檢索、進階檢索與檢索歷

史等四部分，以下分為此五部分加以介紹。 

（一）基本檢索（Search） 

在基本檢索部分，WoS 提供十四個欄位可供檢索。如圖 4-1-1 所示，

WoS 系統預設之檢索欄位為主題（Topic）、作者以及出版品名稱（Publication 

Name）三欄，使用者可視檢索需求自由切換。每個欄位在做切換時皆會顯

示對應的檢索範例，例如：主題（Topic）之範例為「Example: oil spill* 

mediterranean」。若輸入的檢索欄位不夠時，使用者亦可點選「Add Another 

Field」新增檢索欄位。 

 

圖 4-1-1 WoS 基本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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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 基本檢索亦提供檢索限制功能，可設定年代範圍、資料庫選擇、

檢索模式以及檢索結果呈現之設定，如圖 4-1-2 所示。在年代範圍部分，

可選擇欲檢索的年代區間。資料庫選擇部分，由於WoS包含眾多子資料庫，

除可做跨資料庫之檢索外，亦可個別選擇欲檢索之資料庫，如：SCIE、SSCI、

A&HCI、CPCI-S 與 CPCI-SSH。在檢索模式部分，可供使用者選擇是否檢

查拼音上的差異（Spelling variations），例如：英國與美國的拼音差異，系

統將會自動從主題與題名中比對後再進行檢索。至於檢索結果呈現設定可

選擇檢索結果每頁之筆數、排序方法以及是否開啟後分類功能等。此外，

亦可設定系統介面之語言，包括簡體中文、英文與日文三種。 

 

圖 4-1-2 WoS 檢索限制功能 

（二）作者檢索（Author Finder） 

為處理 WoS 作者姓名的縮寫以及同名同姓問題，WoS 提供了作者檢索

可供使用者用於判斷欲找尋之作者正確縮寫，以防止找錯作者之情形，如

圖 4-1-3。使用者須先輸入作者姓氏以及作者名後，再依學科領域以及所屬

機構判斷作者是否為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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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WoS 作者檢索 

（三）被引文獻檢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 

WoS 被引文獻檢索可供使用者查詢被引用過的作者與作品，如圖 4-1-4。

被引文獻檢索共有被引作者、被引作品（Cited Work）與被引年代等六個

欄位可供檢索系統預設為被引作者、被引作品與被引年代三個欄位，與基

本檢索相同，使用者可視檢索需求自由切換，每個欄位在做切換時皆會顯

示對應的檢索範例，，例如：被引年代之範例為「Example: 1943 or 

1943-1945」。亦可點選「Add Another Field」新增檢索欄位。此外，被引文

獻檢索亦提供如圖 4-1-2 之檢索限制功能。 

 

圖 4-1-4 WoS 被引文獻檢索 

（四）進階檢索 

WoS 的進階檢索提供多種欄位供使用者使用，包括主題、題名、作者

等二十二個欄位，但其為指令式之查詢，使用者需自行鍵入查詢指令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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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執行檢索。WoS 中亦提供各種欄位之縮寫以及指令範例說明，如圖 4-1-5

所示，檢索範例為「TS=(nanotub* SAME carbon) NOT AU=Smalley RE」。

其中「TS」代表主題（Topic），「*」代表 0~多個字元的切截，「SAME」

代表所有輸入的關鍵字必須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裡，NOT 代表布林邏輯之差

集，「AU」代表作者。因此本範例意為「尋找主題欄位中含有 nanotub，且

同一行裡要出現 carbon，但作者不為 Smalley RE 之文獻」。 

 

圖 4-1-5 WoS 進階檢索 

（五）檢索歷史 

WoS 之檢索歷史部分，除了記下使用者所檢索之查詢記錄外，更可將

兩項以上的檢索結果做布林邏輯的「AND」以及「OR」結合，增加使用

者使用系統時的便利性。如圖 4-1-6所示，第一個檢索為「被引作者=Garfield 

E」，第二個檢索為「被引作者=Small H」，將兩個檢索勾選後按下「Combine」

便能結合兩筆檢索結果，得知兩作者之共被引筆數為 66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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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WoS 檢索歷史 

三、索引欄位 

在索引欄位部分，由於 WoS 共有基本檢索、被引文獻檢索以及進階檢

索三種檢索功能，因此索引欄位分此四部分加以討論。 

（一）基本檢索 

WoS 基本檢索如圖 4-1-1 所示，其含有十四種索引欄位，包括：主題

（Topic）、題名、作者、研究者 ID（ResearcherID）、團體作者（Group Author）、

編輯者、出版品名稱（Publication Name）、出版年代、地址、會議、語言、

文獻類型、贊助機構（Funding Agency）以及補助編號（Grant Number）。 

其中主題（Topic）檢索並非一般資料庫中用來代表該文獻之主題概念

之詞彙，而是針對題名、摘要、作者關鍵字（Author Keywords）以及資料

庫所給之關鍵字（Keywords Plus）等四個欄位做搜尋，以達到近似於主題

查詢的效果。至於團體作者代表該文獻之作者為一組織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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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檢索 

作者檢索如圖 4-1-3 所示，WoS 提供的索引欄位僅含有作者姓氏與作

者名兩個欄位。 

（三）被引文獻檢索 

被引文獻檢索之索引欄位包含被引作者、被引作品、被引年代、被引

卷（Cited Volume）、被引期（Cited Issue）、被引頁數（Cited Pages）等六

個欄位。 

（四）進階檢索 

WoS 之進階檢索包含主題（Topic）、題名、作者、研究者 ID

（ResearcherID）、團體作者、編輯者、出版品名稱（Publication Name）、

出版年代、會議、地址、機構（Organization）、子機構（Suborganization）、

街道名稱（Street Address）、城市、省/州、國家、郵遞區號、贊助機構（Funding 

Agency）、贊助號碼（Grant Number）、贊助內容說明（Funding Text）、文

獻類型以及語言等二十二個欄位。而文獻類型及語言兩個欄位在進階檢索

中所採用的檢索方式與基本檢索相同，同樣使用選單式的方式來做限制。 

其中主題（Topic）欄位與基本檢索相同，是針對題名、摘要、作者關

鍵字（Author Keywords）以及資料庫所給之關鍵字（Keywords Plus）等四

個欄位做搜尋。機構（Organization）、子機構（Suborganization）、街道名

稱（Street Address）、城市、省/州、國家及郵遞區號（Zip/Postal Code）等

七個欄位則是針對地址欄位的搜尋，雖然地址欄位在前端所顯示的是一段

連續的文字，但在資料庫的後端卻是分別建檔的，因此可針對各個小欄位

做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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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輸出欄位 

由於基本檢索與進階檢索皆是輸出 WoS 之文獻書目資料，因此在輸出

欄位方面統一以「文獻檢索」表示。在輸出欄位方面共有文獻檢索、作者

檢索以及被引文獻檢索三種輸出頁面，以下就此三種檢索結果輸出頁面加

以討論。 

（一）文獻檢索 

在文獻檢索之輸出欄位方面，共有題名、作者、團體作者、編輯者、

文獻來源（Source）、卷、期、頁數、數位物件識別號（DOI）、出版年、

被引次數、參考書目、會議、贊助者（Sponsor）、摘要、文獻類型、語言、

著者關鍵字（author keywords）、資料庫所給之關鍵字（Keywords plus）、

地址、通訊作者地址（Reprint Address）、作者 E-mail、研究者 ID、贊助機

構（Funding Agency）、贊助號碼（Grant Number）、贊助內容說明（Funding 

Text）、主題領域（Subject Category）、出版者、文獻編號（IDS Number）、

ISSN 等三十個欄位。 

其中資料庫所給之關鍵字（Keywords plus）為資料庫根據該文獻之參

考文獻的關鍵字而自動加入。文獻編號（IDS Number）為「The Thomson 

Reuters Document Solution®  number」，其為期刊卷期之唯一識別號，用以

識別文章的順序。 

（二）作者檢索 

在作者檢索方面，輸出欄位主要有作者姓名、WoS 中所收錄的該作者

文獻數、作者所屬機構、收錄作者文獻年代、作者文獻來源列表、作者最

近所發表的文獻等六個輸出欄位，如圖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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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WoS 作者檢索輸出欄位 

（三）被引文獻檢索 

在被引文獻檢索部分，WoS 所提供之輸出欄位如圖 4-1-8，共有被引作

者姓名、被引作品、被引年代、被引卷、被引作品起始頁、文獻 ID、被引

次數等七個欄位，在最後則多加一欄可供連結至詳細書目紀錄之連結。 

 

圖 4-1-8 WoS 被引文獻檢索輸出欄位 

五、引文分析功能 

WoS引文分析功能部分共分為文獻數據分析與期刊數據分析兩部分討

論，詳如以下。 

（一）文獻數據分析 

在文獻數據分析上，WoS 提供被引次數（Times Cited）可顯示該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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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被引用的次數，亦建有完整的參考書目欄位（Cited References），利用此

兩欄之資訊更可提供完整的引文地圖（Citation Map），可視覺化顯示出該

文獻與其參考書目以及被他人引用的關係，如圖 4-1-9 所示，顯示有六人

引用 Beale, KM 此篇文章。 

 

圖 4-1-9 WoS 引文地圖 

除上述可顯示引用與被引文獻之功能外，WoS 更可利用該文獻之參考

文獻來推薦與該文獻相關的文獻（related records），只要他人與該篇文獻同

樣引用該參考文獻之記錄皆可顯示，以達到相近主題的文獻聚集功能。 

（二）期刊數據分析 

WoS 之期刊數據分析資料由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所提供，

其指標包括影響因素（Impact Factor）、5 年影響因素（5-Year Impact Factor）、

文獻數量（Current Articles）、即時引用指數（Immediacy Index）、被引用半

衰期（Cited Half-life）、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以及 EigenfactorTM 

Score、Article InfluenceTM Score 等，如圖 4-1-10 所示。 

 

圖 4-1-10 JCR 期刊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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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素之定義為：某期刊兩年前出版文章總數在某一特定年平均被

引用次數。換言之，5 年影響因素即為某期刊五年前出版文章總數在某一

特定年平均被引用次數。即時引用指數為某期刊當年出版的文章在同一年

平均被引用的次數。至於被引用半衰期所指為：從最近一年算起，一期刊

被引用次數達到全部被引用次數 50%時所需的的時間。引用半衰期則為：

從最近一年算起，一期刊引用其他期刊次數達到全部引用次數的 50%時所

需的時間。（註1） 

EigenfactorTM Score 可了解特定期刊在學術引用社群的總影響力，其

利用期刊五年內引文數據之引用網絡（citation network）找出評估較具權

威性的期刊，是一種類似 Google page Rank 的概念。若該期刊被較具影響

力之期刊引用，則得到較高的引文值。EigenfactorTM Score 忽略期刊的自

我引用，亦有考量不同學科領域的引用差異，讓各學科能在同一引文基準

點上進行比較。通常出版文章數越多的期刊可能具較高引用次數，能見度

也較高。至於 Article InfluenceTM Score 之計算方式為：（該期刊的

Eigenfactor / 該期刊當年文章數）* 0.01。在 JCR 資料庫所有文章的平均值

為 1，若該期刊 Article Influence 大於 1，表示該期刊每篇文章影響力居於

JCR 資料庫所有文章的平均值以上；反之，小於 1 則在平均值以下。（註2） 

除上述查詢個別期刊之數據外，JCR 亦可選擇依主題領域（Subject 

Category）、出版者與國家，按照下列數據做排名：期刊題名、引用次數（Total 

Cites）、影響因素、五年影響因素、即時引用指數、文獻數量、被引用半

衰期、EigenfactorTM Score 與 Article InfluenceTM Score。如圖 4-1-11 所示，

選擇主題領域之「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並

以影響因素排序，得到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之影響因素排名前五名分別為：

MIS QUARTERL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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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Journal of Informetrics、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圖 4-1-11 JCR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之 IF 值排名 

除上述之數據資訊外，JCR 資料庫亦提供期刊之基本資訊，包含期刊

全名、ISO標準之期刊縮寫名稱（ISO Abbrev. Title）、JCR期刊縮寫名稱（JCR 

Abbrev. Title）、ISSN、出刊頻率、語言、國家、出版者、出版者地址、主

題領域等資訊。 

六、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在檢索結果分析方面，WoS 系統中可提供檢索結果之後分類功能，包

含主題領域、文獻類型、作者、團體作者、文獻來源題名（Source Title）、

會議題名、出版年、作者所屬機構、贊助機構（Funding Agency）、語言以

及國家等，皆可使用系統功能直接做統計，亦可應用匯出功能將所有書目

資料匯出至其他軟體（如：Excel）做統計分析，或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等。 

WoS 亦提供個人化功能供使用者利用，包含個人的註記清單（Marked 

List）、引用通報（Citation Alerts）、期刊清單（Journal List），亦可將檢索

策略加以儲存（My Saved Searches）做進一步的記錄與利用。其中引用通

報可在所選文章被引用時通知使用者，方便使用者追蹤文章之被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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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Scopus 

本節以 Scopus 為研究對象，將 Scopus 系統分為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

人化功能等六個部分做分析，詳述如下。 

一、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在Scopus之系統文獻來源分析方面，分為來源文獻之類型、收錄年代、

收錄學科三個部分做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來源文獻之類型 

Scopus 所收之文獻來源為期刊、會議論文、叢書（Book Series）以及

商業出版品（Trade Publications）等四種，其中商業出版品為貿易或商業

類型的連續性出版品。Scopus亦同時為此四種來源做了眾多了分類，包含：

文章、評論、出版中文章（Article in Press）、會議論文、會議評論、書信、

編輯資料、記錄、簡短調查（Short Survey）、商業文章或出版品（Business 

Article or Press）、勘誤（Erratum）等。 

（二）收錄年代 

Scopus 收錄文獻之起始年代為 1996 年，由於其不像 WoS 有各別的子

資料庫（例如：科學類之 SCIE、社會科學類之 SSCI 等），因此無法細分

何種學科類型之回溯年份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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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錄學科 

Scopus 之收錄學科亦十分廣泛，屬於一般性的引文索引資料庫，根據

其出版品主題領域之分類，其收錄之學科範圍包含化學、生物學、醫學及

健康科學、物理學、數學、地球科學、農業、獸醫、環境、心理學、法律、

哲學、經濟學、人類社會、新聞學，圖書館、教育、藝術、管理、工程、

語言、歷史、政治與政策、建築、計算機與資訊科學。 

二、系統查詢功能 

Scopus 所提供的查詢功能包含文獻檢索（Document search）、作者檢

索（Author search）、作者所屬機構檢索（Affiliation search）、進階檢索

（Advanced search）、快速檢索（Quick Search）以及文獻來源列表等六項，

如以下所述： 

（一）文獻檢索（Document search） 

Scopus 之文獻檢索如圖 4-2-1 所示，提供題名、摘要、關鍵字等十七

個欄位，系統預設之檢索欄位為同時檢索題名、摘要與關鍵字之複合查詢，

使用者可視檢索需求自由切換欲查找之欄位。每個欄位在做切換時皆會顯

示對應的檢索範例，例如：題名、摘要與關鍵字之複合欄位之範例為「E.g., 

"heart attack" AND stress」。若輸入的檢索欄位不夠時，使用者亦可點選

「Add search field」新增檢索欄位。 

在限制查詢的部分，Scopus 提供出版年代範圍限制（Date Range）、主

題領域限制（Subject Areas）以及文獻類型限制（Documen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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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Scopus 文獻檢索 

（二）作者檢索（Author search） 

Scopus 之作者檢索可供使用者分別輸入姓名與機構，可避免同名同姓

之問題，以便查詢出符合使用者需求之作者資訊。此外，亦可將作者所屬

主題領域（Subject Areas）加以限制，詳如圖 4-2-2。 

 
圖 4-2-2 Scopus 作者檢索 

（三）所屬機構檢索（Affiliation search） 

Scopus 之所屬機構檢索如圖 4-2-3 所示，其可供使用者鍵入機構名稱

查找作者所屬之機構，並呈現出該機構之基本資料，以及所發表之期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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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文獻類型以及合著機構之統計資訊。 

 

圖 4-2-3 Scopus 所屬機構檢索 

在機構檢索部分另一個對使用者來說很便利的功能為可將使用者導入

機構的相關欄位加以檢索，按下「Would you like to search for documents by 

affiliation?」後即可將文獻檢索中所有與機構有關的欄位顯示出來，如圖

4-2-4 所示，提供使用者直接鍵入欲查詢之檢索詞彙，省去切換的麻煩。 

 

圖 4-2-4 Scopus 機構相關之文獻檢索欄位 

（四）進階檢索（Advanced search） 

Scopus 進階檢索如圖 4-2-5 所示，其為指令式查詢，可在檢索欄位內

鍵入一串包括欄位名稱、布林邏輯運算元以及萬用字元等指令之組合，並

提供各種欄位之縮寫與範例給予使用者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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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Scopus 進階檢索 

（五）快速檢索（Quick Search） 

除了首頁的查詢功能外，Scopus 每個畫面都有「快速檢索」的搜尋欄

位，如圖 4-2-6 所示，提供使用者在任意畫面上直接開始使用文獻檢索功

能，且檢索歷程同樣也會被放到檢索歷史中。 

 

圖 4-2-6 Scopus 快速檢索 

（六）文獻來源列表 

Scopus 之文獻來源列表如圖 4-2-7，其可依據學科領域（Subject Area）

以及文獻來源類型（Source Type）列出 Scopus 中所收錄之期刊列表，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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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源題名、ISSN、出版者進行檢索，列出符合檢索詞之文獻來源，並列

出其 SJR 與 SNIP。有關 SJR 與 SNIP 之說明參見本節第五部分「引文分析

功能」之「期刊數據分析」。檢索結果可於題名名稱上點選，連結到該期

刊之基本資訊，或點選「SCIE」、「SSCI」查詢該期刊是否收錄於 SCIE 或

SSCI。 

 

圖 4-2-7 Scopus 文獻來源列表 

三、索引欄位 

Scopus 的索引欄位可依其檢索功能，分為文獻檢索、作者檢索、所屬

機構檢索以及進階檢索加以討論，茲詳述如下。 

（一）文獻檢索 

Scopus 文獻檢索之索引欄位如圖 4-2-8 所示，包含：作者、第一作者、

文獻來源題名（Source Title）、文獻題名（Article Title）、摘要、關鍵字、

語言、ISSN、叢刊代碼（CODEN）、數位物件識別號（DOI）、參考書目、

會議（Conference）、機構名稱、機構城市、機構國家、化學名稱（Chemical 

Name）、化學摘要資料庫編號（Chemical Abstracts Serial Number，CAS 

Number）等十七個欄位。至於除上述索引欄位外，亦可使用出版年代範圍

限制（Date Range）、主題領域限制（Subject Areas）以及文獻類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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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Type）三種限制模式將檢索範圍加以縮限。其中 CAS Number

須使用化學摘要資料庫之編號查詢，例如：ec 3.2.1.18。 

 

圖 4-2-8 Scopus 文獻檢索之索引欄位 

（二）作者檢索 

在作者檢索部分，其索引欄位僅有作者姓氏、名字、機構以及學科領

域等四欄，再根據使用者所鍵入的訊息比對資料庫內部的作者資料是否有

符合查詢詞彙之作者姓名。 

（三）所屬機構檢索 

Scopus 之機構檢索僅有一個索引欄位，亦即機構名稱。 

（四）進階檢索 

在進階檢索方面，Scopus 所提供之索引欄位眾多，使用者可依其使用

需求自行選用。由於其欄位數量多達數十個，為方便辨識，茲將其索引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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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致依文獻、作者與其機構、會議、編輯與贊助者、參考書目及文獻來

源等加以分類，茲敘述如下： 

1. 文獻相關 

文獻題名（Article Title）、摘要、文獻編號、文獻類型（DOCTYPE）、

作者所給關鍵字（Author Keywords）、索引詞彙（Index Terms）、主題類別

（Subject Area）、ISBN、ISSN、卷期、語言、起訖頁數、出版日期、出版

年、商品名稱（Trade Name）、叢刊代碼（CODEN）、數位物件識別號（DOI）、

PubMed 識別號（PubMed Identifier）、化學摘要註冊號碼（CAS Registry 

Number）、化學名稱、核甘酸與胺基酸之序列庫（Sequence Bank）、序列

庫登錄號（Sequence Bank Accession Number）。 

其中核甘酸與胺基酸之序列庫（Sequence Bank）可查詢文獻中所提及

之核甘酸與胺基酸之序列庫名稱，例如鍵入「GenBank」將查得文獻資料

中含有「GenBank」之記錄。序列庫登錄號（Sequence Bank Accession Number）

與核甘酸與胺基酸之序列庫相同，若鍵入「AB013289」可查得文獻資料中

含有登錄號「AB013289」之記錄。 

2. 作者與其機構相關 

作者姓名、第一作者、作者識別號碼（Author Identifier Number）、團

體作者、從屬機構 ID（Affiliation ID）、所屬機構、作者所屬城市、作者所

屬國家。 

3. 會議相關 

會議地點、會議名稱、會議贊助商（Conference Sponsor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2 
 

4. 編輯與贊助、製造者相關 

編輯者姓名、贊助者縮寫（Fund Acronym）、贊助者號碼（Funding 

Number）、贊助者名稱（Funding Sponsor）、製造商（Manufacturer）。 

5. 參考書目相關 

參考書目文獻編號（Reference Article Number）、參考書目文獻題名、

參考書目來源題名（Reference source title）、參考書目作者（Reference 

author）、參考書目頁碼、參考書目出版年。 

6. 文獻來源相關 

文獻來源題名（Source Title）、文獻來源類型。 

四、輸出欄位 

在查詢功能的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方面，Scopus 主要有三種輸出頁面，

包含文獻、作者以及機構。以下茲分為此三種類型做討論。 

（一）文獻方面 

Scopus 的文獻檢索結果輸出欄位與索引欄位並無太大的差異性，除了

所屬機構 ID（Affiliation ID）、作者號碼（Author Identifier Number）以及

贊助者號碼（Funding Number）三欄外，其他索引欄位皆是輸出欄位，唯

此三欄在輸出時會對應到該從屬機構名、該作者名以及該贊助者名，而非

顯示其系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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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方面 

Scopus 之作者的資訊輸出欄位如圖 4-2-9 所示，共有：姓名、其他姓

名寫法（Other formats ）、作者 ID、所屬機構、作者所寫文獻、作者引用

過之參考書目、作者被引次數、h Index、共同作者（Co-authors）、作者名

網路搜尋結果（Web search）、作者所屬主題領域、作者出版品年限範圍

（Publication range）、刊登期刊（Source history）等十三欄。 

 

圖 4-2-9 Scopus 作者輸出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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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欄位外，亦提供作者評鑑（Author Evaluator）與引用概況

（Citation overview）功能。作者評鑑功能如圖 4-2-10，可將作者所投稿之

期刊、文獻類型、發表年代、主題領域、共同作者、h Index 與各年被引次

數做圖表式的展示。引用概況功能如圖 4-2-11，可將各年各期刊之作者被

引情形做表格式的展示，亦可設定扣除作者之自我引用次數。 

 
圖 4-2-10 Scopus 作者評鑑 

 
圖 4-2-11 Scopus 引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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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方面 

Scopus 之機構查詢結果之畫面如圖 4-2-12，其輸出欄位包含：機構名

稱、機構 ID、地址、機構名其他寫法（Name variants）、機構發表文獻、

機構作者、機構名網路搜尋結果（Web results）、機構獲准專利（Patent 

results）、該機構之文獻來源（Sources）、共同發表機構（Collaborating 

affiliations）等十個欄位，並可將該機構所發表之文獻所屬主題領域以圓餅

圖或統計表格的方式展現。 

 

圖 4-2-12 Scopus 機構輸出欄位 

五、引文分析功能 

Scopus 引文分析功能部分共分為文獻數據分析與期刊數據分析兩部分

討論，詳如以下。 

（一）文獻數據分析 

在引文分析功能方面，Scopus 除了顯示其資料庫內引用該篇文獻之引

用數量以及展現引用文獻之連結外，更可顯示網路資源以及專利資源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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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篇文獻之次數。若以作者查詢方式觀看該作者之資訊，亦可展示該作

者之總被引次數與共同作者（Co-authors）清單等。 

（二）期刊數據分析 

Scopus 之期刊數據分析如圖 4-2-13，使用者可以期刊名、ISSN 或出版

商查詢該期刊之統計分析資訊，包含 Scopus 特有之 SJR、SNIP 指標、被

引總次數走勢圖、總發表篇數走勢圖與引用次數為零的文章篇數佔總篇數

之比例等。 

 

圖 4-2-13 Scopus 期刊分析功能 

其中，SJR（SCImago Journal Rank）為加上權重之後的每篇文章的被

引用值，其目的在區隔被有聲望的期刊（例如：Science 或 Nature）引用，

其價值高於一般普通的期刊。SNIP（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 

SNIP）主要在修正跨領域被引用量的差異，其目的在計算期刊每篇文章平

均被引用次數，以顯示在其領域中的被引用潛力。（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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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Scopus 在檢索結果的分析上，可提供作者、年代、主題領域、文獻來

源題名（Source Title）、關鍵字、機構、文獻來源類型（Source Type）以及

語言的後分類功能可供使用者做檢索結果的限制，亦提供檢索結果匯出的

功能，方便使用者將書目資料匯出後再行分析或是匯出至書目軟體等。 

在個人化功能方面，Scopus 資料庫所提供之功能如圖 4-2-14，包含：

檢索記錄儲存（My saved searches）、引用通報（My Alerts）、個人文獻清

單（My list）、作者群組（Grouped authors）以及與 RefWorks 做連結（My 

RefWorks settings）等。其中檢索記錄儲存可記錄所搜尋的欄位、檢索詞、

查詢日期與檢索結果筆數，引用通報可設定文獻或作者的引用通報，個人

文獻清單可將感興趣的文獻集中收錄於個人文獻清單之列表中。至於作者

群組幫助使用者結合多筆同一作者之記錄，如圖 4-2-15 所示，設定完畢後

作者輸出欄位中之數值即會加入所設定之作者文章數，如圖 4-2-16。 

 

圖 4-2-14 Scopus 個人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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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5 Scopus 作者群組 

 

圖 4-2-16 Scopus 作者群組顯示結果 

第三節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本節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簡稱 CSSCI）為研究對象，將 CSSCI 系統分為系統文獻來源分析、系統查

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

能等六個部分進行分析，詳如下述。 

一、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在CSSCI之系統文獻來源分析方面，分為來源文獻之類型、收錄年代、

收錄學科三個部分做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來源文獻之類型 

CSSCI 所收文獻之主要來源為期刊，其對文獻類型所做之分類有四種，

包括論文、綜述、評論、傳記資料以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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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錄年代 

在收錄年代方面，CSSCI 收錄之文獻為 1998 年至今。 

（三）收錄學科 

CSSCI 主要收錄中國大陸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根據其網站敘

述，主要分為：法學、高校綜合性社科學報、管理學、環境科學、教育學、

經濟學、考古學、歷史學、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人文與經濟地理、社會

學、體育學、統計學、圖書館與情報及文獻學、外國文學、心理學、新聞

學與傳播學、藝術學、語言學、哲學、政治學、中國文學、宗教學、綜合

性社會科學等二十五大類之文獻。 

二、系統查詢功能 

CSSCI 之系統查詢功能主要分為兩部分，一為來源文獻查詢，另一為

被引文獻查詢，以下茲分此兩種功能做討論。 

（一）來源文獻查詢 

CSSCI 之來源文獻查詢如圖 4-3-1，包括篇名、關鍵詞、作者等十四個

欄位可供檢索，並提供簡單的布林邏輯供使用者組合各欄位之查詢詞彙。

此外，篇名、關鍵詞、作者與作者機構四欄皆可供使用者選擇是否使用精

確檢索，作者與作者機構兩欄亦可選擇是否查詢第一作者與第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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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CSSCI 來源文獻查詢 

（二）被引文獻查詢 

CSSCI 之在被引文獻查詢如圖 4-3-2 所示，包括被引文獻作者、被引

文獻篇名、被引文獻期刊、被引文獻年代、被引文獻類型、被引文獻細節

等六個欄位可供檢索，並提供簡單的布林邏輯供使用者組合各欄位之查詢

詞彙。其中被引文獻作者可供使用者選擇是否使用精確查詢、是否排除自

引，被引文獻期刊與被引文獻篇名兩欄亦可供使用者選擇是否使用精確檢

索。其中所有字段為所有欄位之檢索。至於被引文獻細節可針對文獻記錄

之作者、篇名、期刊名檢索，例如輸入作者 A 之姓名，既可針對作者為作

者 A 之文獻進行檢索，亦可檢索篇名中含有作者 A 之文獻資訊。 

 
圖 4-3-2 CSSCI 被引文獻查詢 

三、索引欄位 

由於 CSSCI 之系統功能主要有來源文獻查詢與被引用文獻查詢兩種，

因此在索引欄位方面亦分此兩部分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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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源文獻查詢 

來源文獻查詢之索引欄位共有篇名、作者、關鍵詞、作者機構、中國

圖書館分類號、作者地區、學科類別、期刊名稱、學位分類、年代、卷期、

文獻類型、基金類別、基金細節等十四個欄位。 

（二）被引文獻查詢 

被引文獻查詢共有被引文獻作者、被引文獻篇名、被引文獻期刊、被

引文獻年代、被引文獻類型、被引文獻細節等六個欄位。 

四、輸出欄位 

由於 CSSCI 系統主要僅有來源文獻查詢與被引文獻查詢兩功能，因此

輸出欄位同樣分此兩部分討論，詳如下。 

（一）來源文獻查詢 

來源文獻查詢之輸出欄位如圖 4-3-3 所示，共有篇名、英文篇名、作

者、作者機構、文獻類型、學科類別、中國圖書館分類號、基金項目、來

源期刊、年代卷期、關鍵詞以及參考文獻等十二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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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CSSCI 來源文獻輸出欄位 

（二）被引文獻查詢 

由圖 4-3-4 可見，CSSCI 被引文獻查詢包含作者、被引文獻篇名、出

版地、出版者、年代、卷期、來源文獻等七個欄位。 

 

圖 4-3-4 CSSCI 被引文獻輸出欄位 

五、引文分析功能 

在引文分析功能方面，由於 CSSCI 系統目前僅提供基本的文獻基本資

料之書目記錄，因此無法提供該篇文章或該作者被引次數之資訊，亦無法

提供關於期刊之引用數據分析，因此可說是未包含引文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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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與引文分析功能相同，由於 CSSCI 系統目前僅提供基本的文獻基本資

料之書目記錄，因此並未包含後分類、檢索結果匯出與個人化等三大功能。

但其能顯示總檢索結果之篇數，且能選擇欲觀看年份之文獻，如圖 4-3-5

所示。 

 
圖 4-3-5 CSSCI 檢索結果年份切換 

第四節 中國引文資料庫（CCD） 

本節以中國引文資料庫（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簡稱 CCD）為研

究對象，將 CCD 系統分為系統文獻來源分析、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

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等六個部分做分析，

詳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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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在 CCD 之系統文獻來源分析方面，分為來源文獻之類型、收錄年代、

收錄學科三個部分做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來源文獻之類型 

由於 CCD 之資料來源為 CNKI 之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中國優秀博碩

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資料庫、中國重要報紙全

文資料庫、中國圖書全文資料庫以及中國年鑑全文資料庫，因此其來源文

獻類型包含期刊、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圖書以及年鑑，但其並

未對文獻類型做更進一步的分類。 

（二）收錄年代 

在收錄年代方面，CCD 資料庫所收之文獻為 1979 年至今。 

（三）收錄學科 

根據 CCD 之分類，其所收錄之學科領域共有十大類，包含：理工 A

（數學、物理、力學、天文學、地理、生物）、理工 B（化學、化工、冶金、

環境、礦業）、理工 C（機電、航空、交通、水利、建築、能源）、農業、

醫藥衛生、文學、歷史、哲學、政治軍事與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

電子技術及資訊科學以及經濟與管理。 

二、系統查詢功能 

CCD 之系統查詢功能主要分為快速檢索與高級檢索兩部分。以下茲分

別就其功能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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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快速檢索 

CCD 資料庫中共含有九種文獻類型，分別為：期刊、圖書、學位論文、

會議論文、專利、標準、報紙、年鑑以及 Springer。其中 Springer 的部分

為 CNKI 與 Springer 在 2008 年所簽署之合作協定，使 CNKI 擁有 Springer

之索引資料，並可經由連結導向 Springer 中下載全文。因此在 CCD 之快

速檢索功能方面，即可針對此九種文獻類型之題名、摘要以及關鍵詞等三

欄位做搜尋，如圖 4-4-1 所示。 

 

圖 4-4-1 CCD 快速檢索 

（二）高級檢索 

CCD 之高級檢索提供源文獻檢索與引文檢索兩種檢索方式。其中源文

獻索引所針對的是原始的文獻，亦即來源文獻檢索，如圖 4-4-2。源文獻檢

索僅能檢索期刊文獻，因此可直接選擇檢索項與檢索詞即可進行檢索，檢

索時亦可設定匹配方式，亦即模糊檢索或精確檢索，亦可設定檢索結果排

序方式（可依相關度、出版日期或更新日期排列，其中「默認」之預設排

序為相關度排序），或是將檢索樣本限制於某年代內等，亦可依使用者之

需求點選「＋」自由增加檢索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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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CCD 源文獻檢索 

引文檢索則為被引用文獻檢索，如圖 4-4-3，該篇文獻必須有被他人引

用才可於引文索引中檢索到。引文檢索可查詢期刊、圖書、學位論文、會

議論文、專利、標準、報紙、年鑑以及 Springer 等九種類型之文獻，因此

需先行選擇文獻類型才可進行檢索，而其檢索項亦會隨著文獻類型的不同

而改變。 

 
圖 4-4-3 CCD 引文檢索 

三、索引欄位 

在索引欄位部分，由於快速檢索僅包含少數的檢索欄位，因此在索引

欄位的探討上以高級檢索之索引欄位為主。其中，CCD 之檢索功能分為源

文獻檢索與引文檢索兩部分，因此本研究之 CCD 索引欄位亦分為兩個部

分做探討。其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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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文獻檢索 

CCD 源文獻檢索如圖 4-4-2 所示，包括主題、篇名、關鍵詞、摘要、

作者、第一作者、單位、刊名、參考文獻、全文、出版年、卷期、基金、

中圖分類號、ISSN 及統一刊號等十六個索引欄位。 

（二）引文檢索 

CCD 之引文檢索如圖 4-4-3 所示，需先勾選欲查檢之文獻類型再行檢

索，其索引欄位會隨著所勾選的文獻類型而更動。以下詳述各類型之索引

欄位： 

1. 期刊：被引題名、被引作者、被引第一作者、被引關鍵詞、被引摘

要、被引單位、被引刊名、被引年、被引期、被引基金、被引 ISSN、

被引統一刊號。在期刊類型部分，亦有 EI 來源其刊、SCI 來源期

刊、核心期刊等三種期刊類型可供使用者進一步篩選。其中，統一

刊號為中國新聞出版署對中國出版的報紙按規定格式統一編定的

各種報紙代碼，是國家標準的一種，其結構形式為：CN 報刊登記

號/分類號。（註4） 

2. 學位論文：被引博碩士論文題名、被引作者、被引關鍵詞、被引作

者單位、被引學位授予單位、被引導師、被引第一導師、被引導師

單位、被引學科專業、被引網路出版投稿人。其中，被引導師即為

該學位論文之指導教授，被引網路出版投稿為向中國學術期刊（光

碟版）電子雜誌社提交學位論文以供網路出版、對學位論文負有責

任的個人名稱或機構名稱。 

3. 會議論文：被引會議論文題名、被引作者、被引第一作者、被引關

鍵詞、被引摘要、被引單位、被引會議論文集名稱、被引會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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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會議地點、被引會議單位、被引主辦單位、被引學會名稱、被

引主編、被引年、被引基金。 

4. 報紙：被引標題名稱、被引作者、被引第一作者、被引關鍵詞、被

引報紙名稱、被引欄目、被引版號、被引統一刊號。 

5. 圖書：被引書名、被引作者、被引主題詞、被引出版者、被引出版

地、被引年、被引分輯名、被引版本項、被引 ISBN、被引統一書

號。其中，統一書號是自 1956 年起中國大陸給正式出版的圖書所

分配的統一號碼。（註5） 

6. 專利：被引專利名稱、被引發名人、被引申請人、被引代理人、被

引關鍵詞、被引摘要、被引專利代理機構、被引申請日、被引申請

號、被引公開日、被引公開號、被引專利類別。 

7. 標準：被引標準名稱、被引發布單位、被引起草單位、被引主題詞、

被引摘要、被引標準號、被引發布日期、被引被代替標準、被引採

用關係。 

8. 年鑑：被引年鑑名稱、被引主編、被引主編單位、被引關鍵詞、被

引出版者、被引 ISSN、被引 ISBN、被引統一刊號。 

9. Springer：被引題名、被引作者、被引單位、被引期刊刊名、被引

關鍵詞、被引摘要、被引出版者、被引出版地、被引年、被引 ISSN。

由於 Springer 中包含期刊、圖書、叢書與實驗室指南等資源類型，

因此被引題名即針對期刊、圖書、叢書與實驗室指南之題名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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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輸出欄位 

CCD 資料庫雖分為源文獻檢索與引文檢索兩部分，由於源文獻檢索之

檢索結果呈現與引文檢索相同，因此本研究中 CCD 之輸出欄位使用的是

引文檢索中所規範的文獻類型做討論。以下就引文檢索各類型之輸出欄位

詳述之。 

（一）期刊 

CCD 之期刊文獻輸出欄位為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之書目資料，其共有：

題名、作者、機構、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中文關鍵詞、英文關鍵詞、文

獻出處、年代、卷期、被引次數、下載次數、參考文獻、相似文獻、同行

關注文獻、相關作者文獻、相關研究機構文獻及文獻分類導航等十六個輸

出欄位。其中題名、作者、機構、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中文關鍵詞、英

文關鍵詞、文獻出處、年代、卷期、被引次數、下載次數等文獻基本資訊

如圖 4-4-4 所示，參考文獻、相似文獻、同行關注文獻、相關作者文獻、

相關研究機構文獻及文獻分類導航等較具加值性質之資訊如圖 4-4-5。 

 
圖 4-4-4 CCD 期刊文獻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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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CCD 期刊加值資訊輸出欄位 

（二）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部分所採用的書目資料來源為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

資料庫，其輸出欄位計有：題名、作者、導師、作者基本信息、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中文關鍵詞、英文關鍵詞、網路出版投稿人、網路出版年期、

數位物件識別號（DOI）、分類號、被引頻次、下載頻次、參考文獻、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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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同行關注文獻、相同導師文獻、相關作者文獻、文獻分類導航等二

十個輸出欄位。 

其中題名、作者、導師、作者基本信息、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中文

關鍵詞、英文關鍵詞、網路出版投稿人、網路出版年期、數位物件識別號

（DOI）、分類號、被引頻次、下載頻次等論文基本資訊如圖 4-4-6 所示。

至於參考文獻、相似文獻、同行關注文獻、相同導師文獻、相關作者文獻、

文獻分類導航等較具加值性質之資訊呈現方式大致與期刊文獻相同，如圖

4-4-5 所示。 

 

圖 4-4-6 CCD 學位論文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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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論文 

會議論文部分所採用的書目資料來源為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資料庫，

其共有題名、作者、機構、會議論文集名稱、會議名稱、會議時間、會議

地點、分類號、主辦單位、參考文獻、相似文獻、同行關注文獻、相關作

者文獻、相關機構文獻、文獻分類導航等十五個輸出欄位。其中題名、作

者、機構、會議論文集名稱、會議名稱、會議時間、會議地點、分類號、

主辦單位等會議論文基本資訊如圖 4-4-7 所示。至於參考文獻、相似文獻、

同行關注文獻、相關作者文獻、相關機構文獻、文獻分類導航之呈現方式

則與期刊文獻相似，詳如圖 4-4-5。 

 

圖 4-4-7 CCD 會議論文基本資訊 

（四）報紙 

報紙部分所採用的書目資料來源為中國重要報紙全文資料庫，其共有

題名、副題名、引題、作者、正文快照、報紙名稱、報紙日期、數位物件

識別號（DOI）、分類號、版名、版號、被引頻次、下載頻次、相似文獻、

同行關注文獻、相關作者文獻、文獻分類導航等十七個輸出欄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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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題是在複合型標題中導引主題的輔題，又稱為眉題或肩題。正文快照為

該報導之文章預覽，版名為報紙中該版之名稱。題名、副題名、引題、作

者、正文快照、報紙名稱、報紙日期、版名、版號、被引頻次等報紙基本

資訊如圖 4-4-8 所示。至於相似文獻、同行關注文獻、相關作者文獻、文

獻分類導航亦與期刊文獻大致相似，詳如圖 4-4-5。 

 

圖 4-4-8 CCD 報紙基本資訊 

（五）圖書 

CCD之圖書引文結果輸出僅有簡單的檢索結果顯示，如圖4-4-9所示，

包含被引文獻題名、被引文獻作者、被引文獻來源、被引頻次等四個欄位。 

 
圖 4-4-9 CCD 被引圖書輸出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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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利 

在專利部分，CCD 之檢索結果輸出將會導入到中國專利資料庫，其共

有專利名稱、申請號、申請日、公開號、公開日、申請人、地址、發明人、

國際申請、專利代理機構、代理人、國省代碼、摘要、主權項、頁數、主

分類號、專利分類號、專利產出狀態分析、本領域科技成果與標準、發明

人發表文獻、申請機構（人）發表文獻、本專利研製背景、本專利應用動

態、所涉核心技術研究動態等二十五個欄位。 

其中專利名稱、申請號、申請日、公開號、公開日、申請人、地址、

發明人、國際申請、專利代理機構、代理人、國省代碼、摘要、主權項、

頁數、主分類號、專利分類號等專利文獻基本資訊如圖 4-4-10 所示。專利

產出狀態分析、本領域科技成果與標準、發明人發表文獻、申請機構（人）

發表文獻、本專利研製背景、本專利應用動態、所涉核心技術研究動態等

加值資訊如圖 4-4-11。 

 

圖 4-4-10 CCD 專利文獻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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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1 CCD 專利文獻加值資訊 

（七）標準 

在標準部分，CCD 之檢索結果輸出將會導入到中國標準資料庫，其資

料來源為中國標準資料庫，其共有中文標準名稱、英文標準名稱、標準號、

標準狀態、國別、發布日期、實施或試行日期、發布單位、起草單位、中

文主題詞、中國標準分類號、頁數、正文語種、標準間關聯、本領域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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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成果、本標準研製背景、本標準應用動態、所涉核心技術研究動態

等十七個欄位。 

其中中文標準名稱、英文標準名稱、標準號、標準狀態、國別、發布

日期、實施或試行日期、發布單位、起草單位、中文主題詞、中國標準分

類號、頁數、正文語種等標準基本資訊詳如圖 4-4-12。至於標準間關聯、

本領域專利與科技成果、本標準研製背景、本標準應用動態、所涉核心技

術研究動態等加值欄位與專利文獻加值資訊相似，如圖 4-4-11 所示。 

 
圖 4-4-12 CCD 標準文獻基本資訊 

（八）年鑑 

與前述相同，在年鑑部分之資料來源為中國年鑑網路出版總庫，如圖

4-4-13 所示。在中國年鑑網路出版總庫中，可察看年鑑之目次、檢索整本

年鑑之內容。而其年鑑資訊輸出欄位則包括年鑑中文名、年鑑英文名、年

鑑年份、ISBN、主編、主編單位、出版者、出版日期、頁數、字數、人民

幣定價、內容簡介等十二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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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到使用者欲尋找之年鑑後，可使用條目題名、正文、作者、單位、

年份、地域等幾個欄位做更進一步的年鑑內容檢索。而在輸出欄位方面，

每篇年鑑內容則包括：欄目名稱、語種、頁碼、條目出處、出版者、主編、

主編單位、同欄目文獻、文獻分類導航等九種輸出欄位。 

 
圖 4-4-13 CCD 年鑑輸出欄位 

（九）Springer 

Springer 類型之文獻所使用的是 Springer 資料庫之欄位，但為 CNKI

特製的版本，並非連結至原始的 Springer 頁面。其輸出欄位包括：英文篇

名、中文篇名、期刊刊名、中文刊名、出版社、作者、ISSN、頁數、卷期、

數位物件識別號（DOI）、學科分類、作者單位、作者 Email、作者電話、

作者傳真、英文摘要、Springer 相關引文、Springer 相關期刊、Springer 相

關圖書、國內相關文獻等二十種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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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英文篇名、中文篇名、期刊刊名、中文刊名、出版社、作者、ISSN、

頁數、卷期、數位物件識別號（DOI）、學科分類、作者單位、作者 Email、

作者電話、作者傳真、英文摘要等 Springer 文獻基本資訊如圖 4-4-14 所示。

Springer 相關引文、Springer 相關期刊、Springer 相關圖書、國內相關文獻

等資料庫加值資訊與專利文獻加值資訊呈現方式大致相同，如圖 4-4-12。 

 
圖 4-4-14 CCD Springer 類型之文獻 

五、引文分析功能 

CCD 引文分析功能部分共分為文獻數據分析與期刊數據分析兩部分

討論，詳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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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數據分析 

在引文分析功能方面，CCD 在檢索文獻時可提供每篇文獻之被引用次

數以及下載次數，更可顯示該文獻的引文網路圖，如圖 4-4-15 所示，其可

將該篇文獻之參考文獻、共引文獻、共被引文獻以及引用該篇文獻之數量

與關係以圖示的方式呈現，方便使用者判斷該篇文獻之引文網路情形。 

 

圖 4-4-15 CCD 引文網路圖 

（二）期刊數據分析 

除上述單篇文獻之引文分析功能外，CCD 還提供了另一項數據統計功

能，內容包含：作者統計、機構統計、期刊統計、專題統計、基金統計及

出版社統計等六種分析功能。其以圖表顯示其統計結果，讓使用者可清楚

看出各種發展趨勢。此外， CCD 每項數據統計功能之下提供多種可加以

選擇的統計方式，其詳細統計功能如下： 

1. 作者統計：作者統計可利用作者姓名、第一作者、作者單位、曾經

工作單位、等四種欄位檢索作者之統計數值，包括：發文量、各年

被引量、下載量、H 指數、期刊分布、作者被引排名、作者引用排

名、作者關鍵詞排名。如圖 4-4-16 所示，以作者姓名為「邱均平」

為例，可看出其作者發文量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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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6 CCD 作者發文量統計 

2. 機構統計：機構統計可利用機構名稱、機構曾用名、機構簡稱、出

版時間四種欄位檢索機構之統計數值，包括：發文量、各年被引量、

下載量、H 指數、作者發文排名、作者被引排名。如圖 4-4-17 所示，

以機構名「北京大學」為例，可看出其機構發文數之變化。 

 
圖 4-4-17 CCD 機構發文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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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刊統計：期刊統計可利用期刊名稱、ISSN、出版時間等三種欄位

查詢期刊之統計數值，包括：發文量、下載量、各年被引量、篇均

被引率、各年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引文類型、引用期刊排名、被

引期刊排名、作者發文排名、作者被引排名、基金發文排名、基金

被引排名、H 指數。如圖 4-4-18 所示，以期刊名稱為「安徽大學學

報」為例，可看出其各年被引量之變化。 

 
圖 4-4-18 CCD 期刊各年被引量統計 

4. 專題統計：專題統計可利用專題名稱與出版時間兩種欄位查詢專題

之統計數值，包括：發文量、各年被引量、引用專題排名、被引專

題排名。如圖 4-4-19 所示，以專題名稱「中國文學」為例，可看出

其發文量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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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9 CCD 專題發文量統計 

5. 基金統計：基金統計可利用基金名稱與出版時間兩種欄位查詢基金

之統計數值，包括發文量、各年被引量、下載量。如圖 4-4-20 所示，

以基金名稱「清華大學基礎研究基金」為例，可看出其發文量變化。 

 

圖 4-4-20 CCD 基金發文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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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版社統計：出版社統計可利用出版社名稱其出版時間兩種欄位查

詢出版社之統計數值，包括：發文量、各年被引量、下載量、H 指

數。如圖 4-4-21 所示，以出版社名稱「山東大學」為例，可看出其

H 指數之變化。 

 

圖 4-4-21 CCD 出版社 H 指數統計 

六、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雖然由上述 CCD 之分析可知，CCD 在各項功能可說是十分完備，但

在檢索結果的分析上卻明顯不足，不僅無提供後分類功能，檢索結果的排

序亦只有在檢索時可設定，檢索結果輸出列表並不包含排序之功能。在檢

索結果匯出的部分，亦僅能列印出畫面資訊，無法匯出成為可供編輯或分

析的檔案格式或匯出至書目軟體做運用，且系統中並未提供個人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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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 

本節以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SSCI）為研究對象，將 TSSCI 系統分為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

人化功能等六個部分加以分析，詳述如下。 

一、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在 TSSCI之系統文獻來源分析方面，分為來源文獻之類型、收錄年代、

收錄學科三個部分做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來源文獻之類型 

TSSCI 之文獻來源為期刊，但其系統中並未針對文獻類型做進一步的

分類。 

（二）收錄年代 

TSSCI 之資料開放查詢最早之年份為 1998 年，但因 TSSCI 收錄之期

刊並非永久收錄，每年均可能有變動，因此每種期刊收錄於 TSSCI 資料庫

中之文獻情形各不相同，必須視該期刊之收錄狀況而定。 

（三）收錄學科 

根據 TSSCI 對期刊之分類，可知其所收錄之學科領域為：人類學、區

域研究及地理學、心理學、政治學、教育學、法律學、社會學、管理學、

經濟學、綜合等十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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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查詢功能 

TSSCI 之系統查詢功能含有引用文獻索引、收錄期刊名單、收錄期刊

目次檢索等三種，以下茲分別就此三種功能加以介紹。 

（一）引用文獻索引 

TSSCI 之引用文獻索引分為來源文獻查詢與被引用文獻查詢，來源文

獻查詢如圖 4-5-1，被引文文獻查詢如圖 4-5-2，兩者皆僅提供簡易查詢功

能，在查詢時使用者須勾選欲查詢的欄位後再鍵入查檢詞彙，無法使用布

林邏輯做組合式的查詢，檢索結果可依文獻之標題使用遞增或遞減排序。 

 

圖 4-5-1 TSSCI 來源文獻查詢 

 
圖 4-5-2 TSSCI 被引用文獻查詢 

（二）收錄期刊名單 

TSSCI 之收錄期刊名單含有收錄名單查詢以及歷年收錄名單兩種功能，

其中收錄名單查詢可供使用者輸入檢索詞彙尋找該期刊是否收錄於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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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圖 4-5-3。歷年收錄名單則是列表式的名單，從 2000 至 2010 年，分

年份供使用者直接點選觀看各年收錄名單之列表。 

 
圖 4-5-3 TSSCI 收錄期刊名單查詢 

（三）收錄期刊目次檢索 

由圖 4-5-4 可見，TSSCI 之收錄期刊目次檢索較不像檢索功能，其呈

現方式為期刊目次列表，使用者須先點選學門後再點選該期刊，便可展示

出該期刊之基本資訊以及 TSSCI 中所收錄該期刊之期刊目次列表。 

 
圖 4-5-4 TSSCI 收錄期刊目次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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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索引欄位 

在索引欄位方面，在引用文獻索引中，TSSCI 之來源文獻查詢包含作

者、標題、書刊名、關鍵詞以及服務機構等五個欄位；被引用文獻查詢則

為作者、標題以及書刊名等三個欄位。 

另一個可供使用者查詢之系統功能為收錄期刊名單，其索引欄位包含

期刊名稱、並列名稱、出版者，以及下拉式選單之所屬學門等四個欄位。 

四、輸出欄位 

TSSCI 之檢索功能有三種，亦即：來源文獻查詢、被引用文獻查詢、

收錄名單查詢。其中，來源文獻查詢與被引用文獻查詢之輸出欄位因重複

率過高，故合併敘述。本研究之輸出欄位分為來源文獻與被引用文獻查詢、

收錄名單查詢兩部分討論如下。 

（一）來源文獻與被引用文獻查詢 

來源文獻查詢及被引用文獻查詢之共同欄位共有九項，包括：論文標

題、並列標題、論文作者、期刊名稱、並列刊名、卷期、出版年月、起訖

頁、論文附註。其中論文附註為作者於文章中所寫關於論文之資訊，例如：

論文曾投稿於某期刊、受某經費補助等。 

除共同之欄位外，來源文獻查詢之輸出欄位尚有語文、本期期刊附註、

引用型式、補助經費來源、關鍵詞、中文摘要、外文摘要、參考文獻等八

項輸出欄位，如圖 4-5-5 所示。 

被引用文獻查詢除共同之欄位外，由圖 4-5-6 可見，還包括參考文獻

類型、編者、版次、出版地、出版者、本文為下列文章引用六項輸出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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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 TSSCI 來源文獻查詢輸出欄位 

 

圖 4-5-6 TSSCI 被引用文獻檢索輸出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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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錄名單查詢 

收錄名單查詢提供收錄狀態、收錄學門、期刊名稱、ISSN、創刊年、

發行週期、出版地、出版者、收錄說明、建置範圍、期刊附註等十一個欄

位。 

五、引文分析功能 

TSSCI 引文分析功能部分共分為文獻數據分析與期刊數據分析兩部分

討論，詳如下。 

（一）文獻數據分析 

在文獻數據分析功能方面，雖然名為引文索引資料庫，但 TSSCI 系統

之來源文獻查詢並未提供被引用次數之資訊，僅在被引用文獻查詢中可查

詢引用次數，亦無其他相關的引文資訊分析，來源文獻的參考文獻建置亦

不周全。 

（二）期刊數據分析 

在期刊數據分析部分，雖然文獻的被引用次數並未呈現給使用者，但

TSSCI 卻提供了期刊引用報告。但可惜的是目前僅提供 2004 及 2005 之期

刊引用報告資訊，檔案格式為 pdf，因此無法開放使用者做檢索，其呈現

方式如圖 4-5-7 所示。 

其中 2 年影響指數、5 年影響指數以及立即引用率之定義與本章第一

節 WoS 之 JCR 相同。自我引用率為該期刊引用自身期刊之比例，排除自

我引用影響係數則為扣除自我引用後所算得之影響指數。至於正式出版論

文是由於 TSSCI 中並不收錄書評或評論性文章，經過雙向匿名審查程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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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質的期刊文章便稱為正式出版論文。 

 

圖 4-5-7 TSSCI 期刊引用報告 

六、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由於 TSSCI 之檢索結果列表僅是單純的列表，如圖 4-5-8 所示，因此

無法提供給使用者進一步的檢索結果分析功能，TSSCI 系統亦未提供個人

化功能。 

 
圖 4-5-8 TSSCI 檢索結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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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 

本節以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簡稱 THCI）為研究對象，將 THCI 系統分為系統文獻來源分析、系統查詢

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等六個部分，詳如下述。 

一、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在 THCI 之系統文獻來源分析方面，分為來源文獻之類型、收錄年代、

收錄學科三個部分做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來源文獻之類型 

THCI 之主要文獻來源為期刊。由於建置之初便僅收錄學術論文，書評、

社論、散文、小說等非學術論文是不收錄的，因此其並未對文獻類型再做

進一步的分類。 

（二）收錄年代 

在收錄年代方面，TCHI 之收錄文獻由 1996 年至今。 

（三）收錄學科 

據 THCI 資料庫中對期刊之分類，可知其所收錄之學科領域為：文學、

歷史、哲學、圖書資訊學、語言學、藝術、宗教、綜合等八個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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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查詢功能 

THCI 之系統查詢功能包含基本資訊檢索與引文分析相關文獻兩部分，

茲就各系統功能介紹如下。 

（一）基本資訊檢索 

基本資訊檢索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基本資訊檢索功能」，如圖

4-6-1，另一項為「本資料庫收錄期刊列表」，如圖 4-6-2。基本資訊檢索功

能可供使用者查詢期刊、作者以及引用與被引用文獻之資訊，本資料庫收

錄期刊列表則可展示 THCI 中該類別期刊之列表與其卷期與收錄文獻之資

訊。 

 

圖 4-6-1 THCI 基本資訊檢索功能 

 

圖 4-6-2 THCI 本資料庫收錄期刊列表 

（二）引文分析相關文獻 

引文分析相關文獻整理國內、大陸以及國外地區之引文分析相關文獻

書目資料，供使用者參考。但其僅為書目列表，無法直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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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索引欄位 

THCI 中可供使用者檢索之功能僅有基本資訊檢索功能，如圖 4-6-1。

其可供查檢之索引欄位有四項，分別為期刊題名、作者姓名、來源文獻篇

名、被引文獻篇名或書名。 

四、輸出欄位 

THCI 主要輸出的檢索結果共有四種類型，包含期刊、作者、來源文獻

以及被引用文獻，以下分此四種類型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討論之。 

（一）期刊 

期刊包括書刊名稱、創刊年、書刊類別、發行週期、出版機構、出版

單位、出版地、書刊附註、收錄文獻等九個欄位，如圖 4-6-3 所示。 

 
圖 4-6-3 THCI 期刊檢索輸出欄位 

（二）作者 

THCI 作者檢索結果列表如圖 4-6-4 所示，為依照機構排列之條列式呈

現，選擇其中一機構後便可觀看該作者於此機構中所發表之文獻，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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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作者輸出欄位包括作者姓名、服務機構、服務單位、本資料庫收錄

之作者文獻等四個欄位。 

 

圖 4-6-4 THCI 作者檢索結果列表 

 

圖 4-6-5 THCI 作者輸出欄位 

（三）來源文獻 

由圖 4-6-6 可見，來源文獻輸出欄位包括文獻題名、文獻作者、來源

書刊、文獻卷期、起迄頁碼、出版日期、文獻語言、學門類別、學位級別、

附註、本篇引用下列文獻等十一個欄位。其中，學位級別為博碩士論文所

填寫之項目，例如：博士論文、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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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6 THCI 來源文獻輸出欄位 

（四）被引用文獻 

THCI 被引用文獻輸出欄位如圖 4-6-7，共有書刊名稱、創刊年、書刊

類別、發行週期、出版機構、出版單位、出版地、書刊附註、本書刊被下

列文獻所引用等九個欄位。 

 

圖 4-6-7 THCI 圖書被引用文獻輸出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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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文分析功能 

THCI 引文分析功能部分共分為文獻數據分析與期刊數據分析兩部分

討論，詳如以下。 

（一）文獻數據分析 

在文獻數據分析功能方面，與 TSSCI 相同，雖名為引文索引資料庫，

但 THCI 資料庫中並未提供來源文獻的被引用次數，僅在被引用文獻查詢

中提供。 

（二）期刊數據分析 

THCI 資料庫並無針對期刊之數據分析功能，雖系統計畫含有引文分析

檢索功能可查詢期刊之引用文獻次數、作者被引用次數、影響係數、立即

引用指數、自我引用率、被自我引用率等，但本功能在 THCI 中尚未開放。

另一數據分析功能為「THCI 資料分析」，可提供 THCI 中各學門之初步統

計分析，但目前僅提供圖書資訊學門 1996-2002 之統計分析資料，但其提

供方式為網頁或 PDF 方式之呈現，並不提供檢索功能。其內容包括：各期

刊刊載論文概況、各期刊刊載論文之主題分佈情形、各主題歷年刊載之論

文篇次、期刊論文作者分析、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引用文獻特性之分析等，

但並無其他學門或是報告年份上的更新。 

六、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THCI 與 TSSCI 類似，其檢索結果僅是列表式的呈現，並未提供後分

類或其他進一步的檢索結果分析功能，資料匯出部分亦僅能匯出畫面中之

資訊，無法選擇欲匯出的欄位與其他設定。但 THCI 在檢索結果列表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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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題名、書刊、日期與作者姓名做排序，如圖 4-6-9 所示，可惜的是並

無任何說明，使用者較無法迅速瞭解其用法。至於個人化功能部分 THCI

則同樣並未提供。 

 

圖 4-6-8 THCI 檢索結果列表 

第七節 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I） 

本節以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ademic Citation Index，簡稱 ACI）為

研究對象，將 ACI 系統分為系統文獻來源分析、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

輸出欄位、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等六個部分加以分

析，如以下所述。 

一、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在 ACI 之系統文獻來源分析方面，分為來源文獻之類型、收錄年代、

收錄學科三個部分做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來源文獻之類型 

ACI 之文獻來源為 TSSCI 與 THCI Core 以及其他臺灣地區之期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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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類型的分類上則以期刊文章為主。 

（二）收錄年代 

在收錄年代方面，ACI 之資料為 1956 年至今。但 1956 年所收錄之期

刊較少，2002 年後較多。 

（三）收錄學科 

根據 ACI 資料庫之說明，ACI 將其收錄期刊分為：教育學、圖資學、

體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綜合類、人類學、中文學、外文學、

心理學、法律學、哲學學、政治學、區域研究及地理學、管理學、語言學、

藝術學、傳播學等十九大類。 

二、系統查詢功能 

ACI 共有三種系統查詢功能，包含快速查詢、進階查詢以及引文查詢，

以下茲分別就其系統功能做討論。 

（一）快速查詢 

ACI 之快速查詢欄位僅提供一個檢索欄位，如圖 4-7-1，其可依使用者

所鍵入的檢索詞彙針對題名、作者、機構名與關鍵字等四個欄位檢索。 

 
圖 4-7-1 ACI 快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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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階查詢 

ACI 之進階查詢提供更多可供檢索的欄位，或選擇欲查詢的年份區間，

以布林邏輯運算元之 AND、OR、NOT 做組合查詢，如圖 4-7-2，可提供

使用者更加精確、更符合其需求的檢索結果。 

 

圖 4-7-2 ACI 進階查詢 

（三）引文查詢 

引文查詢功能可提供使用者查詢被引用文獻資訊，並提供簡單的布林

邏輯供使用者做組合，其畫面圖示如圖 4-7-3。 

 

圖 4-7-3 ACI 引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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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索引欄位 

ACI 之檢索功能共有三種，分別是快速查詢、進階查詢以及引文查詢，

其中快速查詢由於可供檢索的欄位較少，且與進階查詢重複，因此索引欄

位部分僅針對進階查詢做討論。 

進階查詢如圖 4-7-2，共有年份、文章題名、作者名稱、關鍵字、所屬

機構以及期刊名稱等六個欄位。引文查詢如圖 4-7-3 所示，共有年份、題

名、作者、關鍵字與期刊名等五個欄位。 

四、輸出欄位 

ACI 系統中含有各式功能，且在各檢索結果輸出頁面皆可再做進一步

點選，觀看該項目之詳細資訊。但總和來說，檢索結果之輸出欄位共有來

源文獻、期刊、作者、機構等四種，且輸出形式不同於一般資料庫頁面式

的呈現，ACI 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較近似於表格式的呈現方式。 

其中，由於作者、機構之呈現方式僅是列出該作者、該機構於 ACI 中

所收錄之文獻，並非標示該作者或該機構之詳細資訊，因此不予討論。以

下茲就剩下的兩種輸出欄位，一級做介紹。 

（一）來源文獻 

ACI 之來源文獻輸出欄位共有 18 個欄位，包含：題名、並列題名、期

刊名、作者、機構、子機構、關鍵字、出版年、ISSN、卷、期、頁數、學

門類別、語言、文獻類型、引用文獻、被引次數、共引次數。 

如圖 4-7-4 所示，在 18 個欄位中僅有題名、期刊名、作者、機構、關

鍵字及出版年等 6 個欄位為可供檢索之索引欄位，其餘則僅為結果顯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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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欄位，並不具有可檢索之功能。 

 

圖 4-7-4 ACI 來源文獻輸出欄位 

（二）期刊 

期刊之輸出欄位包含所屬學門、各年度之產出篇數、各年度之被引用

次數，以及總計之產出篇數、總計之被引用次數、平均被引次數、期刊自

引率、中文引用率與影響指數等九個欄位，如圖 4-7-5 所示。其中中文引

用率為該期刊引用之總文獻數中含有中文文獻數之比例。 

 
圖 4-7-5 ACI 期刊輸出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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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文分析功能 

ACI 引文分析功能部分共分為文獻數據分析與期刊數據分析兩部分討

論，詳如下。 

（一）文獻數據分析 

在文獻數據分析方面，ACI 在來源文獻查詢及引文查詢中皆可顯示文

獻被引用之次數。來源文獻查詢中更可觀看該文獻之參考文獻以及共引次

數，但並未提供如 WoS 或 Scopus 之進一步的引文相關數據。 

（二）期刊數據分析 

在期刊數據分析方面，期刊數據分析資訊僅含有如圖 4-7-5 之期刊所

屬學門、各年度之產出篇數、各年度之被引用次數，以及總計之產出篇數、

總計之被引用次數、平均被引次數、期刊自引率、中文引用率與影響指數

等資訊。 

除上述期刊數據外，ACI 亦提供學門統計功能，使用者可勾選多種學

門，顯示出各學門期刊每年之產出篇數、被引用次數，以及總計產出篇數、

總計被引用次數、平均被引次數與中文引用率等六種欄位，如圖 4-7-6 所

示。 

 

圖 4-7-6 ACI 學門統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3 
 

在學門統計中，期刊與作者皆是可做進一步點選之欄位，其中「期刊」

部分如同圖 4-7-5。而「作者」部分則可顯示出該學門之作者、所屬單位、

所屬學門、產出篇數、被引次數以及平均被引次數等六個欄位，如圖 4-7-7。 

 
圖 4-7-7 ACI 作者書目資訊 

六、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在檢索結果分析方面，雖然 ACI 並無提供檢索結果後分類或是其他關

於引文數據的分析功能，亦不包含個人化功能的部分。但其各項檢索結果

皆提供後續應用功能，如圖 4-7-8，包含匯出資料、被引文獻、引用文獻、

共引文獻以及縮小查詢等，茲進一步說明如下： 

 匯出資料：供使用者以 excel 格式匯出所顯示之書目資料欄位。 

 被引文獻：點選後可顯示引用所選文獻之引用文獻書目資料。 

 引用文獻：點選後可顯示該筆文獻之參考文獻。 

 共引文獻：點選兩篇以上之文獻可查核多筆文獻中是否有共同引用

之文獻。 

 縮小查詢：提供題名、期刊名、作者與機構名等四種欄位供檢索結

果之縮小範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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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8 ACI 檢索結果應用 

第八節 綜合分析與比較 

本章主要針對 WoS、Scopus、CSSCI、CCD、TSSCI、THCI 及 ACI

七個引文索引資料庫針對文獻來源、系統查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

以及引文分析、結果分析功能以及個人化功能加以剖析，以瞭解各引文索

引資料庫之系統結構及其欄位。 

本節綜合前七節各資料庫分析之內容，進行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功能

與欄位的比較，以期瞭解建置引文索引資料庫所應注意的各個面向，茲詳

如以下： 

一、系統文獻來源分析 

在系統文獻來源分析方面，本研究共分為來源文獻類型、文獻類型分

類、收錄年代以及收錄學科等四個面向進行討論。綜合前七節所述，可整

理出表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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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1 系統文獻來源綜合分析 

 來源文獻類型 文獻類型分類 資料收錄年代 收錄學科 

WoS 
期刊、書籍式之 

會議紀錄 

分類極細，共有 34

種，其數量以文章

及會議論文為最多 

最早為 SSCI 

1898 年開始 
綜合性 

Scopus 
期刊、會議論文、

叢書、商業出版品 

共含 11 種分類，其

數量以文章及會議

論文為最多 

最早為 1996 年 綜合性 

CSSCI 期刊 共含 4 種分類 最早為 1998 年 人文社會科學 

CCD 

期刊、博碩士論

文、會議論文、報

紙、圖書、年鑑 

無 最早為 1979 年 綜合性 

 

 

TSSCI 

 

 

期刊 

 

 

無 

 

最早為 1998

年，但各期刊所

收年份不一 

 

 

社會科學 

THCI 期刊 無 最早為 1996 年 人文學 

ACI 期刊 大部分為文章 最早為 1956 年 人文社會科學 

由表 4-8-1 可看出，在來源文獻類型方面較多元的是 Scopus 與 CCD，

WoS 則是由期刊與書籍式的會議紀錄建檔作為文獻來源，CSSCI、TSSCI、

THCI 與 ACI 皆僅有期刊。 

WoS 之來源文獻類型相較之下比 Scopus 與 CCD 少，但其針對文獻類

型所做的分類卻是七個資料庫中複雜度最高者，其分類高達 34 種，其次

為 Scopus 的 11 種。中國大陸與臺灣之資料庫則是除了 CSSCI 與 ACI 有稍

作分類外，其他資料庫之文獻類型皆無再做細分。 

在資料回溯的年代方面，SSCI 之 1898 年為最早，其次是 ACI 的 1956

年，第三為 CCD 的 1979 年，其餘資料庫則都僅回溯自 1990 年代末期。

但 ACI 中 1956 年之文獻較少，並非全面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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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收錄範圍方面，上述七個資料庫中，僅有 WoS、Scopus 以及

CCD 之收錄範圍為綜合學科，其餘皆僅收錄人文社會科學的部分。 

總體來說，在來源文獻類型、文獻類型分類、收錄年代以及收錄學科

方面，表現較優良者應屬 WoS、Scopus 以及 CCD 三個資料庫，因其收錄

之學科為綜合性，且所收資料的回溯年代亦較為久遠，因此對於分析引文

現象而言較有可能建構出較完整的引文網路，呈現出較接近原始的知識地

圖樣貌。 

二、查詢功能 

在查詢功能方面，綜合前七節對各資料庫之查詢功能分析，可發現引

文索引資料庫大多擁有基本檢索、進階檢索以及被引文獻檢索三部分，因

此在查詢功能方面此三部分將獨立做討論，其餘之系統檢索功能則另外統

整顯示，詳如表 4-8-2。 

由表 4-8-2 可看出，發展較齊全的兩個國外資料庫，亦即 WoS 與 Scopus，

其在基本檢索即提供布林邏輯供使用者查檢，進階檢索則較偏向提供高階

使用者使用，須使用指令式的查詢，但可供檢索的欄位較基本檢索多。其

他檢索功能的部分亦是此兩資料庫的功能最為完整。其次為 CCD，其基本

檢索部分以簡單的搜尋功能呈現，進階檢索則提供較完整且含布林邏輯檢

索之檢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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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2 查詢功能綜合分析 

 基本檢索 進階檢索 被引文獻檢索 其他檢索功能 

WoS 布林邏輯 

可檢索欄位較

基本檢索多 10

種，使用指令

式查詢 

布林邏輯 
1.作者檢索 

2.檢索歷史 

Scopus 布林邏輯 

可檢索欄位較

基本檢索多 29 

種，使用指令

式查詢 

指令式查詢 

1.作者檢索 

2.機構檢索 

3.快速檢索 

4.文獻來源列表 

CSSCI 
無基本與進階檢索之分， 

含布林邏輯 
布林邏輯 無 

CCD 

簡單式 

不含布林

邏輯 

布林邏輯 布林邏輯 無 

TSSCI 
僅能勾選索引欄位， 

不含布林邏輯 

僅能勾選索引欄

位，不含布林邏輯 
收錄期刊名單 

THCI 
僅能選擇索引欄位，不含 

布林邏輯且不可複選 

僅可查詢文獻篇

名，不含布林邏輯 

引文分析相關文

獻（書目式） 

ACI 

簡單式 

不含布林

邏輯檢索 

提供多種欄位

且可使用布林

邏輯檢索 

布林邏輯 無 

除 WoS、Scopus 與 CCD 外，CSSCI、TSSCI、A&HCI 及 ACI 在檢索

功能上與其相較則顯得簡陋許多，其中功能最少者應屬 TSSCI 與 THCI，

CSSCI 與 ACI 雖檢索功能與 WoS、Scopus 與 CCD 相比顯得較為簡單，但

仍可支援布林邏輯與各別欄位之檢索。但在來源文獻的檢索上，TSSCI 僅

可勾選欄位且不含布林邏輯功能，THCI 與其相似，但不可如 TSSCI 般可

勾選多個欄位同時檢索。在被引文獻檢索上亦同，除了 Scopus 的被引文獻

檢索須用進階檢索完成，因此查詢方式必須使用指令式的查詢外，其餘資

料庫皆提供布林邏輯功能可供使用者利用，但 TSSCI 與 THCI 卻只提供勾

選或是單選式的功能，相較之下選擇少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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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知對一個發展較齊全的資料庫而言，在系統的基本檢索

層面至少應提供使用者最基本的查詢需求，再提供進階檢索供進階檢索者

較充足的檢索功能以符合其所需。在此七個資料庫中，CSSCI、TSSCI 與

THCI 在來源文獻查詢方面皆僅提供一種檢索方式，並無基本檢索與進階

檢索之分，但 CSSCI 可用布林邏輯結合多種欄位做檢索，TSSCI 與 THCI

卻僅能做最初階的搜尋。在被引文獻檢索方面與來源文獻檢索亦同。因此

整體來看，在檢索功能的發揮上可說是大幅受限。 

三、索引欄位 

在索引欄位的部分，經由前七節之分析，可發現大部分引文索引資料

庫主要的查詢功能皆以來源文獻為主，因此本研究在索引欄位的探討上亦

以來源文獻為主。唯 CCD 以被引文獻檢索為主，且主要的索引欄位皆位

於被引文獻檢索，因此CCD 的部分將針對被引文獻檢索之索引欄位討論。

由於 CCD 被引文獻查詢分為九種類型之文獻，各由不同的 CNKI 子資料

庫提供其資料來源，因此在索引欄位部分亦將此九種文獻類型之索引欄位

混合討論。 

此外，由於各資料庫對索引欄位的建置詳盡度皆不盡相同，因此在本

節綜合分析的部分僅能就一般較常見、且較有可能為使用者所用之欄位為

主，其餘欄位請參見前述各節之研究內容。因此本研究索引欄位之比較分

析如表 4-8-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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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3 索引欄位綜合分析 

 WoS Scopus CSSCI CCD TSSCI THCI ACI 

題名 ● ● ● ● ● ● ● 

作者 ● ● ● ● ● ● ● 

摘要 ● ●  ●    

關鍵字 ● ● ● ● ●  ● 

文獻來源 ● ● ● ● ● ● ● 

出版年 ● ● ● ●   ● 

所屬機構 ● ● ● ● ●  ● 

文獻類型 ● ● ● ●    

卷期  ● ● ●    

所屬國家 ● ●      

語言 ● ●      

編輯者 ● ●      

贊助者 ● ●      

會議 ● ●  ●    

主題或學科  ● ●     

ISBN  ●  ●    

ISSN  ● ● ●    

DOI  ●      

由表 4-8-3 可看出索引欄位最豐富的應屬 Scopus，其次則是 WoS。WoS

較 Scopus 不足之處應為卷期、學科主題、ISSN、ISBN 與 DOI 五者，此五

者在 Scopus 中皆為索引欄位，在 WoS 中則否，但因其文獻來源已為索引

欄位，因此在使用上雖稍微不便，但仍可達到文獻來源檢索上的需求。 

除國外的 WoS 與 Scopus 外，索引欄位較完備的為中國大陸的兩個資

料庫，即 CSSCI 與 CCD。但對於檢索上具有一定重要度的摘要欄位而言，

由於 CSSCI 在建檔之初便不含此欄，因此摘要在 CSSCI 中並非索引欄位，

是較可惜的地方。其中，CCD 較為特殊之處為其索引欄位根據九種類型之

文獻而有所不同，因此在檢索時亦能針對每種文獻類型所擁有的不同欄位

進行檢索，因此總體來說其索引欄位之總類便較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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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國的 TSSCI、THCI 以及 ACI 在索引欄位上最為欠缺，三者皆

不包含摘要，其中又以 THCI 之索引欄位最少，僅有題名、作者以及文獻

來源三項，TSSCI 與 THCI 皆不提供出版年之索引欄位，出版年在使用者

檢索時應為極重要的欄位之一，如此一來則造成檢索上的不便。 

統計表 4-8-3 中索引欄位之建置情形，可繪出表 4-8-4。由表 4-8-4 可

看出七個資料庫中，超過半數以上資料庫皆有建置之索引欄位為：題名、

作者、關鍵字、文獻來源、出版年、所屬機構、文獻類型等七個欄位，亦

即此七個欄位為重要且必備的索引欄位，提供使用者在檢索時能有充分的

管道找到欲查詢的文獻。 

表 4-8-4 各資料庫索引欄位統計 

索引欄位 次數 

題名 7 

作者 7 

文獻來源 7 

關鍵字 6 

所屬機構 6 

出版年 5 

文獻類型 4 

摘要 3 

卷期 3 

會議 3 

ISSN 3 

所屬國家 2 

語言 2 

編輯者 2 

贊助者 2 

主題或學科 2 

ISBN 2 

DOI 1 

  該欄位出現次數超過半數者（大於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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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較進階的欄位則為所屬國家、文獻類型、語言、編輯者、贊助者、

會議、主題或學科、ISBN、ISSN 與 DOI 等十個欄位，在這幾個欄位中又

以摘要、卷期以及 ISSN 較為重要。 

四、輸出欄位 

在輸出欄位方面，與索引欄位相同，亦僅討論較常見、且較能提供使

用者在判斷文獻是否為其所需所常用的欄位，詳細輸出欄位須參見本章前

七節之詳細敘述。其中，由於 CCD 被引文獻查詢分為九種類型之文獻，

各由不同的 CNKI 子資料庫提供其資料來源，因此在輸出欄位部分亦將此

九種文獻類型之輸出欄位混合討論。因此本研究之輸出欄位綜合分析可整

理如表 4-8-5。 

在檢索結果的輸出方面，其詳盡度同樣是國外的 WoS 與 Scopus 表現

最傑出，此兩資料庫與中國大陸及我國資料庫在檢索結果輸出方向，最大

的不同點應為 WoS 與 Scopus 的輸出欄位並非固定的表格式欄位，而是由

書目資料的欄位而定，有多少欄位就呈現多少欄位給使用者，因此各種不

同的文獻來源類型便可能有不同的資料長度，各篇文獻亦可能因個別情況

不同而有差異。 

除 WoS 與 Scopus 外，中國大陸與我國的五個資料庫中，CSSCI、THCI

與 ACI 之摘要欄位並非輸出欄位，僅 CCD 與 TSSCI 包含摘要資訊。摘要

為幫助使用者快速瞭解文獻內涵之重要欄位，若缺少此欄位，對使用者的

利用上將造成巨大的影響。且上述五個資料庫，即 CSSCI、CCD、TSSCI、

THCI與ACI在表4-8-5顯示出其所屬國家以下的幾個欄位著錄較不齊全，

因此較無法提供充足的資訊給使用者，相對來看 CCD 與 ACI 為此五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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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中輸出欄位較豐富者。其中 TSSCI 與 THCI 在參考書目的建置上出現

不完全的情況，亦即，來源文獻查詢中可能出現該篇文章無參考書目、或

是數量明顯過少之情形。對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參考書目為揭示引文關

係的重要途徑，此部分在建置上若不謹慎處理，則無論是被引次數或其展

現引文資料庫特性之處皆可能受到質疑，此應為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TSSCI 與 THCI 另一問題為被引次數在來源文獻查詢皆無法顯示，必須以

被引文獻查詢才可查詢到文獻之被引次數，顯示其引用與被引用間的連結

尚待加強。 

表 4-8-5 輸出欄位綜合分析 

 WoS Scopus CSSCI CCD TSSCI THCI ACI 

題名 ● ● ● ● ● ● ● 

作者 ● ● ● ● ● ● ● 

摘要 ● ●  ● ●   

關鍵字 ● ● ● ● ●  ● 

文獻來源 ● ● ● ● ● ● ● 

出版年 ● ● ● ● ● ● ● 

卷期 ● ● ● ● ● ● ● 

所屬機構 ● ● ● ● ●  ● 

被引次數 ● ● ● 被引文獻

查詢 

被引文獻

查詢 

● ● 

參考書目 ● ● ● ● 不全 不全 ● 

所屬國家 ● ●      

文獻類型 ● ● ● ●   ● 

語言 ● ●   ● ● ● 

主題或學科 ● ● ●   ● ● 

編輯者 ● ●      

贊助者 ● ●      

會議 ● ●  ●    

ISBN  ●  ●    

ISSN ● ●  ●   ● 

DO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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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4-8-5 之輸出欄位顯示情形，可繪出表 4-8-6。由表 4-8-6 可見，

七個資料庫中，超過半數以上資料庫皆有建置之輸出欄位為，題名、作者、

摘要、關鍵字、文獻來源、出版年、卷期、所屬機構、被引次數與參考書

目、文獻類型、語言、主題或學科、ISSN 等十四個基本欄位，因此上述十

四個欄位即為資料庫輸出時的必備欄位，用於提供使用者足夠的資訊以判

斷該文獻之文章內涵。相反地，分布較不集中的所屬國家、編輯者、贊助

者、會議、ISBN、DOI 等六個欄位即為較進階的欄位，進一步展現出文獻

內更多可供判斷的資訊予使用者利用。 

表 4-8-6 各資料庫輸出欄位統計 

索引欄位 次數 

題名 7 

作者 7 

文獻來源 7 

出版年 7 

卷期 7 

被引次數 7 

參考書目 7 

關鍵字 6 

所屬機構 6 

文獻類型 5 

語言 5 

主題或學科 5 

摘要 4 

ISSN 4 

會議 3 

DOI 3 

所屬國家 2 

編輯者 2 

贊助者 2 

ISBN 2 

 
 該欄位出現次數超過半數者（大於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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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文分析、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引文分析與檢索結果分析為引文索引資料庫中十分重要的兩個部分，

可快速展現出資料庫中之引文數據所呈現的現象，而個人化功能則可提供

使用者在使用資料庫過程中的便利性。依前七節所述，可整理出表 4-8-7。

其中後分類功能為檢索結果的分類統計功能，引文數據圖表化為資料庫中

引文資訊的加值呈現，資料匯出可允許使用者將檢索結果匯出進行其他分

析，期刊數據分析則可顯示期刊之引用資訊，個人化功能可讓使用者做個

人設定，連結書目軟體則可將檢索結果匯出到書目軟體中再做運用。 

表 4-8-7 引文分析、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WoS Scopus CSSCI CCD TSSCI THCI ACI 

後分類 ● ●      

引文數據

圖表化 
● ●  ●    

資料匯出 ● ●    ● ● 

期刊數據

分析 
JCR ●  ●   ● 

個人化 ● ●      

連結書目

軟體 
● ●      

由表 4-8-7 可看出，在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以及個人化功能

上，若 WoS 與 JCR 視為一體，則 WoS 與 Scopus 亦為整體功能上最齊全

的兩個資料庫，CSSCI、TSSCI 則是完全沒有提供相關的功能。CCD 雖僅

提供引文數據圖表化以及統計數據的部分，但其圖表與數據的呈現上十分

豐富，比起 WoS 與 Scopus 毫不遜色。至於 THCI 與 ACI，雖有提供資料

匯出的功能，但因其欄位上遠不及 WoS 與 Scopus，因此即使提供匯出功

能，但能實行的後續分析便十分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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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看，在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以及個人化功能方面，除

WoS 與 Scopus 外，中國大陸與我國的五個資料庫表現皆較不理想，若能

仿效國外其對資料庫之數據更進一步分析，展現其資料特性的一面，則對

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將會成為一個更有利的輔佐工具。 

註釋
 

註1 蔡明月，資訊計量學與文獻特性（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 年），

408。 

註2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JCR on the Web 改版說明」，臺灣大學圖書館， 

www.lib.ntu.edu.tw/CE/services/class/Database_PPT/20090311_JCR.ppt

（檢索於 2011 年 6 月 14 日）。 

註3 蔡明月，「期刊影響力指標再探」，於《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0 週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期刊出版媒合下的圖書資訊與數位媒體新趨勢
（新北市：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2011 年），頁 5-11。 

註4 名師教研網，「什麼是國內統一刊號和郵發報刊代號」，

http://www.teacher168.com/Article/200805/37.html（檢索於 2011 年 6

月 15 日）。 

註5 合肥市圖書館，「統一書號」，http://www.hflib.gov.cn/zhinan/tysh.php

（檢索於 201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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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透過針對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之訪

談，以期了解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對於我國現有之

TSSCI 與 THCI 之看法，並進一步歸納出引文索引資料庫在系統的欄位與

結構設計之建議。 

本章歸納並分析訪談之結果，以下分別就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

料庫建置專家三部分整理其受訪摘要，最後綜合分析整理歸納出整體之意

見。根據身分的不同，訪談題目亦有些許不同。 

第一節 資料庫使用者 

本節整理歸納資料庫使用者對於 TSSCI 與 THCI 各面向之看法。本研

究為確保受訪之資料庫使用者對於引文索引資料庫皆有基本之認識，因此

使用者部分之受訪對象為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之學生，共計

十人。以下針對資料庫之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引欄位、檢索結果輸

出欄位、系統使用困難或阻礙、優缺點評析、與 WoS 之差異、發展期許等

八個部分加以概述。 

一、使用者介面 

在使用者介面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使用者的問題為「您對 TSSCI / 

THCI 之使用者介面感覺如何？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一步的改善？」，茲就

各使用者之訪談摘要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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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使用者對 TSSCI 與 THCI 兩個資料庫的使用者介面感覺皆是太

簡單、不夠精美。在 TSSCI 的部分，使用者 A、B、F 都覺得 TSSCI 可供

檢索的地方不夠明確，沒辦法讓使用者很直覺地判斷該點選哪一個按鈕進

行檢索。建議應該在資料庫的首頁就帶入最常用的主要檢索介面，其他功

能再利用網頁的其他部分讓使用者做切換，而不是讓使用者在首頁就選擇

要使用哪一種檢索功能，反而會造成使用者在使用上的不便。 

另一方面也由於 TSSCI 介面設計過於簡單，令使用者 E、F、G 不太

能感受到 TSSCI 其實是個可供檢索的資料庫，有種只是普通網頁的感覺。

使用者 E 甚至覺得 TSSCI 介面上的設計很空蕩、查詢介面也太過簡單，會

質疑這樣簡單的介面是否可以支援使用者進行比較複雜的查詢，對資料庫

產生一種不信任感。 

在資料庫的介面呈現上，許多資料庫皆會說明資料庫的建置目的、收

錄範圍等資訊，但 TSSCI 並未有相關的說明。此種資訊可幫助使用者快速

瞭解資料庫，是十分重要的資訊，宜針對這部分加以說明。 

此外，在檢索介面上，使用者 G 與 J 認為「送出」與「重填」的位置

過近，很容易按錯。使用者 J 也提出，在查詢完畢後，TSSCI 並沒有提供

「回首頁」的按鈕，網頁上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點選回首頁，是很不方便

的設計。 

至於 THCI 的部分，大多數使用者都覺得 THCI 的資料庫嵌入在人文

學研究中心網頁是很不適當的做法，會讓整體資訊出現過於混雜、且網頁

顏色也顯得太過繁雜等狀況。因此使用者 J 建議可利用彈跳視窗另開新網

頁來呈現 THCI，而非直接內嵌在人文學研究中心的網頁框架中，如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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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讓畫面過於擁擠。但使用者 D 在這部份抱持較正面的看法，認為在視

覺上看起來會比 TSSCI 豐富許多，具有加分功用。 

THCI 另一個對使用者造成不便的地方為進入資料庫的連結顯示不清。

使用者 F、G 認為在剛開始使用 THCI 時，連要從哪裡點進檢索功能都不

太清楚，不會聯想到要按標題上的「基本資訊檢索」、「引文分析相關文獻」

或「THCI 資料分析」其實是可以點選進入的，反而會覺得網頁左邊與上

方的其他列表才是 THCI 資料庫的功能表列，但其實其他連結皆是人文學

研究中心之其他業務或功能。 

THCI 與 TSSCI 不同之處即 THCI 在資料庫首頁便有簡單的資料庫說

明，但使用者 C 認為 THCI 在介面上可以更簡潔一點，雖然放了說明，但

反而顯得有點雜亂，因此資料庫說明最好使用另外的資料庫簡介按鍵來做

連結，而非直接放在介面上。 

使用者 C、E、G、J 也提到 THCI 另一個較大的問題是在「基本資訊

檢索」中，包含「基本資訊檢索功能」與「本資料庫收錄期刊列表」兩種

功能，但這兩者檢索時並不會互相影響，亦即，此兩項屬於獨立的功能，

但卻同樣呈現在同一個網頁頁面中，這在介面的安排上是有問題的。建議

可以將這兩項功能分開呈現，避免使用者認為有提供檢索結果的篩選功能。

若真的要放在一起也應該增加使用說明來引導使用者。 

整體來看，TSSCI 與 THCI 在介面的安排上使用者皆有許多負面的意

見，使用者 E 便覺得這樣的介面設計讓這兩個資料庫看起來都像是未完成

的資料庫，看起來像是個半成品，資料的年代也感覺較舊，看不出有在更

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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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索功能 

在檢索功能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使用者的問題為「在查詢上，TSSCI 

/ THCI 所提供之檢索功能是否足以支援您的查詢需求？您認為還可做何

種進一步的改善？」，以下茲就各使用者之訪談摘要做整理。 

大多數使用者都認為 TSSCI 與 THCI 的問題類似，但 TSSCI 之檢索功

能較優於 THCI，但兩系統皆應增加布林邏輯的檢索方式與可限制檢索年

份的功能。其中，使用者 B、E 更認為除了上述功能外，應該還要像國外

資料庫那樣能讓使用者自由增加可鍵入檢索詞的欄位。如果就目前的現況

而言，使用者 F 提到，檢索欄位應該附上功能的說明，例如：有無布林邏

輯以及切截等。 

TSSCI 之檢索頁面中，亦提供排序之功能，但目前僅提供以「標題」

排序，使用者 I、J 認為若可增加以「出版年」或「作者」排序會更好。但

使用者 H 也提到，TSSCI 不應把結果排序放在檢索首頁，應放在檢索結果

顯示頁面讓使用者可依據檢索結果再決定使用哪一種排序方式，且查詢結

果頁面應該提供修正檢索範圍的功能。 

TSSCI 在檢索時須先勾選欲查詢的欄位，但使用者 A 表示，若使用者

同時勾了「作者」以及「標題」，這應該是等於無意義的查詢，因兩項也

不能做結合，因此檢索欄位只能使用勾選的方式並不是非常適當。且「標

題」的用法也不太對，不應該混雜圖資的用語讓使用者看不懂，用「篇名」

就可以了。 

在 THCI 的部份，好幾位使用者亦提及「基本資訊檢索」將「基本資

訊檢索功能」與「本資料庫收錄期刊列表」放置於同一頁面中的問題。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1 
 

用者 B 認為下面期刊列表的部分應該要可以和資訊檢索連在一起做結合，

讓使用者增加多一點限制功能。使用者 E、F、G 也同樣覺得「本資料庫收

錄期刊列表」應該屬於資料庫簡介或是瀏覽功能，如果是檢索功能的話應

該更精確的知道這期刊的內容，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檢索功能是很奇怪的事，

應該要把查詢跟瀏覽分開。如果要放在查詢功能裡的話，至少要能跟上面

的基本資訊檢索功能結合才行。使用者 F 更認為，「本資料庫收錄期刊列

表」中期刊的類別所依據的分類方法也應該要提出說明。 

至於 THCI 的檢索功能方面，使用者 G 提到 THCI 目前的基本資訊檢

索功能太粗糙，項目分太大，TSSCI 至少還可以勾選多種欄位，但 THCI

不能重複。使用者 I 也希望一直尚未開放的「引文分析檢索功能」能夠盡

快推出。 

THCI 查詢欄位之一為「作者」，但檢索作者時會根據該作者之機構分

好幾欄呈現，使用者 C 認為，此種呈現方法沒辦法立即知道該作者每一筆

資料裡的細項，還要點進去才知道，點選層次過多。再且，其並未針對作

者做權威控制，反而以機構分列，造成顯示的資料太多筆，使用者也沒辦

法知道檢索結果是否為同一作者。另外，使用者 B 則認為在作者欄應該加

上類似索引典的功能，不確定作者正確姓名時才可以有查詢的依據。 

整體來看，TSSCI 與 THCI 可用的檢索功能都極少，檢索完後能做的

處理也很少。使用者 D 便提到，在檢索結果出來後，系統應該要建議使用

者還可用哪些搜尋詞彙，兩個資料庫在「最佳結果建議」的部分沒做到，

所以檢索結果的親和度就顯得不足，應讓使用者的檢索結果更加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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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索引欄位 

在索引欄位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使用者的問題為「在查詢上，TSSCI 

/ THCI 所提供之索引欄位是否足以支援您的查詢需求？您認為還可增加

何種索引欄位？」，茲就各使用者之訪談摘要整理如下。 

大多數使用者希望 TSSCI 與 THCI 增加之索引欄位皆為「出版年」，無

論是檢索或進行檢索結果的排序時，若可以增加出版年的欄位，對使用者

來說會便利許多。 

TSSCI 的部分，除了出版年外，使用者 B 希望可增加「第一作者」的

索引欄位，使用者 H 建議多增加「卷期」，使用者 E 則提到 TSSCI 有對摘

要的欄位建檔，應該也可以把摘要增加為索引欄位。 

至於 THCI 的部分，除了出版年外，使用者 A、E、G、H 皆提到系統

有記錄作者的服務機構，但卻無法檢索，機構部分應增加為索引欄位。 

除了上述有建檔的欄位外，使用者 F 與 J 皆提到兩個資料庫若能增加

「主題」這個索引欄位來進行檢索會方便許多，使用者 C、F、H 亦提到希

望 THCI 能夠新增「關鍵詞」的欄位來做為檢索項目。但上述欄位皆必須

考慮到資料庫內是否有進行主題分析與關鍵詞的建檔工作。 

使用者 E 提到，THCI 最大的問題是不能同時選擇多個欄位，而且每

個功能都只能選一項檢索，所以檢索的欄位其實無法選擇。比如要查來源

文獻就只能用篇名查。目前有的四項檢索欄位：來源文獻、被引文獻、作

者、期刊，都應該做成真正的檢索功能，把個別的查詢欄位變多，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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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功能只提供單一的檢索欄位。因此四個功能的篇名、作者、年代、關

鍵字、摘要、服務機構都要再做新增。 

另外，使用者 B 也提到，TSSCI 與 THCI 兩個資料庫都要改進的地方

是應該要針對「來源文獻查詢」跟「被引用文獻查詢」做說明，避免使用

者無法理解其內涵，應該提供範例或影音檔來解釋該怎麼使用，否則檢索

出來的結果很可能也會是錯的。使用者 D 則提到目前這兩個資料庫的「期

刊」皆和普通的文獻檢索功能是分開的，應該要和普通的檢索功能合併，

讓使用者可結合期刊做查詢，對使用者來說會比較容易理解也會比較方

便。 

四、檢索結果輸出欄位 

在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使用者的問題為「檢索完

成後，TSSCI / THCI 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是否足以幫助您判斷為您所需？

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檢索結果輸出欄位？」，各使用者之訪談摘要整理如

下： 

TSSCI 輸出欄位最大的問題為參考書目的建檔不夠完整，讓使用者無

法判斷該記錄是沒有參考文獻、或是系統沒有建檔，使用者 B、D、F、J

皆對此情形感到疑惑。使用者 E 則認為 TSSCI 與 THCI 參考文獻的呈現均

不太適當，參考文獻不該使用表格的方式來呈現，造成期刊名常常會出現

空格，使用者還要去判斷參考文獻是書或期刊，應該用普通的書目格式呈

現就好。 

在 TSSCI 的部分，使用者 A、I 認為需要增加主題分類或學門分類，

讓使用者更容易判斷該文獻之內容。使用者 B、F 則認為引文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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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來說不應該只是一個索引資料庫，應該試圖引導使用者找到全文。使

用者 C 發現 TSSCI 在檢索結果列表中並未標示檢索結果共有幾筆，應該在

列表的上方統計出檢索結果的筆數。除上述問題外，使用者認為資料庫的

串聯功能亦很重要，例如：使用者 D、J 認為 TSSCI 除了作者和期刊名，

其他欄位都沒有超連結，應該要讓使用者在點選卷期後可看到該卷期的所

有文章，或是點選作者連到該作者的所有作品。 

THCI 的部分，使用者 A、F、G、H 建議加上的欄位包含摘要、關鍵

字、文獻類型以及主題，這些欄位皆有助於使用者判斷該文獻之基本資訊

與內容。 

THCI 在查詢來源文獻時，該文章之參考文獻在 THCI 裡所用的標示為

「被引用文獻」，顯示得不夠清楚，且連結過多、階層過於繁雜。使用者 A、

B 認為這種呈現方式會加重使用者使用系統時的混亂，需要多費心思去判

斷下方的文獻是引用文獻或是被引用文獻。 

在 THCI 系統中，可使用「作者姓名」檢索該作者所發表的文章。但

使用者 B、C、D、F 皆認為系統對於權威性的部分控制度不足，無法確定

檢索出來的作者是否為其所需，希望系統可以提供作者的基本資料，例如：

服務機構及服務年代與職稱，讓使用者可更清楚判斷該作者之背景資訊。

此外，使用者 F 也注意到 THCI 之作者檢索有提供被引用次數，但卻把自

引的部分扣除了，一般資料庫並不會特別扣除自引的次數，雖然自引有許

多爭議，但還是種引用的表現方式，並非完全不合理，因此不應先行扣除

自引次數，反而會讓使用者無法判斷總共的被引次數共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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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問題外，使用者 G 認為 TSSCI 與 THCI 皆可以效法 WoS 進行

該次檢索結果的分析，亦即所謂的後分類功能，讓使用者可更方便針對檢

索結果做各種類型的範圍縮限。 

五、系統使用困難或阻礙 

在系統使用困難或阻礙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使用者的問題為「除上

述檢索功能、索引欄位與輸出欄位外，在使用 TSSCI / THCI 的過程中，您

是否還有遇到其他的困難或阻礙？」，茲整理各使用者之訪談摘要如下。 

許多使用者認定的系統使用阻礙相當於在介面、檢索功能、索引欄位

以及輸出欄位所碰到的困難，例如：1. 資料庫首頁選項配置令使用者無法

立刻判斷該點選何處進入檢索；2. 資料庫未提供其建置目的、收錄範圍與

選刊標準；3. 介面設計令使用者感到不信任，看起來像半成品，不像資料

庫而是單純的網頁；4. 系統未解釋「來源文獻」與「被引用文獻」，其他

涉及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概念亦無任何說明；5. 檢索結果之排序設計不佳；

5. 檢索介面設計不佳，THCI 將檢索功能與期刊列表呈現於同一網頁中，

令使用者感到困惑；6. 參考文獻著錄不全；7. 系統之回首頁功能、回檢

索結果列表功能設計不佳；8. 兩資料庫之索引欄位皆不含年代。 

除上述之系統使用阻礙外，十位使用者所提到的使用困難處皆不盡相

同，以下分述各使用者所提供之觀點。 

（一） 使用者 A：1. THCI 的「搜尋可能全文」的部分，會讓使用者

誤以為是連結到圖書館訂購的全文，其實是利用 Google 檢索而

已；2. THCI 來源文獻書目資料中的連結太多，例如：作者資

料、期刊資料，連結太多會造成使用上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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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者 B：THCI 沒有英文介面，而 TSSCI 有。 

（三） 使用者 C：1. 系統中引用和被引用的關聯不完整。在來源文獻

裡所看到的參考文獻，在被引文獻查詢中常常查詢不到；2. 

THCI 之檢索結果可藉由參考文獻一直不斷的連結，但連到後

來會容易迷路，也沒辦法回到檢索結果的首頁。 

（四） 使用者 D：1. TSSCI 排列表格的方式很直覺化，但 THCI 排列

起來沒有那種舒適整齊感；2. THCI 白色跟淡墨綠的地方配色

讓文字有點看不清楚。 

（五） 使用者E：1. 兩個系統的反應的時間都有點慢，讓人有點焦慮；

2. THCI 沒辦法回檢索結果列表之首頁。 

（六） 使用者 F：1. 檢索結果畫面應提示使用者本次的檢索歷程；2. 

TSSCI 檢索結果列表最下方的「再查詢」其實是重新查詢，而

不是對檢索結果的再查詢，很容易讓使用者誤會。3. THCI 沒

辦法回檢索結果列表之首頁。 

（七） 使用者 G：兩個資料庫的資料量都太少，常常輸入檢索詞後卻

沒有資料。 

（八） 使用者 H：TSSCI 無法回資料庫首頁的功能；2. THCI 沒辦法

回檢索結果列表之首頁。 

（九） 使用者 I、J：1. TSSCI 資料庫不夠穩定，找不到資料時有時會

跳警示視窗提示，有時沒有，容易讓人產生困惑。THCI 亦同，

系統常常反應時間過長、甚至找不到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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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優缺點評析 

在系統優缺點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使用者的問題為「總體來說，您

覺得 TSSCI / THCI 之優缺點為何？」，以下就各使用者之訪談摘要做整

理。 

整體來看，綜合使用者 A、B、E、I、J 所言，TSSCI 與 THCI 的優點

都是介面設計簡單、使用上亦不會太過困難，但同時也是個缺點，各方面

簡單，同時來說也太簡陋，一開始好上手，但實際使用後在資料庫的功能

上就會跟著受限許多。TSSCI 比 THCI 較優之處為其是單獨的頁面，THCI

若能獨立於人文學研究中心之外，在介面上將會更清楚一些。 

使用者 C、D、E 也提到，TSSCI 與 THCI 是針對臺灣的資料所建置，

所收的都是中文文獻，因此至少現在臺灣已經有個可以參考的引文索引資

料庫，對未來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也將具有參考價值。 

在 TSSCI 的部分，使用者 F、H、I 表示，TSSCI 的檢索功能中來源文

獻跟被引用文獻有分開，不像 THCI 為合併的功能，且有中英文摘要與英

文版介面，可供檢索的欄位也較 THCI 多、系統回應速度較快是其優點。

但如前述，資料庫內未說明選刊標準與建置目的、參考文獻建檔不齊全、

資料量較 THCI 少很多為其缺點。 

至於 THCI，使用者 C、F、G、H 表示，THCI 在使用者介面上較 TSSCI

有美感些，且文獻間的連結關係做得較 TSSCI 好，資料量也較豐富，作者

部分亦有針對英文姓名建檔。但最大的缺點是檢索功能混在一起，且太過

簡略，索引欄位間也僅能單選，尤其是觀念不清楚的時候想使用會有很大

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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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的基本功能外，使用者 D 認為，使用者會期待資料庫能提供使

用者一定的後續資料與功能，不應該只有單純的做個數位典藏，應該有最

佳化的檢索建議，方便使用者查詢。以上問題都有可能間接導致使用者對

資料庫的權威性失去信心，完善的資料庫應該都要避免這些部分。 

七、與 WoS 之差異 

在與 WoS 系統之比較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使用者的問題為「依您的

使用經驗，您認為 WoS 之引文索引資料庫（SCIE、SSCI、A&HCI）與 TSSCI 

/ THCI 之差異為何？」，茲將各使用者之訪談摘要整理如下： 

多數使用者對 WoS 與 TSSCI、THCI 所感受到最大的不同處為資料量

上的落差，使用者 B、C、E、I、J 皆提到這項差異。TSSCI 在網路上說明

其設立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建立資料庫，另一個是客觀的辨識期刊跟論

文的優劣。但 TSSCI 連建立資料庫都沒做好，當然就沒辦法很客觀的辨識

期刊與論文優劣，讓人感覺該資料庫一開始就已經有想變成菁英資料庫的

目標，而不是一個能讓大眾檢索的資料庫。此外， WoS 中有很多不同語

系的文獻，但 TSSCI 跟 THCI 只有臺灣文獻，如果要將臺灣的引文索引資

料庫做好的話，本土性就要夠，如此才會有自己的特色，建議可把本土性

的一些特色當作分類去做，特別收錄某個主題的文獻讓使用者多認識。 

另一項差異則是系統功能上的不齊全。使用者 A、C、D、、F、G、H

表示，無論是檢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或是對資料的處理上，WoS

皆很充足，可查詢的欄位較多、且可使用布林邏輯，系統亦提供進階檢索

供需求較多的使用者使用，資料庫的介面也設計的較好、說明也十分清楚，

使用者 H 認為，其差異大到 WoS 已經包括 TSSCI 跟 THCI 的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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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則是關於引文資料的後續分析上，使用者 E、F、G 提到，TSSCI

的 JCR 是整理成 PDF 統計表的方式，沒辦法再連結細看引文報告內部的

資訊，不具有資料庫該有的特性，而 THCI 的統計部分則是根本沒有開啟。

因此在使用上此兩系統完全無法符合引文資料庫該有的特性，有時候甚至

會忘記它是引文索引資料庫。但WoS有 JCR資料庫列出每種期刊的 IF值，

是個相對客觀的學術評鑑指標。 

八、發展期許 

在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期許方面，本題詢問資

料庫使用者的問題為「在使用 TSSCI / THCI 後，您對我國引文索引資料庫

有何發展之期許？」，以下茲就各使用者之訪談摘要做整理。 

使用者大多希望能增加資料庫內容的豐富性，並向國外效法，將上述

資料庫的缺點改善，並補足引用跟被引用關聯不完整的部分，做出真正像

是「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系統。 

在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收錄內容上，使用者 A、B、C、H、I 認為，應

該廣納華文的期刊論文，豐富資料庫的收錄文獻，並確保資料的齊全與正

確性，先讓資料庫回歸資料庫再來客觀的進行排行，如此在未來也能陸續

擴充系統功能供使用者利用。 

在介面與檢索功能方面，使用者 H 提到，希望負責的單位可以繼續維

護下去，首先在介面要吸引使用者，將系統的好用性呈現出來，並將檢索

功能擴充，沒辦法做到 WoS 或其他大型資料庫那樣，至少要先把最基本的

幾點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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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選刊的部分也是個十分基礎但卻不容易的

難題，使用者 B 提到，大家都很質疑此類資料庫選刊的標準跟權威，希望

選刊的標準與範圍可以公開讓使用者知道，並放置於資料庫中做說明，讓

使用者不會有疑問。 

在資料的處理上，使用者 A、C、F、J 認為應該要加強引文分析方面

的功能，並且進行進一步的引文資料統計，例如：WoS 的主題統計、引用

關係圖、期刊引用的分析報告等，未來也可以更進一步提供個人化服務、

匯出或是儲存檢索過程等功能。 

目前，TSSCI 與 THCI 為兩個獨立的資料庫，在範疇上分屬社會科學

與人文，使用者 A、G 認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並不能完全分成兩個領域，

例如 WoS 整合了 SCIE、SSCI、A&HCI，因此應該將 THCI 和 TSSCI 做整

合，讓使用者可以在同一個介面做檢索，並提供使用者選擇欲檢索之範圍，

整合在可以擁有跨學科之性質，學術影響力也會比較大。 

參考國外的經驗，減少經費、人力跟政策上的一些限制，可以讓臺灣

的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更進步，正如使用者 E 所提到的，希望可建置成

以後不管做什麼研究，只要是臺灣的文獻就可以來這個資料庫使用。 

第二節 圖書館館員 

本節整理歸納圖書館館員對於 TSSCI 與 THCI 各層面之看法。本研究

中所受訪之圖書館館員包含政治大學圖書館以及輔仁大學圖書館館員，共

計五人。以下茲針對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引欄位、檢索結果輸出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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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優缺點評析、系統使用與詢問狀況、與 WoS 之差異、資料庫推廣、發

展期許等九個部分加以概述。 

一、使用者介面 

在使用者介面方面，本題詢問圖書館館員的問題為「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使用者介面設計是否有可改進之處？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一步

的改善？」，茲就各館員之訪談摘要統整如下。 

五位館員都覺得 TSSCI 與 THCI 目前還僅是很簡單的系統介面，因此

在使用時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限制，茲就五位館員對使用者介面的配置問

題摘錄如下： 

（一） 館員 A：它們現在的狀態都還是很初步的介面，TSSCI 稍好，

介面上從引用跟被引用來說可以清楚看出它切換的狀態。THCI

混在一起就很不方便，若使用者本身對引用跟被引的關係不是

很清楚時，檢索出來的東西就會混在一起。整體來講兩個資料

庫都太陽春，從視覺上來說視覺效果很糟，版面設計不理想，

既然簡單就應該更方便去使用，但整體介面都不夠清晰明確。 

（二） 館員 B：兩個資料庫在介面上都過於單純。THCI 只有一個單

純的簡單查詢功能在上面，在系統的檢索功能上也說明得不夠

清楚，如果想做比較複雜的搜尋就沒辦法引導使用者瞭解系統

的功能。再且，THCI 一看就知道是計畫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旁邊一大堆其他的資訊。TSSCI 雖然頁面有開在另一個畫面上，

但架構上也是一樣，都是國科會補助的一個中心。當初建置的

動機不管是對介面設計或檢索功能而言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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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 的查詢介面看起來也是很簡單，不提供複雜的查詢功能。

不過 TSSCI 和 THCI 不同的是它有把查詢期刊的部分放在另一

個頁面，但就引文查詢的頁面來說，整個介面也是非常單純。 

（三） 館員 C：兩個資料庫介面及功能都較陽春，有不少需要改善的

地方。但若不與國外引文系統的功能直接比較，可發現國內多

數的檢索系統也大部分都是類似的情況，包括自動化系統跟資

料庫的部分，它們的檢索功能跟介面都不太另人滿意。因為國

內的資料庫通常開發的資源很有限，不是一個很大的開發團隊

在做，大部分都是由少數幾個人，甚至有些系統是由一兩個工

程師單打獨鬥完成，多數可能也沒什麼專業的美工及設計師，

所有的功能和介面多半都由工程師自行完成，所以在使用者的

介面上比較沒辦法著墨那麼多。像 Scopus 在使用者介面方面就

做的很好，但這些是基本資源上的差異，例如：人力及財力所

造成的。國內引文系統的資源相當有限，他們可能不是先針對

使用者需求去做調查再開發系統出來，所以有些工程師開發出

來的程式可能就會跟使用者的需求有落差，雖然使用者方面還

是會有一些回饋，但畢竟在概念上還是有些不同。 

（四） 館員 D：對我們圖書館實際在從事工作的人來說，這兩個是很

陽春的系統，甚至連資料庫都稱不上，比較像網頁。但使用者

介面倒沒什麼大問題，其實使用者大概也都知道要到什麼地方

找什麼資料，所以介面上是覺得還好，只是使用者乍看之下可

能搞不清楚該進哪裡查詢，但整體來說問題比較大的是功能面

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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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館員 E：當然要改進，整個介面感覺是上一個世紀的產品，現

在業界的檢索界面都已經厲害到一個程度了，TSSCI 跟 THCI

還停留在這樣的程度，所以也不太可能有辦法去推廣它。不如

和業界合作，用業界的能力開發比較具有親和力的介面。不過

整體上來說 THCI 比 TSSCI 的介面還好一點，只不過介面是小

問題，收刊才是問題，收刊的標準、資料庫的建立目的、要用

這資料庫來做什麼用途，這才是主要的問題所在。 

除了上述在介面上的配置問題外，A 館員亦提到，THCI 在學科分類上

加了圖資學，在歸類上會顯得有點奇怪。B 館員也表示，THCI 把期刊列

表列在查詢功能下，這不是以讀者查詢資料的角度做設計， 主要是讓使

用者查有哪些期刊被收錄進來。這點其實是 TSSCI 跟 THCI 共同的問題，

很明顯感覺的到是以評鑑為出發，而不是以蒐集資料為出發。介面上給人

家的感覺，會覺得這資料庫本來就不是要來查資料的，只是要來看某個期

刊有沒有被收錄。 

除了介面上的親和力與好用性外，D 館員認為兩個系統都缺乏線上教

學的部分，建議多加一點輔助功能。現在很多資料庫在滑鼠指標指上去都

會有提示的小訊息，但 TSSCI 跟 THCI 是沒有的，對於第一次使用的使用

者，尤其是人文社會方面的老師可能電腦技術不是那麼好，或是年紀比較

大的老師，可能就需要多一點的指引。系統應該要有輔助指引的部分，不

然就是要寫小註解。 

整體來看，A 館員認為，TSSCI 跟 THCI 都需要再去釐清它的使用者

介面設計，必須考慮到當它是要給很單純的資訊查詢者使用時，要怎麼清

晰而單純的呈現，畢竟 TSSCI 和 THCI 與一般資料庫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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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引文的特質。但另外一部份要考慮到的是，這種資料庫重要的地方就

是讓國內的研究者可以去看看國內的學科發展得如何，應該要兼具這兩群

使用者所需要的，所以應該要界定這兩種使用者的需求，然後再去設計它

的使用者介面。 

二、檢索功能 

在檢索功能方面，本題詢問圖書館館員的問題為「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檢索功能是否足以支援使用者之查詢需求？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

一步的改善？」，以下為各館員之訪談摘整理： 

大部分館員皆認為目前 TSSCI 與 THCI 的檢索功能並不足以支援使用

者的需求。目前兩個系統皆僅提供簡單的查詢功能，TSSCI 為勾選式，THCI

無法選擇，僅能使用單選的欄位查詢，即使是一般的資料庫來說，此種設

計皆太過簡單。以下節錄館員 A、B、C、E 對檢索功能之看法。 

（一） 館員 A：以一般性資料庫而言，最起碼都要分基礎跟進階檢索。

TSSCI 雖然是多欄查詢，但只能勾選它限定的欄位，勾選的意

思就是 OR，沒辦法使用 AND、NOT。THCI 更是只有單欄查

詢。若要細分檢索功能的話，布林邏輯、切截、萬用字、檢索

歷史、檢索策略的儲存、個人化功能的部分也都沒有，基本的

都不具備了，更別說它們是個引文索引資料庫，和一般商業的

學術資料庫比較，例如：EBSCOhost 或 ProQuest，連基本的特

質也不具備，更別提引用的功能，兩個系統都是過於簡單的。 

（二） 館員 B：兩個資料庫都不能結合不同的欄位查詢，也沒辦法做

複選跟布林邏輯檢索。THCI 更是只能選單一的檢索點，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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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做跨欄位的查詢。至少要給讀者一個簡易查詢跟進階查詢

的部分，甚至可以有年代的限制，或是有主題上的限制，但這

個部分因為資料本身在建檔的時候就沒很完整，所以就沒辦法

提供這些一般查資料時會用到的功能。 

（三） 館員 C：這兩個系統在查詢的時候均無法使用布林邏輯，只能

用簡單的功能，在設計上不是很理想。尤其 THCI 只能單選檢

索點，TSSCI 雖然可以複選，但還是不能以布林邏輯組合。不

能結合多個欄位查詢對社會科學來說是很大的缺陷，由於社會

科學的查詢，往往一種概念會有不同的表達詞彙，尤其是國外

引進的概念，當它是翻譯詞的時候，使用者必須將所有的同義

詞一同查詢，如果無法用布林邏輯組合，使用者就必須反覆的

多次查詢，這對使用者而言相當不便。因此系統至少要提供布

林邏輯的 AND 及 OR 的功能才行。通常在國外的資料庫查詢

系統中，使用一整串布林邏輯語法的檢索方法大多是可行的，

但國內多數的系統普遍就不接受這樣複雜的布林邏輯，目前國

內的資料庫系統多半僅提供簡單的 AND 及 OR 的組合，較少

提供 NOT 排除的功能或複雜的布林邏輯，這是國內系統與國

外系統長期以來在系統功能設計上的差距，也因此使用者也較

無法在國內的系統運用檢索技巧。 

（四） 館員 E：以現在的檢索功能而言，兩個資料庫都完全沒辦法做

進階檢索，也沒辦法做布林邏輯，這是使用資料庫檢索時我們

會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除上述的檢索功能設計外，館員 B 亦提到，在檢索的介面上，引用文

獻跟被引用文獻間的關係應該要很容易的可以在頁面上切換，但 TSSCI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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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I 兩種功能等於是分立的，在查的時候一定要想清楚現在要查什麼，

在檢索時很多時候都會希望可以同時知道引用跟被引的資訊，所以這兩個

系統相對來說就非常不方便。館員 C 亦認為，對使用者來說，TSSCI、THCI

的功能在 WoS、Scopus 中都可以在一個介面裡做一次查詢就可以得到結果，

不用再跳出去查另一個，但 TSSCI 跟 THCI 就沒辦法，一定要出去再查一

次，這部分應該是可以改進它結構的地方。 

此外，C 館員也提到查詢 THCI 時，查詢結果的顯示將引用跟被引用

文獻都放在同一個位置，只有敘述的文字不一樣，因此使用者必須去判斷

是引用還是被引用，如不仔細看很容易弄錯，這也是在檢索功能的介面設

計上沒考慮到的，應該分兩個部分分別顯示結果。 

整體來看，檢索功能的設計也和資料庫的建置目的有關，因此 D 館員

認為，要釐清的問題是 TSSCI 跟 THCI 的重點是要查期刊有沒有被收還是

被引用幾次，這兩個是不同層面的功能。如果只是要查期刊有沒有收錄的

話就沒有太大問題，但如果是要去查哪些文獻是好的文獻，那它的檢索功

能支不支援模糊邏輯、自然語彙、權威控制，這些都會對讀者造成障礙。

也許讀者今天要查蘇軾方面的文獻，可是他只知道蘇軾而不知道蘇東坡，

在查詢上就有可能會漏掉了。整體來看 TSSCI 跟 THCI 不像是資料庫，關

聯式資料庫沒有做好，像 WoS 更大的功能其實是它是個資料庫，但這兩個

系統目前做出來的功能都是為了評鑑，主要是讓研究者去查期刊有沒有收

錄，但有的功能又不是非常明顯，所以就顯得不是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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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索引欄位 

在索引欄位方面，本題詢問圖書館館員的問題為「依您所見，TSSCI / 

THCI 之索引欄位是否足夠？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索引欄位？」，茲就各館

員之訪談摘要整理如下： 

五位館員皆認為以目前 TSSCI 與 THCI 的索引欄位而言是還有可改進

之處的。綜合五位館員的意見，除了 TSSCI 與 THCI 共有的題名、作者與

期刊名外，中英文摘要、服務機構、關鍵詞、年代、學門類別、ISSN、主

題等幾個欄位是應該可以提供索引欄位給使用者的。 

在摘要與關鍵詞部分，館員 A、B、C 提到，在 TSSCI 中有提供中英

文摘要與關鍵詞，可以開放此欄位供使用者做搜尋。但 THCI 此兩個欄位

目前並未建檔，摘要與關鍵詞亦是判斷文獻的重要資訊，因此若有此欄位

是最好的，但若原始資料就未建檔也無法成為索引欄位。 

在服務機構、年代以及學門類別三個欄位方面，館員 B、C、D、E 提

到，年代與服務機構在 TSSCI 與 THCI 兩個系統中皆是有建檔的欄位，就

應提供給使用者查詢。而學門在兩系統中本來就有做分類，像國科會的研

究計畫查詢就有學校、學門可以查，比如說想用引文索引資料庫查學門的

狀況，可以限制只要在圖資學門、教育學門裡查詢。 

至於 TSSCI 與 THCI 皆未建檔的主題與 ISSN 方面，館員 C、D 提到，

既然兩個資料庫都有收錄期刊，ISSN 也可以讓它變成一個索引欄位，雖然

對一般使用者來說不會太常用到， 但對館員而言，要鎖定特定期刊的時

候有 ISSN 就會更方便，主題也是一個可方便查詢的欄位，可以的話應該

要提供出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8 
 

總體來看，索引欄位的設計亦和資料庫的建置目的有關，茲節錄館員

A、E 對索引欄位之看法： 

（一） 館員 A： 檢索欄位的問題會回歸到資料庫的結構上，牽涉到它

怎麼去建那個資料，有那個資料去建，索引的欄位才有意義，

所以就這兩個資料庫現在建的欄位而言，其所進行的結果是足

夠的。但如果從引文索引的角度來看，那這兩個資料庫，尤其

是 THCI，從架構上都要整個都要推翻才行。WoS 跟 Scopus 也

是一步一步去發展的，慢慢讓它的分析越來越精確，但我們不

可能讓 TSSCI 跟 THCI 一下就躍進到現在 WoS 跟 Scopus 的程

度，所以應該回歸到基本的架構問題與要呈現的欄位問題，這

些都要先去定義好，才能去做使用者所需要最基本的，以一般

索引資料庫而言需要呈現的欄位，才能去定義它要有怎樣的檢

索欄位，然後再搭配引用這部分進來。 

（二） 館員 E：索引欄位還是要提到建置目的，要用資料庫來做什麼，

假如要有學術評鑑功能，那索引欄位就一定要加進去。甚至可

以跟 WoS 一樣，讓使用者可以用學校來做分析，分析這個學校

到底總共收錄幾篇、被引用資訊如何。最重要是資料建檔的時

候有沒有建出那個欄位，否則就算事後想加這個索引欄位還是

要回頭花時間去加上那些資料。要去想最後要做出什麼樣的系

統、目的是要做什麼。我們現在可以觀察國外的引文分析資料

庫目前的功用，像 WoS、Scopus 人家都拿來做什麼，可以從很

多的文獻跟功能去分析，從裡面去了解別人認為引文索引資料

庫的功能在哪裡，再回頭想要怎麼設計。我們不是沒有前例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9 
 

循，只是有時候要配合臺灣的環境，因為我們有一些比較特別

的風格，像學術評鑑的風氣就是其中之一。 

四、檢索結果輸出欄位 

在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方面，本題詢問圖書館館員的問題為「依您所見，

TSSCI / THCI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是否具備可供使用者判斷其內容之詳盡

性？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檢索結果輸出欄位？」，各圖書館館員之訪談摘

要如下： 

館員普遍認為 TSSCI 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還算詳盡，但參考文獻不足

的部分是其缺點．THCI 則是稍嫌不足，參考文獻亦不是十分完整。以下

茲節錄館員 A、B、E 對 TSSCI 與 THCI 檢索結果輸出欄位之意見。 

（一） 館員 A：TSSCI 除了基本的資訊外還有附上摘要，所以就一般

索引資料庫來說是還好。但若是引用資料庫的話，它的後續資

料就沒有做很好的處理，是很可惜的地方。像參考文獻的部分

沒有全列出來，至少要加上完整的參考文獻，這樣才有辦法形

成引文網路，才能符合引文索引資料庫基本的標準。THCI 連

資料的顯示都很少，是最陽春的那種資料顯示，沒有關鍵字、

也沒有摘要，這是一般索引資料庫使用者會去看的，可以讓使

用者更方便判斷這資料合不合用，更何況是加上引用的部分，

就沒辦法顯示的更好。 

（二） 館員 B：TSSCI 的輸出欄位還算蠻完整的，一般期刊索引資料

庫應該要有的欄位大概都有，但是很多文獻參考書目都還沒建

進去，所以沒辦法展現出它引文資料庫應該有的功能。T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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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還有看到 2010 年的資料，TSSCI 就還沒有看到。但 THCI

的資訊提供的就不是很夠，參考書目也沒建完整。而且資料的

呈現在層次上分太多層了，沒辦法一下就看到資料，還要經過

很多次的點選，在設計上不是很理想。 

（三） 館員 E：TSSCI 跟 THCI 有些欄位都是不全的，像摘要就是個

很重要的欄位。如果這是一個國家級的單位，是否可以要求摘

要或其他基本的資訊在收刊的時候就和期刊的出版者談，所有

索引欄位跟輸出欄位所需要的部分都要一起提供，否則沒有摘

要就沒辦法做這文章的加值效果。 

在檢索結果列表方面，B 館員也提到，TSSCI 和 THCI 兩個資料庫都

做的不是很好。在檢索結果列表畫面中都沒有包含被引用次數的資訊，這

部分應該要讓使用者可以在結果列表中就看到。反倒是結果列表不應該列

出英文題名，會顯得很雜、訊息太多，英文題名應該在完整書目資料裡出

現就可以了。而且在 THCI 中點選文獻的參考書目後，顯示的是資料庫中

引用該筆參考書目的文獻有哪些，沒辦法知道這筆資料有沒有被收在

THCI 裡，是很不方便的地方。 

除此之外，替讀者找到可能的全文亦是引文索引資料庫必須做到的功

能。B 館員提到，THCI「搜尋可能的全文」部分，如果丟到 Google 裡查

應該很多中文期刊是找不到的，應該要連到「期刊聯合目錄」，試圖引導

使用者取得全文。E 館員亦認為，能不能經由外部連結指向有收全文的資

料庫也是非常重要的。檢索結果出來後直接連結到一些開放近用的期刊

（Open Access Journal），如果是付費的電子資料庫也可以做連結，只是沒

有買就進不去。這樣的方式可以讓資料庫的使用率提升，也算是種雙贏。

現在感覺 TSSCI 跟 THCI 就是一個死的、完全與外界隔絕的資料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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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本身一定要是活的，要連接很多的網路資源，不管是檢索結果的匯出、

連結全文跟其他的加值效果，如果都具備的話資料庫就會顯得很好用。 

除此之外，館員 B、D、E 亦提到，檢索結果的匯出功能以及與書目軟

體的連結功能亦十分重要。其中，館員 D 認為，資料的檢索結果是否可以

匯到書目管理軟體，如：Endnote、Zotero、RefWorks 等，這些欄位要匯出

的話通常都是要去使用它，但加值的部分要怎麼去讓資料跟這些軟體結合

在一起就很重要了。館員 E 亦認為，TSSCI 與 THCI 的檢索結果匯出功能

皆做得不夠好，真正好的匯出功能甚至要可以轉換各種格式，像研發處就

比較喜歡 excel，可以再利用 excel 做出表單，這樣就會很實用。但這種功

能目前 TSSCI 跟 THCI 都看不到，THCI 雖然可以匯出但匯出的結果還是

沒辦法去做其他加值的工作。這功能在現在一般的資料庫都很常見，甚至

要可以匯到書目管理工具，這些功能在技術上都沒什麼困難，只要可以匯

出的話就可以讓它們的加值功能變得比較好，使用率也會增加。 

整體來看，E 館員建議可參考其他中文的系統，例如華藝、凌網，或

是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這些系統的欄位就很夠了，但是引用次數跟參

考文獻一定要做出來，畢竟參考文獻就是引文索引資料庫和一般資料庫不

同的地方。總歸一句還是建置資料庫的前提要訂定出來，不然再怎麼設計

都沒用，如果只是要做一個「優良的期刊排行榜」，那不管檢索層面的功

能再怎麼厲害也不會有人去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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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缺點評析 

在系統優缺點方面，本題詢問圖書館館員的問題為「總體來說，您覺

得目前 TSSCI / THCI 之優缺點為何？是否有其可改進之處？」，茲整理各

館員之訪談摘如下。 

在系統優缺點方面，館員普遍認為 TSSCI 與 THCI 都還有不足之處，

但 TSSCI在介面上較 THCI好一些，然而在資料的收錄上 THCI 卻較 TSSCI

全面。若能以國圖的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發展引文索引資料庫，在資料的正

確性與全面性都會較佳。以下茲節錄館員 A、C、D、E 對兩系統之看法。 

（一） 館員 A：TSSCI 目前在檢索的介面與呈現上比 THCI 來得清楚

一些。但很可惜的是若回歸到資料庫的本質面來說，在資料回

溯的年代、學科範圍、文獻數量等方面，不要說引文研究者去

用這資料庫，連對一般學科的研究者來說都太少了，只能當作

是輔助的參考，沒辦法做為主要來源。若國圖的期刊論文索引

能發展成引文索引資料庫，一般來說至少期刊論文的部分一定

是用這資料庫查詢，若能更進一步變成一個更完整的引文索引

資料庫的話，它所產生文獻的串聯性就會更好一些。 

（二） 館員 C：兩資料庫的優點是它們提供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

引文查詢功能，對於查詢及瞭解國內研究的情況有相當的助益。

但在收錄內容方面，由於引文分析需基於書目計量進行運算，

希望 TSSCI 的文獻可以再蒐錄完整一些，而非以做為評鑑工具

為主，目前 TSSCI 最大的問題應是在於收錄的期刊太少，以至

無法發揮引文資料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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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館員 D：優點當然是 TSSCI 與 THCI 在理論上是目前國內唯一

的引文系統，但收錄期刊的評估來源如果有做嚴格把關的話就

是優點，如果每年都沒有做把關而只是收錄進來就是缺點了。

兩資料庫要改善的空間都蠻多的，包括欄位與使用性，目前兩

系統的使用性還侷限在某一範圍內，如果要往外開展推到其他

國家是不夠的。建議跟周邊相關的資料庫做結合，現在資料庫

都知道要做串聯，若直接從國圖的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拿資料，

引文方面反而會更正確，因此會建議兩資料庫把觸角往外伸。 

（四） 館員 E：THCI 比 TSSCI 好一點，至少有收比較多的期刊進去，

如果要讓它變成一個主題資料庫的話還比較有資格一點，可以

查到比較多相關的文章。但缺點是目前的建置還是很陽春，但

是還是可以發展下去的，只是可能要做點介面上的改善。但還

是會有一個爭議，就是檢索出來的結果我們可以做什麼應用？

我們必須要告訴老師這資料庫有什麼好處才行。看 THCI 網站

的說明，裡面所提到的系統功能對很多老師來說都不是很重要

的，推廣優良期刊跟老師們的研究差很遠。所以其實資料庫頁

面的設計也是很重要的，要寫明緣起，而且要讓研究者或使用

者能夠了解，不能拿政府的口號來寫，這樣就等於沒什麼意義。

大部分使用者都對期刊的編輯、退稿或品質不是很了解，所以

這個資料庫值得用的地方在哪裡就要很明白的告訴他們，在資

料庫網頁上就要說明清楚，推廣利用的時候才能夠非常明白的

告訴使用者。 

在系統的功能面上，館員 C 提到，TSSCI 與 THCI 都缺乏資料庫的基

本功能，例如：布林邏輯、檢索結果輸出的功能。因為這兩個系統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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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引文分析功能，所以至少要讓使用者可以把檢索結果輸出做後續的

分析。在檢索結果的呈現上也應該再做後分類、限制查詢及排序的功能，

否則萬一查出來的資料筆數龐大，只能在畫面上一頁一頁翻，使用者必須

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整理。雖然 THCI 點選文獻題名、書刊、卷期、

出版日期跟作者可以做排序，但還是與使用者期待的結果有落差。此外，

兩系統都缺乏引文分析統計功能，以目前這兩個系統來說，因缺乏即時的

引文分析功能，使用者無法透過資料的查詢看出引用、研究的趨勢，這對

一個引文索引系統而言算是個致命傷。 

在系統的建置層面，館員 B 提到，人文跟社會科學可以不用分成兩塊，

國外是因為量太大，所收的文獻是全世界才要分，而且很多人文學的領域

應該是跨學科的，像圖資、宗教這兩門領域的跨學科研究就蠻多的，所以

不需要分開，應該可以合在一起變成人文社會科學，整個合在一起做一個

會比較好。且TSSCI跟THCI現在資料回溯的時間分別是 1996跟 1998年，

在時間方面可以慢慢再往前回溯，像 ISI 的 SSCI 本來只有建到 1956 年，

後來慢慢回溯到 1900，SCI 也是會盡量往前回溯，文獻量越多效果才能呈

現得出來。 

另一個缺點即是期刊資料的來源問題。由於臺灣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發

展與學術評鑑密不可分，因此 TSSCI 便帶有濃厚的評鑑色彩。但對於引文

索引資料庫而言，TSSCI 的期刊評選其實是具有非常大的爭議的。以下茲

節錄館員 A、B、E 對 TSSCI 期刊評選之看法。 

（一） 館員 A：TSSCI 的評選制是好的，但臺灣到底對引用文獻這資

料庫的定位在哪裡，評選的問題讓人感覺它是期刊評選的工具，

而不是一個引文查詢的工具。像 TSSCI 跟 THCI 的政策上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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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以資料庫的發展就不同。TSSCI 有選刊的政策在，選刊

政策並沒不好，但也變成收錄的期刊量一直都很少，所以 TSSCI

到底是一個評選工具、還是提供研究的工具？當然最好的是兩

個可以結合在一起。因為 TSSCI 先去評選期刊，THCI 就是先

通通收進來，用量來產生評選的引文機制，再算出 JCR的 Impact 

Factor，Impact Factor 這些東西都是要達到一個量才能去算，少

少的量算出來一定不客觀，就沒辦法回過頭來去評選期刊。像

ISI 那種量已經夠了，本身也有評選期刊的機制，這兩個是相輔

相成的，但我們的政策讓這兩種關係變成是對比的兩個政策所

產生的產物，要做為期刊評選的部分也沒發展好、要當成資訊

查詢的部分，完整性也沒做好，所以沒辦法去發揮它的功用。 

（二） 館員 B：TSSCI 是選刊才收的，如果要發揮引文索引的功能，

期刊的數量就應該要多一點。而且臺灣其實是個小地方，總文

獻量來說和其他國家相比就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又去縮限它的

範圍，其實就沒辦法展現整個臺灣的學術樣貌。 

（三） 館員 E：TSSCI 根本不是一個引文索引資料庫，感覺只是被當

成學術評鑑的工具。如果跟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相比，社會科

學屬於弱勢，一定要拿出一些量化的數據跟人家申請經費，或

是讓自己有個評判的標準。問題是 TSSCI 的評刊標準本身就是

有問題的，以現在的狀況而言，或許根本有人認為它只是個期

刊收錄清單，根本就不管資料庫裡其他的功能。而且資料庫裡

面有些文獻甚至都沒有摘要，看不出這資料庫還有什麼意義在，

也沒有研究者在用 TSSCI 的引文分析做什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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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統使用與詢問狀況 

在 TSSCI 與 THCI 的使用與詢問狀況方面，本題詢問圖書館館員的問

題為「依您的經驗來說，使用與詢問 TSSCI / THCI 之使用者數量佔總體詢

問引文索引資料庫之使用者的比例為何？若數量較少（多），您認為可能

的原因為何？」，茲統整各館員之訪談摘要如下： 

五位館員皆表示真正使用 TSSCI 與 THCI 來做文獻查詢的數量其實是

很少的，大多是有評鑑的查詢需求時才會使用。以下節錄五位館員對 TSSCI

與 THCI 系統使用狀況之答覆。 

（一） 館員 A：會真正用 TSSC、THCI 來做引文查詢其實是很少的，

常來問的是某本期刊有沒有收錄在 TSSCI 裡面。尤其 THCI 因

為在政策上本來就是廣泛的收錄，所以常會去問的反而是

TSSCI 有沒有收。如果是要用來查某個研究主題的話用這兩個

資料庫也是很少，因為根本直接用國圖的期刊論文索引查就好，

會用引文資料庫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想利用引文的關係

找出更異於一般索引資料庫的特質，但它們沒建好，自然就沒

辦法發揮這一塊。 

（二） 館員 B：極少，沒什麼遇過。大部分使用者都只會想查收錄清

單在哪裡，不會用這兩個資料庫當作查找研究資料的工具。一

方面也是因為資料不全、查詢的功能也不全。所以一般就研究

者的角度而言，想要蒐集資料的話應該不會想用這兩個資料庫

當成一個管道，這兩個資料庫對使用者來說可能只是純粹去找

收錄清單、或是找某個作者有幾篇收錄在裡面，所以基本上都

是以做評鑑目的為主，而不是以查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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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館員 C：其實不只是 TSSCI、THCI，包括 SSCI、Scopus，多半

都是老師需要申請國科會計畫或評鑑時較會來詢問。中文資料

庫可能因為僅有基礎查詢功能，使用者可輕易上手，所以在詢

問的量較少，加以 TSSCI 及 THCI 這兩個系統同時肩負著評鑑

的功能，因為 TSSCI 收錄標準較嚴，收錄的刊數較少，且 TSSCI

所收的刊並非決定收錄之後每年持續收錄，可能這年有收，下

一年就沒收，所以可查得的機率整體而言並不是很高，也因此

諮詢的問題也以收錄的問題及為何查不到為大宗。WoS 跟 JCR

的諮詢量相較之下比較高，由於系統提供多種查詢及分析的功

能，許多老師或研究助理在圖書館開設資料庫課程時均會來報

名，並有多位老師要求為該系講解資料庫及資料查詢時指定必

須解說 WoS 及 JCR 這兩個資料庫。平日諮詢量也同樣於國科

會的計畫申請期間才有較多詢問引用次數及查詢 impact factor

方法的讀者。 

（四） 館員 D：很少，如果讀者問某期刊有沒上 TSSCI 跟 THCI，我

們會直接用匯出來的期刊列表查詢，直接上去查詢的比例是很

少的。要跟 WoS 比的話大概 99%比 1%。 

（五） 館員 E：被問到 TSSCI 跟 THCI 的機會其實都不多。被問到

TSSCI 的都是想要拿到 TSSCI 的收錄清單，或是怎麼進入

TSSCI 期刊審查的量化標準跟申請程序，完全不會問這個資料

庫要如何使用。所以會覺得納悶的地方是 TSSCI 在臺灣到底是

一個引文索引資料庫，還是一個期刊排行榜，只要能被收在裡

面就好，大家好像都不太重視裡面的學科引用情況。THCI 就

真的沒被問過，有時候會被問到 THCI 入口在哪裡，但還是沒

有人真正要了解它。人文學的老師也不覺得引文索引對他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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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很重要。但 THCI 和 TSSCI 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期刊排行

榜，是真正想做一個引文索引資料庫，所以達到某一個水準的

期刊就收，在收錄標準上不會那麼嚴苛，希望能利用真正的引

用結果。但是就我們做讀者服務的經驗，人文學者絕對不會用

引文來做分析，都會以他們的經驗、以他們在該學科待的時間

來評論，所以就不會去看這種量化的東西。 

七、與 WoS 之差異 

在與 WoS 之系統比較方面，本題詢問圖書館館員的問題為「依您對

WoS 引文索引資料庫（SCIE、SSCI、A&HCI）與 TSSCI / THCI 的認識，

您認為其差異為何？」，以下茲就各館員之訪談摘要做整理。 

在與 WoS 系統之比較方面，若以功能層面來看，無論是查詢功能或是

引文的分析功能，WoS 皆優於 TSSCI 與 THCI，且差距甚大，WoS 已經接

近一種大型的綜合資料庫，但 TSSIC 與 THCI 卻連普通資料庫的特質都沒

達到，引文功能也做得不齊全。以下茲節錄館員 B、D 對 TSSCI 及 THCI

系統層面之看法。 

（一） 館員 B：系統功能差太多，畢竟 WoS 已經發展很久，也投入很

多的資金去做這樣的資料庫，所以不管是查詢或是引文的分析

功能都很優良，可以很容易就看出引用上的關係，另外還有視

覺化結果的呈現、後分類功能、書目匯出功能，到最近新增的

Researcher ID 也是進一步的功能，讓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去找到

他想合作的對象，這些都是有資金投入才有辦法做到的。另外

WoS 也有跟一些資料庫廠商合作，讓使用者可以很方便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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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章的全文，或是跟館內的電子期刊系統做連結來取得全文。

現在對讀者來說找到全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國外也都會用收

集到的資料再去做一些不同的解讀跟運算，像一些新的指標，

人家有足夠的金錢投入跟時間的累積。回過頭來看，我們的問

題在於引文索引資料庫不應該只為了評鑑，而是要讓使用者更

方便去應用它才可以。 

（二） 館員 D：差異很大，一個是資料庫，一個只是網站。WoS 收錄

範圍很詳盡，而且收錄的來源不侷限於一個國家，TSSCI 跟

THCI 侷限在臺灣，而且收進來之文獻的依據有沒有嚴謹到像

WoS 那樣，這是很大的不同。再來就是使用性的層面，WoS 基

本上已經是一種大型的綜合資料庫，TSSCI跟THCI就沒辦法。

所以造成 WoS 使用率很高，但是 TSSCI 跟 THCI 就很少。 

造成 TSSCI、THCI 與 WoS 上述的差異，其實主要的原因還是臺灣的

引文索引資料庫在本質上是為了評鑑而生，並非如 WoS 想發展引文索引資

料庫是為了瞭解研究的趨勢或學門的發展。館員 C、E 對此之看法如下： 

（一） 館員 C：WoS 與 TSSCI、THCI 資料庫開始發展的目的並不相

同，WoS 的目的是希透過引文這種比較特殊的資料庫瞭解研究

的趨勢或學門的發展，透過這種引文關係可以發現一般資料庫

所無法發現的關聯，之後才被各國運用成學術成果評鑑的工具。

而 TSSCI、THCI 兩個資料庫一開始便肩負著評鑑的任務，所

以一開始建置的目的就比較偏向評鑑，重點不在於探索引文的

關係，所以做出來的成果才會造成最重要的引文關係在資料庫

中反而是斷掉的，這種差異這可能是國內在使用引文資料庫方

向錯誤上的差異。而像引文分析中的 related records 對社群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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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研究、科際整合的發掘是很重要的工具，但 TSSCI、THCI

兩個資料庫沒辦法查得，所以也就沒辦法就國內所發表的文獻

去分析這些關係，只能夠過 WoS、Scopus 進行。 

（二） 館員 E：TSSCI、THCI 設計的理念跟 WoS 在源頭就不太一樣

了。WoS 是希望能夠客觀的去辨別期刊的品質，希望能夠知道

某個學科學術傳播的狀況、相互引用的狀況，甚至跨領域間的

引用行為，而不是拿來做學術評鑑。TSSCI 在臺灣真的算是一

種很不正常的生態，它只是個期刊排行榜而已，連引用報告都

只做出兩年，怎麼能夠對學者或他們的學門有什麼幫助？學術

評鑑是 WoS 產生的附加功能，而不是它的源頭，但 TSSCI 是

完全倒過來的，人家期刊是先收進去再分析，最後才決定結果。

但 TSSCI 是一開始就已經先決定結果。而且 TSSCI 收刊的種數

那麼少，學門又很少，像 2011 年也只收了 85 種期刊而已，期

刊數那麼少還要去看它的引用情形的話，我們就會覺得這是非

常奇怪的情形。表面上看起來它有點類似 WoS，但其實根本就

跟 WoS 的做法差很多。THCI 雖然不像 TSSCI，可是這又跟學

術評鑑有關，這兩個資料庫只有 TSSCI 被拿來當成學術評鑑的

工具，THCI 目前沒有。人文學的學者很反對用引文這個指標

來當成研究獎勵、升等的工具，因為他們使用的文獻跟社會科

學比較不一樣。WoS、TSSCI、THCI 這三種資料庫其實都是不

一樣的情況，但是 TSSCI 在裡面是最奇怪的，根本不能稱作是

引文索引資料庫。 

整體來看，WoS 與 TSSCI、THCI 差異甚大，A 館員認為，要改善此

種狀況應該先去看一個引文索引資料庫基本核心的功能、介面、欄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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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來顯示的資訊，有了上面這些再來講匯出，這也是一般的資料庫要有

的，讓一個資訊檢索者有辦法拿到這些資訊再去分析。這方面的研究應該

要有階段性的，比如說第一階段希望 TSSCI、THCI 達到怎樣的功能跟目

的，下一步再來進行別的部分，一開始是不是有辦法把所有的東西都架構

好是個問題。如果說要立標竿，WoS、Scopus 就是我們臺灣做引文索引資

料庫的標竿，但問題是現在有沒有辦法一下就去趕上這標竿，所以應該要

有階段性的把 TSSCI、THCI 去做階段性的轉型與提升。 

八、資料庫推廣 

在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推廣方面，本題詢問圖書館館員的問題為「若欲

推廣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利用，您認為可經由哪些方法實

行？」，以下為各館員之訪談摘要： 

館員大多認為因目前 TSSCI 與 THCI 在引文索引資料庫層面的建置成

果上並不是十分理想，因此想推廣也會顯得非常困難。以下茲節錄館員 A、

B、E 對於資料庫推廣之看法。 

（一） 館員 A：要推廣引文索引資料庫，一般應該都會讓使用者去了

解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特質是什麼、跟一般我們常用的索引資料

庫哪裡不同，以及它所延伸的出來的引文網路的部分，讓使用

者發現一般的索引資料庫是線性的查詢，但是用引文索引資料

庫是可以變成一個引文網路的。如果資料庫能建置比較完整的

話，讓資料庫回歸到引文的特質，讓使用者感受到這資料庫的

查詢有引文網路的架構出來，那才有辦法更有效去推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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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館員 B：要推廣資料庫的前提是它要先建好、資料庫基本的檢

索功能要具備，讓研究者感覺到查詢資料是非常方便的，自然

就會有人來用。但現在 TSSCI 跟 THCI 的情況是資料不齊全、

檢索功能也不強，而且幾乎不是為了查資料而設計，所以才會

引不起使用者來用的意願。基本上應該要先站在使用者查找資

料的角度，真的去發揮引文之間的關係，引文索引最重要的功

能就是能用滾雪球法找到更多相關的引用跟被引用文獻，這些

功能都要提供，才有辦法吸引使用者來用。 

（三） 館員 E：館員層面還是會卡在源頭，TSSCI 與 THCI 到底想做

哪一種資料庫？TSSCI 我們不太推就是因為只要把收錄清單的

內容掛上去就可以滿足讀者的要求。TSSCI 不跟老師介紹的原

因是因為他們只要收錄清單，介紹這個資料庫怎麼用他們沒興

趣、而且也不會用到，且引用次數也看不出學科真正的發展，

只是優良期刊間的相互引用，無法再做進一步的分析。THCI

則是會卡在讀者的屬性，人文學學者本來就不太信任這引文索

引資料庫，也可能是這資料庫現在也不夠優良，但如果能做到

像 WoS 那樣除了引文分析的功能以外，還可以做主題式的查詢，

也許學生就會很喜歡用。但這也是要收刊有好好做才行，WoS

雖然還是有收刊標準，但是它的數量還不至於太少，TSSCI 總

共只有 80 幾種，對學生來說要找相關的報告還不如用期刊論

文索引系統。主要是因為建置還不完全，所以推廣也很難。 

若需要以現況來推廣，館員 C、D 認為此種與評鑑有關的資料庫，如

果想要推廣，其源頭還是出在於國家與政府的政策層面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3 
 

（一） 館員 C：每年圖書館的資料庫講習課程都會開設關於引文資料

庫的課程，像 WoS 及 JCR，目前因為老師們要申請各項獎助必

須查詢著作的被引用次數，所以如果要很快、很有效的推廣引

文資料庫，就要把握這段時間，因為那段期間是使用者有需求

的時候，把握此時機開設相關的介紹課程，會有較好的效果。

不過 TSSCI、THCI 引文查詢功能有限，系統操作相當簡單，

使用者多半能自行上手。通常這兩個系統使用者較有疑問的是

關於收錄的問題，例如收錄清單怎麼查，期刊是否被收錄之類

的問題，如要開設課程或舉辦推廣活動可能要搭配 WoS 及 JCR

較能吸引使用者參與。 

（二） 館員 D：其實只要教育部下令我們要去用那就非用不可了，這

是最現實的，WoS 使用率很高，但它很昂貴，大家都還是會買。

這是因為教育部用它做為評鑑老師學術表現的標準、甚至作為

評量教師的標準，因為這樣所以一定要去用它。如果教育部要

推動 TSSCI 跟 THCI，那應該先說服教育部別侷限在某些評鑑

方式，像 Scopus 也是很好的方式，再加上 TSSCI 跟 THCI，如

果教育部可以把專注從 WoS 放開，說一聲需要用到 TSSCI、

THCI，那使用量就一定會提升起來。 

九、發展期許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期許方面，本題詢問圖書

館館員的問題為「請問您對於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未來期

許與看法如何？」，各館員之訪談摘要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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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館員對 TSSCI 與 THCI 還是抱持著正面的態度。例如：D 館員提

到，基本上 TSSCI 與 THCI 至少還算是蒐集臺灣期刊跟與瞭解作者發表的

成果最好的地方，尤其是文史哲的老師不太可能投到 WoS 的刊物，好不容

易有這樣的資料庫推出，就希望它能繼續茁壯，甚至發展到將來文史哲的

老師能靠它來拉分數，這樣很多文史哲相關的學校也能夠把名次提升上來。

而 A 館員也提到，在評鑑上，人文社會科學學校的吃虧點是沒辦法在引文

索引資料庫上像科學領域的發表量那麼多，所以在引文上的呈現就很糟糕。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是很本土化的研究，有時候不見得會發表在國外的期

刊，如果一直都是以WoS來評鑑，對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來說是不公平的，

若是國內能有一套健全一點的、雖沒有到 WoS 的程度，至少也要是基本的

引文索引資料庫，然後建立像 WoS 這樣的制度，至少國內學者的論文可以

不用因為這樣的評鑑制度而將其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外的期刊，如此反而沒

辦法培育國內自己的期刊成為一個優秀的期刊，變成一種惡性循環。 

在資料庫的發展上，E館員認為很重要的一點還是資料庫的建置目的。

建置目的是要做期刊評估、學術評鑑、還是要做真正的引文索引資料庫。

如果只是像現在的 TSSCI 那樣屬性偏向優良期刊排行榜的話就不用做到

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層次，但若要做真正的引文索引資料庫的話，就要從做

好一個引文索引資料庫的角度來思考系統的設計，但若引文索引系統又跟

學術評鑑有關的話就又會陷入與現在同樣的情形了。 

另一點館員所擔憂的即是資料庫的出資與規劃方式，臺灣的 TSSCI 與

THCI 建置成果不是很好就是因為受限於各種因素。整體來說，希望能有

專責的單位負責，若政府無法支持下去的話與私人企業共同發展亦是可行

的辦法之一。以下整理 B、C、D、E 四位館員對此問題之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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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館員 B：發展上需要有長遠的規劃。TSSCI 跟 THCI 都是用計

畫經費去支持的，也許政府偏向花費少許的經費就能做出成果

來，但這個思考模式沒辦法做到我們想要的這些功能，可能還

是需要有一個營利的公司介入，畢竟要建這樣的資料庫是需要

耗費很多人力跟金錢的，這樣才可能做長久的規劃經營。 

（二） 館員 C：國內的引文資料庫目前主要仰賴國家補助的經費來經

營，但因為補助的經費有限，很難苛求 TSSCI 與 THCI 能像國

外商業營運的資料庫有那麼好的介面和強大的功能。畢竟國內

引文資料庫所能運用的人力跟經費都較少，而引文資料庫中資

料的正確性非常重要，因此光是資料建檔校對就很必須花很大

的人力、時間跟金錢，所以在系統上的功能上著墨很少是可以

理解的。現在 TSSCI 及 THCI 兩個資料庫都是完全免費使用，

如果要長期營運下去還是要有充足的經費支援。所以國家如果

希望能長期提供國內引文索引查詢的服務，必須有充足的經費

補助，讓現有的系統能持續建置並可改善功能不足之處，不然

在人力跟經費都有限的情況下，要達到正確的查詢及便利的檢

索功能這兩項使用者最基本的需求將有很大的困難。 

（三） 館員 D：TSSCI 跟 THCI 應該有個專責的單位來負責，現在都

是國科會的外包計畫，就像數位典藏系統常常做完就關門了。

若每年都在換單位、換研究計畫，中間就沒辦法一致。這種資

料庫永遠不該是研究計畫，通常是這種都是先導計畫，之後應

該有個正式的部門來做事，所以才會沒有辦法在教育體系中落

實，若接著還要去做推廣就很難了。TSSCI 與 THCI 也十幾年

了，但十幾年來並沒有什麼改變，所以會非常希望它能夠做好，

但實際上十幾年下來感覺前途是有點堪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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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館員 E：如果真的想做一個真正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就絕對不

能像現在這種用政府補助的方式，它在使用上可以是免費的，

可是一定要有個商業機制的單位負責維持、然後持續的開發，

這樣它的介面跟功能才會比較好。但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TSSCI

跟 THCI 而言，我們都說那是上一代的資料庫設計，包括整個

介面、查詢欄位，這些跟國外的系統都不能比。主要就是因為

建置的理念無法釐清、主管單位分開也是一個問題，且如果用

研究案或是年度補助的形式，人員流動率也很高。若真的要做

一個國家級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其實是不能這樣的，如果政府單

位沒辦法的話甚至可以 BOT，或委託給商業機構、或是以產學

合作的方式進行，這樣就會有顧問團的存在，私人企業也擁有

技術人員可以去開發介面或是做檢索介面的再改進。 

除上述之發展問題外，館員 A、E 也提到，站在學科層面上，應該將

TSSCI 與 THCI 合併為一就好，變成人文社會科學的引文索引資料庫。當

然人文學與社會科學會有不同學科的屬性，但可以像 WoS 那樣呈現在同一

個平台下，讓檢索的時候可以跨資料庫檢索，這樣才能夠去釐清跨領域的

引用關係。 

此外，A 館員也提到，建置資料庫的階段性發展是很重要的。若要從

頭來看，一開始可以用國圖的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所定義的學術期刊，

抽出人文社會科學的部分去建檔，回歸到引文索引資料庫方面「質」的定

義，然後再針對「量」去計算，像 JCR 的 Impact Factor、H-index，有期刊

關係所產生的「量」以後，再回過頭去評估當時依據國圖的這套標準所收

錄的期刊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裡面適不適合繼續收錄。有這種

階段性的程序，再慢慢符合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基本要求，才可以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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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階段。否則一直訂出高的標準，卻沒辦法在一個時間內就呈現出來，

就會像這十幾年來只是空談。 

若能達到如 A 館員所說的發展狀況，應該就能跳脫目前臺灣製作引文

索引資料庫系統所碰到的瓶頸。E 館員也提到， WoS 雖然是引文索引資

料庫，但很多讀者還是會拿它來當主題查詢使用，若臺灣要發展 TSSCI、

THCI，要期許有一天讀者只是想找資料也會用這兩個資料庫來做主題式的

查找，要做到讓它們不只是引文索引的資料庫，同時也是個查找資料的來

源，也許這樣讀者使用的動機就會高一點。 

第三節 資料庫建置專家 

本節整理歸納資料庫建置專家對於 TSSCI 與 THCI 各層面之看法。本

研究中所受訪之資料庫專家為業界對引文索引資料庫有高度認識以及製

作經驗之專家，共計三人。以下茲針對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引欄位、

檢索結果輸出欄位、優缺點評析、系統整合可行性、與國外之資料庫發展

比較、建置引文資料庫可能之阻礙、後續維護管理問題、發展期許及與國

際接軌之建議等十個部分加以概述。 

一、使用者介面 

在使用者介面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的問題為「依您所見，

TSSCI / THCI之使用者介面設計是否有可改進之處？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

一步的改善？」，以下茲就各專家之訪談摘要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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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專家皆認為 TSSCI 與 THCI 的介面還有改進空間，稍微簡陋了一

些。C 專家提到，至少 TSSCI 一開始很明確的說明資料庫所收錄的年限，

引文除了正確性跟內容的廣泛外，還必須要有明確的定義，但 THCI 並沒

有明確的定義。 

 此外，A 專家認為，THCI 因為是掛在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底下，所

以 THCI 整個頁面看起來很小，因此使用者在檢索的時候可能會需要把捲

軸拉來拉去。且 THCI 有時會有破版或搜尋不到頁面的情況，就算使用者

用的是比較舊的瀏覽器也應該要可以正常開啟，因為既然資料庫是提供給

社會大眾使用，建議應顧及各種不同瀏覽器的呈現狀況，要會盡量知道有

哪些瀏覽器有問題並盡快修正。 

 在介面的維護與發展上，B 專家認為，如果是商業運行的資料庫，越

方便使用者使用是越要發展的方向。在資料庫建置完成後，就應該做更多

符合使用者使用需求的一些介面設計，讓使用者的使用過程更加方便，也

可以增加資料庫的使用量。 

資料庫的介面設計也與欄位有關。C 專家指出，THCI 錯誤資料回饋的

方式須以 e-mail 的方式告知資料庫的維護人員。但若使用者在看資料時錯

誤的是較長篇的文獻，要使用者另外自行打字會顯得比較麻煩，在錯誤的

反饋上應該要有比較確定的欄位可以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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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索功能 

在檢索功能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的問題為「依您所見，

TSSCI / THCI之檢索功能是否足以支援使用者之查詢需求？不足之功能為

何？您認為還可做何種進一步的改善？」，茲整理各專家之訪談摘要如

下。 

TSSCI 與 THCI 的檢索功能都很簡單，A 專家提到，檢索功能的部分

基本上主要缺乏的是統計圖表跟即時相關的功能。因為引文資料庫是一個

引文地圖的關係，應該要幫使用者把這些地圖規劃起來。但這兩個資料庫

目前只是陳述一個引文的現況，並沒有把整個引文地圖建起來，這是目前

在功能方面可以去規劃的地方。 

B 專家則提到，文獻中的作者名點選後應該要幫使用者找出這作者所

有的著作，但目前在 TSSCI 沒有此項功能，目前 TSSCI 點選後只能告訴

使用者作者的資訊，並不是這作者歷年來所有的著作，同樣的像機構、期

刊也是一樣，這些都是資料庫很好的內部串聯功能，可以讓使用者很快找

到這期刊下面有多少文章，可以一次把它找出來再做閱讀分析。 

C 專家覺得這兩個資料庫已經將現有的欄位都做分析了，所以若純粹

以查詢而非後續分析功能的話，基本的資訊都還查得到，因此目前的查詢

功能還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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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索引欄位 

在索引欄位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的問題為「依您所見，

TSSCI / THCI 之索引欄位是否足夠？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索引欄位？」，

茲就各專家之訪談摘要整理如下： 

專家 A、C 皆認為索引欄位的部分偏少，若以引文資料庫來講欄位夠，

但若以期刊資料庫查詢書目資料的角度來講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卷期、年

代這些欄位。再且，THCI 各選項間只能單選，沒辦法做多選的功能，檢

索結果排序的部分 TSSCI 也僅提供以標題排序，且都沒有所謂的進階檢索

功能，使用者在做查詢時便會受限。 

由於現今臺灣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已變成一種評鑑標準，因此 C 專家也

提到，常常有館員的需求是需要知道某機構在某一年所發表的文章，所以

針對機構的權威控制便顯得十分重要。例如：兩個資料庫使用國立臺灣大

學、臺灣大學以及臺大所檢索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但權威控制對資料

庫來講確實有某種困難度存在。因此，為了讓館員更完整查詢，若可以再

開放指令式的查詢或多欄位的檢索將會方便許多。 

B 專家亦提出，若 TSSCI 跟 THCI 是要拿來做評鑑用，那它在設計上

可能還需要多新增一些欄位，以目前欄位比較齊全的 TSSCI 來看，也只能

檢索五個欄位：作者、標題、刊名、關鍵詞跟服務機構，若能夠新增贊助

機構之類的欄位會更好。但這些欄位其實還是要看這個資料庫未來是不是

也能轉換成一個提供研究人員使用之研究型的資料庫，畢竟做一個資料庫

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如果為了做評鑑而建一個資料庫是不太實際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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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除了做評鑑之外也能讓研究人員當成是研究的平台，把資料庫的效益

發揮到最大。 

四、檢索結果輸出欄位 

在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的問題為「依您

所見，TSSCI / THCI 之檢索結果輸出欄位是否具備可供使用者判斷其內容

之詳盡性？您認為還可增加何種檢索結果輸出欄位？」，以下茲就各專家

之訪談摘要做整理。 

就TSSCI與THCI的輸出欄位而言，三位專家所注重的是不同的方向。

A 專家認為，TSSCI 有摘要，THCI 沒有。摘要是幫助使用者判斷文獻內

容的重要欄位，應該針對此處做補強。 

B 專家所注重的則是參考文獻的建檔，TSSCI 與 THCI 的參考文獻都

有著錄不齊全的地方，沒建檔的部分不知道是否碰到建檔上的困難。或是

其實此兩資料庫與 WoS 一樣，使用者在 WoS 看到的欄位只是建檔的一小

部分欄位。其實在建檔的時候是整篇全文，每種資訊都有建檔，只不過最

後呈現在 WoS 裡面的是有限的訊息而已，這是為了考量到網路速度的問題，

全部呈現出來效益可能不大，所以僅挑最常用的欄位呈現給使用者。另外

也應該要讓使用者可針對某些欄位做排序，或將資料匯出、或是導入到書

目管理的軟體來做運用，以及一些 alert 跟個人化功能。 

C 專家則認為輸出的內容還算詳盡，但有一些分析功能會更好。但參

考文獻的部分 TSSCI 與 THCI 都採欄位式，所以在參考文獻的處理上會受

限於固定的欄位，但並非每筆參考文獻都可以這樣做規劃，若像 WoS 採取

條列式的方式呈現會理想許多。TSSCI 的 JCR 部分與 THCI 的被引部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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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系統呈現時皆已自動「扣除自引」的部分，但這部分沒辦法確定錯誤

引用是不是也有一併計算進去。雖然自引的部分可以因為查到是同一作者

的名字就扣掉，但也同時牽涉到作者權威控制的問題，除非有作者或是機

構的權威檔，否則很難判斷作者是否為同一個人，但是 TSSCI 與 THCI 中

所提供的資料沒有詳盡到可以讓使用者再去做驗證，這是其中會感到使用

困難的地方。 

五、優缺點評析 

在系統優缺點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的問題為「總體來說，

您覺得目前 TSSCI / THCI 之優缺點為何？是否有其可改進之處？」，以下

茲統整各專家之訪談摘要如下。 

三位專家各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來看系統的優缺點，A 專家以資料庫之

內容與系統來看，認為 TSSCI 的優點是內容正確性蠻高的，THCI 沒這麼

高但還算可以。另一個優點是就一般引文資料庫的基本功能而言都還算可

以，可以應付使用者基本的一些需求。但缺點是系統太過陽春，很多功能

都沒辦法提供，所以效益也會有限，且資料的更新速度不快。引文索引資

料庫能找到越即時的資料是越好的。另外就是人文跟社會科學其實有很密

不可分的關係，應該整合在一起會較好。 

B 專家則由 TSSCI 與 THCI 的建置目的出發，認為當初建置此資料庫

的目的應該是做為評鑑使用，所以除了基本的索摘資料之外，也應該要考

慮到後面的引文資料該如何去做適當的處理，目前兩個資料庫在引文方面

的處理皆不是很妥當。如果要拿來做評鑑但卻沒辦法呈現類似 WoS 的

「times cited」的功能，會是很可惜的事。像 TSSCI 的 JCR 目前只更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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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可能也是建檔上的問題，在參考書目建檔的時候可能碰到問題沒

辦法處理，所以導致 Impact Factor 沒辦法準確的計算並即時呈現。處理引

文資料若沒有很規範化的流程，對於後面建檔的人員來說就是很大的挑戰，

WoS 早年人工索引的時候也有碰到類似的問題，但近幾年發展出一套內部

的系統，已可即時的計算每篇文章的被引次數，有即時的資料才有辦法計

算期刊的引用報告。 

C 專家則認為這是一連串的問題，在前置作業上，選刊的標準就有蠻

多爭議，像 WoS 的 A&HCI 都收了輔大的《哲學與文化》，但 TSSCI 跟 THCI

卻沒有。在引文格式上，臺灣的期刊引文格式是亂的，這些在製作上又是

困難性。在資料的欄位上，TSSCI 跟 THCI 的缺點在於太簡單，只像是呈

現單純的書目資料，做分析時的資料並沒辦法直接給使用者。 

六、系統整合可行性 

在 TSSCI 與 THCI 之系統整合可行性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

的問題為「您認為我國 TSSCI 與 THCI 整合的可行性如何？」，以下茲就

各專家之訪談摘要做統整： 

三位專家皆認為 TSSCI 與 THCI 的整合是應該執行的。C 專家提到，

臺灣期刊出版的期刊有限，部分又有停刊或出刊頻率不定的情況，所以建

議放在一起做個整合。因為對於引文來說，如果範圍太小，出來的意義也

沒這麼大。B 專家也提到，若以國科會的角度來看，要分開做這兩個資料

庫的維護還不如把兩邊的人力整合起來，變成一股力量，也可以同時把人

文學跟社會科學的期刊做一個完整的建檔。像 WoS 裡就區分為 SCIE、SSCI、

A&HCI 跟 CPCI 等幾個專輯，在兩年前 Proceedings 其實還是一個單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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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從 2009 年開始合併在 WoS 資料庫中，主要也是瞭解到學科領域

之間跨學科的研究越來越多，所以當初就決定把使用者有可能會用到的資

源整併在一個平台上，也方便讀者找資料，不用再切到另一個平台換另一

個主題。所以如果 TSSCI 與 THCI 兩個資料庫可以整併在一起的話，就更

可以建立起學門跟學門之間的關聯性，也更方便使用者來做使用。 

但若欲實行整合，則會有收錄範圍差異上的問題，A 專家提到，兩資

料庫的收錄標準不一致，會變成 THCI 人文的範圍會大於 TSSCI 社會科學

的範圍，可能會引起外面的聲浪撻伐。 

另一個可能發生的問題即是建檔欄位上的差異。B 專家提到，如果兩

個資料庫目前在資料的建檔上都做比較詳細的著錄，就會比較好合併，表

示欄位應該不會差到太多，但是目前看起來這兩個資料庫建檔的政策可能

也不太一樣，這對之後資料庫的整併也會有些問題。C 專家也提到，WoS

現在跟中科院在當初合作時就因為中科院原先是自己的格式，所以合作時

就有欄位上的困難。 

七、與國外之資料庫發展比較 

在與國外資料庫之發展比較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的問題為

「依您所見，我國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上有何與國外及

中國大陸之不同處？」，茲就各專家之訪談摘要整理如下。 

三位專家所看到與國外相異的層面皆不盡相同，A 專家從建置機構的

角度出發，認為最大的不同是國外跟中國大陸較大型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基

本上都是由私部門經營，中國大陸的情況跟我們比較像，中國大陸的引文

索引資料庫一開始都是由公部門作，後來私部門才陸續加入。但是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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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或是中國大陸的資料庫，他們的資料量都是非常龐大的，這點在體質

上就跟我們很不一樣，而臺灣國內的引文資料庫的功能發展起步可能比較

晚，所以沒像國外那麼健全也是一個原因。 

B 專家則由建置目的來看，認為近幾年來中國大陸、韓國、甚至東南

亞國家做引文索引資料庫主要的目的都是為了評鑑，因此沒什麼太大的差

異。為了做出比較符合本土需求的資料庫，尤其是針對本土社會科學的研

究、人文藝術研究的部分，其實目前其他國家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透過建立

這樣的資料庫來幫助本土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來做評鑑。像中國大陸的

CSCD 與 CSSCI，最近幾個國家做的資料庫的最終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

做為評鑑。另外就是每個國家都想增加其國際的知名度，希望透過此種資

料庫的建置而把本土優秀的研究期刊讓國際看到。 

C 專家則是由參考文獻的著錄來看，臺灣的 TSSCI 跟 THCI 都是以書

跟期刊為主，容易忽略掉有利用價值且可再進一步分析的資料。一個資料

的參考文獻不只來自於書、期刊、報紙，或是文史哲學門也會有很多檔案

資料、手稿等，因為臺灣的資料庫在欄位的設計上就已經限定它的資料類

型，所以欄位呈現就會受限，但國外會針對參考文獻的各個可能性去分析

拆解。 大陸目前也開始走這樣的方式，像 CNKI 即是如此。整體來看，國

外的資料庫，像 WoS 跟 CNKI 在資料庫的發展上是比較全方位的，但臺灣

只會想到現在想做的事。 

另外，C 專家也提到，臺灣的引文格式標準沒有出來也是一個差異。

像文史哲、甚至佛學，這些學門的引文可能是內容註或腳註，但一個腳註

又有三到四筆的參考文獻，這種情形對於臺灣在發展資料庫其實是有困難

性的，政府應該要有個基礎的規範讓大家遵循，但臺灣目前似乎沒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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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尤其引文資料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看懂，可能還需要有專業學科

背景的人，例如：文史哲或是佛學專家來做拆解跟維護管理。臺灣方面就

是讓大家自己發展，但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所以在資料建置的時候就可

以感覺得到圖資學門、管理學門的引文資料是很漂亮很完整的，但其他學

門就較為雜亂。 

八、建置引文資料庫可能之阻礙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之阻礙方面，本題詢問資料

庫建置專家的問題為「依您所見，建置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時，有可能遇到什麼樣的阻礙？」，以下茲就各專家之訪談摘要做整理。 

若要建立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三位專家認為，有可能

會有參考文獻引文格式的差異問題、拖刊問題、選刊問題、建檔的人力與

資源問題、以及名稱的權威檔，上述問題皆有可能對建置引文索引資料庫

造成阻礙。由於三位專家所提出的意見皆屬不同方向，以下節錄三位專家

所提出之看法。 

A 專家提到，臺灣期刊引文的格式還是沒有很統一，建資料的時候可

能會造成資料建置錯誤的問題，會發現某期刊的格式很像 APA，可是又不

太一樣，另一本期刊可能又不一樣，建檔的時候就會出現判別上的問題。

另外就是臺灣的期刊大部分都有拖刊的情形，常常會延遲出刊，資料要即

時收集到就顯得有點困難，這也是未來可能要再處裡的。 

B 專家則認為最大的阻礙還是在於如何選擇期刊以及資料庫所需耗費

的人力與經濟資源。要先選擇完期刊再開始做引文索引，但製作引文索引

所投注的人力資源其實是很大的門檻。像 WoS 為了維持 SCIE、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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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CI 在印度其實就有三千個員工專門在處理這些資料，中國大陸也同

樣付出許多人力資源投入在這上面。但臺灣方面，以目前 TSSCI 跟 THCI

的建置情況來說，政府在上面投入可能還不是非常充分，資料的更新方面

還是有點延遲。資料一旦延遲，可能就沒辦法統計期刊正確的引文數量，

將會影響利用引文來判斷期刊影響性的指標，例如 impact factor，對於期

刊品質的判斷，也會缺乏一項有利的參考依據。 

至於 C 專家則提到，臺灣文獻的參考文獻不完整且沒有規範是個問題。

還有在權威檔的部分也是個問題，例如作者權威檔與機構權威檔，像國立

臺灣體育大學要合併臺灣體專，現在合併不成又改回去，在權威檔的控制

上就有可能遇到問題。期刊更名或停刊也有可能在分析上會造成問題。最

大的阻礙大概就在於三個流程：選刊、參考文獻的規範以及欄位的制定，

這都是一連串比較難拆開來討論的問題。 

九、後續維護管理問題 

在資料庫的後續維護與管理問題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的問

題為「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完成後，您認為其後續維護與

管理問題為何？」，茲統整各專家之訪談摘要如下。 

三位專家認為在資料庫的後續維護上有可能遭遇到的問題包括：後續

處理的人力與經費、資料庫的推廣、資料庫所採取的營運模式問題、資料

的來源問題、以及引文資料的建檔問題等，以下節錄三位專家之所提出之

看法。 

A 專家認為，電腦作業系統、瀏覽器都會不斷更新，因此會需要一直

派工程師去維護，資料的整理跟匯入這些處理也都需要投入相當的人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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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建置資料也需要投入非常大的成本。而且一個引文資料庫要健全，

範圍就要越廣，如果一直專注在臺灣的期刊，那資料庫就不會有太大的成

長，如果要讓它不斷壯大健全的話，未來投資的建置成本是很可觀的。臺

灣資料庫的範圍雖然目前只收臺灣的人社期刊，因人社期刊具有地域性，

若只停留在臺灣而不能和國外或中國大陸的資料庫合併，臺灣期刊將會逐

漸趨於弱勢。 

B 專家則認為，一般在建置這樣的資料庫可能是以國家的方式來做投

入，它適不適合像現在的 TSSCI 跟 THCI 一樣，作為一個免費型的工具，

提供免費的服務給大眾。但問題是政府是不是會持續一直投入在這資料庫

上，或是應該考慮把它變成一個商業運行的機制，讓使用者付費。要維持

TSSCI 跟 THCI 一定要有基本的營運支出，至少可以向使用系統的人酌收

一些費用，好維持整個系統的建置與資料建檔的功能。這個部份其實最主

要的問題還是在於政府有沒有辦法持續的長期投入這樣的資源，或是要把

資料庫轉成一種商業運行的模式。 

C 專家提到，最新資料的來源是個問題，當最新資料沒有獲得的話，

引文的新穎性、正確性跟即時性就不是非常好，所以後續的維護跟管理是

希望要有個規範讓出版單位在出版後就寄過來，而不是建資料時還要到網

路上看或想辦法透過別的管道拿到。另外則是專門的領域是否需要專門的

人員去做引文格式分析與判斷的工作。還有一個重點是資料庫是由政府負

責建置還是廠商負責。TSSCI 當初即是因為此種問題最後並沒有太大的成

果。所以在維護跟後續管理上，應該由一個單位去做，而那個單位必須要

有個規範出來，再依據這標準去建立資料庫，有專人去做引文分析、也可

以獲得最新正確的資料來源、也可以進一步去做臺灣資料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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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發展期許及與國際接軌之建議 

在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期許以及與國際接軌之

建一方面，本題詢問資料庫建置專家的問題為「請問您對於我國人文社會

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未來期許與看法如何？與國際及中國大陸接軌的

做法及建議為何？」，以下茲就各專家之訪談摘要做整理。 

三位專家皆希望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能慢慢進步，並

邁向國際化。A 專家提到，希望人文跟社會科學的資料庫可以整合，甚至

連自然科學也能整合進去，將臺灣本土的引文資料庫建立起來。但建立的

重點不在於幫期刊打分數或評鑑，而是要讓學界可以知道期刊目前經營的

狀況、該如何調整、學門領域的流行趨勢等等，應該要有個參考值讓學者

參考，才有進步的方向。C 專家亦認為，希望引文索引資料庫能成為一種

協助研究的方式，而不是變成評鑑的標準。質化跟量化是相輔相成的，單

純以量化來看會產生某些偏頗。尤其臺灣的文獻有自身的本土性與在地性，

因此很希望臺灣能建置出屬於自己的引文索引資料庫。 

在與國際接軌的部分，C 專家提到，臺灣的東西或許就只有臺灣人比

較瞭解，而且現在大陸都用簡體字，所以不管是透過和其他的國際出版社

合作，或者是透過大陸的 CNKI 合作，至少讓臺灣的東西能夠讓其他地方

看得到，不然對於台灣的繁體中文來說是式微的。但若要跟國際接軌，以

臺灣目前的情況要自己走出去是有點難的，希望能夠建立臺灣人文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但這個資料庫在建置時候最好就要去參考國際上資料

庫的做法，因為必須要考慮到將來的合併性，無論是欄位或整合的問題，

可以藉著這樣的平台，像大陸中科院那樣建立臺灣的 WoS，再思考是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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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合作或是利用像 CNKI 的管道，透過他們在在全球三千多個據點去做推

廣或銷售。 

B 專家亦認為，目前不論是中國大陸、韓國跟日本，也都在尋找機會

跟國際上比較大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合作。當初中國大陸中科院的 CSCD 系

統希望放在 WoK 的平台上，也是希望透過這平台結合 WoS，就可呈現中

國大陸學者的文章有被多少 SCIE 的論文引用、或被多少 SSCI 的論文所引

用；同樣的，國外學者也可以知道他的文章是不是也被 CSCD 所引用，這

樣在國際上就有更好的舞台來做發揮。 

但 A 專家也提到，接軌的部分做法要很謹慎思考，如果為了接軌而把

資料倒出去，就等於喪失了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命脈。考慮接軌不是不可行，

但要思考進行的方法，不要因為接軌這動作而導致被別人合併或沒辦法發

展。而且國際的資料庫大多偏向外文，但在臺灣，人文跟社會科學大多數

期刊或引用來源都還是中文的，該怎麼去接軌這塊還是要投入很大的資源

去處理。另一點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範圍會比較專注在本土上，在這樣的

狀況下臺灣的圈子相較於其他國家會變很小，有可能在合併後臺灣的期刊

相形之下引用次數會變很少，或許臺灣期刊會因為這樣而式微。比較起來

大陸某一本還算可以的期刊可能被引用一萬次，但臺灣某一本很好的期刊

可能才被引用一千次，光比較數字的結果看起來似乎是別人比較傑出，但

其實不然。這部分在接軌的部分也要思考清楚，要怎麼幫助臺灣期刊曝光

成長之餘，也要顧到臺灣本土期刊的權利或是臺灣對於優良期刊的解釋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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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就前三節針對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之訪談結

果進行綜合歸納與分析，以下茲針對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引欄位、

檢索結果輸出欄位、系統結構與欄位綜合意見表、系統使用困難與障礙、

TSSCI 與 THCI 之優缺點評析、與 WoS 及國外資料庫之差異、TSSCI 與

THCI 之使用情況、TSSCI 與 THCI 整合之可行性、建置人文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之阻礙、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後續維護管理問題、

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推廣、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之發展期許、與國際接軌之建議等十五部分討論。 

一、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館員與資料庫建置專家皆普遍認為以目前 TSSCI 及 THCI 這

樣的使用者介面設計是過於簡單的。若以引文索引資料庫的角度出發，首

先檢索的入口要明確，讓使用者知道系統的查詢功能位於何處。在資料庫

頁面的呈現上，也必須簡單明瞭，避免像 THCI 內嵌式的網頁結構。為了

幫助使用者瞭解資料庫的背景性資訊，資料庫的建置目的、收錄範圍、選

刊標準與更新時間等資訊亦應在系統中加以說明。 

在版面的配置上，應力求清晰明確，來源文獻查詢與被引文獻查詢必

須清楚地讓使用者知道此功能的查詢目的。在學科分類上也應謹慎思考，

該用何種分類呈現較為恰當，並避免 THCI 將資料庫收錄期刊之列表與普

通查詢混雜的情況，並增加線上教學或其他輔助使用者瞭解資料庫操作之

功能。在介面的設計上也須兼顧一般使用者查詢文獻時所需使用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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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者進行學術研究時所需使用到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必須有專人持續維護，讓資料庫不致因為瀏覽器或新的

作業系統問題而出現無法使用或系統不穩之狀況。且在建置完成後，必須

追求更符合使用者使用需求的介面設計，讓使用者的使用過程更加方便。

最後也必須提供適當的反饋方式給使用者，若有任何疑問或錯誤訊息可立

即反映給資料庫的維護人員。 

二、檢索功能 

在系統的檢索功能方面，目前 TSSCI 與 THCI 的系統查詢功能若以引

文資料庫的角度來看皆十分不足。若要足以支援一般使用者之查詢需求，

應發展出較完整的基本檢索與進階檢索功能，布林邏輯與年代的限制方面

尤其重要，亦應向國外的資料庫效法，讓使用者可自由增加鍵入檢索詞的

欄位，並附上各欄位的功能說明。此外，亦應提供切截、萬用字、模糊邏

輯、自然語彙、權威控制、檢索歷史、檢索策略的儲存、個人化等功能。 

在檢索的介面設計上也應仔細思考連結層次的設置，避免如 THCI 點

選層次過多的狀況，盡量在同一頁面中呈現出最多有效資訊給使用者，待

使用者判斷後點選詳細資料連結後再呈現最完整的書目資料。檢索功能亦

同，TSSCI 與 THCI 目前皆有查詢過程過於繁複的問題，引用資訊與被引

用資訊間應方便使用者切換，甚至同時呈現給使用者，方便使用者利用。 

除查詢功能外，瀏覽功能也應一併考慮。讓使用者除了使用查詢的方

式查詢資料庫內容，也可利用瀏覽功能直接觀看系統內之資訊。並考慮資

料庫上的用詞，避免如「標題」這類不夠清楚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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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則是統計圖表與引文分析方面的功能必須呈現給使用者，幫使用

者把引文地圖的關係建構起來。此外，資料庫的內部串聯功能必須做好，

例如：點選作者可得知作者資訊與歷年著作，機構與期刊方面亦同，讓使

用者省去再次查詢的時間。 

三、索引欄位 

綜合使用者、圖書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之意見，在索引欄位方面

應至少擁有題名、作者、第一作者、期刊名、卷期、ISSN、中英文摘要、

作者所屬機構、關鍵詞、出版年、學門類別、主題等幾項欄位，可查詢上

述欄位才足以支援一般使用者查詢資料庫之需求，同時亦滿足引文索引資

料庫之查詢需求。此外，若要支援評鑑需求，則針對機構、人名以及期刊

的權威控制就顯得特別重要，否則便無法得到準確的數據資料。 

四、檢索結果輸出欄位 

檢索結果之輸出欄位方面，以輸出欄位較完整的 TSSCI 而言，其原有

之欄位為論文標題、並列標題、論文作者、期刊名稱、並列刊名、卷期、

出版年月、本期期刊附註、起訖頁、引用型式、補助經費來源、關鍵詞、

中文摘要、外文摘要、論文附註、參考文獻等幾項欄位，使用者、館員與

資料庫之建置專家皆認為 TSSCI 之輸出欄位大致詳盡，但可加上主題分類、

學門分類以及文獻類型等幾欄。 

此外，對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最重要的部分即是參考文獻的完整度，

在參考文獻的部分必須完整建檔，才能忠實呈現文獻間的引文地圖。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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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參考文獻的建檔方式，欄位式的方式容易受限於欄位上的呈現、不具

有彈性，應使用如 WoS 之條列式呈現會較佳。 

在檢索結果列表的呈現上，也要注意列表的清晰度，勿呈現過多或過

少資訊，如英文題名便可不加入，在完整的書目資料中呈現即可。也需考

慮到輸出介面的清晰度，若僅標示「引用文獻」、「被引用文獻」對於一般

使用者來說可能造成混淆，使用「參考文獻」會較理想。在引用次數上的

計算亦不可先扣除自我引用，否則會無法完整呈現其引用的狀況。 

最後則是提供幫助使用者找到可能全文的功能，例如：與館內訂購的

電子期刊連結、或是連結到期刊聯合目錄。此外，檢索結果的部分也須加

上後分類、檢索結果匯出或是與書目軟體連結等功能。 

五、系統結構與欄位綜合意見 

本研究系統結構與欄位綜合意見部分主要針對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

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對 TSSCI 與 THCI 之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

引欄位以及檢索結果輸出欄位之意見加以整理而成。 

由表 5-4-1 可見，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皆

提到的問題為：TSSCI 之介面太簡單且不夠精美，在索引欄位的部分應加

上「出版年」，另外則是參考書目的建檔不全問題。使用者介面為資料庫

與使用者互動的重要途徑，若無法在設計上帶給使用者便利與舒適感，將

會影響使用者使用資料庫之意願。對於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出版年份的

檢索亦是極重要的檢索限制功能，若無法以年份進行查詢，將無法發揮其

資料庫應有的特質。最重要的，引文索引資料庫是透過參考文獻揭示文獻

間的引用關係，若參考書目建檔不全將會造成引文索引資料庫在引用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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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關的數據報告在數值上的計算不夠精確，喪失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核

心功能。 

除了上述使用者、館員與專家皆有提到的問題外，同時有兩者提到之

意見包括：檢索功能應提供布林邏輯、索引欄位應增加卷期與摘要餐、參

考書目不應以表格式呈現以及系統應幫助使用者找到全文等。 

表 5-4-1 TSSCI 系統結構與欄位綜合意見表 

TSSCI 資料庫使用者 圖書館館員 資料庫建置專家 

使

用

者

介

面 

太簡單、不夠精美 ● ● ● 

可供檢索之處不夠明確 ●   

不像資料庫，像是普通網頁 ●   

缺乏資料庫背景資訊之說明 ●   

按鈕設計不佳，「送出」與 

「重填」易按錯 
●   

看起來像未完成的資料庫 ●   

缺乏線上教學  ●  

檢

索

功

能 

缺少布林邏輯 ● ●  

應可讓使用者自行增加 

檢索欄位 
●   

檢索欄位應附上功能說明 ●   

結果排序方式應放檢索結果

頁面而非檢索首頁 
●   

排序功能不夠 ●   

缺乏檢索結果的最佳建議    

引用文獻和被引用文獻間的

關係不夠完整 
 ●  

缺乏統計圖表的相關功能   ● 

索

引

欄

位 

應增加「出版年」 ● ● ● 

應增加「第一作者」 ●   

應增加「卷期」 ●  ● 

應增加「摘要」 ● ●  

應增加「主題」 ●   

應增加「學門」  ●  

應增加「IS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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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輸

出

欄

位 

參考書目建檔不齊全 ● ● ● 

參考書目不應以表格式呈現 ●  ● 

應增加主題 ●   

應幫助使用者找到全文 ● ●  

應標示檢索結果之筆數 ●   

權威性控制不足 ●   

應增加後分類功能 ●   

英文題名不應出現在 

檢索結果列表 
 ●  

檢索結果應可匯出  ●  

引用次數不應扣除自引   ● 

在 THCI 的部分，如表 5-4-2，可看出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

資料庫建置專家皆提到的問題包括：使用者介面太簡單、不夠精美，且不

應嵌在人文學研究中心的網頁裡。在檢索功能方面應增加布林邏輯、索引

欄位應增加出版年，參考書目之建檔亦不齊全。除了與 TSSCI 相同的網頁

設計過於簡單、索引欄位無出版年以及參考書目建檔不全外，多數受訪者

表示，THCI 嵌在人文學研究中心的網頁中，不僅會造成視覺上的混亂，

也易令使用者誤以為人文學研究中心的網頁功能是 THCI 的功能之一，讓

使用者無法第一時間即清楚系統之使用方法。 

此外，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與資料庫建置專家中有兩者同時提

到的問題還有：「基本資訊檢索功能」不應與「本資料庫收錄期刊列表」

放同一網頁中，且資料庫缺乏線上教學，資料庫內部的串聯功能亦不夠完

整。在索引欄位方面應增加卷期與作者所屬機構，引用文獻查詢應包含被

引資訊，最後則是 THCI 超連結點選的層次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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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THCI 系統結構與欄位綜合意見表 

THCI 資料庫使用者 圖書館館員 資料庫建置專家 

使

用

者

介

面 

太簡單、不夠精美 ● ● ● 

嵌在人文學研究中心 

底下不適當 
● ● ● 

進入資料庫的連結不清楚 ●   

不像資料庫，像是普通網頁  ●  

資料庫背景資訊之說明讓 

畫面顯得雜亂 
●   

「基本資訊檢索功能」不應

與「本資料庫收錄期刊列表」

放同一網頁中 

● ●  

看起來像未完成的資料庫 ●   

引用與被引用查詢應分成獨

立的兩個功能 
 ●  

缺乏線上教學 ● ●  

錯誤回饋方式不恰當   ● 

檢

索

功

能 

缺少布林邏輯 ● ● ● 

應可讓使用者自行增加 

檢索欄位 
●   

檢索欄位應附上功能說明 ●   

缺乏檢索結果的最佳建議    

引用文獻和被引用文獻間的

關係不夠完整 
 ●  

資料庫內部的串聯功能 

不夠完整 
●  ● 

缺乏統計圖表的相關功能   ● 

索

引

欄

位 

應增加「出版年」 ● ● ● 

應增加「卷期」 ●  ● 

應增加「第一作者」 ●   

應增加「機構」 ● ●  

應增加「關鍵詞」 ●   

應增加「主題」 ●   

應增加「摘要」  ●  

應增加「學門」  ●  

應增加「IS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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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輸

出

欄

位 

參考書目建檔不齊全 ● ● ● 

參考書目不應以表格式呈現 ●  ● 

應增加摘要  ●  

應增加關鍵字  ●  

應增加文獻類型    

應增加主題    

引用文獻查詢應包含 

被引資訊 
● ●  

權威性控制不足 ●   

引用次數不應扣除自引 ●   

應增加後分類功能 ●   

點選層次過多 ● ●  

英文題名不應出現在 

檢索結果列表 
 ●  

檢索結果應可匯出  ●  

六、系統使用困難與障礙 

除上述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引欄位以及輸出欄位已有提及之系

統問題外，系統若有不好用的地方也容易造成使用者的使用障礙。例如：

在檢索結果畫面應提示使用者本次的檢索歷程、引用與被引用間的關聯應

完整建立，勿發生在來源文獻裡所看到的參考文獻，在被引文獻查詢卻查

詢不到的情形。 

此外，亦須小心處理超連結上的問題，連結太多容易造成使用者的混

亂，有可能會造成使用者迷路或沒辦法回到想回去的頁面。最後則須注意

系統的運作狀況，系統的反應時間若太慢亦造成使用者的焦慮，或是系統

的穩定度不佳亦容易讓使用者對系統產生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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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TSSCI 與 THCI 之優缺點評析 

TSSCI 與 THCI 的優點都是介面設計簡單、使用上亦不會太過困難，

但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各方面都簡單，同時來說也太簡陋，一開始好上手，

但實際使用後在資料庫的功能上就會跟著受限許多。 

整體來看，TSSCI在介面上較THCI好一些，然而在資料的收錄上 THCI

卻較 TSSCI 全面。若能以國圖的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發展引文索引資料庫，

在資料的正確性與全面性都會較佳。 

此兩系統亦有某些爭議與缺點，例如：選刊標準上的爭議，連 WoS 的

A&HCI 都收了輔大的哲學與文化這本期刊，但 TSSCI 跟 THCI 卻沒有收

錄。在引文格式上，臺灣的期刊引文格式是亂的，這些在製作上又是困難

所在，也可能造成參考文獻的缺漏。在資料的欄位上，TSSCI 跟 THCI 的

缺點在於太簡單，只像是呈現單純的書目資料，做分析時的資料並沒辦法

直接給使用者。 

但優點為 TSSCI 與 THCI 是針對臺灣的資料所建置，所收的都是中文

文獻，因此至少現在我們已經有個可以參考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對於未來

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也將具有參考的價值。 

八、與 WoS 及國外資料庫之差異 

多數使用者對 WoS 與 TSSCI、THCI 所感受到最大的不同處為資料量

上的落差。若以功能層面來看，無論是查詢功能或是引文的分析功能，WoS

皆優於 TSSCI 與 THCI，且差距甚大，WoS 已經接近一種大型的綜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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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但 TSSIC 與 THCI 卻連普通資料庫的特質都沒達到，引文功能也做得

不齊全。 

WoS 無論是在檢索功能、索引欄位、輸出欄位、或是對資料的處理功

能上皆很充足，可查詢的欄位較多、且可使用布林邏輯，系統亦提供進階

檢索供需求較多的使用者使用，資料庫的介面也設計的較好、說明也十分

清楚。 

造成 TSSCI、THCI 與 WoS 上述的差異，主要的原因為臺灣的引文索

引資料庫在本質上是為了評鑑而生，並非如 WoS 想發展引文索引資料庫是

為了瞭解研究的趨勢或學門的發展。且國外跟中國大陸較大型的引文索引

資料庫基本上都是由私部門經營，因此較有可能永續發展。在參考文獻的

著錄方面，臺灣的 TSSCI 跟 THCI 都是以書跟期刊為主，容易忽略掉有利

用價值且可再進一步分析的資料，但國外會針對所有引文可能的類型去做

分析亦是其中一個差異。 

九、TSSCI 與 THCI 之使用與詢問情況 

真正使用 TSSCI 與 THCI 來做文獻查詢的數量其實是很少的，大多是

有評鑑的查詢需求時才會使用。查詢 TSSCI 的都是想要拿到 TSSCI 的收

錄期刊清單，或是怎麼進入 TSSCI 期刊審查的量化標準跟申請程序，不會

問資料庫如何使用。對使用者來說 TSSCI 可能只是純粹去找收錄清單、或

是找某個作者有幾篇收錄在裡面，基本上都是以做評鑑目的為主，而不是

以查詢資料為主。雖然 THCI 並沒有 TSSCI 那樣濃厚的評鑑色彩，但因為

人文學學門的特性，因此實際使用資料庫的機率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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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TSSCI 與 THCI 整合之可行性 

三位專家皆認為 TSSCI 與 THCI 的整合是應該執行的。臺灣期刊不是

很多，還有在運作的期刊也不是很多，如果可將兩資料庫進行整合，收錄

的範圍擴大，引文數據的分析才有意義。另一方面，學科領域之間跨學科

的研究越來越多，所以若可以將使用者有可能用到的資源整併在同一個平

台，將會更方便讀者查找資料，也更能建立起學門跟學門之間的關聯性。 

TSSCI 與 THCI 在實行整合時將會碰上兩項困難，其一是收錄範圍的

差異問題，TSSCI 與 THCI 的收錄標準不一致，導致人文的範圍大於社會

科學的範圍，是可能帶來爭議之處。另一是建檔欄位上的差異。若 TSSCI

與 THCI 在資料的建檔上都做比較詳細的著錄就會比較好合併，但目前

TSSCI 與 THCI 建檔的政策並不完全相同，所以在資料庫的整併方面也會

發生問題。 

十一、建置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阻礙 

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可能遭遇到的阻礙包含：參考文

獻引文格式的差異問題、拖刊問題、選刊問題、建檔的人力與資源問題、

以及名稱的權威檔等。 

在一開始如何選刊便是個問題，在參考文獻的著錄上亦是個問題，人

文社會科學在參考文獻上的引用格式並無一定的標準。且期刊常會有拖刊

的情形，在建檔時的人力與經費的花費亦十分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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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於評鑑需求來講，名稱的權威檔也顯得特別重要，必須針對作者

與機構製作權威檔，讓查詢時可準確查到該機構或作者，才能避免數據不

精確的情況。 

十二、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後續維護管理問題 

資料庫建成後，所涉及到的可能會包含後續處理的人力與經費、資料

庫的推廣、資料庫所採取的營運模式問題、資料的來源問題、以及引文資

料的建檔問題。必須思考負責的機構是否有辦法持續投入人力與經費、該

如何將資料庫推廣出去，若沒辦法維持免費服務的話是否轉為付費服務或

是與私人機構合作。最新資料來源亦是個問題，如何快速地拿到最新的期

刊。此外，由於人文社會科學在引用格式上的不一致，也將導致資料建檔

方面的問題。 

十三、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推廣 

在資料庫推廣的部分，首先必須要讓資料庫建置完整，讓資料庫回歸

引文的特質，讓使用者感受到這資料庫的查詢有引文網路的架構出來，才

有辦法更有效去推廣它。否則若只專注在評鑑所用得到的功能，那現有的

功能就已經足夠，但若只發展評鑑所需之功能，就沒辦法顧及一般引文索

引資料庫所能夠達到的目標。 

若要就現況推動 TSSCI 跟 THCI，應該先說服教育部別侷限在某些評

鑑方式，如果教育部可以把專注從 WoS 放開，加上 TSSCI、THCI 的評鑑

方法，那使用量就一定會提升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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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期許 

使用者大多希望能增加資料庫內容的豐富性，並向國外效法，將系統

介面的好用性呈現出來，並補足引用跟被引用的關聯不完整的部分，做出

真正像是「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系統。並希望建置單位能有長遠的規劃，

要思考長期營運模式為何，並有個專責單位負責，希望可建置成以後不管

做什麼研究，只要是臺灣的文獻就可以來這個資料庫使用，讓引文索引資

料庫能成為一種協助研究的方式，而不是變成評鑑的標準。 

十五、與國際接軌之建議 

若要跟國際接軌，以臺灣目前的情況要自己走出去是有點難的，希望

能夠建立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但因為必須要考慮到將來的

合併性，這個資料庫在建置時最好就要參考國際上處理資料庫時所採取的

做法。 

進行時也要思考與國際接軌的方法，不要因為接軌這動作而導致被別

人合併或沒辦法發展。而且國際的資料庫大多偏向外文，但在臺灣，人文

跟社會科學大多數期刊或引用來源都還是中文的，該怎麼去接軌這塊還是

要投入很大的資源去處理。 

另一重點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範圍會比較專注在本土上，在這樣的狀

況下臺灣的圈子相較於其他國家會變很小，有可能在合併後臺灣的期刊相

形之下引用次數會變很少，或許臺灣期刊會因為這樣而式微。這部分在接

軌的部分也要思考清楚，要怎麼幫助臺灣期刊曝光成長之餘，也要顧到臺

灣本土期刊的權利或是臺灣對於優良期刊的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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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首先蒐集與整理國內外與引文分析、引文索引資料庫相關之文

獻做為研究基礎，接著再藉由實際檢查 Web of Science（WoS）、Scopus、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中國引文資料庫（CCD）、臺灣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HCI）以及

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ACI）觀察其來源文獻收錄情形、查詢功能、索引

欄位、檢索結果輸出欄位以及引文分析功能等，以瞭解國內外人文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情形。最後結合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

資料庫建置專家之意見，分析與統整出我國建置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

料庫時可供參考之方向。 

依據前述各章節的討論，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結論，綜合歸納

各資料庫之建置情形以及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資料庫建置專家之

訪談結果；第二節根據研究過程及研究結果的發現，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

最後一節則對未來後續研究提出進一步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系統文獻來源 

本研究之系統文獻來源分為：來源文獻類型、文獻類型分類、收錄年

代以及收錄學科等四項做比較，其中表現較優良者應屬 WoS、Scopus 以及

CCD 三個資料庫，因其收錄之學科為綜合性，且所收資料的回溯年代亦較

為久遠，因此對於分析引文現象而言較有可能建構出較完整的引文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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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較接近原始的知識地圖樣貌。 

二、查詢功能 

對一個發展較齊全的資料庫而言，系統的基本檢索層面至少應提供使

用者最基本的查詢需求，再提供進階檢索供進階檢索者較充足的檢索功能

以符合其所需。在此七個資料庫中，CSSCI、TSSCI 與 THCI 在來源文獻

查詢方面皆僅提供一種檢索方式，並無基本檢索與進階檢索之分，但CSSCI

可用布林邏輯結合多種欄位檢索，TSSCI與THCI卻僅能做最初階的搜尋。

在被引文獻檢索方面與來源文獻檢索亦同。因此整體來看，在檢索功能的

發揮上可說是大幅受限。 

經由訪談結果，可得知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與專家皆認為引文

索引資料庫須具備較為完整的基本檢索與進階檢索功能，其中布林邏輯與

年代限制尤其重要。在欄位上亦需可允許使用者自由增加可鍵入檢索詞的

檢索欄位，並附上各欄位的功能說明。此外，亦應提供切截、萬用字、模

糊邏輯、自然語彙、權威控制、檢索歷史、檢索策略的儲存、個人化等功

能。 

在檢索的介面設計上也應思考連結層次問題，盡量在同一頁面中呈現

出最多有效資訊給使用者，待使用者判斷後點選詳細資料連結後再呈現最

完整的書目資料。檢索功能亦同，進行檢索時步驟必須越簡單越好，引用

資訊與被引用資訊間亦須方便使用者作切換，甚至可同時呈現給使用者，

更方便使用者利用。 

除查詢功能外，瀏覽功能也應一併考慮。讓使用者除了使用查詢的方

式查詢資料庫內容，也可利用瀏覽功能直接觀看系統內之資訊。並考慮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7 
 

料庫上的用詞，避免如「標題」這類不夠清楚的詞彙。 

最後則是統計圖表與引文分析方面的功能，系統須幫使用者建構引文

地圖間的關係。此外，必須做好資料庫內部串聯的功能，例如：點選作者

可得知作者資訊與歷年著作，機構與期刊方面亦同，讓使用者省去再次查

詢的時間。 

三、索引欄位 

索引欄位最豐富的應屬 Scopus，其次則是 WoS。WoS 較 Scopus 不足

之處應為卷期、學科主題、ISSN、ISBN 與 DOI 五者，此五者在 Scopus

中皆為索引欄位，在 WoS 中則否，但因其文獻來源已為索引欄位，因此在

使用上雖稍微不便，但仍可達到文獻來源檢索上的需求。 

除國外的 WoS 與 Scopus 外，索引欄位較完備的為中國大陸的兩個資

料庫，即 CSSCI 與 CCD。但對於檢索上具有一定重要度的摘要欄位而言，

由於 CSSCI 在建檔之初便不含此欄，因此摘要在 CSSCI 中並非索引欄位，

是較可惜的地方。其中，CCD 較為特殊之處為其索引欄位根據九種類型之

文獻而有所不同，因此在檢索時亦能針對每種文獻類型所擁有的不同欄位

進行檢索，因此總體來說其索引欄位之總類便較為豐富。 

至於我國的 TSSCI、THCI 以及 ACI 在索引欄位上最為欠缺，三者皆

不包含摘要，其中又以 THCI 之索引欄位最少，僅有題名、作者以及文獻

來源三項，TSSCI 與 THCI 皆不提供出版年之索引欄位，出版年在使用者

檢索時應為極重要的欄位之一，如此一來則造成檢索上的不便。 

本研究所涵蓋的七個資料庫中，超過半數以上資料庫皆有建置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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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為：題名、作者、關鍵字、文獻來源、出版年、所屬機構、文獻類型

等七個欄位，亦即此七個欄位為重要且必備的索引欄位，提供使用者在檢

索時能有充分的管道找到欲查詢的文獻。其次較進階的欄位則為所屬國家、

文獻類型、語言、編輯者、贊助者、會議、主題或學科、ISBN、ISSN 與

DOI 等十個欄位，在這幾個欄位中又以摘要、卷期以及 ISSN 較為重要。 

綜合使用者、圖書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之意見，索引欄位至少應

擁有題名、作者、第一作者、期刊名、卷期、ISSN、中英文摘要、作者所

屬機構、關鍵詞、出版年、學門類別、主題等幾項欄位，可查詢上述欄位

才足以支援一般使用者查詢資料庫之需求，同時亦滿足引文索引資料庫之

查詢需求。此外，若要支援評鑑需求，則針對機構、人名以及期刊的權威

控制就顯得特別重要，否則便無法得到準確的數據資料。 

四、輸出欄位 

在輸出欄位的詳盡度方面，同樣是國外的 WoS 與 Scopus表現最傑出，

此兩資料庫與中國大陸及我國資料庫在檢索結果輸出方向，最大的不同點

應為 WoS 與 Scopus 的輸出欄位並非固定的表格式欄位，而是視書目資料

的欄位而定，有多少欄位就呈現多少欄位給使用者，因此各種不同的文獻

來源類型便可能有不同的資料長度，各篇文獻亦可能因個別情況不同而有

差異。 

除 WoS 與 Scopus 外，中國大陸與我國的 CSSCI、CCD、TSSCI、THCI

與 ACI 中，CSSCI、THCI 與 ACI 之摘要欄位並非輸出欄位，僅 CCD 與

TSSCI 包含摘要資訊。摘要為幫助使用者快速瞭解文獻內涵之重要欄位，

若缺少此欄位，對使用者的利用上將造成巨大的影響。其中 TSSCI 與 T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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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考書目的建置上出現不完全的情況，亦即，來源文獻查詢中可能出現

該篇文章無參考書目、或是數量明顯過少之情形。對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

參考書目為揭示引文關係的重要途徑，此部分在建置上若不謹慎處理，則

無論是被引次數或其展現引文資料庫特性之處皆可能受到質疑，此應為亟

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本研究所涵蓋的七個資料庫中，超過半數以上資料庫皆有建置之輸出

欄位為，題名、作者、摘要、關鍵字、文獻來源、出版年、卷期、所屬機

構、被引次數與參考書目、文獻類型、語言、主題或學科、ISSN 等十四個

基本欄位，因此上述十四個欄位即為資料庫輸出時的必備欄位，用於提供

使用者足夠的資訊以判斷該文獻之文章內涵。相反地，分布較不集中的所

屬國家、編輯者、贊助者、會議、ISBN、DOI 等六個欄位即為較進階的欄

位，進一步展現出文獻內更多可供判斷的資訊予使用者利用。 

檢索結果之輸出欄位方面，以輸出欄位較完整的 TSSCI 而言，其原有

之欄位為論文標題、並列標題、論文作者、期刊名稱、並列刊名、卷期、

出版年月、本期期刊附註、起訖頁、引用型式、補助經費來源、關鍵詞、

中文摘要、外文摘要、論文附註、參考文獻等幾項欄位，使用者、館員與

資料庫之建置專家皆認為 TSSCI 之輸出欄位大致詳盡，但可加上主題分類、

學門分類以及文獻類型等幾欄。 

此外，對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最重要的部分即是參考文獻的完整度，

在參考文獻的部分必須完整建檔，才能忠實呈現文獻間的引文地圖，並注

意參考文獻的建檔方式，欄位式的方式容易受限於欄位上的呈現、不具有

彈性，應使用如 WoS 之條列式呈現會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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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索結果列表的呈現上，也要注意列表的清晰度，勿呈現過多或過

少資訊，如英文題名便可不加入，在完整的書目資料中呈現即可。也必須

考慮到輸出介面的清晰度，若僅標示「引用文獻」、「被引用文獻」對於一

般使用者來說可能造成混淆，使用「參考文獻」會較理想。在引用次數上

的計算也不須先扣除自我引用，否則會無法完整呈現其引用的狀況。 

最後則是提供幫助使用者找到可能全文的功能，例如：與館內訂購的

電子期刊連結、或是連結到期刊聯合目錄。此外，檢索結果的部分也須加

上後分類、檢索結果匯出或是與書目軟體連結等功能。 

五、引文分析、檢索結果分析與個人化功能 

在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以及個人化功能上，若 WoS 與 JCR

視為一體，則WoS與Scopus亦為整體功能上最齊全的兩個資料庫，CSSCI、

TSSCI 則是完全沒有提供相關的功能。CCD 雖僅提供引文數據圖表化以及

統計數據的部分，但其圖表與數據的呈現上十分豐富，比起 WoS 與 Scopus

毫不遜色。至於 THCI 與 ACI，雖有提供資料匯出的功能，但因其欄位上

遠不及 WoS 與 Scopus，因此即使提供匯出功能，但能實行的後續分析便

十分受限。 

整體來看，在引文分析功能、檢索結果分析以及個人化功能方面，除

WoS 與 Scopus 外，中國大陸與我國的五個資料庫表現皆較不理想，若能

仿效國外其對資料庫之數據更進一步分析，展現其資料特性的一面，則對

引文索引資料庫而言將會成為一個更有利的輔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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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TSSCI、THCI 評析 

（一）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館員與資料庫建置專家皆普遍認為以目前 TSSCI 及 THCI 這

樣的使用者介面設計是過於簡單的。若以引文索引資料庫的角度出發，首

先檢索的入口要明確，讓使用者知道系統的查詢功能位於何處。在資料庫

頁面的呈現上，也必須簡單明瞭，避免像 THCI 內嵌式的網頁結構。為了

幫助使用者瞭解資料庫的背景性資訊，資料庫的建置目的、收錄範圍、選

刊標準與更新時間等資訊也應在系統中加以說明。 

在版面的配置上，應力求清晰明確，來源文獻查詢與被引文獻查詢必

須清楚地讓使用者知道此功能的查詢目的。在學科分類上也應謹慎思考，

該用何種分類呈現較為恰當，並避免 THCI 將資料庫收錄期刊之列表與普

通查詢混雜的情況，並增加線上教學或其他輔助使用者瞭解資料庫操作之

功能。在介面的設計上也須兼顧一般使用者查詢文獻時所需使用到的功能

與研究者進行學術研究時所需使用到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必須有專人持續維護，讓資料庫不致因為瀏覽器或新的

作業系統問題而出現無法使用或系統不穩之狀況。且必須在建置完成後追

求更符合使用者使用需求的介面設計，讓使用者的使用過程更加方便。最

後也必須提供適當的反饋方式給使用者，若有任何疑問或錯誤訊息可立即

反映給資料庫的維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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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使用困難與障礙 

除上述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引欄位以及輸出欄位已有提及之系

統問題外，系統若有不好用的地方也容易造成使用者的使用障礙。例如：

在檢索結果畫面應提示使用者本次的檢索歷程、引用與被引用間的關聯應

完整建立，勿發生在來源文獻裡所看到的參考文獻，在被引文獻查詢卻查

詢不到的情形。 

此外，亦須小心處理超連結上的問題，連結太多容易造成使用者的混

亂，有可能會造成使用者迷路或沒辦法回到想回去的頁面。最後則須注意

系統的運作狀況，系統的反應時間若太慢亦造成使用者的焦慮，或是系統

的穩定度不佳亦容易讓使用者對系統產生不信任感。 

（三）TSSCI 與 THCI 之優缺點 

TSSCI 與 THCI 的優點都是介面設計簡單、使用上亦不會太過困難，

但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各方面都簡單，同時來說也太簡陋，一開始好上手，

但實際使用後在資料庫的功能上就會跟著受限許多。 

整體來看，TSSCI在介面上較THCI好一些，然而在資料的收錄上 THCI

卻較 TSSCI 全面。若能以國圖的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發展引文索引資料庫，

在資料的正確性與全面性都會較佳。 

此兩系統亦有某些爭議與缺點。例如：在引文格式上，臺灣的期刊引

文格式是亂的，這些在製作上又是困難所在，也可能造成參考文獻的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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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的欄位上，TSSCI 跟 THCI 的缺點在於太簡單，只像是呈現單純的

書目資料，做分析時的資料並沒辦法直接給使用者。但相反的，TSSCI 與

THCI 之優點為其是針對臺灣的資料所建置，所收的都是中文文獻，因此

對於臺灣而言已有可供參考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對於未來人文社會科學引

文索引資料庫的發展，也將具有參考的價值。 

（四）與 WoS 及國外資料庫之差異 

多數使用者對 WoS 與 TSSCI、THCI 所感受到最大的不同處為資料量

上的落差。若以功能層面來看，無論是查詢功能或是引文的分析功能，WoS

皆優於 TSSCI 與 THCI，且差距甚大。WoS 已經接近一種大型的綜合資料

庫，但 TSSIC 與 THCI 在普通索引資料庫的建置上便有待加強，因此連引

文功能亦不齊全。 

造成 TSSCI、THCI 與 WoS 上述的差異，主要為臺灣的引文索引資料

庫在本質上是為了評鑑而生，並非如 WoS 或其他國外資料庫，其目的為瞭

解研究的趨勢或學門的發展。另一點較不同的是，國外跟中國大陸較大型

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基本上都是由私部門經營，因此較有可能永續發展。此

外，在參考文獻的著錄方面，TSSCI 跟 THCI 皆以書及期刊為主，容易忽

略掉有利用價值且可再進一步分析的資料，此部分國外資料庫卻會針對所

有引文的類型分析，盡量建構完整的引文地圖。 

（五）TSSCI 與 THCI 之使用狀況 

根據圖書館館員的訪談結果，真正使用 TSSCI 與 THCI 來做文獻查詢

的數量其實是很少的，大多是有評鑑的查詢需求時才會使用。查詢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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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大多是想拿到其收錄期刊清單，或是如何進入 TSSCI 期刊審查的量

化標準與申請程序，反而不會過問資料庫該如何使用，所以基本上都是以

做評鑑目的為主，而不是以查詢資料為主。然而，THCI 雖沒有 TSSCI 般

濃厚的評鑑色彩，但因為人文學學門的特性，大多數人文學者僅相信自己

的經驗判斷，較少利用數據型的資料佐證，因此實際使用資料庫的機率亦

極低。 

（六）TSSCI 與 THCI 整合之可行性 

TSSCI 與 THCI 的整合是應該執行的。臺灣期刊並不很多，有在運作

的期刊也不是很多，若可將兩資料庫進行整合，將收錄的範圍擴大，引文

數據的分析才會更有意義。另一方面，學科領域之間跨學科的研究越來越

多，所以若可將使用者有可能用到的資源整併在同一個平台，將會更方便

讀者查找資料，也更能建立起學門跟學門之間的關聯性。 

然而，TSSCI 與 THCI 在實行整合時將會碰上兩項困難，其一是收錄

範圍的差異問題，TSSCI 與 THCI 的收錄標準不一致，導致人文的範圍大

於社會科學的範圍，是可能帶來爭議之處。另一是建檔欄位上的差異。由

於 TSSCI 與 THCI 建檔的政策並不完全相同，所以在資料庫的整併方面亦

會發生問題，此為合併兩資料庫所須考慮的重大問題。 

七、建置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阻礙 

在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建置可能遭遇到的阻礙包含：參考文

獻引文格式的差異問題、拖刊問題、選刊問題、建檔的人力與資源問題、

以及名稱的權威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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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如何選刊便是個問題，在參考文獻的著錄上亦是個問題，因人

文社會科學在參考文獻上的引用格式並無一定的標準。且期刊常會有拖刊

的情形，在建檔時的人力與經費的花費亦十分龐大。 

若對於評鑑需求來講，名稱的權威檔也顯得特別重要，必須針對作者

與機構製作權威檔，讓查詢時可準確查到該機構或作者，才能避免數據不

精確的情況。 

八、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後續維護管理問題 

資料庫建成後，所涉及到的可能會包含後續處理的人力與經費、資料

庫的推廣、資料庫所採取的營運模式問題、資料的來源問題、以及引文資

料的建檔問題。必須思考負責的機構是否有辦法持續投入人力與經費、該

如何推廣資料庫，若沒辦法維持免費服務是否轉為付費服務，或轉為與私

人機構合作。最新資料來源亦是個問題，如何快速地拿到最新的期刊。此

外，由於人文社會科學在引用格式上的不一致，也將導致資料建檔方面的

問題。 

九、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推廣 

在資料庫推廣的部分，首先必須要讓資料庫建置完整，讓資料庫回歸

引文的特質，讓使用者感受到資料庫的查詢具有引文網路的架構，才有辦

法更有效地去推廣。若只專注在評鑑所用得到的功能，現有的 TSSCI 與

THCI 在功能上就已足夠，但若只發展評鑑所需之功能，就無法顧及一般

引文索引資料庫所能夠達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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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就現況推動 TSSCI 與 THCI，應先說服負責單位將評鑑之重點

擴大，而非僅專注在某些引文索引資料庫，如此 TSSCI 與 THCI 的使用量

一定會有顯著提升。 

十、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發展期許 

受訪者大多希望能增加資料庫內容的豐富性，並向國外效法，呈現出

系統介面的好用性，並補足引用跟被引用的關聯不完整的部分，做出真正

「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系統架構。此外，亦希望建置單位能有長遠的規劃，

必須思考長期營運模式為何，也應有專責單位負責，如此建置完成後可應

用的範圍便會大上許多，只要是臺灣的文獻就可使用，讓引文索引資料庫

能成為一種協助研究的方式，而不是變成評鑑的標準。 

十一、與國際接軌之建議 

若要跟國際接軌，以臺灣目前的情況自行與國外接軌是有其困難度的，

若能建立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且此資料庫在建置時就須參

考國外資料庫在處理引文資料庫時所注重的重點，例如各項索引與輸出欄

位等，將來與國外接軌或合併的可行性才有可能提高。 

相反地，進行時也要思考與國際接軌的方法，不可因與國外接軌而導

致被其他資料庫合併或無法繼續發展。且國際的資料庫大多偏向外文，但

臺灣的人文跟社會科學領域中，大多數期刊及其引用來源都還是中文為主，

因此若欲與國外接軌，便須花費更大的資源去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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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文社會科學的範圍會較專注在臺灣的本土性研究，因此臺灣

的研究圈相較於其他國家便顯得很小，而使合併後臺灣期刊的引用次數相

對變得極少，或許因此而式微。因此便須格外注意，幫助臺灣期刊曝光成

長之餘，也要顧到臺灣本土期刊的權利或是臺灣對於優良期刊的解釋權。 

第二節 建議 

本節就研究結果對引文分析研究以及引文索引資料庫之未來發展方向

提出下列三點建議，期能做為未來改善方向之參考，詳如下述。 

一、對引文分析研究者之建議 

目前引文分析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來源多半為國外大型引文索引資料庫，

研究成果亦為國外之學科領域發展情形，甚少有針對臺灣學術領域進行之

引文分析研究。其實臺灣的學術發展也有一段不短的歷史，若能針對臺灣

的學術領域做引文分析研究，即可顯現臺灣學術發展的脈絡，甚至發掘更

多研究的可能性。雖然目前臺灣現有的引文索引資料庫還不夠成熟，但若

可利用本土的資料庫及其資料做分析，相信更能推動臺灣的學術發展，並

促進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進步。 

二、對圖書資訊服務界之建議 

引文索引資料庫不同於一般的索引資料庫，其不僅能達到一般索引資

料庫查檢主題文獻之功能，更能揭示文獻與學科領域間的關係。然而，遺

憾的是目前臺灣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多半與學術評鑑有關，因此無法真正發

揮其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特質。身為圖書資訊服務人員，若能藉由資料庫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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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圖書館資源利用指導或日常參考諮詢業務，帶給讀者正確的引文索引

概念，不僅能讓讀者慢慢跳脫引文索引資料庫與學術評鑑的刻板印象，更

能幫助讀者利用引文索引資料庫之特性，發現更多可供利用的資源。期望

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能日漸茁壯，讓臺灣本土的優質研究

成果躍上國際舞台。 

三、對資料庫製作者之建議 

臺灣目前的三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THCI 以及

ACI 與國外、甚至中國大陸之引文索引資料庫系統相比皆較為遜色，若能

發展出一個至少具備引文索引資料庫特質的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資料庫，相信無論對臺灣的學術發展或是臺灣的引文索引資料庫發展都將

是一大助益。期望本研究對於 WoS、Scopus、CSSCI、CCD、TSSCI、THCI、

ACI 七資料庫之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索引欄位、檢索結果輸出欄位與

引文分析功能的研究分析，以及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資料庫建置

專家之訪談能有助於資料庫之建置。畢竟，正如受訪者所說，臺灣之資料

庫系統最大的問題是開發時未能參入使用者觀點之評估分析，因此製作出

來的資料庫也就較不易於使用。也希望未來臺灣能發展出一個不輸國外資

料庫系統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讓使用者不僅查詢引文時可使

用，更可應用於一般資料之查找，真正達成無論是一般使用者或研究者皆

能使用之引文索引資料庫系統。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係以 WoS、Scopus、CSSCI 、CCD、TSSCI、THCI 與 ACI 七

個引文索引資料庫分析，輔以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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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訪談，統整歸納出建置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議。因時 

間與人力上之限制，故以下就本研究中未盡完善之處，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如下。 

一、增加研究之資料庫 

本研究由於時間及人力之影響，故僅針對WoS、Scopus、CSSCI 、CCD、

TSSCI、THCI 與 ACI 七個引文索引資料庫分析，但當今已有多種系統可

檢索引用數據之內容，例如：Google Scholar、Science Direct、CiteSeer、

CiteBase 與 Scifinder Scholar、NASA ads、PubMed Central 等，建議未來能

擴大研究資料庫之範圍，多方觀察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置特性與要點。 

二、擴大引文索引資料庫系統分析之全面性 

本研究在系統的剖析方面僅針對文獻來源、使用者介面、檢索功能、

索引欄位、檢索結果輸出欄位與引文分析功能做討論，但在資料庫建置過

程中，文獻來源的挑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作品引文格式的著錄方式皆是建

置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重點之一，建議未來能擴大研究範圍至

文獻來源的挑選及人文社會科學作品引文的著錄格式，將引文索引資料庫

的建置要點完整分析。 

三、擴大受訪者範圍 

 本研究之受訪者包括資料庫使用者、圖書館館員以及資料庫建置專家。

其中，資料庫使用者之受訪者為政大圖檔所學生，圖書館館員包括政大與

輔大之館員，至於資料庫建置專家則為三位業界對引文索引資料庫有高度

認識以及製作經驗之專家。但在資料庫使用者方面，除了本來就對引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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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有認識的使用者外，尚存在許多一般使用者，其對資料庫之認知程度與

想法必定與圖資系所之學生不盡相同。館員部分本研究亦僅針對政大與輔

大兩館之館員做訪問，其他館之館員應有其他更具參考價值之看法。資料

庫建置專家亦有其他更多對引文索引有認識的專家意見可供參考。建議未

來受訪者部分可擴大其範圍，以收集更多方之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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