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二 

《論文及專文 撰稿格式要求》 

為了便於彙編論文集與建立嚴謹寫作之規範，本研討會對於來稿有如下的格式建議，希

望投稿者儘可能以符合學術寫作規範的原則，來處理投稿之各式與內容。特別是應以「引證

有註」的態度，注明援引資料或觀點之來源，以示對自己寫作文本與所援引資料負責的態度。

相關格式規約建議如下： 

一、書寫順序 

全文順序以題目、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摘要、關鍵字、正文內容、引用文獻等

次序撰寫。 

（一）題目：請按順序書寫中文題目、作者姓名及服務單位。 

（二）摘要：中文以 500 字為限，英文以 1,000 字為限。 

（三）關鍵字：關鍵詞以中文（附英文更佳）3～7 文句為原則，均為粗體字表示。例如：資

源(Resources)或粗體字【資源(Resources)】 

（四）正文：建議應包含前言或緣起、現象與討論（能援引既有調查研究觀點並與之對話尤

佳）、課題與對策（請提出作者之觀點與建議）、結論等章節。專文長度建議約 10,000 字

以內；論文長度約 10,000～18,000 字為宜。 

（五）引用文獻：正文中討論或敘述有援引的參考資料，請詳列來源，以便索引。 

二、書寫規範舉例 

1.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書名，〈〉用於論文及篇名。古籍之

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史記˙刺客列傳〉。 

2.獨立引文每行低三格 (楷書)。 

3.插圖或照片大小勿超過14×20公分，並請註明來源。 

4.圖表引用自他人者，須於圖表之標題後，加原作者及其出版年代，並以括弧表示之。 

5.所有度量衡均採用國際十進位法，記號以英文cm、cc、kg等表示，數字採用阿拉伯數字。 

6.註釋號碼請用阿拉伯字數碼之上標字 (右上方)，如 9、25；註釋內文附於該頁之下端，

並冠以同樣號碼。注文之作用，主要作為補充說明內文之用，以避免補充說明佔據內

文篇幅而模糊焦點；或者，注明內文中所引用觀點與資料之來源，交代其出處以示負

責 

7. 引用專書或論文，請依序註明作者、書名(或篇名)、出版項。 

    舉例說明： 

(1) 中日文專書：作者(編、合編或著)－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公司－出版年分。 

專書注文： 

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34-45。 

專書書目： 

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2) 中日文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項－年月－頁。 

論文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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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萍，〈他們的歷史寫在名字裡－透過姓名制度的變遷對臺灣原住民史的觀察〉，

《臺灣風物》，44:1，臺北：臺灣風物社，1994:03，頁 69-74。 

(3) 論文書目：（中文請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黃文卿，〈國家登山步道系統與國家公園步道系統連結之探討〉，《太魯閣國家公園

登山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001)，頁217-227。 

(4) 學位論文注文： 

羅立，〈臺灣東北角海域之描述性海洋化學初探〉(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海洋地質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刊行】，1990)，頁87。 

(5) 學位論文書目： 

羅立，〈臺灣東北角海域之描述性海洋化學初探〉，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海洋地質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刊行】，1990。 

(※未刊行之「研究報告」與「編輯之書中的專文」等，注文與書目書寫方式，仝

於「學位論文」)。 

(6) 西文專書： 作者－書名(斜體字)－出版地點－出版公司－出版年分。例： 

注文：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l968),pp.102-103. 

書目：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7) 西文論文：作者－篇名－期刊(斜體字)卷期－出版項－年月－頁碼。例： 

注文： 

Hoyt Tillman,“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uceh ”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July,1992),pp.455-474. 

書目： 

Tillman, Hoyt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uceh ”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July,1992),pp.455-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