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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0/01 

04/8/27（校訂版） 

《政治科學論叢》 

撰稿體例 

 
一、正文寫作格式 

（一）標題寫法 
中文標題以「壹、  一、  （一）  1.  (1)  a.  (a)」為序。 
英文標題以「I.  A.  (A)  1.  (1)  a.  (a)」為序。 
 

（二）標點符號在中文部分請用全形，英文部分採用半形；如中英文夾雜，則視前文
所接為中文、英文或行文脈絡來決定。 

（三）引文寫法 
1. 直接引述文句時，中文加單引號「 」，英文加雙引號 “ ”。 
例： 

海德格說：「轉向在事態本身中作用著，它不是為我所發明，也不只發生在
我的思想之中。」 

例： 
As Raban stated: “The trial did not seal the myth of the Krays; rather, it broke it 
down into a long rehearsal of sordid facts.” 
 

2. 引語較長時，另起一段並縮排。 

例： 
托氏的結論是： 

革命並非總是事態越變越糟，每況愈下的時候發生的。事實正好相反，革命
的爆發每每是因為人民在長期的壓迫統治之下生活，逆來順受，忍氣吞聲之
後，忽然發現政府正在鬆解其高壓手段時揭竿而起反對政府而引起的。 
 

3. 引語中復有引語，或特殊引用時：中文內含引句用雙引號『 』，英文內含引
句用單引號 ‘ ’ 。 

例： 
所謂「知識論不必依賴認知科學的經驗研究，就可以完全確認對『建構知識』
之理解」 
So, “He would just talk calmly and rationally to a panel of psychiatrists, ‘and 
everyone would think we were the ones who were crazy.’” 
 

4. 中文稿引用外國人名、著作、專有名詞時，請儘量使用通行的中譯，並於第一
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名」；不常見的外國人名，可直接使用原名。 

例： 
他早年因受到沙皇專制政權的迫害，而從自由民主的理念轉向 Nikolai 
Chernyshevskii 的「民粹主義」（populism），這種意識形態以凝聚被壓迫之人

民的意識為號召，主張透過各種「恐怖活動」（terrorism）組織，破壞顛覆既

定的政治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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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註解 
註明資料出處的註解，請一律以括弧夾註的方式放在正文適當之處。作者有兩

人時，中文用頓號（、）連接，西文用 and 或 & 連接。作者為三人以上時，中文以
第一位作者名加「等」表示，西文加 et al. 

例： 
許多學者認為它最初出現於希臘亞理斯多德時期，而真正形成於十六世
紀或十七世紀之間（石元康，1998：177；Cohen & Arato, 1992: 84）。 

例： 
行政官員多會比民意代表低估問題的嚴重性，而會高估解決問題的效能性

（陳文俊等，2001：139-160）。 
 

（五）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括弧內夾註可省略作者名。 
例： 

胡適因而說這是「主張廢去主觀的私意，建立物觀的標準」（1991：301）。 
例： 

如 Neumann 所指示的，現代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之發展，提供了孕

育極權獨裁的有利條件。除此之外，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亦是以自由民

主之觀念為構成要素（1944：195-96）。 
 

（六）針對內文或資料來源做補充說明性質的註解，請用腳註，並於標點符號後，以
插入註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 

例： 
描述所有個體的行為並不等於描述聚集行為。4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ermany than in the U.S.2 

 

（七）數字寫法：統計數字與資料出版日期概用阿拉伯數字表示；表述性數字、法條
以中文表示。 
例：該區共有男性 31,586 人，女性 30,816 人 
例：第二次大戰前夕、伯恩公約第二條之二第二項 

 

（八）圖版、插圖及表 

1. 圖版寫法：圖版 1 或 Plate 1 

2. 插圖寫法：圖 1 或 Figure 1 

3. 表的寫法：表 1 或 Table 1 

4. 以上圖版、插圖、表若有同一類而行區分時，請一律採1-1, 1-2, 1-3…標明 

   例：圖版 1-1、圖版 1-2  或 Plate 1-1、Plate 1-2 
       圖 2-1、圖 2-2 或 Figure 2-1、Figure 2-2 
       表 3-1、表 3-2 或 Table 3-1、Table 3-2 
 
5. 圖表名稱與註解的位置：圖表名在圖表上置中；圖表註在圖表下對齊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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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1 郵政事業普及服務的概念及其構成要素圖 
 

 

 

 

 

 

 

 

 

 

 

資料來源：林淑馨（2003：234） 

 

表例： 

表 4 兩波地方菁英效能判斷類型分佈及差異檢定（使用七項） 

 

樂觀型 平衡型 悲觀型 合計 類 型 

波 段 % N % N % N N 

第 一 波
（1993） 

46.2 134 12.8 37 41.0 119 290 

第 二 波
（2001） 

57.6 195 10.1 34 32.2 109 338 

 

X2＝8.18356  DF=2  P=0.01683 

資料來源：廖達琪、黃志呈（2003：95） 

 

二、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以列出正文中引用之文獻為必要。按先中、日文後西文，中文以作（編、譯）
者姓名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列；西文文獻按字母順序依次排列。各類文獻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專書 
中文：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若為古書請註明版本）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例： 
朱孔彰，1969，《中興名臣事略》，台北：華文書局（據光緒辛丑上海書局石印

本影印）。 
王弼，1875，《老子道德經注》，光緒元年浙江書局重刻明華亭張子象本。 
Hirsch, E. D. 1967.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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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論文 
中文：作者，出版年，〈篇名〉，《期刊名》，卷（期）：頁數。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vol.(no.): 
page numbers. 

例： 
胡佛，1973，〈美憲的解釋與司法系統的剖析〉，《歐美研究》，3(1)：43-95。 

     Skocpol, Theda. 1997. “The Tocqueville Problem: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1(4): 455-79. 

 

（三）專書論文 
中文：作者，年代，〈篇名〉，編者（編），《書名》，出版地：出版者，頁碼。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Title of the book, ed. Editor.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page numbers. 
例： 

孫得雄，1986，〈台灣地區生育態度與行為的變遷〉，瞿海源、章英華（編），
《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台北：中研院民族所，頁24-56。 

Schleifer, James T. 1992. “How Many Democracies?” In Liberty, Equality, 
Democracy, ed. Eduardo Noll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3-205. 

 

（四）研討會論文 
中文：作者，年代，〈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論文（月日），地點：主辦

單位。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Date, at Place. 
例： 

丁仁方，1996，〈政經體制與資源分配：1980年代以後中美產業政策比較〉，「中
美資源分配政策評估學術研討會」論文（6月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
研究所。 

Oropesa, R. S., D. T. Lichter & R. N. Anderson. 1993. “Hispanic Marriage Markers 
and First Marriage Transi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pril 1-3, Cincinnati, OH. 

 

（五）博士論文 
中文：作者，年代，《論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科系名稱博士論文。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Department,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例： 

邱錦榮，1990，《福斯塔四論》，台北：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Tam, S. M. 1992. The Structu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omen Workers of 

Shekou Industrial Zone.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 HI. 

 
（六）翻譯作品 

1. 中譯本依引用重點為作者原著或譯者譯著（包括譯筆、譯注或譯者引伸按語）

而分： 
以原著為主：Author’s Name著，譯者名譯，年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譯自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以譯著為主：譯者名譯，年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譯自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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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Smith, Adam 著，郭大力、王亞南譯，1972，《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譯自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0. 

嚴復譯，1901-1902，《原富》，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譯自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p. n.d. 

 
2. 英譯本：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Translator’s nam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例： 

Aristotle. 1969.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Trans. Ernest Bark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七）報刊文章： 

中文：作者姓名，年，〈篇名〉（如為一般性的報導可略去以上二項），報紙

名稱，月日，第 x 版。 
外文：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omissible if news coverage) Name of 

newspaper Date. Section or page numbers. 
例： 

龍應台，2003，〈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精神分裂症」〉，中國時報，

7/12，E7。 
Bumiller, Elisabeth. 2002. “Bush Embraces His Roots, and Some Connecticut Money, 

Too.”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sec. 1A, 23. 
 

（八）網路資訊： 

作者姓名，〈篇名〉，資料來源（電子資料庫或電子期刊名稱）：網址
(www.xxx.yyy....)，檢索日期。 

例： 
蕭高彥，2000，〈馬基維利論政治秩序 — 一個形上學的考察〉，台灣大學政治

學系網頁，http://politics.soc.ntu.edu.tw/research_1.php，2000/10/18。 

OECD. 2000.“Knowledge-based Industries in Asia.” in 
http://www.oecd.org/dsti/sti/industry/indcomp/. Latest update 16 October 2000.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西文作者姓名採 Last Name, First Name(initial). Middle Name (initial). 作者有二位以
上時，第二位以下採 First Name (Middle Name) Last Name 之順序。 

例：Jakobson, R. & L. R. Waugh. 1979. 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二）若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例：Ricoeur, P. 1973. “The Hermeneutical Function of Distanciation.” Philosophy 
Today 17(2): 129-141. 

Ricoeur, P. 1981.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若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序在年代後面加 a b c 等符號。 
1978a 
1978b 
1978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