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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教育部在民國 91年遴選的七所研究型大學為研究對象，利用書目
計量學方法，透過檢索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資料庫分析各校近 11年
來（1993年∼2003年）在學術論文質與量方面的綜合表現，以了解國內研究型
大學學術研究之表現。本研究所採用之評鑑指標，在量的方面，以論文發表篇

數為指標；在質的方面，則以論文被引次數、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及優質文獻數

（包括高被引文章數、熱門文章數及頂尖文章數）為評鑑指標。大致而言，國

內研究型大學的論文表現在量和質上均以台灣大學較為優秀，但若以各次領域

而言，則各有高下。然而，國內各研究型大學在論文質上的表現則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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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計量與學術評鑑—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論文發表概況分析 

 

壹、前言 

 一國之學術研究水準良窳，對於該國社會及經濟整體發展有直接的影響，

而高等教育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則是國家學術發展重要的主軸。為此，各國無不

對高等教育投注大量資源，以期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及研究競爭力；同時，在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提升高等教育的投資效率與效果（曾孝明，民 88，頁
64），如何強化各校優勢領域，乃成為當今全球趨勢所在。欲提升國家學術研究
實力，則首先必須了解目前所處位置何在，而學術評鑑正是進行所有學術改進

計畫之前，必須執行的任務；藉由學術評鑑，在積極面對於國家學術政策的制

定、支持方向的選擇以及獎勵等方面，具有很強的指導作用（曾冬梅，2000年，
頁 199），在消極面亦具有提醒與警惕之功效。 

    以往對於學術研究較常採用的評估方式是以著作的發表數量做為指標，著
作可包含會議論文、專題計畫成果報告、專書、國內外期刊論文等。就大學院

校之學術研究成果而言，發表在有同儕評比審查制度的國際學術期刊論文乃是

對學術專業性與研究品質的肯定，例如美國 ISI 所出版的〔科學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SCI）所列名的經常是較具有公信力的期刊（國家科學委
員會，民 92，頁 1）。而在這些具公信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論文篇數、論文被
引次數、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發表期刊影響力等，則經常被視為大學院校學術

評鑑基本的「量」與「質」指標。除了這些基本的「量」與「質」指標外，藉

由「優質文獻」（如，高被引文章、熱門文章與頂尖文章）的多寡做為學術評鑑

指標，則更能夠表現出某一學校學術研究的優異程度如何。而總體說來，不論

是論文篇數、論文被引次數、論文平均被引次數或優質文獻數等學術評鑑指標，
必須依賴書目計量學做為研究方法，以得知評鑑結果。 

    近來，為提升國內的學術發展至國際一流水準，教育部於民國 91年遴選了
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中山大學及成功大學

等七所大學為重點研究型大學，並撥發專案經費鼓勵各校整合、追求卓越，以

提升學術競爭力，發展成國際一流學府。教育部在遴選國內研究型大學之際，

曾以「各校五年內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作為遴選指標之一，但各校學術論文

「質」的分析，卻付之闕如。鑒此，本研究即針對教育部所遴選的這七所研究

型大學為研究對象，透過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以下簡稱 ESI）資料
庫，除了利用書目計量學計算七所學校的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量（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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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論文被引次數、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及優質文獻數（包括高被引文章數、熱

門文章數及頂尖文章數）做為「質」的考量，分析各校近 11 年來（1993 年∼
2003年）在學術論文質與量方面的綜合表現。 

    綜而言之，本研究中針對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近 11年來所發表的學術論文
總數、學術論文被引次數、學術論文平均被引次數進行分析，以探討各校整體

學術論文的質與量表現；另外，研究者亦將分析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近 11年進
入 ESI排行之領域所發表的論文總數、各校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其論文被引次
數與論文平均引次數，以探討各大學在不同領域論文表現之強弱；最後，研究
者再進一步分析各校的優質文獻數，以探討各校學術論文之優質程度。 

貳、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以書目計量之方法來進行我國七所研究型大學優質論文發表概況

比較分析，主要以 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公司出版之 ESI資料
庫為查詢工具。計數範圍僅限於 ISI 收錄之期刊文章，包括一般科學文章、評
論文章、會議論文與研究記錄，但不包括給編輯者的信、修正注意與摘要；收

錄之年份則為 1993年至 2003年，共 11年。 

 

參、七所研究型大學近十一年之學術論文基本質與量表現  

 本研究首先透過 ESI資料庫，針對 1993年至 2003年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
各校之學術論文的發表總數、總被引次數、平均被引次數進行分析，以探討各
校整體學術論文基本的質與量表現。 

一、七所研究型大學近十一年的學術論文總數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在 1993年至 2003年間所發表之學術論文總數如表一
所示。根據表一之數據看來，在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中，以台灣大學近 11年來
所發表之學術論文總數表現最為優異，勉強擠身於國際前 100名內。相較之下，
其他六所學校在學術論文數的表現方面，成大、清大與交大的世界排名大概在

300名左右，成大為 254名、清大為 315名、交大則為 361名；此外陽明大學、
中央大學與中山大學三校近 11年來所發表之學術論文總數，甚至落於世界排名
第 500名以後。由此可知，台灣學術論文在量上尚有提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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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近 11年發表之學術論文總數及排名統計表 
 
論文數 

學校名稱 
篇數 世界排名 

台大 19037  100 

成大 10220  254 
清大 8433  315 
交大 7136  361 
陽明 4509  535 
中央 4222  551 
中山 3971  584 

 

二、七所研究型大學近十一年的學術論被引次數 

    表二所示為七所研究型大學近 11年之學術論文被引次數。由表二呈現之數
據進一步分析可得知，七所大學近 11年來的學術論文總被引次數，仍以台灣大
學獨占鼇頭，遠比成功大學等六校高出許多。而與發表的論文總數比較，七校

的相對表現，僅有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兩校在國內的排名上有所異動。若以世

界排名來看，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近 11年來的論文總被引次數則均未能列入世
界前 200 名內；中央大學與中山大學在世界之排名，甚至遠落於 1,000 名外。
由此分析可見，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之論文被引狀況，遠較論文發表之表現
來得差。 

 

表二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近 11年之學術論文被引次數及排名統計表 
 
論文被引次數 學校名稱 

次數 世界排名 

台大 101728  268  
成大 40353  565  
清大 37710  598  
陽明 30498  671  
交大 21863  848  
中央 17106  1003  
中山 13096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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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所研究型大學近十一年的學術論文平均被引次數 

    進一步以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來看，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在近 11年發表的學
術論文，其平均被引次數如表三所示。此部分七所學校之表現，較之前兩部分

的學術論文總數及論文被引次數，在國內的相對排名上有較大的異動，在此以

陽明大學的表現最好，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 6.76次；而交通大學在此則表現最
差，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 3.06 次。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大學近 11 年來雖然在
學術論文總數及論文被引次數兩方面，較國內其他六所研究型大學的表現來得

好，但其近 11年的學術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卻落於陽明大學之後；另外，在學術
論文總數及論文被引次數方面表現均相當突出的成功大學，在學術論文平均被

引次數上的表現卻不甚理想，僅僅領先中山大學及交通大學。 

 
表三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近 11年之學術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及排名統計表 

 
學校名稱 平均被引數 相對名次 

陽明 6.76 1 
台大 5.34 2 
清大 4.47 3 
中央 4.05 4 
成大 3.95 5 
中山 3.30 6 
交大 3.06 7 

 
 

肆、七所研究型大學進入 ESI排名之領域其學術論文質與量表現 

    本研究進一步透過 ESI資料庫，分析 1993年至 2003年間，國內七所研究
型大學各校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數、各校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所發表的論文總
數、各校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其論文被引次數與論文平均引次數，以探討各大
學在不同領域論文表現之強弱。 

 

一、七所研究型大學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及各領域學術論文總數 

    在進入此階段分析之前，有幾點必須說明：在 ESI資料庫中，共區分了 21

個領域（不包含「跨領域」此項），能被此 21個領域收錄並進行排行之機構，
其必須在某領域之論文被引次數達到某一個數量（此即為機構的引文門檻），而

由於學科性質不同，每個領域的門檻值也不盡相同。以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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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並非七所學校在 ESI資料庫的 21個領域都能進入排行，因此，在本研究
當中，若某學校的某個領域未能進入 ESI排行，則研究者將無法對該學校該領
域發表的學術論文質量表現進行分析。整體而言，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在微

生物學、分子生物與遺傳學、經濟學與商業、數學、太空科學、免疫學、神經

科學與行為學，及精神病學／心理學等 8個領域，均未有學校進入排行，因此
本研究不針對此 8 個領域進行列表。另外，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進一步將 ESI
資料庫的 21個領域大致區分為工學、生命科學、社會科學、理學、農學與醫學
等 6大類，以作為後續分析之基礎。 

    首先以七校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數來看國內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表現，表四
顯示在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中，以台灣大學有 13個領域進入 ESI排行為最多
者，其在工學、生命科學、社會科學、理學、農學與醫學等 6大類中，均有領
域進入 ESI排行；陽明大學則僅有醫學類之臨床醫學領域進入排行；至於成功
大學等其他五校則分別有 4至 6個領域進入 ESI排行。但必須注意的是，由於
並非每所學校在所有領域都有論文發表，因此我們無法直接由表五所呈現之資

料即判定，某所學校未進入 ESI某領域排行，究竟是因為該校是沒有某領域的
系所，或是該校雖然有在某領域發表論文，但未能進入 ESI該領域之排行。因
此，此部份當佐以學校系所類別與性質作為輔助判斷，否則全然以各校進入 ESI
排行之領域數為評鑑依據，恐有失公允。 

若再以 6大類各校進入 ESI排行之情形看來，在工學類的電腦科學、工程
與材料科學等三個領域中，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除了陽明大學未能進入該三

領域之排行、及中山大學在電腦科學領域未進入排行外，其他學校在工學類的

三領域皆有不錯的表現。整體看來，尤以台灣大學、成功大學與清華大學在工

程類的論文數表現最佳，此三所校校在電腦科學、工程與材料科學等三個領域

中的論文數皆列於世界百名之內。國內七所學校在工學類各領域，論文數表現

最佳者分別為：在電腦科學領域方面，以交通大學有 966篇論文為最優，世界
排名第 16 名；工程領域上，成功大學有 2,659 篇論文，世界排名第 25 名，台
大有 2,543篇論文，世界排名第 29名；在材料科學方面，成功大學以 1,290篇
論文領先，世界名行第 31名。 

另外理學也是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表現較佳的類別，化學、地質學與物理

學等三個理學類的領域均有學校進入排行。而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在此三領域

中，論文總數表現最佳者分別為：在化學領域中，以台灣大學表現最好，有 2,822
篇論文，世界排名為第 44名；在地質學領域中，則只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有
412 篇論文，世界排名第 192 名；物理學領域方面，台灣大學的論文篇數仍居
領先地位，有論文 2,239 篇，在世界排名第 133 名。若以世界排名看來，國內
七所研究型大學在理學類的表現仍不如工學類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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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生命科學類，只有台灣大學在生物與生化、環境／生態學兩個領域

進入排行，其論文數分別為世界第 227名與第 69名。在社會科學類方面，也只
有台灣大學在一般社會科學這個領域進入排行，然而其論文數並不多，只有 202
篇，在世界排名第 356名。 

在農學這一類中，主要有農業科學、植物與動物科學兩個領域，進入排行

的學校則有台灣大學與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僅於植物與動物科學領域進入排

行）。在農業科學領域論文數方面，僅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該校在此領域有

293 篇論文，在世界排名第 100 名；而在植物與動物科學領域論文數方面，台
灣大學之表現較中山大學來得好，有 1,076篇論文，在世界排名第 102名。 

在醫學的類別中，國內七所學校中，只有部份學校在臨床醫學、藥理學與

毒理學兩個領域進入排行，而進入排行的學校以有設立醫學院之學校為主，其

分別為台灣大學、成功大學與陽明大學。其中在在臨床醫學領域中，以台灣大

學的論文數較成功大學與陽明大學來得多，有 4,391篇，在世界排名第 110名；
藥理學與毒理學領域，則只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其論文有 533篇，世界排名
第 44名。 

藉由對照各校各領域發表的學術論文數及其世界排名可得知，各領域的學

術論文發表總數之世界排名為一相對值，得視各領域整體論文發表狀況而定。

因此，從以上各校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其發表的學術論文數在世界排名上看
來，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在工學類上的表現最佳，其次為理學類；而社會科學

類不僅近如排行之學校僅只一所，其學術論文數在世界排名上亦相當落後，可
說是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表現最不佳的類別。 

    除了針對各校在 ESI資料庫各領域進入排行的情形，及各校在各領域發表
的論文數進行分析外，若再以各校進入排行之文章比率加以分析（即進入排行

之領域其論文總數佔該校近 11年來所發表的論文總數之百分比），則由表四的
數據可看出看來，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其進入 ESI 排行之文章比率均超過 50
％，其中台灣大學及交通大學更有高達 90％以上的文章列入 ESI排行，足見兩
校各系所發表之論文具有一定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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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進入 ESI排名之領域及其學術論文數統計表 
台大 成大 清大 交大 陽明 中央 中山 

領域 
 

文章篇數 
(佔該校比
率) 

世界
排名

文章篇數 
(佔該校比
率) 

世界
排名

文章篇數 
(佔該校比
率) 

世界
排名 

文章篇數 
(佔該校比
率) 

世界
排名

文章篇數 
(佔該校比
率) 

世界
排名

文章篇數 
(佔該校比
率) 

世界
排名

文章篇數 
(佔該校比
率) 

世界
排名

工學               
Computer science 569 (2.99%) 48 429 (4.20%) 86 411 (4.87%) 95 966 (13.54%) 16   271 (6.42%) 173   
Engineering 2,543 (13.36%) 29 2,659 (26.02%) 25 1,668 (19.78%) 69 2,261 (31.68%) 38   962 (22.79%) 180 843 (21.23%) 207 
Materials science 890 (4.68%) 67 1,290 (12.62%) 31 1,099 (13.03%) 45 532 (7.46%) 145   320 (7.58%) 370 308 (7.76%) 284 
生命科學               
Biology & Biochemistry 867 (4.55%) 227             
Environment/Ecology 614 (3.23%) 69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202 (1.06%) 356             
理學               
Chemistry 2,822 (14.82%) 44 1,277 (12.50%) 252 1,948 (23.10%) 113 745 (10.44%) 439     596 (15.01%) 526 
Geosciences 412 (2.16%) 192             
Physics 2,239 (11.76%) 133 1,322 (12.94%) 262 2,050 (24.31%) 153 1,966 (27.55%) 164   1,177 (27.88%) 301   
農學               
Agricultural sciences 293 (1.54%) 100             
Plant & Animal science 1,076 (5.65%) 102           300 (7.55%) 413 
醫學               
Clinical medicine 4,391 (23.07%) 110 1,353 (13.24%) 421     2,517 (55.82%) 236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533 (2.80%) 44             

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數   13   6   5   5   1   4   4  
進入 ESI排行之文章比率  91.67%   81.51%   85.09%   90.67%   55.82%   64.66%   51.55%  

註：1.百分比為進入排行領域之文章數佔機構內文章數之百分比 (A大學 a領域文章／A大學所有文章數) 

2.由於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Economics & Business, Mathematics, Space science, Immunology, Neuroscience & Behavior, 

Psychiatry/Psychology,等 8個領域並無學校進入排行，表格中省略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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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所研究型大學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其論文被引次數與平均被引

次數 

    表五顯示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其論文被引次數與平均
被引次數之統計。首先從論文被引次數來看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在各領域的表

現。在工學類三個領域中，論文被引次數表現最佳者分別為：電腦科學領域方面，

以交通大學被引次數為最多，有 1,554 次，世界排名第 68 名；工程領域方面，
台灣大學有 6,881 次，世界排名第 68 名；材料科學領域則以成功大學領先，有
4,307次，世界排名第 75名。 

    在生命科學類只有台灣大學在生物與生化、環境／生態學兩個領域進入排

行，其論文被引次數分別為 6,260次（世界排名第 430名），與 2,569次（世界排
名第 204 名）。社會科學一類中，也只有台灣大學在一般社會科學這個領域進入
排行，其論文被引次數僅有 554次，世界排名第 417名。 

    在理學類中，國內七所學校的論文被引次數表現較佳者分別為：化學領域以

台灣大學表現最好，被引用了 16,742 次，在世界排名為第 151 名；在地質學領
域中，則只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被引次數為 2,168次，世界排名為第 294名；
物理學領域方面，則以清華大學的被引次數為最多，有 10,098 次，世界排名為
第 309名。 

    在農學此類上，以台灣大學在農業科學、植物與動物科學兩個領域的論文被

引用次數較高，分別有 1,280次（世界排名為第 130名）與 5,048次（世界排名
為第 180 名）。至於醫學類有部份學校進入排行的臨床醫學、藥理學與毒理學領
域，論文被引次數同樣都以台灣大學為最多，台灣大學在臨床醫學領域的論文被

引次數為 28,453 次，在世界排名第 272 名；在藥理學與毒理學的論文被引次數
為 3,815次，在世界排名第 120名。 

    基本上，以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而言，在進入 ESI排行的各領域中，各校發
表的論文數越多，則論文被引次數也相對較高，其中僅有兩個領域例外：一為工

學類的工程領域，雖然以成功大學的論文數較多，但以台灣大學的論文被引次數

較多；另一則為理學類的物理學領域，該領域以台灣大學的論文數為最多，但在
論文被引次數上則以清華大學居冠。 

    以下再以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來看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在各領域的表現。工
學類中，各領域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表現較佳的學校分別為：電腦科學領域，以

台灣大學與中央大學的平均被引次數為最高，有 1.92 次；工程領域中，則以中
央大學的平均被引 3.15 次為最高；材料科學領域平均被引次數最高的則為台灣
大學的 3.8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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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相關領域中，只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其在生物與生化領域有 7.22
次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在環境／生態學領域則有 4.18 次。社會科學一類中，
也只有台灣大學在一般社會科學這個領域進入排行，其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 2.74
次。 

    在理學類中，台灣大學在化學與地質學兩個領域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較高，

分別為 5.93次與 5.26次，物理學領域則以中央大學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最高，
有 5.31 次。農學類上，也是以台灣大學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較高，在農業科
學領域有 4.37 次，植物與動物科學領域有 4.69 次。至於醫學類有部份學校進入
排行的兩個領域，其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仍以台灣大學領先國內其他學校，該校在

臨床醫學領域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有 6.48 次，藥理學與毒理學領域的論文平均
被引次數 7.16次。 

由各校進入 ESI 排行之領域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分析看來，須特別注意的
是，中央大學在此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其在電腦科學領域、工程領域，及物理領

域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均優於國內其他六所研究型大學（其中電腦科學領域與台
大並列國內七校第一）。 

另外，從上述分析與表五的統計數據中可看出，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進入排

行的領域，其論文平均被引次數普遍比全球各領域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來得低。

其中僅有清華大學、中央大學與中山大學在工程領域，以及台灣大學在材料科學

領域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高於世界平均值，其餘各校各領域之論文平均被引次

數，皆落後世界平均值。且整體看來，各校各領域的論文被引次數在世界排名，

比各領域論文數的世界排名低落許多，此種「質」「量」不均的現象，可能和文

章發表的主要語文為英文，以及科學家們的引用習慣有關。但如何讓世界各國肯

定台灣地區科學研究的表現，進而對其發表文章多加引用，在「量」上已被肯定
的台灣，「質」的突破顯得更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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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進入 ESI排名之領域其論文被引次數與平均被引次數統計表 
   台大  成大  清大  交大  陽明  中央  中山  

領域 
 

門檻  
值  

世界
平均
被引

被引
次數  

機構
排名  

平均
被引  

被引
次數  

機構
排名  

平均
被引  

被引
次數  

機構
排名  

平均
被引  

被引
次數  

機構
排名  

平均
被引  

被引
次數  

機構
排名  

平均
被引  

被引
次數  

機構
排名  

平均
被引  

被引
次數  

機構
排名  

平均
被引  

工學                        
Computer science 477 2.31 1,092 109 1.92 701 176 1.63 778 159 1.89 1,554 68 1.61    521 244 1.92    
Engineering 521 2.88 6,881 68 2.71 6,661 71 2.51 5,091 119 3.05 6,385 76 2.82    3,033 219 3.15 2,538 256 3.01 
Materials science 736 3.85 3,437 102 3.86 4,307 75 3.34 3,700 95 3.37 2,000 196 3.76    1,030 394 3.22 874 436 2.84 
生命科學                        
Biology & Biochemistry 4273 15.1 6,260 430 7.22                   
Environment/Ecology 1140 7.1 2,569 204 4.18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337 3.2 554 417 2.74                   
理學                        
Chemistry 2639 7.57 16,742 151 5.93 5,435 457 4.26 11,160 252 5.73 3,887 581 5.22       2,884 708 4.84 
Geosciences 1836 7.44 2,168 294 5.26                   
Physics 3688 6.89 9,591 319 4.28 4,765 510 3.6 10,098 309 4.93 6,576 423 3.34    6,246 441 5.31    
農學                        
Agricultural sciences 525 4.39 1,280 130 4.37                   
Plant & Animal science 989 5.82 5,048 180 4.69                1,195 602 3.98 
醫學                        
Clinical medicine 1172 9.98 28,453 272 6.48 8,355 656 6.18       15,709 414 6.24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1885 8.94 3,815 120 7.16                   
進入排行領域數  (6大類)   6 3 2 2 1 2 3 
進入排行領域數  (22類)   13 6 5 5 1 4 4 

註：1.由於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Economics & Business, Mathematics, Space science, Immunology, Neuroscience & Behavior, 

Psychiatry/Psychology等 8個領域並無學校進入排行，表格中省略不列。  

2.機構排名為被引次數之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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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七所研究型大學之優質文獻表現 

    除了以各校整體及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的論文數、論文被引次數及論文平均
被引次數等面向，來探討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其學術論文質與量方面的表現外，

本研究亦將「優質文獻」納入各校學術論文表現之評鑑依據。本研究所指的優質

文獻為 ESI資料庫所提供之各校高被引文章、熱門文章與頂尖文章數，以下據此
三指標依序分析之。 

 

一、七所研究型大學之高被引文章數 

    高被引文章乃是指在 ESI資料庫中，近十年內某領域中引文數排行在前 1％
之文章，在此本研究即以近十年內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的高被引文章數為分析對

象。表六顯示各校高被引文章數及高被引文章比率（即各校高被引文章數佔該校
所發表之論文總數比例）。 

從表六所呈現之數據可得知，台灣大學近十年來之高被引文章數居國內七所

研究型大學之冠，有 79 篇，遠超越成功大學等其他六所學校；陽明大學近十年
之高被引文章數，則在七所學校中敬陪末座，僅有 12 篇。若再從各校的高被引
文章比率來看，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中，以中央大學的高被引文章比率為最

佳，但亦僅有 0.76％；而七校當中，高被引文章比率最低的學校則為清華大學，
有 0.21％。 

    由以上高被引文章數及高被引文章比率的分析看來，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所
發表之論文，實難以成為高被引文章。而這與先前的分析結果是相呼應的，亦即
國內此七所學校在論文被引用次數上的表現，無法與論文發表數同步發展。 

 
表六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高被引文章數統計表 

 
學校名稱 論文總數 高被引文章數 高被引文章比率 

台大 19037  79 0.41％ 

成大 10220  46 0.45％ 
中央 4222  32 0.76％ 

交大 7136  24 0.34％ 

清大 8433  18 0.21％ 
中山 3971  15 0.38％ 

陽明 4509  12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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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所研究型大學之熱門文章數  

    在此，熱門文章是指在 ESI 資料庫中，近兩年內某領域中引文數排行在前
0.1％的文章，在此本研究即以近兩年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的熱門文章數為分析
對象。表七顯示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的熱門文章數。整體來看，台灣地區僅有

13 篇熱門文章。而在國內的七所研究型大學中，台灣大學、成功大學等兩所學
校各有 3篇熱門文章，陽明大學及中央大學則各有 1篇熱門文章，交通大學、清
華大學與中山大學則未有熱門文章產出。由高被引文章數及熱門文章數兩者之分

析可知，台灣大學和成功大學兩校之表現較為優異，但整體而言，各校的高被引
文章數及熱門文章數之表現均不佳。 

 
表七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熱門文章數統計表 

 
學校名稱 熱門文章數 

台大 3 
成大 3 
中央 1 
陽明 1 
交大 0 
清大 0 
中山 0 

註：高被引文章比率為：高被引文章數／論文總數  

 

三、七所研究型大學之頂尖文章數  

    此處所指之頂尖文章，乃是 ESI資料庫中，排名前 1％的文章，即根據不同
的出版年代及學術領域，取其引文數達到百分之一門檻值之文章。頂尖文章與前

面所分析的高被引文章門檻值大致相同，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頂尖文章必須為

進入各領域排行之機構才列入計算，亦即無法進入某領域排行之機構，便無該領

域之頂尖文章。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其各領域之頂尖文章數及頂尖文章比率（即

頂尖文章數佔該校該領域所發表的論文數之比例）請見表八。由表八之統計可

見，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在頂尖文章上的表現，仍以台灣大學為最佳，共有 74
篇頂尖文章，遠超越成功大學等其他六所學校；而七所學校的頂尖文章數則以陽

明大學為最少，僅有 3篇頂尖文章。 

    若將各校頂尖文章數與高被引文章數做一比較，可發現除了陽明大學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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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內六所學校的頂尖文章數與高被引文章數並未有極大差異。而陽明大學的

頂尖文章數比高被引文章數少得許多，這顯然與陽明大學進入 ESI排行之領域只
有臨床醫學此一領域，有很大的關係。 

若再以頂尖文章比率來看，整體說來，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之頂尖文章比率

均不高。各校各領域頂尖文章比率超過 1％的，只有中央大學在工程領域的 1.25
％、交大大學在材料科學領域的 1.32％、中山大學在化學領域的 1.01％、中央大
學在物理領域的 1.36％，以及台灣大學在農業科學領域的 1.37％。另外，也有部
份學校在進入排行的領域中，卻未產出頂尖文章的；這表示該校之所以能在該領

域進入排行，可能只是由於該領域文章被引次數的累積造成總引文數達到門檻
值，卻沒有單篇文章的被引次數超過該領域高被引文章的門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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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頂尖文章數及頂尖文章比率統計表 

註：1.頂尖文章比率為：頂尖文章數／該校論文總數  

2.由於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Economics & Business, Mathematics, Space science, Immunology, Neuroscience & Behavior, 

Psychiatry/Psychology, Multidisciplinary 等 9個領域並無學校進入排行，表格中省略不列。

 台大  成大  清大  交大  陽明  中央  中山  

領域  
 

頂尖  
文章數  

佔該校  
該領域  
比率  

頂尖  
文章數  

佔該校  
該領域  
比率  

頂尖  
文章數  

佔該校  
該領域  
比率  

頂尖  
文章數  

佔該校  
該領域  
比率  

頂尖  
文章數  

佔該校  
該領域  
比率  

頂尖  
文章數  

佔該校  
該領域  
比率  

頂尖  
文章數  

佔該校  
該領域  
比率  

工程                
C omputer science 1 0.18% 0 0% 0 0% 2 0.21%   0 0%   
Engineering 8 0.31% 16 0.6% 4 0.24% 11 0.49%   12 1.25% 5 0.59% 
Materials science 8 0.9% 3 0.23% 4 0.36% 7 1.32%   2 0.63% 0 0% 
生命科學                
Bio logy & Biochemistry 0 0%             
Environment/Ecology 2 0.33%             
社會科學                
S ocial sciences, General  1 0.5%             
理學                
C hemistry 4 0.14% 1 0.08% 1 0.05% 1 0.13%     6 1.01% 
Geosciences  1 0.24%             
P hysics 18 0.8% 12 0.91% 7 0.34% 3 0.15%   16 1.36%   
農學                
Agricultural  sciences  4 1.37%             
Plant  & A nimal  science 4 0.37%           0 0% 
醫學                
Clinical  m edicine 19 0.43% 7 0.52%     3 0.12%     
P harmacology & Toxicology 4 0.75%             
頂尖文章數 74 39 16 24 3 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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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透過檢索 ESI資料庫，我國七所研究型大學所發表之學術論文在量與質之表
現上均已呈現：量的方面以論文發表篇數為指標；在質的方面，則以論文被引次

數、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及優質文獻數（包括高被引文章數、熱門文章數及頂尖文

章數）為評鑑指標。綜觀以上之分析，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在學術論文質與量方
面的表現可做出以下之結論： 

 

一、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學術論文量與質的表現，以台灣大學為最佳 

    在量的評鑑方面，台灣大學在 1993年至 2003年間所發表的學術論文數為七
所學校之冠，且居世界排名第 100名，較其他六所學校所發表之學術論文數高出
許多。 

    在質的評鑑方面，從各校論文被引次數、論文平均被引次數、高被引文章數
及熱門文章數此四項指標看來，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在不同指標當中的表現，多

互有領先。唯台灣大學在論文被引次數、高被引文章數及熱門文章數等三方面均

為七校之冠，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亦僅次於陽明大學；而中山大學在論文被引次

數、論文平均被引次數、高被引文章數及熱門文章數此四項指標之下的表現，則

普遍較差。若單以優質文獻數—高被引文章數、熱門文章數及頂尖文章數，來看

各校學術論文質的表現，仍然以台灣大學的表現最出色；陽明大學、中山大學及
清華大學三校的優質文獻數量則普遍較少。 

    由以上可知，台灣大學所發表之學術論文不論是在量或是質的表現上相對於
其他六校來說都是相當優異的，雖然說在不同指標當中的表現各校互有領先，整
體看來，仍以台灣大學之表現為較佳。 

 

二、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在各領域之學術論文質和量的表現，以台灣
大學較佳 

    若以各校進入 ESI排名的 13個領域，來看各領域各校的學術論文量（論文
數）與質（論文被引次數、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及頂尖文章數）的表現，則可得如
下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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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腦科學領域： 

    在電腦科學領域中，學術論文量的表現以交通大學為最優異。至於學術論文
質的表現，在論文被引次數方面，以交通大學為最高；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以台
灣大學及中央大學為最佳；頂尖文章數則以交通大學為最多。 

（二）工程領域： 

    在工程領域中，學術論文量的表現以成功大學為最優異。至於學術論文質的
表現，在論文被引次數方面，以台灣大學為最高；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以中央大
學為最佳；頂尖文章數則以成功大學為最多。 

（三）材料科學領域： 

    在材料科學領域中，學術論文量的表現以成功大學為最優異。至於學術論文
質的表現，在論文被引次數方面，以成功大學為最高；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以台
灣大學為最佳；頂尖文章數則以台灣大學為最多。 

（四）生物與生化領域、環境／生態領域： 

    在生物與生化領域、環境／生態領域，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中僅有台灣大學
進入排行，該大學在此兩領域之學術論文質量表現，當然優於其他學校。 

（五）一般社會科學領域： 

    在一般社會科學領域，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中亦僅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該
大學在此領域之學術論文質量表現，當然優於其他學校。 

（六）化學領域： 

    在化學領域中，學術論文量的表現以台灣大學為最優異。至於學術論文質的
表現，在論文被引次數方面，以台灣大學為最高；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亦以台灣
大學為最佳；頂尖文章數則以中山大學為最多。 

（七）地質領域： 

    在地質領域，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中僅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該大學在此領
域之學術論文質量表現，當然優於其他學校。 

（八）物理學領域： 

    在物理學領域中，學術論文量的表現以台灣大學為最優異。至於學術論文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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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在論文被引次數方面，以清華大學為最高；論文平均被引次數，以中央
大學為最佳；頂尖文章數則以台灣大學為最多。 

（九）農業科學領域： 

    在農業科學領域，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中僅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該大學在
此領域之學術論文質量表現，當然優於其他學校。 

（十）植物與動物科學領域： 

    在植物與動物科學領域，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中僅有台灣大學與中山大學進
入排行，而台灣大學在在此領域之學術論文質量表現，均較中山大學來得好。 

（十一）臨床醫學領域： 

    在臨床醫學領域領域，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中僅有台灣大學、成功大學與陽
明大學進入排行，而台灣大學在在此領域之學術論文質量表現，均較其他兩所學
校優異。 

（十二）藥理學與毒理學領域： 

    在藥理學與毒理學領域，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中僅有台灣大學進入排行，該
大學在此領域之學術論文質量表現，當然優於其他學校。 

三、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論文質的表現較量的表現有待加強 

    從本研究所進行的各項分析看來，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其學術論文質與量的
表現呈現相當大的落差。不論以各校整體學術論文表現來看，或以各校各領域的

學術論文表現來看，各校的學術論文發表數量都比論文被引用的情況來得好，這

顯示出國內的學術論文普遍無法受到學術界之器重，今後，仍有待國內學者以「量
多質精」做為學術論文發表之目標。 

參考書目 

國家科學委員會（民 92年）。大學院校研究績效分析計畫期中報告。台北市：著
者。 

曾冬梅（2000年）。論大學的學術水平。在蔣國華主編，科學評價與指標（頁
199-208）。北京：紅旗。 

曾孝明（民 88，5月）。從英國學術評鑑談起—我國學術研究的改進之道。教育
資料文摘，43（5），5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