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與公共事務 稿件格式 

為統一本刊文稿規格，特編訂文稿撰寫體例，敬請遵循採用。 

壹、來稿要項 

一、題目：中英文兼備。 

二、作者：姓名、現職、一百字以內之簡介（包含服務單位、職銜、主要學經歷、研究

領域、聯絡地址、聯絡電話），中英文兼備。 

三、摘要：二百字以內之中英文摘要。 

四、關鍵詞：中英文關鍵詞各五個。 

五、本文：篇幅以一萬至一萬五千字為度。 

六、註釋：本刊採用註腳格式，所有註釋請置於當頁本文之下，請勿用文中夾註方式。 

七、參考文獻：於文末依序列出正文中所引用文獻之完整資料。 

貳、本文規格 

文稿格式為橫向排列，左右對齊，註明頁碼。 

一、分節標題：文章之大小標題以「壹、一、（一）、1、（1）、a、(a)」為序。 

二、引語：原文直接引入文句者，於其前後附加引號；若引言過長，可前後縮排二字元

獨立起段，不加引號。若為節錄整段文章，則每段起始亦空二字。 

三、簡稱或縮寫：引用簡稱或縮寫，可依約定俗成之用法；惟於第一次出現時須用全稱，

並以括號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或縮寫。 

四、譯名：使用外來語之中文譯名，請盡量使用通行之譯法，並請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

號附加原文全稱。 

五、標點符號：中（日）文標點符號一律以全形輸入，英文（其他語文）標點符號一律

以半形輸入，正文中括號一律使用全形輸入。引用中（日）文書籍、期刊、雜誌、

報紙、網站等名稱請以粗體標記；文章名稱以「」標記；英文（其他語文）書籍、



期刊、雜誌、報紙、網站等名稱請用斜體字，所引之文章名稱請以 “ ” 標記。 

六、數字表示： 

1.年月日、卷期等數字及頁碼一律以西元年份及阿拉伯數字表示，如：1979年

1月1日。 

2.屆、次、項、型號等採用國字表示，如：第一屆、第三次、五項決議，東風

五型飛彈。（以外文字母表示之型號，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WZ-551） 

3.完整的數字採用阿拉伯數字，如：50 人；但百位以上整數之數字可以中文

表示者，以中文表示，如：二億三千萬。 

4.不完整之餘數、約數以國字表示，如：七十餘件、約三千人。 

七、附圖、附表： 

1. 編號採用阿拉伯數字，寫法如：圖1、圖2，表1、表2，圖1-1、1-2 等類推。 

2. 表之標題在該表之上方（置中），圖之標題在該圖之下方（置中）。 

3. 圖表的資料來源與說明，請置於圖表的下方（置左）。 

參、註釋體例 

一、專書 

1.中文：作者，書名，版別（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頁X (或頁X-XX)。

【初版無須註明版別】。 

【例】蔡東杰，當代中國外政策（台北：五南，2008 年），頁194。中非教育

合作與交流編寫組，中國與非洲國家教育合作與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5 年），頁3-5。 

2.外文：Author(s)’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Edition (if not original), 

Number of volume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Year of publication), Volume 

number(if any), p. X(or pp. X-XX). 



【例】W. Weinstein T. H. Henriksen, ed., Soviet and Chinese Aidto African N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80), p.117. 

二、譯著 

1.中文：譯者譯，Author(s)’ full name 著，書名（Original, CompleteTitle of the 

Book），版別（出版地： 出版社，出版年份），頁X（或頁X-XX）。【初版

無須註明版別】 

【例】邱琡雯譯，Hiroshi Minaml 著，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Nihonjin 

Ron）（臺北：立緒出版社，2003 年），頁1-10。 

2.外文：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By Translator(s)’ 

full name, Edition (if not the original), Number of volume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of publication),Volume number (if any), p. X (or pp. X-XX). 

【例】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orrected Ed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7), p.127. 

三、專書論文 

1.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編者，書名，版別（出版地：出版社，

出版年份），頁X（或頁X-XX）。【初版無須註明版別】 

【例】孫國祥，「全球化問題之挑戰與國家安全」，丁渝洲主編，臺灣安

全戰略評估2003-2004（臺北：遠景基金會，2004年），頁137-144。 

2.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Chapter Title,” in Editor/Editors’ full 

name(s) ed(s)., 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Place of the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of publication), Volume number(if any), p. X (or pp. 

X~XX). 

【例】 Dauglass C. North, “Five Proposi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 Knight & I. Sened eds., 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p.15-26. 

四、期刊論文 

1. 中文：作者，「篇名」，期刊名（出版地），第 X 卷第 X 期（出

版年月）， 頁 X（或頁 X~XX）。【台灣出版之期刊無須註明出版



地，但若期刊名稱相同者，仍須註明出版地。】 

【例】孫國祥，「東亞區域整合之演進與願景：經貿、金融與安全

面向的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1 期（2005年 1 月），

頁 119-173。劉德斌，「『軟權力』說的由來與發展」，吉林大學社

會科學學報（吉林），第 4 期（2004 年），頁 55-62。 

2.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Periodical, Vol. X, No. X (Month/Quarter Year), p. X(or pp. X-XX). 

【例】 Fei-Ling Wang, “Reformed Migration Control and New 

Targeted People: China’s Hukou System in the 2000’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7 (March 2004), pp. 115-132. 

五、學位論文 

1. 中文：作者，學位論文名稱（發表地：學校及系所名稱博／碩

士論文，畢業年），頁 X 或頁 X-X。 

【例】朱長治，台灣、日本及南韓經濟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嘉

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1-10。 

2. 外 文 ： 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Diss./Thesis,The Name of the Department, the Name of the Degree-

granting University, Place of the Degree-granting University, Year), 

p. x or pp. x-x. 

【例】Jr-tsung Huang, Three Essays on Marital Births and Taxes 

(Dis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1998), pp. 1-10. 

六、研討會論文 

1.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發表於 XX（研討會名稱）研討會

（地點：主辦單位，年月日），頁 x 或頁 x-x。 

【例】孫國祥，「區域間主義之研究：亞歐會議之實踐」，發表於

亞歐會議對臺灣經濟與安全之影響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

亞太研究所，2005 年 5 月 10 日），頁 23-37。 

2.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presented for 

Complete Title of the Conference (Place of the 

conference:Conference organizer, Date of conference), p. X (or pp. 

X-XX). 

【例】G. K. Kindermann, “Cases of Successful Rapprochement 

and Integration and a Roadmap to Cross-Strait 



Rapprochement,”presented for Perspectives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Views from Europ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of Asian Affairs, December 8-9, 2003). 

七、報紙 

1.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報紙名稱，年月日，版 x。【一般

性新聞報導可省略作者。台灣出版之報紙無須註明出版地。】 

【例】邱琡雯，「打破外籍新娘同化主義」，中國時報，2002年 8 

月 25 日，版 16。 

2. 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paper, Date, Section or Page Numbers. 

【例】Joseph Y. S. Cheng, “Shame on U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 2003, p. A17. 

八、網際網路 

（一）中文 

1. 電子專書：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 x 或

頁 x-x，網址。 

【例】經濟部商業司編，2002 中華民國電子商務年鑑（臺北：經濟

部，2003 年），頁 1-10，http://www.ec.org.tw/doc/2003-12-12-09-41-

29-2002 中華民國電子商務年鑑.pdf。 

2. 電子期刊論文，於頁碼後面註明網址，其餘體例不變。無頁碼者，

得省略之。 

【例】林毅夫，「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經濟

學季刊（北京），第 2 卷第 4 期（2003 年 7 月），頁 989-1004，

http://www.ccer.edu.cn/download/ceq/2.4/ 020412. 

pdf。 

3. 電子報紙、電子雜誌、網站的評論或報導，請註明：作者姓名，

「篇名」，網站名稱，年月日，網址。無作者者，得省略之。 

【例】王繼紅，「張文魁談國企改革：方向不會變制度決定後發」，人

民 網 ， 2004 年 10 月 9 日 ， http://www.people.com.cn/GB/ 

jingji/1037/2904445.html。 

4. 引用網頁資訊，請註明：作者姓名，「網頁標題」，網站名稱，網

址。無作者者，得省略之。 

【例】「1992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召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

部，http://www.zytzb.cn/zytzbwz/theory/lishi/lishi109.htm。 

5. 引用無明顯作者與標題的網頁資訊，請列出：網站名稱，網址。 



【例】國際貿易局，

http://cweb.trade.gov.tw/kmi.asp?Xdurl=kmif.asp&cat=CAT320。 

（二）外文 

1.電子專書：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URL. 

【例】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pp.1-10,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21/. 

2.電子期刊論文，於頁碼後面註明網址，其餘體例不變。無頁碼者，

得省略之。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Periodical, Vol. X, No. X (Month/Quarter Year), p. X(or pp.X-XX), URL. 

【例】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No. 4 (Spring 1996),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opeland.htm. 

3.電子報紙、電子雜誌、網站的評論或報導，請註明：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Website, Date, URL. 

【例】Thalif Deen, “China and India Supply the Demand,” Asia Times, 

October 9,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FJ09Ad07.html. 

4. 引用網頁資訊，格式同中文網頁，惟網頁標題改用 “” 表示，網站

名改以斜體表示。 

5. 引用無明顯作者與標題的網頁資訊，格式同中文網頁，惟網站名稱

改以斜體表示。 

九、第二次引註 

首次引註須註明完整的資料來源（如上例），第二次以後之引註可採以下任一格

式： 

1. 作者，書名（或「篇名」，或特別註明之「簡稱」），頁 X（或頁 X-XX）。 

2. 如全文中僅引該作者之一種作品，則可更為簡略為：作者，前引書（或

前引文），頁 X（或頁 X-XX）。 

3. 連續引用同一文獻或資料，可使用：同前註，頁X（或頁X-XX）。 

4. 同註X，頁X（或頁X-XX）。 

5. 外文文獻第二次引註的原則相同。 

【範例】 

嚴震生，「當前中國對非洲的能源戰略與外交」，頁23-24。 

蔡東杰，當代中國外政策，頁194。 

賴輝亮、郝瑞庭主編，前引書，頁59-60。 

同前註。 



William S. Murray, “Revisiting Taiwan’s Defense Strategy,” pp.15-17. 

Stephen M. Walt, op. cit., p. 5. 

Ibid. 

十、參考文獻用例 

來稿除依照上述註釋格式外，尚須將參考文獻列於正文之後。 

（1）參考文獻格式與第一次引述的詮釋體例格式相同。 

（2）所有文獻依中（日）文、英文（其他語文）先後排列。 

（3）中（日）文著作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英文（其他語文）著作依作者姓氏

字母排序。 

（4）將書籍專章列為參考書目時，依專章作者排序。 

（5）翻譯作品依翻譯語文類別，中文譯作按譯者姓氏筆劃排列，英文譯作按原

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6）同一作者有多篇著作被引用時，按照出版時間先後排序。 

（7）無作者（標題）的報導或網頁資料，請列於文獻最末。 

【範例】 

參考文獻 

中文 

于有慧，「十七大後中共外交走向觀察」，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2008 年 1

月），頁 175-182。 

中非教育合作與交流編寫組，中國與非洲國家教育合作與交流（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5 年）。 

朴英姬，「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發展歷程與未來趨勢」，海外投資與出口信貸，第

5 期（2006 年），www.eximbank.gov.cn/hwtz/2006/1_19.doc。 

朱長治，台灣、日本及南韓經濟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0 年）。 

邱琡雯，「打破外籍新娘同化主義」，中國時報，2002/8/25，版 16。 

邱琡雯譯，Hiroshi Minaml 著，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Nihonjin Ron）

（臺北：立緒出版社，2003 年）。 

孫國祥，「全球化問題之挑戰與國家安全」，丁渝洲主編，臺灣安全戰略評估 2003-

2004（臺北：遠景基金會，2004 年），頁 127-144。 

孫國祥，「區域間主義之研究：亞歐會議之實踐」，發表於「亞歐會議對臺灣經濟

與安全之影響」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2005 年 5 月 10 日）。 

「 三 個 代 表 的 重 要 思 想 是 怎 樣 提 出 來 的 」，  新 華 網 ，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5531/5539/20010710/508249.html。 



英文 

Baldwin, David, Economic Statecraf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eng, Joseph Y. S., “Shame on U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2003, 

p. A17. 

Copeland, Dale 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5-

41,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opeland.htm.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orrected 

Ed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7). 

Domes, Jurgan, “Intra-Party Confl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China,” presented for the 4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ember 12~15, 1974). 

Gill, Bates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of Chinese Soft Power,”Survival, 

Vol. 48, No.2 (2007), pp. 17-36. 

Huang, Jr-tsung, Three Essays on Marital Births and Taxes (Dis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1998). 

Swaine, Michael D.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2000),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21/. 

Wang, Hongying, “Chinese Conception of Soft Power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China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8).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20030730chinaex.pdf. 

“Cultur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http://www.anthrobase.com/Dic/eng/def/culture.htm. 

伍、字型規格： 

一、題目：新細明體 20 號粗體字，單行間距，置中。 

二、作者姓名：新細明體 16 號字，置右。 

三、作者職稱：新細明體 8 號字，加括號，置右。 

四、摘要：標題為標楷體 14 號粗體字，置中；內文為標楷體 12 號字，左右對

齊。 

五、 關鍵詞：標題為新細明體 12 號粗體字，詞組為標楷體 12 號字，左右對齊。 



六、 段落標題： 

1.主段落標題－－標楷體 16 號粗體字，置左。 

2.次段落標題－－標楷體 14 號字，置左。 

3.分項標題－－標楷體 12 號粗體字，置左。 

七、 內文：新細明體 12 號字，左右對齊。 

八、 註釋：新細明體 10 號字，置於頁尾、左右對齊，第二行內縮至題號後，與

第一行文字對齊。 

九、 圖表：標題為新細明體 12 號字，置中；圖表資料來源為新細明體 10號字，

左右對齊。 

十、 英文部分：Times New Roman（各項次字體之大小與中文部分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