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撰稿用例
（2023年 9月修訂版，自 2025年第 37卷第 1期起適用； 

投稿者自即日起請遵循本修訂版之體例撰稿）

一、字型

1. 來稿之中文字型請用「新細明體」，英文及數字字型用「Times New Roman」； 

正文為 12級字，註腳為 10級字。

二、扉頁、摘要與關鍵字

1. 稿件扉頁請以中、英文書寫論文題目及作者姓名、所屬單位與職稱。

2. 論文摘要請以中、英文各撰寫一份，中文摘要不超過 250字，英文摘要不

超過 150字。

3. 中、英文摘要後請列出關鍵字。中文關鍵字以頓號（、）隔開；英文關鍵

字以逗號（ ,）隔開，全小寫，專有名詞第一個字母為大寫。

三、標題

1.  中文標題以「壹、一、𡛼、1、a 」為序。

 英文標題以「I、A、（A）、1、（1）、a、（a）」為序。

四、引語

1.  直接引語，用冒號（：）時，中文加單引號（「 」），英文加雙引號（“ ”），
如：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Wolf concluded: “Only in a situation where effective alternative options 
exist can a shift to a new order be made.”



2.  直接引語，不用冒號（：）時，中文加單引號（「 」），英文加單引號（‘ ’），
如：

孔子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殆指此而言。

Such cases led Ralph Linton to the view that the nuclear family plays 
‘an insignificant role in the lives of many societies.’

3.  直接引語，但另獨起一段者，不用引號，如：
荀子云：

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

As Cornell has pointed out: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a goodly share.

4.  引語中復有引語時，中文單引號（「　」）在外，雙引號（『　』）在內；
英文雙引號（“　 ”）在外，單引號（‘　 ’）在內，如：
銅鼓圖文與楚辭九歌中曾云：「著者的假設，九歌是屈原記事之賦，歌

的內容記祭神祀典……如東君『羌聲色兮娛人，歡者憺兮志歸』。」

So, “He would just say calmly and rationally to a panel of psychiatrists, 
‘and everyone would think we were the ones who were crazy.’ ”

五、附加原文

1. 方言或土語之用語，斜體、小寫、不用括弧，如：
這是以家宅 umaɂ、家氏 ŋalaŋ nua umaɂ為中心。

2. 一般用語，正體、小寫、加括弧，如：
既非純父系（patrilineal）也不是純母系（matrilineal）

3. 專有名詞，正體、第一個字母大寫、加括弧，如：
阿美（Ami）
臺灣（Taiwan）
一直說到印度的迦尼薩（Ganesa）和希臘的雅典娜（Athene）
The Port of Venice (Venezia) is a major seaport on the Adriatic Sea.



六、註解

1. 註明出處的註解：請直接將作者、出版年代（及引用頁數）寫在正文中適
當的地方，如：

（陳思賢，1997）
（蕭公權，1964: 100–105）
（Hunter, 1947: 96–97）
（何炳棣，1995: 77–108；郭秋永，1982: 173–211）

2. 當正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請將出版年代（及引用頁數）緊接著標出，如：
陳思賢（1997）
蕭公權（1964: 100–105）
Hunter（1947: 96–97）

3. 需說明或引申行文的涵義時，請用腳註。在正文中用阿拉伯數字標註於標
點符號之後，或其他適當位置，如：

他的結論與某某社會學家有很大的差異。2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language is the vehicle of culture.8

七、圖版、插圖及表

1. 圖版寫法，如：
圖版 1，或 Plate 1。

2. 插圖寫法，如：
圖 1，或 Fig. 1。

3. 表的寫法，如：
表 1，或 Table 1。

4. 圖版、插圖、表等若有同一類而行區分時，請一律採用 1–1、1–2……標
明，如：

圖版 1–1，圖版 1–2；圖 2–1，圖 2–2；表 3–1，表 3–2。



八、數字

一般性或非統計數字在十以內，請以國字表示；若數目較大或屬統計數字，

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

該區共有男性 31,586人，女性 30,816人。

九、參考資料

𡛼參考資料請列在正文之後，並依下列方式處理。請注意：中文文獻均以正

體字書寫，專書名、期刊名、學位論文名、報紙名請用標楷體。英文文獻

之專書名、期刊名及卷數、學位論文名、報紙名請用斜體字；專書名、期

刊名、報紙名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應大寫（介系詞、冠詞、連接詞除外；

但若介系詞、冠詞、連接詞為專書名、期刊名、報紙名之首字，則第一個

字母仍應大寫）；文章名除首字、冒號與破折號後之首字，以及專有名詞

的第一個字母應大寫外，其餘均小寫。

𥕛為促進國內中文期刊國際化，中文文獻（包括非英文之文獻）請作者提供

英文翻譯。若為中文稿件，則中文文獻（包括非英文之文獻）在前，英譯

以括號附加於後（以下謹提供三則範例），正文引用依中文；若為英文稿

件，則英譯在前，中文文獻（包括非英文之文獻）以括號附加於後（以下

謹提供一則範例），正文引用依英譯。另，若有其他學術界慣用或特殊語

文等之參考資料，經本刊編輯委員會同意可免英譯者，則無須提供。

1. 專著書籍：若文獻是專書，請依序寫出作者姓名、出版年代、書名、出版
者，如：

瞿同祖。1978。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僶勉出版社。
Bendix, Reinhard. 1977.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範例 1：】
王世慶。1998。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Wang, Shih-ching. 1998. History of Water Transportation 
among Ports on the Tamsui River.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 專書論文：若引用的文章在某一本編寫的書中，請依下例處理：
朱岑樓。1972。從社會個人與文化的關係論中國人性格的恥感取向。見

李亦園、楊國樞（編），中國人的性格（頁 85–126）。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

Dunn, John. 2001.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John 
Locke’s concep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eds.),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pp. 39–5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範例 2：】
顏厥安。2009。非融貫道德之憲政建構。見蕭高彥（主編），憲政基本價

值（頁 123–149）。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Yen, Chueh-
an. 2009. The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with incoherent morals. In 
Carl K. Y. Shaw (ed.), Fundamental Values for Constitution (pp. 123–

149).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3. 期刊論文：若引用的是期刊中的文章，請依序寫出作者姓名、出版年代、
文章名、期刊名、卷期數、頁數，如：

趙　岡。1988。明清地籍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37–59。
Headrick, Daniel R. 1979. The tools of imperialism: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2), 231–265.

【範例 3：】
麥朝成。1988。勞動共營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雙占競爭

及出口補貼政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1–13。（Mai, Chao-
cheng. 1988. Export subsidy policy and duopolistic rivalry between 
labor-managed and capitalist economi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1(1), 1–13.）

【範例 4：】
Jiang, Yi-huah. 1993.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6(1), 303–340. (江宜樺。1993。政治的美學化：試析漢
娜．鄂蘭的行動理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1)，303–340。)

4. 學位論文：若引用的是博士或碩士論文，請註明校名，如：
鄭亦芳。1979。上海錢莊的興衰（一八四三∼一九三七）。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Lai, Tse-han. 1976. A study of a faltering democrat: The life of Sun Fo, 
1890–1949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5. 報紙文章，如：
陳英姿。1998。地下水污染場址整治，兩年為限。聯合報，8月 5日，第

6版。
李鋅銅、鄭惠仁、林偉民。2003。中石化污染，居民求償十億。聯合報，

9月 23日，B2版。
6. 網路資料，如：
（1）官方文件（日期不詳）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n.d. 1997 Sourcebook of Federal 
Sentencing Statistics. https://www.ussc.gov/research/sourcebook/
archive/sourcebook-1997

（2）電子媒體文章

黃佳琳。2012。憂馬頭山「掩」面失色，居民集結抗爭。自由時報，5月
18日。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584857

Walker, A. 2019. Germany narrowly avoids recession despite trade war 
hit.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0419127

（3）其他

Gretschko, V., S. Knapek, and A. Wambach. 2012. Strategic complexities 
in the 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983. http://ssrn.com/abstract=2171680



十、其他注意事項

1. 為便於匿名審查作業，文中請勿顯示作者身分。
2. 為配合 TSSCI之評比，正文引用資料（包括圖、表之資料來源等）需與
文後參考資料完全相符。

3. 若同一作者有多筆參考資料，自第二筆起，以一橫線（3-em dash）代替
作者姓名，並依出版年代順序排列；若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多筆參考資

料，則請在年代後加上 a、b、c……，以為區別，如：
李明輝。1991。儒學與現代意識。文津。
—。1994。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Schemmel, Christian. 2012a. Luck egalitarianism as democratic recipro-

city? A response to Ta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9(7), 435–448.
—. 2012b. Distributive and relational equality. Politics, Philosophy 

& Economics, 11(2), 123–148.
4. 西文參考資料中，作者有兩人以上時，第一位作者的姓名按 Last Name、

First Name、Middle Name的順序寫，第二位以後則按 First Name、
Middle Name、Last Name的順序寫，如：
Bongaarts, John and Susan C. Watkins. 1996.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ontemporary fertility transi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2(4), 639–682.

5. 參考資料中，編者請在姓名後加上（編）、（主編），西文加 (ed.)，兩人以
上則加 (eds.)；譯者請加上（譯），西文則加 (trans.)，如：
許嘉猷（主編）。1994。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中央研究

院歐美研究所。

柏　林（Isaiah Berlin）。1986。自由四論，陳曉林（譯）。聯經。
Campbell, Angus and Philip E. Converse (eds.). 1972.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ichard Nice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參考資料請按作者姓名筆劃或英文字母順序，依次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