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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稿 啟 事
（2024年3月13日第87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臺灣民主季刊》係「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發行之學術性季
刊，以探討民主、人權與治理相關理論及實踐經驗等議題為宗旨，每
年三、六、九、十二等月出刊，歡迎各界踴躍投稿。

一、本刊刊載之投稿文章性質分為兩類：

　　（一）研究成果：

　　　　　1. 專題論文：就本刊宗旨相關議題，進行具原創性的研究分析。
　　　　　2. 書評論文： 就本刊宗旨相關議題，進行數本專書相關主題的綜合

分析與評論。

　　　　　3. 研究紀要： 就本刊宗旨相關議題，提出即時性之重要經驗性發
現，或可引發針對某些概念進一步探討的專文。

　　（二）評介實踐：

　　　　　1. 書　　評： 與本刊宗旨相關之近三年且未有中文譯本的外文著
作。

　　　　　2. 民主現場： 針對特定「民主實作」經驗，檢視、剖析對於人權與
民主發展的助益。

二、研究成果投稿中、英文不拘；「專題論文」與「書評論文」的中文稿件以

二萬五仟字為度，英文稿件以一萬字為度；「研究紀要」的中文稿件以一

萬五仟字為度，英文稿件以八仟字為度；「評介實踐」的稿件，以中文為

主，篇幅以三仟至五仟字為度。

三、來稿格式請參閱本刊撰稿範例，除書評及民主現場等稿件外，來稿均需經

正式審稿程序，本刊將以雙向匿名方式送請相關學者審閱，文中請勿出現

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資訊。

四、本刊不接受已經正式出版，以及一稿數投之論文。若來稿論文有前述情

形，本刊除拒絕受理外，不再接受該作者日後之投稿。本刊對稿件有刪改

編輯權，除另有約定外，出版權及發行權屬本刊所有；非經本刊事先書面

同意，不得翻印、轉載及翻譯。

五、來稿請用電腦打字，頁碼自首頁起按序編排。來稿一經刊載，本刊除致贈

作者當期季刊三冊及抽印本十冊，另依行政院相關規定致奉稿酬。

六、來稿請寄電子檔案（word及pdf檔）至臺灣民主季刊編輯部，電子郵件信
箱：tdq@tf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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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稿流程規則

(2017年10月30日第五十八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審查流程規則適用於本刊研究論文稿件。

二、 來稿經編輯部收稿後，由編委會依學術專業建議審查人，送交二

位審查人匿名審查。

三、 評審意見分為下列四等：1.「建議刊登」，2.「修改後刊登」，

3.「修改後再審」及4.「不予刊登」。原則上，評審結果如為

（1,1）時，即予採用；如係（1,2）或（2,2），經作者修改後即

予採用；如為（3,4）時，送編輯委員檢視後，決定退稿或送第三

審；如為（4,4）時，即予退稿；如為（1,4）或（2,4）時，送第

三審；如為（1,3）、（2,3）或（3,3）時，送原審查人再審，視修

正情形複審定奪，必要時送第三審。

四、 編輯委員會參酌評審結果，做成是否刊登來稿之決議；編輯部依

編輯委員會審稿最後之決議以書面通知函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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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稿 格 式 範 例
（2014年9月12日第四十六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壹、來稿基本要項頁

一、首　頁

（一） 中、英文題目名稱。

（二） 中、英文作者姓名。

（三） 中、英文作者簡介各約100字（包括服務單位、職稱、主要學經歷、專長學

科及目前研究領域）。

（四） 聯絡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地址，以及 / 或個人網頁網址。

二、第二頁

（一） 不含作者姓名之中、英文題目名稱。

（二） 中、英文摘要各以300～500字為原則（摘要應涵蓋研究之問題、目的、方

法與結果）。

（三） 中、英文關鍵詞各3∼5個為原則。

三、第三頁

（一） 不含作者姓名之中、英文題目名稱。

（二） 正文（自本頁起）。

貳、正文格式

一、內文編排方式

（一） 標題序次為「壹、一、（一）、1.、(1)、a、(a)」。

（二） 來稿文字編排請採橫書格式，以A4紙張縱向列印（word檔）；首標題（例

如：壹、貳⋯⋯）使用14點標楷體粗體，次標題（例如：一、二⋯⋯）使

用12點全真細圓體粗體，次標題以外之本文使用12點細明體，腳註使用10

點細明體，行距一行，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獨立引文每行空三

格，並使用新式標點符號。

二、引註

（一） 來稿文章引註需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自其他文獻，需另予註明，不得

逕自引錄。如有必要附註說明行文涵義時，請於標點符號之後，以插入註

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腳註內容說明置於本頁下方。



（二）內文夾註格式及範例請參照如下：

·格式（文中註明出處的註釋 /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的註釋）
(1) 中文：

① 一般著作：
（作者，年代:頁數）/ 作者（年代:頁數）

② 翻譯著作：
（譯者姓名〔譯〕，原著姓名〔原著〕，年代:頁數）/
    譯者姓名（譯），原著姓名（原著）（年代:頁數）

(2) 英文： (Author, Year:page numbers) / Author (Year:page numbers)
·範例

(1) 中文：
① 一般著作：
（李筱峰，1991:50-55） / 李筱峰（1991:50-55）

② 翻譯著作：
（何景榮〔譯〕，Lane and Ersson〔原著〕，2002:48） / 
    何景榮（譯），Lane and Ersson（原著）（2002:48）

(2) 英文：(Lijphart, 1993:60-63) / Lijphart (1993:60-63)

三、數字格式

（一）年代請標明民國或以完整西元年代表示。（請勿使用如：「六○年代」之表

述方式。）

（二）「年代」、「百分比」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1983年，民國93年，
88%。

四、參考文獻書目

（一） 來稿文章參考文獻請另起一頁列於正文後面，參考文獻之排序，請先列中
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後列英文文獻，依作者英文字母順序排

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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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等符
號。

（二）參考文獻部份，列出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為符合SSCI / SCOPUS等資料庫
要求，中文文獻請作者一併提供英文翻譯。格式請參照下列範例。本刊未

載部分，可參照APA格式。
（三） 參考文獻格式及範例請參照如下： 
 1. 專著書籍

·格式

(1) 中文：
① 一般專著：
作者姓名（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後加英譯。 



② 翻譯專著：
譯者姓名（譯），原著姓名（原著）（年代）。《書名》。出版地：

出版者。後加英譯。 
(2) 英文：

① 一般專著：
Author’s Full Name (Year).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② 翻譯專著：

Author’s Full Name (Year).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by 
Translator’s Full Nam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

(1) 中文：
① 一般專著：
李筱峰（1991）。《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
版社。

(Sheau-feng Lee [1991]. Forty Years of Taiwan Democracy Movement. 
Taipei: Tzyhlee Evening Newspaper Publication.)

② 翻譯專著：
何景榮（譯），Lane, Jan-Erik, and Svante Ersson（原著）（2002）。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台北：韋伯文化。

(Lane, Jan-Erik, and Svante Ersson [2002]. Jiing-rong Ho [trans.]. 
TheN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Performances and Outcomes. 
Taipei: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2) 英文：
① 一般專著：

Lijphart, Arend (1993).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② 翻譯專著：
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by Kevin Attel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編著論文
·格式

(1) 中文：
① 一般編著論文：
作者姓名（年代）。〈篇名〉，編者（編），《書名》，頁碼。出版

地：出版者。後加英譯。

② 國科會計畫編著論文：
作者姓名（年代）。〈篇名〉，主持人等（編著），《書名》（國科會

研究計畫案號），頁碼。出版地：出版者。後加英譯。



(2)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 
(ed.),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

(1) 中文：
① 一般編著論文：
李瓊莉（2003）。〈亞太綜合性安全合作的發展〉，朱松柏（主
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頁165-86。台北：政大
國研中心。

(Chyong-li Lee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n-Pacific Area.” In Song-bo Ju [eds.], The Asia-
Pacific Situation and Area Security in a New Millennium [pp. 165-
86]. Taipei: II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② 國科會計畫編著論文：
鄭夙芬（1 9 9 3）。〈候選人形象與選民投票行為的關聯性分
析〉，陳義彥等（編著），《選舉行為與臺灣地區的政治民

主化從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探討》（國科會研究計畫NSC82-
0301-H004-034），頁62-81。台北：國科會。

(Su-feng Chen [1993].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didates’ Image and Voting Behavior.” In Yih-yann Chen et. 
al. [eds.], Voting Behavior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of Taiwan: 
Studying the Election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Yua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lan NSC82-0301-H004-034] [pp.62-
81].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2) 英文：Malloy, James M. (1987).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n.” In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eds.),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s: Regime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n (pp. 235-36).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3. 期刊論文
·格式

(1)  中文：作者姓名（年代）。〈篇名〉，《期刊名》，卷數，期數，頁
碼。後加英譯。

(2)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Journal, Vol. number, issue number: page numbers.

·範例

(1) 中文：吳東野（1999）。〈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方法之探討：德國、日
本、俄羅斯選舉之實例比較〉，《選舉研究》，第3卷，第1
期，頁69-102。



(Tung-yeh Wu [1999]. “‘Single Member Districts’ and ‘Two Vote 
System’: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Germany, Japan and Russia.”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3, No. 1:69-102.)

(2) 英文：Solinger, Dorothy (2001). “Ending One-Party Dominant: Korea, 
Taiwan, Mexico.”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1:1-34.

4. 研討會論文
·格式

(1) 中文： 作者姓名（年代）。〈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論文。地
點：主辦單位，月日。後加英譯。

(2) 英文： 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Place, Date.

·範例

(1) 中文： 趙永茂（2000）。〈台灣地方之民主發展與困境—李登輝總統之
成就與評議〉，「李總統主政十二年與臺灣的成就研討會」

論文。台北：臺灣綜合研究院，5月18日。
(Yung-mao Chao [2000]. “The Local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Predicament of Taiwan-Commentary and Achievement 
of President Teng-hui Lee.” Paper presented in Symposium on 
12 Years Rule by President Teng-hui Lee and Achievements of 
Taiwan. Taipei: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May 18.)

(2) 英文： Yang, Chih-Heng (2001). “Taiwan’s Role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Changing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mbassador Hotel, 
Taipei, July 23.

5. 學位論文
·格式

(1) 中文： 作者姓名（年代）。《論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系所名稱
學位論文。後加英譯。

(2) 英文： 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範例

(1) 中文： 林若雩（1995）。《新加坡、臺灣、南韓的政治市場或威權轉型
之比較》。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Ruo Yu Lin [1995]. Political market and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ison between Singapore, Taiwan 
and South Kore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2) 英文： Karlsson, Christer (2001). Democracy, Legitima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Uppsala, Sweden. 

6. 報紙
·格式

(1) 中文： 作者姓名（年代）。〈篇名〉，《報紙名稱》，月日，版次（如
為一般性報導，可略去作者姓名與篇名）。後加英譯。

(2) 英文： 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paper, Date: page numbers.

·範例

(1) 中文： 徐永明（2003）。〈公投公投法〉，《中國時報》，10月29日，版
A15。

(Yung-ming Hsu [2003]. “Law of Referendum.” China Times, 
October 29:15.)

(2) 英文： Ko, Shu-Ling (2003). “Cabinet gives nod to referendum law.” Taipei 
Times, October 30:3.

7. 網路文獻
·範例

(1) 中文：石之瑜（2003）。〈「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家認同
參考指標的流失〉，《遠景季刊》，第4卷，第4期，頁37-
66。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quarterly/quartely.
htm。2004/02/09。

(Chih-yu Shih [1995]. “Anti-Communist Restoration as a Discursive 
Strategy: a Lost Dimen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Revisited.” 
Prospect Quarterly, Vol. 4, No. 4:37-66. http://www.future-
china.org/csipf/press/quarterly/quartely.ht [accessed February 
9, 2004].)

(2) 英文：Brumberg, Daniel (2002).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The 
Trap of Libralized Aut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4:56-68. http://www.journalofdemocracy.org/ (accessed 
February 9,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