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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說明 《經濟論文叢刊》 文稿寫作格式之相關規範, 提供投稿人參考。 自

2015年 1月開始, 作者於文章接受刊登後應詳讀本規範,並依要求修改文稿,以

利本刊之編輯與校對。

1 基本格式

1.1 封面頁

《經濟論文叢刊》 (以下簡稱 《叢刊》)要求每一篇投稿論文須有封面頁, 該頁不編頁碼, 且包

含資訊如下: 論文題目、 作者姓名、摘要、關鍵詞與 JEL分類代號。 作者任職機構以及感謝

詞應附於本頁註腳。 茲分述如下:

• 論文題目:應採用較大字體書寫並置中排列。

• 作者姓名: 姓名應置中排列。 如有多名作者, 以實心圓點符號 「．」 作為分隔。 舉例來

說: 「古慧雯．吳聰敏」。

• 摘要: 中文摘要字數以 250字為限,英文摘要字數以 200字為限。

∗二位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以及本刊主編。 本規範係整理及修改自 “《經濟論文叢刊》論文規

範”, “《經濟論文叢刊》修正格式說明”以及“《經濟論文叢刊》參考文獻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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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應列舉 2到 5個關鍵詞。

• JEL分類代號:請參考美國經濟學會所編列之 JEL分類系統,提供 2 到 4 個分類代號,

說明論文所屬領域。

• 本頁註腳: 作者應提供任職機構。 在此應使用學校和單位全名, 如國立台灣大學經濟

學系 (而非台大經濟系),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而非 UCLA)。 如有多

名以上作者, 應依次列出任職機構 。 註腳中亦應明確指出 「聯絡作者」 之姓名以及其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以上有關摘要、關鍵詞與 JEL分類代號之限制,作者若有特殊需求,認為若無超出限制之字

數與關鍵詞,難以表達全文要旨,在經主編同意後,得不受此限。 茲提供範例於圖 1中。

1.2 正文格式

《叢刊》的格式如下: 第一節為 「緒論」或 「前言」 (Introduction); 最後一節為 「結論」 (Con-

clusions或 Summary); 「緒論」和 「結論」之間為主文,可視內容加以分節; 「結論」之後為 「附

錄」 (Appendix),其後則為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全文均須編頁碼。

1.3 章節

主文各節中可再細分為小節,但必須避免分節過細。 論文各節以阿拉伯數字編號,如第三節

編號為 3,其下小節的編號則為 3.1, 3.2, . . . ;請參考本文的分節與編號方式。 若有兩個或更多

的附錄,則附錄亦須編號,如 「附錄一」 (Appendix 1)。

1.4 註腳

註腳應隨文以較小的字體排於當頁底下,並依序標號。1

1.5 內容

在內容方面, 《叢刊》 儘量尊重作者的修辭與文法, 但保留修改與潤飾之權。 《叢刊》 也提醒

作者行文時應正確的使用標點符號。有些作者在整段文字中全部使用逗點,而未以分號或句

點來區分語句,往往造成文意不清。 此外, 《叢刊》規定不得使用底線 (underline); 而雙引號

(double quotes)的方向要對稱,應寫成 “best”,而非 ”best”。

1如本註腳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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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封面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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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格

表格 「說明」 不宜過長,但以充分為原則。 表格中新的簡寫名稱, 必須於 「說明」 中清楚定義;

表格中包含小數的數字,以不超過小數點後四位數為原則,並應儘量全表統一。 範例如表 1。

表 1:日本與台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變動率 (%)

指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係數 峰態係數

日本 0.035 0.577 0.440 3.961

台灣 −0.088 1.348 −0.089 3.233

樣本期間為 1998M3–2014:M7。 資料來源:國際清算銀

行。

3 數學公式與符號

較短的數學式可置於行內,但是較長或較複雜的數學式則當另起新行展現 (display)出來。而

作為文句的一部份,數學式的前後應有適當的標點符號,俾使文意連貫。 數學式若有編號,編

號當置於公式右方。

4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只有實際徵引之文獻才應列入,常見的錯誤為:有些文稿內徵引一篇論文,但文

末卻未列舉該文獻。 反之, 也有一些文章列在文末的參考文獻內, 但論文內並未引用。 參考

文獻首重正確,作者應再三檢查,參考文獻內是否漏列頁數,或者期刊的卷期不正確。

以下為關於參考文獻的應注意事項:

• 正文內未引用之文獻,請勿放入文末之參考文獻。

• 正文內徵引文獻時,請儘可能標明頁碼。

• 中日文文獻請加入英文翻譯。 如查無英文翻譯而需音譯時,中文音譯請至教育部網址:

http://crptransfer.moe.gov.tw/index.aspx,並選用 “韋傑士拼音”。 日文漢字之音譯,請

至 Kanji Converter: http://nihongo.j-talk.com,選擇 “Rom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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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需附上全名,是否有middle name依原文而定。 如果是單一作者,先姓再名。若作

者是一名以上,第一作者先姓再名,其他作者先名再姓。

• 在二位作者的情況下, 兩位作者之間須加 “and”,但第一位作者之後不加逗號。 若超過

二位作者,各作者之間以逗號區隔,而且,最後一位作者之前尚須加入逗號。

• 作者若超過3名, 文末之參考文獻請列出全部作者名字, 但正文內徵引時, 請寫為 “張

清溪等 (2012)”, “Acemoglu et al. (2013)”。

• 書籍若只有編者,無作者,文末之參考文獻請標示為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2012)”與

“Milton Friedman (ed.) (1969)”。 但正文徵引文獻時, “(編)”與 “(ed.)” 不須加入,變成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與 “Friedman (1969)”。

• 若出版品無作者名字,請以出版機構為作者,如 “行政院主計處”或 “IMF”。

• 一般人熟知之機構, 例如,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正文內可用簡寫, 如 “IMF

(2013)”,但文末之參考文獻請寫出全名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3)”。

• 參考文獻之論文題目末端的逗號應在引號之內。 若論文題目末端本身有問號, 則逗號

應略去。

• 書籍、 多本書 (多卷書)或文集的引用不需附加頁數。 出版商所在地的城市、州名、 和

出版商全名應該詳列。

• 網路資料的引用請附上網址,但不需加註下載時間。

• 報章雜誌的引用需附上日期及頁數。

• 若無出版日期,中文文獻請加入 “日期不詳”,英文文獻請加入 “n.d.”。 例如, “許明滄 (日

期不詳)”與 “Bank of Taiwan (n.d.)”。

• 自行出版之書籍,請寫成 “自行出版”與 “self-publishing”。

列舉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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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中文文獻範例

古慧雯 (2010), “財產權、土地價格、投資:台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研究,”臺大經

濟系未出版論文。 (Koo, Hui-Wen (2010), “Property Rights, Land Prices,

and Investment: A Study of the Taiwanese Land Registration System,”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

sity.)

吳聰敏 (2005), “台灣農村地區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1902-1941,” 《經濟論文叢

刊》, 33, 321–355。 (Wu, Tsong-Min (2005), “Taiwan’s Consumer Price In-

dex in the Rural Area: 1902-1941,” Taiwan Economic Review, 33, 321-355.)

李維倫 (2007), “日治時期台灣笞刑之研究: 以竊盜罪為例,”碩士論文,台北: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Lee, Wei-Lun (2007), “A Study of Basti-

nado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Taking Larceny as an Example,”

Master’s thesis,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tional Tai-

wan University.)

翁永和,劉碧珍,與李長邑 (1998), “垂直整合、 出口補貼與技術選擇,” 《經濟

研究》, 35, 119–138。 (Weng, Yung-Ho, Bih-Jane Liu, and Chang-Yi Lee

(1998), “Vertical Integration, Export Subsidy, and Technology Adop-

tion,” Taipei Economic Inquiry, 35, 119-138.)

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與吳聰敏 (2012), 《經濟學》, 4版, 台北:雙葉書廊。

(Chang, Ching-hsi, Chia-Dong Hsu, Ying-Chuang Liu, and Tsong-Min

Wu (2012), Economics, 4th ed., Taipei: YehYeh.)

章英華與伊慶春 (2001), “家庭、 學校與補習,” 《青少年生命歷程與生活調適

研討會論文》,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Chang, Ying-Hwa and

Chin-Chun Yi (2001), “Family, School, and Cram Schooling,” in Con-

ference on Adolescent Life and Adjustment,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於正文引用時,

• 古慧雯 (2010)以模型分析匯率之變動。

• 翁永和,劉碧珍,與李長邑 (1998,頁 120–122)以模型分析匯率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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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清溪等 (2012)以模型分析匯率之變動。

• 許多研究以模型分析匯率之變動 (章英華與伊慶春, 2001)。

例 2. 中英文文獻範例

Clarida, Richard, Jordi Gali and Mark Gertler (2000),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Macroeconomic Stability: Evidence and Some�eory,”Quar-

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147–180.

Jacoby, Neil (1966), U.S. aid to Taiwan, New York: Fredric A. Prager.

Lucas, Robert E.,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Lucas, Robert E., Jr. and Nancy Stokey (1984), “Optimal growth with many

consumers”, Journal of Economic �eory, 32, 139–171.

Tarozzi, Alessandro,AprajitMahajan, BrianBlackburn, DanKopf, Lakshmi

Krishnan, and Joanne Yoong (2014), “Micro-loans, Insecticide-Treated

Bednets, andMalaria: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Orissa,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1909–1941.

於正文引用時,

• Jacoby (1966,頁 50)以模型分析匯率之變動。

• Lucas and Stokey (1984)以模型分析匯率之變動。

• Clarida, Gali and Gertler (2000)以模型分析匯率之變動。

• 許多研究以模型分析匯率之變動,參見 Tarozzi et al. (2014)。

參考文獻與文獻引用格式在此無法一一列舉,作者可進一步參考陳南光與黃貞穎所撰寫

之 “《經濟論文叢刊》 參考文獻格式”。 若有疑義, 請來電郵 (econman@ntu.edu.tw), 並於信

件標題註明 「TER詢問」。

5 格式範本

自第 38卷開始,接受刊登之文章已於 《叢刊》網頁上提供全文電子檔,建議作者於最後定稿

前,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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