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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建置目的與背景 

  TCI-HSS資料庫在期刊評比中的定位 

  TCI-HSS資料庫的內容統計 

  檢索功能  

  與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  

 灣期刊論文索引」、 「館藏目錄」整合與關聯的效益 

  使用統計 

  TCI-HSS資料庫與評比相關的功能 

  結論 

  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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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建置目的與背景 

 TCI-HSS資料庫在期刊評比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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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建置目的與背景 (1) 

  臺灣在地的期刊評比用資料庫 

-- 真實反映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研究力 

-- SSCI、A&HCI、Scopus 收錄資料以西文為主 

-- 中國大陸的CSSCI資料庫，臺灣學者著作無法凸顯 

  躋足國際、創生華語世界特色獨具的引文資料庫 

-- 拓展收錄範圍：港、澳優選期刊 

-- 兼納博士學位論文、專書、專書論文 

-- 主要學門的中國大陸優選期刊（2016起建置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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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建置目的與背景 (2) 

  期刊相關資料庫整合的訴求 

臺灣早期既有期刊文獻類的資料庫資源分散： 
-- 當時國科會人文處TSSCI、THCI已建置十年 

-- 國家圖書館長期以來建置「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國科會 (現在的科技部) 希望與國家圖書館合作，整併

TSSCI、THCI，並結合原來發展成熟且內容完整豐

富的「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為國內人文與社會

科學領域，提供在地化的期刊評比工具資料庫。 

建置TCI-HSS的策略 

        - 跨組織工作小組群策群力 

        - 聘請學者專家成立諮詢委員會指導 

堅實的既有資料庫後盾，翼輔本系統的效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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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背景 

國家圖書館 

•開發資料庫查詢平臺 

•建構既有資料庫內容及更

新維護系統 

國家圖書館 

• 優化資料庫查詢平臺 

• 擴增建置既有資料庫內容 

及更新維護系統 

科技部人文司 
•提供資料庫建置之規格 

•學術檢索與評鑑所需內容 

國研院科政中心 

•提供資料建檔所需相關技術 

•協助THCI及TSSCI資料整併 

行政院 
• 經費支援 

• 控管計畫進行 

科技部人文司 

• 建議諮詢委員名單 

• 促進跨領域專家學者協力 

諮詢委員會 101-104 年 105-108 年 

工
作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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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建置目的與背景 (3) 

  學術評鑑 

    -- 評比作者著作的量與質： 

 關係到研究者的升等與獲得的研究獎助 

    -- 對於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學術競爭力與影響力之評鑑： 

        關係到大學與研究機構的聲望、政府補助金之分配 

    -- 對出版社而言： 

        關係到其是否容易獲得作者投稿 

        被訂購多寡的銷售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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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建置目的與背景 (4) 

  學者意見與期許： 

-- 以發表數量為主要的學術評估標準，缺乏公正性：因

為無法客觀評鑑品質(陳世哲, 2010.03) 

-- 建立學術多元化的審查機制，以公正、客觀、尊重多

元學術價值的立場進行評審(傅仰止, 2009.09) 

-- 期刊評比與學術評鑑應重視內涵：應考量刊登的期刊

品質、對學界的貢獻(傅仰止, 2009.09) 

-- 評鑑除了參考客觀指標，更重要的是評估著述的實質

內容、學術創見及貢獻(傅仰止, 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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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建置目的與背景 (5) 

  重視專書寫作的學者呼籲： 

-- 學術研究成果的展現，除了期刊文獻形式之外，學位
論文中的博士論文、專書、以及專書論文等，亦屬比
較系統化的研究成果 

-- 人文社會領域的專書被引用的活躍年限較期刊長，而
且經典之作的專書，其被引用甚至可能與時俱進，故
專書對學術界的影響力較期刊長久(魏念怡_陳東升, 2006.06) 

-- 本國當地重要議題的研究(鄧育仁, 2014.3 ) 

-- 臺灣學術環境發展多元化及正常化，以及「專書經典
值」、「長期引用指數」等考量(楊志堅, 2013.12,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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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HSS資料庫在評比中的定位 (1) 

資料來源：整合吳淑真、陳弱水相關文章之繪圖  

                  (吳淑真, 2011.06; 陳弱水, 2011.12) 

 

2011年期刊評鑑指標權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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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HSS資料庫在評比中的定位 (2) 

期刊評比新舊制度比較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n.d.) 

最新期刊評鑑指標權重分配 



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中研院 

12 12 

 TCI-HSS資料庫的內容統計  

 檢索功能  

與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館藏目錄」 、「臺灣期刊指南」 

整合與關聯的效益 

 



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中研院 

13 13 

TCI資料庫的內容統計 (1) 

  內容：收錄資料種類與建檔規劃 

-- 期刊： 

- 18學門：文學、語言學、歷史學、哲學/宗教研究、人類學、
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傳播學、
區域研究及地理、藝術學、管理學、體育學、圖書資訊學、綜
合等18學門的期刊篇目，作為TCI-HSS系統內的「來源文獻」，
並為之建「引文資料」。 

- 為新刊期刊建檔與回溯為舊期刊建檔二者並進 

-- 博士論文： 

- 自102年起定期匯入國圖之博碩士論文書目及摘要資料 

- 首先就100學年度約190冊博士論文建置引文，建立先導經驗
及作法。 

-- 專書/專書論文： 

- 103年12月至104年6月： 「103年國家圖書館學術性引用文獻
資料擴增建置計畫」 

- 總計完成專書2,300多冊、5,300多篇專書論文、引用文獻
850,000筆之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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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資料庫的內容與相關統計 (2) 

 現有資料數量 

至106年3月底為止，「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
引文索引資料庫」收錄資料數量： 

1. 期刊論文：近31萬篇 

2. 博士論文：超過1萬6千冊 

3. 專書：超過6千冊 

4. 專書論文： 近1萬7千5百篇 

5. 參考引文： 約5百67萬5千筆 (是期刊論
文、博士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的參考 
引用文獻，包含各種資料類型之引文）。 



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中研院 

15 15 

TCI資料庫的內容與相關統計 (3) 

 

專書、專書論文被引用數合計， 

已經超過期刊論文被引用數 

 

 臺灣在地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領域特色： 

     專書具有經典、雋永、傳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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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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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來源文獻查詢 

2. 引文查詢 

3. 瀏覽查詢 

4. 引用/點閱統計 
五年影響係數、立即引用率、排除自

我引用影響係數、自我引用率、被引

用半衰期、引用半衰期、長期引用指

數、期刊評比 

5. 資料庫說明 

TCI-HSS 多種查詢功能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sz__n/tcisearcharea?opt=1&mode=basic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sz__n/tcisearcharea?opt=1&mode=basic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sz__n/tcisearcharea?opt=1&mode=basic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sz__n/tcisearcharea?opt=1&mode=basic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sz__n/tcisearcharea?opt=1&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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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題名、作者、書刊名、關鍵詞、摘要等查詢欄位 

來源文獻查詢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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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申請加入TCI 

• 期刊授權 

• 期刊資料頁面新增「永久網址」 
作者權威檔查詢 

• 區分同名同姓作者之著作、 

引用關係 

• 引用關係圖視覺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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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文獻查詢－結果顯示 

 1.查詢結果列表 

 2.被引用次數與點閱數 

 3.查詢結果分析 

1 

3 

4 

6 

 4.進一步檢索 
 5.引文分析 
      -- 查詢結果進階分析 
      -- 主題知識地圖 
 6.資料輸出 

2 

5 

「知識組織」的理想： 

自動分群、相關詞、主題知識地圖、 

建立各筆引文資料的關聯性、多面向解析

的智慧型服務功能 

                         其完善化尚有待努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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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詳目檢視 

 1.切換頁面 

 2.詳目資訊 

 3.社群功能 

1 

2 

3 

4 

5 

 4.相關文獻 

 5.勘誤回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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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館藏目錄」

整合與關聯的效益 

 提升新刊資料於引文資料庫系統提供查詢的即時性 

-- TSSCI與A&HCI：資料的公開往往落後二、三年 

-- 結合「臺灣期刊論文索引」，大幅提升新刊資料之
收錄與公開的即時性 

 提高引文建檔的資料正確性 

「查重/套用」、「整併」 
 提高 資料庫內資料的精簡度 

 確保支援期刊評鑑的有效性 

 指引使用者取得全文的路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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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點閱統計： 

TCI-HSS資料庫與評比相關的功能 

    -- 書目計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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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統計：2013年9月啟用至今使用總人次 

 

加上本年4月連線使用

人次已逾4千6百74萬  

(網頁統計為4千7百34

萬餘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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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刊的評鑑– (1) 

影響係數指標：政治學門之例 

 

政治學門各期刊2104年總篇數與總被引用數排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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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刊的評鑑– (1) 

影響係數指標：語言學門之例 

 

語言學門各期刊2104年總篇數與總被引用數排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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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G8bBh/aboutdb 
 

計算「5年影響係數」的公式： 
 

28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G8bBh/aboutdb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G8bBh/aboutdb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G8bBh/aboutdb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G8bBh/about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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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簡稱 IF ) 

各年的「5年影響係數」需要統計其前五年之出版品

的被引用情形， 

如圖示的色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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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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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刊名上直接點選，可進入詳細統計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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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統計的畫面：[被引用數]是指歷年所有文章的 
      被引用數，而非5年內的文章之被引用數。 
●  2015年的影響係數之計算，必須於 [來源文獻] 中 
     查詢2010-2014的文章篇數，再點 [引文分析]，才能 
     查知2015年當年的被引用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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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資料：尚未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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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資料：排序完成 

• 目前該資料庫中的「影響係數」統計表中， 

 [篇數] 實際上是指 [當年度出版篇數] (並非用來計算 5年影響係數的 

                                                                         過去5年出版總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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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算/計算「5年影響係數」： 
以社會學「影響係數」最高的  [社會
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為例，要查2015
年的影響係數，首先需要在 [來源文查
詢] 中，查該期刊2010-2014年間出版
的文章，以[書刊名]欄位查詢，並限定
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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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刊2010-2014的5年間各年所刊載的文章共52篇， 
點 [ *引文分析]，可以得知各篇文章在2015年的被引用次數 

查詢結果顯示2010-2014年該期刊共出版52篇論文， 

各年度篇數分別是10、10、11 、 11 、 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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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

52篇文章共

被引用33次，

各篇在各年

的被引用分

析如 

影響係數=33/52=0.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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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刊的評鑑– (3) 

被引用數指標：語言學門之例 

 

期刊被各類文獻引用統計 

有關期刊的評鑑– (1) 

被各類型文獻引用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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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專書的評鑑– (2) 
專

書

被

各

類

文

獻

引

用

統

計

表 



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中研院 

40 40 

有關專書的評鑑– (2) 

被期刊引用最多的專書：《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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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專書的評鑑– (2) 

被學位論文引用最多的專書：《教育研究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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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專書的評鑑– (2) 

被專書引用最多的專書：《中國藝術精神》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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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專書的評鑑– (2) 
被專書論文引用最多的專書：《語言, 社會與族群意識 : 臺

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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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學的評鑑– (3) 
博士學位論文被各類著作的引用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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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者個人的評鑑– (4) 
可提供評鑑個人的資料類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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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具影響力期刊」的排名方式轉型 

 現在是2017年的年初，2016年出版的刊物，尚未建檔完成，
有的還陸續在收到刊物中，因此，統計影響係數，現在只
能統計2015年的影響係數，以免因為建檔不完全，影響統
計與排名的正確性。 

 106年3月31日國家圖書館舉辦「國家圖書館最具影響力學
術資源」發佈記者會暨頒獎，其中「臺灣最具影響力期刊」
的排名，採用[被各類型文獻引用總數] (被期刊、學位論文、
專書、專書論文引用的總數)進行排名，是下載資料表之後，
再進行統計排序。如下一頁圖示。 

 下載資料表之後，必須將文字格式的數字轉換為數值才能
進行統計。 



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中研院 

47 47 



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中研院 

48 48 

「影響係數排名」與「歷年被引用總數排名」之差異 

歷年 



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中研院 

49 49 

「影響係數排名」與「歷年被引用總數排名」之差異 

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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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係數排名」與「歷年被引用總數排名」之差異 

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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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係數排名」與「歷年被引用總數排名」之差異 

1. 以短時間之內的少數刊登文章作評比， 
呈現短期之內的影響力 

vs.  

統計特定的一種期刊所有文章歷年被各類型文獻引用的
總數；呈現的是長期的影響力 

2. 篇數、或是被引用數，數字均偏小，故些微差異的引用
次數或作為分母的刊登篇數微差，即造成名次先後、甚
至上榜與落榜的極大差別 

vs.  

跨越長時間、樣本數擴大的情形下，縱使同年份的不同
期刊有建檔排程上的差異，其造成的對排名結果的誤差
程度影響，將會被稀釋而減低排名錯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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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係數排名」與「歷年被引用總數排名」之差異 

3. 容易人為操作 
vs.  

不容易人為操作性 

 

4. 造成學者作者追求「國外核心期刊」的刊登 
vs.  

鼓勵專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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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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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1) 

 TCI-HSS資料庫整合與擴增建檔對學術傳播的影響 

-- 納入此料庫中的文獻，均可能因為使用者以文章

關鍵詞、題名關鍵詞、以及作者姓名等進行查詢

而被查得，從而提高期刊、學位論文、專書與專

書論文等各類文獻的被查獲率。 

-- TCI-HSS資料庫系統可以自文獻書目關聯至原本

的文獻類型所屬資料庫，包括「臺灣期刊論文索

引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以及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期刊指南」等

提供公開免費查詢、以及使用已獲授權的文獻之

資料庫平台,高度促進資料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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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2) 

 可作為多種評鑑的依據 

     -- 原始目的是作為期刊評比之依據 

 -- 實際上可輔多種評鑑 

- 專書評鑑 

- 大學評鑑 

- 研究者個人的評鑑 

- 提供下載報表，進行創新應用與新的研究，例

如，特定著作自發表之後的被引用高峰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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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3) 

觀察被引用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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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論 (4)  計畫整合橫向連結友善連結資源 

國研院科政中心 

(前國科會) 

• THCI 及 TSSCI 

  資料庫系統 

 

國家圖書館 

 

 

 

 

整合 

連

結 

館
藏
系
統 

 

期
刊
論
文
系
統 

 

期
刊
指
南 

 

臺
灣
博
碩
士
論
文

加
值
系
統 

使用紙本或 

連結電子全文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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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結
期
刊
系
統 

  結  論 (4)  

計畫整合橫向連結友善連結資源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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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結
館
藏

目
錄
系
統 

連結期刊系統 

 結  論 (4)  計畫整合橫向連結友善連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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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結
博
碩
士
論
文

知
識
加
值
系
統 

1  來源文獻 

2  來源文獻的引用文獻 

3  該引用文獻  

     (學位論文)的 

詳細書目 

4 連結博碩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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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作者與出版機構授權公開分享 

-- 提升學研環境 

-- 增加能見度與被引用 

-- 樹立刊物權威性與在學界、甚至在世界上的地位 

-- 機構出版品公開，間接效用是提升作者與研究人

員對於謹遵學術倫理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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