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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文獻中最新的期刊排序成果及本國經濟學術單位教研人員名冊，

衡量 2008至 2012年間國內 31個經濟相關學術單位的學術表現。與先前文獻曹
添旺等（2006）比較，本文除了考量學術文章的數量之外，亦強調文章品質在
學術評比時的重要。我們從期刊排序的相關文獻中，得到期刊的品質權數，而

利用此權數計算期刊發表的質量指數。研究結果發現，就整體質量指數而言，

中研院經濟所及臺大經濟系依舊大幅領先其它單位，清大經濟系、政大經濟系

以及淡江經濟系亦有很好的表現。若由每人每年的質量指數來看，則成大經濟

系、中研院人社中心、中央產經所及中山經研所，亦有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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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國內外，以大學為主的研究單位擔負著教學、研究、社會參與等多重

角色，而社會上也常從上述三種角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評價一個研究

單位的貢獻與價值。在這三種功能角色中，由於研究成果直接面對國際競

爭，且容易被量化比較，因此向來特別受到關注。例如，以研究成果為主要

基礎的大學及研究所科系的排名，常左右了學生申請就學時的意願排序，而

我國大學院校的全球排名，甚至成為學校發展的近程目標。因此，在理解並

尊重大學等單位的多元發展特性前提下，針對研究表現做評量，仍有其意

義。雖然任何的評比設計都可能有未盡完善之處，但若在評比前提及範圍界

定清楚、方法力求公平合理，許多評比結果仍有參考價值，可直接或間接做

為教研資源分配的依據，成為受評者不斷進步的驅動力。

國內在相關績效評比方面，除了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為每個大學各

科系，針對教學、畢業生表現等整體表現做評估之外，國科會及若干學者，

亦不定期針對部分學門相關系（所）的學術表現做分析。在經濟學門方面，

許松根（1995）利用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資料庫，探討中研院經濟所、中研院社科所及臺大經濟系在國際期

刊的學術表現。曹添旺、賴景昌、張峯嘉（2002）則以美國經濟學會建立的

EconLit資料庫為基礎，配合中研院經濟所的「研究人員新聘、續聘與升等

作業及評定要點」的期刊分類表作為期刊論文品質權數，分析臺灣 22個經

濟學術單位在 1995至 2000年間的學術表現。曹添旺等（2006）與郭炳伸等

（2007）則結合 SSCI、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CI）、

EconLit、臺灣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等多個資料庫，建立核心期刊名單與分等級群，並對國內 35個經濟

學術單位的學術表現進行評比。

然而各單位學術人員的流動、學術能量的累積起伏以及學術期刊的推陳

出新，都使得評鑑結果必須定時更新，才能反映現時狀況，提供正確資訊，

發揮學術評比的應有功能。由於前次經濟學門的學術績效研究距今已有一段



臺灣經濟學術單位近五年學術績效評估─前瞻式評比 557

時間，因此本研究即希望重新蒐集國內經濟學術單位的研究成果，配合文獻

中新近的期刊排序，重新評比學術績效。

我國經濟學的研究發展，在近十多年來有長足的進步，而此成績反映在

文章發表的數量上尤為明顯。然而除了數量之外，文章品質的進一步提升，

更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因此，本研究在從事學術單位評比時，除了考量

文章發表數之外，亦特別將文章品質納入評比的計算中。為達此目的，本研

究採用曹添旺等（2013）的經濟學術期刊排序研究成果作為研究品質的權重。

曹添旺等（2013）採用更新的資料及研究方法對西文經濟學期刊做排序，同

時亦將國內的《經濟論文》與《經濟論文叢刊》兩本中文刊物納入，將期刊

依其品質劃分成五個等級，而我們即以此作為期刊品質權重的依據。我們相

信在做研究單位評比時，能以最新的資料為依據，並同時考量研究品質與數

量，將更能有效地反映我國經濟學研究的現況。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期刊論文並非學術表現的唯一形式，相關的學術專

書、專章也是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然而國內經濟學界在專書或專章的寫作

上並未達一定規模，且對於專書、專章的品質評比也尚未有較為客觀的認定

標準，因此本研究在進行學術績效表現評比時，未將專書、專章納入。

本文雖然在研究目標上與曹添旺等（2006）相同，皆是對國內經濟學術

單位的評比，但在涵蓋範圍及研究方法上，則並非上述文章的延續。例如，

對於參與評比的系所名單，本文以教育部公布之經濟學類系所名單為準；在

期刊搜錄方面，則以曹添旺等（2013）之期刊清冊為基礎，並以該文期刊評

比結果作為著作品質的權數依據（詳見第貳節）。我們希望以這種作法，減

低本文在樣本選擇等問題上的任意性，而能更專注於評比與分析。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貳節介紹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第參、肆節敘述各

種考量下的評比結果；第伍節為經濟學術單位生產力不均度的分析；第陸節

為結論。

貳、資料與研究方法

在此研究中，我們針對國內經濟學相關系所及研究單位，統計其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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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以下簡稱教研人員）

於 2008至 2012年間的學術研究成果。1我們首先利用教育部「大學校院學科

標準分類查詢」網頁，蒐錄 101學年度經濟學類下的系所名單，再加入「中

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兩個經濟

研究學術單位，作為此次納入評比的基礎。2

確定評比單位之後，我們接著以教育部「101學年度大學院校一覽表：

教師查詢」網頁，蒐集各單位在 2012年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名冊。

唯因該網頁之查詢結果涵蓋了專任講師、專案教師與客座教授等，因此我們

再從各系所單位之網頁，核定、校對成員名單，以得到正確的專任教研人員

名冊。

由於部分系所具有跨領域的性質，例如名稱中包含了如產業、政治、及

社會等之系所，故對於此類名稱具有明顯跨學門的單位，我們排除其專任教

師中非經濟類領域專長者，3藉以建構最後參與評比的實際學術單位及教研

人員樣本。在此原則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與「國立聯合

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由於在 2012年底時未有上述經濟相關領域之教師，

故未列入評比，而「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

濟學系」以及「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之部分師資，亦因上述原因而不列

入評比單位的師資。相關單位名稱及教研人員數目，請見表 1。

教研人員名冊確定後，我們進一步從下列四個資料來源建立每位教研人

員於 2008至 2012年發表之期刊學術著作清單：其任職單位之網頁資料、原

1  國內廣義的經濟學術單位，可能尚包含臺灣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與臺灣綜合研究
院等單位。然而這些單位以執行政府委託計畫為主，其績效定義和指標與其它學術單位有

較大差異，因此本文不將上述單位列入評比。

2  本研究大抵上利用101學年度教育部大學院校學門╱學類的分類標準進行研究對象的採樣。
  由於部分單位有所異動，例如：北大合經系在 99學年度更名為金融與合作金融學系，歸在
財金學類、宜蘭經濟系 100學年度更名為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歸在其他商業及管理學
類、育達應經系 100學年度更名為經營決策系，歸在企業管理學類，而佛光經濟系在 101
學年度更名為應經系。因此，相較於曹添旺等（2006）依照大專院校經濟學領域相關系所
作為研究對象，此作法更能符合進行教研資源分配時評比的學門分類。

3  指其最高學歷非經濟、商學或管理等相關領域，且近五年學術著作亦非發表在上述領域期
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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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單位代碼、名稱及專任教研人員數

單位代碼 單 位 名 稱 教研人員數

1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5
2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7
3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6
4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12
5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7
6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32
7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21
8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14
9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14

10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13
11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11
12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8
13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20
14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17
15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15
16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6
17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21
18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12
19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11
20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14
21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18
22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25
23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7
24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17
25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9
26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11
27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23
28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36
29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5
30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15
31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15

註 1：教研人員數為各單位 2012年專任教研人員人數。
註 2： 附註 *的單位為該校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兩期（2006–2010、2011–2015年）的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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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研究人才查詢系統之五年出版目錄、4 IDEAS資料庫（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 2013），5以及 CEPS資料庫（中文電子期刊服務，2013）。6我

們總計蒐錄了我國 31個經濟學術相關單位、共計 447位教研人員的學術期

刊發表資料。

若教研人員在 2008至 2012年間曾在不同單位間移動，我們一律將其樣

本期間的學術表現，歸屬於在 2012年底專任之單位，以呈現各單位在 2012

年底具有的學術研究能量。這種做法衡量的是各單位現在及未來的學術能

量，屬於前瞻（forward-looking）式評比。另一作法是將研究人員的學術成果

歸屬於發表時的任職單位，衡量的是各單位在歷史時點的表現。然而若欲正

確衡量一個單位的歷史實際表現，必須將樣本期間內離職、退休等人員的研

究表現納入，但對於相關的人事異動，我們並無客觀可靠的來源可資查詢。

由於本研究強調前瞻式評比，並且為了避免資料缺失造成的研究誤差及爭

議，因此本研究不考慮歷史時點的表現評比。

對於研究成果的評估標準，我們以曹添旺等（2013）所做的期刊排序結

果為依據。該研究利用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Information, 

ISI）所發行之社會科學期刊引文索引（SSCI）資料庫中被歸類為「經濟類」

的期刊，以 2009及 2010年的文章被引用次數作為評等基礎，進一步調整各

種可能偏誤因素後，對期刊進行分等。他們將 159份西文期刊分為Excellent、

A+、A、B+及 B等五個等級，並將《經濟論文》和《經濟論文叢刊》等兩

份中文期刊，對等到西文期刊的 B至 B+等級之間。7

4  國科會已於 2014年 3月改制為科技部。若欲查看原國科會研究人才查詢系統之五年出版目
錄，可於現有科技部網頁中的學術研發服務網下的研究人才查詢，查看各研究人員的相關

著作目錄。

5  IDEAS 為 RePEc所提供的經濟學相關論文查詢資料庫，其中收錄了 EconLit等相關學術資
料庫。我們以每位教研人員名字進行搜尋，獲得相關著作資訊。

6  CEPS 主要提供 TSSCI期刊的全文搜尋。我們以每位教研人員名字進行搜尋，獲得相關著
作資訊。

7  曹添旺等（2013）的研究，並未針對短文（notes或 letters）而有特別不同的處理，其主要
理由為（1）期刊影響力的計算是以「每篇文章」的被引用數為基礎，而被引用數不隨文章長
短而有不同處理；在此計算基礎下，也不致產生短文期刊的文章數目較多、使得該期刊影

響力係數膨脹的問題；以及（2）相關期刊排序文獻中，並沒有將短文期刊與正常期刊分開處



臺灣經濟學術單位近五年學術績效評估─前瞻式評比 561

此研究中，我們以「數量」及「質量」兩種不同指標，比較各單位的學

術表現。在「數量」方面，我們利用曹添旺等（2013）對期刊所劃分的五種

等級群組，計算學術單位在各等級群組的發表數量，作為比較基礎。在「質

量」方面，我們進一步將 Excellent、A+、A、B+、B等五個等級期刊及兩份

中文期刊，分別給予不同的點數作為權重，然後以權重對數量做加權而獲得

質量指數，作為比較的依據。8

參、學術單位的績效評比：數量分析

表 2列出 2008至 2012年間，我國經濟學者在曹添旺等（2013）提出之

五個等級期刊的發表概況。其中「篇數 1」為文章發表篇數，「篇數 2」則是

對合著人數以簡單算數平均加權之後的篇數。圖 1則是以圓形圖方式呈現出

國內學者在各等級期刊發表文章數的百分比。

由表 2及圖 1可看出國內經濟學教研人員發表在 Excellent等級的文章數

量最少，五年內只有 5篇、6個人次。9最多的則是 B+等級，占所有發表篇

數的 36％（以篇數 1計算），中文期刊文章則占 22％；兩類期刊發表文章數

合計占所有文章總數的近六成。中文期刊除外，我國經濟學者五年內發表在

Economics Letters的文章篇數最多，計有 18篇，其它則是 Energy Economics

（16篇），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13篇），Japanese Economic Review（12

篇），Journal of Economics（10篇），以及Manchester School（10篇）等等。若

我們將表 2的「篇數 2」除以「篇數 1」，可以得到平均一篇文章中我國經濟教

研人員占總合著人數的比例。此比例的整體樣本平均數為 0.68，而 Excellent

及 A+等級的比例相對較低，分別為 0.63及 0.62，顯示國內的頂尖研究，更

傾向於與跨領域學者或國外學者合作。

  理的作法。由於我們在此研究中採用曹添旺等（2013）的期刊分類，而此分類已經依據期
刊文章影響力做分級，因此我們對短文類文章不再另行處理。

8  我們亦嘗試將其它未包含在曹添旺等（2013）清單中的期刊，納入學術產出分析。結果請
見第肆節之圖 2。

9  在本研究中，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列為 A+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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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國內經濟學門近五年期刊發表概況

篇數 1 篇數 2 人次 主 要 發 表 期 刊

Excellent 5 3.17 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

A+ 30 18.67 37

Economic Theory (5)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4)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3)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3)

A 60 40.20 82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
Economic Inquiry (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7)

B+ 159 112.62 214
Economics Letters (18)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3)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12)

B 91 60.00 125
Energy Economics (16)
Journal of Economics (10)
Manchester School (10)

中文期刊 99 68.03 135
經濟論文叢刊（61）
經濟論文（38）

總數 444 302.69 599

註 1： 「篇數 1」為國內教研人員所參與研究的文章篇數，「篇數 2」為經由簡單算數平均對合
著人數加權計算後的篇數，權數為 n/N，N為該篇文章作者人數，n為其中我國教研人
員人數。

註 2： 「主要發表期刊」列出在各等級下國內學者發表數目較多的幾份期刊，而括號內的數字
為「篇數 1」定義下發表於該份期刊的文章篇數，因此括號內篇數的總和不一定等於第
一欄的數字。

表 3細分出各學術單位在不同期刊等級的發表篇數（以合著人數加權）。

該表顯示，在較高分類等級期刊發表文章的學術單位，相對較少。例如，最

近五年內具有 Excellent等級期刊文章者僅有臺大經濟系（2.17篇）與中研院

經濟所（1.00篇），而發表於 A+等級期刊者則有 10個單位，其中篇數較多

者為中研院經濟所（7.17篇）、臺大經濟系（5.50篇）、清大經濟系（2.00

篇）、及成大經濟系（1.33篇）等。於 A等級期刊發表者，則有 17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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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各等級期刊發表篇數（以表 2「篇數 1」計算）百分比

Excellent 級
1%

B 級
20%

中文期刊
22%

B+ 級
36%

A 級
14%

A+ 級
7%

單位。就 A與 B+級期刊的發表數來看，大抵而言，中研院經濟所、臺大經

濟系、清大經濟系以及政大經濟系占據前四名，而淡江經濟系亦有第五名的

表現。在中文期刊方面，發表篇數最多者為臺大經濟系及東吳經濟系，分別

發表 16.25及 6.33篇。

藉由對表 3的進一步整理，表 4呈現各研究單位在不同分級下依合著人

數加權計算的累積篇數和排名。由於僅有約三成的單位具有 A+等級以上期

刊的文章產出，而 B+等級的文章篇數為各等級之最，因此我們將等級區分

成「A以上」、「B+以上」，以及「B以上」（含中文，即全部期刊）等 3個群

集進行分析。

從表 4中，我們發現 A以上等級期刊數量前五名的單位分別為中研院經

濟所（21.00篇）、臺大經濟系（16.83篇）、清大經濟系（5.50篇）、政大經濟

系（4.28篇）以及中研院人社中心（2.17篇）。這幾個單位在其它等級的排名

皆相當穩定，唯獨在 B+以上與 B以上等級排名的第五名分別由中正經濟系

及淡江經濟系取代中研院人社中心。

若我們比較一個單位在不同期刊等級中的排序，可發現中研院人社中心

及中山經研所等，在「A以上」的排名比在「B+以上」、「B以上」大幅靠前，

顯示出這些單位的文章發表較集中在高品質的期刊。相類似地，中央產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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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單位近五年期刊發表數（以合著人數加權）：以期刊等級區分

單 位 名 稱 Excellent A+ A B+ B 中文期刊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 — — — — 1.08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 —  1.17 1.67 1.33 3.08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 —  0.33 3.17 1.08 0.33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 — — 3.33 2.67 4.08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0.83  1.33 1.33 0.83 1.50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1.00  7.17 12.83 24.25 5.08 5.78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 —  1.00 5.33 6.17 0.33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 —  1.00 2.33 2.50 1.00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0.33 1.67 1.50 —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 — — 1.58 — 2.00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  1.33  0.67 3.83 — —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 0.25 0.25 0.50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 — — 3.17 2.83 6.33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 — — 1.83 0.75 2.00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 — — 0.67 1.67 3.00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 — — 0.50 — 0.33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  0.50  3.78 5.37 3.58 3.25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 — — — 1.00 1.50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 2.42 1.00 0.50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  0.33  0.50 4.50 4.83 1.75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 —  2.00 4.25 3.92 2.83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  2.00  3.50 7.08 1.75 4.08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 — — — — —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 —  0.33 1.83 1.75 1.50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 1.33 2.50 —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  0.33  0.50 1.83 — —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  0.33  1.25 3.00 1.67 1.50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2.17  5.50  9.17 24.58 10.42 16.25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 — — — — 0.33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  0.33  0.50 1.50 0.67 2.33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 — — — 0.25 0.83

總數 3.17 18.65 40.19 112.60 60.00 67.99

註：「中文期刊」包含《經濟論文》和《經濟論文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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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單位近五年期刊發表數（以合著人數加權）與排名：

以期刊等級累計區分

單 位 名 稱
A以上 B+以上 B以上

篇數 排名 篇數 排名 篇數 排名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 — — — 1.08 26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1.17 9 2.83 15 7.25 11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0.33 15 3.50 10 4.92 18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 — 3.33 12 10.08 9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17 5 3.50 10 5.83 13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21.00 1 45.25 1 56.12 2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1.00 10 6.33 5 12.83 6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1.00 10 3.33 12 6.83 12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33 15 2.00 20 3.50 23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 — 1.58 22 3.58 22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2.00 6 5.83 7 5.83 13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0.25 26 1.00 28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 — 3.17 14 12.33 7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 — 1.83 21 4.58 19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 — 0.67 24 5.33 16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 — 0.50 25 0.83 29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4.28 4 9.65 4 16.48 4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 — — — 2.50 25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2.42 17 3.92 20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0.83 12 5.33 8 11.92 8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2.00 6 6.25 6 13.00 5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5.50 3 12.58 3 18.42 3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 — — — — —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0.33 15 2.17 19 5.42 15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1.33 23 3.83 21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0.83 12 2.67 16 2.67 24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1.58 8 4.58 9 7.75 10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16.83 2 41.42 2 68.08 1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 — — — 0.33 30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0.83 12 2.33 18 5.33 16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 — — — 1.08 26

註： 「A以上」表示 A至 Excellent等級的文章總和（以合著人數加權，下同）。「B+以上」表
示 B+至 Excellent等級（不含中文期刊）的出版總和。「B以上」表示 B至 Excellent等
級（含中文期刊）的出版總和，即全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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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在「B+以上」的排名較「B以上」提高許多。在另一方面，亦有部分單

位的學術表現，集中在等級排名較後的期刊。這些發現，或許可以做為各單

位未來加強學術表現時的參考。

前述分析乃是衡量各單位全體教研人員的表現，其優點是能體現各單位

的整體學術能量，而其缺點則是整體的學術表現常與該單位的教研人員人數

相關。10此外，相同人數下，五年內的學術產出亦可能因年資的差異（例如：

新進人員及五年以上人員）而有系統性地不同。因此，另一個值得比較的面

向，是將各單位的教研人員人數及五年年資納入計算，進而得到每人每年的

學術產出，用以衡量各單位教研人員的平均學術表現。

我們計算各單位的每人每年學術產出如下：

nj PijΣ
1yj =

sij
 ，nj

其中，Pij：j單位第 i位教研人員在樣本期間經合著人數加權後的文章篇數；

sij： 第 i位教研人員於 j單位的年資；未滿 1年以 1年計，超過 5年

以 5年計；

nj：j單位於 2012年度編制的教研人員總數；

yj：j單位每人每年學術產出數（合著人數加權）。

表 5列出各單位近五年每人每年的平均期刊發表數（以合著人數加權）

與排名。從表 5中我們可以發現，中研院經濟所以及臺大經濟系每人每年的

文章發表數，在各類排序下依舊佔居前二名，中研院人社中心、成大經濟系

與清大經濟系則在此項的「A以上」與「B+以上」等級居前五名。此外，

中央產經所、中山經研所、東吳經濟系與淡江產經系，分別在不同的累加分

級下有出色的表現。

10   在我們的評比對象中人數最多的單位為臺大經濟系及中研院經濟所，其在 2012年度的編
制數各為 36、32位研究人員。而研究人員數最少的單位為中山政經系及海大應經所，僅
有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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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各單位近五年每人每年期刊發表數（以合著人數加權）與排名：

以期刊等級累計區分

單 位 名 稱
A以上 B+以上 B以上

篇數 排名 篇數 排名 篇數 排名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 — — — 0.04 26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0.03 7 0.08 9 0.21 3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0.01 12 0.13 4 0.18 5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 — 0.06 11 0.17 8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07 3 0.11 5 0.18 5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0.17 1 0.37 1 0.44 1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0.01 12 0.06 11 0.13 13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0.01 12 0.05 13 0.10 14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005 16 0.03 19 0.05 24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 — 0.02 23 0.06 22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0.05 4 0.15 3 0.15 11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0.01 25 0.03 28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 — 0.03 19 0.18 5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 — 0.04 15 0.07 17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 — 0.01 25 0.07 17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 — 0.02 23 0.03 29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0.04 6 0.10 7 0.17 8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 — — — 0.04 26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0.04 15 0.07 17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0.01 12 0.09 8 0.21 3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0.02 8 0.07 10 0.14 12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0.05 4 0.11 5 0.16 10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 — — — — —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0.004 17 0.03 19 0.06 22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 — 0.03 19 0.09 15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0.02 8 0.05 13 0.05 24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0.02 8 0.04 15 0.07 17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0.10 2 0.26 2 0.42 2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 — — — 0.07 17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0.02 8 0.04 15 0.08 16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 — — — 0.01 30

註： 「A以上」表示 A至 Excellent等級的文章總和（以合著人數加權，下同）。「B+以上」表
示 B+至 Excellent等級（不含中文期刊）的出版總和。「B以上」表示 B至 Excellent等
級（含中文期刊，即全部期刊）的出版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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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術單位的績效評比：質量分析

在前節的分析中，我們以各單位在各等級期刊的發表「數量」作為評比；

然而此方法無法理想地反應研究「品質」，且也無法得到簡約的單一評比指

標，作為衡量整體表現的依據。因此，適當地納入期刊品質的面向，應更能

符合評比目的。

為達此目的，我們將曹添旺等（2013）提出的 Excellent、A+、A、B+、

和 B等群集的期刊，分別給予 5、4、3、2、1點的權重，同時將介於 B+和

B等級的《經濟論文》以及《經濟論文叢刊》，給予 1.5點的權重。11利用這

些權重及前節得到的期刊發表數，我們計算得出融合了研究「品質」與「數

量」的「質量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nj

Σ ΣPijmQm 整體研究質量指數，

qj =
i=1 m

nj PijmΣ Σ Qm ⁄ nj 每人每年質量指數。siji=1 m

其中，Pijm： j單位的第 i位教研人員在樣本期間內發表於 m類期刊，並經共

同作者加權下的文章篇數；

Qm： 期刊權重，依 Excellent、A+、A、B+、B等級、及中文期刊

（《經濟論文》以及《經濟論文叢刊》），分別給予 5、4、3、2、

1及 1.5點；

sij： 第 i位教研人員於 j單位的年資；未滿 1年以 1年計，超過 5年

以 5年計；

nj：j單位於 2012年度編制的教研人員總數；

qj：j單位學術研究質量指數（合著人數及期刊品質加權）。

表 6將各單位近五年的期刊發表質量指數及排名，依照「無中文期刊」

11   為了檢驗不同權重對於分析的影響，我們亦嘗試給予五級期刊 16、8、4、2、1的權數，
中文期刊《經濟論文》以及《經濟論文叢刊》則是 1.5。分析表格請見附錄。分析結果顯
示，採用級距較大權數，對各單位的排序影響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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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各單位近五年研究質量指數（以合著人數及期刊品質加權）與排名

單 位 名 稱
無中文期刊 有中文期刊

質量指數 排名 質量指數 排名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 — 1.63 26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8.17 15 12.79 13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8.42 14 8.92 16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9.33 12 15.46 9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0.83 10 13.08 12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125.75 1 134.43 2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19.83 5 20.33 6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10.17 11 11.67 14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5.83 19 5.83 23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3.17 23 6.17 22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15.00 8 15.00 10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75 27 1.50 27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9.17 13 18.67 8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4.42 22 7.42 19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3.00 24 7.50 18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1.00 25 1.50 27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27.67 4 32.54 4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1.00 25 3.25 25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5.83 19 6.58 20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16.67 7 19.29 7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18.42 6 22.67 5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34.42 3 40.54 3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 — — —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6.42 18 8.67 17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5.17 21 5.17 24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6.50 16 6.50 21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12.75 9 15.00 10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119.92 2 144.29 1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 — 0.50 30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6.50 16 10.00 15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0.25 28 1.50 27

註：「中文期刊」包含《經濟論文》和《經濟論文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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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中文期刊」（即全部期刊）列出。表中顯示，無論是否考慮中文期刊，

中研院經濟所、臺大經濟系、清大經濟系、以及政大經濟系皆排名前四名

（若考慮中文期刊，前兩單位的排名互換），而第五名的單位則為中正經濟系

（僅考慮西文期刊）或淡江經濟系（考慮全部期刊）。淡江經濟系是唯一在此

排名中進入前五名的私校單位，而其它排名在前十名的私校單位尚包括淡江

產經系及東吳經濟系。有否考慮中文期刊的發表，一般而言對研究質量的排

名影響不大。12

若我們將表 4內「B以上」和表 6中「有中文期刊」的排名做交互對照，

可得到品質加權對研究成果排名的影響。對照後發現，大部分的單位排名在

數量排名或是質量指數排名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大多在 2個名次之內變

動。唯成大經濟系與暨南經濟系在考量到期刊質量的加權後，排名提升了 3

個名次。

同樣地，我們也可從單位內每人每年的學術質量指數來討論各單位的研

究表現；結果列於表 7。中研院經濟所與臺大經濟系依然佔據前二名，成大

經濟系與中研院人社中心則居第三、四名，而第五名的單位則為中央產經所

（僅考慮西文期刊）或中山經研所（全部期刊）。

比較表 6與表 7的結果，可發現中研院經濟所及臺大經濟系即使編制人

數最多，仍然於每人每年的學術表現明顯領先各單位，穩居前二名。值得注

意的是，考慮每人每年的產出質量之後，中研院人社中心、中央產經所、中

山經研所及成大經濟系的排名大幅躍進，來到第三至七名，而這些都是編制

人數較少的單位。

表 6中的研究質量指數及表 7中的每人每年研究質量指數，各有不同的

含意。為了將兩種指數做綜合評比，並進一步為各單位的研究表現做群集歸

屬，我們採用無母數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中的K-menas分群法，依照

各研究單位兩種指數（同時考量）的相似性，分成不同群集，並以 Calinski 

12   針對採計中文期刊後，臺大經濟系與東吳經濟系產生的排名變動，我們進一步探討是否與
中文期刊《經濟論文》以及《經濟論文叢刊》的 1.5 權重有關。我們發現，將中文期刊權
重從 0開始並以 0.1為級距往上增加，則在當權重為 0.6時，臺大經濟系的排名即躍升第
1，而權重為 0.5時，東吳經濟系的排名即進入前 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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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各單位近五年每人每年質量指數（以合著人數及期刊品質加權）與排名

單 位 名 稱
無中文期刊 有中文期刊

質量指數 排名 質量指數 排名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 — 0.07 26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0.23 9 0.37 5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0.31 5 0.33 7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0.16 12 0.26 10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33 4 0.40 3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1.04 1 1.09 1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0.19 11 0.20 13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0.15 13 0.17 14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09 20 0.09 24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0.05 23 0.09 24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0.40 3 0.40 3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02 26 0.04 29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0.13 14 0.25 11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0.08 21 0.12 18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0.04 24 0.10 21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0.04 24 0.06 27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0.28 7 0.33 7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0.02 26 0.06 27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11 17 0.12 18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0.27 8 0.33 7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0.20 10 0.25 11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0.29 6 0.35 6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 — — —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0.08 21 0.10 21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11 17 0.11 20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0.13 14 0.13 17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0.12 16 0.14 16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0.76 2 0.90 2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 — 0.10 21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0.11 17 0.16 15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0.003 28 0.02 30

註：「中文期刊」包含《經濟論文》和《經濟論文叢刊》。



57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and Harabasz（1974）的 pseudo-F指數判斷最適群集數目。13

分析結果顯示，統計上最適的群組數為 7群，其中中研院經濟所與臺大

經濟系為同一群組，其兩個指數的分數皆明顯高於其它群組，政大經濟系及

清大經濟系為另一群組，其分數明顯為次高。除此之外，東吳、中正、淡江

產經、及淡江經濟屬於同一群組，而中研院人社中心、中山經研所、中央產

經所、成大經濟系及臺北大學經濟系則同屬另一群組；直觀而言，前一群組

較偏向總研究質量指數較高的單位，後一群組則大抵為平均教研人數較少、

人均質量指數較高的單位。研究指數明顯最低的群組，則由 6個單位組成。

我們發現，無論將所有單位分為 4，5，6，或 7個群組，中研院經濟所

與臺大經濟系以及政大與清大經濟系形成的兩個群組，一直穩定存在，表示

他們的研究表現與其它單位相比，明顯有所區別。除了 K-means，我們亦採

用 K-medians分群法做穩定性測試，其結果與上述分析極為類似。14

各種評比結果皆有其限制；在此研究中，我們採用曹添旺等（2013）的

期刊清單作為學術成果的採計標準，而該清單則是以 SSCI經濟類期刊為基

礎，進一步篩選而得。如同曹添旺等（2013）所提，部分經濟相關期刊或是

跨領域期刊，並不在 SSCI經濟分類中，因此無法納入該清單中；也因此，

相關的學術成果，也無法被本研究採計。這當中固然包含了不少品質較差的

期刊，但亦不乏傑出的跨領域期刊（例如：Science）。

為了瞭解這些未被採計期刊對績效評比的可能影響，我們將所有未被納

入曹添旺等（2013）期刊排序的西文期刊以及國內 TSSCI期刊，合併定義為

「它類期刊」，給予 0.5的權重，計算「它類期刊」研究質量指數（以合著人

數加權），而與原本評比期刊的質量指數比較，繪於圖 2。15該圖顯示，評比

期刊和它類期刊的研究質量指數大致呈現正向關係，相關係數達 0.92。這表

13   Milligan and Cooper （1985）評估了 30 種決定最佳群組數目的統計方法，而選出 Calinski 
and Harabasz 的 pseudo-F 指數為最好的兩種方法之一。

14   上述群集分析，係以各單位的（每人每年）研究質量指數為分群依據，著重在研究能量
「水準」的比較。有關研究能量「分配」的問題，則未包含在群集分析中，而將於第 5節
另行討論。

15   我們亦嘗試給予它類期刊 1的權重來做比較，結果顯示，即使將權數擴大，對各單位與排
序期刊的比較結果亦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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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究質量指數：評比期刊與它類期刊

6
28

17

9

22

7
27 13 11 8 4

12

20
24

21

25 19
5

31 23
10 14 15 26 3 30

18
2

1 29 16

6 28

17 9 22 7 27 13 11 8 4 12 20 24 21 25 19 5 31 23 10 14 15 26 3 30 18 2 1 29 16

評比期刊研究質量指數（依合著人數及質量加權）
它類期刊研究質量指數（依合著人數及每篇 0.5 權重加權）

研
究
質
量
指
數

單位代碼

50
0

50
10
0

15
0

註 1：依照它類期刊研究質量指數由大至小排列。
註 2：單位代碼請見表 1。

示雖然此次用以作為評比基礎的期刊（即評比期刊）數目有限，但除了少數

例外，評比結果大致仍能代表各單位的完整生產力。較明顯的例外包括中興

應經系（9）、佛光應經系（12）、及嘉大應經系（25）；16這些單位的它類期

刊質量指數明顯高於評比期刊質量指數。這顯示以應用為發展方向的學術單

位，其研究成果可能傾向發表於非傳統經濟學期刊。

如同本文前言中提到，此研究雖然在評比的意義上是曹添旺等（2006）

的延續，但因為作為評比依據的期刊種類不同、期刊排序更新以及評比方法

的差異（如本文強調的質量指數）等等，使得這兩篇文章的評比結果無法做

嚴格的對應比較。儘管如此，在了解兩文的上述差異及其造成的限制之後，

我們或仍可從大方向著眼，以這兩篇文章的研究結果，觀察國內經濟學研究

單位的研究表現在 1996—2003年及 2008—2012年間的變動。例如，以曹添

旺等（2006）的表 5與本文的表 10作比較，我們發現在較高等級期刊的發

16   括號內數字表示該學術單位的單位代碼，完整單位代碼表請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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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中研院經濟所、臺大經濟系及中研院人社中心（原中研院社科所經濟

組）在這兩段研究期間皆穩定位於表現最佳的群組。若不分期刊等級，而以

發表在所有評比期刊之篇數為比較，則屬於前 10名的單位儘管相對排序有

變，但名單變動不大，唯一的變動是在 2008─ 2012年間，輔大經濟系退出

而東吳經濟系則進入了前 10名。從上述比較可發現，我國經濟學研究單位的

相對表現在過去 10多年來大致穩定，主要的變動可能與人員的流動有關。

伍、生產力不均度分析

從前兩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各項排序中占居前面名次的學術單

位，其發表篇數或是研究質量指數皆明顯超過其他單位。圖 3以圓形圖的方

式，展示出表 6中同時考慮中文及西文期刊時，排名前五名的單位之研究質

量指數占全體質量指數的百分比。從此圖可看出，排名前二名（臺大經濟系、 

中研院經濟所）的質量指數合計，已占全體質量指數的 47%，而排名第三者的

質量指數百分比，則與前兩名有明顯差距；學術能量的不均度，可見一斑。17

圖 3：各單位研究質量指數百分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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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此結果固然與此二單位的研究人員人數眾多有關，但表 7的結果顯示，即使以每人每年質
量指數來看，前二單位的差距有限，但排名第三者（成大經濟系）與第二者的差距就相當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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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研究表現在各單位間的分布之外，單位內的研究表現是否偏重於少

數個人，亦是值得探討的課題。為此，我們計算各單位內的研究質量指數之

吉尼係數，於表 8中由低而高排列。計算公式如下：

nj

Σ i qij2Ginij =1− nj − i=1

nj −1 nj

Σ qij
i=1

其中，Ginij：j學術單位內研究質量指數之吉尼係數；

qij： j單位第 i位教研人員學術研究質量指數（合著人數及期刊品質

加權）；

nj：j單位於 2012年度編制的教研人員總數。

表8中結果顯示，吉尼係數較低且分數接近者分別是淡江產經系（0.534）、

中研院經濟所（0.548）、中研院人社中心（0.555）及臺大經濟系（0.566）。

另一方面，在各項評比中有著不錯名次但吉尼係數偏高的單位則包括淡江經

濟系（0.781）、成大經濟系（0.703）以及中正經濟系（0.702）。從表 8顯示的

整體趨勢來看，吉尼係數相對較高者，其研究成果的排名一般較低。綜合以

上分析，我們發現國內經濟學界的產出不均度高，不僅僅存在於各單位間，

同時亦存在於各單位內；此現象和曹添旺等（2006）的研究結論相符合。

陸、結論

本文利用 2012年度國內 31個經濟研究學術單位 447位專任教研人員名

冊，建立出 2008至 2012年學術產出目錄，配合最新的期刊排序研究成果，

重新衡量國內經濟學相關學術單位的研究表現。與先前文獻（例如曹添旺等

2006）不一樣的是，我們在衡量表現時，除了重視期刊文章的「數量」之外，

也強調「品質」在評比時的重要。為此，我們將不同等級的期刊，給予對應

的質量權重，據以計算學術發表的質量指數。

我們發現在 2008至 2012年間，國內有近半數的經濟學研究單位，並無

任何著作發表於A等級以上期刊。若以各單位的研究質量指數來做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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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各單位內研究質量指數之吉尼係數

單 位 名 稱 吉尼係數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0.534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0.548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555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0.566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0.602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0.615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0.619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0.635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0.662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0.671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0.702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0.703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0.704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709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0.733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750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0.759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0.762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0.781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0.787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0.793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0.800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0.817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0.827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0.832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0.833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0.844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0.873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875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880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

註：本表格依照吉尼係數的大小，由小至大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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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大經濟系與中研院經濟所的表現最為突出，而清大經濟系、政大經濟

系以及淡江經濟系則分居第三至五名。若由每人每年的質量指數來衡量單位

研究表現（表 7），則成大經濟系、中研院人社中心、中央產經所及中山經研

所也有相當出色的表現。中文期刊的採計與否亦會讓少數單位的排名有明顯

影響，例如採計中文期刊後，東吳經濟系的排名進入前十名。

我們也從研究中發現研究能量分配不均的現象。從研究質量指數來看，

中研院經濟所及臺大經濟系形成二雄獨大，而每個單位內的研究質量之吉尼

係數，亦顯示有若干整體表現不錯的單位，其學術表現有集中在少數人的現

象。不論是跨單位或單位內的研究能量分配問題，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最後我們提出三點在解讀此分析結果時需注意的事項。𡛼由於部分單位

是以跨領域為其發展特色（例如，若干以應用為特色的系所），因此其研究成

果可能傾向發表於非傳統經濟學期刊，而這將影響它們在此分析中的表現。

𥕛各單位研究資源的差異，亦將影響研究表現。例如，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單

位並無教學與輔導學生責任，而臺大經濟系及其它幾所公立大學經濟系之教

學負擔，亦比大多數其它校系為輕。換言之，包括時間在內的研究資源，各

單位之間並不相同，分配亦不平均，而這都將影響研究表現。這些目標、責

任與資源間的差異，不僅在我們解讀研究表現時必需注意及理解，而且如何

分配資源，對臺灣經濟學界整體發展最有利，也是值得未來探討的議題。𥐥

除了學術與技術研究之外，其它諸如教學、社會參與等，亦是大多數學術單

位負擔的使命。因此，研究成果只能作為評量學術單位的參考指標之一。此

外，即使評鑑項目明確，評鑑方法亦可有不同考量。例如，財團法人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強調大學系所自訂教育目標，並避免相互評比的方式，亦是評鑑

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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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以不同期刊等級權數計算質量指數

附表 1：各單位近五年研究質量指數（以合著人數及期刊品質加權）與排名：

不同權數的結果

單 位 名 稱
無中文期刊 有中文期刊

質量指數 排名 質量指數 排名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 — 1.63 26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9.33 12 13.96 13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8.75 15 9.25 16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9.33 12 15.46 1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5.50 9 17.75 10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178.25 1 186.93 2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20.83 6 21.33 6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11.17 11 12.67 14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6.17 19 6.17 22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3.17 23 6.17 22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21.00 5 21.00 8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75 27 1.50 27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9.17 14 18.67 9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4.42 22 7.42 20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3.00 24 7.50 19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1.00 25 1.50 27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33.45 4 38.33 4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1.00 25 3.25 25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5.83 20 6.58 21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18.50 8 21.13 7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20.42 7 24.67 5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45.92 3 52.04 3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 — — —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6.75 18 9.00 17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5.17 21 5.17 24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8.33 16 8.33 18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15.33 10 17.58 11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174.92 2 199.29 1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 — 0.50 30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8.33 16 11.83 15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0.25 28 1.50 27

註 1：「中文期刊」包含《經濟論文》和《經濟論文叢刊》。
註 2： 此表對於 Excellent、A+、A、B+、B等級期刊，給予 16、8、4、2、1之權數，而中文

期刊則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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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各單位近五年每人每年質量指數（以合著人數及期刊品質加權）

與排名：不同權數的結果

單 位 名 稱
無中文期刊 有中文期刊

質量指數 排名 質量指數 排名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 — 0.07 26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0.27 9 0.40 6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0.32 7 0.34 9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0.16 13 0.26 1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47 4 0.54 4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1.52 1 1.57 1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0.20 11 0.21 13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 0.16 13 0.18 14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09 20 0.09 24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0.05 23 0.09 24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0.57 3 0.57 3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02 26 0.04 29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0.13 17 0.25 12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0.08 21 0.12 18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0.04 24 0.10 22
南華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0.04 24 0.06 27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0.34 6 0.38 7
真理大學經濟學系 0.02 26 0.06 27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11 18 0.12 18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0.30 8 0.35 8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 0.23 10 0.27 10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0.40 5 0.45 5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 — — —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0.08 21 0.11 20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0.11 18 0.11 20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 0.17 12 0.17 16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0.15 15 0.17 16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1.09 2 1.23 2
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 — 0.10 22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0.14 16 0.18 14
銘傳大學經濟學系 0.00 28 0.02 30

註 1：「中文期刊」包含《經濟論文》和《經濟論文叢刊》。
註 2： 此表對於 Excellent、A+、A、B+、B等級期刊，給予 16、8、4、2、1之權數，而中文

期刊則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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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evaluate the research performance of 31 economics depart-
ments/institutes in Taiwan in the period of 2008 to 2012. The evaluation is based 
on journal publications, using the latest journal ranking results in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ies including Tsaur et al. (2006), the 
current study puts an emphasis on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the 
quantity. To this end, we use results of journal rankings to construct a quality 
index which is used to weigh the publ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eval-
uating the unit as a whole,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t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re ahead of others by a 
large margin.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s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58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amkang University also have good perfor-
mance. If evaluating by per capita output, then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Academia Sinica,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lso perform well.

Key Words: acade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journal ranking, forward-
looking e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