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主席神隱、小孩滿場跑 日本學者：台灣有學術

騙徒！ 

 

2015 年，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麥克羅斯蒂參與了一場台灣學會舉辦的會議，沒想到竟開啟他研究掠奪性出版之

路。 圖片來源：麥克羅斯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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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國際學術會議，卻只見發表者帶孩子出席，不但沒人提問討論，連會議主席都不見蹤

影。參加這樣的離譜研討會後，日本學者憤而揭穿台灣組織的惡行。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麥克羅斯蒂（James McCrostie）對掠奪性研討會，有一種異常的執

著，近乎恨意。 

他在 2016 年 8 月，投書《台北時報》（Taipei Times）的文章標題為〈台灣的學術敲詐（rip-
off）〉，詳細描述他參加台灣國際商學策進會（iBAC，簡稱商策會）在日本舉辦掠奪性研

討會（見小辭典）的惡狀。 

「商策會是我研究掠奪性研討會的開端，」麥克羅斯蒂告訴《天下》記者。 

https://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149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6/08/03/2003652340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6/08/03/2003652340


過去 3 年，麥克羅斯蒂總共投稿 8 篇文章。在以大學排行知名的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報

刊上，標題更嚇人：〈警告：騙徒和無恥學者在此領域活動〉。最新一篇文章〈掠奪性研討

會：學術界的食人族〉則被登在波士頓學院國際教育中心的期刊上。 

麥克羅斯蒂的「努力」，讓台灣被全世界「看見」。 

不甘受騙，學者廣投報刊 

他的文章被多次引用。牛津大學出版社旗下的《整形期刊》（Aesthetic Surgery Journal），

社論就引用他的文章，將台灣的商策會及高等教育論壇（Higher Education Forum）列為確認

的掠奪性組織。在該研究中，17 個掠奪性組織，台灣就佔 4 個，是數量最多的國家。 
 

國家 名稱  

台灣 高等教育論壇（HEF，Higher Education Forum）  
 國際商學策進會（iBAC，商策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s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WASET）  
 ICTTP（由 WASET 舉辦）  
 Science Publications  

日本 Glob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International Academy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印度 OM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ries LLC  

中國 OAE Publishing  

泰國 Universal Academic Cluster（UAC）  

馬來西亞 Academic Fora  

菲律賓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波蘭 Global Academic Network（GAN） 

這位加拿大籍、在日本教英文的教授，為什麼會將商策會視為眼中釘？ 

2015 年，麥克羅斯蒂準備在日本發表他的研究論文，搜尋時，發現商策會舉辦的研討會數量

驚人，「我很好奇這個台灣組織，為什麼要在日本舉辦那麼多場研討會？」 

他決定參加 2015 年商策會在東京早稻田大學辦的研討會 ICHLST。這讓他大開眼界。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comment/warning-conmen-and-shameless-scholars-operate-area
https://ejournals.bc.edu/ojs/index.php/ihe/article/view/10425
https://ejournals.bc.edu/ojs/index.php/ihe/article/view/10425
https://academic.oup.com/asj/article/37/6/734/2966192


「發表要價 4 百美元，1 小時內五組發表者，一組 5 到 15 分鐘。台下除了發表的

學生或學者，沒有其他聽眾，問題時間也無人發問，其他人幾乎沒有興趣。這和其

他研討會不同，」麥克羅斯蒂指出。  

麥克羅斯蒂本來想見到列席的會議主席，根本沒來，「我從來沒參加過主席缺席的學術會

議。」 

學術會議變家庭活動？ 

麥克羅斯蒂還注意到會場，有很多小孩。「很多發表者的家人就在旁邊等。我在學術研討會

看過小孩，但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多，就像園遊會一樣。」「很多人發表結束後，就帶著家人

離開，」他還親眼看到一家人離去時，拿出東京迪士尼的導覽手冊。 

麥克羅斯蒂寫信給商策會提出他觀察到的質疑，換來的是對他的人身攻擊。 

商策會在得知他沒有博士學位後，回信反諷他：「你真的很幸運，沒有博士學位，還可以在

日本拿到教職。」「請問你有發表過什麼偉大的論文，請寄給我們參考看看，你是否有資格

質疑我們？」 

商策會前理事長方文昌表示，這是助理回的信，並未得到他的同意。但方文昌也未對麥克羅

斯蒂道歉。 

這段插曲，讓麥克羅斯蒂下定決心，要對全世界揭發掠奪性學術組織。他花了 10 個月聯絡

投稿商策會研討會，或是列席主席的學者。他發現列席主席、指導論文的學者，多半是未經

同意就被掛名。（延伸閱讀：劣質出版商「奧步」全揭露！學者自保靠這 4 招） 
曾參與商策會研討會的牛津大學教育系副教授羅斯（Heath Rose），就是被掛名的學者之

一。他向麥克羅斯蒂表示，「他再也不會參加任何該組織辦的學術會議。」 

「一般參加過的學者，很難對台灣辦的學術研討會品質有什麼好印象。這也代表商

策會正在傷害台灣學術的國際聲譽，」麥克羅斯蒂說。  

麥克羅斯蒂的研究也發現，商策會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若不從高等教育體系開始改變，消

除需求端，這個問題永遠不會被解決，永遠有抓不完的掠奪者。（責任編輯：賴品潔） 

 

麥克羅斯蒂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94474


出生＼1973 年 
現職＼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商業管理系教授 
經歷＼日本神田外語大學講師、關西學院大學講師 

 

小辭典  

掠奪性期刊 ／研討會（Predatory Journal／Conference） 

指出版商純粹以獲利為目的，發行的低品質期刊或舉辦的研討會。這類期刊、會議常謊稱有

專業編輯、同儕審查、高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等引誘作者投稿，只為收取昂貴的稿件

處理費。掠奪性期刊不僅傷害個別學者的金錢與研究心血，也為學術環境帶來偽科學風氣。

（資料來源：中研院、成大醫學院） 

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期限內被引用的頻率，是衡量學術期刊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指標。每

年定期發布於《期刊引證報告》（JCR）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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