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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司長朱俊彰在教育部服務 20 多年，對掠奪性期刊議題有所涉獵，但當他得知如今學者

們主動去投疑慮期刊，除了因生存壓力，竟然還有人是為了旅遊機會，「這真的是非常不當

的行為！」他突然從一路的溫和與同理，轉為嚴厲。以下是高教司長朱俊彰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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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曾參加學術倫理會議，接觸過疑慮期刊這樣的議題，印象中投稿者最大宗是印度，亞

洲國家佔二至三成。即使這是新興國家在高教擴張階段的普遍狀況，教育主管機關仍責無旁

貸。 

我認為，老師們是不察、受騙者居多，但也不諱言過往有結構性因素，驅使某些老

師有意為之。  

https://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1491


不察的狀況相對好解決。以教育部的立場來說，不傾向規範出黑名單。因為掠奪性期刊與品

質低的期刊，其實分野未必清楚。公部門來做裁決者，可能影響學術自由，因此針對老師們

受騙的情況，我們能做的就是加強宣導能量。 

教育部「台灣學術倫理教育中心」已委託交大製作學術倫理相關課程，其中就包含掠奪性期

刊的議題。目前國內已有 111 所大學，將它訂定為研究生的學術倫理必修課，也有 252 個研

究機構列為教研人員的教育訓練或獎補助條件。 

近期，教育中心也正在製作辨別掠奪性期刊的線上課程，未來將提供所有學校免費使用。 

雖然掠奪性期刊防不勝防，但若老師只是不小心上當，那麼去一次就不會再去了；反覆參加

者，必定是他認為有利可圖，那麼教育部必須採取手段來防止弊端產生。 

過去我們已開始進行一些改進計劃，在這次《天下》調查報導後也會有新的措施。 

加強審查，慎防有心人士 

促使老師們刻意去投疑慮期刊的誘因，最主要可能是升等和評鑑。（延伸閱讀：投掠奪性期

刊當履歷？成大副校長張俊彥：第一個丟垃圾桶） 

首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明定，不論是送部審，還是學校自審，論

文都一定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一、公開透明的期刊，二、完善透明的審查制度。 

對此，教育部未來會加強審查委員的專業知識，務必注意期刊是否符合上述兩個原則。至於

濫權的個案學校，未來也擬將收回自審權。 

當然，符合這兩個原則，也不代表就是高品質期刊，而假如真的不是好期刊，為何也「有

用」？那就是長期追求論文數量的陋習使然。 

改變升等只看論文的風氣 

過去幾年，教育部已正式通函給各大學兩次，並在各場合提醒學校：設定和研究有關的要

求，務必要注意妥適性。 

2013 年，開始推動「多元升等」，我們希望大學教師們的升等不一定只看論文，也可以用

教學、實務、產學合作等其他項目來達成。 

現在每年大約 2 千 4 百位老師的升等案，有 11%是%以研究以外的方式來升等，這比例看起

來不高，但比起剛推出時只有 1%，表示台灣的學術環境正慢慢改變。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94509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94509


教育部雖樂見老師們有多面向的發展。但其實對於一名大學教授而言，研究仍是重要的能力

指標，也是他和中學教師有所不同的地方。重點在於，這個「研究」不見得非要是領域前

瞻，也可以是教學研究。 

對此，教育部在 2018 年開始「教學實踐研究計劃」，去年共有 1074 位老師申請，每人補助

五十萬元，這個計劃的成果既可以實踐教學目標，也能產出研究以符合升等標準，期待老師

們多加善用。 

最後，根據採訪結果，可能有教師既不是被騙，也不是出於研究壓力，只是貪圖免

費旅遊的便宜行事，這真的是非常不當的行為。  

教育部會評估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上，增設學者出席研討會資訊公開的可能

性。未來，老師們參加哪一場活動、花學校經費多少錢，大學都能透過公開監督進行自我課

責。 

數量至上的社會風氣需要長時間轉變，我覺得這就像推行多年的「多元入學」，即使放寬了

選才標準，還是有呼聲要「回到聯考」。 

期待台灣的大學，都能找到自己擅長的發展特色，而非迷失在單一指標的追求之中，進而成

為有心人士的目標。（責任編輯：賴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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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