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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與系統組  周怡君專員 

一、前言 

事情是這樣的…..身為學校新進教師的小明好不容易完成了一篇研究論文，為了能順利升

等，他急切地想將論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恰好此時，他收到了一封國際期刊的徵稿邀約。

這家期刊的名稱似乎有些熟悉，與他之前參考過的學術文獻所刊登的期刊名稱相似。雖然對

於期刊如此積極的徵稿態度和廣泛的收錄範圍感到疑惑，但對方熱情的回覆和快速處理投稿

流程，讓他稍稍放下心來。儘管論文處理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APCs）偏高，但期刊

宣稱可以加價快速審稿，並將論文刊登在下月出刊的刊物上，這讓小明感到十分心動。他毫

不猶豫地支付了費用，並如期在期刊官網上看到了自己撰寫的論文。 

然而，他很快地發現期刊的網頁設計粗糙，聲稱英國國際期刊但出版地卻在印度。審稿

編輯委員的資訊也疑點重重，部分委員甚至已經退休或是任教學校的網站上查無此人。經同

研究室的小華提醒，小明才意識到自己可能誤投了掠奪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他驚訝

地發現，這本期刊並未獲得學校的認可，甚至被批評審稿不嚴謹。辛苦近一年的研究成果就

這樣付諸流水，小明後悔不已。他深刻體會到，在投稿前應該多諮詢同儕意見，並仔細查驗

期刊的相關資訊，以免落入不肖期刊出版商的陷阱。 

學術期刊是學術傳播重要的媒介之一，透過學術期刊的發行，學科知識得以廣傳並產生

影響力。各領域專家學者無不想藉由學術期刊或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據以獲得研究升等與

學術成就的積累。然而，歷來傳統嚴謹的學術期刊發行，除了學者背後長期的研究歲月，一

旦被出版商接受還得經歷一連串的同儕審查並據以修改，至少還得經歷數月的時間。 

21 世紀初在開放取用（Open Access，簡稱 OA）出版形式興起後，強調資訊的自由流動，

提倡資訊在公開的網路上可被免費取用，改變了傳統學術出版的模式，也讓不肖出版商（集

團）看見商機，利用了研究人員的信任與不察，以獲利為最終目的（收取論文處理費），籌辦

低品質的 Open Access（OA）期刊或研討會，也因而造成掠奪性期刊／研討會這類學術陷阱

的產生。 

 

二、定義 

所謂掠奪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是開放取用（OA）出版形式興起後出現的現象，

指的是不良期刊出版商（集團），利用研究人員急於投稿的需要，以快速審稿作為號召，收取

一定金額的論文處理費（APCs）賺取利潤，提供虛假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及出版資訊，

甚至造假相關資訊吸引投稿，缺乏公正同儕審查機制和編輯服務，這些不良期刊所造成的低

學術價值（虛假的學術聲譽），不僅無法達成學術交流目的，還可能傷害研究人員的個人學術

聲望，並浪費國家整體的學術資源，近期出現的掠奪性研討會（Predatory Conferences）也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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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類似手法進行操作。 

 

三、特徵 

整理並歸納掠奪性期刊／研討會常見的特徵，提供參考辨識。但需留意的是，並非所有

掠奪性期刊／研討會都符合下列特徵，且符合特徵的期刊也不一定為掠奪性期刊（例如：新

興期刊或發展中國家出版刊物）／研討會，研究人員投稿學術期刊或參與研討會前應謹慎評

估，才不致誤入陷阱。 

 

（一）掠奪性期刊常見特徵 

1. 誠信與透明度 

 期刊名稱與某些正規期刊名稱相似，或冠上「國際」、「國家」名稱（例如：USA、Brit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European Journal 等），但實際上查核期刊出版地與刊名，可能並未

與該期刊所聲稱的相同。 

 偽稱被收錄於知名學術資料庫（例如：JCR、Scopus），並聲稱有高期刊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營利為導向，收取高額論文處理費（APCs）或未明確列出費用。 

2. 投稿與審查程序 

 廣發廣告信件鼓勵投稿，且可透過電子郵件投稿而非透過投審稿系統。 

 審查流程過於草率，時程過短，或投稿後立即接受。 

3. 網站與公告真實性 

 官方網頁簡陋、功能不齊全、內容有拼字或文法錯誤。 

 未明確提供出版社的資訊，或使用非機構性的電子郵件信箱。 

4. 範疇與專業性 

 除少數跨領域期刊外，收錄之論文主題過於廣泛或同時包含數種領域。 

 未列出期刊主編、編輯委員會或審查委員會（甚至可自行推薦審查委員），或期刊編輯

群名單造假。 

 卷期出刊頻率不固定，或出刊頻率視是否收到稿件而定。 

 

（二）掠奪性研討會常見特徵 

1. 誠信與透明度 

 研討會未受任何學術團體或個人資助，所有利潤來自與會者。 

 參加費用未明確列出，若取消報名，費用不予退還。 

 研討會未如期舉辦，或因不明原因取消活動。 

 未明確提供主辦方資訊，或使用非機構性的電子郵件信箱。 

 不需到現場也可領取研討會的發表證明。 

2. 投稿與審查程序 

 廣發溢美之辭的邀請函吸引毫無戒心的年輕研究人員。 

 徵稿範圍與研究者本身領域無關。 

 同儕審查機制不明或承諾快速通過審查流程。 

3. 網站與公告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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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上的研討會名稱與正規研討會名稱雷同。 

 邀請函或研討會報名網頁有拼字和語法錯誤。 

 主辦方在數個城市或線上平台舉辦多場研討會。 

 強調會場在知名觀光地並誇大晚宴和旅遊行程 

（重點放在晚宴和旅遊行程，而非研討會探討的主題）。 

4. 範疇與專業性 

 研討會主題過於廣泛，且缺乏專注焦點。 

 要求受邀者發表與研究主題無關的演講。 

 議程安排不順暢且出席率偏低。 

 誇大研討會規模及講者資訊，並且難以查證。 

 強調研討會論文將刊登於知名學術期刊上（但實則為掠奪性期刊）。 

 刊登的論文品質低劣，學術價值不高。 

 未經許可於議程中使用知名學者的姓名。 

 

四、期刊檢核工具 

為協助研究人員更有效地選擇合適的期刊投稿，下列將介紹幾種期刊檢核工具（平台）

來確認期刊品質。透過這些工具（平台），研究人員可客觀地進行評估並根據自身需求選擇合

適的期刊投稿，最後再依「Think.Check.Submit.」提供的「掠奪性期刊自我查核表」自我審視

是否確認投稿，及「Think.Check.Attend.」提供的「掠奪性研討會自我查核表」評判是否參與

研討會。 

 

1.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利用 WOS 資料庫可查詢 SSCI（社會科學領域）、SCIE

（科學領域）、A&HCI（藝術人文領域）學科領域收錄之重要期刊，瀏覽書目和引用資訊，透

過參考文獻之間的連結，快速獲得主題關聯性，藉以獲知高品質研究的期刊。 

 

 
【圖 1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可於本校圖書館檢索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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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資料庫：可查詢全球學科領域中具知名度之學術期刊的 

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IF），藉以對期刊進行評價和比較。 

 

 

【圖 2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資料庫—可於本校圖書館檢索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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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ster Journal List 平台1：可查詢 WOS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包括尚未有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IF），但已先被 SCIE 和 SSCI 收錄的期刊。 

 

 

【圖 3 Master Journal List 平台】 

 

 

 

 

 

 

 

 

 

 

 

 

 

 

 

 

 

 
1 Master Journal List 平台網址為 https://mjl.clarivate.com/home。 

https://mjl.clarivate.com/home
https://mjl.clarivate.com/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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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開放取用期刊指南平台2：為一非營利、非官

方，致力於提供高品質、可信賴、符合開放取用精神，且擁有同儕審查機制的期刊目錄

索引及全文。此平台匯集經同儕審查的開放取用（OA）期刊，允許讀者免費瀏覽、下載

和引用文章。 

 

 

【圖 4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開放取用期刊指南平台】 

 

 

 

 

 

 

 

 

 

 

 

 

 

 

 

 
2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開放取用期刊指南平台網址為 https://doaj.org/。 

https://doa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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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n（OASPA）開放存取學術出版社協會

平台3：此協會是一個由開放獲取期刊和圖書出版商組成的非營利性行業協會，可透過此

平台查詢具開放存取（OA）的學術出版社（集團）。 

 

 
【圖 5 The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n（OASPA）開放存取學術出版社協會平台】 

 

 

 

 

 

 

 

 

 

 

 

 
3 The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n（OASPA）開放存取學術出版社協會平台網址為

https://www.oaspa.org/。 

https://www.oas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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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INASP）平台4： 

可查詢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中美洲或蒙古等地區出版之電子期刊。 

 

 

【圖 6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INASP）平台】 

 

 

 

 

 

 

 

 

 

 

 

 

 

 

 
4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INASP）平台網址為

https://www.inasp.info/。 

https://www.inas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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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frican Journals Online（AJOL）平台5：可查詢非洲地區出版之電子期刊。 

 

 

【圖 7 African Journals Online（AJOL）平台】 

 

 

 

 

 

 

 

 

 

 

 

 

 

 

 
5 African Journals Online（AJOL）平台網址為 https://www.ajol.info/index.php/ajol。 

https://www.ajol.info/index.php/aj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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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eall’s List of Predatory Journals and Publishers 平台6：可供查詢掠奪性期刊及出版商，

不定期更新，研究人員如欲投稿之期刊在此平台中出現，請特別留意極有可能為掠奪性期刊。 

 

 

【圖 8 Beall’s List of Predatory Journals and Publishers 平台】 

 

五、期刊投稿與研討會參與三步驟 

在投稿期刊或參與研討會前，研究人員可以利用「 Think.Check.Submit. 」和

「Think.Check.Attend.」這兩個平台提供的自我查核表，對期刊或研討會進行更深入的評估。

「Think.Check.Submit.」為評估期刊是否為掠奪性期刊，「Think.Check.Attend.」則用於評估研

討會的可靠性。透過這些工具，研究人員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評估，有效降低落入學術詐騙

陷阱的風險，保障自己的學術聲譽。 

 

1. Think.Check.Submit.—「掠奪性期刊自我查核表」 

    透過「Think.Check.Submit.」平台提供的「掠奪性期刊自我查核表」，您可以從多個角度

對期刊進行評估，包括期刊的聲譽、同行評審機制、論文處理費（APCs）、編輯委員會的成員

 
6 Beall’s List of Predatory Journals and Publishers 平台網址為 https://beallslist.net/。 

https://beallsli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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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步驟一：Think 思考 

 確認研究領域：除少部份跨學科領域的綜合性期刊以外，需確認期刊收錄的學科範圍是

否與自身的研究領域密切相關。 

 

步驟二：Check 檢查 

 利用 Think.Check.Submit.的「掠奪性期刊自我查核表」：針對查核表中的問題詳加評估。

若表格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問題的答案為「是」，則表示該期刊有較高的可能性為「非」

掠奪性期刊。  

 

步驟三：Submit 投稿 

 綜合上述的「掠奪性期刊自我查核表」的結果，並且諮詢相同研究領域的同儕，了解他

們對該期刊的評價。透過「掠奪性期刊自我查核表」，可以有效降低研究成果發表在掠奪

性期刊上的風險，保障您的學術聲譽。 

 

  

【圖 9 Think.Check.Submit.—「掠奪性期刊自我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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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ink.Check.Attend—「掠奪性研討會自我查核表」 

        在學術圈中，參與研討會是拓展人脈、分享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徑。然而，近年來，

掠奪性研討會層出不窮，這些研討會往往以高額的註冊費為誘餌，卻提供低品質的學術

交流平台。為了避免落入這些陷阱，建議研究人員在報名參加研討會前，務必經過以下

三個步驟的評估審核： 

 

步驟一：Think 思考 

 確認研究領域：確保該研討會的主題與您的研究領域密切相關。 

 了解主辦單位：查詢主辦單位的背景、過往舉辦的研討會記錄，以及學術聲譽。 

 檢視研討會網站：注意網站的設計是否專業，資訊是否完整透明。 

 

步驟二：Check 檢查 

 使用 Think.Check.Attend.的「掠奪性研討會自我查核表」：針對欲參與的研討會，仔細填

寫「掠奪性研討會自我查核表」。如果大部分問題的答案為「是」，則該研討會有較高

的可能性是「非」掠奪性研討會。 

 

步驟三：Attend 參與 

 依據上述的結果綜合評估，並詢問相同學科領域的同儕，討論是否為可信任研討會，最

終是否參與研討會仍需由研究人員自行判斷。 

 

   

【圖 10 Think.Check.Attend—「掠奪性研討會自我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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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面對日益猖獗的掠奪性期刊／研討會，其對學術界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雖然目前缺乏

足夠的數據能精確量化其影響力，但其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引起政府與學術界廣泛關注。

由於掠奪性期刊與研討會的運作模式複雜多變，要建立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評判標準並不容

易也不夠客觀。然而，研究人員仍可透過本文提供的檢核工具與平台，對潛在的投稿期刊或

研討會進行評估審查，以降低誤入陷阱的風險。在投稿前，務必仔細檢核期刊的相關資訊，

如編輯與審查團隊、投審稿流程、國際指標性數據（例如：Impact Factor：IF 或 Journal Citation 

Indicator：JCI）、收錄資料庫等；在參與研討會前，則應確認主辦單位的背景、議程安排、同

儕參與過往舉辦的成果評價，以及與會學者的學術聲望等。唯有如此，才能在保障自身學術

聲譽的同時，提升研究成果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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