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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區域與社會研究期刊」論文格式規範      113.06 版 

一、封面與摘要 

1.題目需加註英文。 

2.作者中英文姓名書寫。英文名字書寫方式為名置前(中間加-)姓放後，

姓與名中間空白一格，如：李誠益 Cheng-Yi Li。 

3.於頁底註明中英文服務單位及職稱，並應使用學校和單位全名，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而非區社系。如為通訊作者，

請在中英文服務單位及職稱後標註：(通訊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4.摘要置於正文之前，中文先英文後，各以不超過五百字為原則。 

5.中英文摘要下均須附關鍵字 (Keywords)，關鍵字以 5個為限。 

 

二、內文 

1.主標題如：前言、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等請加註

壹、貳等項次(14號新細明體)。主標題下之次標題則以一、二項次標

明。如有下一階層標題，以(一)、(二)，以及 1、2項次標明(12號新細

明體)。 

2.內文文字請採用 12 號新細明體字體。內文中每一段落起始縮排兩個

全形字空格。 

3.引用文獻時，外文文獻僅註明姓氏(last name)及年份，如 Lee (2023) 或

(Lee, 2023)；中日文文獻則註明全名及年分，如李誠益(2023)或(李誠

益，2023)。若該作者同時有數篇，按年代先後排列。引用之中英文文

獻作者數超過三位以上(不含三位)，則以第一作者加上等(et al.) 縮寫

代替之，如 Lee et al.(2023)或李誠益等(2023)。引用時若無改寫，則需

於文章內引用處列出引用頁數。 

4.非數學式中之( )、[ ]、{ }等括號，均為半形字，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左括號與前一中文字間隔 1 個半形空格，右括號與後一中文字

亦間隔 1 個半形空格。若左括號的前一中文字或右括號的後一中文字

為標點符號，則不間隔半形空格。 

5.年份以西元為主。西元年、月、日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如 2023 年 10

月 12日。 

6.圖表名稱中文字請用新細明體，英數用 Times New Roman字型。 

7.圖、表與照片之序號一律用阿拉伯數字，如圖 1、表 1、照片 1。 

 

三、參考文獻 

1.參考文獻不必編號碼，第一行請自第一字寫起，不夠謄寫時，第二行

國字請自第三字寫起，英文則為第五字寫起。 

2.內文中所引用之文獻，均必須列於文稿後之參考文獻。 

3.參考文獻目錄，先列中文再列英文，並依作者姓氏筆劃或字母順序排

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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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文文獻作者姓名均採姓在前、名在後之方式書寫。如 Saito, A. & 

Thornley, A. (2023)。 

5. 期刊名及圖書名，中文請以粗體字註記，英文則排斜體字。 

6. 引用文獻格式，請依下列格式範例整理： 

(1)期刊論文： 

賴苑玲 (2010)。從學童之閱讀習慣、閱讀理解能力與自我認知等層

面探討閱讀活動實施成效。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1，1-30。 

Saito, A. & Thornley, A. (2003). Shifts in Tokyo's world city status and 

the urban planning response. Urban Studies, 40(4), 665-685. 

(2)一般專書 

陳東升 (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

學分析。臺北：巨流。 

Hackworth, J. (2007). The Neoliberal City: Governance,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Urba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編輯之書 (作者即編者) 

楊國樞、葉啟政(主編) (1984)。臺灣的社會問題。臺北：巨流。 

Putnam, R. G., Taylor, F. J. & Kettle, P. G. (Eds.) (1970). A geography of 

urban places: Selected readings. London: Methuen. 

(4)編輯書中的專文 

楊國樞、葉啟政 (1984)。升學主義下的教育問題。載於楊國樞、葉啟

政(主編)，臺灣的社會問題(頁 357-84)。臺北：巨流。 

Chen, Y. L. (2005). Provision for collective consumption: Housing 

production under neoliberalism. In Kwok, R. Y. W. (Ed.). Globalizing 

Taip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pp.25-40). 

New York: Routledge. 

(5)研討會論文 

施邦築、鄭光炎、謝正倫、陳禮仁 (1997)。土石流危險區域劃定方法

之研究。第一屆土石流研討會論文集。南投，頁 141-155。 

Oberholzer-Gee, F & Bruno, S. F. (1995). Learning to bear the unbearable: 

Towards an explanation of risk ignorance, Proceeding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 (pp.18-32). 

Stuttgart. 

(6)學位論文 

蔡政宏 (2008)。青少年金錢態度與消費者行為相關因素之研究(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嘉義市。 

Bonds, A. (2008). The politics of prisons, poverty and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rural American Northwest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7)網頁 

內政部營建署(2023)。營建統計月報。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cpami. gov.tw/ index.php，(2023年 8月 6日)。 

Burka, L. P. (1993). A hypertext history of multiuser dimensions, MUD 

history, http://www.ccs.neu.edu, (Dec. 5,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