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掠奪性期刊的威脅與因應
The Threat and Avoidance of  Predatory Journals

歡迎光臨

主辦：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時間：2019/8/8，15:20-16:20

主講人：臺灣科大企管系教授，林孟彥

主講人簡歷：林孟彥

 台灣科大企管系教授

 授課：行銷管理、品牌管理、行銷資料科學、研究方法

 英國 University of Warwick 博士
 曾任臺灣科技大學企管系系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副教務長、管理研究所所長

 曾任貿易公司科長，經辦東歐業務，並曾長駐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地，負責該地區之行銷
與貿易拓展工作

 曾任中油高雄煉油總廠品管工程師、營業總處軟體工程師

 研究領域：曾發表口碑行銷與數據分析相關的 SSCI 或 SCI 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Tel: 2737-6734, tomlin@ba.ntust.edu.tw

 本 PPT 檔案及所有附件，將請台評會於研討會結束後提供給大家

2



大綱：掠奪性期刊的威脅與因應

 學術期刊發展與掠奪性期刊的產生

 掠奪性期刊的意義和影響

 掠奪性期刊與台灣

 相關案例：陷阱與故意為之

 如何辨識掠奪性期刊

 正規期刊的作法 review process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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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下：掠奪性期刊與台灣

 掠奪性期刊與我們的關係是大還是小？

 認為關係大，理由？

 認為關係小，理由？

 和我們的關係，應該不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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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發展簡史

 知識散播的最主要方式：學術期刊

 人類史上第一個期刊：Journal des Scavans, 1615 January, Paris

 人類史上第二個期刊：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1615 March, London

 學術期刊的發行單位：
 學會：Academy of Management,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M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Cambridge U, …

 出版商：John Wiley & Sons, Elsevier, 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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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發行方式

 學者投入研究，整理結果，撰文投稿至期刊

 學術義工：主編、編輯委員和審稿者，審稿把關，擇優刊登

 圖書館或讀者：花費訂閱期刊（使用者付費）

 1990 年代進入數位化期刊時代，pdf 取代紙本

 期刊取得成本大幅降低，知識散播更廣泛與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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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取用 open access 的興起

 2002 年布達佩斯開放取用宣言 (The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主張學術論文為公共財，提倡免費閱讀

 投稿者付費：
 欲獲得刊登，當然需付費

 其他人，在用途合法、引註出處、與尊重原創之規範下，都可免費閱讀

 閱讀者付費：
 使用者付費，理當如此

 需訂閱期刊，或付費成為學會的會員，才可閱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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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誰該付費？

 發行單位的抉擇：投稿者付費？閱讀者付費？

 角力結果：投稿者付費漸普及

 原因？
 期刊經營不易

 成本日漸高漲

 閱讀者很多，但訂閱卻愈來愈少（免費閱讀管道日趨普及）

 發行單位，只好，轉而要求投稿者付費

 投稿者付費漸普及

 一個暗黑商機悄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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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發行單位

投稿者 閱讀者



掠奪性期刊的出現

 隨著投稿者付費的趨勢，在 2000 年前後，開始產生掠奪性期刊

 利用學術界競爭激烈，投稿刊登以獲得學位、升等、終身職等大量需求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持續快速增加中

 到現在，應有 8,000 以上的掠奪性期刊（Shen & Björk，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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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的命名

 掠奪性出版商（predatory publisher）：
此名稱源自 2012 Jeffrey Beall 於 Nature 發表的一篇文章
Predatory publishers are corrupting open access
 Journals that exploit the author-pays model damage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promote unethical 

behaviour by scientists.

 （掠奪性出版商）利用投稿者付費模式，傷害了學術出版

 也誘發不道德學術行為的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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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的意義

 掠奪性出版（predatory publishing）：是指出版商以獲利為目的，謊稱有
專業編輯、同儕審查、快速刊登，及知名資料庫收錄等，誘使作者誤認其
為正當出版社並投稿，以從中賺取高額的利潤

 又名：山寨期刊、虛假期刊、黑期刊

 已造成非常負面而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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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的特點

 不明的邀稿

 另類的 Impact Factor，採計 Google Scholar 的引述

 網站內容的怪異

 與知名期刊類似之命名（魚目混珠）

 審稿異常快速

 當然也必然有刊登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APC（註：很多好期刊也需
刊登費，如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一篇要 $5,200 美金；管理學報的投稿
費 1,000元，刊登費 2,000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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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的影響

 掠奪性出版商是最大的受益者

 混淆不良期刊和正規期刊的分界

 誤蹈陷阱者：浪費了研究和經費，甚至可能賠上名譽

 投機取巧者：藉投稿刊登，獲得學位、升等或學術光環

 信任，在學術界也逐漸崩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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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下：掠奪性期刊與台灣

 掠奪性期刊與我們的關係是大還是小？

 認為關係大，理由？

 認為關係小，理由？

 和我們的關係，應該不大吧！

 遺憾的是：關係很大，而且，還不是普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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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與台灣：天下報導

 《天下雜誌》 669期，2019/3/25，台灣為何成為掠奪性期刊的大肥羊？

 歷時6個月與國際媒體合作調查

 爬梳22個疑似掠奪性出版集團期刊的論文刊登數

 發現114所大專院校、15所醫院的學者，踏入愈來愈猖獗的國際學術陷阱中

 台灣學者參與疑似掠奪性會議的比例偏高，在全球名列前茅

 這股歪風是學者求生存的無奈，還是漏洞的管理？如何影響台灣學術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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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與台灣：深入的研究

 彭台光（義守大學），2018年，商管領域掠奪型出版，管理學報， 35卷，2期，241-266。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AJBM）於2007年創刊

 2007出刊當年就被收錄在 WOS 與 SSCI（有問題！）

 2007-2011被列入SSCI，2012被SSCI除名，五年間的出版篇數 28, 30, 114, 446,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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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與台灣：深入的研究

 彭台光（義守大學），2018年，商管領域掠奪型出版，管理學報， 35卷，2期，241-266。

 AJBM 2007-2011被列入SSCI，2012被SSCI除名，五年間的出版篇數 28, 30, 114, 446, 1350

 台灣學者的發表篇數？

 2007-2011 分別為 0, 0, 13, 106, 343 (28, 30, 114, 446, 1350)

 總共462篇

 跟上時代：我們的腳步蠻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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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與台灣：深入的研究

 彭台光（義守大學），2018年，商管領域掠奪型出版，管理學報， 35卷，2期，241-266。
 2007-2011 台灣學者發表數

 台灣的刊登總數462篇，居世界之冠

 大幅領先第二名的馬來西亞249篇
 也領先第七名的中國92篇

 為何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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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與台灣：深入的研究

 彭台光（義守大學），2018年，商管領域掠奪型出版，管理學報， 35卷，2期，241-266。
 刊登數最多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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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掠奪性期刊

 未被列入掠奪性期刊名單

 也沒要求很多的刊登費

 猜測有些可能是台灣的出版商所發行

 目的在推銷書籍：你用我的書，我幫你刊登英文論文

 特點是：整期、整本的文章，都是來自台灣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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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掠奪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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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掠奪性期刊

 正規期刊：一期有多少篇？ 10 篇、20 篇為正常

 一期的期刊：只有 1 篇文章？

 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2



已被國內列為黑名單之學術研討會 I

會議名稱 (縮寫) 全名

 B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BEFB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Banking, Economics, Finance, and Business

 BIT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formation, Tourism, and Economics
Or Beijing International Tourism Expo Or Business, Innovatio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ial Conference

 e-Case & e-Te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mmerce, e-Administration, e-Society, e-Education,
and e-Technology

 ICB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ICEP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Learning

 ICEP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CE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ing e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ICHL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s,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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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國內列為黑名單之學術研討會 II

 IConEG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Global Studies

 IEFB Islamic Economics, Finance and Banking

 IET World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FABL International Forum-Agriculture, Biology and Life Science

 IMI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ISCAL Instituto Superior de Contabilidade e Administração de Lisboa

 ISE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SS International Seating Symposium

 ISTE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achi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NE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Studi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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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案例 I

 誤入陷阱的政大商學院院長唐揆

 唐揆原是美國 University of Purdue 管理學院副院長，有很尊崇的學術名望

 2003年受方文昌（台北大學教授）余強生（實踐大學教授）之託，擔任
國際商業與資訊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總編輯

 唐院長的熱誠
 在美長期擔任頂尖期刊編輯

 知道學術期刊很難做，特別是在台灣，要做一本英文國際期刊更難，所以他答應幫忙

 他不知道方文昌在外辦了許多掠奪性研討會

 媒體：他被騙去當門神

 唐揆：我處理完問題就辭職

25

相關的案例 II

 誤入歧途一位年輕學者的投稿、刊登與申請教職

 一位美國名校畢業的台灣 PhD，年輕、前途一片大好

 應徵國立大學教職，通過第一關書審

 面試表現很好，委員提出對其文章的質疑
 2018 & 2019 有四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發表

 都不是第一作者

 對撰寫和審稿過程的回應，中規中矩，通過面試

 事後，系上老師進一步查詢 Beall’s List，無掠奪性期刊的事實

 送五位外審，有兩位委員提出掠奪性期刊的質疑，並舉證歷歷

 整個聘任作業立即中止！當事人，可能還不知被拒絕的真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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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案例 III

 投稿上SSCI 期刊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的博士生

 畢業了！
 合乎畢業的門檻

 多年寒窗，終於拿到 PhD學位

 AJBM 被列名 Beall’s List 中

 畢業後，教職的找尋？

 日後的研究和發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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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案例 IV

 近來的升等審查，牽涉到掠奪性期刊者有增多趨勢

 一個升等教授的審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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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案例 IV

 該申請升等教授之代表作，刊登於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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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案例 V

 一個升等副教授的審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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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案例 VI

 令人望塵莫及的產能！

 天下雜誌 669 期，2019/3/26

 上述諸多案例，可看出問題的嚴重性
 需知道：如何辨識掠奪性期刊

 但或許更重要的是：端正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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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識掠奪性期刊 I

 資訊透明度：出版社名稱、地址、學會或大學

 編輯群成員：editor-in-chief, editorial board 名單及所屬大學、機構或單位
系所。是否為領域內的專家？

 相關組織會員：期刊若聲稱為開放取用期刊，檢查是否為下述的會員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Association (OASPA) 或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審查嚴謹性：期刊是否清楚交代同儕審查的程序、提供的時程是否務實。
花點時間，查證出版社所稱的 impact factor 是否屬實

 審稿時效：正規期刊兩個月收到 decision letter 算是非常快了
兩週內可決定刊登與否，甚至一週就可決定，常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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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識掠奪性期刊 II

 文章品質：閱讀該期刊過去發表的文章，評估它們的品質。必要時，連絡
其中作者詢問其與該出版社合作的經驗

 過去刊登文集：Back Issues 的整理

 費用合理性：是否清楚說明作者需要支付的費用？出版過程中若被要求其
他費用，就要提高警覺

 聯絡的主動性：過於主動或頻繁的聯絡，常有問題

 相信直覺：如果感覺有問題，請花點時間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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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由寬鬆到嚴格的迴避

 Beall’s List：有兩份，要確認，一定不在其中（附件）

 Non-DOAJ：要確認，一定不在其中（附件）

Some journals say they are indexed in DOAJ but they are not.

 DOAJ：（附件）

 若列名其中，就應該不是掠奪性期刊

 但最好的期刊多不列名在此（非 open access）

 較嚴格的標準：列名在 JCR 的 SSCI 或 SCI 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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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嚴格的標準：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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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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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期刊的作法

 絕少主動邀稿

 網站內容清清楚楚：使命、歷史、編輯群、投稿規範、… …

 有嚴謹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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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的投稿過程

 Summers, John O. (2001), “Guidelines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in Marketing: From Conceptualization Through the Review Proces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9 (4), 40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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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s 給新進學者的12項準則

1. Develop a broad set of methodological skills

2. Learn to be a critical reader of the literature

3. Focus on developing hypotheses to be tested

4. Use the literature to stimulate your thinking

5. Put it on paper

6. Don’t work in isolation

7. Develop precise conceptual definitions for the constructs

8. Evaluate the hypotheses

9. Identify the intended contributions

10. Designing the empirical study

11. Pre-testing questionnaires

12. Pre-testing experiments

1. 培養研究方法的相關能力

2. 學會批判文獻

3. 針對可能答案，並蒐集相關資料

4. 多讀文獻，以激發思考

5. 想到，就寫下來

6. 要打團隊戰

7. 每一構念、概念都要定義清楚

8. 評估研究假說的適切性

9. 確認研究的可能貢獻

10. 擬訂妥善的實證研究

11. 預試問卷

12. 預試實驗計畫
39

後記

 掠奪性期刊，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未來，只會更多

 陷阱雖然處處，卻不難查證
 只怕沒有掠奪性期刊的概念

 也怕存有投機、僥倖的心態

 正規的學術研究，是挑戰，也是成長
 先厚植自己的研究實力

 最好有 team: 與同事，或同（不同）領域的校內外學者，國外的合作夥伴

 從退稿中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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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感謝大家的參與

 Wish you all the best!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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