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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內容

§ 不同性質期刊間的特徵
- 掠奪性期刊之特徵與其慣用之手法
-巨型期刊（mega�journal）與掠奪性期刊間之差異

§ 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該怎麼辦？

§ 提升「學術出版素養」資源
- 善用期刊網站透明度指標，評估期刊經營品質
-選擇優良的開放取用期刊（DO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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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周倩、潘璿安（2024，5月）。注意掠奪性期刊〔線上課程〕。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
中心。 https://ethics.moe.edu.tw。

https://ethics.moe.edu.tw/


不同性質期刊間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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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掠奪性期刊與其慣用之手法



• 部分期刊有全面實施同儕審查制度，或一卷期
中不是每篇都有進行同儕審查程序。
• 不一定有�JIF，或�JIF�不高（如�Q3、Q4�期刊）。
• 不一定有被收錄在重要學術資料庫中。
• 含訂閱制與開放取用期刊。

其他同儕審查期刊

• 索引於�PubMed、Scopus、Web�of�Science�(SCIE,�SSCI,�etc.)�
等重要學術資料庫的期刊，具一定程度的學術重要性與影響力。
- 多數期刊已有�Journal�Impact�Factor（JIF）。
- 含訂閱制（subscription）與開放取用（open�access）期刊。

• 索引於�《開放取用期刊指南》�（Directory�of�Open�Access�
Journals�），代表是高透明度經營的開放取用期刊。
- 當中部分的期刊已有�JIF。
- 若期刊經營表現不佳，還是可能被該指南汰除。

• 索引於�TSSCI、THCI�等的期刊（以中文出版居多）。

高影響力（高透明度）期刊

• 可能提供假的計量指標（bogus�IF）。
• 可能仿冒其他正規期刊的刊名與網站。
• 宣稱有同儕審查，但實際上可能沒有。
• 沒有被索引在重要學術資料庫，
但期刊可能謊稱自己有被收錄。

• 採用開放取用的方式發行。
• 文章處理費（APC）�不一定很貴。
※�太貴反而無法吸引投稿者投稿。

• 有値得參考的黑名單：Beall’s List
※�Beall�不親自更新，由其他學者代為持續更新。

潛在掠奪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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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經營品質與投稿風險向度Low�Risk High�Risk

具這些特徵，
不直接等於是掠奪性期刊。

• 以開放取用的形式出版（OA�publishing）
• 沒有科睿唯安（Clarivate）發表的Journal�Impact�Factor
• 沒有收錄在重要 /�知名 /�國際學術資料庫裡的期刊
• 不是由大型出版商出版，或期刊本身的知名度不高
• 要收APC�的期刊
• APC�價格比較高的期刊
• 審稿速度比較快的期刊
• 接受率（acceptance�rate）比較高的期刊

對
於
掠
奪
性
期
刊
的
常
見
迷
思



“Challenges�Posed�by�Hijacked�Journals in�Scopus”

§ 這篇論文介紹了 indexjacking現象：「被劫持期刊」系統性地滲透入國際索引資料庫。
§ 依據現階段的分析結果，顯示其中以Scopus受影響最為嚴重。
§ 截至2023年 9月，仍有41個 「被劫持期刊」在 Scopus中影響合法期刊的文獻計量數據。
§ 其手法包括：

§ create an illusion of authenticity
§ create clone websites of legitimate journals
§ mimic the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of the genuine journal
§ claim to be indexed in reputable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 target print-only journals, journals without a homepage link in their profile in indexing 

databases, or journals with inactive website links
§ register an expired domain of the journal
§ hack the original website of the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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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balkina,�A.�(2023).�Challenges�posed�by�hijacked�journals�in�Scopus.�Journal�of�the�Association�for�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
https://doi.org/10.1002/asi.24855

https://doi.org/10.1002/asi.24855


• 部分期刊有全面實施同儕審查制度，或一卷期
中不是每篇都有進行同儕審查程序。
• 不一定有�JIF，或�JIF�不高（如�Q3、Q4�期刊）。
• 不一定有被收錄在重要學術資料庫中。
• 含訂閱制與開放取用期刊。

其他同儕審查期刊

• 索引於�PubMed、Scopus、Web�of�Science�(SCIE,�SSCI,�etc.)�
等重要學術資料庫的期刊，具一定程度的學術重要性與影響力。
- 多數期刊已有�Journal�Impact�Factor（JIF）。
- 含訂閱制（subscription）與開放取用（open�access）期刊。

• 索引於�《開放取用期刊指南》�（Directory�of�Open�Access�
Journals�），代表是高透明度經營的開放取用期刊。
- 當中部分的期刊已有�JIF。
- 若期刊經營表現不佳，還是可能被該指南汰除。

• 索引於�TSSCI、THCI�等的期刊（以中文出版居多）。

高影響力（高透明度）期刊

• 可能提供假的計量指標（bogus�IF）。
• 可能仿冒其他正規期刊的刊名與網站。
• 宣稱有同儕審查，但實際上可能沒有。
• 沒有被索引在重要學術資料庫，
但期刊可能謊稱自己有被收錄。

• 採用開放取用的方式發行。
• 文章處理費（APC）�不一定很貴。
※�太貴反而無法吸引投稿者投稿。

• 有値得參考的黑名單：Beall’s List
※�Beall�不親自更新，由其他學者代為持續更新。

潛在掠奪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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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經營品質與投稿風險向度Low�Risk High�Risk

Open�Access�Mega�Journal（目前國際學術界間尙無具絕對公信力的巨型期刊淸單）
• 部分期刊已索引於重要學術資料庫；部分期刊已有�JIF。
• 部分期刊已索引於�《開放取用期刊指南》�（Directory�of�Open�Access�Journals�），至少代表是高透明度經營的開放取用期刊。
• 有些由知名學術出版商 /�專業組織發行，如�IEEE�Access、BMJ�Open、Scientific�Reports�(Springer�Nature)、 Royal�Society�Open�Science�。
• 全部都是採用完全開放取用的方式發行，且會收取文章處理費（APC、publishing�fees）。
• 部分期刊過去是訂閱制期刊，後轉型為開放取用期刊，並因為收稿量漸大，進而成為巨型期刊。
• 市場上還是有所謂的�「掠奪性巨型期刊」（predatory�mega�journals），但數量應該很少。

（�品質不一，從高透明度的期刊到品質有疑義的期刊都有）

巨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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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同儕審查制度期刊 巨型期刊
（Mega�Journal）

潛在掠奪性期刊
（Predatory�Journal）

採用開放取用

收取APC�費用

實施同儕審查制度

審稿與編輯決定時間

文章接受率、刊載量

公開出版發行

送審著作的形式要件

較短

較高、較多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 21�條�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較⻑

較低、較少

視情形而定

不確定

巨
型
期
刊
不
等
於
是
掠
奪
性
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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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
該怎麼辦？
（含常見問題）



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該怎麼辦？

一、已經投稿，尙未收到審查通知，尙未簽署任何著作授權文件（無論是否付錢）
§ 寫信向掠奪性期刊說明要取消這次的投稿。

§ 待一段時間、確定掠奪性期刊無後續行動後（如逕自刊登），嘗試轉投稿到正規期刊。

§ 投稿時，請務必在投稿信中詳細說明之前投到掠奪性期刊一事，並尊重期刊方的決定。

二、已經通過同儕審查，尙未簽署任何著作授權文件（無論是否付錢）
§ 寫信向掠奪性期刊說明要取消這次的投稿。

§ 待一段時間、確定掠奪性期刊無後續行動後（如逕自刊登），嘗試轉投稿到正規期刊。
§ 投稿時，請務必在投稿信中詳細說明之前投到掠奪性期刊一事，並尊重期刊方的決定。

9資料來源：這是我給遇到類似情事之師生的建議，但無法保證後續投稿都能成功，且僅適用於不小心誤投者；故意投稿掠奪性期刊者，後果應該自行承擔。



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該怎麼辦？（續）

三、已經通過同儕審查，尙未簽署任何著作授權文件，但文章已經刊出（無論是否付錢）
§ 有些學者認為必須報警，但我覺得效益應該不大（對方在境外，警方難以處理）。

§ 寫信向掠奪性期刊說明要取消這次的投稿，同時提醒他們可能已經侵害著作權。

§ 嘗試轉投稿到正規期刊：

• 寫信給主編，說明之前投到掠奪性期刊一事，並表明投稿意願，請主編決定可行性。
• 若主編不同意，尊重他的決定，並換一本期刊的主編詢問。

• 若主編同意，依然要在投稿信中說明之前投到掠奪性期刊一事（讓經手的編輯知道）。

• 出版時依期刊指示加註說明（讓讀者知道網路上可能有重複論文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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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愼避免讓自己陷入重複出版（duplicate�publication）的學術倫理爭議 ***

資料來源：這是我給遇到類似情事之師生的建議，但無法保證後續投稿都能成功，且僅適用於不小心誤投者；故意投稿掠奪性期刊者，後果應該自行承擔。



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該怎麼辦？（續）

四、已經通過同儕審查，已經簽署著作授權文件（無論是否付錢）
§ 這篇文章已經正式授權刊登，不適合再投稿到其他期刊，否則眞的會有重複出版的問題。

11資料來源：這是我給遇到類似情事之師生的建議，但無法保證後續投稿都能成功，且僅適用於不小心誤投者；故意投稿掠奪性期刊者，後果應該自行承擔。



Q1.�如何判斷想投稿的期刊是否為潛在的掠奪性期刊？
是否有較具公信力的網站有條列這些期刊？

Work illustrations by Storyset

Beall’s�List�適合用於初步篩檢，但就算沒有列在其中，也不能排除是潛在的掠奪性期刊。

網址：
https://beallsli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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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oryset.com/work
https://beallslist.net/


Q1.�如何判斷想投稿的期刊是否為潛在的掠奪性期刊？
是否有較具公信力的網站有條列這些期刊？（續）

師生、研究人員還是要依據期刊網站中所揭露的資訊（資訊透明度應高），去做實質的判斷。

網址：
• https://thinkchecksubmit.org/
•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
oster/poster_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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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llustrations by Storyset

https://thinkchecksubmit.org/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06.jpg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06.jpg
https://storyset.com/work


Q1.�如何判斷想投稿的期刊是否為潛在的掠奪性期刊？
是否有較具公信力的網站有條列這些期刊？（續）

國際上第一個羅列�hijacked�journals�的淸單，目前積極蒐集與更新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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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llustrations by Storyset

網址：Retraction Watch.�(2023).�Retraction�Watch�hijacked�journals�checker.��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ak985WGOgGbJRJbZFanoktAN_UFeExpE/edit#gid=5255084

https://storyset.com/work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ak985WGOgGbJRJbZFanoktAN_UFeExpE/edit


Q2.�多數已知被登載為掠奪性期刊者外，若是欲投稿的期刊，雖未被列為掠奪
期刊名單，但是有文章處理費（APC），是否該視為掠奪性期刊？

n 開放取用期刊（OA�期刊）�與單篇開放取用文章，其與一般訂閱制期刊間的差異之一
在於費用支付方不同。前者原則上是由作者方付費，後者是由訂閱機構付費。

n 開放取用期刊�/�單篇開放取用文章的付費方式多元，除了由作者付費外，
也可能是由學研機構或其他獎補助項目去為作者支付這筆費用。

n 不能僅用「有收取文章處理費」就將該期刊視為是潛在的掠奪性期刊。
例如，Springer�Nature�在 2022�年有收取APC�的期刊就有近600�本。

n APC�費用的多寡，不能用於判斷一本期刊是否為潛在的掠奪性期刊。
Nature�Communication�在 2023�年的 APC�是�6,490�美金。
掠奪性期刊的APC�反而不一定很高，不然無法吸引作者去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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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llustrations by Storyset

https://storyset.com/work


Q3.�為何有些潛在的掠奪性期刊能在短時間內衝高 impact�factor？

n 掠奪性期刊不太可能會收錄至�Journal�Citation�Reports，因此不會有我們認知中的JIF。
n 掠奪性期刊瞭解作者很重視�JIF，所以他們有時會謊稱有JIF，但在�Journal�Citation�Reports�
查無相關資訊；他們也可能自創一些不具公信力的計量指標（metrics）去吸引作者投稿。

網址：
https://beallslist.net/misleading-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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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llustrations by Storyset

https://beallslist.net/misleading-metrics/
https://storyset.com/work


Q4.�MDPI /�Frontiers�是否為掠奪性出版商？

n Beall’s�List�早期曾將�MDPI�列為潛在掠奪性出版商（potential�predatory�publisher），後因某
些原因使得�Jeffery�Beall�必須將該出版商自淸單中移除。Frontiers�目前還是在潛在掠奪性出版
商淸單中。

n 在�Beall’s�List�網站中搜尋�「MDPI」�和�「Frontiers�」，會獲得以下說明。研究者不妨看完其中提
供的資訊，再自行決定是否投稿至旗下期刊。

n 沒有絕對可以或不可以投稿，尊重個人判斷與選擇，以及尊重領域差異。�

17
Work illustrations by StorysetWork illustrations by Storyset

https://storyset.com/work
https://storyset.com/work


Q5.�經費獎補助機構（如國科會）有沒有禁止投稿的期刊？

沒有。臺灣公部門的各經費獎補助機構，目前都沒有訂定禁止投稿的期刊淸單。
但學研機構可能會對旗下師生、研究人員的投稿行為有所表態，故應多加留意機構的政策與立場。

18
Work illustrations by Storyset

https://storyset.co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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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術出版素養」�資源



參考科政中心發行之 《Open�Access�開放取用完攻手冊》

20

手冊下載處：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seminar/152

資料來源：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2021）。Open Access 開放取用完攻手冊。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seminar/152


參考教育部與國科會的宣傳海報

21

海報下載處：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
er/poster_22.jpg

資料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2）。面對巨錄期刊的興起，我們該如何因應？〔海報〕。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2.jpg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2.jpg


善用期刊網站透明度指標，評估期刊的經營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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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閱讀：
https://doi.org/10.24318/cope.2019.1.12

共16�個期刊網站透明度檢核事項（原文檔案）

資料來源：COPE, DOAJ, OASPA, & WAME. (2022).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best practice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 English. https://doi.org/10.24318/cope.2019.1.12

https://doi.org/10.24318/cope.2019.1.12
https://doi.org/10.24318/cope.2019.1.12


善用期刊網站透明度指標，評估期刊的經營品質（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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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閱讀：
https://www.nstc.gov.tw/ori/ch/detail/e1abaa
4d-e416-4803-9857-78d689ab579c

共16�個期刊網站透明度檢核事項（中文翻譯）

資料來源：潘璿安（2022年6月）。善用期刊網站的資訊透明度預防掠奪性刊物。國科會研究誠信電子報，49，2–11。

https://www.nstc.gov.tw/ori/ch/detail/e1abaa4d-e416-4803-9857-78d689ab579c
https://www.nstc.gov.tw/ori/ch/detail/e1abaa4d-e416-4803-9857-78d689ab579c


選擇優良的開放取用期刊（DOAJ）

24

網址：https://doaj.org/

資料來源：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2023). https://doaj.org/

https://doaj.org/
https://doaj.org/


建議機構淸楚傳達其對學術投稿之立場（以陽明交大為例）

25

網址：https://doaj.org/

全文閱讀：
https://ord.nycu.edu.tw/ord/ch/app/artwebsi
te/view?module=artwebsite&id=1798&serno
=eee634d7-97f2-49a3-8b4e-936800c89685

https://doaj.org/
https://ord.nycu.edu.tw/ord/ch/app/artwebsite/view?module=artwebsite&id=1798&serno=eee634d7-97f2-49a3-8b4e-936800c89685
https://ord.nycu.edu.tw/ord/ch/app/artwebsite/view?module=artwebsite&id=1798&serno=eee634d7-97f2-49a3-8b4e-936800c89685
https://ord.nycu.edu.tw/ord/ch/app/artwebsite/view?module=artwebsite&id=1798&serno=eee634d7-97f2-49a3-8b4e-936800c8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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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Takeaways

§ 秉持高透明度（transparency）的投稿原則。
§ 愼選資訊透明度高的優良期刊去投稿。
§ 若不愼投稿到疑似掠奪性期刊，應於再次投稿到正規期刊時，誠實向期刊揭露。

§ 巨型期刊（mega�journal）不等於掠奪性期刊（predatory�journal）。
§ 兩者都是完全開放取用期刊，但經營品質上有明顯落差。
§ 學研機構不宜將兩者視為相同性質的刊物，亦不建議放在一起管理。

§ 善用現有資源和工具去排除不良期刊、挑選優良期刊。
§ 查詢潛在的掠奪性期刊：Beall’s�List
§ 檢查期刊網站的透明度：Principles�of�Transparency�and�Best�Practice�in�
Scholarly�Publishing�

§ 挑選優良的開放取用期刊：《開放取用期刊指南》（Directory�of�Open�Access�
Journals，DO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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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is presentation includes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Storyset�from Freepik Company.

本簡報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屬機構與單位之立場。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該著作。使用時必須
表彰著作人姓名，建議引用方式：潘璿安（2024年04月29日）。不小心投稿到掠奪性期刊，該怎麼辦？〔簡
報〕。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潘璿安∕助理研究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sophiapan@nycu.edu.tw

2024-04-29�更新

https://www.flaticon.com/
https://storyset.com/?_gl=1%2a1e9lpue%2atest_ga%2aNjExMzk4Nzk5LjE1ODI2NDc2NzM.%2atest_ga_523JXC6VL7%2aMTY0OTMwNTU4Ny4zMy4wLjE2NDkzMDU1ODcuNjA.
https://www.freepik.com/
mailto:sophiapan@ny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