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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以學位論文的相同內容發表於期刊，是否自我抄襲或重複發表？這樣的問

題，近年來不斷的困擾很多老師及學生。這問題也可能衍生牽涉到老師/學生/合作

者之間的關係，是否老師抄襲學生，學生抄襲老師，學生抄襲合作者，為了簡化起

見，本文只討論最簡單的狀況，即自己的學位論文與自己期刊論文之間的關係，不

牽涉到他人。其餘的問題，下文再談 。 

首 先 要 說 的 是，學 位 論 文（thesis 或  dissertation）與 發 表 於 期 刊 的 文 章

（journal paper）是來自於不同的歷史脈絡，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發展歷史，所

以各有各的規範，所以有時似乎有衝突。 

我的博士論文的首頁寫的是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

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亦即是為了部分滿足學位的要求。要取得碩士或博士

學位，需要修滿一定數目的學分，通過必修課程，通過資格考試，還要寫出學位論

文，通過論文口試，這些都是畢業的條件，所以學位論文是獲得學位的部分條件。

學位論文是學生學習成果的展現，展現個人能力，以符合畢業條件 。 

既然學位論文是學生畢業的條件之一，所以理應是個人能力的展現。但站在教育的

角度，學生的研究通常會有指導老師的方向指導，論文撰寫也需要指導老師的修

改，可視為學生與指導教授的合作成果。學位論文研究也常有合作者，有時為了把

一個研究成果完整的敘述，可能還得加上一些其他學生或合作者的成果，所以論文

常會有合作者，這些都應在論文中說清楚每個人的貢獻，讓學生自己的貢獻得以與

他人貢獻清楚區分。學生的成果以書面呈現，有時未必真是學生自己的貢獻，可能

抄襲，可能有人捉刀，所以有學位論文的口試，當面問學生看他是否真的懂自己寫

出來的內容。又擔心系所或指導老師徇私，所以一般規定部分口試委員需要是校外

人士。這些都是要確保學生的論文確實反映了學生自己的程度與貢獻。當然任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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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運作都還會發生一些弊端，過去媒體上報導過的一些案例就反映了制度被濫用

的狀況 。 

學生的學位論文，一般要交給學校作為典藏，是個存檔（archive）的概念，過

去是紙本，後來演化為微膠片，現在則為電子檔。在臺灣，《學位授予法》[1] 規定

學位論文應「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之」，圖書館「應提供公眾於館

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

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

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

供。」 [1]，亦即可被動的被讀取，而無主動地公開，甚至可以封存內容不公開，基

本上是「典藏」的性質，並非「出版」，並不容易被其他人搜尋或讀到 」。  

期刊論文，則是因為我們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被其他人讀到，所以透過

期刊發表。今天的學術期刊形式，始於歐洲 17 世紀，逐漸發展出同儕審查的制

度，亦即必須經由其他專精領域接近的學者審查，認可達到一定水準，才由期刊接

受發表，由此獲得可信度。期刊透過嚴謹的審查制度，建立了期刊的信譽，使得學

者更想要發表在受廣泛認可的期刊上。好的期刊，吸引更多的讀者，更使得學者要

在其上發表，得以讓更多讀者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促進與學術社群的交流。期刊

也會努力讓更多讀者看到期刊所發表的論文。今天學界的各種評鑑制度（包括大學

排名），都建立在期刊論文發表的質與量 。  

所以，學位論文是為了向學校證明學生個人的能力與成果，期刊論文則是研

究者為了讓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廣為流傳，兩者是不同脈絡下的產物。學位論文的

把關是靠論文口試委員會的審查，期刊論文則是靠匿名的同儕審查，當然嚴謹程度

各有差異。學位論文的要求水準，頂尖大學跟三流大學要求的標準顯然會有所不

同，期刊也有不同的審查標準，頂尖期刊極難進入，因此被高度看重。由於出現了

期刊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IF），使得期刊之間的比較似乎可以量化，期刊論文

似乎有了互相比較的一把尺，因此期刊論文受到重視。學位論文則因為沒有出版推

廣的機制，也少了期刊 IF 的衡量尺度，因此不受到重視 。  

學者不希望自己在求學階段的研究成果只埋沒在學校典藏的學位論文資料庫

中，因此都希望學位論文能夠發表於期刊或專書，讓更多人能讀到。同一研究成

果，獲得學位，又發表於期刊，在很多領域是常態。早年學位論文與期刊發表是脫

鉤的，學校有自己判斷學生程度的標準，並不仰賴期刊的加持。但後來很多學校以

能於期刊發表，當作是學位論文的標準，規定至少有一篇或數篇期刊論文發表（或

至少被接受），才能進入學位口試，因此學生的研究成果常是期刊發表於先，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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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為後。這類規範，部分原因是老師們有發表期刊論文的壓力，要求學生畢業必

須有期刊論文發表，作為老師的業績，緩解老師的發表壓力。有些研究所甚至接受

把數篇期刊論文直接匯集當作不同章節，裝訂即可作為學位論文，有的要求把數篇

期刊論文整合重寫，已發表的期刊論文則作為附錄。很多研究所規定發表的期刊必

須達到一定水準（例如 impact factor >5, 或期刊排名於該領域前 25%）。因為想發表

在好期刊上，可能審稿會拖很久，以致學生拖很久才畢業，間接影響了學生唸研究

所的意願。所以有些研究所改為不要求先發表於期刊，而由論文口試委員會把關論

文的水準，歐洲很多大學採這樣的策略，學生可以較快畢業，也成了吸引學生就讀

的優勢。如此則常是學位論文在先，期刊論文在後。由此可見，學位論文與期刊論

文可以是同一研究成果的不同發表形式，誰先誰後，都有可能。這些敘述也正反映

了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關係的多樣性，每個學校、系所、老師，都可以設定自己對

學生畢業的要求標準，學生只能照著做，但多少會影響學生就讀的考慮，要求太

嚴，沒有學生來，太鬆，則沒盡到教育把關的責任。如何規範，也得隨著時代潮流

或市場供需而變動 。 

期刊論文，過去因為紙本篇幅有限，對於內容有很多限制，例如最多七張

圖，以至於把很多內容硬整合成一張圖，很多文字內容得要濃縮，也讓很多細節內

容無法完整呈現。學位論文，則沒有篇幅限制，甚至越厚越顯得有用功，可以將背

景介紹、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寫得更詳細，討論的更多更廣泛，一些研究結果可能

已完成但尚未形成一個可以發表於期刊的完整故事，也可以藉此篇幅描述，不然可

能就永遠埋沒了 。 

依上所述，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有幾點不同。第一，目的不同，學位論文是

要滿足學位的要求，期刊論文則是要廣為流傳。第二，對象不同，學位論文是對

內，讀者是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期刊論文是對外，讀者是廣大的學術圈，非特定

對象。第三，篇幅不同，學位論文幾乎沒有篇幅限制，期刊論文則不同期刊有不同

的限制。第四，規範不同，學位論文的規範由大學系所制定，期刊則由期刊制定，

兩者都非常多樣。所以不能以一時一地的標準要求所有人，更不能以今天的標準要

求過去已發生的事情 。  

至於是否涉及自我抄襲或重複發表，我之前已有專文[2]闡述關鍵不在內容文字

圖表是否有重複使用，而在核心研究成果是否重複發表，以致重複獲利。自己的學

位論文的內容發表於期刊，只要說明清楚，不讓人誤以為是兩篇獨立著作，就沒有

重複獲利的問題。一般來說，如果學位論文尚未在期刊或專書發表，可以列在著作

目錄上作為著作。一旦發表於期刊或專書，學位論文就不該列在著作目錄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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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在先，部分章節後發表於期刊或專書，則應在期刊或專書上註明，建議於

致謝（acknowledgement）處註明，如：此文出自/改寫自/衍生自本人學位論文的第

X章。就算沒有在期刊論文上註明，期刊一般不會介意內容出自學位論文，亦即學

位論文不代表出版，這態度可見於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3]。如果期刊論文在先，學位論文在後，也可在學位論文中註明

（本論文的第X章已發表於XX期刊）。在個人著作目錄上也應如此註明，可以避免

被誤認為是兩篇獨立研究成果 。 

反過來說，如果認為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兩者內容不能重複，學生學位論文內

容不能另外在期刊發表，大學將少掉很多論文，勢必影響大學排名。我尚未聽過世

界上哪個大學有如此政策。真要有這樣的政策，學生及老師必有因應之道，可能把

不易在期刊發表的次要或未完成成果當作學位論文內容，想必也非學校所樂見。另

一種因應之道，是要求學生硬把相同內容的文字或圖表做些形式上的修改，以避開

比對軟體的偵測。內容本質沒變，徒作形式上的改變，我覺得是浪費時間心力做無

謂的事 。  

  如果期刊論文在先，學位論文在後，會牽涉到著作權。妥善的做法是要取得出

版商的同意，才能將期刊論文內容用於學位論文。但我想出版商不會為此追究責

任，因為畢竟不牽涉到商業利益，不值得為此動用法律途徑。無論如何，著作權是

法律可以處理的，非學術倫理問題。 

  綜上所言，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本為同一研究在不同階段的文件，只要註明

清楚，不蓄意讓人誤以為是兩篇獨立研究成果，就沒有重複發表、重複牟利的問

題，談不上自我抄襲，並不違反學術倫理。這問題的出現是由於這幾年被「自我抄

襲」這個假議題所制約了，陷入了無事自擾的陷阱。 

 依據同樣的邏輯，同一研究成果在研究過程中的系列性文件（計畫、IRB申

請、計畫成果或進度報告、學生進度報告、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期刊論文、網

路檔案），因不會被當成是獨立的著作，彼此之間不應視為自我抄襲，不涉及重複

獲利。研討會論文有點複雜，容以後再另文詳細討論。學位論文已用來獲得學位，

同一內容再發表於期刊，是否可以用作升等？這問題也容我再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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