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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撰寫人文社會學術圖書之中英文長摘要 

 【文／編譯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邵婉卿】 

  人文社會學者對期刊與學術圖書摘要的書寫有其獨特的訴求。我們從研究得知，人社學者期待的「期刊摘要」是有一

定的文字品質、精采的流暢敘事、通順的書寫邏輯；人社學者期待的「圖書長摘要」則是更有條理、文氣更連貫地提供前

述各項資訊。 

  臺大圖書資訊學系林副教授奇秀、本院林主任慶隆和邵助理研究員婉卿於 2013 年先完成了「建立臺灣華文學術論

著英文摘要發行機制之研究」，在這個研究中，我們發現學者期待在期刊摘要中看到的資訊內容包含：研究問題、研究取

徑或方法、研究對象、研究成果等部分，人社學者尤其強調研究論文與既有文獻的關聯，希望作者能在摘要篇幅許可範圍

內，盡力闡述這些要素。對學術圖書長摘要的內容需求上，人社學者同樣期待能在長摘要中讀到前述各項重要資訊內容，

並善用篇幅進一步解釋標題意涵、提供章節簡介、作者背景等資訊。 

  為了將上述研究成果付諸實踐，我們又進行了「臺灣人文社會學術專書之中書英摘實作計畫暨摘要內容最佳化之研

究」，並於 2014 年發行全臺第一本中英文長摘要對照版的電子書《2014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著作中英摘述》（內含 15 本

圖書之中英摘述）（注），供全球讀者免費閱讀與取用。經過探討與實作分析，我們得出中英文長摘要的撰寫原則如下： 

1. 中英文長摘篇幅各以 2,000 字左右為佳。 

2. 摘要內容應能呈現原著論述概要、論述結構、重要發現或論點。 

3. 摘要架構可以參考「前言、方法、發現、結論」原則： 

(1) 前言：包含背景、目的、範圍、目標、假設等，目標在協助使用者釐清該研究的問題意識；必要時，可交代研究

的文化、地點、時代等。 

(2) 方法：包括研究方法的原理、理論、條件、材料、工藝、設備、程式等。 

(3) 發現：包含實徵研究結果、理論性結果、性能、效益等。優先摘錄新發現的事實、有長遠意義的研究成果、意義

重大的發現或與理論一致的成果等，並指明準確度、可信度以及有效範圍。 

(4) 結論：包含結論、建議、評論、應用、預測、比較、啟發、相關假說、未來研究方向等。 

4. 摘寫完成後，再逐一檢視以下問題： 

(1) 摘要是否已清楚呈現原著的研究問題意識、研究訴求與研究意義？ 

(2) 摘要能否讓讀者掌握原著的主要發現、成就或貢獻？各項發現的摘寫是否均衡？ 

(3) 摘要是否已經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現最充分的資訊？是否仍包含不必要的細節，可置換成更有價值的資訊？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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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摘要是否包含太多艱澀術語或拗口文句？摘要的文意與文字是否清晰可解？ 

  我們研究的動機源自臺灣的人文社會研究多以本土語言思考與書寫，並常以專書形式出版深度論述，有賴英文翻譯，

才能向國際社群分享臺灣的學術成果。我們相信提供臺灣高品質的人文社會領域華文學術著作的英文長摘要，可以有效

地推廣給國外讀者，以收學術傳播之效。英文長摘要的目標讀者是國際人士，因此撰寫英文長摘要時，需要將目標讀者的

文化背景、理解角度放在心中，才能書寫出外國讀者能讀得懂的內容，而如此主動地介紹臺灣作品的存在，目的在提高臺

灣學者及其作品的國際能見度、促進產官學合作，進而培育翻譯人才、增加版權交易或圖書銷售之機會。 

【注解】 

注：《2014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著作中英摘述》網址為：

http://nioerar.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6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