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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碩士(專)生 

論文計晝書寫作綱要    

111.10.13 修訂 

 

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書內容，不得少於 1 萬字（不含參考書目）。 

二、論文採雙面印刷。 

三、論文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以下數點： 

 

第一節、研究問題或動機 

研究問題重點在破題，研究者究竟要研究甚麼?(或稱研究意識)，該論文主題之重要

性為何。 

可以先回顧之前的研究，然後把你想要檢視或探討的主題以分段方式表示。 

 

可能是舊瓶但是裝新酒，或過去的研究，現在有新的資料或新的研究發現。 

可能是國外相關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兩岸關係或現今的台海局勢。 

或是因自己的工作職場關係，或對這個議題有興趣或連結，所以要做此主題。 

 

不要在外面繞圈圈，第一段就要把重點講出來，讓讀者知道你究竟想要研究些什麼? 

 

第二節、研究目的 

 將先前寫的問題或動機的內容，重寫成一段重要論述，研究目的宜以條列式說明： 

目的一、 

目的二、 

目的三。 

（研究目的跟論文架構有關，必需在論文內文中研究、敘述） 

 

第三節研究方法或途徑 

應說明研究方法(途徑)及其在論文中的應用。 

（範例一）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有五項：例如，第一是文獻分析法；第二是歷史研究法；第三是

比較研究法、第四是深入訪談、第五是調查研究與計量分析。 

 

首先，文獻分析法是透過各種既存之史料、官方出版之文件等，系統化的客觀界定

與驗證的方式…。此研究法用來整理過去兩岸相關的研究文獻、政策、相關的檔案和官

方文件。並輔以相關二手學術專著及論文的探討，以求釐清兩岸關係某政策之內涵與本

質…。文獻分析可以針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理論，或是在不同任期、或同一任期發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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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兩岸政策進行比較，重點要找出政策的脈絡，歸納或演繹出作者想要引導出來的

相關研究與重要發現。 

 

第二，歷史研究法透過歷史觀點或文本，並以過去史料和事實為研究對象…。論文

擬從歷史發展之角度，例如：探討兩岸關係政策在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總統時期的

兩岸通航的相關政策，該項政策對後續或當今相關施政的影響並予以佐證…。或是兩岸

經貿政策，例如:ECFA的源起、談判項目、議題、協議、送交國會、實施等進一步加以

說明。 

 

第三、比較研究法是指在不同政策內涵、國家機構、行政事務或個案等進行比較分

析、歸納、彙整出其中異同及其原因。此研究法將針對論文有關中國對海峽西岸經濟特

區或中宣部對台文宣工作的比較，可能是政策、或理論或某研究的比較，比較研究要在

好的文獻收集與歷史研究的基礎上， 

 

 第四、深入訪談法是指依照研究主題，立意選擇某些專家學者進行訪問，需要設計

結構式問卷，可以採取單獨訪問或焦點訪談方式，重要錄音要逐字稿，並摘取當作文本，

並放置在附錄當參考依據。深入訪談的結果也要進行語意的比對，或引用在論文當中，

或是要進行比較，深入訪談研究之前，也需要進行相關文獻的收集，以及進行歷史研究

的比對，以及對不同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比較分析。 

 

第五、調查研究與計量分析，可以自行設計或引用已發表學者所設計的問卷，利用

電話訪問、或網路訪問、或網路大數據資料、或立意抽樣找到願意接受訪問的樣本，透

過統計分析來解釋受訪者的態度與意見。也可利用相關機構已經開放的數據進行次級資

料分析。 

 

 

第四節、文獻回顧 

一、請勿以表格方式呈現 

二、除強調各篇章作者論點，類似研究應做一比較，並歸納彙整出與論文相同或不同的

立論基礎。 

三、論文正文每章節至少引用（多位作者）3-5 份參考書目，如理論基礎、政策發展、

案例分析。 

引用的相關文獻請要用「下附註標」，以及書寫格式請參考本所先前頒布的「論文格式」。 

 

第五節、研究範圍（或限制） 

一、研究範圍內容宜簡明扼要： 

1.可說明研究年限：例如以胡錦濤、溫家寶政府執政期間，中國對社會保障政策作

為論文主要探討的年限。 



 3 

2.可以是地域概念：例如:中國大陸對東協各國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語措施，包含中

國、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與印尼…，但不包括:泰國、緬甸、寮國…； 

3.或議題設定：例如兩岸簽屬 ECFA 的項目，論文僅集中在貨貿協議的那些具體項

目的影響… 

二、在限制方面，可以是時事發展不斷更新，或資料蒐集的困難度，或其他非操之在己

的因素，但要提出解決的方法。亦即如何解決資料蒐集的難處？或如何掌控時事更

新與預測的難度？… 

 

第六節、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是指研究中，各個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或是關鍵詞與關鍵詞之間的關

係，有些是相互影響，有些則是具有因果關係，研究者想要去檢驗這些關係的圖。 

注意：研究流程圖不是研究架構 

 

第七節、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