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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e提升著作水準

Collaboration增加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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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社群之外的行銷選擇

■ 如何經營學術社群

■ 使用學術社群之後…



從
學術傳播
說起

Source: Pexels.com



學術傳播

■ 學術傳播是學術研究從創造、評估、散
佈至保存的系統，其包含正式及非正式
管道，前者如期刊文章、書籍、研討會
論文等，後者如資料集、部落格文章、
預印本、撰寫中的文章等新興資料類型

■ 創作學術資訊的過程中，必須掌握前人
的相關研究，以之為基礎，避免重複，
並作為自身研究的參考，故資訊尋求為
學術傳播的一體兩面

■ 學術資訊的方便取得可促進學術傳播的
各個環節發展

Scholarly Publication System, courtesy University of Winnipeg

https://library.uwinnipeg.ca/images/publication%20cycle%20v2.png


什麼是
學術社群
？

Source: Pexels.com



何謂社群媒體

■ 網路服務

■ 可建立公開或半公開的個人簡歷

■ 閱讀、創造、分享使用者導向內容

■ 與他人連結並分享感受與想法

■ 平台通常供免費使用

■ 營利公司所創設具商業模式



何謂學術社群媒體

■ 學術領域中的研究者、機構、學校等人員使用的社群媒體

■ 為促進學術交流提供以下服務

– 合作

– 線上個人簡歷管理

– 研究散佈

– 文獻管理

– 影響力計算

■ 服務種類

– 行銷連結為主：提升簡歷呈現及與他人的聯繫

– 資源分享為主：分享著作、文件與資料之平台，衍伸提供簡歷呈現功能



社群媒體創立時間軸

圖片來源：Jordan, K. (2017). Academic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imeline. 
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460787.v1

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460787.v1


為什麼
要使用
學術社群?
研究工作的協助

Source: Pexels.com



1.建立數位識別

■ 供建立個人簡歷，呈現學術經歷，建立聲譽

■ 透過研究專長關鍵字提升研究者的能見度

■ 作為他人確認著作作者的參考



2.推廣研究成果

■ 推薦個人研究成果

■ 提供全文檔案

■ 文件檔案管理

■ 發表專業觀點

■ 開放取用出版各類研究成果（資料集、投影片、演說、教案、課綱等）



3.資訊互惠，加速傳播

■ 透過使用者著作書目、檔案的提供，發展供檢索並取得全文、資料集等檔案之功能

■ 書目管理

■ 自動文章推薦

■ 追蹤領域機構、研討會、學術泰斗掌握新知

■ 追蹤標記待讀文章

■ 學習他人研究經驗



4.追蹤使用情形

■ 整合各平台的引用、使用指標

■ 平台提供點閱、下載次數等統計

■ 發展出新的學術評鑑指標－替代計量（Altmetrics）



５.合作互動

■ 媒合淺在合作者、贊助者、工作

■ 與同儕研究者討論、合著、回饋、推薦、評論、分享學術動態、全文或資料集等檔
案（達成立即同儕審查）

■ 加入任務或主題群組討論、發問、解決問題、共同編輯、進行研究

■ 視訊、私訊、聊天室等直接討論、聯繫



研究者使用動機

圖片來源：Research, N. (2014). NPG 2014 Social Networks survey. 
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132584.v4
桃紅：Academia.edu；藍：Researchgate；綠：Ｍendeley

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132584.v4


為什麼
要使用
學術社群?
衍伸效益

Source: Pexels.com



1. 增加曝光

■ 增加著作能見度

■ 打造個人品牌行銷自我



2.大眾互動

■ 拓展受眾至非學術領域

■ 加強大眾與學術界的關係

■ 群眾參與：邀請群眾參與研究

■ 群眾外包：向群眾募集研究資源

■ 群眾募資：由群眾提供研究資金援助

■ 貢獻社會，教育大眾



3.提升引用

■ 促進研究成果傳播，提升著作使用率

■ 研究證實學術社群平台的指標多寡與正式的引用次數多寡正相關

■ 研究證實上傳至社群網站之文章，引用率明顯且持續高於為上傳者(Niyazov等, 
2016)

■ 提升著作引用次數是研究者使用社群媒體的主要原因



那些
學術社群

行銷連結導向

Source: Pexels.com



Google scholar profile
■ 提供簡歷、著作清單及引用數據行銷自我

■ 提高在Google Scholar搜尋引擎的能見度

■ 可匯出著作清單加值使用

■ 建立數位識別

– 簡易簡歷

– 呈現個人H-index等指標及被引情形

– 為研究領域下關鍵字，以透過關鍵字連結他人簡歷

■ 推廣研究成果

– 應用Google Scholars既有書目形成著作清單，無法自行上傳全文

■ 資訊互惠，加速傳播

– 追蹤他人著作更新與引用情形

■ 追蹤使用情形

– 引用次數



註冊開啟個人帳號

■ 註冊一組google帳號並登入



完成個人簡歷資訊填寫
必須有著作才能成功開通



新增著作



著作清單



文章呈現



追蹤他人，掌握最新著作



ORCiD

■ 建立數位識別：

– 申請作者的單一數位辨識碼

– 使影響力計算更精確

– 使作者與其著作及所屬單位緊密串連

– 出版時提供可供資料庫辨識並連結檢歷

■ 推廣研究成果

– 呈現正式出版文章或預印本之書目

– 與各資料庫介接方便批次匯入

■ 不具連結、追蹤其他作者及互動功能



Mendeley

■ 本為線上的書目管理工具，便於收
藏書目，直接引用

■ 2013年被Elsevier學術出版公司收購

■ 建立數位識別：

– 完整檢歷

– 呈現H-index和scopus引用情
形

■ 推廣研究成果：

– 可上傳全文及資料檔案
（Mendeley Data）

■ 資訊互惠，加速傳播

– 提供完整的檢索功能
– 可追蹤他人著作或動態更新

– 加入群組掌握領域新知及相
關著作

– 透過所儲存的書目提供推薦
文章

■ 合作互動

– 可分享動態，並僅限追蹤者
觀看

– 可回應、分享所追蹤社群或
個人之動態

■ 追蹤使用

– 引用數
– 書目儲存數



Mendeley



完成個人簡歷資訊填寫



新增著作



新增著作

輸入姓名及單位，系統將
找出Scopus中相符的作者，
點選 It’s me 後會自動匯入
該位作者的著作。



文章呈現



檢索、收藏、取得全文



加入群組



追蹤他人，掌握最新著作與動態



Research Gate

■ 兼具社群交流與取得全文之功能

■ 建立數位識別

– 完整檢歷

– 呈現RG score等指標及被引情形

– 為研究領域下關鍵字，以透過關
鍵字尋得簡歷

■ 推廣研究成果

– 自動推薦著作，簡化著作清單維
護流程

– 可上傳全文

■ 資訊互惠，加速傳播

– 可追蹤特定作者的專案、著作、
作者

– 單一檢索框，檢索功能簡單

– 根據簡歷、著作及追蹤情形推薦
著作及工作

■ 合作互動

– 可發問、參與討論
– 可推薦、分享、回應著作
– 可私訊

■ 追蹤使用

– 提供G Score整合瀏覽、引用次
數統計



註冊開啟個人帳號



完成個人簡歷資訊填寫



新增著作



建立專案聚集著作



著作清單



自動著作查詢與確認



追蹤引用



檢索、取得全文



追蹤他人、研究，掌握最新著作



追蹤他人、研究，掌握最新著作



追蹤他人，掌握最新著作

■ 個人首頁



Academia.edu

■ 人文領域較廣泛使用之社群媒體，
功能與Research Gate相近

■ 部分進階功能需付費使用
（Premium）

■ 目前註冊率最高

■ 建立數位識別

– 完整檢歷

– 可上傳個人CV

– 可連結其他社群簡歷

■ 推廣研究成果

– 可上傳全文

■ 資訊互惠，加速傳播

– 可追蹤關鍵字標籤、人、機構

– 單一檢索框，檢索功能簡單

– 根據追蹤情形推薦著作

■ 合作互動

– 可分享著作

– 可私訊其他使用者

■ 追蹤使用情形

– 可追蹤簡易流量



註冊開啟個人帳號



進入個人簡歷編輯區



編輯簡歷



新增著作
方案1：
全文檔案匯入

方案2：
直接鍵入書目

方案2

方案1



著作清單

方案1



追蹤點閱下載次數



檢索、取得全文

著作標籤

機構



追蹤人、關鍵字、機構，掌握最新著
作



追蹤人、關鍵字、機構，掌握最新著
作



付費升級Premiume功能

■ 自動著作查詢與確認

■ 追蹤引用、著作影響力

■ 查詢經費贊助來源

■ 提升著作曝光度



那些
學術社群

資源分享導向

Source: Pexels.com



Humanities Commons

■ 人文學領域

■ 推廣研究成果：

– 資料類型多元，包含課綱、會議
論文、白皮書、草稿等

– 上傳至平台之著作將有DOI，可
被引用、討論、典藏，具版權

– 可架設個人網站供更多內容發表

■ 建立數位識別：簡易簡歷

■ 資訊互惠，加速傳播：追蹤上傳者或
群組

■ 追蹤使用情形：檔案下載次數

https://hcommons.org/


Humanities Commons



Figshare

■ 跨領域

■ 推廣研究成果：

– 資料類型多元，包含資料集、影音、
文章等

– 上傳至平台檔案可取得DOI並供引用

■ 建立數位識別：提供簡易簡歷呈現

■ 資訊互惠，加速傳播：

– 追蹤上傳者與上傳者蒐集之檔案集
（collection）

– 追蹤主題

■ 追蹤使用情形：提供Altmetrics、平台觀看
及引用次數統計

https://figshare.com/


Figshare



Linked in SlideShare

■ 跨領域

■ 推廣研究成果：簡報分享

■ 建立數位識別：

– 簡易檢歷

– 連結其他社群網站

– 呈現上傳影片關鍵字

– 追蹤者數量

■ 合作互動：可分享、回應簡報內容

■ 資訊互惠，加速傳播：追蹤上傳者

■ 追蹤使用情形：提供觀看、下載、回應
次數統計

https://www.slideshare.net/


Linked in SlideShare



學術社群比較
Mendeley Google

scholar
Research
Gate

Academia.edu Humanities 
Commons

Figshare Linked in 
SlideShare

起源 書目管理
軟體

搜尋引擎 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 開放取用
典藏平台

開放取用典
藏平台

開放取用典
藏平台

建立
數位識別

有，完整
Scopus指標

有，簡易
引用指標

有，完整
引用指標

有，完整
CV
連結社群

有，完整 有，簡易
連結ORCID

有，簡易
關鍵字
連結社群

推廣
研究成果

有
Scopus匯入
全文、資料集

有
Google書目

有
自動查詢著作
全文

有
全文

有
多類型
線上出版

有
多類型
線上出版

有
投影片

資訊互惠，
加速傳播

有
書目推薦
檢索功能完整

有
追蹤作者

有

追蹤專案、作者、
著作

推薦文章、工作、
贊助單位

有

追蹤標籤、作
者、機構

有

追蹤上傳者、
群組

有

追蹤上傳者、
主題

有
追蹤上傳者

追蹤
使用情形

有
引用指標

有
引用指標

有
RG Score

有
瀏覽次數

有
下載次數

有
Altmetrics
引用次數

有

觀看回饋次
數

合作互動 有 無 有 有 無 無 有



那些
社群媒體

一般社群輔助宣傳

Source: Pexels.com



Linked in

■ 商業導向，個人、公司或團體用於拓展工作關係、尋找工作、分享新知等

■ 學界用於於建立合作網絡、跨出學術圈尋找合作對象、尋找贊助機構

■ 以行銷個”人”為主，發展為人才庫

■ 簡歷可放入著作，並連結其他作者

■ 經營方式：

– 簡歷與照片建立專業形象，完整呈現學經歷、研究領域、重要著作、研究領域關
鍵字，有助於學術合作促成與快速磨合

– 先連結已認識的同事、朋友，再參考推薦功能向外擴張交友圈

– 追蹤專業領域團體、知名學者或特定議題標籤（不須連結）

– 加入專業群組(group)



Linked in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 使用者流量極大之一般社群平台，供跨學術圈的連結並分享專業內容

■ 增加個人、著作、學術活動等之曝光度

■ 不強調簡歷建置，強調發文、留言與分享

■ 發文內容除文字外可以照片、圖片、影片、動畫、音樂等直接呈現

■ 個人帳號建置：方便辨識、樹立”學者、專家“角色

– 帳號名稱不要過長但可以區辨，可加入”學者、教授、博士“等詞彙

– 自述簡要，納入目前的研究興趣、單位、職稱，加入其他簡歷連結

– 將最重要的推文置頂，近期著作、近期參與會議、近期成就等，延伸為簡歷資訊

– 與個人所屬單位、研究興趣相關的顯圖，提高識別度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 獲取學術、專業新知：

– 尋找領域相關期刊、機構專業與重要學者為追蹤對象

– 追蹤研討會、學術活動、領域議題的標籤

■ 發文與推文：

– 保持個人發文的專業與學術性

– 針對政治議題推文時需謹慎或盡量避免

– 保持發文提供自己的專業觀點、最新學術活動或著作，著作資訊應包含DOI，
以便替代計量計算

– 分享他人的著作，並包含DOI

– 分享多人追蹤的領域相關單位、個人之發文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 平台差異：

– Facebook

■ 方便建立及參與群組、活動、專頁進行討論追蹤動態

■ 發文形式、內容多元無限制

■ 強調追蹤與資訊獲取

– Twitter

■ 強調快速資訊流，與大眾直接溝通

■ 發文以短篇、分享為主

■ 學術群組較多，強調學術訊息追蹤（使用list功能）

■ 流量較低，應作為輔助

– Instagram

■ 強調多媒體分享、方便檢索

■ 可上傳較長影音

■ 發文以圖片為主延伸內容

■ 強調追蹤與互動



那些
社群媒體

文章發表

Source: Pexels.com



THE Conversation

■ https://theconversation.com/us

■ 獨立媒體

■ 由領域專家撰寫實事文章

■ 開放取用

■ 為跨國媒體（美國、英國、加拿大、西班牙、法國、全球觀點、印度、紐西蘭、
非洲）

■ 可線上申請成為文章作者

– 須為學術或研究單位之現任研究人員

– 可為博士候選人

https://theconversation.com/us


THE Conversation



建立個人主題網站、部落格

■ 分享個人較長篇的想法，如線上的期刊文章或日記

■ 分享研究專長給他人，包含學術界以外之大眾

■ 作為學術出版的延伸：分享會議發表、課程內容、最新出版概述

■ 分享社會議題的觀察與看法

■ 邀請領域學者投稿

■ 追蹤新知並參與討論

■ 建議平台：

– Linked in（可被google索引）

– Blogger

– Wordpress



爭取機構或主題部落格邀稿



學術社群
之外的
行銷選擇
開放取用典藏平台



學術社群V.S典藏平台

學術社群 典藏平台

主要目的 連結 永久典藏、開放取用

經營模式 營利 非營利

經營機構 商業團體 學校、圖書館、政府機構

商業模式 有（廣告、徵才、資料） 無

資料取得 積極詢問 鼓勵響應

資料長期
保存

無 有

平台資料
輸出應用

無 引用、多元格式匯出

提升能見
度效果

主動宣傳、部分開放全文 提供檢索、開放全文

共同功能 自我行銷、增加能見度



Arxiv.org

■ 由美國康乃爾大學推出

■ 運用於工程、數學、理學、計算機、生物等領域

■ 以典藏為主要功能

■ 供學者間取得最新預印本全文

■ 供檢視後修改，可再傳更新版



分領域瀏覽、檢索、取得全文
New

Search

Recent



檢索、取得全文



文章顯示



註冊開啟個人帳號才有上傳權限



編輯簡歷

■ 僅E-mail對外公開



新增著作



新增著作



SOCARXIV

■ https://socopen.org/welcome/

■ 由美國馬里蘭大學推出之公開典藏平台

■ 社會科學領域

■ 以典藏為主要功能

■ 供領域學者或一般大眾免費取得社會科學資源

■ 為Open Science Fundation 的成員網站

■ 須成為Open Science Fundation會員建立個人簡歷

https://socopen.org/welcome/


註冊開啟個人帳號、編輯簡歷



上傳全文



瀏覽、檢索、取得全文

Open data



文章顯示



OSF Preprints
■ 本身為跨領域的典藏平台

■ 檢索時整合各領域典藏平台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如何
經營
學術社群

Source: Pexels.com



線上識別

■ 維持識別一致性

– 名稱

– 圖片

■ 申請數位識別碼：如ORCID

– 幫助快速識別著作

– 提升影響力指標準確度



經營攻略

■ 展現自己

– 樹立專業形象

– 依社群媒體的主要功能建立並維
護完整、正確的簡歷（CV、成就、
學術活動）

– 依社群媒體的主要功能選擇與呈
現發文內容與著作

– 為自己下關鍵字，供檢索查詢

– 定時維護更新

– 及時回覆，海納百川

– 善用標籤功能

– 提供全文

■ 追蹤互動

– 同儕、同事

– 領域學術社群

– 領域學術泰斗

– 相關議題、研討會

■ 分享新知

– 專業相關新聞

– 領域相關文章、活動

■ 多元平台

– 基本：Google Scholar Profile、
LinkedIn profile、 ResearchGate
profile

– 建議：Twitter、Facebook

Key word is professional



經營守則

■ 正確真實

■ 遵循規定（著作版權、所屬機構等）

■ 維持形象

■ 謹言慎行

■ 保護隱私

■ 應用Google alert、altmetrics、kudos
等輔助功具，掌握社群媒體資訊的
傳播與個人線上形象

Lee, H.-H. M. (2017). A SOCIAL MEDIA SURVIVAL GUIDE FOR ACADEMICS. 
https://harzing.com/download/Cygna2017MayLee.pdf

https://harzing.com/download/Cygna2017MayLee.pdf


Google alert (Google快訊)

■ 輸入關鍵字，定期追蹤相關資訊



Altmetric

■ 追蹤研究引響力之工具

■ 可追蹤以下平台的分享、點閱等次數

– 公開政策文件

– 主流媒體

– 線上書目管理軟體

– 維基百科

– Open syllabus project

– 專利

– 部落格

– 引用

– 社群媒體

– 其他網路平台

■ 運用免費Bookmarklet工具以DOI追蹤文章影響力（https://www.altmetric.com/products/free-
tools/bookmarklet/）

https://www.altmetric.com/products/free-tools/bookmarklet/


使用學術社群
之後…

分享全文的版權問題？

Source: Pexels.com



開放取用Open Access（OA）

■ 為增進使用者資訊取得權益的社會運動，其透過數位化的作品發表形式，在網路
平台上公開提供使用者取用，包含影音、圖像的CC創用倡議，即是 OA 的一種形
式

■ 該概念運用於學術上，是基於教育與研究的目的，在創用授權的條件或其他開放
取用的授權條件下，將作品以電子形式出版公開於網路平台，供使用者免費取用

■ 實踐OA的方式

– 黃金OA：將著作發表於開放取用刊物

– 綠色OA：自我典藏

■ 自行線上提供下載發表於傳統期刊之著作全文

■ 需遵循期刊之自我典藏規定



傳統期刊自我典藏規定

■ 典藏形式：

– Pre-Print：未經同儕審查之投稿前草稿。

– Post-Print：已經同儕審查之出版前版本，尚未加入所投期刊之標示。

– Publishers version/PDF：已出版經排版並含有所投期刊標示之版本，通常以
PDF檔儲存。

■ 規定類型：

– Green publisher/ journal：允許出版後以特定形式自行典藏

– Gold publisher/ journal：期刊本身採開放取用出版型式，並同意作者自行典藏。

– White publisher/journal：不同意任何開放取用授權。

■ 出版社規定查詢：SHERPA RoMEO

http://www.sherpa.ac.uk/romeo/index.php


避免版權爭議的方式

■ 上傳全文前謹慎確認所發表刊物的自我典藏政策

■ 建議將全文放在非營利組織的社群媒體或所屬單位的機構典藏網頁

– 保有檔案控制權

– 永久典藏

– 集中計算下載瀏覽次數

■ 以連結方式分享到社群媒體增加曝光



使用學術社群
之後…

什麼是替代計量？

Source: Pexels.com



什麼是替代計量

■ Altmetrics=alternative+metrics=All metrics （結合新舊指標）

■ 除傳統引用次數計算外，另以社會網絡工具或開放取用平台瀏覽、分享、討論、評分、
擷取、下載次數計算為基礎的評鑑指標

■ 評估來源可能延伸至新聞、公開政策等多元類型

■ 希望超越僅計算出版品的傳統計量方式，反映更多元的學術產能及其影響情形

■ 具以下特色：（蔡明月，2015）

– 評估來源更加的多元與複雜

– 涵蓋網路資訊行為的使用

– 即時性的影響評估

■ 用於供研究者追蹤著作被關注、使用情形，與其影響力，並逐漸被機構作為評鑑與偵
測影響力之方式



替代計量工具

■ Altmetric.com

– 追蹤來源

■ Plum Analytics：plum X metrics

– 與資料庫、開放取用平台或社群
媒體合作提供數據

■ Scopus

■ EBSCOHost

■ Science Direct

■ SSRN

■ Mendeley

https://www.altmetric.com/about-our-data/our-sources/


替代計量工具

■ ImpactStory

– 非營利組織建立

– 具社群媒體建立線上識別及
推廣著作功能功能

– 提供研究者偵測個人線上影
響力

– 需以Twitter建立個人帳號使
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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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耐心
聆聽

歡迎訂閱學科服務組Youtube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OJd8jfjAdMDAmb0V0OB2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