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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

學歷

• 經濟學博士, 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 2013

• 經濟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2004

• 經濟學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2002

經歷

• 教授， 台大經濟系， 2022 8月-

• 副教授，台大經濟系，2019-2022

• 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2013-2019



關於我

研究領域
• 應用計量經濟學

• 社會網絡

榮譽及獎勵
• 111學年度專任教師教學優良獎，國立台灣大學，2023

• 2030跨世紀國際年輕傑出學者計畫，國科會，2023

• 第二屆陳昭南院士紀念獎，台灣經濟學會，2021

• 傑出研究獎，科技部， 2021

• 年輕學者創新獎，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2021

• 年輕學者研究獎，台灣經濟計量學會，2020

•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科技部，2020

• 玉山青年學者計畫，教育部，8/2019–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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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刊投稿

1. 該投到哪個期刊?

2. 準備投稿前該注意哪些事?



有關審稿過程

1. 審稿過程通常花多久時間?

2. 如何處理R&R?

3. 其他建議

以下分享也包括以下兩位資深期刊主編對於投稿的意見:

• Choi, Kwan (2005). "How to publish in top journals." Pan-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8, P91 – 106

• Robert Moffitt (2011), “Getting Published in Economics Journals.” CSWEP 
newsletter



該投到哪個期刊?

當你的文章已經準備好要投稿，通常你會有大致的想法要投往哪個“等級”
的期刊，或是哪個特定的期刊

• 透過文章中所引的文獻了解那些期刊會對你的文章有興趣

• 透過了解期刊所設定的目標與範圍以及(副)主編的專長和個人研究興趣

• 透過他人的意見和建議 (指導教授,合著者,同事等)

• 考量升等需要哪個等級的期刊



該投到哪個期刊?

• 假如你的文章有A+期刊的潛力，應該先試試A++期刊。或許不會成功，但可
以得到有用的意見來修改文章，讓接下來的投稿更順利。

• 有許多A+級和A級期刊。 General interest 的期刊有較高的影響力， 但比
較難被接受。舉例來說，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的影響力
指數為 8.0 (2022)。 此期刊每年收到1000左右的稿件但只接受 65-70篇文
章。

• 有些期刊是出名的審稿速度緩慢。因此，假如有升等時間的壓力，要避免審
稿期長的期刊。



該投到哪個期刊?

• 投稿到那些主編和你有相同研究興趣的期刊。

• 留意那些和你研究領域相關的期刊是否有計畫發行特刊。

• 投稿至排名低的期刊也不見得一定會比較順利。



準備稿件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 高品質的文章傾向比較長。但必須要避免過長。

• 大部分期刊都有頁數或字數限制。因此，期刊主編通常比較不歡迎太長的文
章。因此，應該善用線上附錄(online appendix)。

• 我個人的經驗, 通常第一回的投稿比較不需要擔心頁數的限制 (當然也取決
於期刊)。但最終主編也會要求你縮短篇幅。

• 較長的文章也較難審查。除了難找外審委員，外審委員也容易看到不滿意的
內容。



準備稿件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 差的英語寫作可能毀掉一個好的文章。可以求助專業英語編輯的幫忙。

• 專業英語編輯 (一周左右的時間，兩萬到三萬的費用) 可以協助文章避免文
法錯誤或是拐彎抹角的英語表達。

• 除了專業英語編輯，你也可以考慮使用英語編修軟體，或是AI來協助美化句
子。



準備稿件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 有些期刊有多位(共同)主編並允許投稿者提名負責的主編。

• 假如期刊的投稿系統並沒有直接的選項，或許你也可以在cover letter中提
供這個資訊。同樣的，你也可以利用cover letter來指出哪位學者由於利益
衝突並不適合擔任評審。

• Choi指出，在每個期刊的初投稿時，並不需要在cover letter中強調你的文
章的重要性。因為主編並不一定會看，或許期刊的秘書會看，而且這樣做似
乎不符合投稿的專業性。



準備稿件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 Choi:一開始的投稿並不需要提供感謝詞。因為主編為了公平，他可能會避
免找這些人擔任你的評審。等文章被接受了再加感謝詞。

• Choi:你也不需要在文章中提到這個稿件的初稿，第二版本，第三版本等等
是何時完成的。也要注意在投稿前重新更新你的參考文獻。

• Choi:不要在很近的時間內連續投稿到同一個期刊。

• Choi:另外也不要在很近的時間內投稿類似的文章。



準備稿件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 Moffitt:文章的前言和摘要是最重要的。因為主編會依前言來決定文章是否
提供足夠的重要性來決定是否將文章進一步送入審查的程序。

• Moffitt:稿件中不要吝嗇引用相關的文章。現在網絡發達，主編可以輕鬆透
過網絡查到和你文章有關的文獻。假如有一些重要文獻你沒有引用，主編可
能會覺得你是策略性的遺漏，或許是那些文獻對於你的文章有些不利的結果
或是理論。



審稿要等多久?

• 就我擔任評審的經驗，現在期刊給的審查時間越來越短，以前有給過3個月
的，但是現在最常遇到1個月或是1個半月。

• 期刊派任主編和主編根據文章尋找評審和準備decision letter也都要時間。
所以我認為等待3個月是最基本的。所以4,5個月算是快的。

• Choi: 6個月後再聯絡期刊(編輯辦公室)。



如何處理R&R?

• Choi:在文章被指出有重大問題的情形下，我們就必須好好處理這些問題，等處理好再繼續
投稿。若只是貢獻的問題，那可以簡單截取評審報告中有用的意見，修改文字或是說法，
然後就繼續投稿到別的期刊。

• Moffitt 指出千萬不要花太多時間處理一些細微的評審意見，假如並沒有給你修改的機會。

• Choi:假如文章收到的結果是 revise and resubmit，那恭喜你。你離成功邁進一大步。被
接受的機會從低於10%增加到50%。修改文章的過程中，非常辛苦，因為你要照評審的意見
一項一項的修改或回覆，有時候這些意見都是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你一定要撐下
去。

• Moffitt:第一輪的R&R是關鍵，很多期刊都採用 up or down decision. 表示第一輪修改後
的文章應該要很接近被接受的標準。假如沒有，那麼文章就會被拒絕。



如何處理R&R?

• 作者應該要準備一份詳細的回覆，針對每一個意見條列式的一個一個回覆。
你可以先引用報告中的意見，然後接著寫下你的回覆。

• 這些回覆要盡量展現你已試著做任何你可以做的，並且更多。

• 最後在回覆的開頭，寫下感謝評審的話，以及歸納文章主要修改的部分。

• Choi:假如有些意見是沒有辦法處理，或是超過文章在有限篇幅和時間內可
以完成的極限，那可以在回覆中好好解釋。



如何處理R&R?

• Choi:在修改過程中，常常會遇到的問題是看不懂評審的意見，或是誤解評審的意見。假如
你有合作者，大家還可以討論評審的意見。但假如你是單獨作者，那你或許可以考慮和有
經驗的同事或是指導教授分享你的評審報告。也許他們對於報告有不同的看法和回覆的意
見。

• Choi:取決修改的困難度，假如很難的話，不要拖過一年。假如不難的話，在3個月左右回
覆給期刊。也不要太快回覆，例如一個月內。這樣會讓評審覺得你不是很認真在修改文章。

• Choi:雖然弄清楚主編的意見很重要，但是千萬不要和主編爭辯他的決定。例如主編在他的
信中要你根據某個評審的意見修改，那你就不要回覆主編說這個意見很難改或是你覺得沒
必要。或是主編要你縮短文章，你不要堅持說文章一定要保持原樣。也不要三不五時寫信
給主編煩他。



如何處理R&R?

• 和一開始的投稿不同，R&R的回覆需要一個比較仔細的cover letter。在
cover letter中，你可以回覆主編給的意見。也要歸納你是如何修改文章的。

• Choi:可以提醒主編你準備了什麼回覆的文件: a copy of revised 
version, detailed responses to the referee’s reports 

• 現在的投稿都是線上電子化，所以你只要依循線上系統一步一步地完成檔案
上傳，應該就沒有問題。



給年輕同事的建議

• 努力增加自己working paper的數量.最好是無時無刻都有兩到三篇文章在審
查中。

• 分散你投稿的期刊等級。除非我們現在是在北美或歐洲名校工作，通常我們
不需要頂尖期刊來升等或是獲得長聘。

• 通常都是一開始最難，因為沒有經驗。 慢慢地就會透過投稿，被拒絕，R&R，
被接受來累積經驗。



給年輕同事的建議

• 由於升等壓力，我建議要對時間做策略性的安排。把研究放第一，教學第二，服務第三。

• 你雖然需要投注足夠的心力在教學上，但是別投注你所有的時間。別為了備課花掉你前幾
年的時間。

• 投稿真的是一場持久戰。幸運的話，一次投稿就被接受，也必須前後花掉約2年的時間。假
如不順利的話，3 4 年， 5 6 年都有可能。

• 不能只想依靠你的博士論文或是 job market paper就要通過升等或是長聘。通常學校會要
求你在第一個三年能有已發表的著作或是有潛力的R&R。然後第二個三年你必須有新的發表。



給年輕同事的建議

• 在經濟領域，合作已經是常態。超過70%的文章都是合著。尋找合適的
coauthor是生存的另一項重點。

• 我認為好的coauthor應該要具備以下的特質。第一，和你有互補的能力。假
如是資深的合作者，他可能對於文獻的掌握和題目的重要性以及文章的定位
有比較好的掌握。可以幫助文章容易成功。第二，你應該要感受你的合作者
比你認真。第三，最好你的合作者也有其他的合作者，應此有機會繼續拓展
你的合作網絡。



給年輕同事的建議

• 你應該要固定參加地區性或國際學術會議，藉此認識和熟悉和你同領域的學
者。

• Choi: 任何領域都有一些核心或是小團體會對其成員的投稿文章給予優待。

• Choi: 對於新人來說，解決此劣勢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想辦法進入這些小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