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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指數說明 1/2

�目前各項排名評比分析中，經常使用的評量指標有：
文章總數、文章總被引次數、每篇文章平均被引次
數、被引次數大於特定數值的文章總數、某幾篇被引
用次數最高文章之被引次數總數等。

�上述指標各有其優缺點，最主要的考量點仍是質與量
的權衡，單用文章數或被引次數進行比較，容易陷入
只看出數量表現或文章品質表現的瓶頸中。



� 2005年Hirsch提出一種評鑑個人研究成果的全新概念
‘H-index’，Hirsch認為H-index能解決單以論文發表量
或論文被引次數衡量作者研究成果的缺點，而綜合出
一種全新的整合評量質與量的評估方法。此指標能夠
避免極值影響，若單位僅發表少數被引用次數較高的
論文，H指數不會受到這些少數論文的影響而提高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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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指數定義1/2

�「科學家所擁有的Np篇文章中，有h篇被引次數達h次
或以上的文章，且其他文章（Np-h）每篇被引次數皆
小於或等於h，則其有一指數h。此指標最主要的特
色，是同時考慮到論文的質與量兩個面向，h指數表現
優異的單位，必是質與量能夠兼顧的，另外的一大特
點是，此指標能夠避免極值影響，若單位僅發表少數
被引用次數較高的論文，h指數不會受到這些少數論文
的影響而提高表現。



例一
篇次

例二

被引用次數 被引用次數

500 1 500
320 2 320
100 3 100
50 4 50
33 5 33
20 6 20
10 7 6
8 8 4
7 9 4
6 10 3

H-index=8 H-index=6

有N篇論文被引用數≧N，則H-index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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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州理工學院)教師數僅約四百人，學生數約二千
人，
在H-index的排名中仍為二十名。

一般而言，規模較大的學校自然會有較高的論文數與被引次數，但學校若有足夠的
論文品質，則能突破學校規模限制，取得優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黃慕萱教授黃慕萱教授黃慕萱教授黃慕萱教授「「「「H-index在大學層級學術評估之應用在大學層級學術評估之應用在大學層級學術評估之應用在大學層級學術評估之應用」



引用H指數作為評比指標之排名

WOS（Web of Science）科技論文統計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
評比」(HEEACT)排名
2012年遠見雜誌大學專刊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作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作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作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作之WOS科技科技科技科技
論文統計分析論文統計分析論文統計分析論文統計分析

� 自自自自2009年起新增年起新增年起新增年起新增「「「「H指數指數指數指數」」」」之統計指標之統計指標之統計指標之統計指標，，，，將2005年由
Jorge E. Hirsch所提出的h指數公式延伸至各校各學門
論文之層級

� 計算期間計算期間計算期間計算期間：：：：2004年至2008年共五年間，發表於WOS所
收錄的SCI、SSCI資料庫中，共20個自然科學與工程
學門的研究論文(article)，根據六項質量指標加以統
計，最後列出各學門、各指標前15名學校擇優公布。

�本校2009與2010年進入WOS學門期刊IF權重積分前15
名專業學門之H指數如下。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2009年進入前年進入前年進入前年進入前15名專業學門之統計名專業學門之統計名專業學門之統計名專業學門之統計
WOS科技論文統計分析科技論文統計分析科技論文統計分析科技論文統計分析

註一：「-」表示該指標未進入前15名。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網站】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2010年進入前年進入前年進入前年進入前15名專業學門之統計名專業學門之統計名專業學門之統計名專業學門之統計

WOS科技論文統計分析科技論文統計分析科技論文統計分析科技論文統計分析

註一：「-」表示該指標未進入前15名。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網站】



�高教評鑑中心為瞭解國內研究型大學的學術競
爭力，自2007年首度研發推出「世界大學科研
論文質量評比」排名系統 (HEEACT 
Ranking)，採國際期刊科研論文產出表現的評
比概念，以科研論文的質量表現進行大學排
名。去年(2011)公布之「2011世界大學科研論
文質量評比」，本校於數學學門中數學學門中數學學門中數學學門中，，，，世界排名世界排名世界排名世界排名
第第第第200名名名名，，，，國內排名第國內排名第國內排名第國內排名第4。。。。

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 (HEEACT Ranking)



評比構面評比構面評比構面評比構面、、、、指標及權重表指標及權重表指標及權重表指標及權重表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2011年學校排名指標年學校排名指標年學校排名指標年學校排名指標 權重權重權重權重(%)

學術生產力
近11年論文數(2000-2010) 10

20
當年論文數(2010) 10

學術影響力

近11年論文被引次數(2000-2010) 10

30近2年論文被引次數(2009-2010) 10
近11年論文平均被引次數(2000-2010) 10

學術卓越性

近近近近2年年年年H指數指數指數指數(2009-2010) 20

50高被引文章數(2000-2010) 15
高影響期刊論文數(2010) 15

2011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HEEACT)



(2009-2010)
H指數*權重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網站】



2012年遠見雜誌大學專刊

�遠見雜誌大學專刊(2012年2月21日)公布近五年(2006-2010)
各大學學術論文表現，《遠見》本次以論文成果作為評
比指南之一，但採用兼顧質與量、本土與全球、理工農
醫與人文社會的資料來源，儘可能公平呈現各大學的論
文藝術力。並將評比成果分二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整體的表現：分理工農醫與人文社會二大
類。

�第二部分細分為：理、工、農、醫、人文與社會科學

六大領域。



�六項六項六項六項評比評比評比評比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在本次評比中，《遠見》參考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2010年WOS科技論文統計」指標，以涵蓋質與量分
析的六大指標來評比國內各大學在學術論文方面的表
現。六項指標包括：

�論文數：統計近五年論文總數，主要評量學術產出的量。
�被引用次數：統計近五年所有論文被引用的總次數，主要評量

學術產出的影響力
�平均被引用次數：統計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
�IF值總積分：統計近五年發表所有的論文，刊登期刊的IF值比

並加總。
�IF值平均積分：統計論文刊登的平均IF值
�H指數：有H篇論文被引用H次以上、取量與影響力的平衡點。

2012年遠見雜誌大學專刊



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
本調查將全台所有大學納入評比，先經由兩大資料庫取的各
校過去五年（2006-2010）的論文發表成果。

總分計算方式依各項指標之重要性以及顯著性設定權重。
論文數、論文被引用次數、IF總值：權重各占25%；
h指數：權重占13%；
平均被引用次數和IF平均值：權重各占為6%。

評比結果分為二部分。第一階段為理工醫學和人文社科兩大
類的全台前20大學校排名；第二階段再細分理、工，醫、
農、人文、和社會科學共六領域全台前15大學校的排名。

2012年遠見雜誌大學專刊



2012年遠見雜誌大學專刊



2012年遠見雜誌大學專刊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六大領域之理學領域表現六大領域之理學領域表現六大領域之理學領域表現六大領域之理學領域表現



2012年遠見雜誌大學專刊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六大領域之農與與生命科學領域表現六大領域之農與與生命科學領域表現六大領域之農與與生命科學領域表現六大領域之農與與生命科學領域表現



海洋大學於海洋大學於海洋大學於海洋大學於2006-2010年之年之年之年之H-index



聯合大學於2006-2010年的H-index

以此篇以此篇以此篇以此篇
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聯合大學聯合大學聯合大學聯合大學



可能之因應對策可能之因應對策可能之因應對策可能之因應對策

� 曝光度之增加曝光度之增加曝光度之增加曝光度之增加

� 英文網頁完整性之提昇英文網頁完整性之提昇英文網頁完整性之提昇英文網頁完整性之提昇

� 大型計畫大型計畫大型計畫大型計畫/國際合作之參與國際合作之參與國際合作之參與國際合作之參與

� 領域相近同儕間引用之提昇領域相近同儕間引用之提昇領域相近同儕間引用之提昇領域相近同儕間引用之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