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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 

一、 「海洋休閒管理學刊」(以下稱為本學刊)，旨在提供臺灣海洋休閒與管理之學術發表

機會及溝通管道，以提昇海洋休閒管理學術水準為目標。 

二、 本學刊全年徵稿，為不定期刊物。本學刊設有審查制度，由學者專家進行評審，採

隨到隨審。歡迎惠賜有關海洋休閒管理之原創性論文(original paper)或綜評(review)

之中英文稿件。 

三、 稿件(含圖表)每篇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宜，封頁標明題目、作者、服務機關、聯絡作者

之通訊地址、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信箱(E-mail)等，作者2 人以上請註明分工情形。 

四、 文稿均需附有中文摘要(150 至300 字為限)與英文摘要(150 至250 字為限)，以一段

式呈現，並應含關鍵詞(最多5 詞)。超過一萬字以上者，每多一千字收800元印刷費

用，但總數字以一萬五千字為限(特約之綜評文稿不受此限)。 

五、 原創性論文應分為問題背景、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與建議、參考文獻等章

段。中文次標題表示法依序為：一、(一)、1.、(1)、a.、(a)；英文次標題表示法依序

為1、(1)、A、(A)、a、(a)。圖表須附上標題，圖與表之寬度，請勿超過12.5公分，

標題依序標示，內容應力求簡潔易懂。 

六、 中文稿件中，外文名詞應盡量譯成中文，並在文中第一次出現時以括弧標出原文，

除非是專有名詞，原文概不用大寫字母。中英文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須附全名。 

七、 書寫格式為求統一，請參照美國心理學會(APA)格式書寫，參考文獻範例請參閱「參

考文獻撰寫格式範例」，未能符合本學刊規定格式撰寫之論文，不予審查。如須退

稿，請附回郵信封，否則恕不退稿。 

八、 來稿概無稿酬，唯文章刊登後，贈送本學刊乙本，及完稿電子檔案。投稿時需繳交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凡在本學刊刊登之論著，其著作權與版權均歸屬本學刊，非經

本學刊同意亦不得重刊於其它刊物。 

九、 本學刊亦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凡曾於其他刊物發表或抄襲之稿件，一概

拒絕刊登，一切法律問題自行負責。 

十、 稿件一律採用A4 電腦打字(12 號字，中文標點符號用全型，英文標點符號用半型)，
將原稿及影印本二份寄送至本校海洋休閒管理系，並將電子檔 E-Mail至
hanchung@nkust.edu.tw信箱。隨稿請附審稿費，新臺幣壹仟壹佰元，以現金袋方式，
抬頭寫上國立高雄海洋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並以掛號寄送，否則恕不受理。  

（一） 寄送地址：811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海洋休閒管理系 海洋休閒管理學刊編

輯小組收。 

（二） 洽詢電話：07-361-7141 轉 23871~23873。 

 

 

 



海洋休閒管理學刊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茲同意投稿於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海洋休閒管理學刊」之 

（論文篇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文，在著作人於其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將其中華民國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讓與國立高

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並授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將著作物及

其所含資料，以任何語言及任何媒體表達之全球發行權利，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

管理系並得再授權他人行使上述發行權利。惟著作人保有下列之權利： 

1.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利權。 

2.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3.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論文集中之使用權。 

4.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僱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權或推銷用之使用權。 

5.本著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著作人同意上述任何情形下之重製品應註明著作財產權所屬，以及引自「海洋休閒管理

學刊」。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僅投稿「海洋休閒管理學刊」，且從未出版

過。如果本著作之內容有使用他人已具著作權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所有者之（書面）同

意，並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

害他人之權利。如果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列簽署之著作人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

人本同意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如果本著

作係著作人於受僱期間為僱用機構所作，而著作權為該機構所有，則該機構亦同意上述條款，

並在下面簽署。 

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係屬（請勾選一項） 

□ 著作人所有 

□ 著作人之僱用機構所有 

立同意書人(著作人或僱用機構代表人)簽章： 

著作人姓名或僱用機構名稱：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傳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正楷或打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參考文獻撰寫格式範例 

一、書籍類 

林正常(民86)：運動生理學。臺北：師大書苑。 

Astrand, P.O., and K. Rodahl. (1986). Textbook of Work Physi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二、期刊或雜誌類 

林貴福(民89)：體適能和學校教學。學校體育，58 期，4-8 頁。 

Hage, P. (1981). Perceived exertion: One measure of exercise intensity. The 

Physician and Sports Medicine, 9(9), 136-143. 

Green, S. (1995). Measurement of anaerobic work capacities in humans. Sports 

Medicine, 19, 32-42. 

 

三、在研討會發表的論文 

李家梵(民92)：臺灣極限運動場使用者動機與滿意度之相關研究。論文發表 

於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二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桃園縣，國立體育學院。 

Rocklin, R.R. (1989).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tem selection in computerized 

self-adapted test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 

 

四、未發表的論文 

許泰彰(民89)：國小教師運動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體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 

Devins, G. M. (1981). Helplessness, depression, and mood in stage renal disea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五、沒有作者的論文或書籍 

學生手冊(1990)。桃園縣：國立體育學院。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2001). 

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六、印刷中的論文或書籍 

黃崇儒(印刷中)：運動員自信心來源量表的編製。大專體育學刊。 

Hamner, H.A. (in press). Research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New York: Springer. 

 

 

 

 

 



七、從資料庫中引用的資料 

Gottfredson, L. S. (1980). How valid are occupational reinforce pattern scores？ 

(Report No. CSOS-R-292).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for School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182465) 

 

八、從報紙上引用的資料 

李湧清(2003，8 月11 日)：學歷通貨膨脹成功要靠用功。聯合報，A15 頁。 

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九、從網路上引用的資料 

藍宗標(2003)：首度赴加，曹錦輝面臨室內賽。聯合新聞網。資料引自： 

http://tw.news.yahoo.com/2003/08/11/sports/udn/4165702.html 

Hilts, P. J. (1999, February 16). In forecasting their emotions, most people flunk 

out.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00, from 

http://www.nyti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