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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之發行 

  本刊工作同仁，因鑑於我國目前實質環境設計之實務及教育水準有待提高、

方向有待釐定，亟欲貢獻心力，改善此等現象。復思研究風氣不振是根本原因之

一；而健全研究風氣之首要工作在建立可靠的研究成果審評制度與有效的研究成

果交流工具。前者可使優良的研究成果之地位獲得確認，後者使研究成果之影響

得以擴大；同時，兩者共同提供研究工作者以精神上的滿足與鼓勵。這種研究成

績的審評與交流方式最常見而有效的，就是學術性刊物的發行。回顧我國現有與

實質環境設計及研究有關之刊物，或因過於商業化，或因審稿不嚴，內容水準參

差不齊，或二缺點兼而有之，無一真正具備學術性的格調。因此，發行一份以刊

登研究成果為目的的學報應該是值得費心的工作。這是我們創辦《國立台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的動機。 

  我們的構想是以嚴格的審稿制度，將《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辦成一個純學術性的刊物，以建立讀者對刊物水準與權威性的信心以及作者對刊

物用稿而產生之榮譽心為長期努力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建立了一個

經過謹慎組織的編審委員會及一套嚴密的稿件審查制度(詳情請見《國立台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審稿作業辦法要點)。 

  但是，如前所述，目前國內實質環境設計界的研究風氣不振，在嚴格的審稿

作業下，稿源很可能會有不足的現象。這個問題，我們預備以拉長刊期與擴大內

容範圍兩方法來解決。關於刊期，現暫定為一年兩期，希望以後再隨稿源的增加

而縮短。關於內容，我們認為凡是有助於國人對人類居室及集居之設計、營建、

發展、管理、使用的技術性、行為性或歷史性之增進者，都宜收容於本學報中。

因此，刊物內容擬包括下列諸大領域： 

      1.環境設計與規劃方法，    2.實質環境之建造及控制技術， 

      3.都市及區域研究，      4.環境心理及行為研究， 

      5.都市發展政策及相關問題，  6.任何上述領域之歷史性研究。 

     這樣的內容當然過於龐雜，但應無礙於本刊目標的達成。期望各相關學術

界及專業界人士給我們批評指教，並常常惠寄稿件。但願《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學報》的發行能有助改善我們不得不生死與之的建築與城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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