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港都市研究』投稿規定  

・本誌刊載與海港都市研究相關的論文。 

・本誌僅受理未發表論文。 

・投稿處如下：  神戶大學文學部 海港都市研究中心  

 〒657-8501 神戶市灘區六甲台町 1-1   

 Email: hdais041122@port.kobe-u.ac.jp 

・截稿日期原則上定於每年十月底。 

・原稿採用與否由編輯委員會審查，亦有要求修改部分內容的可能性。 

・原稿不退還。若於投稿時事先聲明，可退還圖版。 

・關於原稿份量，本文・注合計字數的上限如下。 

・日文：16,000 字・韓文：19,000 字 

・中文：12,000 字 

・歐文： 6,000 語 

・投稿時必須提交資料如下。 

1. 原稿原文（電子版） 

2. 作者姓名的羅馬拼音標記（電子版） 

3. 論文題目的韓文翻譯・中文翻譯・英文翻譯（電子版） 

4. 作者的所屬單位（機關・部署・地位）（電子版） 

5. 以上 1-4 的列印資料兩份。 

※以下為視情況需要而附的資料。 

6. 圖版 

※圖版（圖・表・照片）的使用需控制在最低限度。 

※原則上，圖版需為投稿者自行製作。關於原稿的注意事項請參考附則。 

・電子版提出時的注意事項。 

・標明 OS（Windows, Mac 等）。 

・Microsoft Word 格式的文檔為佳。這是為保持字體格式。 

・若無法使用上述形式，則以 Unicode 保存的 text 格式提出電子版。 

・原稿本文須注意以下兩點，以端正體裁。 

・利用 Microsoft Word 的功能將注製成腳注形式。若無法使用此功能，需將注置於文末。 

・文獻引用原則如以下方式。 

  ＊出處及引用頁數可標示文中。例如［Mori 2004：94-98］、［森 2005：109-112］、使用中括

號・姓・空白・發表年度・冒號・引用頁數・中括號、將參考文獻置於文中相應位置的末

尾。如［TA：25］的縮寫亦可使用。  

  ＊以此產生的文獻表置於文末。  

  ＊文獻表上將歐語、日文、中文、韓文的文獻分別記載，並分別以字母順序、五十音順序、

拼音順序、韓語字母順序排列。若有必要亦可分類成一手文獻與二手文獻。  

  ＊單行本・雜誌的標題，歐文以斜字體標示，而日文、中文、韓文則加『 』標示。論文標

題，歐文以“ ”標示，日文、中文、韓文則加「 」標示。卷數以阿拉伯數字標示，號數

則加（ ）。如 3（1）、4（3-4）等，分別表示第三卷第一號、第四卷第三四合併號。  

  ＊其他詳細事項請參照後面刊錄的文獻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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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路上登載論文〉  

・凡投稿的論文，皆視同受權給海港都市研究中心或經由海港都市研究中心委託的第三者，可以電子

複製‧保存並轉寄‧傳送。  

  

〈原稿中的插圖細則〉  

【所附資料圖片直接入版】  

*因直接入版，故須注意印刷後，仍能保有清晰‧完整度。  

* 若因編輯‧修改圖表，所滋生的費用，由投稿者自行負擔。  

【稿件用紙】  

* 本雜誌原則上不使用藝術紙。  

【雜誌尺寸】  

* 本雜誌原則上不使用折圖或折表。  

* 版面的尺寸為(13cm×20cm)。  

【版面配置】  

* 正文中(Word 檔)若有插圖，須明示插入位置。  

*須明示圖的說明文（caption）在正文（Word 檔）裏の插入位置。  

【入版格式】  

* 除正文（Word 檔）裏插入的圖檔外，須另外提出附圖的原始檔案。  

* 附圖的檔案格式原則上以 tiff 或 jpeg 為準。  

* 其解析度至少須 300 dpi 以上。  

【黑白印刷】  

* 本雜誌原則上不用彩色印刷。  

* 凡彩色的照片須轉換成黑白照後再提出。  

* 轉換成黑白照後，須注意其色調與質感，若有必要，可自行潤飾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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