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學研究中心簡介 

漢學研究中心成立於民國 70 年，隸屬於教育部，為國家圖書館兼辦

的學術機構，成立初期名稱為「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自民國

76 年更為今名。漢學研究中心（以下稱本中心）以聯繫漢學研究網

絡，充實漢學研究資源及推動海內外漢學研究為宗旨。本中心設有指

導委員會，由教育部部長聘任，研訂各項研究與發展方針。本中心主

任亦由教育部部長聘任，例由國家圖書館館長兼任，下設有副主任和

資料服務組與學術交流組，推展與執行各項業務。 

任務 

一、調查蒐集漢學資料         二、提供參考研究服務 

三、報導漢學研究動態         四、編印各種書目索引 

五、推動專題研究計畫         六、出版漢學研究論著 

七、獎助學人來臺研究         八、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服務項目 

提供漢學研究資源服務 

蒐集、整理海內外漢學研究論著，包括西文博士論文、海外佚籍複製

品、敦煌經卷微捲，以及國際與大陸地區出版之漢學書刊資料，並引

進國際與大陸重要學術資料庫。在國家圖書館 6 樓設置「漢學研究中

心資料室」和「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提供各種資料流通和諮詢服

務。 

建置「漢學研究中心資訊網」（http://ccs.ncl.edu.tw），除呈現本中心各

項業務外，並開發專題資料庫，如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經學、

兩漢諸子、魏晉玄學、敦煌學論著目錄及明人文集聯合目錄等資料庫。 

出版漢學論著 

定期編印《漢學研究》（季刊）與《漢學研究通訊》（季刊）。前者係

以中國文史哲研究為主體之國際性學術期刊，供國內外學者發表中英

文論著與書評，學術評價很高，在科技部歷次期刊評比皆名列前茅，



且為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 

《漢學研究通訊》旨在報導國內外漢學研究動態，包括研究成果綜

述、國際漢學、漢學人物、學術會議、漢學機構等；在國內外設有通

訊員，定期提供各研究機構、大學系所之訊息。上述二刊物皆同時發

行紙本與電子版。 

自民國 95 年起發行《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按月免費以電子郵件寄

送訂閱者，強化學界消息之即時性功能。 

此外，不定期出版漢學相關書目、索引等工具書及論著類叢刊。 

獎助外籍學人來臺研究 

本中心自民國 78 年起，實施「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每年提

供研究補助費與來回機票，獎助海外大學相關系所之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博士候選人，以及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來臺研究漢學；

研究期間以三個月至一年為限。期滿須繳交研究報告。本中心為獎助

學人舉辦學術討論會「寰宇漢學講座」及文化參觀活動。迄今已獎助

過 40 多個國家 400 餘位學者，民國 100 年起為歷年獎助過的學人成

立「世界漢學學友會」，以加強聯繫。 

由於績效良好，本中心自民國 99 年 9 月起受外交部委託辦理「臺灣

獎助金」（Taiwan Fellowship）行政業務與接待事宜。 

辦理各項學術活動 

為增加國內外學人研究之交流，並提昇國內研究風氣，兼藉會議共謀

資料之蒐集與利用，本中心經常聯合各學術機構主辦國際性研討會，

例如「全球視野下的漢學新藍海」、「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等

國際學術研討會。本中心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如美國亞洲學會（AAS）、

歐洲漢學學會（EACS）等，並於其年會中舉辦書展，藉以推廣臺灣

漢學研究與出版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