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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研究藉由戰後臺灣觀光行政組織及觀光政策的演變，來看戰後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並藉由觀光旅館業及觀光外匯收益，進一步探討觀光事業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臺灣的觀光活動起自於日治時期，聯運業務之發展及旅遊券之推行，使臺灣人民從事觀光活動更為方便。戰後初期，由於政治與軍事情勢的不穩定，直至1956年才開始戰後觀光事業之振興。戰後發展觀光事業係以賺取外匯為目的，期能促進臺灣經濟之成長，而觀光行政組織之設立，一開始為中央與地方政府併行，直至1971年交通部觀光局成立，觀光事業之權責才劃歸統一。


觀光旅館為觀光事業重要之一環，興建觀光旅館所需金額龐大，回收期長，因此〈獎勵投資條例〉將觀光旅館業納入優惠項目之中，並配合〈觀光發展條例〉之修正，調整優惠對象，有助於戰後觀光旅館業之發展。健全的國際觀光旅館的營運，亦有助於國家經濟之發展。


來臺旅客以美、日及華僑旅客為大宗，而外來旅客所帶來之觀光外匯收益，有助於我國外匯之增加，觀光旅客所進行的消費，經由經濟上的循環利用，有助於提升我國的國民所得。綜而言之，除了觀光旅館業，本文亦藉由觀光外匯收益之探討，來看觀光事業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摘要(英)	A well-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makes tourism activities more flourishing than


before during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Due to the instabl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WWII, the new ruling government (R.O.C) did not


focus on the tourism industry until 1956. One major goal of Taiwanese tourism policy


is to increase foreign exchange in the beginning. In addition, the Tourism Bureau has


been established under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 Communications and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m policy


making, execution and reformation. Apparently, tourist hotels are one of the main


parts of the entire tourism policy. The economics of Taiwan will be benefited from a


well-managed tourist hotel industry. The American, Japanese and oversea Chinese are


the major portion of all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he GNP of Taiwan ha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by the foreign exchange from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ourist hotel industry and the influence on Taiwan’s economics caused by


tourism exchange.


Key



	關鍵字(中)	
      	  ★ 觀光外匯
★ 觀光旅館
★ 觀光	關鍵字(英)	
      	  ★ tourism exchange.
★ tourist hotel
★ tourism
	論文目次	第一章 緒論…………………………………………………………………………1


第二章 戰後觀光事業之振興……………………………………………………..11


第一節 日治時期觀光事業之基礎……………………………………………..11


第二節 戰後發展觀光事業之背景……………………………………………..19


第三節 戰後觀光行政組織之演變……………………………………………..29


第四節 戰後觀光政策之演變…………………………………………………..35


第三章 觀光旅館之發展…………………………………………………………..47


第一節 輔導與獎勵興建觀光旅館措施………………………………………..47


第二節 觀光旅館之演變………………………………………………………..59


第三節 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67


第四章 觀光外匯收益對經濟之影響……………………………………………..75


第一節 外來旅客及其來臺原因分析…………………………………………..75


第二節 觀光外匯收益在國際收支帳之歷史意義……………………………..85


第三節 觀光外匯收益對國民所得之影響……………………………………..93


第五章 結論………………………………………………………………………..99


徵引書目……………………………………………………………………………103


附錄：訪談內容…………………………………………….………………………111



	參考文獻	徵引書目


103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一）檔案


1.國史館檔案：


047000000112A，〈國際世銀公司支助觀光事業〉。


047000000130A，〈商討國際觀光旅館業在政策上應否繼續獎勵案〉。


047000000131A，〈發展臺灣省觀光事業建議案〉。


047000000133A，〈旅館事業研究發展中心會報〉。


047000000287A，〈越南美軍渡假接待〉。


047000000409A，〈對觀光事業建議檢討與興革事項〉。


2.中研院李國鼎私人檔案：


a00148013，〈Proposed Steps for Implementing the 19-Point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a00148003，〈Tourism in Taiwan〉。


（二）公報、法規、統計資料、調查報告


Clarence L. Hodge ph. D., Kenneth F. Evansco 著，交通部觀光事業委員會譯，《台


灣觀光事業調查報告書》（臺北：交通部觀光事業委員，1968 年）。


中央委員會第五組編，《發展觀光事業》（臺北：中央委員會第五組，1957 年）。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際收支平衡表．民國四十七年至


七十一年》(臺北：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1983 年）。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際收支平衡表特輯．民國七十年


至八十六年》（臺北市：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1998 年）。


王文勇，〈中華民國七十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臺北：交通


部觀光局，1982 年）。


孔祥林、李瑞瓊，〈出席第二屆太平洋旅遊交易會報告書〉，日期：1979 年4 月


11 日至15 日，地點：韓國漢城。


王文勇，〈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臺北：交


通部觀光局，1983 年）。


交通部觀光事業委員會編，《觀光事業研究手冊》（臺北：交通部觀光事業委員會，


1969 年）。


交通部觀光事業委員會編，《觀光事業有關法規彙編》（臺北：交通部觀光事業委


員會，1970 年）。


交通部觀光事業局，《中華民國觀光友好訪問團總報告書》（臺北：交通部觀光事


業局，1972 年）。


交通部觀光局編，《中華民國觀光友好訪問團總報告書》（臺北：交通部觀光局，


戰後臺灣觀光事業－兼論觀光外匯之影響（1956~1987）


104


1974 年）。


交通部觀光局，〈出席東亞觀光協會第三十五次執行委員會．第十五次市場推廣


委員會會議報告書〉，日期：1976 年12 月13 日至15 日，地點：香港。


交通部觀光局，〈出席太平洋區旅行協會第二屆理事會議報告書〉，日期：1977


年5 月2 日至8 日，地點：西德法蘭克福。


交通部觀光局，〈出席東亞觀光協會第二十次推廣會議報告書〉，日期：1979 年5


月21 日至24 日，地點：韓國漢城。


交通部觀光局，〈國際觀光宣傳之檢討與改進暨駐外辦事處（代表）工作績效評


估報告書〉，日期：1982 年11 月。


交通部觀光局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觀光統計年報》（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87


年）。


交通部觀光局編，《觀光法規彙編》（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93 年）。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1956-1990》（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90 年）。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交通部觀光局廿週年特刊》（臺北：交通部觀光局，


1990 年）。


行政院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獎勵投資條例立法沿革及理由》


（臺北：行政院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1987 年）。


李正、葉英正，〈調查我國鄰近國家地區大城市觀光旅館房租價格報告書〉，報告


日期：1977 年6 月。


作者不詳，〈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臺北：


交通部觀光局，1986 年）。


林俊吉，〈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臺北：交


通部觀光局，1985 年）。


胡圭右、陳良源，〈應邀訪問香港業報告書〉，日期：1986 年4 月11 日至17 日，


地點：香港。


戚嘉林，〈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臺北：交


通部觀光局，1980 年）。


陸緯宇，〈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臺北：交通


部觀光局，1981 年）。


陳瑞義等，〈出席一九八四年第五屆倫敦世界旅展報告書〉，日期：1984 年11 月


28 日至12 月4 日，地點：英國倫敦。


陳克允等，〈參加一九八四年東京世界旅行展覽報告書〉，日期：1984 年12 月13


日至16 日，地點：日本東京。


陳有為、李國奎，〈出席亞太旅行協會第卅六屆年會報告〉，日期：1987 年5 月


16 日至21 日，地點：日本大阪、京都。


黃延齡，〈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臺北：交


通部觀光局，1985 年）。


張學勞、鈕先鈛，〈中華民國觀光友好訪問團工作報告書〉，日期：1980 年5 月


徵引書目


105


19 日至6 月15 日。


經濟部統計處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經濟統計年報．民國八十年》（臺北：經


濟部統計處，1992 年）。


虞為，〈參加太平洋區旅行協會第卅四屆年會中華民國分會澳洲推廣報告書〉，日


期：1985 年4 月7 日至20 日，地點：墨爾本、雪梨、奧克蘭。


劉厚鈺，〈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臺北：交


通部觀光局，1988 年）。


駱慧娟，〈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臺北：交


通部觀光局，1987 年）。


臺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四年來工作報告》（臺北：臺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1961


年）。


（三）回憶錄、傳記


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陳怡如整理，《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臺北：遠流，


2005 年）。


康綠島，《李國鼎口述歷史》（臺北：卓越文化，1993 年）。


黃溪海，《我生之旅──黃溪海七十自述》（臺北：永業，2001 年）。


鄭彥棻，《往事憶述》（臺北市：傳記文學，1972 年）。


（四）史料彙編


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編，《獎勵投資機會問題之研究》，李國鼎先生贈送資料


影本（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1998 年）。


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編，《促進投資方案激發投資意識》，李國鼎先生贈送資


料影本（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1998 年）。


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編，《觀光事業之發展與風景區之開發、觀光旅館之興


建》，李國鼎先生贈送資料影本（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1998 年）。


（五）報紙雜誌


〈豪華郵船泊基港，遊客登岸賞風光〉，《聯合報》，1958 年3 月24 日，版3。


〈接待史坦登輪遊客，大體還算順利〉，《聯合報》，1958 年3 月28 日，版2。


〈社論〉，《臺灣新生報》，1968 年2 月8 日。


〈鼓勵興建大型觀光旅館，提倡中小旅館連鎖經營〉，《台灣區觀光協會會刊》，


期122（1970 年1 月），頁6。


〈興建旅館困難重重，法令規章多如毛牛〉，《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22（1970


年1 月），頁7。


〈美國運通銀行一項觀光服務：決定在台設立「空間銀行」〉，《觀光報導》，期


14（1970 年2 月），頁44-45。


〈我國觀光事業有待積極發展，王章清針對現環境提出具體建議事項〉，《觀光報


戰後臺灣觀光事業－兼論觀光外匯之影響（1956~1987）


106


導》，期15（1970 年3 月），頁48。


〈我國觀光事業有待積極開發〉《台灣區觀光協會會刊》，期125（1970 年4 月），


頁1。


〈行政院觀光審議小組研討決議國際觀光旅館不列特定營業〉，《觀光報導》，期


16（1970 年4 月），頁48。


〈東亞觀光協會四屆大會，六月上旬在臺北舉行〉，《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26


（1970 年5 月），頁3。


〈東亞觀光協會簡介〉，《台灣區觀光協會會刊》，期127（1970 年6 月），頁2。


〈風景特定區廿二處，省府正式公告〉，《台灣區觀光協會會刊》，期128（1970


年7 月），頁11。


〈啟開南部國際觀光事業新頁〉，《台灣區觀光協會會刊》，期131（1970 年10 月），


頁1。


〈中日航線四月廿日斷線，觀光往來難免受影響〉，《台灣區觀光協會會刊》，期


173（1974 年5 月），頁1。


〈觀光飯店禁建宜開放〉，《經濟日報》，1974 年6 月1 日。


〈歐洲觀光事業普遍呈現蕭條〉，《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78（1974 年10 月），


頁6-7。


〈鼓勵興建國際觀光旅館〉，《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79（1974 年11 月），頁


1-2。


〈來臺旅行兼醫牙病〉，《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82（1975 年2 月），頁12。


〈一對日本青年情侶來華依照我國婚禮締結姻盟並在寶島歡度蜜月佳期〉，《台灣


觀光協會會刊》，期185（1975 年5 月），頁4。


〈華航班機將於八月十日首航〉，《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88（1975 年8 月），


頁1。


〈財團法人臺灣觀光協會會務報告〉，《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93（1976 年1


月），頁5。


〈觀光旅館業應否視同工業引起爭論〉，《自立晚報》，1976 年2 月16 日。


〈本會聯合兩團體建議在政策上應將觀光旅館視為外銷工業〉，《台灣觀光協會會


刊》，期197（1976 年5 月），頁1。


〈龐大日本旅行團〉，《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99（1976 年7 月），頁15。


〈星馬港等三○五對佳偶分批來臺歡度蜜月假期〉，《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202


（1976 年10 月），頁8。


〈臺北市旅館客滿，少數人只好住院〉，《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123（1976 年


11 月），頁7。


〈六福村野生動物公園八月一日正式開幕〉，《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234（1979


年8 月），頁15。


〈觀光旅館增加，旅館荒不復存在〉，《台灣觀光協會會刊》，期240（1980 年2


月），頁11。


徵引書目


107


〈大同水上樂園新增「歡樂神龍」發車〉、〈亞洲樂園增設「螺旋飛車」〉，《台灣


觀光協會會刊》，期245（1980 年8 月），頁8。


〈陽明山國家公園付諸規劃，何應欽將軍催生功不可沒〉，《台灣觀光協會會刊》，


期306（1985 年10 月），頁15。


《觀光資料》，期53-


二、專書


（一）中文


Irving S. Friedman 著，美援會經濟研究中心譯，《外匯管制與國際收支制度的演


變》（臺北：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9 年）。


IUOTO 編、李洪鰲譯，《觀光事業對國家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影響》（臺北：台灣


觀光事業研究開發中心出版，出版年不詳）。


John Maynard Keynes 著，陳林堅等譯，《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臺北：


時報文化，1992 年）。


尹仲容，《我對經濟的看法》續編（臺北：美援運用委員會，1963 年）。


交通部觀光局編，《觀光管理》（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77 年）。


交通部觀光局編，《觀光事業專論選集》（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77 年）。


交通部觀光局編，《觀光事業專論選輯．第三輯》（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86


年）。


交通部觀光局編，《中華民國觀光事業紀實》（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81 年）。


交通部觀光局編，《觀光事業專論選集．第三輯》（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86


年）。


交通部觀光局，《台灣地區觀光旅館簡介》（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86 年）。


交通部，《交通部政策白皮書：觀光》（臺北：交通部，2002 年）。


朱大鎔，《觀光政策：理論與實務》（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86 年）。


行政院外匯貿易委員會編，《外貿會十四年》（臺北：行政院，1969 年）。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觀光事業發展》（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86


年）。


李秋鳳，《論台灣觀光事業的經濟效益》（臺北：震古，1978 年）。


李國鼎、陳木在合著，《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下冊（臺北：聯經，1987 年）。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年）。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05


年）。


林鍾雄，《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 年）。


吳濁流，《台灣連翹》（臺北：草根，1995 年）。


吳武忠、范世平著，《臺灣觀光旅遊導論》（臺北：揚智文化，2005 年）。


姚玉璋，《台灣貿易史》（臺北：三民，1966 年）。


戰後臺灣觀光事業－兼論觀光外匯之影響（1956~1987）


108


風雲論壇編輯委員會編，《透視外交內幕》（臺北：風雲論壇，1984 年）。


施淑宜總編輯，《見證：台灣總督府1895-1945（下）》（臺北：立虹，1996 年）。


段承璞編，《台灣戰後經濟》（臺北：人間，2003 年）。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小組，《財團法人台灣觀


光協會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1976


年）。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編，《1956~2000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50 週年紀念特刊》


（臺北：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2006 年）。


高英茂編，《台灣經驗新階段》（臺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1 年）。


唐學斌，《觀光事業概論》（臺南：復文，2002 年）。


殷寶寧，《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臺北：左岸文化，2006


年）。


郭立民編，《中共對台政策資料選輯》（臺北：永業，1992 年）。


陳懷東，《海外華人經濟概論》（臺北：黎明文化，1986 年）。


陳世昌，《台灣旅館事業的演變與發展》（臺北：永業，1993 年）。


許雪姬等著，《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2004 年）。


曾汪洋，《臺灣交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5 年）。


黃寶瑜，《建築．造景．計劃》（臺北：大陸書店，1975 年）。


黃仁德、蔡文雄著，《國際金融：匯率理論與實務》（臺北：三民，1997 年）。


黃溪海，《艋舺、圓山の物語》（臺北：永業，2004 年）。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9）》（臺北：


麥田，2007 年）。


華僑通訊社編，《蔣總統經國先生對華僑言論輯要》（出版地不詳：華僑通訊社，


1983）。


張讚合，《兩岸關係變遷史》（臺北：周知文化，1996 年）。


張清溪等著，《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下冊（臺北：雙葉書廊，1991 年，二版）。


游登良總編輯，《臺灣國家公園史，1900~2000》（臺北：營建署，2002 年）。


葉龍彥，《臺灣旅館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4 年）。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1985 年）。


劉鳳文，《外匯貿易政策與貿易擴展》（臺北：聯經，1980 年）。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臺北：台


灣古籍，2004 年）。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博揚文化，


2005 年）。


薛明敏，《觀光的構成》（出版地不詳：餐旅雜誌社，1982 年）。


薛化元總編輯，《台灣貿易史》（臺北：外貿協會，2008 年）。


魏廷朝譯，又吉盛清著，《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臺北：前衛，1998 年）。


鍾嘉謀，《重返聯合國之路》（臺北：黎明文化，1994 年）。


徵引書目


109


鍾溫清等著，《觀光資源規劃與管理》（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4 年）。


羅惠斌，《旅館規劃與設計──從投資興建到更新維護》（臺北：揚智文化，1992


年）。


嚴長壽，《我所看見的未來》（臺北：天下遠見，2008 年）。


（二）日文


陳石煌，《樂園台灣の姿》（臺北：麗島，昭和11 年）。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明治43


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昭和3 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昭和4 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昭和5 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昭和7 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


部，昭和5 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


部，昭和16 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觀光の栞》（臺北市：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昭和15 年）。


三、論文


（一）期刊論文


李若文，〈日治時期阿里山國立公園〉，《嘉義文獻》，期29（2000 年10 月），頁


59-94。


定治中，〈華僑回國投資的成就與改進〉，《華僑問題論文集》，輯19（1972 年10


月），頁125-132。


楊正寬，〈戰後臺灣觀光政策、行政與法規發展史〉《臺灣文獻》，卷52 期2（2001


年6 月），頁481-495。


（二）學位論文


左顯能，〈觀光地區永續發展規劃之研究──以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為例〉，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9 月。


孟繁周，〈台北市中山北路空間意義變遷之研究──以復興橋至圓山之間為對


象〉，私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6 月。


戰後臺灣觀光事業－兼論觀光外匯之影響（1956~1987）


110


孫義崇，《台灣地區區域空間結構與國家之區域政策──一個初步的社會學分


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


范雅梅，〈論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


脈絡談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7 月。９


陳依萍，〈台灣觀光產業沿革與統計分析〉，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4 年6 月。


黃清浲，〈華僑與國內觀光事業之發展－如何鼓勵華僑回國投資觀光事業、從事


觀光活動〉，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6 月。


劉方瑀，〈被選擇的台灣──日治時期台灣形象建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


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6 月。


蕭肅騰，〈日治時期台灣殖民觀光意象之解構〉，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3 年6 月。


四、網路資料


門司港レトロ倶楽部，http://www.retro-mojiko.jp，下載日期：2009 年6 年16 日。


外匯結匯證制度：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05/cca220003-li-wpkbhisdict


000689-0242-u.xml。下載日期：2009 年1 月20 日。


尼克森震憾，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may/24/today-p10.htm，2009


年4 月20 日下載。


許雪姬等著，《臺灣歷史辭典》，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01/cca220003-li-wpkbhisdict


000001-0041-u.xml，下載日期：2009 年3 月1 日。


觀光局網站資料。資料來源：http://admin.taiwan.net.tw/introduce/info_his.asp, 2008


年2 月13 日下載。



	指導教授	
      	  李力庸(Li-Yung Lee)
      	 	審核日期	2009-7-24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