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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術研究身分識別問題係屬全球性的

重要議題，身為研究員和學者須長期面對

此問題，舉例來說，國際上姓名為

「Wang, Wei」的研究者不知有多少人，

尤其在華人世界，因為中文音譯問題，造

成身分識別更加困難，例如：王維、王

威、王偉、王衛、汪暐、汪瑋、汪巍、汪

渨等英文譯名同樣都是Wei Wang，在眾

多姓名相似者之中，應如何區辨並宣傳自

己的研究活動呢？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採

用身分證字號區別姓名相同的人，藉由給

予每個人一個獨立的識別號，就可以區分

不同的人。ORCID的概念與身分證字號

相似，是用來區別全世界研究學者身分的

識別碼，每一位學者會有不一樣的

ORCID識別碼，讓學者們的學術貢獻與

成就在茫茫學海中，更容易被發現與正確

計量。

貳、ORCID概述

ORCID全名為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目前由一個獨立、社群

導向、跨領域的非營利組織負責營運，免

於落入商業機構的操控，但出版業者也有

與這個組織合作，因此在ORCID的整個

運作當中，其實已獲得一些出版社的背書

認可，所以未來在文章投稿，甚至在整個

資料庫的使用過程也會逐漸帶入ORCID

的概念。

對研究者而言，ORCID提供一個獨

立、獨一無二的永久識別碼，透過這個永

久識別碼，可以與其他研究者做區別。研

究者在整個學術活動的各個層面，都可用

到ORCID，包含：申請獎助、製作個人

簡歷、文章投稿，甚至提升學術能見度與

影響力。ORCID識別碼可與研究者的關

鍵研究工作流程結合，對研究者而言是個

非常有幫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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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識別碼可串聯研究人員與其

研究成果、專業活動，確保工作成果得以

表彰。且ORCID會永久跟隨研究者，即

使研究者轉換到不同單位服務，ORCID

識別碼依舊不變。

目前研究者常遇到必須在多個不同系

統輸入相同資料的問題，例如：學校有教

師績效表現系統，圖書館有機構典藏系

統，科技部有計畫申請系統，老師需重複

將研究成果填寫至不同的系統。如果大家

都認可ORCID，理論上研究者只要輸入

他的研究成果，之後即可將資料同步到各

個不同的資訊系統，因此使用ORCID可

協助解決在多個研究資訊系統重複輸入資

料的問題。倘若學校規定每一位老師都利

用ORCID或是一些整合性機制，將老師

的研究成果全部輸入系統，學校就可以進

一步利用這些資料進行學術能見度或生產

力的分析，讓學校更便於管理老師們的研

究成果。

參、ORCID統計與核心功能

ORCID於2012年10月上線至2015年4

月10日止，已有超過127萬個ORCID識別

碼被註冊，這個數字若以全球的學者數量

來看，應該只是少數，但未來註冊識別碼

的數量會越來越多。ORCID系統有超過

672萬筆學術產出被連結至ORCID識別碼

內，其中超過218萬筆是具有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的著作，代表這些資料

不是濫竽充數，而是真正具有學術嚴謹度

的資料。

ORCID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讓研究者

取得單一識別碼和管理研究活動紀錄的註

冊機制，研究者透過非常簡單的程序，註

冊O RC I D單一識別碼之後，就可在

ORCID系統管理自己的研究活動紀錄。

此外，ORCID提供系統間溝通與認證的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機制，可運用於整合資訊系統。假設學校

的教師績效表現系統已登錄了老師們的研

究成果，可採用批次方式將這些資料轉到

ORCID，利用ORCID提供的API機制，透

過API程式的介接，就可以進行整批資料

的匯入。原則上這個API是開放原始碼，

另外也有一些年度的公開資料，可以用

Creative Commons CC0的條款提供下載。

肆、�ORCID與研究學者的關聯性

註冊ORCID是免費的，取得ORCID

識別碼後，就可以管理個人研究活動的紀

錄，並在系統填入自己的履歷及學術研究

成果等，也可檢索其他研究者的ORCID

相關資訊。研究者可以在ORCID進行註

冊，維護分享自己的ORCID識別碼，以

及ORCID底下的Record Data。此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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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者需經常維護自己的ORCID資料，

目前已有些資料庫管理系統可自動與

ORCID整合介接更新資料。如果個人想

要參與O RC I D的運作，可以去參與

ORCID的Steering Group或Working Group

等，ORCID的網頁也有提供一些公開資

訊，供眾使用。

研究學者可以如何運用ORCID呢？

主要有以下三個步驟：

一、註冊ORCID識別碼

連結至ORCID的註冊網址(ht t ps://

orcid.org/register)，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包含F i r s t  n a m e（名）、L a s t  n a m e

（姓）、Email等，也可設定個人資料或

研究成果要保持公開或隱藏，透過輸入資

料並選擇設定等簡單步驟後，就完成註冊

的動作。

二、在ORCID紀錄中加入專業資訊，並

與其他識別碼連結

註冊完成後，研究者可將個人專業資

訊加到ORCID紀錄，包含在個人資訊部

分填寫簡歷及自傳，以及學歷、經歷資

訊，另有研究成果的部分。研究成果的資

料若要採用逐筆輸入，可選擇“A d d 

Work Manually”（手動加入），也可選

擇利用“Import Works”（轉入），將已

存在其他資訊系統裡的研究成果批次轉

入，另有刪除以及研究成果公開性設定等

基本功能。

ORCID識別碼是一種ISNI名稱辨識標

準的應用，其所在位置於學者個人網頁姓

名的下方，以ORCID.org/後面接一串16個

字的URL呈現（如圖一）。

圖一　ORCID個人資訊頁面及ORCID識別碼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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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在研究成果所支援的作品類

型相當廣泛多元，包含一般常見的21種出

版品，如：書籍、學位論文、期刊文章

等；研討會的文章及海報；有關智財權的

授權專利及註冊的智慧財產權等，及其他

9種特殊類型，如：表演藝術、劇作、舞

作、發明、資料集（dat a set）、演講

等。因此臺灣師範大學有些老師的作品是

屬藝術、音樂類，ORCID也同樣可支援

該作品類型。

若 要 從 其 他 系 統 將 資 料 轉 入

ORCID，需先思考研究學者的研究成果

發表習慣，再選擇可涵蓋大部分研究成果

的系統。假設研究學者主要將成果發表於

期刊，就可從期刊資料庫把研究成果轉入

ORCID，若以投稿國外期刊居多，可選

擇「Web of Science」或「Scopus」進行

轉檔，中文目前則只有「Airiti資料庫」

與O RC I D整合，可將研究成果轉入

ORCID的現有資訊系統如圖二所列。

「Web of Science」和「Scopus」是

目前與ORCID整合的兩個最大引文資料

庫，ORCID也可與「Web of Science」的

Researcher ID或是「Scopus」的ID結合。

若研究者有發表SCI、SSCI、AHCI文

章，就會收錄於「Web of Science」，即

可申請該資料庫提供給研究者的識別碼

Researcher ID，如果研究者有此ID，便能

從「Web of  Sc ience」中轉出資料到

ORCID。「Scopus」資料庫也會給每位學

者一個Author ID，並有演算法自動聚集

學者的著作資料，可利用其中的Author 

Sea rch功能維護著作成果，建置Author 

Profile。即使學校沒有訂購該資料庫，只

要老師的著作有被收錄其中，仍會有

圖二　可將研究成果轉入ORCID的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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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ID並可連結查看Author Profile，只

是無法連結著作摘要及全文。因此不論學

校是否訂購「W e b  o f  S c i e n c e」或

「Scopus」資料庫，都可利用系統幾個簡

單步驟就可將老師較完整且具學術性的著

作成果轉入ORCID。

目前ORCID與其他資訊系統的介接

有兩個方向，一是從外部把資料倒進

ORCID，另一是把ORCID的資料倒入研

究機構的系統，可以有雙向的動作。在

「Web of Science」的Researcher ID，允

許使用者做雙向的動作，可以從ORCID

把資料倒到Researcher ID，只是不保證可

將每一筆資料成功倒入，因為有可能是

「Web of Science」沒有收錄的著作。此

外，ORCID目前在研究成果部分沒有去

除重複的功能，如果將「Scopus」及

「W e b  o f  S c i e n c e」資料分別轉入

ORCID，會發現可能有部分資料是重複

的，但系統會將重複的資料排序緊鄰，以

便使用者進一步自行選擇要保留哪筆資

料，較為正確完整。

當從「S c o p u s」把研究著作倒進

ORCID時，點選連結到ORCID，會有兩

種可能性，一種是尚未註冊ORCID識別

碼，所以會連結到ORCID的註冊介面；

另一種是已有O RC I D識別碼，輸入

ORCID帳號及密碼後，會出現幾個授予

「Scopus」權限選項，包含：自動更新研

究成果（只要在「Scopus」發表新文章，

系統就會自動將資料轉到ORCID）、讀

取研究者在ORCID裡的資料、新增研究

成果以及允許增加其他的ID。

中文資料庫的部分，目前只有

「Airiti資料庫」與ORCID整合，若有中

文學術著作收錄於「CEPS中文電子期刊

資料庫」，研究者可先在資料庫認領自己

的 著 作 ， 再 把 著 作 資 料 整 批 轉 入

ORCID。

三、妥善運用ORCID識別碼

建置ORCID之後，若有持續維護，

就可妥善運用個人的ORCID識別碼，例

如：可在個人網頁註明ORCID識別碼，

也可在投稿、申請補助及各種研究工作流

程中註明ORCID識別碼，讓個人著作與

識別碼做連結，以確保研究成果獲得表

彰。

伍、ORCID與研究機構的關聯性

研究機構致力於識別與串聯研究人員

和他們完整的專業活動，即使研究機構內

建置了教師與研究人員履歷或資訊系統，

但往往需要人為持續更新，且這些資訊無

法隨著研究人員一起在不同機構、甚或同

一機構的不同部門間移動。ORCID能讓

研究機構可靠且明確地連結研究人員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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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完整、正確、現時的研究產出。藉由將

ORCID識別碼整合在研究工作流程的不

同階段，學術社群將更能識別和追蹤個人

身為作者、研究者、受資助人、教師及發

明人等不同身分時的貢獻。

ORCID對於研究機構的助益，最主

要在於追蹤研究學者有哪些著作，進一步

評估這個研究學者的影響力跟生產力。透

過ORCID這個單一識別碼的功能，可以

幫助研究機構作為研究學者的管理機制。

然而，ORCID只有幫助研究學者建立單

一的識別碼、維護學者的著作或個人履歷

等基本功能，並沒有發展進一步的加值應

用功能，因此若研究機構想要做的是研究

學者Research Portfolio或Profile，則需另

外建置Resea rch Por tal或其他類似的系

統。

若研究機構要採用自動化方式做系統

介接及資料轉檔，必須先付費成為

ORCID的機構會員。ORCID的機構會員

有分兩種等級，臺灣師範大學加入的是基

本會員，一年繳交美金 4 , 0 0 0元，但

ORCID只准許一次與一個資訊系統進行

整合。臺灣大學則是加入尊榮會員，一年

會費美金 8 , 0 0 0元，此類會員享有讓

ORCID與很多資訊系統做整合的權限。

ORCID另提供較優惠的聯盟會員價格，

若同時有5∼9個單位加入會員，每個單位

會員費為美金6,000元，未來國內幾個大

學或許可以自組聯盟爭取優惠價。

如果研究機構有績效管理系統，就可

將績效管理系統裡每位研究者的資訊跟

ORCID的紀錄結合，也可編修研究者的

ORCID紀錄，甚至取得研究者的ORCID

更新資訊，例如「Scopus」自動將更新資

料倒進ORCID，可再從ORCID將資料轉

入機構的績效管理系統。而研究機構的基

礎工作，則是必須協助機構研究者註冊

ORCID識別碼。

基本上一個研究機構透過ORCID，

能有效管理教師和工作人員的研究活動資

訊，也可進行學術研究產出追蹤與評鑑，

但前提是要像臺大醫圖有超過百分之九十

幾、將近百分之百的老師都有註冊

ORCID，且資料持續更新，後續分析結

果才具可信度。此外，透過ORCID可建

立與機構內外各種研究資訊系統的互操作

性，方便資料互通移轉，並可改善研究人

員公開紀錄的正確性，促進資料交換，以

符合針對法定研究成果和文章保存的相關

規定。

ORCID有五種機構會員的類型，分

述如下：

一、 大學：此類會員數量居多，有各式各

樣的大學，國外包含：波士頓大學、

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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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臺灣目前有三個學校加入，分

別為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及交通

大學。

二、 研究機構、專業組織：屬於非營利的

出版者，包含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Comput i ng  Ma ch i ne r y (ACM)、

IEEE、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等。

三、 出 版 商 ： 營 利 出 版 者 ， 包 含

E B S C O、E l s e v i e r、T h o m s o n 

R e u t e r s、 S p r i n g e r、W i l e y -

Blackwell、華藝等。

四、 新興網路學術書目計量機構：如

Altmetric、ImpactStory等。

五、 圖書館與相關組織：包含B r i t i s h 

Library、OCLC、中國科學院文獻情

報中心等。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去年已簽署

合約，將來會透過某一些機制，全中國每

一個學者都要註冊ORCID ID，建議科技

部可參考此作法，以加速臺灣學者ORCID 

ID的建置與推廣。

當研究機構要為機構成員建立

ORCID資料前有幾個先決條件，包含：

必須獲得成員允許機構幫他們建ORCID

紀錄，取得成員經常使用的英文名字及

Email，以及付費成為機構會員後，利用

聯盟客戶端憑證（credential）確認所屬研

究機構，並透過ORCID API建立ORCID紀

錄。建立O RC I D紀錄後，成員就有

ORCID識別碼，並收到ORCID寄送來的

ORCID紀錄確認信，讓成員去認領確認

自己ORCID識別碼。目前機構成員的

ORCID識別碼認領率通常較低，因此圖

書館需多費點心思才能提高認領率。

陸、臺灣師範大學導入ORCID

步驟與經驗

一、臺灣師範大學導入ORCID建置計畫

及執行期程

當研究機構申請成為ORCID機構會

員，完成API的開發或程式的介接，機構

還需提供相關建置及推廣計畫資訊給

ORCID。臺灣師範大學的ORCID導入經

驗，是採由下而上的方式慢慢做起，建置

計畫及內容如下所述：

1 設定以本校所有專任教師為帳號建置

計畫對象。

2 由本校校長向教師發出邀請函，邀請

加入本校ORCID帳號建置計畫，確保

教師學術成果，增加國際曝光率。

3 以電子報、網頁或說明會方式加強宣

導與推廣ORCID帳號建置計畫。

4 圖書館學科館員主動收集所屬負責學

科教師相關資料，並以Excel格式文件

建置學科教師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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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計程式批次向ORCID申請並自動創

建帳號。

6 教師確認帳號並使用。

7 由教師與學科館員檢視帳號與其他內

容。

8 持續溝通與宣傳，持續維護與進行新

教師帳號建置。

9 連結本校機構典藏、教師表現及系所

績效管理系統。

0 建立完整臺灣師範大學國際學術平

臺。

臺灣師範大學從2013年加入ORCID

會員，於2014年實際執行導入ORCID，

細部的執行期程規劃如表一。臺灣師範大

學在推廣ORCID時，會連同另一個被暱

稱 為 學 者 F a c e b o o k 的 服 務 ， 即

ResearchGate一起推廣，邀請老師建立帳

號時會詢問是否同時建置O RC I D及

ResearchGate兩個帳號，以便圖書館一併

處理。

當初圖書館學科館員主動收集所屬負

責學科教師相關資料是以Excel方式呈

現，透過這些資訊的編輯建檔，屬於Data 

Collection的過程。當時臺師大圖書館系

統組寫了一個程式，與ORCID的系統做

介接動作，將來可能會把這部分換成自己

的Research Portal。之後，ORCID會自動

發一封信給老師，但當時那封信是用

表一　臺灣師範大學導入ORCID執行期程表

1-2月
p2013年底加入ORCID團體會員
p學科館員ORCID教育訓練

3-4月

pORCID介接程式開發與測試
p4月17日學科館員ResearchGate教育訓練
p5月1日圖書館電子報宣導與推廣

5-6月

p5月22日學科館員確認負責各系所專任老師名單與有效Email
p5月26日撰擬說帖，以校長名義發出公開信
p6月1日圖書館電子報再次宣導與推廣
p6月30日學科館員彙整教師資料給系統組

7月
p系統組批次建立ORCID帳號，並發出帳號確認信函
p學科館員協助教師建置ResearchGate帳號

8-10月
p學科館員持續宣導ORCID與ResearchGate
p學科館員持續追蹤帳號確認情況

11月 p完成帳號建置計畫所有作業與統計，並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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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ORCID紀錄產生過程圖

ORCID的名義發出，很容易被老師們當

成垃圾信，因此後來改以臺師大圖書館的

名義另外寄一封信給老師，通知老師已經

完成ORCID識別碼申請，以提升帳號認

領率。現在ORCID的通知信可以客製

化，建議將Mail Sender設定成自己學校，

應可改善此問題。ORCID紀錄產生過程

詳如圖三。

二、臺灣師範大學導入ORCID成果

臺灣師範大學的老師總數是850人，

依據2013年11月的資料，願意讓圖書館幫

忙註冊ORCID有238人，其中大概一半的

老師有去認領ORCID紀錄，認領率為

49%。根據ORCID本身的統計，平均認領

率大概只有39%左右，所以臺師大的認領

率並不算低。從臺師大註冊ORCID學院

分布統計圖（如圖四）來看，願意讓圖書

館幫忙註冊ORCID的老師主要來自教育

學院與文學院，臺師大的教育學院目前是

全世界QS排名22，本應有不少論文是用

英文發表，而文學院除了外文系，其他學

系可能大多發表在臺灣的期刊，但也有57

位老師註冊ORCID。比較不可思議的是

理學院只有24人，因此理學院還有很大的

成長空間，必須再進一步去做推廣。

即使老師願意去做ORCID認領，但

之後也不見得會去維護，為呈現老師們更

完整學術履歷與提升學術研究成果能見

度，後來圖書館又發了一封信通知老師

們，日後可由學科館員們為老師維護

O R C I D，包含整理與建立老師的

P r o f i l e ( B i o g r a p h y )及匯入老師的

Publ icat ions（Works）。擬請老師於

ORCID頁面中設定學科館員為「代理

人」，由獲得授權的學科館員定期更新維

護老師的ORCID研究資訊，並告知老師

圖四　臺灣師範大學註冊ORCID學院分布統計圖

9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二十四期‧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一月

ORCID發展與應用



登入O RC I D系統後，點選「A c c o u n t 

Settings」，於「Trusted Individuals」

（授權代理人）輸入所屬學科館員之

Email，點選「Search」，接著輸入老師

個人ORCID密碼進行確認，出現學科館

員之ORCID帳號即完成設定。因此館員

們也需註冊自己的ORCID帳號，才能被

指定為授權代理人，協助老師維護

ORCID資料。

臺灣師範大學接下來要建立自己的

「NTNU Research Portal」，畢竟ORCID

的資料仍以英文居多，雖然有華藝的中文

資料可以匯進去，但可能不見得非常完

整，尤其本校又有些不同的特性，所以需

整理本地資料，如：中文著作與學位論文

等上傳至ORCID，以提升本校學術國際

能見度，並與「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系

統」、「機構典藏系統」整合，讓本校的

學術著作管理更為完善。且從研究生開始

建立ORCID，使學術研究成果從追蹤、

管理到發表曝光能更全面性地整合，並深

化國際學術社群的交流。

ORCID其實就像是一個資料Hub或中

心，所有老師的資料可先匯進ORCID之

後再往外延伸很多應用，例如：可以進到

ORCID再匯出到Research Portal、再匯出

至機構典藏，或者是從Research Portal這

邊建資料再匯到ORCID，採用哪一種方

式會比較好做，則是取決於自己學校的生

態。但是終歸需要有一個系統存放老師們

的完整著作，所以臺師大建置了教師績效

表現系統（如圖五），未來期望能與

ORCID整合。

「NTNU Research Por tal」（如圖

六）目前採用的是Elsevier的系統，要整

理老師的著作有些前置作業，需先判斷確

圖五　臺灣師範大學教師績效表現系統 圖六　NTNU Research Portal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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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哪些英文名字為同一老師，因此請

Elsevier先做相同英文姓名的聚集，有了

這個開放平臺，將來我們會再思考如何將

這幾個資料來源進行整合。

臺師大未來也未必會找國內或國外的

廠商來幫忙建置Research Portal，目前我

們在研究康乃爾大學的「VIVO系統」，

是個免費系統，未來如果臺師大建置完

成，或許可收取部分服務費授權給其他學

校使用。現在就我們所知，D-space跟

VIVO都開始處理與ORCID之間的介接，

VIVO的下一個版本有可能會讓ORCID的

資料可直接倒到VIVO，所以未來只要在

ORCID建資料，透過自動化機制，就可

以自動地更新VIVO，單位的Resea rch 

Portal就可以建立起來了。

柒、結語

目前老師們的確常碰到如何整合研究

成果、身分辨識的問題，透過ORCID可

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相信在未來幾年

ORCID的重要性會越來越高。圖書館也

可思考，要等到每個出版社都要求投稿時

一定要有ORCID識別碼再來導入，還是

現在就要先導入ORCID、向老師宣導這

個概念，為未來提前做準備。

臺灣目前多數圖書館都很害怕推展學

科服務，因為館員結構的關係，其實目前

所做的學科服務大概只能達到學科聯繫館

員的功效，因此圖書館就算沒有學科館

員，也可由負責推廣的館員與老師聯繫。

因應一些新工具的發展，正好可讓圖書館

思考如何加強與學校老師們的連結，而

ORCID就是一個新興好用工具，且老師

也有使用ORCID的需求，所以圖書館可

以透過ORCID與老師逐漸建立一些關

係，從一開始邀請老師註冊ORCID，之

後幫老師維護ORCID資料，進而幫老師

建置Research Portal，在這些過程圖書館

館員有更多機會可以與老師們產生聯繫，

因此ORCID也是個讓學術圖書館加強學

科服務的工具。

本文為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二十二「ORCID發展應用與導入經驗分享」

研討會（104.04.24）之專題演講紀錄，由鄭小祺協助整理，並經主講者過目同意刊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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