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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七年內） 

1. 顏志龍 (2012)。渴望心理學的科學革命：從「恐懼管理理論」的研究歷程反

思心理學研究之現狀。本土心理學研究, 38, 103-129。 

2. 顏志龍 (2012)。百年後的心理學家將如何看待現在的心理學研究？本土心

理學研究, 38, 189-200。 

3. Yen, C. L. & Lin, C. Y. (2012). The effect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1), 51-57. (Supported by 

NSC 98-2410-H-606-007-)  

4. 范振傑、顏志龍 (2012)。自我決定理論及其在組織行為的應用。運動管理季

刊，16，27-35。（通訊作者） 

5. Cheng, Y. N., Yen, C. L., & Chen, L. H. (2012).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job Involvement: The moderation of emotional contagion. Military 

Psychology,24,382–396.(corresponding author). 

6. Yen, C. L. (2013). It is our destiny to die: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and 

culture-priming on fatalism and karma bel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8(5), 818-828. (Supported by NSC 99-2410-H-606-003-) 

7. Yen, C. L., & Cheng, C. P. (2013). Researcher effects on mortality 

salience research: A meta-analytic moderator analysis. Death Studies, 37(7), 

636-652. (Supported by NSC 99-2410-H-606-003-) 

8. Yen, C. L. (2014). Why are people with insecure attachments unhappy? The 

mediation of meaning in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5), 

404–408. (Supported by NSC 101-2410-H-606-008-)  

9. 顏志龍 (2014)。實驗法的原理及其在運動和體育研究上的運用。體育學報，

47(4)，475-488。  

10. 黃上銘、顏志龍 (2018)。現行幸福企業評選指標效度之研究：以台北市幸

福企業評選為例。應用心理研究，68，99-129。（通訊作者） 

11. Yen, C. L., Cheng, C. P., Huang C. L., & Lin, Y. C. (accepted). Does awareness 

of death strengthen awareness of self? The effects of existential threat on 

self-focus. Current Psychology. 

 

期刊論文（七年以上） 

1. 顏志龍（1999）。軍隊士氣之研究與測量工具之發展。應用心理研究，1，

187-228。 

2. 顏志龍（2003）。士氣在台灣之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應用心理研究，19，115-135。

台北：五南。 



3. 顏志龍、陳彰儀（2003）。美軍的心理衛生工作簡介及其對國軍之啟示。復

興崗學報，79，55-78。 

4. 陳彰儀、李明霓、顏志龍（2004）。網路應徵者填寫測驗的作假行為：測驗

類型及情境因素的影響。中華心理學刊，46，349-359。 

5. 顏志龍、邱發忠（2008）。台灣軍事心理學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實徵分析研

究。應用心理研究，37，67-93。 

6. 顏志龍、邱發忠（2008）。在台灣心理學脈絡下建構軍事心理學。應用心理

研究，38，11-13。 

7. 董文慧、顏志龍（2008）。轉換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對領導者部屬交換關係

之預測效果：價值觀相似性的中介效果。復興崗學報，91，19-48。 

8. 顏志龍、趙舒禾、王榮春（2008）。影響績效自評的文化及情境因素之探討。

教育與心理研究，31(2)，119-141。 

9. 顏志龍（2009）。死亡威脅下訊息參照架構對說服之影響：調控焦點的調節

效果。中華心理學刊，51，235-250。 (Supported by NSC 96-2413-H-606-002) 

10. Yen, C. L., Yu, C.W., & Chiu, F.C.(2009). The influence of regulatory fit on 

persuasion under different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need 

for cognition. Military Psychology,21(3), 396 – 411. (Supported by NSC 

96-2413-H-606-002). 

11. Yen, C. L., & Cheng, C. P. (2010). Terror management among Taiwanese: 

Worldview defense or resigning to fat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 185–194. (Supported by NSC 95-2413-H-135-001) 

12. 顏志龍 (2010)。組織敘說如何解決組織實務問題。應用心理研究，48，1-5。

（應邀評論） 

13. 唐寧、顏志龍（2010）。死亡威脅及自我覺察狀態對死亡逃避行為之影響。

復興崗學報，99，1-18。 

14. 余一鳴、顏志龍（2011）。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的調節作用，

教育心理學報，43(2)， 477-498。(Supported by NSC 98-2410-H-606-008-) 

15. Yen, C. L., Chao, S. H., & Lin, C. Y. (2011). Field testing of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Journal of AppliedSocial Psychology, 41,1565–1581. (Supported 

by NSC 96-2413-H-606-002) 

16. Yen, C. L. (2011). Terror management in Taiwan: A review of ten mortality 

salience experiments. . In P. Singh, P. Bain, C. Misra, L. Hong & Y. Ohtsubo 

(Eds.), Identity, multiculturalim and changing societies: Psychological, group 

and cultural processes (pp. 141-153). India: MacMillan. (Supported by NSC 

98-2410-H-606-007-) 

17. Yen, C. L. (2011). Can social scientists promote the effects of social influence 

during war? An effect size perspective.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11(1), 49–51.  



研究案 

1. 顏志龍（2006）。「死亡顯著性」對個體「為團隊自我犧牲行為」之影響及

「不當領導」之調節效果。國科會計畫（編號：NSC 95-2413-H-135-001，

執行期間：2006.08.01 至 2007.07.31） 

2. 顏志龍（2007）。「死亡顯著性」對說服之影響：「資源有限性」與「調節

焦點理論」之觀點。國科會計畫（編號：NSC 96-2413-H-606-002，執行期

間：2007.08.01 至 2008.07.31） 

3. 顏志龍（2009）。華人文化下的死亡防衛機制之探討。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 98-2410-H-606-007-，執行期間：2009.08.01 至 2010.07.31） 

4. 余一鳴、顏志龍（2009）。初階軍官的道德認同與疏離(I)。國科會計畫。（編

號：NSC 98-2410-H-606-008-，執行期間：2009.08.01 至 2010.07.31）（共

同主持人）  

5. 顏志龍、林以正（2010）。存在界線理論之發展。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 

99-2410-H-606-003-，執行期間：2010.08.01 至 2011.07.31） 

6. 顏志龍（2011）。意義的追尋與獲得：雙元模式之建立。國科會計畫。（編

號：NSC 100-2628-H-606-001-，執行期間：2011.08.01 至 2012.07.31） 

7. 余一鳴、顏志龍（2011, 2012）。道德疏離與組織疏離對貪腐行為的交互影

響 I。國科會計畫。（編號：100-2410-H-606-006-MY2，執行期間： 2011/8/1 

~ 2012/7/31）（共同主持人）  

8. 顏志龍（2012）。意義的追尋與獲得：雙元模式之驗證。國科會計畫。（編

號：NSC 101-2410-H-606-008-，執行期間：2012.08.01 至 2013.07.31） 

9. 余一鳴、顏志龍（2012）。道德疏離與組織疏離對貪腐行為的交互影響。國

科會計畫 II。（編號：100-2410-H-606-006-MY2，執行期間： 2012/8/1 ~ 

2013/7/31）（共同主持人）  

10. 余一鳴、顏志龍（2013）。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要找關係-公務員的道德

性貪瀆行為 I。國科會計畫。（編號：102-2410-H-606-003-MY2，執行期間：

2013/08/01~2014/07/31) （共同主持人）  

11. 余一鳴、顏志龍（2014）。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要找關係-公務員的道德

性貪瀆行為 II。國科會計畫。（編號：102-2410-H-606-003-MY2，執行期間：

2014/08/01~2015/07/31) （共同主持人）  

12. 顏志龍 (2014)。「我」不想消逝：死亡威脅對自我聚焦之影響。科技部專題

計畫。(編號：103-2410-H-130 -010 -，執行期間：2014/08/01 ～ 2015/07/31) 

13. 余一鳴、顏志龍（2015）。慷「納稅人」之慨-公務員關係網絡建構與貪瀆

行為。科技部專題計畫。（編號：104-2410-H-606 -003 -，執行期間：2015/08/01 

至 2016/07/31）（共同主持人） 

14. 顏志龍 (2015)。死亡威脅所引發之自我聚焦對死亡因應之影響。科技部專題

計畫。(編號：104-2410-H-130 -019 -，執行期間：2015/08/01 ～ 201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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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顏志龍 (2016)。社會心理學實驗的隨機分派受混淆變項干擾程度之探討。科

技部專題計畫。(編號：105-2410-H-130 -009 -，執行期間：2016/08/01 ～ 

2017/07/31) 

16. 余一鳴、顏志龍（2016）。資源邊界論之初探－從公與私資源交互滲透的角

度探討貪污現象。科技部專題計畫。（編號：105- 

17. 2410-H-606 -001 -，執行期間：2016/08/01 至 2017/07/31）（共同主持人）  

18. 余一鳴、顏志龍（2017）。資源邊界論之初探－從公與私資源交互滲透的角

度探討貪污現象(II)。科技部專題計畫。（編號：106-2410-H-606 -002  -，

執行期間：2017/08/01 至 2018/07/31）（共同主持人） 

19. 鄭中平、顏志龍（2017）。由整合分析探討心理學研究的可複製度。科技部

專題計畫。（編號：106-2410-H-006 -035 -，執行期間：2017/08/01 至 

2018/07/31）（共同主持人）  

20. 顏志龍、余一鳴（2018）。國防廉政成效評量指標發展。國防部委託研究案。 

 

研討會發表 

1. 余安邦、王瑞賢、顏志龍（1998）。文化心理學的開展：研究方法與方法論

的思考。發表於「探索台灣田野的新面向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2. 顏志龍、林烘煜（2002）。士氣在台灣之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組織

行為在灣：三十年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心理系。 

3. 顏志龍、陳彰儀（2002）。自評式績效考核中的自謙傾向：評估目的、評估

方式及個人傳統性之影響。發表於「中國心理學會第四十屆年會」。台南：

成功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 

4. 顏志龍、邱發忠（2005,9月）。國軍心理學發展脈絡與展望。發表於「第八

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作戰學校。（口頭報告） 

5. 鄭中平、翁儷禎、顏志龍（2006,8 月）。組成性潛在構念為內生變項時之模

型設定。發表於「第六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

究院。（口頭報告） 

6. 顏志龍、余景文、邱發忠（2007,9 月）。不同軍事任務特性與心戰訊息內容

對說服效果之影響。發表於「第十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台北：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口頭報告） 

7. 顏志龍（2007,10 月）。Field Testing of Regulatory Focus Theory。發表於「台

灣心理學會第四十六屆年會」。台南：成功大學認知科學研究所。（口頭報

告） 

8. 顏志龍、劉幸智、王姿茵（2007,10月）。「死亡顯著性」對個體「為團隊

犧牲行為」之影響及「不當領導」之調節效果。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

十六屆年會」。台南：成功大學認知科學研究所。（壁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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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姿茵、顏志龍（2007,10月）。性別對於成功恐懼與領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死亡顯著性之調節效果。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六屆年會」。台南：

成功大學認知科學研究所。（壁報論文） 

10. 劉幸智、顏志龍（2007,10月）。死亡顯著性對支持領導者程度之影響：性

別及領導行為之調節效果。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六屆年會」。台南：

成功大學認知科學研究所。（壁報論文） 

11. 顏志龍（2008, 10 月）。死亡威脅對態度說服之影響：調控焦點之調節效果。

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七屆年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口頭報

告） 

12. 鄭瑩妮、顏志龍（2008, 10月）。轉型領導對部屬工作投入之影響：情緒感

染力之調節效果。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七屆年會」。台北：台灣師

範大學。（壁報論文） 

13. 顏志龍、林君昱（2009, 9月）。Scared to change or scared to death? The effect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

十八屆年會」。台北：台灣大學。（口頭報告） 

14. 顏志龍、鄭中平（2009, 9月）。Terror management among Taiwanese: Worldview 

defense or resigning to fate?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八屆年會」。台北：

台灣大學。（口頭報告）。 

15. 顏志龍、邱發忠、李文進（2009, 10月）。軍隊精神戰力指標 (MMCI) 之發

展。發表於「第十二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台北：國防大學。

（口頭報告） 

16. 唐  寧、顏志龍（2009, 9月）。穿著防護衣所引發之自我覺察感對死亡防衛

之影響。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八屆年會」。台北：台灣大學。（口

頭報告）。 

17. 陳湘蓉、顏志龍（2009, 10月）。團體壓力對從眾的影響-涉入程度之調節效

果。發表於「當代心理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質化、量化與實証社會科學研討

會」。台北：國防大學。（壁報論文） 

18. 彭郁婷、顏志龍（2009, 10月）。性別對擇偶偏好的影響─死亡顯著性的調

節效果。發表於「當代心理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質化、量化與實証社會科學

研討會」。台北：國防大學。（壁報論文） 

19. 楊亦喬、顏志龍（2009, 10月）。主、次團體突顯性對內團體偏私的影響─

相對剝奪感之調節效果。發表於「當代心理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質 

20. 化、量化與實証社會科學研討會」。台北：國防大學。（壁報論文）  

21. Yen, C. L. (2009, Dec.). Defending or resignation? An exploration of how 

Asians cope with death anxiety. Paper presented at Eighth Conference of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Delhi, India. (Oral presentation) 

22. Yen, C. L. (2010, Aug.). The effect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incarnation belief 

and moder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4th Asian Congress of Health Psychology. Taipei, Taiwan. (Oral 

presentation) 

23. 顏志龍、鄭中平 (2010, 11 月)。實驗者效應對恐懼管理理論實驗效果量之影

響。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九屆年會」。嘉義：中正大學。（口頭報

告） 

24. 黃彥博、顏志龍 (2010, 11月)。心情與自尊對決策嵌陷行為之影響。發表於

「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九屆年會」。嘉義：中正大學。（壁報論文） 

25. Yen, C. L., & Cheng, C. P. (2011, Jan.). Big fishes or a small pond? A 

re-meta-analysis of two decades of mortality salience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US: San Antonio. (Poster) 

26. 顏志龍 (2011, 9月)。軍隊精神戰力指標（MMCI-R）跨軍種效度類化研究。

發表於「第十四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台北：國防大學。（口

頭報告） 

27. 顏志龍、黃金蘭、林以正（2011, 9月)。死亡威脅對情緒之影響：字詞分析

研究。發表於「第七屆國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

（口頭報告） 

28. 顏志龍、鄭中平（2011, 10月)。當死神來敲門：以字詞分析探討真實面對死

亡威脅時之心理變化—Derek,K. Miller 個案研究。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

五十屆年會」。南投：亞洲大學。（口頭報告） 

29. 范振傑、顏志龍（2011, 10月)。自主支持如何滿足基本需求：組織自主支持

量表之發展。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屆年會」。南投：亞洲大學。（壁

報論文） 

30. 游知穎、顏志龍（2011, 10月）。心理距離對擇偶時愛情偏好之影響：建構

層次論觀點。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屆年會」。南投：亞洲大學。（壁

報論文） 

31. 陳柏宏、顏志龍（2011, 10月）。心理距離對超自然現象信念之影響：理性

－經驗系統的調節效果。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屆年會」。南投：亞

洲大學。（壁報論文） 

32. 王秋鳳、顏志龍（2011, 10月）。心理距離對刻板印象的影響：建構層次論

觀點。發表於「台灣心理學會第五十屆年會」。南投：亞洲大學。（壁報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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