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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英文計畫摘要 

 

中文計
畫摘要 

（500 字
內） 

本整合型教學研究計畫著重在東亞與台灣的政經關

係發展的課題上，教學群由宋鎮照、謝文真、周志杰、

王慶瑜、鄭永常、陳欣之、董建宏、蔡增家、蘇俊斌、

張子揚、戴萬平、許甘霖等十二位教授組成，分別開設

東南亞政經、東北亞政經、兩岸政經專題、東亞區域經

濟和貿易、東亞區域安全與外交、日本政治與經濟、韓

國政治與經濟、中國政治與經濟、東協政治與外交、台

灣政治與經濟等課程，課程的安排與設計主要針對東亞

重要國家和東亞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來規

劃，以及在每門課裡都利用三週時間來討論其跟台灣的

關係與發展。本教學研究申請案主要是透過東亞與台灣

的政經關係課程整合，來進行跨院跨系跨校的整合型教

學研究，以提升老師與學生對台灣的東亞事務與發展議

題的興趣與關心，進而培育出東亞事務的人才。 

 

英文計
畫摘要 

（500 字
內） 

This is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or teaching project regarding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and Taiwan. 12 courses 
with 36 credits are designated in this project, such as Special 
Top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on Southeast Asia, Special Topics on 
Northeast Asia, Special Topics on Cross-strait, East Asian 
Economy and Trade,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Diplomacy, 
ASEAN’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and so on.  These courses will be offered from diverse 
fields of expertise, including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economics, history, regional study,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so on.  These offered courses are also combined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colleges and even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eaching research project was focused 
upon the East Asian affairs and Taiwan’s responses and strategie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aiwa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st important for this integrated teaching project is to lift up 
student’s interests on East As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affairs. 
Since Taiwan as a member of East Asian family, it is important for 
Taiwan to take this integrated teaching project seriously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to become expert diplomat for East Asia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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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計畫 

（一）學程開課一覽表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任課學校

及職稱 
開課時間 

課程屬性 

（基礎／進階） 

東南亞政經

專題 

三 宋鎮照 成功大學政

治系暨政經

所特聘教授

第一年開出 基礎（必修） 

兩岸政經專

題中國大陸

政府與政治 

三 王慶瑜 成功大學政

治系副教授

第一年開出 基礎（必修） 

東協政治與

外交 

三 戴萬平 正修科技大

學國貿系助

理教授 

第二一年開

出 

進階（選修） 

東北亞政經

專題 

三 周志杰 成功大學政

治系助理教

授 

第一年開出 基礎（必修） 

日本政經專

題 

三 蘇俊斌 文化大學公

行系助理教

授 

第二一年開

出 

進階（選修） 

東亞海洋關

係史  

三 鄭永常 成功大學歷

史系教授 

第一年開出 進階（選修） 

東亞區位與

都市發展 

三 董建宏 中興大學農

村規劃所助

理教授 

第二年開出 進階（選修） 

東亞區域安

全與外交 

三 陳欣之 成功大學政

治系副教授

第一二年開

出 

進階（選修） 

戰後台灣政

經發展 

三 許甘霖 成功大學公

衛所助理教

授 

第二年開出 進階（選修） 

東亞區域經

濟與貿易 

三 謝文真 成功大學經

濟系教授 

第一二年開

出 

進階（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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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任課學校

及職稱 
開課時間 

課程屬性 

（基礎／進階） 

韓國政經專

題 

三 蔡增家 政治大學國

關中心副研

究員 

第二年開出 進階（選修） 

中國政經專

題 

三 張子揚 南華大學國

際暨大陸系

副教授 

第二年開出 進階（選修） 

備註：學程規劃請分學年度上下學期課程依序規劃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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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大綱格式（一課程一表） 

科號  類別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一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東南亞政經專題 授課教師 宋鎮照 

科目英文名稱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一、課程目標 

基本上，本課程將著重在相關區域理論與政經理論之應用，

透過這些理論分析途徑來探討東南亞國家的政經發展。因

此，本課程的重點有三個部分，第一是對東南亞研究相關的

理論加以探討；第二是討論東南亞十國的政經發展經驗；第

三是討論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和發展。其中第二部

分是本課程的主軸，將分別針對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新

加坡、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和汶萊等十個國

家，深入探討個別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之整體發展。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

講者，請載明

其姓名、單位

及職稱） 

第一週：東南亞與台灣研究議題

第二週：泰國 

第三週：菲律賓 

第四週：印尼 

第五週：馬來西亞 

第六週：越南 

第七週：新加坡與汶萊 

第八週： 柬埔寨與寮國

第九週：緬甸 

第十週：台灣與東協政治

第十一週：台灣與東協經

貿 

第十二週：台灣與東協社

會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成大東南亞各國外籍學生同學會 

地點：成功大學五樓會議室 

時間：十三週～十五週 

課程活動內容：邀請東南亞駐台文化代表處代表來演講、影

片東南亞相關欣賞、與東南亞外籍學生進行文化交流。

四、指定用書 

宋鎮照，1996，《東協國家政經發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宋鎮照，1999，《台海兩岸與東南亞：三角政經關係之解析》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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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長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1995）。

William Case,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Democracy or Less 
(Richmond: Curzon, 2002). 

 

五、參考書籍 

宋鎮照，2003，「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與實務之發展」，《政治學報》，第 35 期，頁 35-99。 

 

宋鎮照、康端嚴，2003，「新馬水供爭議的賽局分析：

Chain-Store 模型的運用」，《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3

卷第 1 期（1 月），頁 1-35。 

 

宋鎮照、林郁，2005，「台灣非政府組織對外發展之機會與

挑戰：以東南亞的社會外交活動為例」，《立法院院

聞》，第 33 卷第 1 期，頁 13~34。 

Syed Farid Alata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State Elites in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4, no.4 (1993),
pp.368-395.  

 

Yilmaz Akyuz, Ha-Joon Chang and Richard Kozul-Wright,
“New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4, no.6 (1998.8),
pp.1-35. 

 

Peter Gibbon, “Civil Society, Politics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mentalist States,” in Social Movements in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eds. By Staffan Lindberg and Arni 

Sverriss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7, 

pp.78-100. 

 

Christopher M. Den, “The New Economic Bilateralism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Convergent or 

Region-Diverg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6, issue 1, (2006.2), pp.81-111. 

 

宋鎮照，2001，「從亞太經合會之發展與挑戰看台灣的因應

策略：政治與經濟的分析」，《遠景季刊》，第二卷第三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54','');�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54','');�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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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7 月），頁 51-84。 

 

宋鎮照，2002，「開創台灣與東南亞新世紀發展關係」，《立

法院院聞月刊》，第三十卷第九期，頁 5-16。 

 

宋鎮照，2004 ，「『南向』政策的社會場域與策略連結：從

東南亞社會文化發展之機會與挑戰談起」，《立法院院

聞月刊》，第 23 卷第 1 期（1 月），頁 61-76。 

 

宋鎮照，2003，「解析當前美中兩國亞太政策下的東南亞發

展策略」，《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7 期（7 月），頁

12-27。 

 

宋鎮照，2005，「解析大陸東南亞研究之變遷與發展」，《政

治學報》，第 39 卷（六月），頁 41-76。 

 

宋鎮照，2006，『建構台灣與東南亞新世紀關係：南向發展

之政經社場域策略分析』（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金榮勇，2001，「布希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與挑戰」，《問題與

研究》，第 40 卷第 6 期，頁 53-67。 

 

星洲互動‧COM 網，「東南亞華人系列」，

http://news.sinchew-i.com/sitemap.html 

 

Syed Farid Alatas,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7, chapter 2, pp.19-42. 

 

Leif Roderick Rosenberger, “Southeast Asia’s Currency Crisis:
A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9, no.3, pp.223-251. 

 

陳三井，白，「談中央研究院的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季刊》，

第一卷第二期，頁 61-65。 

 

陳鴻瑜，1996，「台灣的東南亞研究：回顧與展望」，《東南

亞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頁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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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B. Bobrow, Steve Chan and Simon Reich, “Southeast
Asian Prospects and Realities: American Hopes and
Fears,” The Pacific Review, vol.9, no.1 (1996), pp.1-30.

Chia Siow Yue,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12, no.2 (1999), pp.249-270. 

 

僑委會網站，《華僑經濟年鑑》（東協篇和東南亞篇）2000

年版和 2003 年版。 

 

Vivienne Wee, Chan Yuk Wah, “Ethnicity and Capital: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6, issue 3, (2006), 

pp.328-349. 

 

Seng Tan, “Non-official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Civil 

Society" or "Civil Servi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 

vol. 27, issue 3, (2005.12), pp.370-387. 

 

Chandra Muzaff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Social 

Research, vol. 72, issue 4 (Winter 2005), pp.903-912.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報告/實作規

定） 

分組報告、期中報告（針對所分配的東南亞國家對其政治、

經濟、與社會發展之研究）、期末報告（針對所分配的東南

亞國家對其未來之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進行評估與預測）

七、成績考核 

上課參與：10% 

上課討論：15% 

分組報告：15% 

期中報告：30% 

期末報告：30% 

八、課程網頁之規

劃 
網址：http://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9','');�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9','');�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70','');�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70','');�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12','');�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target~~fullText||arg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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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一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東北亞政經專題 授課教師 周志杰 

科目英文名稱 Seminar on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為冀望以討論嚴謹、參與積極，且兼顧深度與

廣度的雙向互動之上課模式，藉以瞭解台灣身處之東北亞

區域發展概況與重要課題。本課程主題為東北亞各國及區

域之政治經濟議題，討論之重心置於：（一）國家層次的

個案與比較分析：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台灣與香港的

政治變遷與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政府政策與產業及市場之

間的互動；（二）區域層次的權力互動、經濟整合及相關

重要議題：除上述各國之外，將美國、俄羅斯及北韓納入

討論。涵蓋各國權力競逐與互動、安全議題、區域經濟整

合、貿易往來、領土及資源爭奪、區域治理等面向。討論

之議題包括：東北亞區域政治經濟概論、東北亞地緣政治

與戰略情勢之基本結構、強權的區域角色：美國、中國與

日本、其他國家的區域角色：南韓、台灣、北韓、俄羅斯、

朝鮮半島統一與朝核問題、從區域的角度看兩岸關係、領

土糾紛與資源爭議、各國經貿互賴、合作與衝突、東亞發

展模式的要素（出口導向、進口替代、產業升級、國家主

導型資本主義）、日、韓、台政治制度、政府治理與官僚

體系、政企關係、經濟政策，以及政府治理與產業型態之

比較、中國政經改革與日本的經濟復甦之分析、區域內各

國雙邊或三角關係（中日、美日、美日中、中美台、南北

韓、日韓、台韓、中韓、美中日韓）、香港與新加坡發展

之比較、亞洲價值的檢視、東南亞與東北亞區域主義的比

較。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第一週：區域概論 

第二週：東北亞政經分析工具

第三週：區域安全與秩序概覽

第七週：中國大陸的崛起

第八週： 南韓與台灣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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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第四週：區域經濟互動概覽 

第五週：日本的區域角色 

第六週：美國的地位 

第九週：東亞發展模式的

檢視 

第十週：領土與資源爭奪

第十一週： 台灣與東北亞

第十二週：區域化的前景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地點：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四、指定用書 

英文 

1. Alagappa, Muthiah,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Acharya, Amitav.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Winter, 2003/04), 

pp. 149-164. 

3. Beeson, Mark.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4. Chou, Chih-Chieh.. “Implications of Great Power Rivalries 

on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

刊》，Vol.15, No.1. (June 2007) (forthcoming) 

5. Chow, Peter C.Y. (ed.). Economic Integr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Shifting Paradigms in US, China and Taiwan Relations.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 Edward Elgar, 

2007. 

6. Christensen, Thomas J.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 No. 1(Summer 

2006), pp.81-126. 

7. Cohen, W. I. (2000) East Asia at The Cen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Y, U.S.A. 

8. Horowitz, Shale, Uk Heo and Alexander C. Tan (eds.). 

Identity and Change in East Asia Conflicts: the Cases of 

http://www.jstor.org/browse/01622889�
http://www.jstor.org/browse/01622889/di00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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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aiwan, and Two Korea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9. Hsiung, J. C. (2001) 21st Century World Order & the Asia 

Pacific, Palgrave Press, Singapore. 

10. Ikenberry, G. J. (200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in G. Ikenberry and M. Mastunduno 

(ed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Y, U.S.A. 

11. Iriye, A. (1992)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Harvard UP, MA, U.S.A. 

12. Kang, David C.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57-85. 

13. Kang, David C.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Winter, 2003/04), pp. 165-180. 

14. Katzenstein, Peter J. and Okawara, Nobuo.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Winter, 2001-2002), pp.153-185. 

15. Katzenstein, P. J. (2004)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in P. Katzenstein and R. Sil 

(ed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 U.S.A. 

16. Kim, S. S. (1998) China and the World, 4th ed., Westview 

Press. 

17. McDougal, D. (1997)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New Asia Pacific, Lynne Rienner Press. 

18. Simon, S. (2001) The Many Faces of Asian Security, 

Rowman & Littlefield. 

19. Takashi, I. & P. Jain (2000)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oday, Palgrave Press, Singapore.  

20. Thompson, R. (2001) The Pacific Basin Since 1945, 2nd 

ed., Longman Press. 

21. Yahuda, M. (1996)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1945-1995, Routledge Press Ltd. 

 
中文 

1. 李明：《南北韓政經發展與東北亞安全》，（臺北市：五南，

初版，1998 年）。 

http://www.jstor.org/browse/01622889�
http://www.jstor.org/browse/01622889�
http://www.jstor.org/browse/01622889/di00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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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

24 期(2005 年 6 月)，頁 1-48。 

3. 金榮勇：〈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44 卷

3 期(2005 年 6 月)，頁 33-56。 

4.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市：

生智，初版，1999 年。 

5. 周志杰：〈因應東北亞地緣權力互動的新形勢：現狀的認

知、界定與浮動〉，亞洲新情勢及因應對策：「台日論壇」

2005 年東京會議論文集，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東京：

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2006 年 4 月)，頁 423-456。 

6. 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

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43

卷 1 期(2004 年 1 月)，頁 83-104。 

7. 蔡增家：《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

北市：巨流，2005 年。 

8. 蔡增家：《日本轉型：九 O 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

台北市：五南，2004 年。 

9. 李鵬， (2005)，台海安全考察，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年。。 

10.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市 : 五
南，2007 年。 

五、參考書籍 

中文 

1. 李明：《南北韓政經發展與東北亞安全》，（臺北市：五南，

初版，1998 年）。 

2. 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

24 期(2005 年 6 月)，頁 1-48。 

3. 金榮勇：〈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44 卷

3 期(2005 年 6 月)，頁 33-56。 

4.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市：

生智，初版，1999 年。 

5. 周志杰：〈因應東北亞地緣權力互動的新形勢：現狀的認

知、界定與浮動〉，亞洲新情勢及因應對策：「台日論壇」

2005 年東京會議論文集，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東京：

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2006 年 4 月)，頁 423-456。 

6. 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

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43

卷 1 期(2004 年 1 月)，頁 83-104。 

7. 蔡增家：《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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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巨流，2005 年。 

8. 蔡增家：《日本轉型：九 O 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

台北市：五南，2004 年。 

9. 李鵬， (2005)，台海安全考察，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年。。 

10.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市 : 五

南，2007 年。 

 

英文： 

1. Birch, D. (2001) Asia: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Global Age, 

in D. Birch, T. Schirato and S. Srivastava (ed.), Macmillan 

Press Ltd, Singapore.  

2. Dittmert, L. (2000)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in L. 

Dittmer, H. Fukui and P. N. Lee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Y., U.S.A. 

3. Gordon, A. (2003)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Y, U.S.A. 

4. Hoye, T. (1998) Japanese Politics: Fixed and Floating 

Worlds, in C. J. Owen (eds.), Courier Companies, Inc., 

NJ. U.S.A. 

5. Jones, D. M. (1997)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acific Asia, 

Polity Pres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MA. U.S.A.  

6. Lijun, S. (2002) China and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Chen Shui-bian, Ins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eng Lee Press Pte. Ltd., Singapore.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課堂導讀及學期報告 

七、成績考核 
到課/參與討論 20%; 導讀（口頭及書面）20%, 短文 10%,
學期報告 50% (口頭及書面)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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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一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授課教師 王慶瑜 

科目英文名稱 A Study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一、課程目標 

1. 激發同學對大陸政經發展及現況的關心熱忱。 

2. 訓練同學發表與溝通之能力。 

3. 開闊社會科學領域之見識，培養全球性的視野。 

4. 了解大陸政經發展趨勢與個人發展前途之關係。 

5. 對中國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基本認識。 

6. 學習做人的道理。 

7. 培養民主性格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前言、資料閱讀討論：新時期資本主義危機型態

對全球及兩岸的衝擊。 

第二週：中共理論、哲學根據、資料閱讀討論。    

第三週：毛澤東主政期之政治路線(一)、資料閱讀討論。

第四週：毛澤東主政期之政治路線(二)、資料閱讀討論。

第五週：鄧、江、胡主政期之政治（一）及分組討論（一）。

第六週：鄧、江、胡主政期之政治（二）及分組討論(二)。

第七週：媒體教學。                                

第八週：鄧、江、胡主政期之政治（三）及分組討論（三）。

第九週：鄧、江、胡主政期之政治（四）及分組討論（四）

第十週：大陸經濟發展介述（一）及分組討論（五）。 

第十一週：大陸經濟發展介述（二）及分組討論（六）。

第十二週：大陸社會發展介述及分組討論（七）。 

第十三週：兩岸加入 WTO 對兩岸的關係正負面影響。 

第十四週：「兩岸三通議題」在兩岸政府之政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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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新世紀大陸崛起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第十六週：新世紀大陸崛起對台灣的政經衝擊。 

第十七週：馬政府團隊上台後兩岸關係進展探析。 

第十八週：期末考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統一企業  

地點： 台南永康 

時間： 未定 

課程活動內容： 統一企業的大陸投資與發展策略 

四、指定用書 張五岳主編，<<兩岸關係 >>，台北：新文京開發，2003。

五、參考書籍 

1. 王慶瑜，〈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關於國家階段發展觀之

比較〉，《共黨問題研究》，第 14 卷 6 期，(1988 年 6 月)，

頁 32-52。 

2. 王慶瑜，〈馬克思的意識型態觀〉，《東亞季刊》，第 20

卷 1 期，(1988 年 7 月)，頁 30-46。 

3.王慶瑜，〈中共一九七九年外貿體制改革後的特點與其具

體成效探討〉，《東亞季刊》，第 20 卷 3 期，(1989 年 1 月)，

頁 52-79。 

4.王慶瑜，〈戈巴契夫個人政治理念對世局的衝擊〉，《逸仙

中心通報》，第 19 期，(1991 年 9 月)，頁 2。 

5.王慶瑜，〈從馬克思的意識型態看中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共黨問題研究》，第 19 卷 12 期，(1993 年 12 月)，

頁 1-29，。 

6.王慶瑜，〈台灣經濟發展困境的結構功能分析－一個政經

角度的觀察〉，載於《政策月刊》，(2000 年 10 月)，第 63

期，頁 41 48。 

7.王慶瑜，〈正視兩個國際經濟板塊劇烈運動對台的衝

擊〉，載於長榮大學《長榮學報》，第 5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 20。 

8.王慶瑜，〈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四重危機理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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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檢證〉，載於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理論學報》，第 4 卷，

第 1 期，(2001 年春季號)，頁 177 212。 

9.〈台灣政經發展困境的結構功能分析〉，《思與言》， 39

卷，3 期，2001 年 9 月，頁 1-39。 

10.王慶瑜，〈中共建立市場經濟對其官方意識形態變遷的

影響─1979 年~1992 年〉，《成大學報》，2002 年 11 月，頁

169-198。 

11.王慶瑜，〈中共社會主義理論困境的探討〉，載於長榮管

理學院《長榮學報》，第 6 卷，第 2 期， 2002 年 12 月，

頁 85-110。 

12.王慶瑜，〈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四重危機理論」

在中國大陸的檢證〉，《德明學報》，第 21 期，2003 年 5 月，

頁 1-20。 

13.王慶瑜，〈轉變中的中國大陸危機型態〉，《台灣綜合展

望》，第 7 期，2003 年 1 月，頁 132-144。 

14.王慶瑜，〈中國大陸建立市場經濟與意識形態變遷的互

動探討〉，《共黨問題研究》，28 卷，12 期，2002 年 12 月，

頁 56-71。 

15.王慶瑜，〈從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四重危機理論」

看兩岸的政經發展比較〉，《白沙人文社會學報》，第 2 期，

2003 年 10 月，頁 79-114。 

16.張五岳等合著，《中國大陸研究》，（台北：新文京開發

出版，2003）。 

17.張五岳等合著，《兩岸關係研究》，（台北：新文京開發

出版，2003）。 

18.Wang, Ching-Yu,“ A Study of an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and Ideology in Mainland China”,The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Justice Research, 

ISJR 2008 in Adelaide, Australia,2008 August 15-17. 

 

六、作業設計（如考報告題目之擬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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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1. 兩岸政經關係的美國因素分析。  

2. 台商到大陸投資對兩岸的關係正負面影響。 

3. 兩岸政經關係的意識形態因素。 

4. 大陸的兩岸政策發展過程探討。 

5. 兩岸加入 WTO 後的衝擊分析與比較。 

6. 兩岸三通之我見。 

7. 國民黨的現階段兩岸政策分析。 

8. 中共黨的十四大與十五大、十六大會議報告關於兩岸問

題重點分析。 

9. 台灣的兩岸政策發展過程探討。 

10. 台灣年輕一代未來在大陸開拓事業的前途分析。 

11. 大中華經濟圈的現況與前景。 

12. 大陸制定「反分裂法」的衝擊分析。 

13. 陳水扁政府提出國營企業改名造成的衝擊分析。 

14. 兩岸政經關係現況及未來發展之我見。 

15.其他(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研究、大陸外來投資的研究、人

民幣升值問題、大陸人民來台觀光、熊貓增送問題的探

討等等)。 

七、成績考核 

A.上課出席、參與，平時成績 35%。     

B.期末考 40%。   

C.書面報告 25%。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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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一二年開課 教室 擬開設課程 

科目中文名稱 東亞區域經濟與貿易 授課教師 謝文真 

科目英文名稱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s in East Asia 

一、課程目標 

由於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移至亞太地區，其中又以東亞

地區之經濟發展及潛力備受全球矚目，本課程最主要是探

討東亞地區經濟與貿易的發展，加上東亞區域在經濟上之

成功經驗以至於在1997年所遭受金融風暴之打擊都受到其

獨特的政經結構及制度有關，課程設計將以個案研究及實

證分析為導向，加強學生對於東亞區域在經貿發展之基本

認知。 

本課程擬與南部公私立大專院校合作，組成台灣與東亞

區域經貿工作坊，針對東亞經貿議題進行深度討論。期間

將發行電子報及研究通訊以展現交流研究成果，期望能提

供台灣在東亞經貿議題上提出具有創見的建議。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東亞與世界 

第二週：戰後東亞經濟發展 

第三週：東亞各國介紹 I 

第四週：東亞各國介紹 II 

第五週：東亞地區產業及貿易結構 

第六週：東亞金融市場分析 

第七週：WTO 對於東亞經濟體之影響 

第八週：經貿合作工作坊—台灣與大陸 

第九週：經貿合作工作坊—台灣與日本 

第十週：經貿合作工作坊—台灣與南韓 

第十一週：經貿合作工作坊—台灣與東協+3 

第十二週：期末發表—全球經濟整合及東亞經濟圈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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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活動 

 

第一部分：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成大通識中心  
地點： 成功大學成功演講廳 
時間： 課程前期 
課程活動內容： 
   邀請東亞研究相關學者進行之專題演講。 

第二部分：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成功大學校友會 
地點：成功大學成功演講廳 
時間： 課程後期 
課程活動內容： 
  邀請成功大學於中國大陸地區經商之 2~3 位校友 
進行座談會，分享在東亞的實務經驗。 

第三部分：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成功大學校友會 
地點：成功大學成功演講廳 
時間： 課程後期 
課程活動內容： 
  邀請成功大學於東北亞或東南亞地區經商之 2~3 位 
校友進行座談會，分享在東亞的實務經驗。 

第四部分：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南部公私立大學 

地點：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時間： 課程第八週 ~ 第十一週 

課程活動內容： 

  邀請南部各公私立大學針對分配議題進行討論激盪，將

東亞經貿之重要資訊進行系統性整理並進行深度探討，並藉

由工作坊促進各校間的東亞研究之交流，並提供台灣在東亞

經貿議題上提出具有創見的建議。並於工作坊期間發行電子

報及研究通訊以展現交流研究成果。 

四、指定用書 

Multinational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dited by Shujiro Urata, Chia Siow Yue and 

Fukunari Kimura. London; Routledge, 2006. New York, N.Y.  

五、參考書籍 

東亞近代經濟的形成與發展 / 中村哲主編；王玉茹，林滿紅

監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

研究專題中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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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報告分為期中與期末報告。期中報告以同學繳交國家介紹

之書面報告。期末報告以工作坊之針對東亞區域議題探討為

主。除書面報告外並進行研究成果簡報，由所有修課同學進

行互評。 

七、成績考核 

依同學之課堂參與（10%），對課程之貢獻程度（20%），

以及期中報告（30%）與期末報告（40%）之呈現。在期末

報告部分，所有參與課程的同學也將參與互評，並與書面報

告進行綜合評量後給分。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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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一二年開課 教室 27606 

科目中文名稱 東亞區位安全與外交 授課教師 陳欣之 

科目英文名稱 
Regional Security and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in 

the East Asia 

一、課程目標 

講授東亞區域的發展趨勢與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及權力變

化，討論區域內大國間的權力分配與外交政策，區域強權維

持其區域體系穩定的各種外交互動，以及區域內的重大爭議

及衝突。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亞太地區的霸權興衰 

第二週：亞太地區的霸權興衰

(續) 

第三週：美國在東亞的優勢 

第四週：中國的崛起與動向 

第五週：亞太的軍事衝突危機：

台海問題 

第六週：亞太的軍事衝突危機：

東海油氣開發與南沙群島 

 

第七週：日本的動向 

第八週： 朝鮮半島的權力

互動 

第九週：朝鮮半島的核武

問題 

第十週：東協的發展與在

亞太的地位 

第十一週：東亞的經貿整

合 

第十二週：東亞整合與台

灣的挑戰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空軍官校 

地點： 高雄岡山 

時間： 未定 

課程活動內容： 空軍、國防與安全 

四、指定用書 

kenberry, G. Joh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200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charya, Amitav. 2001.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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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書籍 

Berger, Thomas U. 2003. “Power and Purpose in Pacific East

Asia: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pp. 387-422.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1, pp. 81-126. 

 

Copeland, Dale. 2003.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pp. 323-352. 

 

Dent, Christopher M. 2007. “Full circle? Ideas and ordeals of

creating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  The Pacific

Review, Volume 20, No. 4, pp. 447 – 474. 

 

Goldstein, Avery. 2003. “An Emerging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pp. 57-106. 

 

Grieco, Joseph M. 1997.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dited by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Westview Press. pp.163-201.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pp. 167-214. 

 

Kastner, Scott L. 2006. “Does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ke Military Conflict Less Likely?”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6, No. 3, pp. 319-346. 

 

Keohane, Robert O.  and Lisa L. Martin. 1995.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pp. 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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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與課同學須自行選定有關東亞諸議題之題目，於課堂進行口

頭報告乙次，並於期末前繳交書面報告一份。 

期中考暨期末考採申論方式作答。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30%)，期末考(30%)，書面報告(20%)，口頭報告

(2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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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一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東亞海洋關係史 授課教師 鄭永常 

科目英文名稱 The Relation of Marine History of East Asia   

一、課程目標 讓同學了解東亞海洋關係史及認識台灣在其中的地位與影

響。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東亞概念 

第二週：東亞海洋史的範圍 

第三週：古代中日韓關係 

第四週：古代中國與南海關係 

第五週：宋元時中日貿易與文化

之交流  

第六週：宋元時中國與南海的貿

易 

第七週：明初中日琉關係

第八週：鄭和下西洋與馬

六甲興起 

第九週：葡西在東亞海洋

的擴張 

第十週：荷據明鄭台灣的

海洋活動 

第十一週：英法在東亞海

洋活動 

第十二週：海洋與台灣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安平古堡、赤崁樓和附近古蹟 

地點： 台南市 

時間： 第十三週、十四週 

課程活動內容： 瞭解當時台灣與荷蘭時期的海洋活動 

四、指定用書 教師自編 

五、參考書籍 

方真真，《明末清初臺灣與馬尼拉的帆船貿易(1664-1684)》，
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 年。 

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朴真奭，《中朝經濟文化交流史研究》，沈陽：遼寧人民出版

社，1984 年。 

李元淳等著，詹卓穎譯，《韓國史》，臺北：幼獅文化，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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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李寅生，《論宋元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響》，成都：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7 年。 

村上直次郎等著，許賢瑤譯，《荷蘭時代台灣史論文集》，宜

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出版，2001 年。 

依田熹家著，卞立強等譯，《簡明日本通史》，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1989。 

邱平，《走向海洋 :台灣的出路所在》，臺北：:新文京開發，

2006 年 

徐玉虎，《明代與琉球王國關係之研究》，臺北巿 ，1986 年。

張天澤著，姚楠等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

1988 年 

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2000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79 年。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2000
年。 

陳有東，《近世海洋貿易帶：近代世界市場互動中》，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 

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1。 

陳高華等著，《中國海外交通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費正清等著，《東亞文明：傳統與變革》，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1992 年。 

黃鴻釗，《遠東簡史》，香港：開明書店，1997 年。 

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年 

鄭永常,《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臺北：

稻鄉出版社，2004 年。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

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聶德寧，《近現代中國與東南亞經貿關係研史究》，廈門：廈

門大學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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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一、期中考以問題答為主。 

二、期末報告以專題整理為主 

七、成績考核 
期中考(40%)、期末報告(60%)  

出席率低於 50%者不准參加考試;曠課者每次扣總分 5 分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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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二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東亞區位與都市發展 授課教師 董建宏 

科目英文名稱 Eastern Asian Regional and City Development 

一、課程目標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進一步深化，東亞區位／區域發展

已經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在過去，以日本為首的雁行理

論，帶動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而在90年代新的東亞經

濟體的興起，中國與印度的崛起，更強化了東亞在全球經濟

發展的關鍵。 

本課程希望透過對於區域與城市發展理論的研究，去探討，

在全球化的時代，東亞城市與區域發展的前景與困境。讓同

學們透過區位理論與全球城市理論的研討，對東亞的發展有

更深入的理解。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區位發展的歷史意義 

第二週：都市發展與區域成長 

第三週：東亞區域發展史 

第四週：日本與東亞區域發展 

第五週：東亞四小龍與全球經濟

發展 

第六週：東亞城市與當代資本主

義體系 

第七週：全球化與後現代

資本主義 

第八週：全球城市的興起

第九週：區域結盟與全球

經濟發展 

第十週：台灣在東亞的區

位意義 

第十一週：台北、漢城與

上海 

第十二週：台灣的東亞區

位發展策略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地點：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四、指定用書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五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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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書籍 
Sassen, Saskia,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根據課程內容與指定教材，撰寫課程心得報告兩份. 期末並

針對教學內容進行筆試。 

七、成績考核 課程參與 30%（出席率）、課程心得報告 30%、期末考 4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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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二一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東協政治與外交 授課教師 戴萬平 

科目英文名稱 ASEAN Political and Diplomacy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藉國際政治經濟的角度觀察東南亞國家與東協

組織的演變與發展，並以近年有關東協區域整合之區域

現勢議題作為教學與討論的重點。 

 本課程將涵蓋下列重點：東南亞區域歷史、政治、經濟、

軍事概論；東南亞各國之基本外交政策發展。除此之

外，本課程將特別強調在新世紀全球區域整合的潮流

下，台灣與東南亞區域內國家的互動。 

 除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外，本課程亦將穿插東南亞各國

的政治發展、文化發源、社會情形等。但因東南亞國家

眾多，文化多元，發展途徑不一，選修學生應自行自坊

間尋找有關書籍閱讀，以補課堂講授之不足。 

 選修學生透過本課程對新世紀東協政治與外交體系的

探討，能了解台灣與東協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互動

關係。藉由當代東協現勢獲得一般性的國際知識，進而

關心全球性議題，並且與世界接軌。使學生面對台灣的

政治、外交或國際處境，能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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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第一週：課程總覽 

第二週：東南亞國家獨立歷史

與區域發展 

第三週：東協組成的經過、結

構及運作規則 

第四週：印尼國家發展與外交

政策 

第五週：馬來西亞國家發展與

外交政策 

第六週：菲律賓國家發展與外

交政策 

第七週：泰國國家發展與外交

政策 

第八週：新加坡國家發展與外

交政策  

第九週：其他東協國家國家發

展與外交政策  

第十週：期中考 

第十一週：發展趨勢：新世紀

後東協國家的區域政治經濟

合作 

第十二週：政策檢視：南向政

策架構下與台灣對東南亞的

政治經濟策略 

第十三週：他山之石：現階段

東北亞國家與東協國家的政

治經濟發展與戰略 

第十四周：經濟主導：台商全

球布局與東協經濟發展 

第十五週：區域整合架構下台

灣應有的東南亞政治經濟戰

略 

第十六週：期末考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地點：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四、指定用書 

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埔里：暨南大學，1997）。

John Funston,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1 

五、參考書籍 
 Simon S.C. Tay, Jesus Estanislao, and Hadi Soesastro, eds.,

A New ASEAN in A New Millennium (Jakart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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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Khai Leong and Samuel C. Y. Ku,ed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宋鎮照，東協國家政經發展（台北，五南，1998）。 

 顧長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2003）。 

 宋鎮照，建構台灣與東南亞新世紀關係（台北，渤海堂，

2006）。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每週東南亞時事選評與閱讀 

學期報告：3000 字小論文一篇 

七、成績考核 

出缺席 30％（含上課參與與時時選評） 

期中考 20％ 

學期報告 30％ 

期末考 2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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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二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戰後台灣政治經濟 授課教師 許甘霖 

科目英文名稱 Postwar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以「國家與後進發展」為主軸，從政治社會學的取

向重新詮釋戰後台灣政治經濟發展，提供宏觀的歷史–社會

脈絡，作為理解戰後台灣的醫療衛生問題的參考架構。這

是一個集體創作的課程，透過以個別的論文主題為出發點

參與相關文獻的批判閱讀及討論，修課同學可以增進彼此

研究主題的社會廣度與歷史縱深。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課程導論 

第二週：台灣戰後發展的質疑 

第三週：國民黨南京政權 

第四週：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 

第五週：戰後台灣發展分期 

第六週：軍事挫敗與國家地位的危機 

第七週：調節體制與「復興基地」的建設 

第八週：積累體制與「復興基地」的建設 

第九週：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興起 

第十週：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調節體制 

第十一週：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積累體制 

第十二週：九０年代前後的危機 

第十三週：調節體制與「新國家」的追求 

第十四週：積累體制與「新國家」的追求 

第十五週：（重新）以自由看待發展 

第十六週：台灣奇蹟的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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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無 

地點：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四、指定用書 

1. Kanlin Hsu, 2002,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aiwanese 
Developmental State, 1949-1999.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2. Jean Dreze and A. Sen，（2006/1999），《印度︰經濟發展與

社會機會》（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社會科學文獻。 

五、參考書籍 

1. Winckler, E. A. and Greenhalgh, S.（1994/1988），＜分析性

問題與歷史事件＞。Winckler and Greenhalgh 編，《台灣政

治經濟學諸論辯析》第一章（頁 3-26）。台北：人間出版

社。 

2. Winckler, E. A.（1994/1988），＜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各種不

同理論＞，Winckler and Greenhalgh 編，前揭書第二章（頁

27-53）。 

3. 林中平，1988，＜“國家組織”或“大有為的政府”？─從最近

台灣的一些社會經濟學學術會議討論起＞，《台灣社會研

究》，第 1 卷第 1 期，頁 91-116。 

4. 王振寰，1988，＜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從四

本有關台灣發展的研究談起＞，《台灣社會研究》，第 1 卷

第 1 期，頁 117-143。 

5. 姚欣進，2004，＜台灣資本主義研究的問題：評論《誰統

治台灣》、《台灣戰後經濟分析》與《台灣的依附發展》＞，

《台灣社會研究》，第 56 期，頁 133-178。 

6. 張景森，1992，＜虛構的革命：國民黨土地改革政策的形

成與轉化（1905-1989）＞，《台灣社會研究》，第 13 期，

頁 161-194。 

7. 黃金麟，1998，＜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

《臺灣社會研究》，第 30 期，頁 163-203。 

8. 张忠民，2007，＜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

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史林》，第 3 期，頁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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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忠民、朱婷，2007，＜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

策与国家资本企业＞，《社會科學》，第 4 期，140-150。

10. 瞿宛文，2007，＜戰後台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

統治之影響與其他＞，《台灣社會研究》，第 65 期，頁 1-33。

11. 姚人多，2001，＜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

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第 42 期，頁 119-182。 

12. 柯志明，1992，＜殖民經濟發展與階級支配結構：日據臺

灣米糖相剋體制的危機與重構（1925-1942）＞，《台灣社

會研究》，第 13 期，頁 195-258。 

13. 葉淑貞，1992，＜評柯志明著「殖民經濟發展與階級支配

結構」＞，《台灣社會研究》，第 13 期，頁 259-265。 

14. 柯志明，1992，＜答葉淑貞的評文＞，《台灣社會研究》，

第 13 期，頁 267-272。 

15. 段承璞，1992，＜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收於氏編，《台灣

戰後經濟》，第三章，（頁 105-137）。台北：人間。 

16. 陳芳明，1999，〈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

學》，178 期，頁 162-173。 

17. 陳芳明，2000a，＜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

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第 190 期，頁

156-165。 

18. 陳芳明，2000b，＜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

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第 192 期，頁

166-179。 

19. 陳芳明，2001，＜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

陳映真的科學創見與知識發明＞，《聯合文學》，第 202 期，

150-167。 

20. 陳映真，2000a，＜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

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

學》，第 189 期，頁 138-189。 

21. 陳映真，2000b，＜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

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第 191 期，頁 13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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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陳映真，2000c，＜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臺灣新文學史論

可以休矣！─結束爭論的話＞，《聯合文學》，第 194 期，

頁 148-172。 

23. 陳佳利，2007，＜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台

灣社會研究》，第 66 期，頁 105-143。 

24. 李君山，2007，＜“一個中國”原則之史的考察（1900-1950）

－以 20 世紀中國外交承認之遞變為主線＞，《興大人文學

報》，第 39 期，頁 299-328。 

25. 任育德，2006，＜中國國民黨輔選動員機制之建立及其發

展（1950-196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5 期，

頁 71-116。 

26. 吳挺鋒，2003，＜台灣財政平衡的現實與迷思：沒有平等

的成長崇拜＞，《台灣社會研究》，第 51 期，頁 1-50。 

27. 黃樹仁，2002，＜臺灣農村土地改革再省思＞，《臺灣社會

研究》，第 47 期，頁 195-248。 

28. 王振寰、方孝鼎，1992，＜國家機器、勞工政策與勞工運

動＞，《臺灣社會研究》，第 13 期，頁 1-29。 

29. 吳聰敏，1988，＜美援與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社會研

究》，第 1 卷第 1 期，頁 145-158。 

30. 柯志明、Mark Selden，1988，＜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

─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台灣為案例之分析＞，《台灣

社會研究》，第 1 卷第 1 期，頁 11-52。 

31. 金寶瑜，1989，＜農工部門間的資源轉移－從評〈原始積

累、平等與工業化〉開始＞，《臺灣社會研究》，第 2 卷第

1 期，頁 163-177。 

32. 柯志明，1989，＜“所謂的”原始積累－補論與答辯＞，《台

灣社會研究》，第 2 卷第 1 期，頁 179-191。 

33. 游維真，2005，＜1945-1952 年臺灣戰後初期惡性通貨膨

脹之成因應與肆應：金融面之探討＞，《中國歷史學會史學

集刊》，第 37 期，287-323。 

34.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

會研究》，第 2 卷第 1 期，頁 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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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湯志傑，2006，＜重探臺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 1970

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臺灣社會學》，第 12

期，頁 141-190。 

36. 石之瑜，2003，＜「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家

認同參考指標的流失＞，《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4

期，頁 37-66。 

37. 成露茜、熊秉純，1993，＜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

臺灣個案＞，《台灣社會研究》，第 14 期，頁 39-76。 

38. 許甘霖，2002，＜放任與壓制之外──政治化薪資形構初探

＞，《台灣社會研究》，第 38 期，頁 1-58。 

39. 瞿宛文，2001，＜台灣產業政策成效之初步評估＞，《台灣

社會研究》，第 42 期，頁 67-118。 

40. 戴伯芬，1994，＜誰做攤販﹖臺灣攤販的歷史形構＞，《台

灣社會研究》，第 17 期，頁 121-148。 

41. 謝國雄，1992，＜隱形工廠：臺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

《台灣社會研究》，第 13 期，頁 137-160。 

42. 瞿宛文，1989，＜出口導向成長與進口依賴─台灣的經驗，

1969-1981＞，《台灣社會研究》，第 2 卷第 1 期，頁 13-28。

43. 瞿宛文，1995，＜國家與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評論《解

構黨國資本主義》＞，《台灣社會研究》，第 20 期，頁

151-175。 

44. 瞿宛文，2004，＜後威權下再論「民營化」＞，《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 53 期，頁 29-60。 

45. 瞿宛文，2007，＜台灣戰後經濟發展與民主運動＞，《臺灣

社會研究》，第 65 期，頁 183-189。 

46.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

的形成與民主問題＞，《臺灣社會研究》，第 20 期，頁

17-55。 

47. 許甘霖，2002，＜民粹金權主義？黨資本，股市投機與政

治動員＞，收於瞿海源等編，《台灣社會問題研究》，頁

1-74。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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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林國明，2003，＜到國家主義之路：路徑依賴與全民健保

組織的形成＞，《臺灣社會學》，第 5 期，頁 1-71。 

49. 王宏仁、Baniele Belanger，2007，＜移工、跨國仲介與制

度設計：誰從台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臺灣社會研

究》，第 65 期，頁 35-66。 

50. 曾嬿芬，2006，＜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

主義＞，《臺灣社會研究》，第 61 期，頁 73-107。 

51. 瞿宛文、洪嘉瑜，2002，＜自由化與企業集團化的趨勢＞，

《台灣社會研究》，第 47 期，頁 33-83。 

52. 鄭陸霖，1999，＜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

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研究》，第 35 期，

頁 1-46。 

53. 王振寰，2007，＜從科技追趕到創新的經濟轉型：南韓、

台灣與中國＞，《臺灣社會研究》，第 68 期，頁 177-226。

54. 王振寰，2003，＜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論東亞的發展路

徑與轉型＞，《臺灣社會研究》，第 31 期，頁 1-45。 

55. 臺社編委會，2004，＜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

派論述的初構＞，《臺灣社會研究》，第 53 期 ，頁 1-27。

56. 鄭陸霖，2006，＜幻象之後：台灣汽車產業發展經驗與「跨

界產業場域」理論＞，《臺灣社會學》，第 11 期，頁 111-172。

57. 林國明、陳東升，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健

保的公民參與經驗＞，《臺灣社會學》，第 6 期，頁 61-118。

58.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

政治的核心難題＞，《臺灣社會學》，第 4 期，頁 75-118。

59. 趙剛，2006，＜希望之苗：反思反貪倒扁運動＞，《臺灣社

會研究》，第 64 期，頁 219-265。 

60. 林正義，2007，＜“戰略模糊”、“戰略明確”或“雙重明確”：

美國預防臺海危機的政策辯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1 期，頁 1-51。 

61. 陳添枝，2003，＜全球化與兩岸經濟關係＞，《經濟論文叢

刊》，第 31 卷 3 期，頁 33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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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設計 

1. 修課同學須自選一個研究主題（最好是自己的碩論主題），

以之貢獻課程討論。 

2. 授課者對每週主題先行導論（※部分），再由修課同學輪流

就負責文章（編號部分）進行報告（每週 3 篇），最後進

行討論。 

3. 修課同學每週繳交一篇文章之報告摘要（1~2 頁）或閱讀

摘要（1 頁）；於當日中午 12：00 前寄給課程助教。 

七、成績考核 

1. 評分：出席及課堂報告（15﹪），每週閱讀摘要及（30﹪），

學期報告（55﹪）。 

2. 學期報告：所選主題之「5 個統計指標並繪成有意義的圖」

（10％）、「100 條大事記」（15％）；該主題的「分期」及

「依據」（5,000 字，3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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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二一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日本政經專題 授課教師 蘇俊斌 

科目英文名稱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一、課程目標 從授課與報告討論中，使同學了解日本政治與經濟之制度與

運作，以及日本近來的政經發展。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近代日本政治史 

第二週：戰後日本政治發展史 

第三週：日本憲法的頒布與實施

第四週：日本的議會內閣制 

第五週：日本的政黨政治 

第六週：日本的官僚體制 

第七週：日本的地方政府

第八週：從經濟高度成長

到泡沫經濟破滅

的日本經濟發展

與變遷 

第九週：日本對外的政治

與經貿關係 

第十週：中日斷交前的雙

邊關係 

第十一週：日本與中共建

交後的日中台關

係的變化 

第十二週：日本與台灣間

的政治與經濟問

題 

 

三、課程活動 

 

校外合作機構名稱：長榮大學與興國管理學院應用日文系

地點： 台南縣市 

時間： 第十三、第十四週 

課程活動內容：參訪並與日本教授進行交流 

四、指定用書 許介麟、楊鈞池，日本政治制度，民國 95 年，三民書局 

五、參考書籍 
三橋規宏、内田茂男、池田吉紀，ゼミナール日本経済入門，

2007 年，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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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学教養学部国際学科，日本の外交と国際社会：日本

は世界にどう向き合ってきたのか，2005 年，東海大学出

版会 

鳥海靖，近代日本の転機昭和・平成編，2007 年，吉川弘文

館 

鳥海靖，近代日本の転機明治・大正編，2007 年，吉川弘文

館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授課、報告、考試 

七、成績考核 
平時上課分數(含報告)：30％，考試成績（期中與期末考）

7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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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二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韓國政經專題 授課教師 蔡增家 

科目英文名稱 Study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Korea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有三：首先透過老師講授介紹戰後南韓發

展的現狀，以及閱讀指定教材，來培養同學的國際觀；其次

透過分組報告，來讓同學了解南韓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及

外交情勢，讓同學對南韓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最後則是希望

透過期末考試來強化同學對於南韓的印象。 

因此本課程的設計將區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是指定教材

的研讀，其內容包括一本指定教科書，這部分主要由老師每

次固定講授，同學在家自行研讀；其次是一人一組的個人報

告部分，其內容包括南韓政治、歷史、文化及外交等四大主

題，由老師隨機抽點同學上台報告；最後則是期末的筆試。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南韓政治發展史 

第二週：南韓經濟發展史 

第三週：政府與南韓政經體制 

第四週：大企業與南韓政經體制

第五週：朴正熙與重化工業 

第六週：全斗煥與政經微調 

第七週：盧泰愚與經濟轉

型 

第八週：金泳三與自由化

政策  

第九週：亞洲金融風暴與

金大中改革 

第十週：盧武鉉與經濟發

展 

第十一週：韓國經驗與台

灣政經發展 

第十二週：韓國轉型與台

灣經驗比較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地點：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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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用書 
蔡增家，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北：巨

流出版社，2005 年。 

五、參考書籍 

朱松柏，南北韓的關係與統一，台北：商務出版社，2004

年。 

康燦雄，貪瀆者：南韓奇蹟與菲律賓經驗，台北：早安財經

文化，2004 年，第四、六章。 

李明，南北韓政經發展與東北亞安全，台北：五南出版社，

1998 年。 

林秋山，韓國綜論政經外交篇（上、中、下），水牛出版社，

1998 年。 

服部民夫，韓國：人脈與政治文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 

李奉煦，三星密岌：超一流企業的崛起與展望，台北：大塊

文化，2003 年。 

韓大元，韓國國會，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年。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本門課程主要要求有以下四點：首先所有選修者必須事

先閱讀指定的教材與文章，並積極參與課堂上的討論，老師

會儘量將每週的閱讀量控制在 50 頁之內，上課方式皆由老

師針對該週主題進行講解，同時老師會不定時提出問題，請

同學回答。 

其次一人一組的期間報告必須要有書面報告，並由老師

抽點進行 10 分鐘的課堂報告，書面報告字數在 1000 字以

內，內容包括讀後個人心得及看完電影後之心得，此報告在

期間共有四次，必須要在討論當天繳交。 

第三、選修的每位同學都要參與期末考試，因此同學必

須平常注意老師聽講，考試題目皆在上課指定教材當中； 

最後老師相當注重出席率，老師會在學期當中進行二次無預

警點名，希望同學沒有正當理由時不要任意缺課。 

七、成績考核 

課堂出席     20﹪ 

團體報告     40﹪ 

期末考試     4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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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號  類別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

程/學分

數 

三 

上課時間 擬第二年開課 教室  

科目中文名稱 兩岸政經專題 授課教師 張子揚 

科目英文名稱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 

一、課程目標 

中國改革開放迄今20年，人民享有愈來愈多的經濟自由，但

政治自由的空間卻仍非常有限，對西方比較政治理論，特別

是現代化理論構成挑戰。本課程企圖利用政治經濟分析，解

釋此一現象。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第一週：導論─共黨解放前的中

國 

第二週：毛澤東思想的傳承 

第三週：經濟改革的過程 

第四週：中國式聯邦主義 

第五週：農村改革與工業化 

第六週：國有企業改革與私有化

第七週：金融市場與經濟

管制 

第八週：中國經濟成就的

原因 

第九週：中國政治停滯的

原因 

第十週：兩岸關係的過去

第十一週：兩岸關係的現

在 

第十二週：兩岸關係的未

來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  

地點：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四、指定用書 

楊光斌等著，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與對外關係，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007 年。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

─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時報出版社，2001 年。 

五、參考書籍 
Ken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WW Nort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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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The MIT Press, 2007.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七、成績考核 心得報告 30% ，期中考 35%，期末考 35%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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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說明 

1、 學程主旨。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正進行世界新秩序之建立，跳脫

以往以美蘇兩極對立的格局，並邁向一極多強或是多極的國際

現象。同時，全球政經發展也呈現出三大板塊化的發展現象，

即北美、歐盟、和東亞，尤其是近年來東亞區域經濟的高度成

長與發展，備受全球關注，各國紛紛採取面向東亞或是向東亞

靠攏的政經策略。讓東亞政經研究也成為一門區域研究的顯

學，對於新世紀的東亞各國的政經事務更備受重視。 

基本上，東亞主要包括有東北亞、東南亞、和兩岸，近年

來隨著東亞經貿的快速成長，讓東亞區域經濟的建構與推動備

受矚目，尤其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更是東亞各國積極推動

的目標。在欣欣向榮的東亞經濟區裡，東亞的區域危機卻也存

在於此三大次區域，包括兩韓對立、兩岸敵對與南海問題，這

些危機關係到東亞的政經穩定與否。換言之，東亞區域充滿著

市場經濟商機，卻也潛藏著政治衝突危機，在新世紀時代裡，

如何掌握東亞政經脈動以及熟悉東亞事務實屬重要，而對於東

亞與台灣的新世紀政經關係發展之相關課程的整合設計，實乃

有需求與迫切性。 

因此，在面對東亞區域的政經發展與政經秩序的重建，以

及掌握東亞政經發展的脈動之際，對身為東亞一個成員的台灣

而言，勢必要重視新世紀的東亞政經事務與發展。而且台灣的

未來更無法脫離東亞政經圈，也唯有在東亞地區掌握政經結構

優勢，才能讓台灣擁有永續發展的優勢。而「立足台灣面向東

亞」無疑將是台灣政經發展的重要策略。 

基於上述所言，本學程的主旨主要有五：第一，培養大學

生或研究生對於東亞政經事務的興趣，進而關注東亞政經事務

的發展，以及關心東亞周遭國家的政經變遷，有利於國人掌握

東亞政經發展的脈動。第二，可以提高大學生學習東亞政經事

務，有利於其未來參與東亞政經事務，可以多培養台灣熟悉東

亞事務的新世紀外交人才，提高台灣參與東亞政經事務的介

面。第三，可以提供更多思考空間來促進台灣在東亞的實質外

交的影響力，以及突破台灣當前的外交困境和擴大台灣在東亞

的政經外交舞台。第四，提高南台灣對於東亞政經事務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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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重視，讓南台灣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東亞學程的設計。

第五，本學程整合了政治、經濟、歷史、都市、社會、文化、

安全、外交等不同面向與訓練，有助於研習者獲得全方為的東

亞觀與東亞和台灣的關係。 

 

2、 學分規劃原則。 

本學程的學分規劃主要根據本整合型教學計畫研究，針對

東亞與台灣政經發展和東亞事務訓練的需求，以及根據師資專

長整合和跨系與跨校的組合考量，並從東亞事務專業角度與修

習生訓練的專業課程需求，特規劃出十二門課三十六學分的學

程，分成基礎必修與進階選修的課程，試圖強化學生的基礎練

訓與進階興趣的專業選修，更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讓修習

生不僅可以瞭解與熟悉東亞區域的政經發展，以及對東亞事務

的熟稔，並可以從台灣本身的優劣地位處境，思考台灣在東亞

區域的定位和發展策略，關心新世紀東亞與台灣關係發展的政

經外交事務，更是當前國家區域發展的主軸，台灣不能不面對

周遭的東亞事務與發展，台灣立足於東亞，更要面向東亞，才

是台灣發展的基礎。因此，36 學分與 12 門課程之規劃無非是

要提供一個全方位且紮實訓練的教學課程組合。 

此外，本學分課程之規劃原則，不但重視上述課程的組合

與整合而已，更強調課程內容上要重視台灣和東亞關係的發

展，或是台灣在東亞的定位，每一門課的課程設計都會要求在

第十到第十二週將台灣放入，即東南亞政經專題將重視東南亞

與台灣的發展、東北亞專題也會特別重視東北亞與台灣的政經

關係發展、或是日本政經專題課裡也會強調台日關係發展。除

了台灣政經專題，但也會在台灣政經專題課裡要求重視台灣與

東亞區域的關係與發展。因此，不僅僅只是在課程間的整合設

計而已，還重視課程內容的整合，希望透過這兩層的整合，可

以讓修習生更瞭解東亞與台灣的政經關係與發展，以提高修習

生的學習興趣。此外，雖然強調新世紀東亞與台灣的政經發

展，但也特別強調東亞的歷史或是戰後的發展歷程，可以提供

學生一個堅實的東亞和台灣的背景，提供學生掌握東亞的脈

絡，再進而面對新世紀的東亞和台灣的關係發展，循著過去的

軌跡定能提供台灣思考其東亞發展策略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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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政經專題 

3、 學程結構圖（含開課教師及開課學期配置）。 

本教學研究整合型計畫修業時程為兩學年（四個學期），

時間是從 2008 年 8 月開始至 2010 年 7 月，總共規劃有三十六

學分，十二門課，每門課三學分。請參照學程結構圖，以及學

程開課一覽表，原則上每學期開三門課，在四個學期裡開出十

二門課。其規劃與說明如下： 

 

   學程結構圖 

 
 

 

 

 

 

            

 

 

 

 

 

 

 

 

 

  

第一學期將由政經所宋鎮照老師開授「東南亞政經專

題」、政治系王慶瑜老師開授「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和正修

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戴萬平老師開授「東協政治與外交」，主

要目的讓修習學生接受紮實的區域理論與區域政經事務的基

礎訓練。尤其對東南亞、東協、中國政經事務之深入瞭解，有

助於修習生對東亞事務的熟稔，進而關心東亞周遭國家的政經

事務與發展，有利於開拓學生的東亞區域觀與提高外交涵養，

進而從東亞看台灣的發展策略，或是從台灣面向東亞。也可以

符合國家當前的發展策略基礎：台灣立足、心懷兩岸、面向東

亞、走向全世界。 

東協政治與外交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第一學期

東北亞政經專題 日本政經專題 東亞海洋關係史 第二學期

東亞區位與都市發展 東亞區域安全與外交 戰後台灣政經發展 第三學期

東亞區域經濟與貿易 韓國政經專題 兩岸政經專題 第四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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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與第三學期以東亞區域不同面向的學科訓練為

主，是以選修的進階課程，課程包括政治系周志杰老師開授「東

北亞政經專題」、文化大學公行系蘇俊斌老師開授「日本政經

專題」、和歷史系鄭永常老師開授「東亞海洋關係史」專題。

第三學期的選修進階課程包括有中興大學農規所董建宏老師

開授「東亞區位與都市發展」、政治系陳欣之老師開授「東亞

區域安全與外交」、和公衛所許甘霖老師開授「戰後台灣政經

發展」。基本上，第二學期以東北亞為主體，讓修習生可以進

階學到不同面向的政治、經濟、歷史等發展，強化學生對東北

亞事務與專業素質的培養與訓練。而第三學期則強調東協、台

灣與東亞都市的研究，偏向東亞重要的國際組織、台灣經驗和

東亞都市發展變遷，是更深化與進階的課程訓練。 

    第四學期的進階選修課程偏向於針對特定重要國家的研

究，這包括由經濟系謝文真老師開授「東亞區域經濟與貿易」、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的蔡增家或韓松沃老師開授的「韓國政經專

題」、和南華大學國關暨大陸系張子揚老師開授的「兩岸政經

專題」。強調東亞三個重要的經濟體，探討其國內的政經發展

與策略，以及其對東亞的影響，是否可以提供台灣學習的經驗

與策略。此進階選修更有助於修習生對單一的東亞大國有進一

步的瞭解，甚至可以專注於台灣與這些國家的新世紀關係發

展。 

 

4、 學程網頁規劃。 

    在本教學研究整合型計畫通過補助，執行兩個月內會建立

本學程的網頁，將所有的課程大綱先放在網頁上，並將與其他

東亞事務或相關資訊網頁建立連線，並盡可能掛上相關的時事

新聞、報導和重要期刊論文，以供修習生或有興趣的學生和民

眾上網參觀。網頁的設計將重視東亞各國或是區域的政治、經

濟、社會、歷史、文化議題，試圖讓此網頁成為東亞與台灣政

經與事務教學課程的提供，也可以結合時勢的相關報導與資料

收集，提供各大學師生與社會大眾一個課程學習或是教學資訊

參考的一個平台。 

 

5、 創意及特殊規劃：申請之學程計畫若有突破傳統教學方式之

處，請詳細說明其創意所在及特殊規劃之構想。所提計畫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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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若曾經獲得教育部顧問室補助，請說明此次課程規畫與上次

課程規畫不同之處，或有所突破改進之處。 

本學程計畫對於課堂上的內容設計非常重視，強調三方面

的重點，第一強調相關區域和發展理論的訓練，讓學生有紮實

的理論基礎。第二，重視東亞與台灣關係之政經發展，正如前

所述，每個課程至少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一的授課時間來討論其

與台灣的互動關係。第三，重視實務經驗的瞭解和時勢現況的

分析，這可以透過到東亞各國駐台機構去參觀訪問、或是延請

駐外單位的代表官員來演講交流。甚至老師和學生可以組團到

東亞國家去跟大學或官方進行訪問。此外，也會跟外交部亞太

司積極聯繫與配合，以提供最新的東亞資訊和台灣在該國的情

況，或是前來共同舉辦東亞事務研習營，以提高學生在東亞事

務上的本質學能。 

 

6、 其他。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與設計可以說全面地涵蓋了整個東亞區

域，為南台灣地區的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東亞教學學程，有助

於南台灣對東亞區域政經事務學習的興趣，亦可以稍微調整南

台灣向來比較以當地社會或是國內取向的課程設計為主，這是

南台灣學子學習東亞事務學程的機會。此外，為再強化東亞學

程課程之應用與瞭解，也會積極舉辦東亞與台灣新世紀關係的

研討會、小型的座談會與 WORKSHOP、和教學群教授間的經

驗和教學技巧的分享。同時，也會積極地邀請東亞各國駐台相

關單位的官員代表、專家、教授來演講，講授最近台灣與該國

的外交和經貿關係，讓台灣在新世紀的東亞發展秩序中能夠早

到自己的優勢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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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程修業規範 

 如前文所述，本學程規劃四學期十二門課，總共三十六學

分，主要對象為碩博士研究生（含國內與國際學生），但同時也

會對高年級大學生開設一些課程。基礎必修課有三門共九學分，

進階選修課有九門共二十七個學分。為讓本學程之課程選修更有

彈性，無先修後修的規定。凡就讀本學程之學生，只要修滿三門

必修課和任選兩門進階選修課，總共十五學分，方可取得本學程

的修業證明。而大學部學生則只要任修習五門課（包括必修和選

修），便能取得修業證明。此外，本學程分四個學期，並上下學

期開課，學生每學期至多可選三門課，同時為確保授課教學品

質，研究所的班上課學生數以不超過二十人為原則，大學部的學

生以不超過四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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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最重要的是將建構一個專屬本教學和研究的網頁，

提供最新的教學動向、授課內容大綱、資料建構、最新新聞

提供、和一些學術研討會、座談會、研習訓練、或是參訪活

動等資訊，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東亞事務資訊網站。 

預期成
果 

 有關本教學研究案之預期成果，從上述的說明，不外可以

提出如下幾點：一是建立一個東亞與台灣政經發展的教學

群，甚至未來建立一個東亞事務研究中心。二是提升南台灣

學生對東亞事務的興趣和參與東亞事務活動的意願，將為台

灣未來東亞發展有所貢獻。三是有助於參與授課老師的學術

參與，積極參與研討會和學術座談。四是本學程的課程設計

與規劃提供多元的選擇，是一個全方位的學科整合的，提供

一個相當完整的課程訓練。五是在兩年內舉辦四場研討會、

四場研究與課程教學的工作坊討論、每個一至兩個月舉辦一

場演講、每年一場東亞事務研習訓練、每年舉辦一次國內或

國外組團參訪，瞭解東亞政經與事務。 

 

（二）內容說明 

1、主題整合之意涵。 

針對台灣立足於東亞，以及與東亞各國的政經貿易關係密

切，又面對台灣經濟邊緣化，以及東亞政經秩序的重建，台灣

自不能置身度外於東亞政經之外。尤其當東亞經濟崛起，東亞

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意識強烈，面對東亞經濟圈的推動，亞太經

合會（APEC）的發展，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或是東協加一，

中國大國角色的外交，美中日三角外交關係等，對於東亞事務

的瞭解有其迫切性。針對此迫切性，東亞與台灣政經關係發展

此一學程基本上是一個整合的課程，整合了幾個重要議題與面

相：一是不但對東亞整體本身，也對東北亞、東南亞、兩岸進

行次區域深入的介紹和講授課程。二是整合不同領域不同系所

的教授（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公共行政、都

市規劃等）和不同專長訓練（如政治經濟學、東北亞、國家發

展、都市規劃、外交策略等），連結起這開設的 12 門課。三是

除了設計有基礎必修與進階選修的配置之整合外，也強調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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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東亞的政治、經濟、外交、社會面來授課與探討，然後針

對次區域如東南亞、東北亞、和兩岸，進行次區域的政經分析

與授課，然後再針對單一國家（如日本、中國、南韓、台灣）

的修課，深入探討東亞重要國家的政經發展經驗。在每個課程

裡有四分之一的部分討論台灣與東亞、或是台灣與各國、或是

台灣與次區域的關係討論。 

此研究主題將由宋鎮照教授等 12 人的教學研究群來開

課，並從其開課領域中選擇研究議題，並發表相關論文，主要

研究議題的內容將針對東亞政經發展與事務、或是東亞與台灣

雙邊政經發展、或是台灣的東亞定位和挑戰、或是兩岸關係發

展、或是對東北亞、東南亞等，研究面相可以是政治、經濟、

社會、貿易、軍事、安全、外交等議題。這些研究對授課教師

本身的專業領域不僅有幫助，同時亦有助於教學內容的深化。

因此，本教學計畫案之進行，可以說在教學和研究上相互支援

與互補，不但可以提高教師參與授課意願，也將提升其教學品

質，有利學生學習。最終此教學群亦可以發展成一個東亞和台

灣政經關係發展的研究群或是研究中心。 

 另外，除了在教學與研究上的重視和鼓勵外，在兩年內也規

劃一系列的活動與資料提供，十二位老師將積極參與和協助。

在活動方面包括有：舉辦一連串的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官員、

企業家前來演講，重視到校外或是國外進行實地參訪的活動，

舉辦四場的教學和研究的工作坊，並舉辦四場的小型國際研討

會，舉辦研習營活動或訓練，積極舉辦東亞事務與發展的座談

會，以利於師生適時掌握東亞和台灣發展的政經脈動和課程內

容的充實。在資料的收集上，將東亞和台灣的政經貿易社會文

化等重要新聞，和當前重要的研究論文期刊，有系統的整理，

以便建立一個教學和研究所需的資料庫。  

 最後，最重要的是將建構一個專屬本教學和研究的網頁，提

供最新的教學動向、授課內容大綱、資料建構、最新新聞提供、

和一些學術研討會、座談會、研習訓練、或是參訪活動等資訊，

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東亞事務資訊網站。 

 

2、預期成果。 

 有關本教學研究案之預期成果，從上述的說明，不外有七：

一是建立一個東亞與台灣政經發展的教學群，甚至未來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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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東亞事務研究中心。二是提升南台灣學生對東亞事務的興趣

和參與東亞事務活動的意願，將為台灣未來東亞發展有所貢

獻。三是有助於參與授課老師的學術參與，積極參與研討會和

學術座談。四是本學程的課程設計與規劃提供多元的選擇，是

一個全方位的學科課程整合的，提供一個相當完整的課程訓

練。五是在兩年內舉辦四場研討會、四場研究與課程教學的工

作坊討論、每個一至兩個月舉辦一場演講、每年一場新世紀東

亞事務研習訓練、每年舉辦一次國內或國外組團參訪，瞭解新

世紀東亞政經與事務的發展。六是要求授課老師每年至少在國

內或國外參與東亞相關的國際研討會，並發表一篇論文。七是

熟悉東亞政經事務的學生可以被鼓勵或是培訓成東亞外交人

才。 

3、其他。 

      本學程也重視外語能力的訓練，和對外交事務的實習訓

練，在課程裡的閱讀資料也盡量多一些外文資料，同時盡量安

排兩三門課可以以英文來授課，以訓練學生適應課堂的英文教

學。此外，也將安排一些國內外商、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
或駐台辦事處單位之參訪。亦或是安排短期的國外參訪（如日

韓或東南亞國家），以提高對東亞外交事務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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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學術活動表（請規劃相關學術活動，以下活動方式僅供參

考，請依各計畫實際規劃，自行增刪活動方式及格數。） 

（一）研討會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一 

 

台灣與東南亞政
經關係與發展研
討會：定位、挑
戰與出路 

 

2008 年 12
月 

一、論文發表 

二、相關單位拜會
活動 

三、參與學者與本
系所教師和學
生交流討論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
者參與並發表論
文，將邀請越南、菲
律賓、泰國、馬來西
亞、印尼、新加坡各
一名學者。並邀請東
南亞各國駐台代表
參與。 

 

二 

 

台灣與東北亞政
經關係與發展研
討會：定位、挑
戰與出路 

 

2009年 5月

 

一、論文發表 

二、相關單位拜會
活動 

三、參與學者與本
系所教師和學
生交流討論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
者參與並發表論
文，將邀請日本、韓
國、大陸學者參與，
並邀請日、韓駐台重
要官員參與。 

 

三一 

 

兩岸政經關係與

發展研討會：定

位、挑戰與出路 

 

2009 年 124

月 

一、論文發表 

二、相關單位拜會 

活動 

三、參與學者與本 

系所教師和學

生交流討論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

者參與並發表論

文，將邀請大陸、美

國、日本、香港與澳

門之學者參與。 

 

四 

 

台灣與東亞之政
經研討會：區域
安全與發展 

 

2010年 5月

 

一、論文發表 

二、相關單位拜會活
動 

三、參與學者與本系
所教師和學生
交流討論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
者參與並發表論
文，將邀請日本、韓
國、大陸、東南亞國
家之學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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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一 

 

東亞事務研習活
動 

 

2008 年 11
月 

 

邀請東亞事務專家學者 

 

訓練學生
瞭解東亞
事務與外
交能力 

 

二一 

 

參訪南台灣國際

非政府組織

（INGOs）研習

活動 

 

2009 年 3 月

 

研究生參訪活動 

 

瞭解台灣

的國際非

政府組織

之運作 

 

三 

 

東亞政經研究國
際合作參訪 

 

 

2009年 4月
（第一年）

 

2010年 1月
(第二年) 

 

參訪日韓重要東亞研究機構
（為期 8天） 

 

參訪越南、泰國、新加坡與
印尼（為期 12 天） 

 

參與人員
為計畫主
持人和一
至兩名研
究人員前
往。同時帶
領有興趣
的大學生
和研究生
組團前往 

 

（三）工作坊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 一 

 

座談討論（I）：

東亞與台灣政

經關係學程教

學設計與整合

之檢討 

 

2008 年 1011

月 

 

以討論和交流方式進行，進

行時間約兩小時。針對本學

程教學經驗分享與意見建

議，如何有效整合學程的教

學績效與課程的整合度。同

時，分享東亞與台灣政經關

係發展的心得分享。 

 

每學期舉

辦一次為

原則（參與

者繳交書

面報告）參

與者包括

十二位教

學群老

師，加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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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 

 

2 二 

 

座談討論

（II）：東南亞

與台灣關係發

展與教學經驗

分享 

 

2009 年 46 月

 

以討論和交流方式進行，進

行時間約兩小時。針對本學

程教學經驗之分享與意見，

如何有效整合學程的教學績

效與課程的整合度。同時，

分享東亞與台灣政經關係發

展的心得分享。 

 

同上 

 

3 

 

座談討論

（III）：東北亞

與台灣關係發

展與教學經驗

分享 

 

2009 年 10 月

以討論和交流方式進行，進

行時間約兩小時。針對本學

程教學經驗之分享與意見，

如何有效整合學程的教學績

效與課程的整合度。同時，

分享東亞與台灣政經關係發

展的心得分享。 

 

同上 

 

4 

 

座談討論

（IV）：海峽兩

岸四第關係發

展與教學經驗

分享 

 

2010 年 4 月 

以討論和交流方式進行，進

行時間約兩小時。針對本學

程教學經驗之分享與意見，

如何有效整合學程的教學績

效與課程的整合度。同時，

分享東亞與台灣政經關係發

展的心得分享。 

 

同上 

 

（四）演講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一 

 

邀請東亞各國駐

台單位代表、官

員、學者或專家 

 

每個月舉辦

一次 

 

針對台灣與該國的政經關係

和發展之相關議題 

 

 

二 

 

邀請國外專家學

者 

 

每半年一次

 

針對台灣與東亞情勢關係分

析，並提供老師與同學台灣

之東亞區域的治理作為 

 

亦可以同

時透過來

參與研討

會外，並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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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專題演

講 

 

（五）電子報 

編號 名稱 時間 內容 備註 

 

1 一 

 

台灣對東亞區

域相關新聞與

報導 

 

2008/8~2010/7

 

每月整理 

 

 

 

2 二 

 

東亞各國重要

相關新聞與報

導 

 

2008/8~2010/7

 

每月整理 

 

 

3 三 

 

東亞區域政經

相關新聞與報

導 

 

2008/8~2010/7

 

每月整理 

 

 

（六）研究通訊 

編號 名稱 時間 內容 備註 

 

1 一 

 

國內重要相

關台灣與東

亞的研究發

表與報導 

 

2008/8~2010/7 

 

每季整理與傳送 

 

 

2 二 

 

國際重要相

關東亞政經

發展的研究

發表與報導 

 

2008/8~2010/7 

 

每季整理與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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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 

 

國際重要相

關東亞與台

灣政經發展

關係之研究

與報導 

 

2008/8~2010/7 

 

每季整理與傳送 

 

 

（七）其他 

編號 名稱 時間 內容 備註 

 

1 一 

 

舉辦 2008 年東

亞情勢分析和台

灣對策座談會 

舉辦馬英九總統

就任總統半年施

政檢討暨兩岸關

係座談會 

 

2008/1112 

 

邀請東亞研究專家學者、外

交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

和台商企業 

 

將座談會

資料整理

成冊 

 

2 二 

 

舉辦 2009 年東

亞情勢分析和台

灣對策座談會 

 

2009/115 

 

邀請東亞研究專家學者、外

交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

和台商企業 

 

 

將座談會

資料整理

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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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自評方式與指標 

 在補助學程的經費許可下，將積極完成上述所提的各項活

動與業績。針對此，提出自評方式主要有下列幾項指標，也是

本教學學程計畫所欲達到的目標： 

 第一，對各開授的學程課程進行教學評鑑，以及用訪談方

式來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與狀況。 

 第二，透過學程教學與研究的座談會來分享教學技巧，以

及討論教學績效。 

 第三，鼓勵參與授課的教學群每一位教授提一篇論文發表

於國內外的研討會，以利教學與研究互惠。 

 第四，未來兩年裡，看經費許可情況，每學年舉辦一次小

型研討會，共兩場次，如前所述，每場研討會至少邀請國外一、

兩位東亞的學者來參與。 

 第五，未來兩年裡，每學期舉辦一次教學與研究的工作坊

（WORKSHOP），藉以分享教學成果和提高教學績效。 

 第六，每年舉辦一次東亞事務研習活動，以培育南台灣學

生的東亞意識與區域觀。 

 第七，每年舉辦一次關於東亞與台灣的情勢分析與台灣的

因應對策座談會，並彙整心得報告成果。 

 第八，在每月和每季蒐集新聞相關資訊，以及學術期刊的

論文與研究，並加以彙整，建立小型的資料庫，以供師生在東

亞教學和研究上之所需。 

 第九，完成建立本學程「東亞與台灣政經發展專題教學研

究」的網站，將上述訊息與課程大綱、閱讀資料、參訪活動，

東亞事務訓練、或是相關新聞資料，即時公布於網頁上。 

 第十，每個月將邀請熟悉東亞事務的專家、學者、官員或

是東亞各國駐台辦事處的代表前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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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員資料表 

（一）核心成員名單（請依實際狀況，自行增刪格數） 

編號 姓名 職稱 所屬單位 備註 

1 宋鎮照 特聘教授 成大政經所 有授課 

2 謝文真 教授 成大經濟系 有授課 

3 鄭永常 教授 成大歷史系 有授課 

4 陳欣之 副教授 成大政治系 有授課 

5 王慶瑜 副教授 成大政治系 有授課 

6 周志杰 助理教授 成大政治系 有授課 

7 許甘霖 助理教授 成大公衛所 有授課 

8 蔡增家 副研究員 政大國關中心 有授課 

9 蘇俊斌 助理教授 文大公行系 有授課 

10 董建宏 助理教授 中興農規所 有授課 

11 戴萬平 助理教授 正修國貿系 有授課 

12 張子揚 副教授 南華國際暨大

陸系 

有授課 

13 洪敬富 助理教授兼

計畫協同主

持人 

成大政治系 
參與但尚無規劃

授課，必要時可

上中國政經、東

亞等相關課程 

14 韓松沃 助理研究助

理研究教授

成大政治系 
參與但尚無規劃

授課，必要時可

上韓國、東南

亞、日本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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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持人資料表 

中文姓名 宋鎮照 英文姓名 SOONG 
JENN-JAW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佛羅里達大學 美國 社會學 博士 1988/09~1991/12

喬治亞大學 美國 社會學 碩士 1986/01~1988/06

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社會學 學士 1978/09~1982/06

現職及與翻譯專長相關之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成功大學 政經所 所長 2006/8~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系 主任 2004/8~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系暨政經所 特聘教授 2004/8~ 

國立成功大學 東南亞研究中心 主任 1998/8~2002/7 

國立成功大學 政經所 教授 1996/8~ 

主要著作（五年內已出版著作）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期刊論文: 

宋鎮照  2000  「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之歐洲國際研討會」，《科學發展月刊》，第 28 卷

第 6 期（月），頁 475-477。 

宋鎮照  2000  「印尼總統大選後的跨世紀政經發展與挑戰」，《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2

卷第 3 期（七月），頁 112-141。 

宋鎮照  2000  「泰國與馬來西亞總體經濟政策之比較」，《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3 期

（夏季），頁 15-46。 

宋鎮照  2001  「新世紀中共與東南亞的政經外交關係與戰略：發展與挑戰」，《共黨問

題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一月），頁 31-45。 

宋鎮照  2001  「印尼華人的政經地位變遷與展望」，《海華與東南亞研究季刊》，創刊

號，第 1 卷第 1 期（一月），頁 6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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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鎮照  2001  「寮國從封閉到開放發展的政治經濟：改革的挑戰與前瞻」，《海華與東

南亞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3 期（7 月），頁 133-163。 

宋鎮照  2001  「從亞太經合會之發展與挑戰看台灣的因應策略：政治與經濟的分析」，

《遠景季刊》，第二卷第三期（7 月），頁 51-84。 

宋鎮照  2001  「死刑存廢是否可行？從社會層面談起」，《成功大學校刊》，198 期（八

月），頁 21-23。 

宋鎮照、陳世倫  2001  「從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三角關係來解析汶萊的政經發展模

式」，收錄於《2001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論文集 III》（埔

里：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宋鎮照、高景仲  2001  「緬甸自 1988 年以來的政經發展與前瞻」，收錄於《2001 年台

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論文集 III》（埔里：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

所）。 

宋鎮照  2002  「新加坡國家機關與市民社會之互動關係模式與發展」，投稿於《海華

與東南亞研究》，第 2 卷第 1 期（1 月），頁 1-29。 

宋鎮照  2002  「中國積極提昇在東南亞區域的政經主導權關係」，《海峽評論》，134

期（二月），頁 19-23。 

宋鎮照、陳思元  2002  「政商聯盟與政經發展：菲律賓個案研究」，收錄於《2000 年

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論文集 II》（淡水：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

所） 

宋鎮照  2002   「從東亞政經秩序變遷看台灣發展的定位與因應策略」，《經濟情勢暨

評論季刊》，第 7 卷第 4 期（2002.3），頁 91-137。 

宋鎮照、陳世倫  2002  「柬埔寨政治變遷與經濟發展之關係模型的政經分析」，收錄

於《2002 年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社科院）。

宋鎮照  2002  「評論：後現代與後殖民語境下的台灣社會科學的出路」，收錄於李文

志、蕭全政主編，《社會科學在台灣》（台北：元照出版），頁 55-57。

宋鎮照  2002  「博鰲亞洲論壇與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夏季刊（六月），

頁 9-14。 

宋鎮照  2002  「南亞印巴緊張關係與中美區域戰略佈局」，《海峽評論》，第 139 期（七

月），頁 13-18。 

宋鎮照  2002  「開啟台灣與東南亞新世紀發展關係」，《立法院院聞月刊》，第 20 卷第

9 期（九月），頁 20-31。 

宋鎮照、陳世倫  2002 「柬埔寨政治變遷與經濟發展之關係與模型的政經分析」，收錄

於顧長永、蕭新煌主編，《新世紀的東南亞》（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頁 33-66。 

宋鎮照  2002  「解析台灣與大陸政經關係發展：台灣經濟被邊緣化？」《共黨問題研

究》，第 28 卷第 10 期（2002.10），頁 8-24。 

宋鎮照  2002  「重建台灣社會永續發展的新秩序」，收錄於薛天棟主編《台灣的未來》，

（台北：華泰文化事業，2002），頁 18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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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1945』，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專案委託研究計畫。 

宋鎮照  2001  『新馬華文報紙刊載與台灣人在對岸活動有關之資料輯錄，

1881-1945』，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專案委託研究計畫。 

宋鎮照  2002  『邁向市場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寮國與柬埔寨之比較研究』，國科會

計畫。（NSC 90-2414-H-006-001）。共 180 頁。 

宋鎮照  2003  『重啟南向政策建構台灣—東南亞的新世紀建設關係』，              

國科會計畫。（NSC 91-2414-H-006-005）。共 160 頁。 

宋鎮照  2004  『台灣與亞太之政治經濟：秩序、定位、挑戰與出路』（台北：海峽學

術出版社）。約共 25 萬字。 

宋鎮照  2004  『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發展的政經社場域研究』，國立成功大學教

授休假研究計畫。共 150 頁。 

宋鎮照  2004  『台灣與大陸東南亞研究發展之比較與分析』，國科會計畫。（NSC 

92-2414-H006-001），共 212 頁。 

宋鎮照  2005  『台灣與東南亞關係發展的新外交場域：非政府組織的國際角色與功能』

國科會計畫。（ NSC 93-2414-H-006-003）。共 258 頁。 

宋鎮照  2006  『建構台灣與東南亞新世紀關係：南向發展之政經社場域策略分析』（台

北：海峽學術出版社）。共約 25 萬字。 

宋鎮照  2007  『國家機關、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東南亞個案研究』，國科會計畫。（NSC 

94-2414-H-006-006），共 149 頁。 

宋鎮照  2007  『東南亞區域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現狀、議題、發展、與研究方法』（台

北：海峽學術出版社）。約 33 萬字。 

宋鎮照  2007  「從東亞經濟整合趨勢看台灣區域發展思維與策略」，收錄於『新世紀

的東亞經濟合作』，由王效平、李思名、饒美蛟主編（香港：中國評論學

術出版社），頁 22-43。 

宋鎮照、陳欣之主編  2008  『變遷中的東南亞區域整合：過程、挑戰與發展』（台北：

五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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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鎮照、周志杰主編  2008  『變遷中的東南亞政治：制度、菁英與政策的磨合』（台

北：五南圖書）。 

宋鎮照、魏玫娟主編  2008  『台灣與東南亞究之歷史、社會和文化研究』（台北：五

南圖書）。 

宋鎮照  2008  『東南亞政治、經濟、與社會：政府、市場、和階級』（進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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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周志杰 英文姓名 Chou, Chih-Chieh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國際人權與國際組織 

2. 轉型政經分析 

3. 區域主義與區域秩序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紐約州立大學

水牛城分校 
美國 政治學 博士 

1998 年 8 月- 

2004 年 7 月 

淡江大學 中華民國 歐洲研究所 碩士 
1993 年 9 月- 

1996 年 1 月 

輔仁大學 中華民國 法國語文學系 學士 
1989 年 9 月- 

1993 年 6 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成大政治系暨政經

所 

東北亞政經專題 

日本政府與政治 

國際組織 

國際公法 

助理教授 2004 年 8 月迄今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

城分校政治系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ies (比較外交政策) ) 

Foreign Policy Making (外
交決策分析) 

兼任講師 
2003 年暑期至

2004 年暑期學期 

紐約州立大學
Fredonia 分校政治
系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東亞政治經濟) 

Democratic Transitions (民
主轉型) 

World Political Geography 
(全球政治地理) 

兼任講師 
2003 年春季/2003
年秋季學期 

紐約州立大學
Geneseo 分校政治
系                

Asia in Global Setting (全
球架構下的亞洲) 兼任講師 

2001 年秋季/2002
年春季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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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較

政治)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僅列舉與本計畫議題相關)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宋鎮照、周志杰主編，變遷中的東南亞政治：制度、菁英與政策的磨合。台北：

五南書局，2008 年 4 月。 

周志杰，〈探索東南亞政治變遷的動因：不同層次之比較分析〉(導論)，收錄於宋

鎮照、周志杰主編，變遷中的東南亞政治：制度、菁英與政策的磨合。台北：

五南書局，2008 年 4 月，頁 1-28。 

周志杰，〈區域與國內因素在民主化進程中之互動：東南亞轉型困境之比較分析〉，

收錄於宋鎮照、周志杰主編，變遷中的東南亞政治：制度、菁英與政策的磨

合。台北：五南書局，2008 年 4 月，頁 95-126。 

Chou, Chih-Chieh. (July 2007). “Governing State Credibility: State-Business Coordin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成大管

理學院), vol.12, no.4, pp.205-215。(TSSCI) 

Chou, Chih-Chieh. (June 2007). “Implications of Great Power Rivalries on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政大國發所)，vol.15, no.1, pp. 25-63.

周志杰，(2006 年 4 月)，〈因應東北亞地緣權力互動的新形勢：現狀的認知、界定

與浮動〉，收錄於亞洲新情勢及因應對策：「台日論壇」2005 年東京會議論文

集，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東京：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頁 423-456。 

Chou, Chih-Chieh. (March 2005). “Taiwan＇s Tasks to Face the Emerging Interregional 

Partnership between European Union and East Asia.＂ Prospect Quarterly: Views & 

Policies (遠景基金會), vol.1, no.3, pp.1-38。 

Chou, Chih-Chieh. (December 2003). “An Emerging Transnational Movement in 

Human Rights: Campaign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n “Comfort 

Women” Issu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vol.5, 

no.1, pp. 153-181. (Econ-Lit, J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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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王慶瑜 英文姓名 Wang, Ching-Yu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授課科目 

1.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  2.中國大陸政經專題  3.兩岸政經關

係 

研究專長 

1.馬克思學 2.批判理論 3.中共研究 4.台灣政經研究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成功大學

（1980） 

 
 中華民國 都市計畫系 學士 

1976 年 9 月至

1980 年 6 月 

國立政治大學

（1989） 

 

中華民國 東亞研究所 碩士 
1986 年 9 月至

1989 年 6 月 

國立政治大學

（1995） 

 

中華民國 東亞研究所 博士 
1992 年 9 月至

1995 年 6 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成大政治系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

治   
副教授 

2002年9月至2008

年 1 月 

成大政治系 兩岸政經關係專題 副教授 
2004年9月至2007

年 6 月 

成大政治系 兩岸關係 副教授 
2004年9月至2008

年 6 月 

通識中心 
兩岸政經發展比

較 
講師 

1998 年 1 月至

2004 年 9 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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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學位論文： 

 1.《從依賴理論看中日經貿關係》（碩士論文，1989年）。 

 2.《從危機理論看中共意識型態與市場經濟互動關係》(博士論文，1996

年)。 

 
B.專書 

 1.《依賴理論與中日經貿關係》(台南：文山書局，1998年4月)。 

 2.《基督思想與人生》(台南：文山書局，1998 年 4 月)。(ps.開通識課 ‘‘基

督思想與人生’’階段時發表) 

 3. 《批判理論觀點與結構功能途徑看台灣政經困境》(台北：時英出版

社，2001 年 7 月)。 

 4.《中共意識形態變遷與建立市場經濟的互動探討-一個危機理論意義

的審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年7月)。 

 
C.期刊論文： 

 1. 王慶瑜，〈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關於國家階段發展觀之比較〉，《共

黨問題研究》， 

    第 14 卷 6 期，(1988 年 6 月)，頁 32-52。 

           2. 王慶瑜，〈馬克思的意識型態觀〉，《東亞季刊》，第 20 卷 1 期，(1988

年 7 月)，頁 30- 

              46，。 

 3. 王慶瑜，〈中共一九七九年外貿體制改革後的特點與其具體成效探

討〉，《東亞季刊》， 

    第 20 卷 3 期，(1989 年 1 月)，頁 52-79，。 

 4. 王慶瑜，〈海峽兩岸關係發展〉，《南護青年》，(1991 年 5 月)，頁

20-24。 

 5. 王慶瑜，〈戈巴契夫個人政治理念對世局的衝擊〉，《逸仙中心通

報》，第 19 期，(1991 年 9 月)，頁 2。 

 6. 王慶瑜，〈從馬克思的意識型態看中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共黨問題研究》， 

    第 19 卷 12 期，(1993 年 12 月)，頁 21-29，。 

 7. 王慶瑜，〈孫逸仙和中國的覺醒〉，James Cantlie And C. Sheridan 原

著，王慶瑜譯，編入於“外國學者研究中山思想博士論文”專書，中

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印行，(1993 年 12 月)，頁 299-323。 

 8. 王慶瑜，〈彌賽亞的醫治範例〉，載於《亞洲宣教神學研究院院訊》，

第 26 期，(1998 年 5 月 27 日)，頁 5-6。(ps.開通識課 ‘‘基督思想與

人生’’階段時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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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王慶瑜，〈聖靈降臨後，上帝在人身上工作區別研究〉，載於《基督

教大使命雜誌》，第 2 期，(1998 年 7 月 15 日)，頁 3-5。(ps.開通識

課 ‘‘基督思想與人生’’階段時發表)。 

10. 王慶瑜，〈台灣經濟發展困境的結構功能分析－一個政經角度的

觀察〉，載於《政策月刊》，(2000 年 10 月)，第 63 期，頁 41-48。

11. 王慶瑜，〈阿扁接受金援真假說〉，載於《新月刊》，第 99 期，(2001

年 1 月)，頁 51。 

12. 王慶瑜，〈正視兩個國際經濟板塊劇烈運動對台的衝擊〉，載於長榮

大學《長榮學報》，第 5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20。 
13. 王慶瑜，〈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四重危機理論」在台的檢證〉，載於香

港理工大學《社會理論學報》，第 4 卷，第 1 期，(2001 年春季號)，頁 177-212。

14.〈台灣政經發展困境的結構功能分析〉，《思與言》， 39 卷，3 期，

2001 年 9 月，頁 1-39。 

15. 王慶瑜，〈中共建立市場經濟對其官方意識形態變遷的影響─1979

年~1992 年〉，《成大學報》，2002 年 11 月，頁 169-198。 

16 王慶瑜，〈中共社會主義理論困境的探討〉，載於長榮管理學院《長

榮學報》，第 6 卷，第 2 期， 2002 年 12 月，頁 85-110。 

17. 王慶瑜，〈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四重危機理論」在中國大陸

的檢證〉，《德明學報》，第 21 期，2003 年 5 月，頁 1-20。 

18. 王慶瑜，〈轉變中的中國大陸危機型態〉，《台灣綜合展望》，第 7 期，

2003 年 1 月，頁 132-144。 

19. 王慶瑜，〈中國大陸建立市場經濟與意識形態變遷的互動探討〉，《共

黨問題研究》，28 卷，12 期，2002 年 12 月，頁 56-71。 

          20. 王慶瑜，(2003 年 10 月)，〈從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四重危機

理論看兩岸的政經發展比較〉，《白沙人文社會學報》，第 2 期，頁

79-114。 

        D.研討會論文 

1. Wang, Ching-yu, 2007, “The Impact from the Movement of the Two 

Powerfu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la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1988~2007,”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Northeast & 

Northea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7 Annual Conference, 

November 15-17, Philadelphi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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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謝文真 英文姓名 Hsieh, Wen-jen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2.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3. 中國大陸經濟研究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布朗大學 美國 經濟學 博士後研究員 1985/7 – 1987/6

哥倫比亞大學 美國 經濟學 博士 1979/9-1985/6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經濟學 碩士 1977/9-1979/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經濟系碩班與政經所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教授 2006/2 – 2006/6 

政治經濟研究所 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 教授 2006/2 – 2006/6 

經濟系(英文授課) Economic Development 教授 2006/2 – 2006/6 

經濟系 中國大陸經濟研究 教授 2003/2 – 2003/6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於 1998-2003 年間，曾擔任國立成功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參與有關東

南亞議題研究計畫之申請與進行。其它相關之學術著作詳述如下： 

 

A. 期刊論文 

1. Hsing, Yu and Wen-jen Hsieh (forthcoming), “Currency appreciation, rising financial 

asset values, and output fluctuations in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First 

published on 13 November 2007, DOI: 10.1080/13504850701222061).  (SSCI and 

JEL/Econlit inde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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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o, Chiang, Wann-Yih Wu, Wen-jen Hsieh, Tai-Yue Wang, Chinho Lin, and 

Liang-Hsuan Chen (2008), “Measuring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 187, No.2, pp. 

613-628. (SCI indexed) 

3. Hsing, Yu and Wen-jen Hsieh (2004), “Impacts of Monetary, Fiscal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on Output in China: A VAR Approach,”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 

37, No. 2, pp. 125-139. (SSCI and JEL/Econlit indexed) 

4. Hsieh, Wen-jen, Haji Ismail Bin Haji Duraman, Chris DiCicco and Ming-Ming Lin 

(2004),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Brunei: Moving Beyond Natural Resources,”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Vol. 9, No. 2, pp. 183-204. (TSSCI indexed) 

5. Hsieh, Wen-jen, Nguyen Quoc Te, Dinh Phi Ho, Doan Thanh Hai, Tran Kim Dung, 

Nguyen Huu Lam, Nguyen Trong Hoai, and Min-Ching Hong (2004),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Perspective from Vietnam,”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Vol. 9, No. 2, pp. 353-377. (TSSCI indexed) 

6. Hsieh, Wen-jen and Yu Hsing (2002),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Indicators: The 

Case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 29, No. 7, pp. 

518-527. (SSCI and JEL/Econlit indexed) 

7. Hsieh, Wen-jen (1999),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Politic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Review Strategic Issues of Economic Reforms (in 

Russian), No. 9, pp. 132-167 (Moscow: Russia’s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8. Hsing, Yu and Wen-jen Hsieh (1997), “Testing The Augmented Solow Growth 

Model: The Case of Taiwan,” RISE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 44, No. 3, pp. 601-606. (SSCI and JEL/Econlit indexed) 

9. Hsing, Yu and Wen-jen Hsieh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2, No. 1, 

pp.15-21. (JEL/Econlit indexed) 

10. Hsieh, Wen-jen (1994),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A Path to Growth Different 

form Japan’s,” RISE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 41, 

No. 9, pp. 797-812. (SSCI and JEL/Econlit indexed) 

11. Hsieh, Wen-jen and Yu Hsing (1994), “Tests of Nonlinear Consumption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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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of Korea, Taiwan, Thailand, and Indi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Vol. 8, No. 2, pp. 71-82. (JEL/Econlit indexed) 

B.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謝文真、范光中、戴源甫（2004 年）：〈中小企業的競爭力與科技化 － 以台灣

為例〉，楊允中主編，《中小企業發展與綜合競爭力提升》，澳門：澳門大學澳門

研究中心，頁 37-59。（ISBN 99937-26-36-2） 

2. 謝文真、薛天棟（2003 年）：〈台灣與日本對外貿易之評比〉，薛天棟、王駿發主

編，《台灣與日本之國際比較》，台南市：宏大出版社，頁 275-325。（ISBN 

957-8541-08-2） 

3. 謝文真、薛天棟（2002 年）：〈台灣國際貿易之潛力與前景〉，薛天棟主編，《台

灣的未來》，台北市：華泰文化事業公司，頁 119-153。（ISBN 957-41-0653-5） 

4. 謝文真（2001 年）:《中國大陸金融發展與在 WTO 架構下之改革》，台南：復

文書局。（ISBN 957-536-343-4） 

5. Hsieh, Wen-jen (2000),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 Overview,” in 

Chyungly Lee, ed., Asia-Europe Cooperation After the 1997-1998 Asian Turbulence. 

Hampshire,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of Gower House, pp. 1-32. 

（ISBN 0-7546-1213-9） 

C. 研討會論文 

1. Hsing, Yu and Wen-jen Hsieh (December 2007), “Output Response to Oil Price 

Shocks: The Case of a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in East Asia,” presented at the 

2007 TEA/CEANA Joint Conference,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 Hsieh, Wen-jen and Yu Hsing (July 2007), “Determination of China’s Output 

Fluctuations: An Open Macroeconomic Model,”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Seattle, U.S.A. 

3. Hsieh, Wen-jen (December 2006), “Impacts of Changing Stock Prices on Output 

Fluctuations in China,” All China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4. 謝文真（2006 年 9 月）：〈貿易救濟制度與與中小企業因應之道〉，「兩岸入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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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因應之道與貿易救濟制度」業界意見交流公聽會，台灣，屏東，屏東

商業技術學院。 

5. 謝文真、李政道、張元（2006 年 5 月）：〈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

展之研究〉，第七屆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台灣，嘉義，國立嘉義大學。 

6. Hsieh, Wen-jen (March 2006),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e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ian Economic Panel Meeting,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Seoul, Korea. 

7. Hsieh, Wen-jen (July 2005),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n Transition Economies,”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Conference on 

Cross-Strait Chinese Culture and Management (pp. A11-111~118),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8. Hsieh, Wen-jen (October 2004)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in Cambodia, Laos, 

Myanmar and Vietnam: Application of a Panel Data Model,”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Based Economy & Global Management (pp. 

22-31),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nan, Taiwan. R.O.C. 

9. 謝文真、楊明宗、李政道（2004 年 7 月）：〈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外人直接投資

之探討〉，發表於第七屆「兩岸中華文化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中國，安徽

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頁 705-712。 

10. Hsieh, Wen-jen (November 2003), “Dynamic Analysis of Output Growth in China,” 

Annual Meetings of the 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s, San Antonio, Texas, USA. 

11. Hsieh, Wen-jen (November 2003),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An Application of 

Logistic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Conference on Managing in the E-Era (Volume I, pp. 309-322), 

Osaka University, Japan. 

12. Hsieh, Wen-jen (December 2002), “Issue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outheast 

Asia,” 2002 Southeast Asia Forum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13. 謝文真、師家珍、李政道（2002 年 7 月）：〈兩岸入世對金融服務業之衝擊分析：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之運用〉，發表於第六屆「兩岸中華文化與經營管理學術研

討會」，中國，漢口，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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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謝文真、王偉芳、洪名慶（2002 年 4 月）：〈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之政策成效比較：

以緬甸與越南為例〉論文發表於「2002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研討會，台

灣，高雄，國立中山大學。 

15. 謝文真、師家珍、李政道（2002 年 4 月）：〈兩岸入世對金融服務業的影響〉，發

表於「加入 WTO 後兩岸政經情勢」學術研討會，中國，上海，復旦大學。 

16. 謝文真、張元（2002 年 4 月）：〈入世之後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的影響〉，發

表於「加入 WTO 後兩岸政經情勢」學術研討會，中國，杭州，浙江大學。 

17. Hsieh, Wen-jen and Yu Hsing (January 2002), “The Impact of Effective Minimum 

Wage Increases on General Wage Inflation in Taiwan,”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Atlanta, Georgia, USA. 

18. Hsieh, Wen-jen (November 2001), “The Impact of Effective Minimum Wage 

Increases on General Wage Inflation in Taiwan’s Non-Farm Sector: A GARCH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Asia in 21st Century (Volume I, pp. 315-326),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19. 謝文真、吳啟禎（2000 年 11 月）：〈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四國在國際主要市場上之

競爭態勢與出口結構變化趨勢之探討〉，發表於「國家科學委員會東亞區域研究

成果發表」研討會，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 

20. 謝文真、吳啟禎（2000 年 7 月）：〈WTO 架構下兩岸未來之經貿發展〉，發表於

第四屆「兩岸中華文化與經營管理」研討會，中國，北京，人民大學。 

21. Hsieh, Wen-jen (July 2000), “Estimation of the Augmented-Expectations Phillips 

Curve in Taiwan: A GARCH Model,”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Vancouver (B.C.), Canada. 

22. 謝文真（2000 年 4 月）：〈兩岸加入 WTO 之產經衝擊分析與進口救濟制度之援

用〉，「WTO 進口救濟制度與爭端處理機制」研討會，台南，長榮管理學院 。 

23. 謝文真（1999 年 4 月）：〈金融風暴與東南亞國家之經濟發展〉，1999 年東南亞

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 

24. Hsieh, Wen-jen (January 1999),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The 

Case of Taiwan,” Annual Meeting of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New 



 101

York, NY, U.S.A. 

25. Hsieh, Wen-jen and Yu Hsing (June 1998), “Impact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on 

China’s Economic Agricultural Sector,”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ake Tahoe, U.S.A. 

26. Hsieh, Wen-jen (January 1997), “Technology Transfer, Human Capital,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Case of Taiwan,” Annual Meeting of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New Orleans, U.S.A. 

27. Hsieh, Wen-jen and Yu Hsing (February 1995),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ssouri Valley Economic 

Association, Kansas City, U.S.A. 

28. Hsieh, Wen-jen, Yu Hsing and Yi-Chun Lin (February 1994), “The Performance of 

Taiwan’s Investment to Mainland China: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ssouri Valley Economic Association, St. Louis, U.S.A. 

D. 其它報告 

1. 孔憲法、姜渝生、鄒克萬、謝文真、陳春益、李傳楷、與陸定邦（2007 年 12

月）：〈後高鐵時代推動兩岸直航及三通應有之策略及配套作為〉，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2. 謝文真（2007 年 8 月）：〈中國實質產出的一般均衡模型 -- 人民幣升值之影響

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95- 2415- H- 006- 

003) 。 

3. 謝文真 （2004 年 9 月）：〈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產業發展依存度之研究 - 經濟表

現（3/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 92- 2416- H- 

006- 001) 。（整合型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4. 謝文真 （2004 年 9 月）：〈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產業發展依存度之研究 - 經濟表

現 （3/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 92- 2416- H- 

006- 001) 。（整合型研究計畫 -- 共同主持人） 

5. 謝文真 （2003 年 5 月）：〈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產業發展依存度之研究 - 經濟表

現（2/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 91- 2416- H- 

006- 027) 。（整合型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2

6. 謝文真 （2002 年 10 月）：〈Dynamic Spillover and Growth Effects between 

High-Tech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 Two-Sector Model Applied to Taiwan〉，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90- 2415- H- 194- 003)。（整合

型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7. 謝文真 （2002 年 5 月）：〈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產業發展依存度之研究 - 經濟表

現（1/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 90- 2416- H- 

006- 041)。（整合型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8. 謝文真 （2000 年 12 月）：〈中國大陸金融部門之現況與展望〉，行政院經建會專

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9. 謝文真 （2000 年 10 月）：〈The Impact of Effective Minimum Wage Increases on 

General Wage Inflation for Taiwan: A GARCH Model〉，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

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 89- 2415- H- 006- 004)。 

10. 謝文真 （2000 年 7 月）：〈東亞諸國產業經營環境之整體評估  - 經濟面（2/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 88- 2416- H- 006- 004- 

S10)。（整合型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 高強、張保民、謝文真、許永河、李再長、蔡東峻、王泰裕、林清河、吳植森、

吳萬益、劉常勇（2000 年 1 月）：〈東亞諸國產業經營環境之整體評估-參訪紀要〉，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 

12. 謝文真 （1999 年 9 月）：〈A Transition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Taiwan〉，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 88- 2415- H- 

006- 004)。 

13. 謝文真 （1999 年 4 月）：〈東亞諸國產業經營環境之整體評估  - 經濟面（1/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NSC 87- 2418- H- 006- 007- 

S10)。（整合型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14. 謝文真 （1998 年 9 月）：〈台灣均衡 GDP 之決定因素：IS-LM 總體經濟模型之

費雪效應之運用〉，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補助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15. 謝文真 （1998 年 3 月）：〈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Case of Taiwan〉，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

告 (NSC 86- 2415- H- 060- 01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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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陳欣之 英文姓名 Hsin Chih CHEN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美國外交政策 

2. 亞太國際關係 

3. 國際戰略暨外交決策分析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巴黎大學 法國 國際關係史 博士 1997-2001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 外交研究所 碩士 1994-1997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 政治系 學士 1986-1990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政治系 亞太國際關係 副教授 2004.02-今 

政治系 美國外交政策 副教授 2003.09-今 

政治系 中國外交史 副教授 2002.09-今 

政治系 西洋外交史 副教授 2003.09-今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一)、期刊論文: 

陳欣之，2007，「國際體系層級(Hierarchy)的建構與霸權統治」，《問題與研究》，

第 46 卷第 2期，頁 23-52 。(TSSCI 刊物) 

 

陳欣之，2006，「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政治學報》，40 期，頁

115-148。(TSSCI 刊物)。 

 

陳欣之，2006，「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2 期，

頁 111-140。(TSSCI 刊物) (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NSC 93-2414-H-006-001)。 

 

陳欣之，2004 年，「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一個國際安全合作制度的孕

育、持續與改變」，《政治學報》，第 37 期，頁 111-158。(TSSCI 刊物)(國科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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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成果，NSC 92-2414-H-006-003) 

 

陳欣之，2004 年 10 月，「單極體系挑戰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研究」，《全球政治評論》，

第八期，頁 49-73。(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NSC 93-2414-H-006-001) 

 

陳欣之，2004 年 7 月，「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之政經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七期，頁 19-46。 

 

陳欣之，2003 年 7 月，「國際安全研究之理論變遷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

4 卷 3 期，頁 1-40。(TSSCI 刊物，中研院政治所國內政治學專業期刊評比) 

 

陳欣之，1999 年 7 月，「南沙主權糾紛對台海兩岸關係的意義與影響」，問題與研

究，38 卷 7 期，頁 24-41。(TSSCI 刊物) 

 

陳欣之，1998 年 12 月，「三十年代中法對南沙群島的主權交涉」，國史館館刊，25

期，頁 203-322。 

陳欣之，1997 年 11 月，「三十年代法國對南沙群島主權宣示的回顧」，問題與研究，

36 卷 11 期，頁 69-86。(TSSCI 刊物) 

 

陳欣之，1997 年 7 月，「法國戴高樂政府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回顧」，問題與研

究，36 卷 7 期，頁 59-72。(TSSCI 刊物) 

 

陳欣之，1996 年 12 月，「赫德在中法越南衝突期間所扮演的外交角色」，中央大學

人文學報，第 14 期，頁 119-156。 

 

陳欣之，1996 年 11 月，「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問題與研究，

35 卷 11 期，頁 15-33。(TSSCI 刊物) 

 

(二)、研討會論文: 

 

CHEN, Hsin-chih. 2007. “The Rising of China’s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Economic Region, June 22-23, 2007, Taipei City, 

Taiwan. 

 

CHEN, Hsin-chih. 2007. “The Rising of Chinese Soft Power? Its Nature, 

Exercise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7 Annual 

Convention, 28 Feburary-3 March 2007, Chicag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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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之，2006 年。「國際體系層級（Hierarchy）的建構與國家行為」，2006 年中

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市，2006 年 9 月 16-17 日。 

 

CHEN, Hsin-chih. 2006. “Is Democratic Institution Chang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ure? Power Distribution, Interest Preference,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Unipolar Moment,” The 20th IPSA 

World Congress, July 9-13 2006, Fukuoda, Japan. 

 

陳欣之，2005 年 12 月，「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2005 年台灣政

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市，2005 年 12 月 10-11 日。 

 

陳欣之，2005年10月，「美國獨霸地位與其東亞政策：國際權力分配極化(polarity)

的分析」，2005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市，2005 年 10 月 1 日暨

15 日。 

 

陳欣之，2005 年 6 月，「東協國家應對中共崛起的策略選擇」，政治大學外交系｢

中共崛起與全球安全｣學術研討會，台北市，2005 年 6 月 10 日。 

 

陳欣之，2005 年 5 月，「東協加三的現況與未來」，「東協加三後續發展及對我政經

之影響」座談會，台北市，中華歐亞學會，2005 年 5 月 6 日。 

 

陳欣之，2004 年12 月，「抗衡、扈從、交往或卸責─ 東協國家應對中國崛起的

省思」，2004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關鍵年代與多元政治」學術研討會，高雄

市，2004 年12 月18-19 日。 

 

陳欣之，2004 年9 月，「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國際安全合作的孕育、

持續與改變」，2004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南，2004 年9 月18-19

日。 

 

陳欣之，2004 年6 月，「東亞區域安全制度的發展與挑戰」，政治大學外交系「國

家安全之再思考」學術研討會，2004 年6 月25 日。 

 

陳欣之，2004 年4 月，「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政經之影響『十加一』『十加三』」，

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東亞區域整合對台灣安全與發展之影響」。 

2004 年4 月29 日。 

 

陳欣之，2003 年12 月，「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2003 年台灣政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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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暨「世局變動中的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2003 年12 月13 日。 

 

陳欣之，2003 年10 月，「單極體系下國際政經的發展趨向與省思」，政治經濟學

學科定位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2003 年10 月18 日。 

 

陳欣之，2003 年10 月，「單極體系下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互動」，我國外交

在全球化趨勢下的危機與轉機研討會，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92 年10月

3 日。 

 

(三)、專書及專書論文: 

 

Hsin-Chih CHEN, 2001, “Les îles Paracel et Spratly vues de la Chine 

nationaliste: Revendications de souveraineté pendant les années 1930-1950 

dans la mer de Chine méridionale’, Thèse du Doctorat en Histoire de 

l’Univeristé de Paris I-Panthéon Sorbonne. 

 

陳欣之，1999 年 10 月，《東南亞安全》，台北，生智出版社。 

 

Hsin-Chih CHEN, 1998, ‘Aux origines du conflit franco-chinois sur les îles 

Spratly ( 1930-1933), Mémoire du DEA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s Mondes 

Etrangères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Université de Paris I-

Panthéon Sorbonne. 

(四)、研究計畫： 

 

陳欣之，「國際體系的層級現象(Hierarchy)與國家行為」，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

畫(95-2414-H-006-007-MY3)。95/08/01-98/07/31。(三年期計畫) 

 

陳欣之，「抗衡、扈從、交往或卸責─ 東協國家應對中國崛起的研究」，國家科學

委員會研究計畫(NSC 94-2414-H-006-003)。94/08/01-95/07/31。 

 

陳欣之，「單極體系下的國家行為與體系的可能轉換」，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

(NSC 93-2414-H-006-001)。93/08/01-94/07/31。 

 

陳欣之，「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 國際安全合作的孕育、持續與改變」，

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NSC 92-2414-H-006-003)。92/08/01-9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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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鄭永常 英文姓名 Cheng Wing-Sheu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東南亞史 

2.海洋貿易史 

3.華人史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新亞研究所 香港 史學 博士 1987/9~1991/6

能仁研究所 香港 文學 碩士 1983/9~1985/6

能仁學院 香港 文史系 學士 1979/9~1983/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成功大學歷史系 

大學三年級 
東南亞史(6 學分) 教授 2007/9~2008/6 

成功大學歷史所 

碩博班 

東南亞華人史專題

研究(3 學分) 
教授 2007/9~2008/1 

成功大學歷史所 

碩博班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

史專題研究(4 學

分) 

 

教授 2006/9~2007/6 

成功大學歷史系 

大學四年級 

東南亞華人史 

(4 學分) 
教授 2006/9~2007/6 

成功大學歷史所 

碩博班 

中國海洋貿易政策

演變專題研究(3學

分) 

 

教授 2004/9~2005/1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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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近年論文著述(2002~2007) 

(A)期刊論文： 

１. 鄭永常(2003/6)，〈越法「壬戌和約」簽訂與修約談判，1860-1867〉，《成大歷史學報》，

第 27 號，99-128 頁。 

２. 鄭永常(2003/10)，〈明太祖朝貢貿易體制的建構與挫折〉，《新亞學報》，第 22 號，

457-498 頁。(NSC90-2411-H-006-010) 

３. 鄭永常(2003/3)，〈鄭和下西洋年表〉，《鄭和研究與活動通訊》，第 17 期，39-46 頁。

４. 鄭永常(2004/6)，〈明朝使者下西洋次數研究〉，《鄭和研究與活動通訊》，第 18 期，25-34

頁。 

５. 鄭永常(2004,12)，〈論鄭和血戰陳祖義〉，《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 20 期，第 25-31

頁。 

６. 鄭永常(2005,3)，〈鄭和下西洋的「外府」:滿剌加〉，《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 21

期，第 16-21 頁。 

７. 鄭永常(2004,6)，＜越南阮朝嗣德帝的外交困境，1868-1880＞，《成大歷史學報》，第

28 號。 

８. 鄭永常(2005,12)，〈下西洋海船造價耗費估算〉，《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 24 期，

第 20-23 頁。 

(B)研討會論文： 

  １．鄭永常(2002/10)，＜鄭和東航日本考＞，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主辦「鄭和下

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入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稻鄉出版社，2003。 

２．鄭永常(2004/7)，＜鄭和下西洋前南海形勢：論明帝國與滿者伯夷的角力＞，北京

大學主辦「世界文明與鄭和遠航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入王天有編《鄭和遠航與世界文

明》，北京大學，2005/7。 

３．鄭永常(2005,3)，〈鄭和下西洋前後東南亞國際政治及貿易形勢的轉移〉，中國科學

院地學部主辦《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紀念：回顧與思考》，收入蘇紀蘭編《鄭和下西洋的

回顧與思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1。 

４. 鄭永常(2006/8)，＜從蕃客到華商：中國遠程海商研究＞，台北：中研院社科中心

主辦「第十屆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出版審查中。 

５. 鄭永常(2007/6)，＜鄭成功海洋性格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公共事務

研究中心主辦「海洋台灣與鄭氏王朝學術研討會」。 

６．鄭永常(2007/10)，＜從寬鬆到緊縮：越南阮朝基督教政策研究，1802~1840

＞，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舉辦「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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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鄭永常(2007/12)，＜十七世紀越南北圻基督教的發展與錯折：勒魯瓦耶

（Abraham le Royer）神父在東京（Tonkin）之見證＞，台南：成功大

學歷史系主辦「族群、遷徙與文化：第一屆東亞歷史變遷國際學術研討

會」（2007/12/22~23) 

 

(C)專書及專書論文： 

１. 鄭永常(2004/7)〈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4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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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董建宏 英文姓名 Chien-hung Tu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都市規劃 

2.都市社會學 

3.都市與環境政策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紐約哥倫比亞大

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City） 

美國 

建築學院都市

計畫所（Urban 

Planning） 

博士 1997.09-2006.07

馬歇爾州立大學

（Marshall 

University） 

美國 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 1995.01-1996.06

台灣大學 台灣 

農學院農業推

廣學系鄉村社

會學組 

學士 1989.09-1994.0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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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期刊論文 

 

2007  “台灣高鐵通車與台灣社會對現代化之渴望,” 當代雜誌，十月號，239 期，

台北，當代雜誌社 

 
2007 “由台灣高鐵 BOT 案談公共工程民營化的招標模式改革,” 經濟前瞻雙月

刊，第 109 期.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 

 

 研討會論文 

 

 

2007  “誰腐蝕了台灣的民主？私有化政策與第三波民主化的危機,”發表於 2007

年台灣政治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 

 

“WHERE IS THE STATE?The case of the BOT project for Taiwan’s High-Speed 

Railroad,” presented at the Eastern Asia Society for Transportation Studies at 

Dalian 
 
2006  “Quartered Cities, Nodal Cities, and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 -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Global Cities Co-operation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Growth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co-author with Prof. Jenn-Jaw 
Soong. presented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ity Cooperation 

 
2004 “Where is the State? Privatization and the Crumble of a Colonial State,”  

at 4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t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From Keynes to Adam Smith: The Trajectory of Bureaucratic Ideology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 toward the Stabilization of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 at the 2004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3   “Ris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and Practicing Global Governance: The    

Role of United N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t the Conference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United Nation: The Role and Strategy for Taiwan” by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Democracy and Peace, New York Chapter 

 
“The Confrontation of Bureaucratic Ideology and Its Effect on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and 

       “The Identity of Ha-Ka Voter and the Party Appearance of Democratic 
Progress Party in Taiwan” at Ni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n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search?ei=UTF-8&p=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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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udy Association at Rutgers University 
 
2001   “The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at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Kaohsiung City” at Conference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ve and 
Development in 21st Century at Xia Men, China. 

 
1997 “Planning as a Vocation: Reform or Revolution” at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by RGTFC and Eastern 
Asian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The Development of a Colonial City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State Authority 

-- A case study of Taiwan: 1895 ~ 1995” at Third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y Conference at UC Berkeley 

 
1996  「八零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的政治實踐與困境—以『新潮流』為例」at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t UT Austin by RGTFC and Asian 
Study Institute at UT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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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戴萬平 英文姓名 Tai, Wan-Pi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東南亞政經發展 

2.亞太經貿 

3.台灣對外政經關係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中山大學 中華民國 

中山學術研究

所（現為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 

博士 87.9-92.1 

國立中山大學 中華民國 

中山學術研究

所（現為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 

碩士 85.8-87.6 

國立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公共行政系 學士 81.8-84.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正修科技大學國企

系 
亞太經貿市場 助理教授 92.1 至今 

樹德科技大學國際

貿易與企業系 
亞太經濟 助理教授 95.9-96.1 

國立成功大學 東南亞政府與政治 助理教授 95.2-95.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際關係 助理教授 93.9-94.6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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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期刊論文 

1. 戴萬平，顧長永，「新加坡族群政治的本質與發展」，東南亞季

刊，1998 年夏季號。 

2. 戴萬平，顧長永，「多種族主義與新加坡的國家認同」，中山社

會科學學報，2000 年夏季號。 

3. 戴萬平，顧長永，「全民外交：互賴的觀點」，理論與政策，2000 

年秋季號。（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 2 級期刊） 

4. 戴萬平，顧長永，「經濟發展，民主化與族群政治：馬來西亞的

個案」，問題與研究，2001 年。（ＴＳＳＣＩ，國科會人文社會

科學 2 級期刊）文章。 

5. 戴萬平、吳靜茹、顧長永，「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的霸權互動」，

國際關係學報，第十九期，2003 年。 

6. 戴萬平,「2004 年印尼大選政經分析」，亞太研究論壇，2004 年

6 月（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計畫出版）。 

7. 戴萬平，「印尼中央關係的發展與展望」，亞太研究論壇，2005 年

3 月。 

8. 戴萬平、翁俊桔，「東南亞經濟合作的發展與台灣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之政經意義」，收錄自顧長永主編，台灣與世界：地方化與

全球化(高雄:復文，2005)。 

9. 戴萬平，「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合作:複合互賴的觀

點」，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2005 年 7 月號。 

10. 戴萬平、顧長永，「華人移民社會的認同政治：臺灣與馬來西亞」，

收錄自何國忠主編，百年回眸：馬華社會與政治（吉隆玻：華社

資料中心，2005）。 

11. 戴萬平，龐旭斌，洪久雯，「金融風暴後東亞經濟合作與東協加

三自由貿易區成立效益」，東アジア地域経営第 6 號，2005 年

12 月 。 （ 日 本 東 亞 地 域 經 營 學 會 出 版 ， 國 際 期 刊 ，

ISSN1346-8634）。 

12. 翁俊桔、戴萬平，「新加坡的族群政策分析：新制度論的觀點」，

中台人文學報，2006 年 3 月。 

13. 吳岱儒，戴萬平，黃瀞慧，「政府部門知識創新行為探討」，商

業現代化學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第三卷三期，2006 年 5 月。

14. 戴萬平，「印尼民主化進程與挑戰」，中山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國

立政治大學出版），第 14 卷第 1 期，2006 年 7 月。 

15. 黃營芳，戴萬平，「高雄產業發展與創新」，城市發展（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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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考會出版），第 1 卷第 1 期，2006 年 8 月。 

16. 戴萬平，黃瀞慧，「由國家競爭力觀點分析越南吸引台商投資之

因素」，商業現代化學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第 4 卷第 1 期，

2007 年 3 月。 

研討會論文 

1. 戴萬平，「多種族國家少數族群政黨的角色分析－以大馬華人政

黨為例」，第十屆全國三民主義論文研討會，1997。（論文集出

版） 

2. 戴萬平，「民主化與族群政治：印尼個案研究」，發表自中央研

究院舉辦 2003 年台灣亞太區域研討會，2003。（論文改寫投至政

大中山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出版） 

3. 吳靜茹、戴萬平、顧長永，「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的霸權互動」，

發表自政治大學外交學系舉辦『國際關係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2003 年 6 月。（國際關係學報期刊出版） 

4. TAI, WAN-PING and KU, C. Y. SAMUEL, “Ethno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Taiwan And Indonesia”, paper pres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19-22 AUGUST 2003, 
SINGAPORE. （國際學術研討會） 

5. 戴萬平，顧長永，『移民社會的認同轉變：台灣與馬來西亞』，

發表自馬來西亞華社百年紀念研討會，馬來西亞吉隆坡，2003 年

11 月（專書出版，國際學術研討會）。 

6. 戴萬平、顧長永，『民主化與族群政治：台灣與印尼的個案研究』，

發表自 2003 年台灣政治學年會，台北東吳大學，2003 年 12 月。

（論文改寫投至政大中山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出版） 

7. 戴萬平，『2004 年印尼大選政經背景分析』，發表自 2004 年台灣

東南亞區域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2004 年 4 月（投至亞太研究

論壇期刊出版）。 

8. 戴萬平、翁俊桔，「東南亞經濟合作的發展與台灣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之政經意義」，發表自「中山學術與社會科學：地方化與全

球化」學術研討會，高雄中山大學，2004 年 12 月 3 日 （改寫投

至亞太研究論壇期刊出版）。 

9. Samuel C. Y. Ku, and Tai, Wan-ping （國際學術研討會）。 

10. 戴萬平，『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國家的互賴合作』，發表自 2005 年

台灣東南亞區域研討會，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主辦，2005 年 4 月（兩

岸與國際事務期刊出版）。 

11. 戴萬平，『互賴觀點下的東協加三：東南亞國家的觀點』，發表

自東協加三與我國的因應之道座談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主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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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專論出版）。 

12. 戴萬平、黃勇富，「金融風暴後東亞經濟合作與東協加三自由貿

易區成立效益」，發表自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主辦，「第二

屆亞洲學術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 年 8 月（國際學術研討

會，國際期刊出版）。 

13. 黃營芳，戴萬平，『高雄市的產業發展與創新』，發表自高雄市

政府研討會主辦，高雄市經濟戰略發展會議，2006。（城市發展

期刊出版） 

14. 戴萬平，『印尼燃油價格補貼之政治經濟分析』，發表自 2006 年

台灣東南亞區域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主辦，2006 年 4 月。（主

辦單位論文集審查收錄，期刊投稿外審中） 

15. Tai-Zu  Wu, Pin-Yu  Chu, Wan-Ping Tai , An-Na Cheng, 
Application of the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o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in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paper present to 2006 Taiwan-Philippine Joint Research-Refereeing 
Forum  on  Business Management, Centro Escolar University, 
Manila, Philippines, 2006. 

16. 戴萬平、黃瀞慧、洪久雯，『由國家競爭力觀點分析越南吸引台

商投資之因素』，發表自 2006 年中華民國商業現代化學會，中華

民國商業現代化學會主辦，2006 年 12 月。(此論文獲得 2006 年商

業現化學會最佳論文獎)  

17. 黃勇富、戴萬平，『消費者對喜憨兒烘培餐坊觀感與消費行為之

研究』，發表自 2006 年中華民國商業現代化學會，中華民國商業

現代化學會主辦，2006 年 12 月。 

18. 戴萬平，『馬來西亞汽車工業發展之政治經濟分析』，發表自 2006

年台灣東南亞研究學術研討會，實踐大學高雄校區（中央研究院

亞太區域專題計畫合辦），2007 年 4 月。 

19. 戴萬平，現階段政策下貨櫃航運航商經營兩岸海運航線的因應策

略，2007 年台灣觀光產業前瞻學術研討會，2007 年 6 月。 

20. 戴萬平，丁婉靈、楊右琪、張詠欣、邱沛瑜、郭怡君消費者選擇

鳳山地區街頭咖啡店的習性、考量因素與滿意度比較，2007 年台

灣觀光產業前瞻學術研討會，2007 年 6 月。 

21. Tai Wan-Ping,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o absorb Taiwan businessmen 
to invest in Vietnam from the  point view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 paper present at 2007 Taiwan-Philippine Joint Research-Refereeing 
Forum  on  Business Management, Centro Escolar University, 
Manila, Philippines, Aug. 2007. 

22. 戴萬平，洪嘉緯，『尋租理論與馬來西亞汽車工業之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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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自 2007 年中國政治學年會，義守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主辦，

2007 年 9 月。 

專書論文 

1. 戴萬平、翁俊桔，「東南亞經濟合作的發展與台灣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之政經意義」，收錄自顧長永主編，台灣與世界：地方化與

全球化(高雄:復文書局，2005)。 

2. 戴萬平、顧長永，「華人移民社會的認同政治：臺灣與馬來西亞」，

收錄自何國忠主編，百年回眸：馬華社會與政治（吉隆玻：華社資

料中心，2005）。 

3. 顧長永，戴萬平，翁俊桔，李永隆，台灣民主化對東南亞國家的

示範效果：菲律賓、新加坡、印尼、泰國的比較（台北：財團法

人台灣民主基金會，審查中）。 

得獎記錄 

4. 2003 年，國立中山大學年度傑出博士論文獎，並獲得 2003 年國立

中山大學陶斐陶榮譽畢業生獎。 

5. 2005 年，獲得正修科技大學校內研究績優獎。 

6. 2006 年，指導黃瀞惠同學，以『越南吸引台商之因素分析：國家

競爭力的觀點』為題，獲得國科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7. 2006 年，以『越南吸引台商之因素分析:國家競爭力的觀點』獲得

2006 年商業現化學會最佳論文獎 

8. 2007 年，與指導陳士仁、陳政瑋、王家均、江培源同學，獲得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第十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佳作 

9. 2007 年，獲得正修科技大學教學研究績優獎。 

10. 2007 年，獲得技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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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許甘霖 英文姓名 Kan-Lin Hsu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授課科目：醫療社會學、國家理論與衛生政策、社會理論與健

康研究、社會學 

研究專長：醫療商品化、衛生政策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社會學 博士 1996/10-2002/6 

私立東海大學 台灣 社會學 碩士 1991/9-1993/6 

私立中原大學 台灣 心理學 學士 1987/10-1991/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成大公衛所 台灣戰後政經 專任助理教授 2006/2-2006/6 

東海社會系 政治社會學 兼任助理教授 2002/9-2003/6 

清華社會所 經濟社會學 兼任講師 1998/2-1999/6 

主要學術著作 

1997，＜政治支配或市場邏輯？「黨資本」概念的再檢討＞，《台灣社會研究》，

第 28 期，頁 175-208。（TSSCI） 

2000，＜放任與壓制之外：政治化薪資形構初探＞，《台灣社會研究》，第 38 期，

頁 1-58。（TSSCI） 

2002，＜民粹金權主義？黨資本，股市投機與政治動員＞，收於瞿海源、蕭代基、

楊國樞主編，《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台北：巨流，頁 1-74。 

2005，＜The State, Historicity, and Late Development: A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收於《帝國夾縫中的台

灣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2006a，＜肥胖與減重問題：醫療化及商品化交織發展的過程＞，收於劉士永編，

《臺灣醫療 400 年》，台北：經典雜誌出版社頁。頁 222-227。（與王思欣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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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b，＜生活形態醫療化：以抹片篩檢與健康檢查為例＞，收於《臺灣醫療 400

年》，台北：經典雜誌出版社。頁 234-239。（與張瓊蓉等共著） 

2008a,＜重新發現或重新發明？「第十屆國際 Karl Polanyi 研討會」會議紀實，《台

灣社會研究》，第六十九期（即將出版）。（TSSCI） 

2008b，＜靜脈注射藥癮者感染 HIV 之流行病學＞。《感染控制雜誌》，即將出版）

（與陳政惠等合著，第三作者） 

2008c，＜2006 年台灣地區民眾生育態度調查＞。（與陳慈慧等合著，通訊作者）。

（審稿中） 



 120

 

中文姓名 蘇俊斌 英文姓名 Su, Chun-Pin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公共行政與政策 

2.日本政府與政治 

3.比較憲法與政治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筑波大學 日本 社會科學 博士  

中央大學 日本 法學 碩士  

台北大學 中華民國 公共行政 學士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成功大學政治系 日本政府與政治 兼任助理教授 2006/8 迄今 

長榮大學日本研究

所 
日本政府與政治 兼任助理教授 2004/8～2007/7 

致遠管理學院應用

日語系 
日本概論 助理教授 2000/8~2005/7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學術期刊論文 

中文 
我國外籍勞工引進政策之檢討（2008 年 418 期 7-23 頁）(宋鎮照、蘇俊斌合著) 

日本自民黨之選票穩定度研究，1993,1996 及 2000 年之定群追蹤分析(2004 年 11

月選舉研究 11 卷 4 期 81-109 頁)(TSSCI)(王鼎銘、蘇俊斌、黃紀、郭銘峰合著）

政府資訊的公開與國家安全的保障,以日本為中心(2003 年 8 月空大行政學報第 13

期 185-200 頁)(單著) 

日本對經濟活動管制之合法化（2002年中國行政評論 11卷 3期 117-138頁）(TSSCI)

（單著）  



 121

日本與法國的官僚與高等教育之比較研究（2002 年空大行政學報第 12 期 195-216

頁）（單著） 

日本教科書審定問題（2002 年教育政策論壇 5 卷 2 期 137-147 頁）(TSSCI)（單著）

日本之議員人數分配不均衡問題(2001 年空大行政學報第 11 期 147-160)(單著) 

美國法院與公共政策(2000 年空大行政學報第 10 期 231-247 頁)(單著) 

英文 

The Constitutional Debates on the Yasukuni Shrine and the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 in Japan (2007 年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台大法學叢論英文

版)Vol.2, No.2, )（單著） 

Court’s Influence on Welfare Policy in Japan: Focus on the Guarantee of People’s Right 

to Live (2007 年 10 月致理法學 2 期 219-240 頁) 

The Guarantee of People in Choosing Public Officials in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2007 年 10 月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 13 期 1-25 頁)（單著） 

Judicial Review and Policy-Making in Modern Democracies: Focus On Japan’s Cases 

(2007 年 7 月 Soochow Law Journal (東吳法律學報英文版) Vol.6, No.2, p.213-248)

（單著） 

The Guarante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2006 年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台大法學叢論英文

版)Vol.1, No.2, p.57-73)（單著） 

The Study of Courts Influence on Public Policy: Focus on the Ra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2006 年 3 月 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中國行政評

論英文版)Vol.15, No.2, p.31-50）（單著） 

The Supreme Court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6 年 3 月中央警察大學

法學論集 11 期 1-28 頁)（單著） 

The Decentralization and Reform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Japan and Taiwan（2005 年

3月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中國行政評論英文版)Vol.14, No.2, 

p.33-52）（單著） 

日文 

日本における法律官僚の優位性の形成とその展開：戦前を中心に(2007 年 9 月興

國管理学院応用日語學報第 2 期 53‐65 頁)（單著） 

日本の経済規制政策と司法審査（2007 年 9 月東亞論壇季刊 457 期 77-88 頁）（單

著） 

日本における外国人の人権保障：選挙権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對外國人的人權保障，

以選舉權為中心)（2007 年 1 月興國學報第 7 期 109-118 頁）（單著） 

なぜ女性は天皇になれないのか：日本の天皇制に関する研究（2006 年 12 月日本

言語文芸研究 7 号 152-173 頁)（單著） 

女性天皇をめぐる論議：日本の天皇制に関する一考察（2006 年 9 月東亞論壇季

刊 453 期 91-103 頁）（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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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公開制度と「開かれた政府」、日本の例を中心として（情報公開制度與「開

放政府」、以日本的例子為中心）（2006 年興國學報第 5 期 257-265 頁）（單著）

日本の地方分権と地方税の改革（日本的地方分權與地方税的改革）（2006 年 3 月

東亞論壇季刊 451 期 95-104 頁）（單著） 

日本の地方公共団体の自主立法権(日本地方公共團體的自主立法權)（2005 年 7

月興國學報第 4 期 113-125 頁）（單著） 

日本国憲法における地方財政の保障と実際の運営(日本憲法對地方財政的保障與

實際的運作)（2005 年 12 月日本言語文芸研究 6 号 136-149 頁)（單著） 

アメリカの利益団体と司法過程(美國的利益團體與司法過程)(2004 年 3 月中央警

察大學法學論集 9 期 227-249 頁)（單著） 

日本における経済活動と公的規制，判例を中心として(日本之經濟活動與公共管

制)（2003 年 2 月亞太科技學報 2 卷 2 期 55-73 頁）（單著） 

日本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保障と地方行政の改革(日本之地方自治的保障與地方行

政的改革)（2003 年 12 月中國行政評論 12 卷 4 期 195-234 頁）（單著） 

研討會論文 

中文 
勞工市場與外籍勞工、台灣的外勞政策之檢討(2006 年第二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

術研討會)(澳門大學舉行)(宋鎮照、蘇俊斌合著) 

從政府開發援助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戰後的外交進展(2006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年度論文研討會：東南亞研究的反省與展望)(宋鎮照、蘇俊斌合著) 

國家安全與貿易限制：從外國的例子看兩岸通商(2005 年陸軍軍官學校八十一週年

校慶暨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綜合學術研討會政治(社會科學)組:全民國防與國家安

全)（陸軍官校政治系舉行）(單著) 

司法機關與公共政策，以美、日為中心(2004 年從比較觀點看國家治理的新模式國

際研討會)(中正大學政治系舉行)（單著） 

兩岸憲法對人權保障之析評，以言論自由為中心(2004 年陸軍軍官學校八十週年校

慶綜合學術研討會通識教育組)（陸軍官校政治系舉行）(單著) 

日本的地方自治之保障與運作，以地方財政為例（2003 年第二屆地方發展策略學

術研討會）（佛光社會人文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舉行）（單著） 

從光華寮案看兩岸政府在日本的法地位（2003 年第 13 屆三軍官校基礎研討會兩岸

關係之未來發展）（陸軍官校政治系舉行）（單著） 

國會對行政之調查權，以日本的國政調查權為例（2003 年民主治理與台灣行政改

革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舉行）（單著） 

日本教科書審定問題（2002 年台灣應用日語學會成立大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舉行）（單著） 

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2002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論文研討會）

（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舉行）（單著） 

政治資訊的管制與國家安全的保障，以日本為中心（2002 年第二屆政治與資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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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佛光社會人文學院政治系舉行）（單著） 

教科書審查之憲法爭議，從比較的觀點（2002 年第一屆憲法實務與理論學術研討

會）（台灣大學法律系舉行）（單著） 

日本之新聞自由（2000 年展望新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新世紀之法律觀）（銘傳大

學法律系舉行）（單著） 

日本之議會議席分配與選舉平等（2000 年選舉研究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舉行）（單著） 

英文 

The Debates on the Yasukuni Shrin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 Symbol of 

Imperialism and Militarism in Japan? (Harmony ， Diversit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2007)(哈爾濱工業大學舉行)(宋鎮照、蘇俊斌合著) 

The Promotion of Local Decentralization in Japa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2007 年第 3 屆地方政府與公共管理學術研討

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舉行) 

The Guarantee and Practic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Taiwan (2006 年兩岸四地地

方治理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中正大學暨成功大學政治系舉行)（單著） 

The Activ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Modern Democratic States: Focus on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Review (2006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系舉行）（單著） 

Judicial Review and Policy-Making：Focus on Japan’s Cases(2006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

會﹕憲政、民主與人權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單著） 

Local Governance in Japan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th 

World Congress 2006)(Fukuoka, Japan)（單著） 

Local Decentralization in Japan：The Changing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2006 年日本學與

台灣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日語系舉行)（單著） 

Court’s Influences on Public Policy：Focus on the Abortion Issu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6 年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學術論文研討會)(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舉行) 

The Decentralization and Reform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Japan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Institutes of Administration (I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04)(Coex, Seoul, Korea)（單著） 

The Role of the Constitution in guaranteeing decent lives for People and Alleviating 

Poverty，Focus on Japanese Examples (The Rol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Conference 2004) (Network of Asia 

And Pacific Schools and Institut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NAPSIPAG), Asian Development Bank, Kuala Lumpur, Malaysia)（單著） 

The Racial Issue and Judici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

暨『關鍵年代與多元政治』學術研討會)(義守大學公共政策系舉行)（單著）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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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エリート層と学閥：行政エリートを中心に（2007年11月17日台灣日本語

言文藝研究學會第6回定例學會）(長榮大學舉行)（單著） 

日本のODAの光と闇:インドネシアのコトパンジャン·ダムを中心として(2006年

12月1-2日「應用日語學系所之現狀與展望-教育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南台

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舉行）（單著） 

なぜ女性は天皇になれないのか：日本の天皇制に関する研究（2006年11月25日

台灣日本語言文藝研究學會第6回定例學會）（單著） 

光華寮事件をめぐる日中台の外交紛争：裁判所の判決と政府承認（2006 年 10 月

29-30日第七屆國際日本研究･日本語教育日本研究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單著） 

日本のキャリア官僚と経済学（日本的永業官僚與經濟學）(2006 年「應用語文教

育的理論與實際」研討會)(銘傳大學應日系舉行)（單著） 

外国人の選挙権の保障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を中心として（2006 年外國人選挙

権的保障之研究，以日本為中心）(第六屆東亞法哲學研討會)(臺灣大學法律學

院舉辦;臺北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單著） 

日本の地方分権と税制改革、地方税を中心として(2005 年台灣應用日語學會秋季

學術研討會)(高雄餐飲學院舉行)（單著） 

日本の地方財政に関する一考察、憲法の保障と実際の運営（2005 年台灣日本語

言文藝研究學會第 5 回定例學會）（單著） 

日本の高級官僚と学閥（2003 年第五屆國際日本語教育•日本研究研討會）（香港

城市大學舉行）（單著） 

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時代と日本を本社とする多国籍企業の新展開、1990 年

代を中心として(2003 年教育暨創造思考學術論文發表會)(致遠管理學院舉行)

（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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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蔡增家 英文姓名 Tsai, Zheng-Jia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東亞政治經濟 

2.日本研究 

3.南韓研究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政治大學 台灣 政治系 博士 1997-2001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政治大學 南韓政經專題 副教授 2002-2007 

政治大學 東北亞政經研究 副教授 2002-2007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學術著作目錄 

專書 

1. 蔡增家，2004，日本轉型：九○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台北：五南書局，

共 350 頁。 

2. 蔡增家，2005，政府、大企業與銀行：南韓政經體制的轉變（1993-2003），台

北：巨流出版社，共 380 頁。 

3. 蔡增家，2007，誰統治日本：經濟轉型之非正式制度分析，台北：巨流出版社，

共 340 頁。 

4. 蔡增家，2008，擺盪在國際與國內之間：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絡及其對

台政策之分析，台北：商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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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專章 

1. 蔡增家，2001，「金融管制與革新：日本與美國銀行自由化的政治分析」，劉孔

中，施俊吉主編，管制與革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科所專書 (50)，

頁 283-327。 

2. Zheng-Jia Tsai, 2001, “Exchange Rate Commi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Autonomy: A Cross-Level Analysis,” 徐永明，黃紀主編，政治分析的層次，

台北：韋伯出版社，頁 327-384。 

3. 蔡增家，2002，「多邊主義、區域主義與 ASEAN 體制：從跨層次分析金融風暴

後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顧長永及蕭新煌主編，新世紀的東南亞，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325-346。 

4. 蔡增家，2003，「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政治分

析（1985-2001）」，黃秀端主編，政治學的發展：新議題與新挑戰，台北：韋

伯出版社，頁 369-399。 

5. 蔡增家、楊鈞池，2003，「90 年代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薛天棟主編，台灣與

日本的評比，台南：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頁 431-460。 

6. 蔡增家，2004，「911 之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邱稔壤主編，國際反恐與亞

太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55-178。 

7. 蔡增家，2007，「2000 年之後南韓自由貿易區政策的轉變」，陳添枝主編，自由

貿易區與國際政治經濟，台北：遠景基金會，頁 147-174。 

8. 蔡增家，2008，「日本財政融投的政治經濟分析」，蕭新煌，黃自進主編，東亞

世界中日本社會的特徵，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9. 蔡增家，2008，「派閥崩壞抑或派閥重整？單一選區兩票制實施後日本政黨政

治的轉變（1996-2006）」，台北：商務出版社。 
  

 

 

期刊論文 

1. 蔡增家，1998，「國際化與國內政治：以日韓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4

期，頁 21-35。 (TSSCI) 

2. 蔡增家，1998，「日本金融改革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7期，頁 31-48。

(TSSCI) 

3. 蔡增家，1998，「冷戰後中共對東協外交政策之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9期，頁 71-82。 (TSSCI) 

4. 蔡增家，1998，「美日安保條約的政經分析與制度調適」，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9期，頁 1-18。 (TSSCI) 

5. 蔡增家，1998，「南韓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1963-1997」，問題與研究，

第 37 卷第 11 期，頁 29-48。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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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eng-Tian Kuo, and Zheng-Jia Tsai, 1998,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he 

Exchange Crisis on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 

Politico-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Issue and Studies, Vol.34, 

No.11-12, pp.144-80. (SSCI) 

7. 蔡增家，1999，「資本管制與金融自由化：以日本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期，頁 71-84。 (TSSCI) 

8. 蔡增家，1999，「信用分配制度的轉變對政府、企業與銀行關係的影響：日本

與南韓之比較」，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5 期，頁 61-88。 (TSSCI) 

9. 蔡增家，1999，「中央銀行制度與貨幣政策：日本與德國之比較」，美歐季刊，

第 13 卷第 3期，頁 319-356。 (TSSCI) 

10. 蔡增家，2000，「垂直--整合與脆弱--衝突：論九○年代日本金融政治的轉

變」，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頁 31-49。 (TSSCI) 

11. 蔡增家，2000，「論資本自由化與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以日本及法國等干預

型國家為例」，美歐季刊，第 14 卷第 2期，頁 229-261。 (TSSCI) 

12. 蔡增家，2000，「管制與革新：美國金融改革的政治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6期，頁 75-97。 (TSSCI) 

13. 蔡增家，2000，「國際匯率承諾與貨幣政策自主性：從廣場協議至羅浮宮協

議」，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9 期，頁 49-72，。 (TSSCI) 

14. 蔡增家，2001，「金大中金融改革與南韓政經體制的轉變」，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6期，頁 39-63。(TSSCI) 

15. 蔡增家，2002，「九○年代日本派閥政治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頁 61-82。(TSSCI) 

16. 蔡增家，2002，「多邊主義、區域主義與 ASEAN 體制：從跨層次分析金融風暴

後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45卷第4期，頁75-99頁。(TSSCI)

17. 蔡增家，2003，「政府、銀行與企業：日本四大銀行體系的政治經濟分析」，

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期，頁 55-78。(TSSCI) 

18. 蔡增家，2003，「東亞市場經濟の深化與矛盾」，問題と研究（日文版），第 32

卷第 7號，頁 59-71。（雙向匿名審稿） 

19. 蔡增家，2003，「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政治分

析（1985-2001）」，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頁 139-164。(TSSCI) 

20. 蔡增家，2003，「執政黨、地方派系與金融機構：政黨輪替でから台灣の地方

金融政治の轉變」，問題と研究（日文版），第 32 卷第 11 號，頁 30-54。（雙向

匿名審稿） 

21. 蔡增家，2004，「全球化與日本經濟衰退的政治經濟分析：從財政赤字及公共

工程建設的角度觀察」，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期，頁 63-82。(TSSCI) 

22. 蔡增家，2004，「日本自民黨再執政基礎的政治經濟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

集刊，第 16 卷第 3 期，頁 139-164。(TSSCI) 

23. 蔡增家，2005，「2000 年以來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從國內層次分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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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頁 103-129。（TSSCI） 

24. 蔡增家，2005，「超越發展國家論：九七金融風暴與南韓政經體制的轉變」，

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4期，頁 75-100。（TSSCI） 

25. 蔡增家，2005，「選挙制度と政治改革─日本の経験から台湾の選挙制度の改

革を見るー」，問題と研究（日文版），頁 97-118。（雙向匿名審稿） 

26. 蔡增家，2006，「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共和平崛起政策下中日衝突的結

構分析」，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頁 45-70。（雙向匿名審稿） 

27. 蔡增家，2006，「全球化與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2005 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的政

經意涵」，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2期，頁 1-23。（TSSCI） 

28. 蔡增家，2006，「經濟能夠打破政治的藩籬嗎：中共和平崛起政策下台日關係

的轉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卷第 3期，頁 75-104。（TSSCI） 

29. 蔡增家，2006，「亞歐會議經濟議程的建構與發展：從國際建制的角度分析」，

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4期，頁 63-90。（TSSCI） 

30. 蔡增家，2006，「非正式制度政治經濟學：1990 年後日本經濟衰退的根源分

析」，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6 期，頁 107-135。（TSSCI） 

31. 蔡增家，2007，「日本正在改變它的防衛政策嗎：從新保守主義觀點來論述」，

遠景基金會季刊，頁 91-125。（TSSCI） 

32. 蔡增家，2007，「中国式市場経济に見る不均衡：高度成長下の四大內憂」，

問題と研究（日文版），頁 25-37。（雙向匿名審稿） 

33.童振源、蔡增家，2007，「從雁行發展到經濟分工：從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

濟分工模式的轉變」，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期，頁 87-114。（雙向匿名審稿）

34. Zheng-jia Tsai, 2007,”The Changing Japanese Defense Policy—A 

Perspective from Neo-Conservatism,” Prospect Journal, Vol.2, 

pp.67-94. 

35. 蔡增家，2008，「日本行政指導的政治經濟分析」，中國政治學報，（已審查通

過即將於 2008 年 6 月刊登）。（TSSCI） 

研討會論文 

1. Cheng-Tian Kuo, and Zheng-Jia Tsai, 1998,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he 

Exchange Crisis on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 

Politico-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EAN-ISIS/IIR Dialogue: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risis: One Year 

After,” Sponsor by the ASEA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iwan), Taipei.

2. 蔡增家，1999，「信用分配制度的轉變對政府、企業與銀行關係的影響：日本

與南韓之比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會，199 年 11 月 8 日。

3. 蔡增家，1999，「金融管制與革新：日本與美國銀行自由化的政治分析」，台北：

中央研究院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所「管制與革新研討會」，1999 年 12 月 8 日。

4. Zheng-Jia Tsai, 2000, “Exchange Rate Commi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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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 A Cross-Level Analysis,” 跨層次分析國際研討會，嘉義：國立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2000 年 5 月 19-20 日 

5. 蔡增家，2001，「日本派閥政治的政經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經濟學

研究會，2001 年 10 月 24 日。 

6. 蔡增家，2001，「政黨輪替與經濟治理：日本與南韓經驗的比較」，2001 年台灣

政治學會年會暨「政黨輪替後之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15 日。

7. 蔡增家，2002，「多邊主義、區域主義與 ASEAN 體制：從跨層次分析金融風暴

後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2002 年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研討會，2002 年 4 月

26-27 日。。 

8. 蔡增家，2002，「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政治分

析（1985-2001）」，台北：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學的發展：新趨勢與新議題』

學術研討會，2002 年 6 月 1 日。 

9. 蔡增家，2002，「從日本的經驗看台灣選舉制度的改革」，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政策論壇研討會，2002 年 6 月 11-12 日。 

10. 蔡增家，2002，「執政黨、地方派系與金融機構：政黨輪替でから台灣の地方

金融政治の轉變」，日本：台灣研究學會，東京法政大學，2002 年 9 月 26 日。

11. 蔡增家，2002，「日本自民黨再執政基礎的政治經濟分析」，2002 年台灣政治

學年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2 年 12 月 14-15 日。 

12. 蔡增家、楊鈞池，2003，「90 年代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台灣與日本的評比

研討會，台南：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2003 年 1 月 17-18 日。 

13. 蔡增家，2003，「東亞市場經濟的深化與矛盾」，台灣與日本中國大陸問題研

討會，東京：京王大飯店，2003 年 3 月 27 日。 

14. 蔡增家，2003，「全球化與日本經濟衰退的政治經濟分析」，全球化與全球治

理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2003 年 3 月 28 日。 

15. 蔡增家，2004，「二○○○年以來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從國內層次來分

析」，2004 年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4

年 4 月 22-23 日。 

16. 蔡增家，2004，「東亞區域整合：日本的立場與策略研究」，東亞區域整合對

台灣安全與發展之影響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2004 年 4 月 29 日。

17. 蔡增家，2004，「Regime Shift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2004

年 5 月 29-30 日。 

18. 蔡增家，2004，「911 之後日本反恐機制的設置與轉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 7 月 16 日。 

19. 蔡增家，2005，「亞歐會議經濟議程的建構與發展：從國際建制的角度分析」，

亞歐會議對台灣經濟與安全之影響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2005

年 5 月 10 日。 

20. 蔡增家，2005，「經濟能夠打破政治的藩籬嗎：中國和平發展政策下台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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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2005 年 5 月 12-13 日。 

21. 蔡增家，2005，「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共和平崛起政策下中日衝突的結

構分析」，中國崛起與全球安全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2005

年 6 月 10 日。 

22. 蔡增家，2005，「管制、自由化與再管制：2000 年之後台灣與南韓政經轉型的

比較」，2005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5 年 10

月 1 日。 

23. 蔡增家，2005，「政府主導的構造改革：南韓大企業改革的政治經濟分析

（1998-2004）」，第十四屆中韓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2005 年 10 月 21 日。 

24. 蔡增家，2005，「1990 年之後日本經濟衰退的根源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5 年 10 月

26 日。 

25. 蔡增家，2005，「日本正在改變它的防衛政策嗎？從新保守主義的觀點分析」，

第三屆國防戰略與台海安全，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2005 年

11 月 4 日。 

26. 蔡增家，2005，「從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變」，中華經濟協

作第十一屆國際研討會，日本：北九州市國際會議廳，2005 年 12 月 9 日。 

27. 蔡增家，2005，「非正式制度的政治經濟學：1990 年之後日本經濟衰退的根源

分析」，2005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5 年 12 月 10 日。

28. 蔡增家，2005，「全球化與日本國會改選的政治分析」，全球化與地方治理研

討會，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2005 年 12 月 24 日。 

29. 蔡增家，2006，「日本行政指導的政治經濟分析」，日本學與台灣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2006 年 5 月 20 日。 

30. 蔡增家，2006，「2000 年後日本對東南亞經貿政策的轉變」，日本與東亞國際

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2006 年 11 月 25 日。 

31. 蔡增家，2007，「日本財政融投的政治經濟分析」，蕭新煌，黃自進主編，東

亞世界中日本社會的特徵，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7 年

3 月 15-16 日。 

32. 蔡增家，2007，「2000 年之後的台日政治關係」，台日關係研討會，台北：中

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2007 年 10 月 29-30 日。 

 

國科會補助研究 

1. 管制與革新：九○年之後日本政經體制的轉變，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

NSC 90-2420-H- 004-010。【補助四十三萬六千元整】 

2. 執政黨、大企業與銀行：分析政黨輪替後南韓政經體制的轉變（199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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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8 月至 2003 年 7 月，NSC 91-2414-H- 004-055。【補助四十八萬五千元整】

3.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絡及其對台政策之分析（一），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7 月，NSC 92-2414-H004-040。【補助八十二萬五千八百元整】 

4.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之政經網絡及其對台政策之分析（二），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7 月，NSC 93-2414-H004-040。【補助八十二萬五千八百元整】 

5. 超越雁行理論：以台日經濟合作為例看九七後東亞經濟分工體系的轉變，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NSC 94-2414-H004-007。【補助三十六萬四千元整】 

6. 非正式制度的政治經濟學：日本經濟衰退的質量分析，2006 年 8 月至 2008 年

7 月，NSC 94-2414-H004-007。【補助一百九十一萬八千元整】 

 

獲獎與榮譽 

2006 年度政治大學研究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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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張子揚 英文姓名 Tzu-yang Cha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人權與非政府組織 

2.美國外交政策 

3.國際政治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美國 政治學 博士 1989/8-2005/6

台灣大學 台灣 政治學 學士 1984/9-1988/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

陸事務學系 
國際關係專題 副教授 2000/8/1-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

陸事務學系 
政治學 副教授 2000/8/1-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

陸事務學系 

國際經濟合作與開

發 
副教授 2000/8/1- 

南華大學亞太所 國際人權專題 副教授 2005/8/1-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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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一、專書 

1.  2006，《非政府組織與人權：挑戰與回應》，台中：必中出版社。 

 

二、期刊 

1.  2007，〈圍堵中國？日澳安全合作與台灣戰略轉型〉，中國大陸研究暨教學

通訊（台大政治系出版），第 79 期。 

2.  2006, “Threat and Containmen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Views & Policies (遠景基金會出版), Vol. 3, No. 2 (December 2006), pp. 
41-68.  

3.  2005，〈聯合國集團政治對人權非政府組織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中

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第十二期，10 月，頁 1-18。 

4.  2005，〈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亞歐會議之比較：兼論對美歐亞三角戰略關係

之影響〉，《歐洲國際評論》（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第一期，2005 年 7 月，頁 1-30。

5.  2005，〈911 事件改變布希政府之中國政策：事實或迷思？〉，《全球政治評

論》（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第十期， 4 月，頁 91-116。 

6.  2005，〈台灣非政府組織促進人權之策略與挑戰〉，《思與言》（思與言雜誌

社），第 43 卷，第 1 期，3 月，頁 99-144。 

 

三、專書論文 

1.  2008，〈中共十七大後對台政治戰略〉，《全球戰略形勢下的兩岸關係》，台

北：華立出版社。 

2.  2007，〈台灣的政治戰略規劃〉，收錄於翁明賢主編，《新戰略論》，台北：

五南出版社，第十四章。 

3.  2004, “NGOs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收錄於王振軒編著，《建構台灣

當代公民社會》，嘉義：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出版，頁 25-73。 

 

四、研討會論文 

1.  2007，〈中共十七大後對台政治戰略〉，中共「十七大」後全球暨台海兩岸

戰略之趨勢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樹德科技大學主辦，高雄：福華，2007 年 11 月

23 日。 

2.  2007，〈美中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展望 2008：美國政治暨外交政策走

向」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城區部，200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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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6，〈中國崛起與美國反應：兼論對美中台三邊關係之影響〉，台中：中

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暨戰略和平研究中心，2006 年 11 月 3 日。 

4.  2005，〈亞太經合會與亞歐會議組織與功能之比較：兼論兩者對美歐亞三角

戰略關係之影響〉，亞歐會議對台灣經濟與安全之影響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

學，2005 年 5 月 10 日。 

5.  2004，〈東亞區域整合美國之立場與策略研究〉，東亞區域整合對台灣安全

與發展之影響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2004 年 4 月 29 日。 

6.  2003，〈非政府組織與台灣人權發展〉，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研討會，台北：

東吳大學，2003 年 12 月 13 日。 

7.  2003, “NGOs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Chiayi: Nanhua 
University, December 5, 2003.  

8.  2002，〈布希政府對中國人權政策：九一一事件前後之比較〉，台灣政治學

會年會暨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2002 年 12 月 15 日。 

 

五、報刊評論 

1.  2008.01.22，〈入聯公投幫不了扁謝〉，蘋果日報，論壇版。 

2.  2008.01.17，〈馬英九莫辜負千古良機〉，蘋果日報，論壇版。 

3.  2007.12.29，〈扁後半生全押在入聯公投〉，蘋果日報，論壇版。 

4.  2007.12.12，〈拒領公投票不如大對決〉，蘋果日報，論壇版。 

5.  2007.12.01，〈綠內部矛盾拖慘謝長廷〉，蘋果日報，論壇版。 

6.  2007.11.05，〈九二是烏龍 國民黨當寵物〉，蘋果日報，論壇版。 

7.  2007.10.16，〈馬英九躲不了公投大戰〉，蘋果日報，論壇版。 

8.  2007.10.08，〈國共為公投翻臉引危機〉，蘋果日報，論壇版。 

9.  2007.09.15，〈美國亮牌 公投火上澆油〉，蘋果日報，論壇版。 

10. 2007.08.31，〈阿扁玩死美中兩大國〉，蘋果日報，論壇版。 

11.  2007.08.20，”Proposal, true or not, puts US in a tough spot,” Taipei Times, p. 
8. 

12. 2007.08.18，〈美國使盡手段逼扁退讓〉，蘋果日報，論壇版。 

13. 2007.07.19，〈中國成為美日澳假想敵〉，蘋果日報，論壇版。 

14. 2007.06.16，〈扁再訪中美洲氛圍詭異〉，蘋果日報，論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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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7.06.04，〈台灣談人權 美國傷腦筋〉，蘋果日報，論壇版。 

16. 2007.05.21，〈形象精英不敵草根戰將〉，蘋果日報，論壇版。 

17. 2007.05.11， "There's art in putting Taiwan aside," Taipei Times, p. 8. 

18. 2007.05.05，〈美對台政策 小變大不變〉，蘋果日報，論壇版。 

19. 2007.04.17，〈綠海迷思─回應羅文嘉〉，蘋果日報，論壇版。 

20. 2007.03.07，〈阿扁四要槓胡錦濤四不〉，蘋果日報，論壇版。 

21. 2007.02.12，〈阿扁故意踩美中紅線〉，蘋果日報，論壇版。 

22. 2007.02.08，” US tones down criticism of Chen,” Taipei Times, p. 8. 

23. 2007.01.31，”China gauging US resolve with test,” Taipei Times, p.8. 

24. 2007.01.30，〈阿扁抓住美中關係要害〉，蘋果日報，論壇版。 

25. 2007.01.22，〈反衛星戰 中國明槓日美〉，蘋果日報，論壇版。 

26. 2006.12.11， 〈藍高市未敗 綠北市未輸〉，蘋果日報，論壇版。 

27. 2006.11.06， "Taiwan a weak link in US chain," Taipei Times, p. 8. 

28. 2006.11.01，〈生鏽的島鏈與楊甦棣的談話〉，蘋果日報，論壇版。 

29. 2006.05.23，〈國安報告扁美各有斬獲〉，蘋果日報， 論壇版。 

30. 2006.05.20，〈「各自獨立」暗藏玄機〉，蘋果日報， 論壇版。 

31. 2006.05.13，〈阿扁愈挫愈勇愈勇愈挫〉，蘋果日報，論壇版。 

32. 2006.05.02，”'Status quo' momentarily more stable,” Taipei Times, p. 8. 

33. 2006.04.26，〈布胡會美中台三輸〉，蘋果日報，論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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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洪敬富 英文姓名 Chin-fu Hu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比較政治 

2.中國政府與政治 

3.第三世界國家政經發展（東亞與東南亞區域）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華威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國 
政治與國際研

究系 
博士 

2000.9～

2006.1 

中山大學 中華民國 
中山學術研究

所政治組 
碩士 

1997.9～

1999.6 

逢甲大學 中華民國 
交通工程與管

理學系 
學士 

1991.9～

1994.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政治經濟所 政治發展 助理教授  

政治經濟所 政治經濟學 助理教授  

政治學系 比較政府與政治 助理教授  

政治學系 中共外交政策 助理教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專書章節： 

1.  Chin-fu Hung, “The Internet and the Changing Beijing-Taipei Relations: 
Towards Unification or Fragmentation?” in Françoise Mengin (ed.), 
Cyber China: Reshap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125-151. 

        B.期刊論文： 

1. “Public Discourse and ‘Virt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RC: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Issues & Studies, Vol.39, No.4, Dec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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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1-38. [SSCI] 

2.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net Entrepreneur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Issues & Studies, 

Vol.41, No.3, September 2005, pp. 145-180. [SSCI] 

3. “The Politics of Cyb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C: The Implications of 

Contingency for the Awareness of Citizens’ Rights,”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 4, December 2006, pp. 137-173. [SSCI] 

4. 洪敬富，〈東亞經濟整合的政治性因素〉，《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15 期，2007 年 12 月，頁 7-15。 

C.政策報告： 

洪敬富等，中共社會控制 e 的途徑，歐亞基金會政策報告

(No.950002)，2006 年 5 月。 

  D.書評： 

   1. Christopher R. Hughes and Gudrun Wacker, eds., “China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of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21, No. 1, Spring 2004, pp.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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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韓松沃 英文姓名 Songok Han Thornton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國際關係             4.  東南亞研究 

2.  全球化研究           5.  發展研究 

3.  亞太研究             6.  美國研究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中山大學 台灣 中山學術研究所 博士 2000/08 – 2005/04 

私立靜宜大學 台灣 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 碩士 1989/08 – 1992/07 

韓國Kyong Sung大學 南韓 外文系 學士 1983/03 – 1987/02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東南亞政府與政治 研究助理教授 2007/09-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政經發展與政策 研究助理教授 2007/09-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美國政府與政治 兼任助理教授 2005/08-2006/07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全球化的地緣政治 兼任助理教授 2005/08-2006/07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台灣兩岸關係 專任助理教授 2006/08-2007/07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國際事務分析 專任助理教授 2006/08-2007/07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國際政治學 專任助理教授 2006/08-2007/07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美國文化與社會 專任助理教授 2006/08-2007/07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美國政府與外交 專任助理教授 2006/08-2007/07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國際事務英文 專任助理教授 2006/08-2007/07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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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S (榮譽) :  

 

1) 2007:  Invited to become an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Sage Publications) 

2) 2007:  Invited to be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Asia Journal of Global Studies 

3) 2006:  Wenzao College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4) 2004:  Graduate student publication award, from th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5) 2002:  Foreign student grade scholarship, from the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6) 2002:  Graduate student publication award, from th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7) 2000:  Plenary speaker at the U.N./R.I.T. Conference (see below under 

conferences) 

8) 1989-91: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for M.A. program 

9) 1984-87:  Three year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 

 

 

PUBLICATIONS (著作 目錄) 

 

Books (書): 

 

Development Without Freedom: The Politics of Asian Globalization,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H. Thornton (forthcoming in 2008 from Ashgate Publishing, UK). 

 

 

Journal articles (學術期刊)—refereed papers: 

 

The Crisis of Asian Globalization: Toward a Senism of the Left,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H. Thornton,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Vol. 36, No. 1 (November 

2007). 

 

Booty Globalism: The Neocolo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rthcoming in Radical 

Society: Review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Vol. 32, No. 4 (2007). 

     

The Price of Alignment: India in the New Asian Drama,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H. 

Thornton,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22, Issue 4 (December 2006), 

pp. 401-420, from Sag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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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the Invisible Asia: ｀Se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H. Thornton, Znet (October 12, 2006) 

(USA).   

 

Lesson of the “Broken Heart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onesian Reformasi,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Vol. 10, No. 2 (Summer 2006), 

pp. 90-109 (India). 

 

Trial by Development: Senian ｀Concurrence＇ in the New Asian 

Developmental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 A Journal of Politics & Culture, 

Vol. 28,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53-76, from Routledge (USA). 

 

How We Lost Civil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light of Civil Religious Dialogue,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H. Thornton, CESNUR Cyberproceedings (July 

2006) at http://www.cesnur.org/2006/sd_ thornton.htm. 

 

The ｀Miracle＇ Revisited: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Korean Political Culture, New 

Political Science: A Journal of Politics & Culture, Vol. 27, No. 2 (June 2005), 

pp. 161-76, from Routledge (USA). 

 

The Techno-Politics of the Indonesian Crisis: An Opportunity Lost, Dissident Voice 

(March 1, 2005).  Listed in Political Theory Daily Review, March 15, 2005 

(USA). 

 

Postmaterial Development: The Search for a New Asian Model,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Vol. 33, No. 1 (June 2004), pp. 25-38, Seoul National Univ. (South 

Korea). 

 

Let Them Eat IT: The Myth of the Global Village as an Interactive Utopia, CTheor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103, January 

17, 2002 (USA). 

 

Carnival of the Real: Toward a Realist Postmodernism of Resistance, in th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rst CSSALL conference, published by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1998 (South Africa). 

 

Mailer＇s Postmodern Armies: The Political Postmodernization of American 

Nonfiction, American Studies, Vol. 16 (December, 1993), pp. 1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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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Studies Institute, Seoul National Univ. (South 

Korea). 

 

Toward a Cultural Prosaics: Postmodern Realism in the New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co-authored by William Thornton,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Vol. 26, No. 4 (fall, 1993), pp. 119-42 (Canada). 

 

A Review of Contingent Meanings: Postmodern Fiction, Mimesis, and the Reader, by 

Jerry A. Varsava (Tallahassee: F.S.U. Press, 1990),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H. Thornton, Fiction and Drama, Vol. 4 (1993), pp. 189-95,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A Poetics of Resistance: The Postmodern Ginsberg,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Thornton, American Studies, No. 14 (December, 1991), pp. 95-104,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Studies Institute, Seoul National Univ. (South Korea). 

 

Postmodern Nonfiction Literature: A Genre in Embryo,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Thornton, The Providence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 3 (1991), pp. 1-13 

(Taiwan). 

 

Cat on a Hot Tin Roof: A Revised American Myth,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Thornt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11 (February, 1991), pp. 

63-76, 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Conference papers (學術會議發表之論文): 

 

Will present “From Miracle to Mirage: Rethinking Asian Exceptionalism vis-à-vis 

the Third World,＂ at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Taiw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y 10, 2008. 

 

Will present “Thaksin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Thai Globalization,＂ at the 2008 

Annual Taiwan Southeast Asia and Area Studies Conference, Asia University, 

Taichung (April 25-26, 2008).  

 

Will present “The Sun Also Rises: The Dawning of a New Japan Model?,＂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 Tamkang University, March 8, 2008 (postponed to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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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28, 2008). 

 

Spoke 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clipse of Philippine People Power,＂ at the 2007 

Annual Taiwan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Conference, Shih Chien 

University, Kaohsiung Campus, April 26-27, 2007. 

 

Spoke on “A Postmaterial Model: The Search for a Sustainable Asian 

Development,＂ at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for Blue Ocean Strategy,＂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nan County, April 24-26, 2007. 

  

Spoke on “How We Lost Civil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light of Civil 

Religious Dialogue,＂ at the CESNUR (Center for Studies on New Religions, 

Torino, Italy)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an Diego, CA, July 13-16, 

2006.  

       

Spoke on “Lesson of the ｀Broken Heart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onesian 

Reformasi,＂ at the 2006 Annual Taiwan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Conference, Tainan, April 27-28, 2006. 

 

Spoke on “Globalization on Trial: The Search for a New Asian 

Developmentalism,＂ at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IL, June 

25-28, 2004. 

 

Spoke on “Post-Material Development: The Search for a New Asian Model,＂  

           at a Canadia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on “Coping with 

Globalization: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treal, October 10-12, 2003.     

 

Spoke on “The Techno-Politics of the Indonesian Crash,＂ at the ASPAC 2002 

Conference at Bellingham, Washington, June 21 and 22, 2002.   

 

Spoke on “Let Them Eat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U.N./R.I.T. 

Conference at Rochester, New York, July 19-21, 2001. 

 

Gave plenary speech on “Whose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for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at the U.N./R.I.T. Conference on social justic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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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ester, New York, July 20-23, 2000.  

 

Spoke on “Carnival of the Real: Toward a Realist Postmodernism of Resistance,＂ 

at the First CSSALL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Durban, South Africa, September 13-16, 1995. 

 

Spoke on “Mailer＇s Postmodern Armies: Problematizing the New Left Through a 

New Realism,＂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Korea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t Iri, Korea, October 29-30, 1993. 

 

 

LECTURES/SPEECHES (演講): 

 

Gave a speech on “South/North Korean Rel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Shih Chen University Kaohsiung Campus, 

November 30, 2007. 

 

Gave a speech on “Reflections on Globalization,＂ for the Faculty of 

Tainan Second Senior High School, Tainan, November 28, 2007.  

 

Gave a speech on “Glob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he Leadership Program for the Future 

Elites,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October 13, 2007. 

 

Gave a lecture on “Asian Globalization,＂ Translation Department,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June 12, 2007. 

 

Gave a lecture on “Korean Economy,＂ IMBA, Shih Chen University 

Kaohsiung Campus, March 26, 2007. 

 

Gave a lecture on “Politic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Department,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March 2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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