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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摘  要 

Abstract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際

趨勢」由台灣政治學會委託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來承辦，以求實

踐台灣政治學會歷年來對學術推動理想的實踐與貫徹：「努力加強學術研究與社

會現實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不定期舉辦系列論壇，針對當前社會重要問題，舉

行學術討論」。 
 

本次學術研討會希望針對「三個層面(國際、國家、與國內)、八大議題」

進行討論，並進而提出對於學術層面的啟發，以及對政府的建議： 

 

國際事務的重新定位  國際間瞬息萬變的情勢，讓國際政治與經貿的發

展，因為全球化的因素而牽一髮動全身，相對地，國際層面的焦點仍離不開美

國與中國大陸的政治角力，尤其專指於亞太地區的發展而言。美國強調 APEC

是推動經濟整合與對話的平台，並積極推動 TPP 的談判，而政治與國防安全等

議題則將提到東亞高峰會上進行討論；中國大陸則是積極發展與東協關係，推

動 ASEAN+3 機制與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並關注 APEC 持續以經貿為

主軸的發展方向。整體來說，亞太區域發展的未來動向，應可判定仍將由美、

中兩國的行動為觀察指標。 

 

國家的重新定位  定位於國家執政者經由選舉制度而產生世代交替的作

用，並在執政者的政策執行下，改變一個國家發展的取向；不過作為國家的發

展層面，民眾心理的政治選擇成為政治體系是否能延續執政的重要連結。政治

信任感是一國民主政體運作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標，對政治體系的信任感知也意

涵了民主體系在民眾心目中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相較於西方民主國家，台灣的

民主經驗僅約二十年，因此瞭解民眾的政治信任感來源有其根本的重要性。另

外，許多學者亦指出台灣近年來國家的定位，著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並強調

經貿的互賴，但也重申中國大陸應秉持理性、和平、與重視台灣固有主體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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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發展。兩岸政府應本「和則兩利」、「循序漸進」的態度，採取「擱

置主權」的政治性議題，先從「非政治利益」著手，共創「雙贏局面」，此為

兩岸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國內發展的重新定位  著重於環境政治下，政府是否能建立跨域治理的整

合性功能；或者是面對組織績效與能力的改造下，政府是否能改善文官本身行政

績效與導入人力資源管理的範疇；以及在著重政策執行的層面下，導入政治哲學

的思維脈絡，讓理想性導正追求近利且「捨本逐末」的政府與市場。換言之，因

應全球化發展的趨勢，現行文官制度必須與時俱進提出興革，尤其在全球政經環

境的快速變遷，政府行政效率及效能的提升，能夠有利促進公務人力資源獎優汰

劣的考評機制的建立；並適時納入績效管理及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途徑，建立優

良的公務人員考績制度，而使文官制度改革進而升國家競爭力。最後，依據憲法

下對於個人權利的保障，面對正義被質疑時，我們除了對正義尋求維護外，應該

導入政府與人民正確的觀念而「良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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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活動緣起及目的 
 

一、活動緣起 

 

檢視過去、歸零、到重新定位  面對辛亥百年，台灣政治學界透過嚴謹與客

觀的態度，審視台灣內部過去所經歷的政治發展，不僅從早期的二二八事件、退

出聯合國、經濟起飛、到近年來民主化發展下的二次政黨輪替、政府行政區域治

理的變革，以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的簽署等，它所揭示的不僅是台

灣內部政治的蓬勃發展，同時也是宣示邁向全球化的準備。 

 

因此，我們透過「重新定位的年代」作為本年度年會的核心議題，面對的課

題除原有的國際趨勢、能源發展以外，我們更強調國內與國外間政治的連結，以

及政府、人民、社群對訴求「正義」的解讀。換言之，中華民國在建國百年後的

新紀元中，面對這些問題的普世價值，是秉持羅爾斯正義論還是強調在桑德爾下

對正義的思辯，政治學者與政治學術社群，對「正義」或許應該要有更新的思考

與討論。 

 

國際事務的重新定位  國際間瞬息萬變的情勢，讓國際政治與經貿的發展，

因為全球化的因素而牽一髮動全身，歐洲信債的問題、北韓核武試射、兩岸經貿

合作到南海主權紛爭等，都讓原本區域的議題延伸成全球共同討論的事項。相對

地，原本停滯不前的聯合國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會議，是否又會在日本因地震所

引起的核災問題，重新推進能源與環境的連結進行思考。 

 

國家的重新定位  2012 年是全球選舉的年代，據統計，至少有 58 個國家及

地區的執政者必須在新一波選舉中決定。除俄羅斯、香港、以及我國已確定當選

人外，美韓總統選舉及中共領導人仍是一個未定之數，使得國家正面臨選舉過後

未來發展的重要變革。其次，緬甸選舉雖非是全國大選，但是在翁山蘇姬及其率

領的政黨補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是否又會帶起緬甸及亞太地區民主化的風潮。 

 

國內發展的重新定位  美國牛肉是否開放進口、對瘦肉精的使用標準、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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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的改革、因拆除文林苑案而引發對都更政策的討論、被更換地名的師大夜

市、以及面對高漲油價、電價與物價風暴，政府該如何在新紀元中面對這些危機；

到底是為多數人利益而服務，還是依據憲法下對個人權利的保障，當正義被質疑

時，我們如何去辯護與重新解讀。 

 

二、活動安排 

 

整體而言，本會所邀請的學者在國際上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都十分卓越，因

此就增進國內各界對上述各項主題的理解來說，本次研討會應可作出很大的貢

獻。研討內容如下： 

(一) 主題演講：十八大後的兩岸關係  

(二)兩場圓桌論壇：台灣政治學界的新里程、亞太政經發展新趨勢 

(三)分場議題 

1.全球化與民主治理的轉變： 

氣候變遷、全球治理、全球經濟危機與應對、國際貿易、全球化與國際政治、

其他。 

2.國際整合與區域主義：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區域安全、歐盟研究、整合理論、亞太區域合作、其他。 

3.憲政主義與人權自由： 

司法審查制度、憲政體制、憲政革新、公民權利、性別政治、其他。 

 4.經驗政治與選舉研究： 

選制改革、政黨政治、投票選擇、政治社會化、政治效能感、政治傳播、其

他。 

5.公共政策與國家發展： 

環境政策、電子化政府、組織再造、危機管理、公共管理、府際關係、廉政、

其他。 

6.未來兩岸關係與政治的發展： 

兩岸合作與衝突、兩岸政治對話、中國大陸社會轉型、中共菁英政治、中國

大陸外交與經貿發展、其他。 

7.海洋事務的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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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議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大陸礁層、海洋生態、漁業合作、其他。 

8.蛻變中的政治思潮： 

政治哲學、轉型正義、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其他。 

 

預期發表論文數155篇（台灣140，大陸4篇(含港澳)，國際10篇、主題演講1

篇）；分場議題以六個時段進行，每時段最多同時舉行七場次，每場次最多四篇

論文。 

 

(四)新進教師戰鬥營 

 

「新進教師戰鬥」為台灣政治學會為了初入學術大門之青年學者所設立，第

一屆於2011年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所承辦之台灣政治學會年會中拉開序

幕，至此，為延續與培育青年學者之精進，再次於2012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中舉辦之。 

主旨在於新進教師面對研究、教學與服務的工作環境及升等壓力，應如何面

對？本活動針對當前高等教育的教師面對學術環境變遷的生涯發展與工作權議

題，邀請學術前輩傳承學術研究經驗，協助新進教師瞭解學術發展趨勢、進行研

究計畫撰寫、期刊論文投稿、專書出版等，藉此協助提供新進教師的生存之道。 

一、活動對象：助理教授、博士後研究員、博士 

二、活動時間：2012年12月8日（星期六）13:40~15:30 

三、活動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本部)誠大樓105教室 

四、主持人：王冠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五、與談人： 

      黃  紀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余致力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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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目的 

 

本研討會主要促進國內外傑出學者進行交流和互訪，藉由綜合性議題的場域

建構出政治學界裡傳統政治學派、制度主義學派、公共行政領域、國際關係領域、

政治哲學領域、甚至於近代國家發展等各政治學科專業領域的呈現，也是近年來

台灣政治學會舉辦年會的宗旨。此外，除學術研討會本身的學術價值，研究成果

和建議都足以提供國內外、兩岸、或者是東亞地區作為現在與未來政治發展之借

鏡，以及持續改善國家內部政治發展之依據。 

 

簡言之，此次年會以「重新定位的年代」作為本年度年會的核心議題，面對

的課題除原有的國際趨勢、能源發展等，我們更強調國內與國外間政治的連結，

以及政府、人民、社群對訴求「正義」的解讀。爰此，中華民國在建國百年後的

新紀元中，面對這些問題的普世價值，是秉持羅爾斯正義論還是強調在桑德爾下

對正義的思辯，政治學者與政治學術社群，對「正義」或許應該要有更新的思考

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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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活動內容概述 
 

    本研討會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月 9 日(星期六至星期日)舉辦，舉辦

地點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本部(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誠大樓 1 樓，

所使用之研討會場地，包含主會場的誠大樓 1 樓 101 國際會議廳，以及圍繞於國

際會議廳的 11 間多功能教室(正大樓 101~106 教室、誠大樓 105~109 教室等共 11

間)。會中邀請台灣政治學會郭承天會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王冠

雄所長、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名譽校友，同時也是身兼立法委員

的潘維剛女士擔任開場嘉賓。並在開幕儀式後，立即舉行專題演講，由郭承天會

長擔任專題演講之主持人一職。本次邀請的講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

長邵宗海教授，在借重邵教授長年對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術觀察與經

驗，以「十八大後的兩岸關係」為題，替在場與會的嘉賓做第一手研究的精闢見

解，提供未來兩岸關係該如何發展做出註解。 

 

整體而言，本會所邀請的學者在國際上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都十分卓越，因

此就增進國內各界對上述各項主題的理解來說，本次研討會應可作出很大的貢

獻。研討會活動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部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 

(二)承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三)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實踐研究文教基金會 

(四)補助單位：內政部民政司、內政部地政司、台灣民主基金會、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研發處 

 (五)參訪單位：台灣政治學會與日本政治學會、韓國政治學會簽署互訪條約，

因此，日本政治學會與韓國政治學會之兩會學者，將受邀參與由台灣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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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舉辦的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 

 

第二部分、參加對象與人數 

 

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學者專家、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人士、政治相關學系學生

約400至600人。 

 
第三部分：圓桌論壇 

 
同時，主會場除舉辦開幕儀式與專題演講外，另安排兩場圓桌論壇與分場議

程裡文章發表共同舉行。兩次綜合性圓桌論壇主題： 

 

主題一：Change of election system in this decad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eal politics。由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王業立教授擔任主持人，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蔡啟清榮譽教授、中央研究院徐火炎研究員、以及日本政治學會代表─

東京大學當代政治研究中心內山融教授擔任與談人。 

 

主 題二： Re-forma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and China's 

uprising。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劉必榮教授擔任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歐美所林正

義研究員、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王高成教授、韓國政治學會代表─韓

國湖西大學全家霖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孔裕植教授、以及日本政治學會代表─

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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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新進教師戰鬥營 
 

『新進教師戰鬥營』主持人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王冠雄所長來

擔任，而講者則分別邀請具有國科會政治學門審查委員來擔任，一為藉由學術前

輩提攜後進之意，二則也在於分享自己的學術歷程供後進參閱。分別由中央研究

院政治學研究所黃紀研究員(國科會政治學門比較政治組審查委員)、以及世新大

學行政管理學系余致力教授兼副校長(國科會政治學門公共行政組審查委員)擔

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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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籌備進度與規劃 
 

(一)議程總表 

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8：00 ~ 8：30 報到 

8：00 ~ 8：40 開幕式 

8：40 ~10：10 主題演講 

10：10~10：20 茶敘 

10：20~12：10 圓桌論壇(一) 第一場次 

12：10~13：40 誠大樓 201 教室 

台政會會務與頒獎 

午餐與休息 

13：40~15：30 誠大樓 105 教室 

新進教師戰鬥營 

第二場次 

15：30~15：50 茶敘 

15：50~17：40 第三場次 

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8：00 ~08：30 報到 

8：30 ~10：20 第四場次 

10：20 ~10：40 茶敘 

10：40 ~12：30 第五場次 

12：30 ~13：40 午餐與休息 

13：40~15：30 第六場次 

15：30~15：50 茶敘 

15：50~ 17：10 圓桌論壇(二) 

17：20~ 17：35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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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演講與圓桌論壇 

2012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際趨勢─ 

                              時間：2012 年 12 月 8-9 日(星期六、日)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本部誠大樓 101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 議程內容 
8：00 - 8：30 報到 

 

8：30  

8：40 

開幕式 (地點：誠 101 國際會議廳) 

張國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 
郭承天 (台灣政治學會會長) 
王冠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8：40  

10：10 

專題演講 (地點：誠 101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郭承天 (台灣政治學會會長) 
講  者：邵宗海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主  題：十八大後的兩岸關係 

10：10 - 10：20               茶敘及書展 
 

 

10：20 

12：10 

圓桌論壇(一)(地點：誠 101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王業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題：Change of election system in this decad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eal politics 

講者：蔡啟清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榮譽教授) 
講者：徐火炎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講者：內山融 (日本東京大學當代政治研究教授) 

12：10 - 13：40 午餐 台灣政治學會─會員大會 
(地點:誠 201 階梯教室) 

 

誠101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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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圓桌論壇(二)/地點：誠 101 國際會議廳/場次二 

 

15:50 

17:10 

主持人：劉必榮(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主題：Re-forma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and China's uprising 

講者：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講者：王高成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教授) 

講者：全家霖 (韓國湖西大學教授) 

講者：孔裕植 (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 

講者：川島真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17：20 - 17：35 閉幕 

 

(三)籌備進度表 

2012 年 6 月 1 日 ►上傳系統開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論文徵稿截止日 

2012 年 7 月 17 日 ►以電子郵件通知徵稿審查結果並公告於網頁 

2012 年 8 月 21 日 ►①論文授權與聲明書及 ②會員申請表及會費匯款單回覆截止 

2012 年 9 月 10～14 日 ►論文題目異動 

2012 年 10 月 22 日 ►論文上傳系統開通（請至線上投稿系統投稿） 

2012 年 11 月 28 日 ►論文全文投稿截止日 

2012 年 12 月 2 日 ►線上報名截止日（請至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2012 年 12 月 7 日 ►研討會舉辦日（視投稿數量舉辦碩士生場次） 

2012 年 12 月 8-9 日 ►研討會舉辦日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 月 ►經費核銷 

 

http://conference.nccu.edu.tw/actnews/intro.php?Sn=3&OSn=13
http://conference.nccu.edu.tw/actnews/intro.php?Sn=3&OS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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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傳策略與方式 

 

靜態：活動海報、邀請函、大型布條、會議旗幟等 

動態：活動專屬網站、台政會、中政會、國科會、政大等首頁訊息政大秘

書處新聞稿、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五)籌備委員 

 

籌備委員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王冠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總召集人) 

曲兆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范世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許禎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陳文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黃  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六)論文審查委員 

 

論文審查委員 服務機關 職稱 

王冠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曲兆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陳文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陳世榮 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副教授 

吳建忠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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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討會議事規則 

1、各場次時間：110 分鐘 

2、單場三篇文章 

項目 時間 備註 

1.主持人引言 3 分鐘  

2.發表人報告 15 分鐘/人 滿 13 分鐘按鈴一響；滿 15 分鐘按鈴兩響 

3.評論人評論 7 分鐘/人 滿 5 分鐘按鈴一響；滿 7 分鐘按鈴兩響 

4.自由發言 2 分鐘/人 滿 1 分半鐘按鈴一響；滿 2 分鐘按鈴兩響 

5.發表人綜合答辯 3 分鐘/人 滿 2 分鐘按鈴一響；滿 3 分鐘按鈴兩響 

3、單場四篇文章 

項目 時間 備註 

1.主持人引言 3 分鐘  

2.發表人報告 12 分鐘/人 滿 10 分鐘按鈴一響；滿 12 分鐘按鈴兩響 

3.評論人評論 7 分鐘/人 滿 5 分鐘按鈴一響；滿 7 分鐘按鈴兩響 

4.自由發言 2 分鐘/人 滿 1 分半鐘按鈴一響；滿 2 分鐘按鈴兩響 

5.發表人綜合答辯 3 分鐘/人 滿 2 分鐘按鈴一響；滿 3 分鐘按鈴兩響 

※自由發言：請發言人於報告服務單位及姓名後，再行提問。 

※評論人及自由討論之發言人，如有書面意見，請於每一場討論會議結束後，

將書面意見交予現場工作人員。 

※敬請將行動電話保持關機或靜音模式，俾利議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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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論文出版計畫 

 

1.台灣政治學會 

    依據台灣政治學會規定，參與本年會各場次發表人，可以經由場次主持人

推薦至台灣政治學會，台灣政治學會經由匿名審查制度後，推薦於《台灣政治

學刊》(TSSCI 期刊)刊登。 

 

2.政治學相關學門及系所 

    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為響應回保之訴

求，出版方式將以數位化類別作為出版模式，將本會發表之論文及篇章匯集成

為電子檔(數位光碟一份)，並寄送至政治學相關學門、系所、及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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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第三章 實施效益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假民國 101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月

9 日(星期六至星期日)舉辦，舉辦地點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本部(106 台北市和

平東路一段 162 號)誠大樓 1 樓，由台灣政治學會委託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來共同籌辦；執行計畫期限從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 日開始至本案經

費核銷完畢為止。 

 

第一部分：收錄文章篇數 
 

    本次研討會成果豐碩，共收錄 143 篇文章，包含國內學者(含台灣籍旅外學

者)135 篇、國外學者 8 篇。同時，亦加入參與圓桌論壇之國際學者部份，其國

外學者涵蓋五個地區之學者參與本次盛會：在文章的部分，包括美國籍學者 2

篇、韓國籍學者 2 篇、大陸學者(含港澳學者)2 篇、日本學者 1 篇、以及新加坡

學者 1 篇，新加坡學者為趙洪教授，任職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

究員，為承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邀請之國際學者，在「中國

大陸國際政治經濟發展」、「東亞政治經濟專題研究」、「南海爭端」等議題發表

多篇文章，亦著有多篇 SSCI 文章；而參與圓桌論壇的部分，則為日本政治學

會與韓國政治學會受台灣政治學會邀請之代表。整體來說，本次與會學之日韓

政治學會代表、國際學者(參閱表一)與國內數十位重要學者(表二)如下： 

 

第二部分：本次參與會議的重要學者 
 

日本政治學會代表： 

1、 內山融教授─日本東京大學當代政治研究教授 

2、 川島真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韓國政治學會代表： 

1、 全家霖教授─韓國湖西大學教授 

2、 孔裕植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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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重要學者(依會議順序排列)： 

1、 郭承天教授 ─ 台灣政治學會會長 

2、 邵宗海教授 ─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3、 王業立教授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 

4、 蔡啟清教授 ─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榮譽教授 

5、 徐火炎教授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6、 王冠雄教授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7、 黃  紀教授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8、 余致力教授 ─ 世新大學學術副校長 

9、 劉必榮教授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0、林正義教授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11、王高成教授 ─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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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海外學者一覽表(含國外學者) 

國籍 姓名 職稱 擔任工作 

分場議程參與人 

外籍學者 

日本 石原忠浩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評論人 

日本 宇都宮溪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發表人 

韓國 全家霖 韓國湖西大學教授       (韓國政治學會代表) 發表人 

韓國 孔裕植 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     (韓國政治學會代表) 發表人 

美國 朱雪妮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發表人 

美國 Nathan F. Batto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發表人 

新加坡 趙洪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發表人 

港澳 Wai-Kwok 

Benson Wong 

香港浸會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中國大陸 王 峰 中國大陸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發表人 

海外學者(本國籍) 

中華民國 張志宇 香港恆生管理學院新聞學系實務副教授 發表人 

中華民國 陳俊昇 上海交通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發表人 

中華民國 陳永芳 英國考文垂大學地理環境暨災害管理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中華民國 黃寄倫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政府與政治學系博士 發表人 

參與圓桌論壇的國外學者 

韓國 全家霖 韓國湖西大學教授       (韓國政治學會代表) 與談人 

韓國 孔裕植 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     (韓國政治學會代表) 與談人 

日本 內山融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日本政治學會代表) 與談人 

日本 川島真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日本政治學會代表)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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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次會議國內重要學者 

場地 姓名 服務單位(校系)/職銜 擔任工作 

2012 年 12 月 8 日(六) 

主題演講(兩岸關係) 

國際會議廳 郭承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台灣政治學會會長 
會議主持人 

 
邵宗海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暨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主題演講人 

新進教師戰鬥營 

105 教室 王冠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會議主持人 

 

黃紀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 

國科會政治學門比較政治組審查委員 

會議與談人 

 
余致力 

世新大學公共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學術副教授 

國科會政治學門公共行政組審查委員 
會議與談人 

圓桌論壇(一) 

國際會議廳 王業立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持人 

 蔡啟清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榮譽教授 會議與談人 

 徐火炎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會議與談人 

圓桌論壇(二) 

國際會議廳 劉必榮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會議主持人 

 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會議與談人 

 王高成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會議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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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重要學術效益 

 

本次學術研討會希望針對「三個層面(國際、國家、與國內)、八大議題」

進行討論，並進而提出對於學術層面的啟發，以及對政府的建議。相對地，由

於本次研討會收錄文章高達 140 多篇，以下僅截取部分重要議題作結案呈現： 

 

(一)國際、國家、與國內之定位 

 

國際事務的重新定位  國際間瞬息萬變的情勢，讓國際政治與經貿的發

展，因為全球化的因素而牽一髮動全身，相對地，國際層面的焦點仍離不開美

國與中國大陸的政治角力，尤其專指於亞太地區的發展而言。美國強調 APEC

是推動經濟整合與對話的平台，並積極推動 TPP 的談判，而政治與國防安全等

議題則將提到東亞高峰會上進行討論；中國大陸則是積極發展與東協關係，推

動 ASEAN+3 機制與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並關注 APEC 持續以經貿為

主軸的發展方向。整體來說，亞太區域發展的未來動向，應可判定仍將由美、

中兩國的行動為觀察指標。 

 

國家的重新定位  定位於國家執政者經由選舉制度而產生世代交替的作

用，並在執政者的政策執行下，改變一個國家發展的取向；不過作為國家的發

展層面，民眾心理的政治選擇成為政治體系是否能延續執政的重要連結。政治

信任感是一國民主政體運作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標，對政治體系的信任感知也意

涵了民主體系在民眾心目中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相較於西方民主國家，台灣的

民主經驗僅約二十年，因此瞭解民眾的政治信任感來源有其根本的重要性。另

外，許多學者亦指出台灣近年來國家的定位，著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並強調

經貿的互賴，但也重申中國大陸應秉持理性、和平、與重視台灣固有主體性與

民主政治的發展。兩岸政府應本「和則兩利」、「循序漸進」的態度，採取「擱

置主權」的政治性議題，先從「非政治利益」著手，共創「雙贏局面」，此為

兩岸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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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發展的重新定位  著重於環境政治下，政府是否能建立跨域治理的整

合性功能；或者是面對組織績效與能力的改造下，政府是否能改善文官本身行

政績效與導入人力資源管理的範疇；以及在著重政策執行的層面下，導入政治

哲學的思維脈絡，讓理想性導正追求近利且「捨本逐末」的政府與市場。換言

之，因應全球化發展的趨勢，現行文官制度必須與時俱進提出興革，尤其在全

球政經環境的快速變遷，政府行政效率及效能的提升，能夠有利促進公務人力

資源獎優汰劣的考評機制的建立；並適時納入績效管理及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途徑，建立優良的公務人員考績制度，而使文官制度改革進而升國家競爭力。

最後，依據憲法下對於個人權利的保障，面對正義被質疑時，我們除了對正義

尋求維護外，應該導入政府與人民正確的觀念而「良善思辨」。 

 
(二)八大議題 

 

1、全球化與民主治理的轉變： 

新興學者徐子軒(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高晨峯(國

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生)所撰之『內生或外因？一個台灣與貝南民主鞏固的

比較觀點』一文，提出他們對民主治理的分析。認為：無論是民主轉型或鞏固，

學者往往忽視國際因素帶來的影響，包括主要國家行為者、國際組織與建制、

全球文化、跨國倡議網絡、非政府組織等，都在新一波民主化潮流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他們採用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中的國家順從理論，將民主制度視為是一

種國際規範，而各國若是遵守這種規範，即是發生民主化，再配合傳統比較政

治學中的研究方法，發展出新的分析模式，藉此檢視台灣何以達到民主鞏固。

做為實驗對照組的是西非的貝南共和國(Benin)。最後研究指出，貝南之所以能

達到民主鞏固，是基於外在驅力的物質性勸服所致，合於理性主義的主張，而

台灣之所以能達到民主鞏固，是基於外在驅力的社會性勸服與同化所致，較偏

向於建構主義的觀點。 

 

2、國際整合與區域主義： 

   國家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透過國際間經貿整合的帶動，藉由國與

國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或者是藉由國際貿易組織(APEC、WTO)、以及

透過區域間的協定，引進外國企業對其本國產業的投資等，形成促進國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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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域主義議題的興盛。 

    現任於上海交通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的我國學者陳俊昇，便

與任職於高雄大學通識中心講師的許振宇學者，撰寫「中日韓 FTA 形成之東亞

區域合作架構與美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日本東亞外交

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一文。他們不僅呼應先前國際事務定位中，美國與中國

大陸仍是亞太地區的主要行為者，更強調隨著歐盟形成之區域經濟合作及區域

競爭的態勢出現之後，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也受到中美兩國的牽引，其中，中

日韓三國的 FTA 簽訂似乎將形成一個新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而美國在宣布重

返亞洲之後也積極主導 TPP 的形成與發展，大有牽制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的企

圖，以及重新建立盟主地位的態勢。 

    簡言之，從經貿戰略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觀點來看，霸權之間尋求建立

一個穩定的秩序對於整個區域的經濟合作才是有利，包括美國應該繼續遵循多

邊主義的外交原則，以及中國大陸必須善盡做為一個大國的義務等，才能在新

的博弈過程裡面促進區域國家的經濟利益，而非製造彼此的衝突。 

 

3、憲政主義與人權自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陳文政教授，就全球化如何對憲政主義產

生規範性的影響，提出何謂全球憲政主義的發展？認為目前學術界仍莫衷一

是。是以現實觀察，全球憲政主義仍處於典範競逐時期。他嘗試將現存有關全

球憲政主義的學術研究觀點區分為「憲法文本」、「釋憲機制」、「憲法規範」及

「人權保障」等四個學派，並就各學派之基本觀點、符號通則和研究方法等典

範要素諸面向進行初步考察，以提供學術界後續研究之參考。 

他認為在四個學派中，除少數嘗試創新符號或基本概念之外，基本上大多

借用社會科學各學科現存的概念。至於有關「全球憲政主義」、「憲制化」與「全

球憲制化」等基本概念，均僅有鬆散的界定。此一現象正彰顯出全球憲政主義

的相關研究仍在處於發展概念的階段。 

同時，強調就典範競逐的辨識「準則」觀察下，即指各學派在符號通則、

基本觀點、研究方法等面向之主張或成果，被學科社群多數成員共同接受的程

度—由於四個學派仍處於各自發展概念、提出各自的基本觀點及研究觀點等情

況，除憲法文本學派所得出的「成文憲法全球化」取得學科社群之認同之外，

並無法判斷有任何學派在符號通則、基本觀點或研究方法等面向，取得絕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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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性地位。  

最後，主張就全球憲政主義研究而言，台灣相關學科社群的投入相當有限，

主要仍以法律學者居多，而且集中於少數人。對於此一情形，本文認為台灣的

法學(含國際法)和政治學(含國際關係)研究者可以組成科際整合研究群組，針對

特定議題進行研究，進而與國際研究趨勢接軌。 

    相對於憲政主義的發展，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葉弘靈博士生，則以歷史

制度主義的觀點描述出台灣內部對於人權發展之不足提出看法。她所撰之「從

人權園區到國家人權博物館—一個歷史制度論視角的初探」一文，強調台灣對

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場館的研究尚屬低度發展階段。她借鏡歷史制度論的主張：

「制度不是改變決定政治的唯一結構性原因，但制度會制約政治，也折射出政

治的軌跡」。從兩條軸線及其交會來解釋，景美與綠島這兩座戒嚴時期主要政

治監獄，在體制內被轉化為人權園區、乃至人權博物館的歷史過程。希望成為

本地的初探性研究，未來也能發展成為豐富化既有研究取徑的資源。認為這兩

條軸線交會的結果是，主要仰賴民間資源來建構的園區或博物館，使得冤假錯

案敘事得以進入並佔據了展覽館所的論述支配地位，同質化了其他類型政治案

件與受難者的異質想像，使得園區及博物館均呈現出單一且貧瘠的歷史觀。 

    換言之，台灣內部對人權的發展，過度依賴於白色恐怖與二二八事件所創

出的歷史發展，但過於強調兩者事件，卻掩蓋了其他也應該重視的人權發展項

目，例如性別平等、墮胎合法性等法律規範。 

 

4、經驗政治與選舉研究： 

在台灣朝向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之路邁進的同時，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蕭怡靖助理教授主張：「政治課責是民主政治運作的要件之一，也是提升民主

品質、達成民主鞏固不可或缺要素。當一國民眾多具備政治課責觀，且對政治

課責的落實給予正向評價，即有利提升該國民主運作的品質」。實質上，奠定

台灣民主化的基礎，除了來自於執政者有目的執行民主化的政策外，更在於內

部人民受到公民教育普及化後的影響，所帶動人民對政府的期盼，進而促進政

府的進步與改革。 

    除外，選舉制度的變革亦是促進民主化發展的因素之一。由中央研究院學者

吳親恩研究員與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鄧志松副教授所率領的研究團隊

下，提出「選舉與投票：台灣 358 鄉鎮投票率的時空分析」一文，除了一方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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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民主政治中，選舉是落實政治運作的核心制度安排，它提供人民直接參與並反

應民意的直接管道外；也強調投票率的高低也代表公民對政治事務的關心程度。

如果投票率太低，代表民眾對政治冷感，不願投入公共事務，對民主運作而言實

為潛在危機。另一方面，則以關注 1992-2012 年台灣地區投票率的時空變化，探

討什麼因素影響人民去投票的意願。 

研究發現選舉的類型是主要的影響變因，選舉層級愈高 (愈接近中央) 則

投票率愈高，新選制、職權降低都不利於投票率，光是選舉的類型本身就可以

解釋接近百分五十的變異。其他比較肯定的影響因素是天氣，天氣好有助於提

高投票率，投票所的密度(代表投票的便利性)則沒有影響；經社背景變數的表

現則不如期預，雖然教育程度對投票率的高低有顯著影響，但對社經的高低卻

無多太多的影響。 

 

5、公共政策與國家發展： 

此次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對於公共政策與國家發展等議題，多數學者

所投之稿件，除了既有的府際關係以及政府組織再造等相關於政府公務績效與

公務人員議題外，大多座落於環境治理、環境政策、環境保護、甚至於防治污

染等議題，亦有新興議題核能政策等。亦代表著綠色政策的執行與推動，已非

過去僅著重於現代化國家的進展，而是越趨受到學者與人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舉例來說，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王宏文與其指導學生王惠琪所

撰之「台灣跨域治理的探索──板新計畫與八里污水處理廠案例之比較分析」，

一文除了涉及到跨域治理之「跨域」(across boundary)的三種涵義：跨越地理上

的不同區域、跨越組織單位中的不同部門、以及跨越各政策領域的不同專業外，

更在於強調協力合作共同完成相同目標的一種治理模式以應用於環境治理中。

就此而言，以探討兩個個案的跨域意涵包含跨地域與跨組織兩種涵義下，分別

分析自來水供應與污水處理的兩個個案，釐清這兩個領域是如何進行管理與合

作。 

最後研究發現，在兩個個案中合作的內容會影響跨域治理的成效，例如在

自來水個案中，以清水價格作為買賣的基準，對於北水處及台水公司都是不利

的，因此使得雙方的合作意願不高，此外，在枯水期時的調度方式也不是很明

確，未來將成為爭議的焦點之一。致使在汙水處理個案中，以處理的汙水量來

分配經費的負擔是一個明確客觀的標準，但隨著台北市依賴八里汙水處理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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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降低，未來台北市是否還願意負擔最低的營運經費比例，將是一個爭議的

焦點。 

 

6、未來兩岸關係與政治的發展： 

同於公共政策與國家發展議題一般，原於 2011 年(辛亥百年)所重視兩岸關

係發展的課題研究，本次研討會則轉向：(1)研究中國大陸內部的社會問題，包

含腐敗、區域經濟的不協調、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阻礙市場經濟的健全發展等；

(2)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研究，不啻是台灣政治學界呼應時事之潮流。面對中

國大陸政權「十八大」前後的政治變革，視為未來左右中國大陸內部權力鬥爭，

以及國家外部競爭發展的課題，同時，做為十八大後領導國家發展第一把交椅

的習近平，該如何處理國內社會意識、民主意識的高漲，也在於考量領導人危

機處理的能力。以及，(3)中國大陸外交政策之研究，鑒於中國大陸經貿發展已

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進出口貿易國，它所能處理的外交發展，成為倚

重經貿投資做為外交進展的利器，致使中國大陸對亞太、對拉丁美洲、對非洲

地區等國家，為新崛起的熱門研究議題。 

    就中國大陸社會問題而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曲兆祥教授、

以及玄奘大學通識中心田昭容助理教授，以「行政壟斷的視角析論中國大陸的

政治腐敗問題」一文，再次指出其中國大陸內部其「政治腐敗」的根源，幾乎

皆來自「行政壟斷」所誘發。其次，對外交層面而言，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

務學系胡聲平助理教授以『中共外交理念與政策的矛盾─以「和諧世界」理念

下的「安全外交」為例』，認為中共在自 2007 年以後在東海問題及南海問題上

的安全外交實踐，日益符合現實主義「權力轉移理論」的預期，即新興強權將

成為「修正主義強權」。中共處理周邊領土爭議行為的改變，可視為其挑戰美國

所建立的東亞政經秩序的首部曲，故而中共「安全外交」所要維護的國家利益

將逐漸成為其優先考量，而和諧世界想要追求的和平目標則將讓位於國家利益。 

 

7.海洋事務的新進展： 

    有別於傳統政治學界的發展，著重比較政治、選舉研究、公共行政、甚至

是制度性研究的課題，本次研討會則納入「海洋事務」做為新興研究議題的開

端。其選擇，除了台灣是海島型的國家外，更在於我國政府實踐組織再造下所

預期成立海洋部的趨勢，以及著手重視台灣政府對於釣魚台、南海等區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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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自我主權之宣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王冠雄教授，為我著名國際法、國際漁業

法、南海議題處理之專家，本次研討會則以「國際海洋法發展趨勢之觀察：以漁

業資源養護與管理為出發點」一文，提供我國政府未來發展的建議。認為近三十

年來，與海洋相關法制的發展極其迅速與多元，相較於國際法其他領域的法律制

度之演變，海洋法可謂快速調整。漁業不僅提供就業的機會，亦是重要的糧食供

應來源。然而過度捕撈引發漁業資源枯竭的危機、人類排放的污染物破壞環境的

平衡、海平面上升衝擊沿岸地區人民的文化保存以及生命安全、海運成長使得生

物移居數量增加，這些都是對海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此，必須藉由透過國際組

織的「合作」，以及「合作」在某些事務上的發展情形，以合作的作為維護海洋

環境以及達到資源永續利用的最佳方式，也能在此一概念的驅使下，擴大對於海

洋環境與生態的保護作為，達到追求環境正義的基礎，而在可預見的未來，此亦

應是國際漁業法律規範的發展趨勢。 

 

8、蛻變中的政治思潮：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陳閔翔博士後研究員與中央研究院歐美所黃瑞祺研究

員，以「哈伯馬斯的審議民主理論：重構與拓展」一文，重建哈伯馬斯在審議

式民主理論的看法。他們提出：哈伯馬斯在回顧現代性時曾說過，現代性的自

我理解，其特徵不僅在於理論上的「自我意識」，針對所有傳統的自我批判態度，

同時也包括「自我決定」與「自我實現」的道德與倫理思想。致使，對於未完

成的現代性工程，綜觀哈伯馬斯約略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民主藍圖似乎鑲嵌

在每個階段的理論工作中；早期從公共領域的歷史考察著手，然後接著以溝通

理論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最後拓展出以論辯理論為基底的審議民主，強

調在生活世界中實現人們平等自由暢通的溝通與對話。現階段現代性還在前

進，民主也還在繼續實踐，在此意義上，倘若審議民主還有一些啟發或功能，

未來民主的困阨似乎不再是規範與經驗之間的衝突，而是來自更直接地的現實

且具體的環境與問題，亦具啟發性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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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綜合檢討 

整體而言，此次活動圓滿平順，除了主辦單位所有人員上下齊心共同努力

外，幾個相關主要協辦和指導單位，也均給了最大的支持和倚靠，包含與台灣

政治學會共同主辦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王冠雄所長率領台師

大政治所的專業團隊下，包括所辦助教黃靜芳小姐、研討會執行人劉昆鑫博士

生、副執行人許珍慈、黃盈萍、黃柏叡、鍾果翰等碩士生，將此在大雨及寒流

侵襲下舉辦的研討會，籌畫的有聲有色，台灣政治學會甚為感激。相對的，台

灣政治學會也感謝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實

踐研究文教基金會等協辦單位，以及台灣民主基金會在此不景氣環境下提供資

源，亦為本次研討會的及時雨。當然，此次研討會也感謝台灣政治學會的兩位

前後任秘書謝坤龍與曾祖漢，若無兩位的辛勞聯繫，本次研討會的舉行不會如

此順利。 

 

然而幾處活動籌辦與進行過程中，未臻圓滿地方，仍是在此提出，做為籌

辦類似活動時的經驗分享。事實上，本次研討會可分為制度性因素與人為因素

兩層面，以做為未來承辦的借鏡。 

 

(一)人為因素 

 

一、聯繫方式，因人而異。雖然本研討會之順利進行，有賴於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上下師長、學長姊、學弟妹、以及助教的勞心協助，尤其針對

舉辦如此龐大的年會，所需的心力及勞力都需要一定的付出。但面對如此眾多的

發表人、主持人、評論人、和與談人等，並且聯繫的方式與對話皆有執行人預先

擬定，可是即便準備充足，無法準確聯繫到發表人、評論人等，都是造成承辦人

員聯絡上的困擾。 

例如：發表人、評論人等未有回覆的習慣，尤指發表人。提供給承辦單位，

或者是提供給台灣政治學會的聯繫方式，照理應為可以聯繫到本人的通訊方式，

包括E-mail、手機、辦公(或家裡電話)等，但是，經常出現的狀況變成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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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有特別事項可以予主辦單位聯繫的方式，並不是讓主辦單位主動聯繫的

工具，而是被動的使用工具。不僅造成主辦單位的困擾，更造成其對應人(發表、

評論人)是否該來的兩難。 

 

    二、參與研討會的費用低，造成發表人對研討會臨時退出的情況高。台灣政

治學會雖然早已知道此為承辦研討會，尤其是年會必然遭遇的現象，對此也提出

因應的做法，從原本不需任何的收費到酌收300~600元的註冊費不等，甚至是訂

立其繳費期限，明言繳費後方可發表的規範，以求降低發表人臨時退出的現象。

但仍有少部分的發表人，雖然入選其文章，但對於此規範並不重視。輕者為拖欠

繳費、重者為收稿前夕臨時發出E-mail表示無法前來發表文章，之後又以相應不

理的方式，無法讓籌辦單位聯繫，不僅造成主辦單位的困擾，更造成對評論人行

程安排的不便。 

 

    三、未對參與人收取任何費用，造成諸多資源的浪費。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辦理之宗旨，除了提供政治學界等學術先進提供交流的場域，同時也

在於塑造提供大眾對政治領域、政治課題的認識，以求透過這樣的方式教育普羅

大眾何謂民主、正義、甚至於對選舉制度的認識等。但是，也因為未對一般與會

的民眾收取費用，造成許多資源的浪費。例如本次研討會收到將近200位的一般

參與人，雖然不乏許多政治學科的青年學生，但非政治學界領域的民眾仍居多。

尤其又面臨寒冷天氣的來襲，造成許多報名參加的人，最後未前來報到，不僅造

成製作名牌的浪費、更在於會議手冊(紙張)和便當(食物)的浪費。 

 

    四、國人環保及著作權的認知不足。2011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由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等學科來共同籌辦，其強調推行環保行動與意識為訴求

的情況，首開先例以隨身碟取代論文集，減少印製論文集而造成過多的紙張浪

費。相對的，本次2012年年會之辦理追隨2011年的作法，以隨身碟取代論文集，

會議僅發放印製基本研討會議程之會議手冊。其次，本次研討會之辦理，也在訴

求推動國人及參與學者在智慧財產權的認知，在未取得發表人的同意(授權書)

前，不可提供任何全文，同時，並於減少紙張浪費的前提，本次隨身碟也僅提供

摘要閱覽，而非是全文。但是，此作法仍遭受到許多與會者的批評，認為我既然

來參與，雖非發表人，但也應有發表人文章閱覽的權利。但實質上，所有閱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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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必須依據發表人的同意下，才可公開，才是尊重智慧財產權的正確認知。 

 

五、部分與會文章之發表人，稿件提供時程有所延宕。造成籌辦方在進行

最後論文統整編排時的若干困擾，致活動辦理時人力分配與時間掌握相對緊

張，從而影響部分工作事宜之完善。日後籌備類似會議，或許可在截稿日期設

限上，往前挪移，以為寬裕。同時，收稿論文中，由於對「字數」、以及「一

稿不二投」等基礎性學術倫理有部分規定不周延之處，也提供未來其他系所舉

辦下屆研討會時，甚而研擬。 

 

(二)制度性因素 

 

    制度性因素則較人為因素來得單純。舉凡大多是提供補助的單位，其規章條

文等處處侷限補助的項目，或者選擇有利於自己行政程序核銷的項目。例如眾多

政府單位特別指定僅提供印刷費用補助，但不補助其他項目，但對於籌辦單位未

必有助益。現在強調環保、無紙化的訴求，印刷費雖然仍用在研討會活動宣傳有

所助益，但對已減少論文集印製的籌備單位卻無相得益彰；同時，整體報帳及核

銷經費仍需依照學校會計室之規定，學校規定印刷費用僅有十萬元的額度，超過

預算就必須要執行招標程序，其雙重的規章制度，皆是造成許多人力上不必要的

心力花費。 

    其次，承接如上，許多補助單位處處設限，一則設限項目，一則又不願補助

臨時性人員的費用；試問，有哪一個研討會的舉辦是不需要人力來承辦的呢？其

扭曲的補助觀念，是以提供舉辦研討會的經驗作為補助單位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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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討會分場議程 

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誠 106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10：20 - 12：10 

場次一 

冷則剛 

中央研究院 

政治學研究所

研究員 

李玫憲 

林瑛宜 

APEC 亞太氣候難民治理的策略與挑戰：從

批判安全觀點分析 
徐千偉/中正政治 

陳亮宇 

中國大陸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政策：《中國

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08～2012）

的文本分析 

曹俊漢/文化政治 

吳濟華 

鄭明輝 
全球城市因應氣候變遷之環境永續治理 

柳中明 /台大大氣科

學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二 

李黎明 

台灣戰略研究

學會執行長 

宇都宮溪 
中日東亞整合戰略的競爭關係與對此發展

之影響 
石原忠浩/政大國關 

劉昶佑 
東亞國家因應金融危機的理性選擇-以賽局

理論檢視 
林超琦/政大政治 

孔裕植 韓-台灣經濟發展策略比較研究 呂曜志/台灣經濟研究院 

時間 15：50 - 17：40 

場次三 

郭秋慶 

淡江大學歐洲

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及歐洲研

究中心主任 

林昌平 金融發展、經濟成長與債務危機的空間分析 張文揚/政治外交 

張嘉斌 戰略夥伴關係：有效的歐盟外交政策工具？ 胡祖慶/東海政治 

陳仲沂 
歐盟整合架構下之利益與制度建構之探

究：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發展為例 
楊三億/東海政治 

 



32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誠 106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08：30 - 10：20 

場次四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學 

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 

蔡明彥 

李玫憲 
伊拉克戰後重建之研究：理論分析的挑戰 陳勁甫/元智社會 

郭祐輑 
戰爭中較弱的一方能否達成義戰理論中的

合理成功機率之要求? 
唐欣偉/文化政治 

吳胤瓛 

載胥及溺?－貨幣聯盟的困局：單一幣制在

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及海灣阿

拉伯國家合作理事會(GCC)實現中之現實 

王震宇/北大法律 

時間 10：40 - 12：30 

場次五 

趙國材 

國防大學 

法學院特聘教

授 

王冠雄 
國際海洋法發展趨勢觀察：以漁業資源養護

與管理為出發點 
姜皇池/台大法律 

趙洪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Chine-ASEAN 

Relations  
蔡明彥/中興國政 

許博達 南海海盜問題與因應之評析 林文隆/國防海院 

陳述之 

賴榮偉 

低調的海權：攻勢現實主義下中共航空母艦

發展策略 
陳世民/台大政治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六 

張家麟 

真理大學宗教

文化與 

組織管理學系

教授 

顏永銘 
華僑金融資本在台灣─以華僑商業銀行的

興衰為核心之探索 
吳鯤魯/銘傳公共 

林敬堯 
重探「發展型國家」的國家與市場：以國光

生技為例 
席代麟/銘傳公共 

林忠山 

劉冠緯 

我國風力能政策行銷策略之研究：價值面向

之分析 
傅岳邦/文化政管 

林谷蓉 

文化產業政策推展與民眾參與認同之研究

－以 2012 年北台灣媽祖文化節遶境活動為

例 

邱冠斌/中華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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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誠 107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10：20 - 12：10 

場次一 

宋興洲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

兼主任 

陳俊昇 

中日韓 FTA 形成之東亞區域合作架構與美

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日本東亞外交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 

高少凡/東海政治 

許峻賓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亞太經濟整合 張登及/台大政治 

全家霖 韓國 FTA 發展戰略探討 劉大年/中經院 

葉長城 

中國大陸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策略的政治分析：以中

國大陸-東協、中國大陸-紐西蘭與中國大陸-韓國

FTA談判為例的探討 

廖舜右/中興國政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二 

鄭端耀 

政治大學國關

中心 

美洲暨歐洲研

究所研究員 

陳一新 從攻勢現勢主義看美國樞紐亞洲戰略 宋學文/中正戰略 

方天賜 崛起背景下的印度大國外交 劉德海/政大外交 

張榮彰 

劉從葦 

獨樹一幟或高談闊論？建構主義論述

「ASEAN 認同」的侷限性與方法論問題 
莫大華/國防政治 

 綜合性講評 陳欣之/成功政治 

時間 15：50 - 17：40 

場次三 

黃淑芳 

實踐研究 

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湯智貿 
小國如何可能在國際體系中提昇自主、安全

與發展：一個理論的探討 
林炫向/佛光公共 

Yu-Ping 

Chang 
Taiwan in the New Asia Order 關弘昌/師大東亞 

徐子軒 

高晨峯 

內生或外因？ 一個台灣民主鞏固的比較觀

點 
郭展禮/海大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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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誠 107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08：30 - 10：20 

場次四 

周桂田 

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

所教授 

陳永芳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計畫之評估：以那瑪夏

地區災後安置為個案 
周佳宥/文大法律 

戴政龍 風險社會中的國防行政轉型 朱蓓蕾/警大公共安全 

吳建忠 
環境治理與永續發展：以台北市焚化爐底渣

再利用管理方式為例 
張國輝/台大國發 

時間 10：40 - 12：30 

場次五 

鄧中堅 

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院長 

張人傑 能源安全的國際關係理論 蕭全政/台大政治 

林泰和 
空權的應用與強制的效果：以科索伏與利比

亞戰役為例 
王心靈/空軍官校航管 

吳文欽 
策略互動與實證分析：逆推統計法及其於外

交政策研究的應用 
陳澤鑫/台北公行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六 

黃榮源 

開南大學公共

事務管理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

任 

黃寄倫 

Nuclear Waste Policy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鄭先祐/台南生態科技 

李俊達 公共服務人員職場精神力成因之實證研究 張瓊玲/文化行管 

劉小蘭 
食品安全治理：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之協

力─以德國經驗為例 

賴沅暉/開南 

公共事務 

葉俞亭 

李秉正 

張其祿 

行政機關服務品質構面建構與市民滿意度

關連性之實證研究：以屏東縣地政事務所為

例 

廖坤榮/中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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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誠 108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10：20 - 12：10 

場次一 

楊泰順 

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 

陳文政 
全球憲政主義之興起：典範競逐觀點的初步

考察 
張嘉尹/世新法律 

李怡俐 
政治轉型下的特赦法與其人權問題：以美洲人權法

院案件為例 
胡慶山/淡江亞洲所 

賴祥蔚 我國對言論價值的憲法解釋 盧瑞鍾/文化政治 

朱雪妮 
A Study on CATW and Its Efforts to Deter 

Human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葉毓蘭/警大外事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二 

林佳範 

台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

動領導 

學系教授 

王金壽 

宋昱嫻 

台灣政治民主化下法律抗爭策略的出現：以

台灣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為例 
林佳和/政治法律 

平思寧 中東北非地區國內衝突起因之探析 楊中立/文化政治 

李有容 

李汾陽 

工具化的建築與台灣價值形塑：樂生療養院

與民主紀念園區 
廖世璋/師大社教 

靳菱菱 認同的主張與建構途徑：以太魯閣族為例 楊仁煌/開南公共事務 

時間 15：50 - 17：40 

場次三 

任冀平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副教

授 

郭俊偉 
由政治獻金制度分析臺灣民主社會的性別

議題 

姜貞吟 /中央通識教

育 

陳宜亨 

莊旻達 
不同但平等：台灣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謝易達/慈濟通識 

黃上生 

胎兒基本權與母體生殖自主權的交織：美國

司法審查下的墮胎正義與胎兒保護－兼論

我國墮胎之相關議題 

陳滄海/北教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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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誠 108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08：30 - 10：20 

場次四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 

社會研究所研

究員 

王金壽 

陳鴻章 

政黨輪替與檢察體系的控制─以一、二審檢

察長調動為例 
張佑宗/台大政治 

葉虹靈 
從文化園區到國家人權博物館-一個歷史制

度論視角的初探 
曾建元/中華行管 

林邑軒 
沒有抵抗者的平反：初探二二八與五 0 年代

白色恐怖平反運動 
陳顯武/台大國發 

時間 10：40 - 12：30 

場次五 

潘淑滿 

台師大社會工

作研究所 

教授兼社科院

院長 

黃建銘 
復振本土語言之組織再造與政策設計之研

究：以臺灣閩南語為例 
陳延輝/德國哥丁根博士 

王光旭 

陳筠芳 

福利服務契約下的有效夥伴關係？老人社

區服務外包的初步調查與反思 
劉祥得/銘傳公共事務 

薛峪霖 

丁仁方 

華人社區行動的經驗研究—本土社會資本

理論的檢證 
沈慶盈/台師大社工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六 

陳荔彤 

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律研究

所 

孫介珩 
論我國沿近海鮪魚業現況與政策問題：由小

琉球、東港及綠島三地鮪魚船長觀點出發 
黃向文/海大海洋 

張榮文 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觀點解讀中共南海主權主張 陳貞如/政治外交 

許育誠 越南台商「當地化」之研究 林平/中正政治 

劉育麟 新加坡與菲律賓面對中國崛起的戰略選擇 陳昌宏/北大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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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誠 109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10：20 - 12：10 

場次一 

林東泰 

台灣師範大學 

大傳所教授兼

副校長 

黃信豪 

簡至彣 

再探台灣民眾政治信任感的起源：政治學習

與制度績效 
吳重禮/中研院政治 

鄭夙芬 2012 年總統選舉中的台灣認同 
張世熒 /銘傳公共事

務 

蕭怡靖 台灣民眾的政治課責觀：認知、評價與影響 黃國敏/中華行管 

張君慧 

劉正山 

以焦點團體訪談法初探台灣民眾國家認同

的樣貌 
吳兆鈺/元智社會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二 

陳陸輝 

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

研究員兼系主

任 

盛杏湲 

蔡韻竹 

政黨在立法院的合作與對立：1996-2011 年

的觀察 
胡幼偉/台師大傳 

郭銘峰 

王鼎銘 

制度制衡 vs 領導魅力：小泉執政時期眾參

兩院選舉之跨時研究 
劉冠効/金門大陸 

林長志 
選民如何看待副總統候選人角色？2012 年

總統選舉的實證分析 
黃信達/東海政治 

鄭子真 
政治獻金的顯規則：探討日本《政治資金規

正法》沿革與意涵 
楊鈞池/高大政法 

時間 15：50 - 17：40 

場次三 

陳明通 

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

所教授 

范世平 
中國大陸主權財富基金發展與影響的政治

經濟分析 
趙洪/新加坡東亞所 

齊光裕 台灣三位民選總統之兩岸政策初探 謝登旺/元智社會 

黃昭明 
台資醫療產業的國際化策略-以南京明基醫

院與廈門長庚醫院為個案分析 
王綺年/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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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誠 109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08：30 - 10：20 

場次四 

陳義彥 

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榮譽

教授 

包正豪 
原住民立委的實質代表模式：2002-2012 立

法院質詢發言之實證分析 
衛民/開南公管 

Nathan F. 

Batto 

When the Party Label Isn’t Enough: Personal 

Appeals in SNTV Elections 
俞振華/政大政治 

李立茹 

鄧志松 

吳親恩 

選舉與投票：台灣 358 鄉鎮投票率的時空分

析 
徐永明/東吳政治 

劉自平 

吳重禮 

制衡認知、政策中和與分裂投票：2012 年

總統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的實證分析 
洪永泰/台大政治 

時間 10：40 - 12：30 

場次五 

吳親恩 

中央研究院政

政治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余孟哲 
候選人固定支持群眾之基礎：2001 至 2012

年金門縣歷屆選舉分析 
林政緯/金門陸研 

張鐙文 

失去信心的年代？民主治理結構中的信任

成分：治理績效、治理能力與政治信任連結

之析探 

梁世武/世新廣告 

詹益龍 
全球化下文官制度之治理模式─以公務人

員考績法修正草案為例 
邱志淳/世新行管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六 

趙永茂 

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 

紀沅玲 
政黨認同、政治知識與分裂投票─2010年高

雄市長暨議員選舉實證分析 
沈有忠/東海政治 

廖育嶒 
僧多粥少：「席次縮減」對政黨 2010 年五都

市議員選舉的影響 
林聰吉/淡江公行 

林奕竹 
總統、立委併選下的一致與分裂投票：2012

年選舉探討 
張峻豪/東海政治 

蘇穩中 
惡法亦法─評高等行政法院審查「準直轄

市」分攤健保費義務之合法性問題 
何祖舜/東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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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正 103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10：20 - 12：10 

場次

一 

湯京平 

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教授兼系

主任 

杜文苓 

施佳良 

蔡宛儒 

地方政府 VS.石化王國：檢視雲林縣的六輕環

境監督 
黃錦堂/台大政治 

范玫芳 

張簡妙

琳 

科學知識與水政治：旗山溪治水爭議之研究 鄧志松/台大國發 

王宏文 

王惠琪 

台灣跨域治理的探索─板新計畫與八里汙水處

理廠案例之比較分析 
李翠萍/中正政治 

江大樹 

張力亞 

環境治理的在地行動策略：永續社區治理能力

指標建構與應用 
陳建仁/東海政治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

二 

彭錦鵬 

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副教授 

陳世榮 台灣電動巴士示範營運的公共溝通初探 陳俊明/世新行管 

劉書彬 311 核災後德國核能政策之研究 湯紹成/政大國關中心 

林新沛 

林子婷 

李鳳梧 

影響民眾對節能減碳政策支持度之因素 杜文苓/政大公行 

時間 15：50 - 17：40 

場次

三 

蘇彩足 

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教授 

劉宜君 
基層官僚人員的課責與自主性─以國民年金政

策為例 
魯俊孟/東海公行 

張鈺旋 以國家責任觀點探討弱勢者之健保醫療照護 吳全峰/中研院法律 

黃煥榮 公部門推動遠距辦公之可行性分析 曾冠球/淡江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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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正 103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08：30 - 10：20 

場次四 

陳金貴 

台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教授 

謝忠安 

黃東益 

行政組織領導效能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我國

中央政府的實證分析 
史美強/東海公行 

簡鈺珒 誰說政府不能跳舞？  謝俊義/北教大公共 

廖洲棚 

陳敦源 

廖興中 

揭開地方政府回應民眾的「秘箱」：台灣六

都 1999 專線的質化分析 
楊意菁/世新廣告 

時間 10：40 - 12：30 

場次五 

翁興利 

台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教授 

呂佳螢 
水清則無魚？政府組織透明度與組織正義

和政府績效之影響性研究 

李忠正/英國雷斯特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中心博士 

林靜玟 

陳敦源 

機關變革型態對組織成員變革認知及組織

績效影響之研究─以我國行政院組織改造

為個案 

呂育誠/北大公行 

黃鉦堤 魯曼(Niklas Luhmann)的政治行政系統理論 張四明/北大公行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六 

陳鴻瑜 

淡江大學 

亞洲研究所 

教授 

Kyle 

Wang 

Redefin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How Do African Countries 

Benefit from Emerging Partners? 

魏百谷/政大俄羅斯 

于振亞 
過渡型民主政府的國際法遵從：以尼泊爾聯

邦民主共和國為例 
蕭國忠/文化政治 

葉蕙君 

張恩慈 

以賽局理論檢視英、法、德三國簽訂里斯本

條約的理性抉擇 
苑倚曼/淡江歐研 

郭怡伶 緬甸政府人權探討-1992~2012 
孫采薇 /政大國關中

心亞洲暨太平洋 

 



41 
2012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正 104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10：20 - 12：10 

場次一 

楊開煌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

教授 

寇健文 

吳奕霖 

『重慶模式』: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或追求晉

升的政績工程? 
張弘遠/致理國貿 

曲兆祥 

田昭容 

從行政壟斷的視角析論中國大陸的政治腐

敗問題 
吳德美/政大國發 

徐斯儉 

周睦怡 

Replacing Contestation with Inclusiveness: 

The Political Logic of Auhthoritarian 

Persistence in China 

歐陽新宜/文化陸研 

寇健文 

蔡文軒 

「小步快跑」求晉升：中共幹部任命制的年

齡困境與解決途徑 
王嘉州/義守公管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二 

蔡瑋 

文化大學 

中山與中國大

陸研究所教授 

王峰 
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旅遊生態補償

條例之立法初探 
范世平/師大政研 

李景華 
中國大陸戶籍制度與流動人口的公民權：國

家與社會關係的考察 
蔡萬助/國防政治 

張志宇 
中港區域經濟整合對香港高度自治的影

響：從整合理論的新功能主義角度分析 
徐斯勤/台大政治 

時間 15：50 - 17：40 

場次三 

曲兆祥 

台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張廖年仲 
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論中國大陸的強勢

外交政策 
施正權/淡江戰略 

柯玉枝 
中國大陸對拉丁美洲及非洲經濟外交的比

較分析 
余小云/文化行管 

劉秋苓 中共國際宣傳的戰略意涵 邱垂正/金門大陸 

胡聲平 
中共外交理念與政策的矛盾─以「和諧世

界」理念下的「安全外交」為例 
高輝/金門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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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正 104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08：30 - 10：20 

場次四 

周育仁 

台北大學公共

行政暨 

政策學系教授 

吳秦雯 
違憲審查機關對於立法行政僵局之合憲控

制：法國與我國之比較 
呂炳寬/東海公行 

許恒禎 
半總統制下不同政府型態之比較：羅馬尼

亞與台灣 
鄒忠科/淡江歐研 

盧國益 我國半總統制運作困境因素之分析 陳銘祥/淡江公行 

時間 10：40 - 12：30 

場次五 

李昌麟 

中興大學國家

政策與 

公共事務研究

所教授 

廖達琪 

陳月卿 

非關國會？從核能政策比較半總統制下台

灣、法國與羅馬尼亞國會的監督力量 
郝培芝/北大公行 

張峻豪 
半總統制的跨國比較：台灣、法國、羅馬

尼亞的中央地方關係與半總統制 
鍾國允/中央法政 

翁燕菁 
人權保障與「合公約性」審查：從法國、

羅馬尼亞之司法審查體制反觀台灣 
陳文政/師大政治 

沈有忠 
從內閣會議論半總統制二元行政的實踐：

台灣與羅馬尼亞的比較研究 
蔡榮祥/中正政治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六 

陳德昇 

政治大學國關

中心-中國經

濟暨社會研究

所研究員 

林承慧 中國大陸擴展中的基督教灰色市場 
陳純如/政大國關中

心亞洲暨太平洋 

許繼中 
中國大陸捍衛「綠家園」的「志願者」：組

織變遷的觀點 
黃之棟/空大公行 

高頡 
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權性質的探

討 

吳建忠/海洋技術通

識 

簡嘉儀 國共關係的變遷─以戰爭電影為例 李亞明/國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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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正 105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10：20 - 12：10 

場次一 

郭秋永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研究

中心研究員 

葉浩 

張裕斌 

自由主義的政治觀：柏林、羅爾斯以及威廉

斯論政治 
蕭高彥/中研院人文 

陳閔翔 

黃瑞琪 

哈伯瑪斯的審議民主理論：重構與拓展 

 
石忠山/東華公行 

沈明璁 
另一種政治理論：Isaiah Berlin 的認識論與

方法論之初探 
韋洪武/政大政治 

李心文 
Risk, Responsibility, and Just Political 

Institution   
柯義龍/東海公行 

時間 13：40 - 15：30 

場次二 

潘朝陽 

台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主任

兼 

僑教學院院長 

許家豪 
承認政治的實踐：查爾斯‧泰勒的跨文化主

義與協同政治 

閻嘯平/文化政治 

李國維 公共理性的理念和新制度主義 
石慧瑩/中央客家經

濟 

時間 15：50 - 17：40 

場次三 

林忠山 

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副教

授 

許巧靜 
社會建構論對當代民族主義的貢獻與其侷

限：以 Tamir’s Theory 為基礎 
梁裕康/文化政治 

劉志洋 
R. G. Collingwood 道德哲學中的行動概念

與問答活動 
沈清楷/輔大哲學 

劉岫靈 
「權力分立原則」的第三種脈絡－Kant「道

德形上學」中的「道德目的論」脈絡  
梁文韜/成大政經 

 

 

http://www.politics.nccu.edu.tw/people/bio.php?PID=59599
http://philosophy.ourpower.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3&Item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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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正 105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08：30 - 10：20 

場次四 

黃城 

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Wai-Kwok 

Benson 

Wong 

Framing and Resisting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Campaign of Anti-High Speed Rail in Hong 

kong(2009-10)  

龐建國/文化陸研 

陳重成 
兩岸關係的空間轉向：開創從一個中國到

整體中國的建設性對話 

劉勝驥/政大國關 

 

劉性仁 
我國政府之政策回應與策略選擇：以大陸

對臺政治定位為例 
匡思聖/元培通識 

蔡青蓉 

李志強 

台商角色和中國政府關係的轉變：以高科

技產業為例 
徐淑敏/北教大公共 

時間 10：40 - 12：30 

場次五 

袁鶴齡 

中興大學國家

政策與公共事

務研究所教授 

 

陳蓉怡 
由上而下的成長：天津經濟發展中的應對

策略 
魏利祝/文化陸研 

徐筱琦 

從北京奧運期間中國政府對國際人權運動

的回應分析「指名羞辱」策略的效用與限

制 

劉性仁/文化陸研 

彭思舟 
制度變遷中的組織：以中國大陸農村信用

社為例 
施世駿/台大國發 

林雅鈴 中國地方金融制度分析：以溫州為例 胡文川/陽明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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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正 106 教室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評論人 

時間 10：40 - 12：30 

場次四 

鄧毓浩 

台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

動領導學系 

副教授 

呂明哲 
民主理論與受教育權：權利位階之理論建

構 
歐崇亞/東海公行 

劉昆鑫 
邁可桑德爾論三條正義的思路：在自由主

義下的轉變 
郭應哲/東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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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討會活動實錄(照片) 

 

註：研討會報到實錄與籌備人員  

 

註：2012 年台政會開幕儀式與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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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主題演講與第一場次圓桌論壇會議實錄  

 

 

註：分場議程各場次實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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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分場議程各場次實錄(2) 

 

 

註：分場議程各場次實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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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分場議程各場次實錄(4) 

 
 

 

 

 

 

 

 

 

 

 

註：分場議程各場次實錄(4) 

 

 

 

 

 

 

 

 

 

 

 

 

 

 

 

註：分場議程各場次(5)與第二場次圓桌論壇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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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分場議程各場次(6)與新進教師戰鬥營 

 

 

 

 

 

 

 

 

 

 

 

 

 

 

註：代表韓國政治學會與會的兩位學者─全家霖教授、孔裕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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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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