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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2020 庚子年全球爆發 COVID-19 肺炎疫情，瞬間改變了世界樣

貌，讓國際間行為者的互動型態猝然劇變。所有層級的行為者在被迫

改變的前提下，已經就當前態勢生存超過一年。然而，不願屈就於當

前疫情影響下的各級行為者，正以重新回復疫情前生活型態為目標，

擬定重建國際秩序與回應新型民主挑戰的計畫，包含各國當前的疫苗

政策─如何適切回應過去不曾有過的全球規模性需求成為當前各國

領導者的主要問題。因此，所有過去的政治問題、民主問題都重新置

放在環境變遷的後裔情時代下再次檢證。 

「Taiwan Can Help!」口號響徹國際，除了代表台灣整體國力的

充足之外，也代表著台灣應對當前國際局勢的得宜。台灣究竟如何回

應當前國際變局，是台灣邁入國際舞台的良機。本會擬以「後疫情下

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為出發點，邀請台灣國內外政治學者從政

治、經濟、社會等脈絡，闡述對台灣當前所遭遇的關鍵議題，提出學

術觀點與創新研究，共同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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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會議內容 

 

一、台灣政治學會簡介 

 

（一）前言 

 

1994 年 12 月 17 日台灣政治學會正式成立，迄今僅約莫 25 年光景。就一個

專業的學術學會而言，台灣政治學會的成立並沒有悠久的歷史；就一個成熟的知

識社群來說，台灣政治學會有待努力之處仍有很多。儘管如此，在這短暫的 25

年內，台灣政治學會已經從過去的草創階段，經歷發展時期，逐漸繁榮茁壯，巍

然成為台灣政治學界的重要學術領導社群，也建立了會員之間相互交流、學習與

分享的平台。豐碩的果實固然值得喜悅，但這是過去努力的共同累積；台灣政治

學會歷經諸多學者、學子的培養與灌溉，才能有今日的光采。台灣政治學會的過

去、現況與未來展望簡要說明如下： 

 

（二）草創階段與初期發展時期 

 

在 1993 年秋天，鑑於對台灣政治學界的期許與展望，吳乃德、游盈隆、徐

火炎、陳明通等四位學者，於中央研究院開始規劃成立台灣政治學會。經過將近

一年的討論、策劃與推動，台灣政治學會在 1994 年底成立。其設立宗旨主要有

感於：在此之前，國內許多大學設有政治學相關系所已逾 40 餘年，而且不少人

士在大學以講授政治學為專業，可是政治學研究的知識社群似乎未能在台灣具體

成形。台灣政治學會的成立並出版《台灣政治學刊》，其目的即是希望發揮帶領

的作用，有助於這個知識社群的出現。當然，一個成熟的知識社群的出現，或許

必須歷經數個世代，台灣政治學會的成立，只是一個起步而已。 

台灣政治學會的首任期間為 1994 年至 1996 年，第一任會長為吳乃德，秘書

長為陳明通，財務長為徐火炎，學刊總編輯為游盈隆，執行委員包括胡佛、莊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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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徐火炎、陳少廷、陳儀深、陳明通、游盈隆、黃默。在此草創初期，儘管學

會組織運作尚未完全步上軌道，但這些人士的集思廣益、積極貢獻，確實為台灣

政治學會奠定良好的發展基礎。 

台灣政治學會的第二任期間為 1996 年至 1998 年，會長為游盈隆，秘書長為

羅致政，財務長為陳明通，學刊總編輯為吳乃德，執行委員包括陳明通、黃默、

黃秀端、張茂桂、吳乃德、徐火炎、蕭高彥、林繼文。在此期間，台灣政治學會

企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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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學術討論。除此之外，其設定多項工作目標，舉例來說，

將《台灣政治學刊》的出版目標設定為半年刊、為促進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預期

成立各類學術委員會、成立台灣政治學會網站與新聞討論群、為鼓勵青年政治學

者的養成舉辦全國政治學博碩士論文獎、發行《台灣政治學會通訊》、舉辦研究

生學術論文發表會等。儘管其規劃構想頗具野心，然而或許囿於實際執行人力與

經費限制，故多數未能具體落實，或者僅實施短暫即告終止，然這些願景與理念

已經在台灣政治學會埋下種子，成為日後成長的根芽。之後，在 1997 年 6 月，

游盈隆在擔任會長期間，接受民進黨徵召出任花蓮縣長候選人，為避免影響會務

推動而向執行委員會請辭，由執行委員會決議推舉黃默暫代會長職務，至年底補

選會長產生為止。該年 12 月補選結果揭曉，由陳明通當選會長，原財務長則由

朱雲漢接任，其他人事則維持不變，會務得以持穩運作。 

台灣政治學會的第三任期間為 1998 年至 2000 年，會長為黃秀端，秘書長為

林繼文，財務長為朱雲漢，學刊總編輯為鄭曉時，執行委員包括胡佛、黃默、廖

達琪、劉義周、吳乃德、陳明通、羅致政、林繼文。在此期間，台灣政治學會積

極推動諸多會務，包括網站更新、提供就業訊息、相關系所網址、政治學網路資

源等項目。另外，為加強對於研究生之學術訓練，故在 1999 年 5 月舉辦第一屆

全國政治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提供政治學研究生發表論文之論壇，並透過相互

觀摩來增進論文寫作技巧。值得一提的是，林繼文時任秘書長，為促使台灣政治

學界更加蓬勃發展，奔走勸說各界學者專家加入會員，以爭取向內政部登記成為

正式單位，貢獻匪淺。 

 

（三）蓬勃發展時期 

 

台灣政治學會的第四任期間原為 2000 年至 2002 年，但在 2000 年 9 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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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政治學會依法組織，正式登記成為內政部所認定之「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

也開啟了台灣政治學會的新頁。組織性質改變之後，台灣政治學會的首屆會長為

劉義周，秘書長為黃偉峰，財務長為陳立剛，學刊總編輯為洪永泰，理事包括吳

乃德、吳志中、吳重禮、林繼文、徐永明、陳義彥、黃秀端、黃長玲、廖達琪，

監事包括吳釗燮、胡佛、徐火炎。在此期間，台灣政治學會規模迅速成長，會員

人數增加，且年會活動益趨多樣性與活潑化，使得台灣政治學會的聲譽驟升，成

為國內重要的政治學術社群之一。舉例來說，2001 年年會暨「政黨輪替後之台

灣政治」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達 32 篇，會中並邀請 Stefano Bartolini 教授發

表專題演說，題目為“The Macro-constell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Rise, Consolidation 

and Decline i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獲得相當的迴響與肯定。在 2002 年台

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全球化與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其規模更為是空前，發表

之論文激增至 79 篇，成長率高達一倍有餘。會中，並邀請吳玉山教授發表專題

演說，題目為「學術表現與學術評量」；另外，亦邀請 Jan-Erik Lane 教授進行「全

球 化 與 全 球 治 理 」 圓 桌 論 壇 ， 題 目 為 “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ficit”。無疑地，劉義周會長的各項作為，為台灣政治學會開啟璀璨的一頁。 

台灣政治學會的第二屆期間為 2002 年至 2004 年，會長為黃紀，秘書長為吳

重禮，財務長為王業立，學刊執行編輯為湯京平，理事包括吳志中、紀俊臣、陳

文俊、陳立剛、陳義彥、黃秀端、黃偉峰、廖達琪、劉義周，監事包括吳乃德、

林繼文、羅致政。在此期間，推動多項會務改革，讓學會功能更加健全，頗受學

界同仁的讚譽。舉例來說，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的舉行和《台灣政治學刊》編輯係

透過公開申請的過程，徵詢學術各單位的承辦意願，以「公正、公平、公開」的

方式決定申辦單位。其次，《台灣政治學刊》出版的制度化，真正具體落實成為

半年刊。再者，重新建立台灣政治學會網頁，督促運作順利以成為政治學界交流、

互動的平台。另外，台灣政治學會與中國政治學會為俾便政治學界同仁出版學術

專著，茲委託組成「政治學專書出版聯合審查委員會」，提供有公信力之專業學

術審查，以符合國家科學會與教育部之研究計畫補助、給獎與評鑑標準。 

在年會活動方面，2003 年「世局變動中的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盛況空

前，發表之論文高達 125 篇，會中邀請林澤民教授發表專題演說，題目為

“Neighborhoo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2004 年「關鍵年代與多元政治」學術研討會，有約 150 篇論文發表，總共近 50

個場次，會中特邀請黃紀教授發表專題演說，題目為「關鍵報告：論『常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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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分析」，有 600 位國內外各個領域專家學者出席，學界參與程度將盛況空

前。接下來幾年的年會活動在既有的基礎上，透過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期刊

出版等多元方式，持續地耕耘和開創政治學研究的園地，發揮社會影響力。 

 

（四）穩定期與近年概況 

 

2012 年年會暨「重新定位的年代：伸張正義、能源發展、與國際趨勢」國

際學術研討會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辦，在兩天的研討會期間將有近六十場論文

場次與 161 篇文章發表。 

2013 年年會暨「東方政治學？--臺灣經驗、中國崛起及國際流變」國際學術

研討會，於中山大學舉辦，發表之論文為 150 幾篇，而 2014 年會暨「當前全球

民主實踐的再思考：困境、挑戰與突破」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於新落成的國立臺灣

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該屆研討會的文章總計 155 篇，同時大會也邀請中央研究

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吳玉山特聘研究員進行專題演講，有關講題為“當「分配」

與「認同」分庭抗禮”，獲得熱烈的回應。此外，已同本會簽訂合作備忘錄的日

本政治學會代表前嶋和弘（上智大學）、鹿毛利枝子（東京大學）與小森雄太（明

治大學）三名教授也於「日本政治學者研究交流」場次中發表文章，並深獲好評。 

2015 年會暨「民主與治理的挑戰」國際會議，本會首次移師到離島—金門

舉辦，與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合作，會議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蕭高彥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同時也設立兩場金門論壇（離島

建設條例修正探索與廈金合作的願景與展望）、國際頂級期刊投稿經驗分享會、

與政治學期刊主編有約的主題場次。另一方面，該次會議共有 35 個研討會場次

及 120 篇會議論文，日本政治學會與韓國政治學會代表也受邀出席本次研討會發

表與評論論文，充分發揮本會關懷在地和接軌國際之精神，為偏鄉的政經發展貢

獻棉薄之力。 

2016 年會暨「民主的深化與挑戰：台灣新政局的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合作舉辦，會中邀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劉義周主任委員，

以「開放選舉資料與政治學研究」進行專題演講。本次會議計有 61 個場次、157

篇論文，與 6 場圓桌論壇，針對當前我國所面臨之重大政治與政策議題進行討

論。會議除廣邀國內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與外，也邀請日本政治學會與韓國政治

學會代表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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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會以「民主成長與民主赤字：台灣解嚴三十年的省思」為核心主

題，與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合作舉辦。本次會議計有 142 篇論文於 43 個場次中發

表，並邀請前國安會副秘書長、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秘書長張榮豐進行專題演講，

題目為「賽局型公共政策規劃邏輯」。此外，日本政治學會與韓國政治學會皆派

遣代表出席本次會議。 

2018 年年會首次於宜蘭舉辦，於淡江大學蘭陽校區舉行，主題為「變動中

的大國關係與民主治理」，共有 82 篇論文於 26 個場次中完成發表。本次會議邀

請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Kevin O’Brien 講座教授擔任 Keynote 

Speaker，並以「Speaking to Theory and Speaking to China Field」為題，發表專題

演講。 

2019 年年會則於嘉義舉辦，於國立中正大學舉行，主題為「社群媒體時代

的政治學：新資訊社會中的台灣民主」，共有 109 篇論文完成發表。本次會議邀

請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 Christina Davis 擔任 Keynote Speaker，並以「The 

Trade Regime in Crisis: Can the WTO Uphold Rule-based Trade?」為題，發表專題

演講。 

2020 年年會由本會秘書處臺灣大學政治系所主辦，主題為「全球民主退潮？

政治學的反思與應對」，計有七個時段百餘位發表人以及與談人共同參與。本次

會議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政府與政治學系 Kosuke Imai 教授擔任 Keynote Speaker

發表專題演講。 

至於其他學術表現，本會所發行之《台灣政治學刊》多年來一直由學術表現

優異的編輯群，致力於維持嚴謹的審查與編輯風格。學刊目前由國立政治大學政

治學系承辦，並由該系蔡中民教授擔任總編輯，蘇彥斌副教授擔任執行編輯。根

據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郭承天教授等人於 2008 年接受科技部（前國科會）委託

的調查顯示，《台灣政治學刊》是國內政治學專業期刊中，影響指數最高的刊物，

也是政治學門單一主題（不含綜合類）期刊整體排名第一的刊物，顯示專業社群

對本刊抱持高度的肯定。根據科技部於 2015 年公布的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

結案報告，本刊名列政治學門的 A 級期刊之一。此外，有賴於時任總編輯湯京

平教授的努力，《台灣政治學刊》也於 2015 年初獲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對

此，學刊今後努力的目標，除希望增加對海外及大陸的影響力，展示台灣本土研

究的水準，也希望配合台灣政治學會專業學群的成立，針對特定主題發行專刊（例

如 2015 年 12 月出版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專刊），以鼓勵學群內的專業對話，



6 

202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積極探索本土政治學研究的「前沿議題」（frontier issues）。 

 

（五）台灣政治學會的未來 

 

台灣政治學會的發展經歷承先啟後的各個階段，自吳重禮理事長以來，持續

將學會組織細緻化，提供會員作為教學、研究、與資訊交換的平台，以期達到專

業分科、多元研究、關懷本土的目標。另一方面，全球化與國際化的走向係現今

世界的主流，為避免以管窺天、閉門造車的思想，與世界各國政治學研究社群相

互交流、各取精闢是必要的，因此，台灣政治學會也會走向國際並與他國政治社

群進行互動，期望以國外的政治理論來開通台灣的政治思考；亦能提供台灣的研

究成果，以供各國檢視與參考。 

承上，台灣政治學會秉持走向國際並與他國政治社群進行互動的理念，已同

韓國政治學會與日本政治學會簽署備忘錄，每年研討會兩會各派人員參與。其

中，本會與日本政治學會已於 2013 年與 2014 年分別參與對方主辦之研討會；也

於 2015 年參與由韓國政治學會舉行之 Bridging the Gap: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in 

a Polarized and Fragmented World 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前往日本千葉大學參與日

本政治學會之研討會（日本政治学会 2015 年度総会・研究大会）。在 2015 年由

本會與金門大學共同舉辦之研討會，韓國政治學會派代表團參加，共計五位學

者，日本政治學會則是派遣一位學者飛往金門共襄盛舉。2016 年六月本會有四

位學者出席韓國政治學會於釜山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藉由與他國學術社群的互

動，共同創造政治學界跨國的對話機制，並獲得極佳的交流效果。本年度雖受到

疫情影響，但日本政治學會仍然備函，邀請我會代表參加日本年會，足見我會與

各國之密切交流。 

 

二、本屆主題 

 

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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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目的 

 

本次研討會以「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為核心主題，在議程安排

可分為幾個部分說明：首先，在第一日預定邀請國內眾多知名學者發表相關主

題，並擬邀請國外知名學者擔任專題演講(在疫情許可的狀況下邀請來台，或以

線上演講之形式進行)，發表其觀點以饗國內學界各級專家。 

    其次，在學術論文發表方面，將依過去慣例於今年 4 月至 5 月向國、內外政

治學界公開徵求學術論文，預計將會有超過 150 篇投稿文章，經過篩選之後，預

計規劃約莫 50 個論文發表場次，針對下列相關議題進行理論探索與經驗研究，

期待與會學者能夠從跨領域、跨學科、跨國界進行交流與分享，提出具有創新性

和建設性的研究成果： 

 

1. 價值思潮與社會變遷：東西文明、政治哲學、普世人權、（後）物質主義、

轉型正義、社會衝突、性別平等、恐怖主義等。 

2. 民主理論與制度設計：憲政體制、選舉制度、社會制度、國會制度，民主

退潮等。 

3. 社群網絡與公民社會：數位民主、開放政府、公民運動、公民投票、審議

民主、非營利組織、國際組織、社會創新、社會企業等。 

4. 國際政治與區域合作：中美貿易戰、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區域經濟整

合、國家安全、主權爭議、區域研究等。 

5. 中國政治與兩岸關係：兩岸政經互動、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基

層治理等。 

6. 政策議題與社會治理：新南向政策、國家安全、食品安全、長期照護、國

土規劃、財稅改革、教育政策、青年創業、環境保育、產業政策、災害防

治等、司法改革等。 

7. 社群媒體與資訊傳播：後真相時代、媒體偏見、政治宣傳、假新聞、仇恨

歧視言論、政治極化等。 

8. 自行設定議題：此次研討會亦歡迎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研究團隊依據本

次年會主題或其他相關議題，自行規劃包含三至四篇論文的專題分組

（panel），主辦單位將評估是否決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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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除了學術性論文的發表之外，為了強化學術與實務的連結與互動，本

次研討會亦擬安排 4 至 6 場圓桌論壇，針對當前我國所面臨之重大政治與政策議

題，諸如：後疫情的國際應處、各國外交政策、兩岸議題…等，邀請產、官、學

界的專家學者代表共同對話、診斷問題及商議對策。 

    最後，本次研討會也延續台灣政治學會走向國際並與他國政治社群進行互動

的精神，除了廣邀國內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與外，並透過論文發表、會議主持、

文章評論、圓桌與談等方式邀請國外學者共襄盛舉。 

 

四、研討焦點 

 

首先，作為國內最大型的政治學界研討會之一，台灣政治學會常年舉辦年會

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目的在於遵循本會之宗旨，即立足臺灣，走向國際，推動關

懷台灣的政治學專業研究與交流，並研究台灣重大政治、社會議題和公共政策。

本會希望透過此平台的創造，來促進國內政治學學者之交流，共同分享與反省既

有議題的研究成果，並共同提出新的研究議題。 

其次，本會在此次研討會中除了安排專題演講外，也同時規劃了數場圓桌論

壇，探討目前臺灣所面臨的重大政治與政策議題，期望透過學術與實務的交流與

分享，讓與會學者更了解相關議題的問題成因、發展現況與對策方案。此外，本

會也鼓勵並期待學者在本次研討會發表後，能將有關稿件投稿至本會《台灣政治

學刊》，並將該研究成果與學界共同分享。 

最後，此次研討會除了個別邀請國外學者與會外，也依跨國合作交流協議，

邀請日本、韓國政治學會之代表出席，希望藉以促進台、日、韓、美等國學術社

群的交流與對話，並強化本會與日、韓兩國政治學會的實質關係。 

 

五、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5 日（星期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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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議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社管大樓 

 

七、會議成果 

 

  本屆台灣政治學會業已順利完成，本次會議承蒙 貴單位和本校各級單位經

費支援，並獲學術界各先進鼎力相助，在本校社管大樓進行深度學術交流與探

討。本次邀訪學者遍及本領域菁英，以「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為題，

探討新冠疫情下的政治、台灣總統選舉、民主化與台灣政治、美中關係、地方政

治參與、科技世界政治與全球安全、東亞政黨政治與選舉、AI 技術與議會研究、

政黨極化之比較、政治民粹化與台灣經驗、政治發展批判、中共對台政策、中央

政府發展、國會運作與立委的媒體呈現、公部門經驗政治、國際關係中的威脅認

知、選舉與政治參與、中國大陸媒體管理、疫情災害劣勢族群與韌性治理、思想

與政治、中東地區國際關係的互動的批評與反思、台灣地方政治、中國對外關係、

台灣政治變遷、中國大陸社會控制、美國外交政策、中東國際政治、國際與國內

政治連動，除能夠更為理解當代疫情下如何看待國際秩序變遷外，並說明國際與

國內政治所面臨挑戰與困難。本次會議參與者計有： 

一、 與會討論學者專家包括本所教師、本校及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學者

專家共計 150 人，此外，亦邀請本所研究生與相關大專院校研究所學生

約 200 人列席旁聽，充分達成擴大學術交流，促進台灣政治學研究氛圍

之目的。 

二、 會議中並邀請美國、韓國學者與現場來賓進行觀念交流與學術對

話，對於促進台美戰略布局與發展及台韓政黨政治之學術研究發展，具

有正面提升之作用。 

三、 本次學術年會會議共計發表論文 116 篇，會議亦編印年會論文集如

附件，提供尖石學理基礎集學術文獻，以作為相關領域研究者從事研究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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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議議程 

 

12/4（六）會議第一天 

08:00-08:5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10:30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主持人：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演講者：Prof. Benjamin Cohen, UC Santa Barbara 

講題：Covid-19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What 

Have 

We Learned? 

10:30-10:50 開幕式 Opening 

10:50-12:30 第 1 場次 Panel Session 1 

12:3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理監事會議 1230-1300 

會員大會 1300-1330 

13:30-15:00 第 2 場次 Panel Session 2 / 壁報發表場次 Poster  

15:00-15:30 茶敘 Tea Break 

15:30-17:00 第 3 場次 Panel Session 3 

18:00-20:00 晚宴 Dinner 

 

12/5（日）會議第二天 

08:00-08:5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10:30 第 4 場次 Panel Session 4 

10:30-11:00 茶敘 Tea Break 

11:00-12:30 第 5 場次 Panel Session 5 

12:30-13:30 
閉幕式 Closing 

午餐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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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場次詳細議程 

會議第一天 

12/4（六）主題演講暨開幕式 09:00-10:50 

地點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111 教室 

主持人：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演講者：Prof. Benjamin Cohen, UC Santa Barbara 

講題：Covid-19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What 

Have We Learned? 

開幕式 

 

12/4（六）第 1 場次 10:50-12:30 

121 教室 1-A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1） 

主持人：包正豪（淡江大學全球政治與經濟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翠萍、楊耀智、項婕（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新冠疫情中的政策敘事與政策回應：台灣疫苗政策分析 

評論人： 

包正豪（淡江大學全球政治與經濟學系教授） 

發表人： 

蔡美華（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在後真相時代下之新冠病毒溯源 

林冠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以建構主義角度審視疫情發展:「Covid-19」的快速影響與建立 

評論人：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02 教室 1-B 台灣總統選舉 

主持人：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發表人： 

葉峯谷、蔡佳泓（世新大學知識經濟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政治大學選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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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主任） 

政策回應性對投票參與之影響—以 2016 年與 2020 年臺灣總統選舉為例 

評論人： 

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發表人： 

徐子堯、蘇彥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衝突選民與投票參與—以台灣 2004-2020 總統選舉為例 

廖崇翰（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選民人格與政黨偏好的變化：以 2020 總統大選為例 

評論人： 

蔡宗漢（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23 教室 1-C 民主化與台灣政治 

主持人：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許良亦（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負面黨性與民主鞏固：以臺灣選民為例 

錢威銘、鄭安晉（台北捷運公司站務員、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威權體制民主化後的政黨生態發展 

評論人： 

林瓊珠（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李坤融、黃崇祐（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學士班、臺灣師範

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候選人） 

制憲意向公投案的適法性評析 

陳衍德（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金門地區民眾對於國家認同看法及影響其之相關因素 

評論人： 

王靖興（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213 教室 1-D 美中關係 

主持人：蘇宏達（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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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陳奕璇（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當前中美疫苗外交之比較研究 

評論人： 

蔡榮祥（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丘偉國、張廖年仲（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政治

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The Myth of China's "Partnership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 "Primary Institution" Perspective 

評論人： 

陳宗巖（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226 教室 1-E 地方政治參與 

主持人：湯京平（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楊適瑄、曾于蓁（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生、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

教授） 

口惠且實至？宜蘭縣青年創業政策運行及成效 

徐詩雅（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六龜之心』創造六龜之新？–六龜人對於地方創生政策的看法及反應 

評論人： 

傅岳邦（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王郁雯（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地方創生？地方創傷？以基隆市政府地方創生策略對於基隆委託行發展為例 

董皓崴（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複製過去或重新配置：參與式預算提案區域的空間分析 

評論人： 

劉華宗（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228 教室 1-F 科技、世界政治與全球安全 

主持人：王啟明（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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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粘芷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披著羊皮的狼：電動車國際市場的強權競爭 

評論人： 

宋鎮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區塊鏈的虛與實：去中心化的合作還是技術菁英之宰制？ 

徐舜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半導體技術優勢對台灣國際地位和外交空間之影響 

評論人： 

黃秋龍（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展望與探索月刊研究員） 

發表人： 

張永豪（屋馬森牙醫診所院長） 

人類安全的虛偽：以 COVID-19 期間的「疫苗化」為例 

評論人： 

周志杰（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第 1 場次結束後於 104 教室舉辦理監事會議與會員大會聯席會，歡迎會員共

襄盛舉；非會員之用餐地點為 103 教室 

12/4（六）1-G 場次（線上） 12:00-13:40 

921 教室 KPSA-TPSA Special Pane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 in 

East Asia 

Moderator: Chi Eunju (Korea University) 

Presenters: 

Kang Woo-Chang (Korea University) 

Inequality, Wealth and Electoral Politics: A Subnational Analysis in South Korea 

Yu Ching-Hs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ferendum Politics in Taiwan’s Local Election: An Examination of Mayoral 

Election of Taichung City, Taiwan in 2018 

Discussants: 

Ko Min-Hee (Ewha W.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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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Pei-Shan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Kai Yin Allison Haga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2/4（六）第 2 場次 13:30-15:00 

121 教室 2-AAI 技術與議會研究 

主持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發表人： 

楊婕妤、何品萱、廖達琪、莊澤生（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士班、中山大

學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高雄市議會資訊

室主任） 

反對黨在議會中發言果真「責難」多──以自動化二元分類法分析高雄市第二

屆市議會 

評論人： 

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發表人： 

陳靖婷、廖達琪、陳羿宏、謝昀芸（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中山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士班、中山大學政治經

濟學系學士班） 

立委在意自己的政見嗎？以 AI 技術探索臉書、國會發言與政見之關聯 

廖達琪、邱語揚、張硯筑（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助理、中山大學電商中心研究助理） 

政 見 結 構 與 試 圖 兌 現 程 度 之 關 聯 探 討 — 以 資 訊 技 術 分 析 我 國 第 九 屆

(2016-2020)立委政見中的「對象」 

評論人： 

陳秉逵（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102 教室 2-B 政黨極化之比較 

主持人：黃紀（政治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發表人： 

蕭怡靖（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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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競選對政黨負面情緒的影響：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統選舉的比較

分析 

劉書彬、曾筱筑（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德國 AfD 的崛起發展與其對德國政治的影響 

評論人：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崔麐（獨立研究者） 

Revisiting the Tensions in the New Right: The Enigmatic Case of British 

Educational Thought, c.1969-c.1990 

評論人： 

魏玫娟（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23 教室 2-C 政治民粹化與台灣經驗 

主持人：陳陸輝（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研究員暨政治學系合聘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林懿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臺灣民粹主義的選民基礎：一個機器學習法的應用 

評論人： 

陳陸輝（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研究員暨政治學系合聘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郭兆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走向極化的台灣政治：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 

陳宜婷、黃士豪（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政黨競爭如何影響媒體極化？2004 年至 2016 年政治新聞標題的語意分析 

評論人： 

黃信達（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申佳健（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 

政黨選擇性暴露視角下假新聞對民衆政治媒介態度的影響 

簡俊榮（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學士班） 

小黨是附庸還是第三勢力？時代力量的路線發展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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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蘇彥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13 教室 2-D 政治發展批判 

主持人：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林駿棋（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媒體研究所、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

選人） 

Communicating populist rhetoric as a performative method in social media 

campaigns: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12 major parties’ Facebook contents in 

Taiwan and Germany 

評論人： 

張晉赫（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226 教室 2-E 中共對台政策 

主持人：寇健文（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發表人： 

王嘉州（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武統外的選項：習近平兩岸融合政策成效分析 

評論人： 

寇健文（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發表人： 

曾于蓁（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兩岸一家親？兩岸接觸、價值觀與共同感 

蔡維心（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中國大陸近期對兩岸經貿統戰模式之研究 

評論人： 

胡聲平（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李皓倫、陳姿潔（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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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對台文化統戰之戰略—以華東地區為例 

許奕祥（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重塑「刀把子」：習近平時期公安隊伍之變革 

評論人： 

李其澤（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228 教室 2-F 中央政府發展 

主持人：李翠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呂嘉穎（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再論總統的院際調解權 

鄭明德（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立法院委員會「護航」行政院的政策？2018 年所得稅法及公司法修正觀察 

評論人： 

黃凱苹（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陳鴻章（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監察委員的背景與特質：政治民主化前後的比較 

施依婷（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半總統制下總統權力與政府災害治理能力：芬蘭與臺灣比較研究 

評論人： 

蘇子喬（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第 2 場次結束後為茶敘時間（15:00-15:30，104 教室前廣場） 

 

12/4（六）第 3 場次 15:30-17:00 

121 教室 3-A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2） 

主持人：劉書彬（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智龍（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疫情下的人權與民主挑戰：以台灣疫情治理為例 

評論人： 

曾雅真（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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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段宜辰（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學士班） 

國家因應 COVID-19 防疫成效之差異分析：以曾發生債務危機之歐盟國家為

例 

評論人：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102 教室 3-B 國會運作與立委的媒體呈現 

主持人：王業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黃秀端、蔡承翰、陳宥辰（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助理） 

立委選舉候選人臉書廣告投放策略初探： 2020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 

蔡韻竹（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政治話、專業話與私房話：第九屆立委的媒體呈現 

評論人： 

蔡政修（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徐永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國會透明化改革的委員會效應 

評論人： 

王業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23 教室 3-C 公部門經驗政治（1） 

主持人：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敦源、黃建勳、陳芙萱（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學系博士候選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公務人員訓練可以影響公務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嗎？一個針對初任公務人員

訓練的前/後測研究 

評論人：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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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余一鳴、邱保龍、吳永明（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

作學系助理教授、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男女大不同?從法院貪污判決書的文字探勘檢視不同審判階段之性別差異 

張姜姿羽（駐法國臺北代表處秘書） 

執法可否以相貌取人?以內政部移民署執法過程中「種族貌相」問題為例之初

探 

評論人： 

傅凱若（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213 教室 3-D 國際關係中的威脅認知 

主持人：陳欣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田漢平、杜長青（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生、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

究所助理教授） 

安全化論述與威脅感知：模擬決策訓練之實證分析 

莊霈儀（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美國政府對中國威脅的安全化論述比較研究 

評論人： 

李佩珊（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欣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核嚇阻發揮何種效用？ 

詹騏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預防外交的虛實－權力、利益及資本流動與大國干預內戰之關聯性 

評論人： 

平思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26 教室 3-E 選舉與政治參與（1） 

主持人：張佑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王光旭、林家弘（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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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政治參與影響因素之探析：兼論與非高齡者之比較 

周應龍（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政黨不分區比例代表制的投票行為：策略性投票或真誠投票？ 

評論人： 

俞振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發表人： 

李宜陵、蘇靖惠（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挑起公民的敏感神經？以列項實驗探索台灣民眾對 18 歲投票權和轉型正義態

度 

蔡維廷、王靖興（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人格特質對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之影響：以臺灣大學生為例 

評論人： 

吳若予（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228 教室 3-F 中國大陸媒體管理 

主持人：辛翠玲（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發表人： 

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後真相時代中國社群媒體輿論的演變過程模式建構 

陳思宇（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喉舌、工具與治理技術：從「鴻茅藥酒事件」看中國大陸新聞媒體對政府監

督 

評論人： 

王毓莉（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冠成（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解放軍於社群媒體宣傳的邏輯：以微博為例 

張家洛（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鄉村振興背景下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治理效能困境及對策研究 

評論人： 

歐陽新宜（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229 教室 3-G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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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宋鎮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黃建銘（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教授） 

疫情衝擊下論國會遷建議題 

彭睿仁、吳秉宥（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

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論防疫措施落實於個人社會參與之權利衝突與價值衡量-以德國 3G 規則為例 

評論人： 

黃韋豪（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發表人： 

周冠竹（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家資本主義復興？論 COVID-19 疫情下主權財富基金功能 

林新傑（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探討政黨評價對政治信任與政策順服的影響--以 COVID-19 生活防疫政策為例 

評論人： 

陳若蘭（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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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場次詳細議程 

時 間 議  程 

13:30-15:00 

 

121 教室前廣

場 

 

秦偉騰、周宗漢、黃燕萍（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

選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廈門大學台灣

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發展及其國際影響 

 

林慧萍（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人類共同繼承遺產」與「公海自由」之拉扯—以談判中的

BBNJ 協定為例 

 

廖子豪、邱奕誠（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政治大學政治

學系學士班） 

外援、軍費與民主化—新興民主國家在後冷戰時代的發展 

 

林奕彣、鄭筑云（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學士班、臺中科

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學士班） 

數位性別暴力之研究：認知取徑媒體理論脈絡下的防治策略

規劃 

 

李政豪（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在威權與族群對立下的突破：何種選舉現象可作為馬來西亞

反對黨隔屆選戰的有用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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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第二天 

12/5（日）第 4 場次 09:00-10:30 

121 教室 4-A 疫情災害、劣勢族群與韌性治理 

主持人：楊三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全球化下的民主韌性與族群融合：國際秩序與治理的挑戰 

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族群差異下的災害與韌性治理：新冠肺炎與族群政治 

張春炎（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東南亞移民/工面對 COVID-19 的主體經驗、脆弱性與韌性之研究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原鄉社區災害衝擊與韌性治理之研究：以新冠疫情為例 

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新冠病毒疫情下原住民族部落社區的韌性治理 

評論人： 

顏永銘（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陳文學（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何浩慈（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102 教室 4-B 公部門經驗政治（2） 

主持人：潘競恒（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曾琤（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後疫情時代的公部門職場觀察-談居家辦公與工作家庭衝突 

評論人： 

潘競恒（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廖明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影響公務人員實施遠距辦公意願之探討 

何懿玲（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數位轉型下公部門主管與基層公務員所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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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陳衍宏（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123 教室 4-C 思想與政治 

主持人：陳建綱（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張鈞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非典型的「泛民主派」：論盧梭迂迴的民主證成 

評論人： 

楊尚儒（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發表人： 

梁廷毓（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實踐與批判研究所博士生） 

對民主之仇：論一種「非分之分」的恐怖政治 

賴榮璉（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論施密特敵人概念之轉變：從康德談起 

評論人： 

劉佳昊（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213 教室 4-D 中東地區國際關係互動的批評與反思 

主持人：連弘宜（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發表人： 

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拜登政府阿富汗撤軍決策之研析 

王順文（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東地中海衝突與美土關係發展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權益之收回與爭取：1920 年代英國與兩伊關係 

張景安（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資本的形式途徑研究難民企業家：以土耳其敘利亞難民商人為例 

包修平（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泛伊斯蘭主義及穆斯林世界概念：歷史起源與性質探討 

評論人： 

連弘宜（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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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銘（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226 教室 4-E 台灣地方政治 

主持人：李長晏（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法政學院院長） 

發表人： 

陳建仁、黃信達、王士胤（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

教授、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地方議員選區服務類型的實證分析：以台中市議員為例 

評論人： 

劉小蘭（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李翠萍、路可萱、陳姿安（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班、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偏鄉疫情危機與社群動員—阿里山鄉個案分析 

李易修（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別再「黨」路？退黨參選對村里長選舉的影響 

評論人： 

王慧敏（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228 教室 4-F 中國對外關係 

主持人：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賴威沛（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歐盟對中國外交政策組合之研究：應用兩財貨理論 

陳新侑（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是否導致外交危機？：以分析層次觀點檢視斯里蘭卡之外

交政策變化 

評論人： 

周嘉辰（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劉孟儒（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貿易和平?從不對稱互賴檢視中越南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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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上賓（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川普任內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折：一個建構主義的觀點 

評論人： 

馬準威（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第 4 場次結束後為茶敘時間（10:30-11:00，104 教室前廣場） 

 

12/5（日）第 5 場次 11:00-12:30 

121 教室 5-A 台灣政治變遷 

主持人：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張一彬（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政黨動態與經濟不平等：1977-2019 台灣收入不平等為例 

吳俊德（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太陽花學運前後網路使用影響民眾參與抗議之變化 

評論人： 

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翠萍、張竹宜、李晨綾（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班、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創新帶來公平？人工智慧在公共政策應用上的非意圖歧視 

杜文苓、施佳良（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院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後研究員） 

晚期工業主義視角下的石化產業環境治理 

評論人： 

李明軒（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102 教室 5-B 選舉與政治參與（2） 

主持人：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Muhamad Iksan 山克睦（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enhancing women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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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奕如（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博士生） 

網紅與素人參選結果的空間分析：以 2018 年台北市議員第三選區為例 

評論人： 

游雅雯（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123 教室 5-C 中國大陸社會控制 

主持人：陳至潔（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陳若蘭（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政黨政治版圖的轉變：民主抗共、香港認同與經濟理性的競合 

評論人： 

陳至潔（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陳姿潔（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分析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社會運動—以 MeToo 為例 

蘇瑞華（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博士生） 

評析《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綱要規劃 (2018 至 2022)》 

評論人： 

劉兆隆（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213 教室 5-D 美國外交政策 

主持人：廖舜右（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張凱銘（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美國國家人工智慧戰略中的強權競合脈絡探析：從柔性平衡理論研究 

白如君（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川普政府氣候政策之評析：安全化的視角 

評論人： 

陳蔚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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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芳旻（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後疫情時代美國東亞安全政策及評估 

朴炳培（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再思韓美日三角關係：檢討韓國視角 

評論人： 

陳蒿堯（中國文化大學韓文學系助理教授） 

226 教室 5-E 中東國際政治 

主持人：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連弘宜（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美俄中強權競逐下的中東三國：新局勢與轉變 

評論人： 

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Sahand Faez（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The Effec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n Foreign Policy; Case Study of Turkey-ME 

Relations 

評論人： 

張景安（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228 教室 5-F 國際與國內政治連動 

主持人：劉泰廷（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發表人： 

Mor Sobol 莫少白（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From Jerusalem to Taipei: A state-of-the-art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李辰諭（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研究助理） 

Personalism as an Autocratic Survival Strategy in the Face of Foreign Threats 

評論人： 

傅澤民（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發表人： 

駱俊丞（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30 

202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外力介入與主權國家建構的互動關係之探討：以土耳其與中國為例 

評論人： 

唐欣偉（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九、會議建議 

中部學術資源有限，尤其是政治學科相關更是集中在北部，各大專院校舉辦

大型學術研討會議倍感困難。本學會與中興大學、東海大學致力於推動中部政治

學之學術資源之整合，歷年來已累積舉辦多場致治學大型學術研討會之經驗；然

本次會議與會者眾多，會議資料索取踴躍而供不應求，希望 貴會能繼續予以本

學會經費支持與指導，以期促進中部地區政治學研究長足之發展。 

 

十、會議照片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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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剪影：Keynote speaker 會議剪影：Keynote speech 主持人 

  

場次剪影：1A 場次 場次剪影：1A 發表人 

  

場次剪影：1B 評論人 場次剪影：1B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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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1C 發表人 場次剪影：1C 評論人 

  

場次剪影：1D 發表人 場次剪影：1D 評論人 

  

場次剪影：1E 場次剪影：1E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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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1F 發表人 場次剪影：1F 評論人 

  

場次剪影：1G(線上)評論人 場次剪影：1G(線上)評論人 

  

場次剪影：2A 評論人 場次剪影：2A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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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2B 評論人 場次剪影：2B 發表人 

  

場次剪影：2C 評論人 場次剪影：2C 發表人 

  

場次剪影：2D 評論人 場次剪影：2D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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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2E 發表人 場次剪影：2E 發表人 

  

場次剪影：2F 發表人 場次剪影：2F 發表人 

  

場次剪影：3A 發表人 場次剪影：3A 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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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3B 評論人 場次剪影：3B 發表人 

  

場次剪影：3C 評論人 場次剪影：3C 發表人 

  

場次剪影：3D 評論人 場次剪影：3D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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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3E 發表人 場次剪影：3E 發表人 

  

場次剪影：3F 評論人 場次剪影：3F 發表人 

  

場次剪影：3G 評論人 場次剪影：3G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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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4A 評論人 場次剪影：4A 發表人 

  

場次剪影：4B 評論人 場次剪影：4B 發表人 

  

場次剪影：4C 主持人 場次剪影：4C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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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4D 評論人 場次剪影：4D 發表人 

  

場次剪影：4E 評論人 場次剪影：4E 發表人 

  

場次剪影：4F 評論人 場次剪影：4F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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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5A 評論人 場次剪影：5A 發表人 

  

場次剪影：5B 評論人 場次剪影：5B 發表人 

  

場次剪影：5C 評論人 場次剪影：5C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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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剪影：5D 評論人 場次剪影：5D 發表人 

  

場次剪影：5E 評論人 場次剪影：5E 發表人 

  

場次剪影：5F 評論人 場次剪影：5F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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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場次論文摘要 

第 1 場次 論文摘要 

時間：10:50-12:30 

1-A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1） 

1-B 台灣總統選舉 

1-C 民主化與台灣政治 

1-D 美中關係 

1-E 地方政治參與 

1-F 科技、世界政治與全球安全 

時間：12:00-13:40 

1-G  KPSA-TPSA Special Pane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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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1-A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1） 

新冠疫情中的政策敘事與政策回應：台灣疫苗政策分析 

李翠萍、楊耀智、項婕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自 2020 年初全球爆發新冠肺炎至今（2021 年），世界各國對此前所未見的新冠病毒與變種

病毒的了解有限，疫情爆發的同時，世界各國政府領導者幾乎處於邊做邊學的狀態，對待病毒的

態度與因應政策亦隨著疫情的嚴重程度不斷調整，過去這一年半以來，我們可以見到全球各國各

種政策大轉彎，從佛系防疫到封城，從戴口罩的鼓勵到強制，每一次的政策轉彎，都代表政策敘

事的重新調整。台灣的疫情蔓延相較各國而言發生較晚，疫情散播始於 2021 年 4 月中下旬，連

帶對於疫苗的關注開始浮上檯面，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與政府相關部會也必須開始對此議題提出政

策論述，不論是進口疫苗或是支持國產疫苗，相關的政策說明開始出現，影響民眾對於疫苗政策

的討論與施打態度。 

本研究利用敘事政策架構（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以文本資料、次級資料、與網路

大數據資料為分析對象，檢視我國中央政府在疫苗政策上的敘事模式，以及同一段時間裡民眾的

政策回應，藉此思考政策敘事模式與民眾政策回應之間的連結。本研究所採用的文本資料以衛福

部、疾管署、食藥署、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新聞稿為主，次級資料以政府所公布的疫苗意願登記、

實際施打數為主，而大數據資料則以民眾於各種網路平台針對疫苗政策的發言為主。基於對這些

資料的分析，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問題：第一、我國中央政府相關部會對疫苗政策的敘事模

式與其動態變化為何？第二、台灣民眾在同一段時間內，對於疫苗政策的回應態度與動態變化為

何？第三、政策敘事模式與民眾政策回應之間的連結為何？經由回答此三個研究問題，本文期望

能了解我國疫苗政策敘事的模式，並嘗試解釋敘事模式與民眾回應間的雙向互動。 

關鍵字：政策敘事、危機溝通、敘事政策架構、新冠肺炎、疫苗政策 

 

在後真相時代下之新冠病毒溯源 

蔡美華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新冠肺炎從 2019 肆虐引發的全球大流行甚而重挫全球經濟，隨即於 2020 年初病毒迅速擴

散全球，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更被國際傳媒形容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面臨的最

嚴峻危機，而爆發全球大流行至今超過一年半的時間，全世界仍深陷疫情所苦，甚至還出現英國、

南非、印度、巴西等的新型變種病毒的情況。 

在 2021 年 3 月份世界衛生組織公布了訪中調查武漢肺炎疫情的報告，結論是認為實驗室起

源說沒有繼續追查的必要，但也說對華南海鮮市場起源說並沒有清楚的結論。而這樣的論調引發

全球的錯愕，也讓美國總統拜登在今年 5 月下令對情報界的初步發現進行 90 天的審議，這項疫

情溯源的情報報告於今年 8 月 27 日披露，不論從實驗室泄漏還是人與患病動物的自然接觸，這

兩種理論都是合理的。 

這樣的調查報告也引起全球譁然，隨七大工業國峰會，以及美國-歐盟峰會等，都強調要對

新冠肺炎病毒應展開不受拘束且公開透明之調查，雖最終尚未有調查結果，本文試從後真相與政

策敘事的框架中，重新釐清與審視疫情溯源之真實面貌。 

關鍵字：後真相、政策敘事、控制敘事、新冠病毒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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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構主義角度審視疫情發展：「Covid-19」的快速影響與建立 

林冠宇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以建構主義角度審視疫情發展:「Covid-19」的快速影響與建立縱觀人類的發展，歷史上不

乏有各種病毒疾病的足跡。人類行走過的這段時間內不斷的與各種病毒交鋒、相互抗衡。然而人

類史上真正戰勝的病毒又有多少？然而於 2019 年末，中國武漢地區爆發出一起「未知」緣由的

急性呼吸道疾病，各國自此開始陷入恐慌。時至今日，各國各界也正活在這樣的瘟疫氛圍之下，

面對病毒如臨大敵，許多國家的經濟重挫或停擺、全球供應鏈的蕭條，全球化開倒車的結果讓各

國在這樣的時空氛圍下進到了新的疫苗霸權戰。綜前所述，基於為全球人類發展的最大目標，真

的是最佳的結果嗎？又或者是人類畫地自限，活在一個可以「殲滅病毒」的謊言當中？人類是否

要開始思考與病毒共存的可能性？而國際各國又應當以怎麼樣的態度面對後疫情時代下的新國

際局勢？本研究旨在於將以建構主義的角度探討 Covid-19 如何在當今的國際社會所建構成為對

國際政治舞台的威脅，而新聞與社交媒體在過程中所扮演何種角色，且各國是如何在疫情環境下

互動建立起共同利益與共識。 

關鍵字：新冠肺炎、建構主義、公共衛生、國際政治 

 

場次：1-B 台灣總統選舉 

政策回應性對投票參與之影響—以 2016 年與 2020 年臺灣總統選舉為例 

葉峯谷、蔡佳泓 

（世新大學知識經濟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任） 

選舉在民主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選舉投票是民主的正當性來源之一。Pitkin（1967）指出，

人民的代表不能只是單純地代表人民執行被委託的事項，還應該正確地了解人民的真正利益。而

代表能否回應民眾的想法，會影響到民主的正當性。而 Manin, Przeworski and Stokes（1999, 8-10, 47）

歸納出四種不同比較政策過程角度：回應性（Responsiveness）、公民責任感（Responsibility）、課

責（Accountability）與代表性（Representation），其中回應性強調民眾感受到政府回應民眾的期望。

如果政府了解民眾的需求，轉化為實際的政策，那麼公民可能更滿意民主，同時也會出席投票。 

目前的學界多以社會學途徑、社會心理學途徑以及經濟學途徑等不同面向解釋探討，但卻少

見回歸民主政治核心概念—政策回應性來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我們假設民眾會因為政策回應性

而決定是否投票參與。在控制其他變數（社會學途徑、社會心理學途徑以及經濟學途徑）的條件

下，當民眾認知到候選人有能力處理其重視的 議題時，則民眾的投票參與機率較高。本研究以

2016 年與 2020 年台灣總統選舉為研究對象，分析結果顯示民眾若感受到有候選人有能力處理其

所在意的重要議題時，投票參與的機率相對較高。我們認為這項結果顯示選民的確重視候選人的

回應，代表民眾不僅希望投票表達自身的立場，而且希望選出的候選人可以處理他們關心的議

題，以實際的政策成效說服選民出席投票。我們的發現也證實代議政治必須具備政策回應的功能。 

關鍵字：民主、投票參與、政策回應性、政治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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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選民與投票參與—以台灣 2004-2020 總統選舉為例 

徐子堯、蘇彥斌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變數可以分成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長期因子有政黨認同與對於現任

政府施政評價等；短期因子則包括對於候選人的評價以及競選期間所發生的事件等。先前的研究

指出，當一個選民的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出現衝突，則該選民將可能不會投給較偏好的候選人。

和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論文從衝突選民的理論假設出發來分析投票參與行為。本論文認為，長

期因子與短期因子若出現衝突，會使得選民產生衝突壓力，無法作出判斷，進而降低選民投票的

意願。本論文聚焦「政黨認同」，以及「對候選人的偏好」，探討長期因子與短期因子發生衝突時

對於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本論文根據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一致與否，將選民做若干分類進行

分析。本論文利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4 年、2008 年、2012 年、2016 年與 2020 年總

統選舉調查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當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偏好並非一致時，選民的投票意

願降低。整體而言，本論文將衝突選民理論拓展到對於投票參與行為的解釋，除了對於投票行為

研究具有若干貢獻外，也對於政黨的選舉策略提供一些啟發。 

關鍵字：衝突選民、投票參與、政黨認同、候選人偏好、總統選舉 

 
 

選民人格與政黨偏好的變化：以 2020 總統大選為例 

廖崇翰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選民的政黨偏好來自於個人的家庭環境、學校、同儕團體、大眾媒體等影響，而近年來人

格特質也開始納入選民政黨偏好的分析。首先，學者認為人格特質與意識形態有關， Mondak 與

Halperin（2008）及 Gerber（2010）指出部分人格特質與個人是否偏向自由及保守意識形態有關，

而在人格特質影響意識形態的情形下，個人的政黨偏好也會因此被影響。此現象在德國（Bakker 

2015）與英國（Aidt and Rauth 2018）的分析中也都有相同的發現，雖然台灣沒有如西方國家具有

左右意識形態的認知，但在每次全國性選舉時，選民的政黨偏好依然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因

素，因此在分析選民投票行為之外，人格特質是否影響選民的政黨偏好也同樣重要。 

    人格特質近年來以五大人格特質（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的研究最為突出，學者將人格分

為開放性、嚴謹性、外向性、親和性及情緒穩定性五種面向，由此五種人格分析人的行為表現，

而該理論應用於政治行為的分析上也相當有心得（Gerber et al. 2010, 2011; Mondak et al. 2008, 2010, 

2011），本研究將運用台灣選民的五大人格特質，分析在 2020 總統大選前後，選民對於國、民兩

黨的喜好程度變化是否會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在選舉的氛圍下，常會激發出選民的熱情及行

動，相比選前與選後，何種人格特質會愈來愈喜歡國民黨？何種人格會愈來愈喜歡民進黨？透過

2020 總統大選，了解不同人格的選民對於政黨偏好的變化，並進一步了解在選舉過後，無論選

舉輸贏，不同政黨應該如何因應並重新得到選民的支持。 

關鍵字：人格特質、政黨偏好、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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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1-C 民主化與台灣政治 

負面黨性與民主鞏固：以臺灣選民為例 

許良亦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近年來民主國家中開始出現公民對民主體制的支持漸失，並轉向偏好非民主 體制的民主去

鞏固(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現象。而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與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則被認為是造成民主倒退的原因之一(McCoy, Rahman, and Somer 2018; McCoy and 

Somer 2019)。然而負面黨性造成 的影響並非一致的，不同屬性的選民對民主的態度也可能有所

不同(張佑宗 2011; Bankert 2020)。過去的研究大多只關注極化程度對民主的影響，探討的是極

化的「強度」，本研究則從負面黨性的角度出發，關注的是「方向」的問題。除了驗證負面黨性

對臺灣選民之民主態度的影響之外，也進一步區分負面黨性的對象，驗證厭惡不同政黨的選民，

其民主態度是否有差異。.0 

經由迴歸模型檢證，初步發現有負面黨性的選民將對臺灣民主有較低的評價，並且更可能

具有民主去鞏固的態度。但在區分厭惡對象後，則負面黨性的效果有 截然不同的表現。對泛綠

政黨有負面黨性的選民，其對民主的評價較低，並且也將容易出現民主去鞏固心態;反之對國民

黨有負面黨性者，則有較高的民主評價，亦較不易有民主去鞏固態度。此結果在控制了政黨認同

與選舉輸家效應後仍得到統計上的支持。顯示在探討極化與民主的關係時，區分極化對象與選民

的不同屬性有其重要性。 

關鍵字：政治極化、負面黨性、民主去鞏固、民主支持 

 

威權體制民主化後的政黨生態發展 

錢威銘、鄭安晉 

（台北捷運公司站務員、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我國從民國 38年至今，經歷從威權至民主的過程。在這個民主化的過程中，威權體制中的

老牌政黨依舊存在，民主化後也出現了另外一個新興政黨。這兩個政黨也開始出現常態化的政黨

輪替，這也代表著民主化基本已算成功。不過，這兩個政黨的來由大相徑庭，是否能夠在執政過

程中達成真正的權力平衡？選舉後出現的執政黨，無論是老牌政黨或新興政黨何者勝利，是否有

可能演變成「贏者全拿」？因為是兩黨制，另外一個唯一的在野黨，將沒有足夠的盟友與方法可

以加以制衡執政黨。本文會先分析我國威權民主化的進程，再輔以我國跟其他同樣經歷威權體

制，並且也已經民主化的國家作為比較。進一步的探討我國在威權體制民主化後，採用何種制度

會比較適合我國政局生態。 

關鍵字：威權體制、民主化、兩黨制、多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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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憲意向公投案的適法性評析 

李坤融、黃崇祐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學士班、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候選人） 

臺灣政治發展史上首次的「制憲意向公投」，於 2020 年 4 月 30 日向中選會提出，全文為「您

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動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提案人總共 3,093 人。該案在同年 7

月聽證會、9 月補正，中選會於 10 月 16 日委員會議決議駁回。 

    中選會主要駁回理由有三，一是現行憲法既沒有區分修憲與制憲，也沒有限制立法院不能進

行全盤檢視與翻新的修憲。該案與政府推動的修憲政策難有區分；二是該案想透過公投修改憲

法，區分制憲與修憲，並新增制憲程序。該案要求總統循憲法所無體制外程序，推動制定新憲，

是以總統的統治行為作為公投標的；三是中選會認為憲法沒有設制憲規定，主文所稱「推動」制

憲，範圍過於寬泛；「符合台灣現狀」非一般人通常智識能力者所能具體得知。 

    該案後經行政訴訟階段，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於 2021 年 8 月 26 判決駁回。從提案、聽證、

駁回至訴訟期間，該案有三大釋法性辯論問題，分別是「提案是否屬於重大政策之創制？」、「提

案是否屬於非憲法規定下之公投案？」、「提案內容是否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 

    本文以國民主權理論，評析「制憲意向公投」四大面向爭點，分別是「提案方認定為憲法政

策 vs 審查方認定修憲可等於制憲」、「提案方認定總統有權 vs 審查方認定總統無相關職權」、「提

案方認定公投適用應最大化 vs 審查方認定尚無諮詢性公投」、「提案方認定用詞易懂 vs 審查方認

定無法理解」，以期提供法律面與實務面建議。 

    本文發現，無論是「制憲力」或「修憲權」，均屬於國民主權可實踐之範疇。從歐洲實踐經

驗，政府對待人民提出之公投案，往往以基本權最大化方式做處理，給予人民有意見表達的機會。

台灣面對人民憲法政策公投提案，宜以開放為原則，展現多元民意。 

關鍵字：國民主權、憲法、制憲、修憲、公投 

 

金門地區民眾對於國家認同看法及影響其之相關因素 

陳衍德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本次研究調查中希望探究金門民眾對於國家認同的模樣，從表單結果可以發現認為自己是

金門人也是台灣人的選項佔最多數，而影響這些最主要的因素則為地緣關係所影響。金門的地理

位置非常鄰近中國大陸，與廈門通船僅需約一小時即可到達，攤開地圖可以發現地理位置被中國

包住，與我國本島相距甚遠，若有人以為金門為中國大陸之領土也不會太意外。無論是金門目前

所提倡的新四通，或是現在 COVID-19 疫情下群眾號召開放小三通至對岸施打疫苗；又或者是

以本土語言閩南語來討論，其腔調也較接近對岸閩南地區的語調，反倒與我國常見之「台語」腔

調有較多的不同。在統獨議題上，本次研究結果中顯示，維持現狀未來偏向統一者佔比 11.7%，

而根據政大選研中心（2020）所作的調查，偏向統一者約為 5.6%。顯現出金門民眾偏向與對岸

建立統一關係的情形比全國民眾意願要來得高，其餘五個選項的比例並無與政大選研中心所做之

調查差距太多。 

關鍵字：金門、兩岸、國家認同、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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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1-D 美中關係 

當前中美疫苗外交之比較研究 

陳奕璇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2017 年自美國祭出 301 條款開始進行調查；當 2018 年調查結束後，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大陸

利用網路駭客竊取美國商業機密、強迫美商技術轉移、侵害智慧財產權等，並開出三項貿易清單

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關稅，而這等同是開啟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之後，中國大陸為反制美國也

對農產品、汽車、水產業加增關稅等作為，中美衝突論就此甚囂塵上。中國學者認為「東升西漸」

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美國霸權終將衰敗，西方學者認為美國將會重新引領國際秩序，成為民

主國家的榜樣，這衝突論點致使新舊強權間似乎「免不了一戰」。 

而新冠肺炎發生後，目前中、美貿易競爭似乎暫時擱置。世界因疫情越發嚴重狀態下，中、

美各自運用疫苗外交的方式，凝聚盟友鞏固團結意識。中國大陸疫苗外交主要目的是為挽回國際

聲譽。中國大陸的衛生外交以輸送口罩、防護衣等相關物資並提供醫療資訊交換、線上視訊會議

等行動，國產疫苗出現後，中國大陸更積極投入疫苗外交。中國大陸疫苗外交的投射對象，主要

以一帶一路戰略之沿線國家為主，重新刺激因疫情而停擺的一帶一路戰略，意圖結伴共敵美國的

民主同盟圈。 

反之，美國總統拜登重回多邊主義，利用多層次、多議題的方式來結合民主同盟。今年美

國參加四方會談、G7 峰會、北約峰會等國際會議強調將要捐贈疫苗進 COVAX，並因應各國不同

緊急狀態做針對性投射。同時，美國疫苗具有高保護力，且能夠降低罹患重症的機率，深獲各國

信賴。更重要地是，美國選擇在此時加入疫苗外交，是為降低中國大陸疫苗外交的影響力。 

中美看似衝突氣氛一觸即發，但由於疫苗外交軟質性與公共價值，研究結果發現假若未來

雙方能相互摒除意識形態的攻擊、降低戰略猜疑、共同為解決全人類健康安全問題尋找解決方

案，或許可為中、美從緊張關係中找到緩和之道路。 

關鍵字：疫苗外交、中美關係、新冠肺炎、後疫情時代、國際合作 

 

The Myth of China's "Partnership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 "Primary Institution" Perspective 

丘偉國、張廖年仲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Although the term “partnerships” (huo ban guan xi, 夥伴關係)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t remains vague and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dentify manifestations of Chinese partnerships and explores how Beijing uses this 

concept to improve its position in the U.S.-led post-Cold War order. Drawing from the concept of 

“Primary Institutions” (PIs) defined by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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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 the Structural Topic Modelling technique (STM) to identify topic structure and topical trends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partnerships. Next, we use “PIs” as an analytic category to indicate the 

principles behind the term “partnership” underpinning Beijing’s foreign policy system. We suggest that 

“partnerships” can be an essential part of China’s worldview and a prominent source for diplomatic 

ideas, providing a lens through which to view emerging Chinese 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關鍵字：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der, partnerships, Primary Institutions, Structural 

Topic Modelling 

 

場次：1-E 地方政治參與 

口惠且實至？宜蘭縣青年創業政策運行及成效 

楊適瑄、曾于蓁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生、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本文旨從宜蘭縣探討我國地方政府青年創業政策之實際運行及成效。宜蘭縣有著高於全國

平均之高齡化人口結構與低經濟成長率，地方政府長期以來致力於吸引青年回潮帶動地方產業經

濟發展，廣設創業機構與輔導機制，並推出相關支持創新創業之優惠政策，這是否能夠實際幫助

到青年並達到預期效益？ 

    宜蘭縣青創政策曾因成效不彰、窗口未能統一、資源未被有效利用而停辦，造成許多創業者

的負擔。如今宜蘭縣政府特別成立青年事務科，加上宜蘭多家創育機構與政府合作，重新整合資

源；另外，針對宜蘭在地青年提出「創業 123」政策，力求與青年對話，企圖解決以往所面臨的

困境。本文將以宜蘭縣為例深入探究以下重點：1、創業政策如何幫助青年創業；2、青年創業政

策與創育機構是否能有效的協助青年創業？靠的是政府補助的「假象」創業，還是真的能成為一

個獨立商家；3、在創業中是否有除了金錢以外的關鍵因素。本研究之重要性在於將透過半結構

式訪談宜蘭創育機構、創業成功、失敗以及創業中青年，盤點宜蘭青年創業可用資源、青年需求

及政策供給之落差，有系統地分析青年創業存續之關鍵因素，期能有助於透析現行臺灣地方政府

青年創業政策、發掘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 

關鍵字：青年創業、創業政策、創育機構、青年培力、青年創業生態圈 

『六龜之心』創造六龜之新？–六龜人對於地方創生政策的看法及反應 

徐詩雅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台灣的人口成長在去年出現「生死交叉」，2020 年的出生人數是

165,249 人、死亡人數是 173,156 人，從數字可以發現死亡人數正式超越新生兒數，台灣人口首度

出現「負成長」。可見，「少子化」在台灣是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且台灣的城鄉差距大、人口過

度集中於大都會區，使得城鄉人口比例及發展呈現嚴重失衡。2014 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地

方創生」政策，希望增加地方上的就業機會、改善人口流失問題、避免「地方消滅論」的情況發

生。台灣參考日本的做法，行政院宣示 108 年起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組成「地方創生會報」、

執行「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劃」。本文的研究範圍及場域為高雄市六龜區，六龜由於其富饒的土

壤，孕育出許多頗負盛名的農產品，也因此被稱為「金煌芒果的故鄉」，當地更有一個遠近馳名

的「寶來不老溫泉區」。八八風災過後，高雄市政府為促進六龜地區的產業活絡，在 108 年與六

龜區公所合作推動「『六龜之心』山城再造計畫」。中央政府也於「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3

次工作會議當中，將「高雄市六龜區地方創生計畫」列入議程中討論，同時將六龜列為地方創生

第一階段推動地區。由此可見，六龜豐富的物產及人文使其成為一個適合推動地方創生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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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獲得政府相當程度的重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地區。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地方創生相關政策

對於六龜當地居民所形成的影響及看法為何？是否有改善當地業者及居民的生活條件？推動地

方創生相關政策時，政府、居民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的角色及互動為何？是否有達到地方創生的目

的（復興地方產業、創造就業人口，促進人口回流）及效益？本文的研究對象分為政府端（六龜

區公所及里長）及利害關係人（當地居民），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本文

的研究發現是在地居民認為該政策對產業的幫助不大、認為政策不成功，不同於政府端的區公所

對此政策抱持正面的態度；區公所的組織氛圍改變、六龜的曝光度增加…可以算是地方創生政策

帶來的改變；年輕人無回流導致人力短缺、地方創生政策與地方無整體的鏈結、寶來溫泉業者的

土地合法化問題等則是六龜所面臨的地方創生困境…。最後，本研究期望得出之研究結果能夠做

為未來政府在做政策評估或是政策修正時的參考。 

關鍵字：地方創生、高雄六龜、六龜之心山城再造計畫、政策評估 

地方創生？地方創傷？以基隆市政府地方創生策略對於基隆委託行發展為例 

王郁雯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台灣的人口結構已逐漸朝向少子化及高齡化發展，過去台灣的建設及經濟重地多位於北

部、西部，使鄉村地區青少年人口外移嚴重，整體經濟發展不均，臺灣於 2018 年由國發會公布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欲解決面臨的人口危機，本研究以基隆委託行作為研究場域，由於

具有歷史文化特殊性及交通樞紐重要性，有潛力發展為重要的地方樞紐，欲探討透過此個案探討

基隆市政府的地方創生政策對於基隆委託行的影響，是地方「復興」，還是地方「創傷」，若可以

復興地方，則可作為其他縣市政府學習的典範，若造成地方創傷，可針對此進行建議、改善，本

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探討三點研究問題：一、評估目前地方創生戰略對於委託行發展現況是否呼

應策略目標；二、探討目前地方創生戰略對於委託行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及挑戰；三、探討委託行

的地方創生策略之特殊性與啟發性。 

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詢問受訪者，首先針對基隆市政府了解對於政策目標的設立，及績效

的評估指標，是否達到政策的預期效益，接著了解創生過程與私部門間的協力過程，最後了解在

地居民在接觸地方創生策略後，造成什麼樣影響，對於委託行街區的改變及地方創生策略有什麼

看法，透過他們的經驗與見解，提供本研究更多元的見解，同時探討基隆地方創生政策的特殊性

與啟發性。 

本研究發現委託行街區目前的創生狀況，不僅是從青年移入的店家數，還是以假日市集人

潮計算，皆能觀察到街區是逐漸以復興的狀況發展，研究發現分為以下四點：執行方向與策略目

標一致、私部門為主，公部門為輔的創生模式、績效指標需透過溝通達成共識及議員對於政策的

監督。本研究並針對此發現提出三點研究建議：跨域合作，結合據點特色、結合地方故事，創造

在地居民第二價值、重啟「特色」委託行。 

關鍵字：公私協力、地方創生政策、基隆市委託行 

複製過去或重新配置：參與式預算提案區域的空間分析 

董皓崴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台灣的人口結構已逐漸朝向少子化及高齡化發展，過去台灣的建設及經濟重地多位於北

部、西部，使鄉村地區青少年人口外移嚴重，整體經濟發展不均，臺灣於 2018 年由國發會公布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欲解決面臨的人口危機，本研究以基隆委託行作為研究場域，由於

具有歷史文化特殊性及交通樞紐重要性，有潛力發展為重要的地方樞紐，欲探討透過此個案探討

基隆市政府的地方創生政策對於基隆委託行的影響，是地方「復興」，還是地方「創傷」，若可以

復興地方，則可作為其他縣市政府學習的典範，若造成地方創傷，可針對此進行建議、改善，本

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探討三點研究問題：一、評估目前地方創生戰略對於委託行發展現況是否呼

應策略目標；二、探討目前地方創生戰略對於委託行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及挑戰；三、探討委託行

的地方創生策略之特殊性與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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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詢問受訪者，首先針對基隆市政府了解對於政策目標的設立，及績效

的評估指標，是否達到政策的預期效益，接著了解創生過程與私部門間的協力過程，最後了解在

地居民在接觸地方創生策略後，造成什麼樣影響，對於委託行街區的改變及地方創生策略有什麼

看法，透過他們的經驗與見解，提供本研究更多元的見解，同時探討基隆地方創生政策的特殊性

與啟發性。 

本研究發現委託行街區目前的創生狀況，不僅是從青年移入的店家數，還是以假日市集人

潮計算，皆能觀察到街區是逐漸以復興的狀況發展，研究發現分為以下四點：執行方向與策略目

標一致、私部門為主，公部門為輔的創生模式、績效指標需透過溝通達成共識及議員對於政策的

監督。本研究並針對此發現提出三點研究建議：跨域合作，結合據點特色、結合地方故事，創造

在地居民第二價值、重啟「特色」委託行。 

關鍵字：公私協力、地方創生政策、基隆市委託行 

 

場次：1-F 科技、世界政治與全球安全 

世界政治的諸多實踐係由人類與科技的互動及人類使用科技物品所架構出來的。強權之間的

「穿梭外交」靠得是噴射機、歐俄關係的緊張或和緩受到天然氣管線的左右、區域整合的生產網

路靠的是自動化的製造機具。鑑此，與其繼續延用「相互依賴」來表述，不如轉以「科技」作為

切入點，觀察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究竟是怎麼被聯繫起來的，以及「科技」究竟如何微妙地調整

市場利益的分配或是修正軍事權力的比重。 

本特定主題(Panel)之研討申請，希冀透過幾位作者對「科技」因素的深層觀察和反思，呈現

「科技」對全球治理、國家政體、人類安全、能源使用，乃至小國生存空間的影響。研討主軸聚

焦於「科技」是項因素帶給世界政治及全球安全的機會和挑戰。 

 

論科技創新與政體行政效率之關係：民主 v.s.威權 

賴威沛（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披著羊皮的狼：電動車國際市場的強權競爭 

粘芷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區塊鏈的虛與實：去中心化的合作還是技術菁英之宰制？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半導體技術優勢對台灣國際地位和外交空間之影響 

徐舜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人類安全的虛偽：以 COVID-19 期間的「疫苗化」為例 

張永豪（屋馬森牙醫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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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1-G KPSA-TPSA Special Pane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 in East Asia 

 

 
Inequality, Wealth and Electoral Politics: A Subnational Analysis in South Korea 

KANG Woo-Chang (Korea University) 

 

Referendum Politics in Taiwan’s Local Election: An Examination of Mayoral Election 

of Taichung City, Taiwan in 2018 

YU Ching-Hs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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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場次 論文摘要 

時間：13:30-15:00 

2-A  AI 技術與議會研究 

2-B 政黨極化之比較 

2-C 政治民粹化與台灣經驗 

2-D 政治發展批判 

2-E 中共對台政策 

2-F 中央政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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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2-A  AI 技術與議會研究 

反對黨在議會中發言果真「責難」多──以自動化二元分類法分析高雄市第二屆
市議會 

楊婕妤、何品萱、廖達琪、莊澤生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士班、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高雄市議會資訊室主任） 

當今世界民主政體中，代議民主為最普遍施行的形式。而從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對民主所下的定義，到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創之民主指數，乃至於橫

跨各學界評量民主的標準，無不重視「反對」與「輪替」的力量，這兩者皆為民主實踐的重要

基礎。而在代議民主政治中反對黨監督力量的大小則為此種民主型態運作成效的關鍵；也因此

反對黨相對於執政黨，將呈現出更多的責難性言論與發言，以形成監督效果，這樣的立論幾乎

成為政治學界無須證成的理所當然之規範。然本文以為，既然當今民主制度之設計，其所欲達

成之目標皆指向誘發反對黨的「責難」，而此種工具性目的是否於現實議會中普遍成立，應也

須審慎檢驗，如此才得以進一步探索現實面是否符合此一律則，而議員的個別因素是否影響此

一律則的落實。 

本文運用資訊技術文本分析方法中的自動化二元分類法，以第二屆高雄市議會之議場發

言狀況為例，分析探討當屆反對黨議員於發言中所出現之責難性言論是否普遍高於執政黨，及

影響其發言責難多少的因素。 

關鍵字：責難發言、高雄市議會、市議員、二元分類法、反對黨 

 

立委在意自己的政見嗎？以 AI 技術探索臉書、國會發言與政見之關聯 

陳靖婷、廖達琪、陳羿宏、謝昀芸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士班、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士班） 

本文以代議體制下之課責性切入，探究立法委員在國會與社群媒體平台中是否有為政見

內容發聲。此處之「課責」指代議人士之作為能否被足夠揭露，並可被利害關係人檢驗，予以

獎懲。而在單一選區下，選民較容易對其代議士進行個別課責，因此本文將具立法委員選前承

諾性質之政見做為基準，探索第九屆區域立委(含原住民)對自己政見在意的情形，以具公開性

質的臉書及國會發言為標的，運用資訊技術來檢視立委們在這兩個公開的場域，是否提到自己

的政見。 

本研究的資訊技術以文字探勘(Text mining)方式進行，並使用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非監督式議題產生模型輔以分析，挑選各文本中 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值較高的詞彙，從中計算政見內容在臉書粉絲專頁、國會發言中提及的比例，再進一

步將變項編碼，如政黨、區域、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以探究各種變項是否對立委在兩

個場域上之表現有顯著影響。 

研究結果初步顯示，立委依其所屬選區之不同，在政見與國會發言之契合度及與臉書所

關切的主題上具顯著性，而其他變項則較無顯著差異，因此符合理論預期，選區是影響立委在

國會中或臉書上有多少程度為自身政見發聲的主導因素。 

本文根據上述發現，進一步對課責性進行討論，因為本文所揭露立法委員是否在當選後

仍持續在公開場域對政見發聲，以及其發聲頻率之強弱等之研究結果，一方面補上過去文獻較

缺的探索，另一方面希望透過這樣連結分析所呈現的現象，可以做為選民對其選出立委進行「課

責」的一份參考資訊，以及相關人士檢討目前單一選區並要求區域立委提個別政見之制度設計

下課責運作的實證依據。 

關鍵字：立法委員、臉書、國會發言、政見、課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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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政見結構與試圖兌現程度之關聯探討—AI 技術運用之嘗試 

廖達琪、邱語揚、張硯筑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 

本文試圖探索立委政見中具體提到，並特別集中關切的「對象」(如婦女提 3 次、老人 1 次、

青少年 1 次，則婦女為集中關切)，與立委在國會發言及臨時提案中，試圖兌現相關政見的努力

情形。這樣的探索是基於：一、前人研究顯示「政見」的構成，有其脈絡及利益團體之影響；二、

立委在單一選區壓力下，不敢輕忽選前承諾的「政見」在立院中的表達，甚或推動；三、目前有

關政見兌現情形的研究，也指出有三種方式—成為政策、排上立法議程、及釋放訊號。 

 本文乃先以政見中提到的「對象」，以作者所建置「第六屆-第七屆立委政見資料庫」中登

錄的「對象」為辭典，運用資訊技術分析整理第九屆區域立委所提「對象」種類及數量，並計算

出集中關切的對象，此為獨立變項；再接著以 N-Gram 技術歸結出政見中圍繞各「對象」的議題，

並以此「對象—議題」之產出，進一步應用分析立委在國會中的發言，及臨時提案之「文本」；

所得結果為政見中的「對象—議題」在國會發言及臨時提案兩方面立法活動的兌現情形，此為本

文之依變數。 

 本文預期這樣的研究有三大貢獻：一是增加「政見如何兌現」之理論探討，二是所運用的

AI 資訊技術應可推廣到相關研究，三是研究發現應有助於立委兌現政見情形的資訊揭露，希望

成為選民課責的助力。 

關鍵字：AI 技術、區域立法委員、政見、臉書、國會發言 

 

場次：2-B 政黨極化之比較 

政治競選與情感極化：中央與地方選舉的比較分析 

蕭怡靖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競選期間，若政黨或候選人的競選策略，採取相對激情的情感對立來爭取選民認同，選民

自然容易被牽引分化，形塑出黨際對立的政治局勢，連帶的，也會因為競選動員及媒體傳播的效

應，逐漸蔓延至群眾間的藍綠情感對立。而民眾的黨性情感對立，如果是受到競選動員所引起，

則在選舉結束後，應該會因為負面競選及人際動員的停止，以及大眾媒體傳播力道的減弱，而獲

得舒緩，讓民眾的政治態度趨於理性和緩，黨性的情感對立也漸歇。待下一次選舉接近時，才會

因政黨及候選人的選舉動員與議題操弄，再度激起黨性間的情感對立。 

    至於此一理論觀點是否經得起經驗世界的檢證？該如何檢測民眾的黨性極化在競選前後的

變化？以及政治競選對民眾黨性極化的影響？對此，本文將以台灣 2018 年地方選舉及 2020 年總

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為背景，透過「定群追蹤」(panel study)的民意調查設計，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以回答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尤其，同時納入這兩次選舉的資料，更可進一步比較中央選舉與

地方選舉的影響差異。理論上，中央層級的總統及立委選舉結果，將牽涉到政權輪替與否，政黨

的選舉動員力道勢必更強，更容易激起選民情感波動，因此，中央層級選舉對民眾的黨性極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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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應該比地方選舉更為明顯。 

關鍵字：政治競選、情感極化、定群追蹤、總統選舉、縣市長選舉 

 

德國 AfD 的崛起發展與其對德國政治的影響 

劉書彬、曾筱筑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2013 年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簡稱 AfD)成立迄今，作為在二次世界大

戰後第一個進入德國聯邦議會的右翼民粹型政黨，並在 2017 年聯邦議會選舉中一舉拿下 12.7%

的政黨得票率，成為德國第三大黨。其趁勢而起的背景，與其在該屆德國大選選舉策略上想必有

其獨特之處，筆者試圖研究 AfD 崛起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並以 AfD 的組織結構、意識形

態以及財務這三個層面試圖探究他的發展路徑，進而了解在面對同樣的憲政制度之下，AfD 的發

展為何能較過往右翼民粹型政黨更為順利。 

另外，AfD 的崛起反映德國民眾對傳統建制型政黨的抗議，德國政情在過去四年間發生哪些轉變

與政治影響?  2020 年初起 COVID-19 肆虐全球的疫情，德國同樣遭受嚴重衝擊時，面對即將於 9

月 26 日舉行的第 20 屆聯邦議會大選，AfD 如何的選戰策略如何? 能否繼續在後梅克爾時期發揮

影響力，是本文另一個研究重點。 

關鍵字: 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德國政黨、梅克爾、歐洲難民危機 

 

 

Revisiting the Tensions in the New Right: The Enigmatic Case of British 

Educational Thought, c.1969-c.1990 

崔麐 

（獨立研究者） 

現有文獻常認為英國 1980 年代的新右派包含了思想上彼此衝突的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

義，所以要了解右派政權的興起，就必須先解釋這兩派如何調和以促成在政策上前所未有的改

革。本文以教育政策為例，顛覆上述的詮釋策略。首先，分析 1970 年代重要的《教育黑皮書》，

發現此時呈現的思想其實難以區分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遑論彼此衝突。這兩派思想的結

合，呈現在他們對於教育市場化的先決條件，以及學校選擇權的深層意義所持之看法。因此，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在這些論點上之所以得以調和，不是基於柴契爾政府在政治實務

上之需要，而是由於他們的思想傳承於十年前的公共辯論，需要探究的問題於是變成新自由主義

與新保守主義在何處分歧。本文透過哲學的國家理論中政治權威的概念來解釋，並點出他們對教

育權威之來源見解相左的原因。 

關鍵字：政治權威、新右派、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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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積極行動者視角分析台灣運動型政黨的興衰 

陳尚志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013 年至今，台灣新興運動型小黨面臨的困境，固可從選舉制度與選舉文化等結構性限制

來「解釋」；但真要「理解」這些運動型政黨的興衰，還是必須要從「積極行動者」的角度來研

究。本文的核心關懷是：或許只有行動者的能動性，才是可能突破結構限制的關鍵因素。本文深

度訪談五個新興運動型政黨的「積極行動者」，包括：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綠黨、台灣基進、

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深入了解這些積極行動者的特質、態度價值與人際網絡。 

透過深度訪談資料的分析，本文認為新興政黨「積極行動者」對「公共事務/政治實務」、「改

革目標與手段」及「公共參與」的認知框架、參與方式與強度的生命選擇、及人際網絡互動的強

化效應，影響了這些新興小黨的組織樣態與困難處理模式，進而形塑出各個小黨之間雷同與差異

的面貌。 

關鍵字：新興政黨、運動型政黨、積極行動者、小黨、世代政治 

 

場次：2-C 政治民粹化與台灣經驗 

臺灣民粹主義的選民基礎：一個機器學習法的應用 

林懿平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在政治學界大量轉向關於 COVID-19 政經後果的研究之前，民粹主義曾經被視為近年最大

的「自由民主危機」，民粹主義政治勢力的勝利也被視為是「民主退潮」的證據。 從川普到

韓國瑜，民粹主義的特性一直是製造出「非典型」的選舉結果， 這自然激起了政治學者的研

究興趣，亦是本文之核心問題：「選民為何支持民粹主義？」  

當前民粹主義研究大致將上述問題歸結於文化反撲 (Cultural Backlash)或是經濟不安全

(Economic Insecurity)，兩種解釋途徑都有強而有力的案例支持，但在跨國比較上兩種理論卻都

無法徹底解釋選民為何支持民粹主義。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部份學者嘗試從方法上創新以尋

求新解，其中機器學習法是晚近以來最熱門的方法之一。 

貝氏信息量準則(BIC，Bay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以及 LASSO(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在脫歐公投以及南歐民粹主義政黨研究中展露頭角。這些研究都透過不預設

理論的方式成功找出過往研究所沒有發現的選民特色，並利用這些發現連結了過去兩個理論的

盲點。 

本文遂欲採用 LASSO 回歸分析，針對台灣選民結構做探索性研究，透過模型選擇的邏輯，

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檢視台灣的選民為何支持民粹主義。數據上本文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EDS)資料庫為基礎，橫跨 2004~2020 五波總統及立法委員滿意度調查的結果做分析。 

關鍵字：民粹主義、機器學習、LASSO 

 

走向極化的台灣政治：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 

郭兆翊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實證研究顯示民主政治並非國家治理的萬靈丹，民主不僅無法順利解決國家內部既有的

問題，甚至可能催生出新的問題與衝突。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便是在近年來許多成

熟的民主政體當中常見的內部問題，此現象也挑戰了許多關於民主、政黨政治的既有理論觀點。 

中間選民理論預設選民的意識形態偏好應該是近似於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因

此在以兩個政黨或是政黨聯盟的競爭為主的政治體中，各政黨（政黨聯盟）應該會試著提出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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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光譜中央地帶的中性政策以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以追求選票的極大化。在「極化

（polarization）」下，民意朝著光譜截然相反的兩端分佈，呈現Ｍ形或是Ｕ形的分佈，位處光

譜中間位置的人數越來越稀少，而兩大政黨（政黨聯盟）為追求選票，反而刻意主打意識形態

鮮明的政策訴求，以鞏固意識形態鮮明的支持者，政黨間的零和賽局被不斷的被擴大至各項政

黨間的議題、不同陣營支持者間的社會分歧，支持者間也漸漸失去對話、溝通的空間。 

對於台灣政治極化現象的探討，在回顧相關文獻後，本研究將分為政治菁英、選民兩個

層次，在計算立法委員之間政黨極化現象強弱的同時，一併檢驗極化現象是否存在著「外溢

（spillover）」，也就是在選民層次中是否也有近似的結果，因而得以驗證政治菁英間的關係好

壞是否也對於其支持者產生一樣的效果。 

在資料方面，本研究以東吳國會資料庫與 TEDS 資料庫分別作為政治菁英層次、選民層次

的資料來源，並運用Ｒ語言的相關套件，將兩者轉為社會網絡的形式作分析。有別於迴歸分析

的獨立樣本假設，社會網絡分析假設行為者之間存有「互賴」，更加貼近本研究欲探索之政黨

極化現象。在樣本選擇上，本研究的範圍是 2012 年至 2020 年的國會、選舉資料，期間內優勢

政黨由國民黨轉為民進黨，因此在這段期間內，不論是政治菁英或是選民，將具有較多值得分

析的資料。 

本研究希望引入較新穎的社會網絡分析技術，為國內極化現象的相關研究帶來貢獻，同時也預

計將其作為碩士學位論文，發展出更完備的研究方向。 

關鍵字：極化、國內政治、社會網絡分析 

 

政黨競爭如何影響媒體極化？2008 年至 2020 年主要媒體立場的文本分析 

陳宜婷、黃士豪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近年來，已有許多國內外學者在探討媒體偏差的相關研究，不同媒體有各自不同的立場

已幾乎成為學界或一般民眾的共同認知。但是媒體偏差以及媒體立場差異的大小究竟是固定不

變、單向式的逐漸擴大抑或是有些時候會拉大、有些時候會縮小。不同於過去研究聚焦於短期

的媒體偏差，本文進一步探討媒體極化的程度，也就是媒體立場之間的差距，並試圖解釋媒體

極化程度的變化。我們認為選舉和政黨競爭會影響媒體極化的程度。假定媒體有各自擁護的陣

營而造成偏差，那麼合理的假設是在越需要擁護同陣營、打擊對手陣營的時候，媒體立場的差

異就會越大，媒體極化程度就會越高。本研究運用大數據文本分析的方法，蒐集 2008 年至 2020

年聯合新聞網、中時新聞網、自由時報電子報、蘋果新聞網等四個主要媒體之網路政治新聞內

容，判定各篇新聞報導內容的立場，並測量各媒體立場的差距。本研究預期，越接近選舉期間，

媒體極化程度越高；執政黨或總統支持度低落時，媒體極化程度比執政黨擁有高支持度時來得

高。此研究結果除了將更幫助我們解釋媒體立場的變異，也對究竟是媒體極化造成政黨極化，

還是政黨極化促成了媒體極化，提供了更充分的實證經驗資料。 

關鍵字：媒體極化、媒體偏差、文本分析、網路新聞 

 

政黨選擇性暴露視角下假新聞對民衆政治媒介態度的影響 

申佳健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 

本研究運用「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9 年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劃，從政黨選擇性暴露

的角度探討假新聞在民衆對政治媒介的態度和選擇方面產生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假新聞顯著

降低民衆對整體新聞媒體的信任度，其中只有雜志新聞并沒有顯著下降，其餘網絡、報紙、電

視、廣播新聞都顯著下降；政黨傾向顯著影響民衆對於政治媒介的信任度，泛藍民衆相較於其

他民衆更傾向於信任泛藍媒介，泛綠民衆相較於其他民衆更傾向於信任泛綠媒介；男性相較於

女性對泛藍媒介的信任度更低，更接近於中立的態度；假新聞對民衆自身的影響確實和政黨傾

向存在交互作用，其中假新聞對泛綠民衆的交互作用效果顯著，越認爲假新聞可能對自己有影

響的泛綠民衆，對於泛綠政治媒介的信任度越低，但假新聞對泛藍民衆的政治媒介信任度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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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顯著影響，這也表明假新聞雖然降低民衆對於整體新聞媒體的信任度，並在與民衆政黨傾

向的交互作用中影響著對政治媒介的態度和選擇，但是對不同政黨傾向的民衆依然有著不一樣

的影響。 

關鍵字：政黨選擇性暴露，假新聞，媒體信任，政治媒介，交互作用 

 

小黨是附庸還是第三勢力？時代力量的路線發展與困境 

簡俊榮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學士班） 

小黨能取代大黨的政治空間與反映少數民意，而政黨的出現乃源自政治體系內的社會危

機，時代力量正是一個由社會運動孕育的外造政黨，匯集了一連串公民運動與太陽花學運的能

量，一舉進攻國會。不過卻在 2019 年爆發退黨潮，面臨創黨以來最大危機。瞭解時代力量的發

展，對於臺灣未來的民主政治及小黨發展有所助益，故本論文目的在於探討時代力量在單一選區

選制下之發展困境、其黨員對黨的期待、選舉策略以及與大黨關係。本文期待能深入瞭解黨公職、

幹部與黨員的看法與經驗，故採用質性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時代力量作為一個政黨體系中的

小黨，確實在整體的政治體系中有其意義與政治影響力，不過，要如何處理與民主進步黨的關係，

黨內目前並無太大的路線歧異。然而，對於選舉的合作，黨內似乎沒有一致的路線，需依候選人

個案而定。 

而時代力量本身也有環境困境與自身困境需要面對，需建立良善的溝通管道，遵守「連結

性邏輯」的理想、培養人才並扎根地方，以滿足黨員期待，才能穩健發展。 

關鍵字：小黨、第三勢力、選舉策略、政黨結盟、黨員 

 

場次：2-D 政治發展批判 

Is populist communication instrumentally used on social media? 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Taiwanese and German parties’ Facebook communications 

林駿棋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媒體研究所、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A vast number of research has highlighted that the wide use of digital media (i.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NS) give chances for fringe parties to successfully manipulate populist rhetoric on 

SNS. In the view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 increasing numbers of current studies have noticed the 

contagious phenomenon of populist communication, meaning that populist communication is gradually 

applied in communications across parties. This phenomenon should be further noticed since    

populist communication seems to become a successful campaign model f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mediatiz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the 

instrumentality of populist communication. It refers to the prevalent use of populist rhetoric across 

political parties in campaign periods to reach high message visibility and further set online campaign 

agenda. Meanwhile, it emphasizes that populism is getting rid of its negative connotations assigned in 

Western democracy. Following this main argument, the study posits main hypotheses centering on 

effects of party types (i.e., fringe vs. mainstream parties, opposition vs. incumbent parties) and 

communication styl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yles). This study selects Taiwanese national election in 

2020 and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in 2017 under study which is based on ‘most similar case’ approach, 

such as extreme changes of party landscape and similar electoral systems (5-percent thresholds) in both 

countries. Facebook posts (N total=7,643) produced by five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 (KMT, DPP, N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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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and TSP) and seven in Germany (CDU, CSU, SPD, FDP, Green Party, AfD, and The Left) during 

campaign periods are analyzed. This study preliminarily finds that fringe parties and opposition parties 

are prone to adopt populist communication. Besid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mmunication styles are 

also favored when populist communication is used. Interesting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ensity of 

populist communication in Taiwanese parties are higher than German parties. These findings can be 

further explained by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e.g., differen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e.g., political cultures).  

關鍵字：instrumentality, populist communication, Taiwan, Germany, content analysis 

 

 

Why is Taiwan's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Failing? Politics in Taiwan's Energy 

Transition 

黃寄倫、陳蓉怡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Renewable energy debates have been explored largely based on the experiments from the global 

north.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a critical review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s failure to successfully deploy its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It suggests that we 

can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debate over nuclear power and sustainabilit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Since the DPP won the parliamentary majority and the presidency in 2016, the policy priority 

has been on legislating the phasing out of nuclear energy by 2025 and developing green energy by 

transforming Taiwan’s existing energy structures. Nevertheless, the established deployment target has 

not been met, and the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continues its decline in total electricity supply. 

Therefore, we attempted to delve into how politics will link the vertical to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to 

explain the policy failure in green transition in Taiwan. Our research is based mainly on data collected 

from interview-based fieldwork in the summer of 2019-2020. As supporting material, we also analyzed 

key governmental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renewable energy targets to understand the stakeholders' 

relative importance in and influence on the final outcom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rogress in 

deployment of renewables has been negated by the power struggle among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We note that the ruling party has established various ad hoc institutions to govern the energy issue.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such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existing governing structure is questionable. 

Furthermore, amidst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literature in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contributions to 

sustainable energy transitions, relatively few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the role of local authorities in 

restraining new growth industries, like renewables. Our study proves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play in the governing of green 

transitions. 

關鍵字：Energy transition, Energy politics, governance, sustainable devel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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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2-E 中共對台政策 

武統外的選項：習近平兩岸融合政策成效分析 

王嘉州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中共將臺灣與各國防治新冠肺炎的合作定調為「以疫謀獨」，對臺展開灰色地帶作戰

（gray zone warfare），故中共可能對臺動武在 2021 年成舉世擔憂之議題。美國智庫與英國媒

體在 2021 年都提出警示：臺灣是全球最可能爆發戰爭的地區。迥異上述國際輿論的擔憂，中

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推動兩岸融合發展，以及支援福建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2021 年 3

月，習近平至福建考察時指示：在兩岸融合發展上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與「以

情促融」。中共對臺政策向來軟硬兩手兼具，現在已放棄武統外的選項嗎？習近平力推的兩岸

融合政策真的無效嗎？ 

要評估中共是否已轉向武統臺灣，應先探討兩岸融合政策之成效。在 2014 年太陽花學運

後，臺青成為習近平兩岸融合政策的優先對象。因此，本文定群追蹤 538 位赴陸參訪臺生，根

據族群同化理論建構兩岸融合意願量表，從社會接觸、社會認同與理性選擇理論推演出四項假

設，並以迴歸模型驗證假設。本文發現習近平的兩岸融合政策屬有效，臺生赴陸參訪後的兩岸

融合意願顯著提升 0.04。本文所建構的迴歸方程式，可解釋兩岸融合意願變遷 14.61﹪的變異。

臺生赴陸參訪後，若中國印象變佳，或敵意感知變低，或中國就業市場評價變高，或臺獨立場

變弱，則其兩岸融合意願變高。擔心中共採武力統一臺灣者，應以本文研究發現為由，鼓舞中

共持續努力交流促統。臺灣政府與學界，若擔心中共對臺青年交流產生洗腦效應，則應深入研

究臺生赴陸交流的政治影響，方能據以擬定因應策略。 

關鍵字：兩岸關係、社會認同、社會接觸、理性選擇、族群同化 

 

兩岸一家親？兩岸接觸、價值觀與共同感 

曾于蓁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共同感」在兩岸關係中至關重要。共同感是讓長期隔離甚至敵對的兩岸社群能夠融合

的關鍵條件。兩岸傳統所謂「炎黃子孫」、「血濃於水」、以及中國大陸近年來極力宣揚的「兩

岸一家親」觀念，其目的即在促進台灣民眾與大陸的共同感。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共同感分布如

何？在個人層次，哪些因素決定了他們與中國的共同感？  

所謂共同感，意指一個社群民眾處於另一社群時要有「自己人」的感覺(we-feeling)，例如

良好的印象、溫暖的感覺、彼此的信任、以及體制的認同。這些態度減少了社群的差異，因此

有助於族群的融合。根據 Deutsch 的理論，跨境接觸可以培養共同感。然而他的批評者則認為

接觸並非產生共同感的充分條件：接觸必須要能夠促進雙方共同的價值觀才能夠培育共同感，

例如宗教信仰、道德觀念、法治觀念、以及政治權利各種價值觀的相似性。本文同意價值觀相

似性可以促進共同感，但價值觀相似性似乎不必依附於接觸而可因其它因素而產生，例如國家

認同。本文在理論上假設接觸、價值觀相似性、國家認同均可直接促進共同感。 

我委託佛光大學民調中心執行調查，分別建構了共同感及價值觀相似性的量表，然後以

迴歸分析檢驗接觸、價值、認同三者對共同感的作用。初步的分析顯示這些作用都具有統計的

顯著性，但價值與認同有交互效應。附帶的發現是接觸與認同、接觸與價值觀均無相關性，但

認同與價值觀則有相關性。 

關鍵字：兩岸關係、共同感、價值觀、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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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岸僵局下大陸對兩岸經貿策略之研究—以在臺陸企為例 

蔡維心 

（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兩岸關係幾乎已經進入冰凍期，然而兩岸的青年、貿易交流仍是在特定領域中如火如荼

的展開，台灣自從 2009 年開放陸資來臺投資，不少陸企常藉申准來臺投資設點，作為中共推

動對臺工作前緣；2016 年臺灣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陸企在台的營運仍持續，惟在營運方向上

已經有十足的變化；此外，2018 年起台灣開始嚴查在臺陸資違規態樣，包括陸企違法在台招攬

人才，2020 年起受兩岸疫情及「反滲透法」實施影響，陸企在臺活動型態確實有所變化。 

本文將從政府提供的公開在臺陸企的營業面向、營業額及重要產業的異動，分析中共當

局對當前兩岸經貿的期待及目標。兼以中共國務院等單位聯合在 2015 年 9 月 13 日發布《關於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目的在透過改革來解決中國國有企業管理混亂、內部人控制、

利益輸送、國有資産流失等問題，惟實質上，經改革的國營企業仍依照共產黨的政黨意識指派，

其決策仍有政治目的。此外，中共於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後，即在 109 年 11 月 3 日發布《中

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下稱「十四五

規劃」），「十四五規劃」重點之一為「關鍵核心技術要實現重大突破」，中國大陸企業為尋

求產業技術突破而向外竊密的可能性大幅提高，在此世界人才大戰中，大陸科技自主創新政策

預期將擴大招募海外人才，在臺陸企將扮演台灣人才外流的重要角色。 

關鍵字：對台經貿政策、在臺陸企、十四五規劃 

 

論中國對台文化統戰之戰略—以華南地區為例 

李皓倫、陳姿潔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自國府遷台後，兩岸關係雖然會隨著雙方政府的領導人的政治傾向與治理模式而有所變

動，但共產黨始終維持著統一兩岸的方針，可以看出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台灣問題顯然是不

容退讓的議題。自從毛澤東在 1940 年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文化統戰的概念後，中國

便開始試圖從藝術、教育、宗教、體育、科技以及傳播媒體等方方面面的交流方式進行文化統

戰。近年來，2018 年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與 2019 年的《關於進

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等對台政策，也皆是透過吸引台籍人士前往中國

就學、工作以及發展等方式，試圖以兼具「互利」與「懷柔」的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台灣天

然獨世代的國族認同。 

  隨中共「文化統戰」的格局逐漸成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也經歷了多

次改革，在中共官方對統一戰線的重視及強化下，台灣對於中共統戰的關注也不曾減少。然而，

過往關注的內容大多著眼於中央的大方向，而較少提及各省之間的差異。本研究透過資料爬蟲

抓取中國華南地區各省統戰部網站「港澳台專區」中，習近平主政時期關於台灣的相關文本，

再透過 Python 大數據將文本轉化為可量化數據，以此數據判別各省的對台統戰工作報導相似

度、組成主題以及用詞之間的差異。再透過分析各省分重點詞組相對應文獻及報導整理中國華

南地區各省之間的統戰手段、策略與面向上的差異，期望能以此研究為基礎更加深入解析中國

各地統戰的方式、歷史脈絡以及其樣貌。 

關鍵字：兩岸關係、文化統戰、對台政策、統戰部、華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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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刀把子」：習近平時期公安隊伍之變革 

許奕祥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中共的公安部門在政法系統中長期扮演「刀把子」的角色，承擔維繫政權穩定與維護社會

秩序的重要職責。然而「周永康事件」的爆發顯示出中共的公安部門不僅未必牢牢掌握在最高領

導人手中，更可能「刀口向內」成為危害領導人政治安全的重大威脅。曾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

永康，手握調動公安隊伍與武警部隊的大權，使其領導下的政法系統如同一個「獨立王國」，嚴

重威脅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威。有鑑於此，習近平上任後，除了推動全面深化改革與軍事改革，亦

將改革的大刀揮向了政法系統。本文透過委託代理理論分析習近平上任後推動的各項公安改革，

發現習近平藉由授權、巡邏和代理人選擇三項即時監督手段來重塑公安部門。具體措施包含調整

武警部隊的領導指揮體制、推動公安部門的反腐行動與「政法整風」，以及在公安部門的重要職

務上安插自己的親信。藉由這些改革手段有助於習近平減緩與公安部門之間，因利益不一致和資

訊不對稱而產生的代理問題。 

關鍵字：中共、習近平、政法系統、公安部門、委託代理理論 

 

場次：2-F 中央政府發展 

再論總統的院際調解權 

呂嘉穎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般而言，我國憲法本文第 44 條的院際調解權，被視為特屬於總統所擁有之權力，然而

從近幾次的憲政爭議來看，卻又能發現眾家學者解讀的差異化，特別是在半總統制權力被分割

的情況下，總統是否真有權力得以調解院與院間的紛爭，又或者是越俎代庖的忽視行政院院長

所擁有的最高行政權力？據此，本文以法律體系解釋與文義解釋為本，探討院際調解權在我國

實踐上的爭議，並從近幾次的憲政爭議中，反思此一權力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性。期能藉由此

文之研究，對我國憲法與憲政的相關思考，提供另一種不同的見解與探討模式。 

關鍵字：半總統制、院際調解權、總統、權力 

 

立法院委員會「護航」行政院的政策？2018 年所得稅法及公司法修正觀察 

鄭明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2018 年 11 月下旬，立委林淑芬在自己臉書表示：「改革請從國會解嚴開始」。她指出，2016

年民進黨重啟執政，也在立法院取得過半數的席次；但黨團成員面對嚴格的黨紀，不能對決策表

示異議，立法院也常「護航」行政院的政策，這是兩年多立法院與行政院的互動模式。 

    林淑芬的觀察，提供檢視近幾年執政黨黨政關係，行政立法互動的角度。本文擬從立法院委

員會決策的層面加入探討，分析的主題是 2018 年所得稅法修正與公司法修正。前者法案修正，

幾乎涉及所有納稅的公民；後者法案修正，幾乎涉及所有的企業，影響層面非常廣，堪稱具代表

性的稅法及商業法案。本文主要分析的問題是：在這兩部重要法案的審查上，立法院委員會是否

也「護航」行政院的政策？若有，背後可能的原因為何？與過去的立法院的決策角色比較，2016

年後的立法院又呈現何種特色？ 

關鍵字：立法院、委員會、所得稅法、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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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的背景與特質：政治民主化前後的比較 

陳鴻章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監察院作為獨立憲政機關，在行憲以來歷經多次變革，從以往由地方議會選舉產生，並

且擁有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考試院正副院長及考試委員同意權，具有中央民意機關性

質。隨著憲法增修條文的制定，轉變成為總統提名，國民大會（第七次增修條文制定之前）、

立法院（第七次增修條文制定之後）同意任命監察委員，及政府院長的準司法機關。而監察院

所經歷的整個變革過程，其實也是台灣灣政治民主化的一個歷程。 

到目前為止，對於監察院的性質、職權，已經有頗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歷年來所產生

的監察委員，不論是由地方議會選舉產生，或者是在總統提民國會同意之後所產生的監察委

員。其實不論是法學界，或政治學界，均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陌生。往往只有在監委同意權行使

前後，才會再一次因為某幾位被提名人，因為在野黨特別加以強調而受到社會關注。但事實上，

各界對於歷年來監察委員的特質與背景並不了解。所以，在這個研究，我們將嘗試比較政治民

主化前後，監察委員的背景與特質差異。 

關鍵字：監察院、監察委員、政治民主化 

 

半總統制下總統權力與政府災害治理能力：芬蘭與臺灣比較研究 

施依婷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2020 年開始至今，全球依舊飽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影響，造成許多 國家經濟停

擺、死亡率上升，截至目前為止（2021/08），全球確診人數達到兩億 多人，死亡率更有 2.11％

之高，因此各國如何度過疫情危機全依靠政府的治理能 力。然而，過往對於災害治理的研究大

致都將焦點放置於檢視不同政治制度之間 相比較，例如 Alastair Smith 與 Alejandro Quiroz 

Flores(2010)以及林宗弘（2013） 認為，在民主國家其政府對於災害應變能力相對於威權體制來

的好，但對於憲政 體制的研究相對稀少，故本文希望將政府抗災能力作為重新檢視憲政體制的

運作 效果，並且選擇半總統制國家作為研究主軸，對於各半總統制國家其憲法制度而 言，總統

不一定擁有絕對相同的權力，在半總統制下總統的權力較有轉變的空間， 這也是半總統制保留

了賦予總統權力大小的彈性，使得後續研究者對於總統權力 的研究區分出各種半總統制次類

型，然而學界對於總統權力大小與其影響憲政運 作的穩定有著不同看法，因此憲政運作的穩定

與政府治理效能之間能否畫上等號 尚有討論空間。是故，本文將研究焦點放置總統權力的比較，

挑選在民主轉型背 景、面臨國際勢力威脅處境相似，以及人口等相似的芬蘭與臺灣作為分析案

例， 探討為何芬蘭確診人數是臺灣的 10 倍之多？在依變項設定上除了比較總統權力 大小以

外，同時本文將從二元行政權力分散程度分類成一致政府、少數一致、少 數分立以及共治等不

同政府類型作為個案研究範圍，進一步分析總統權力與二元 行政權力集散程度對政府治理效能

之間的影響。本文認為，政府治理效能與權力 集散程度有關，權力越集中則政府治理效能越高。  

關鍵詞：半總統制、災害治理、總統權力、二元行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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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2-P 壁報場次 

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發展及其國際影響 

秦偉騰、周宗漢（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人） 

汽車等交通工具成為現代人出行的必需品，不僅消耗大量的石油資源，且排放大量溫室氣

體及有害物質，對環境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因此基於環境保護及能源消耗等多層次因素，傳統汽

車大國的美國、日本、德國等相繼投入新能源汽車的研發設計，新技術與新車型層出不窮，造成

國際新能源汽車產業快速發展；中國雖然相比前述汽車大國起步晚，但由於市場規模大，加上借

鑑各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相關政策，針對性的出台多項政策扶持新能源汽車相關產業發展，促進汽

車產業轉型升級，更將新能源汽車領域視為可與傳統汽車大國一較高下，並實現彎道超車的可能

產業，在中國政府傾力扶持的情況下，近年來大陸新能源汽車出口快速增長，新能源汽車相關零

部件產業亦高速發展，中國儼然成為新能源汽車製造強國，其相關的高新技術對國際影響不容小

覷。本文擬就目前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情況及其國際影響做初步的梳理，藉以瞭解在未來新能源

汽車發展中各國競逐的情形。 

關鍵字：新能源汽車 

 

「人類共同繼承遺產」與「公海自由」之拉扯—以談判中的 BBNJ 協定為例 

林慧萍（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國家對於國家管轄範圍外區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BNJ）之資源管理，

素有「人類共同繼承遺產」（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之主張。在海洋法的範疇，ABNJ

又可分為包含海床及其底土的「區域」（Area）與公海，故而產生國家在「人類共同繼承遺產」

與「公海自由」（Freedom of the High Seas）之間拉扯的情況。當前聯合國談判中的「國家管

轄範圍外區域之海洋生物多樣性」（Marine Bio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協定係補充 1982 年《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的第三個執行協定。2018 年迄今，聯合國已舉行過三次 BBNJ 協定的政府間談判會

議，惟受新冠疫情影響，第四次會期一再延宕。儘管如此，吾人仍能研析相關文件，了解國家

間的不同立場，進而反思海洋永續治理面臨的困境。 

本研究首先進行文獻回顧，釐清「人類共同繼承遺產」之概念，並梳理國際環境建制與

國際海洋法中有關「人類共同繼承遺產」原則與「公海自由」原則之討論。其次，以談判中的

BBNJ 協定為例，分析 2019 年 8 月 BBNJ 協定第三次政府間會議通過之草案文本，以及各國針

對該草案遞交之修正意見，進一步聚焦在「海洋遺傳資源」（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MGR）

議題之爭點，例如 MGR 的適用範圍、MGR 的取得與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智慧財產權等。接續探討前述爭點反映之「人類共同繼承遺產」與「公海自由」的爭

辯，最後對於後疫情時代的海洋永續治理提出展望。 

關鍵字：人類共同繼承遺產、公海自由、國家管轄範圍外區域之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遺傳資

源、海洋治理 

外援、軍費與民主化—新興民主國家在後冷戰時代的發展 

廖子豪、 邱奕誠（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 

在民主化與民主鞏固理論中，不難發現民主化並非一線性、單向的過程，隨多種因素的

影響，民主逆流也逐漸浮現。本文嘗試以第三波民主化的新興民主國家為主要探討對象，檢視

該類國家於 1990 年代蘇聯解體、冷戰告終後在外援、軍費方面對民主發展的影響。民主化研

究已是當今熱門議題，而影響民主化的諸多因素更儼然不乏區域性與全面性的討論，然而各該

結果皆莫衷一是，同時也未能有文獻針對軍費與外國援助金共同納入對民主化發展的討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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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奠基於三因素的互動關係提供對於民主化研究的新觀點。本文主張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外援

對於一國民主化程度的效應取決於非軍費預算。具體而言，本文假設一國獲取的外國援助與非

軍費預算對民主化所形成的交互作用會提高民主化程度。本文聚焦於世界銀行 ODA（發展援助

金）作為主要外援金額，民主化程度則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衡量之，並利用 118 個新

興民主國家在 1990 年代到 2019 年的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當一國之外援金額

越高，且非軍費預算越多，則該國容易有較好的民主化程度。整體而言，本文試圖為民主化發

展研究補充更多觀點，同時也為外國援助和民主國家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關鍵字：民主鞏固、外國援助、軍費、新興民主國家、第三波民主化 

 

數位性別暴力之研究：認知取徑媒體理論脈絡下的防治策略規劃 

林奕彣、鄭筑云（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學士班、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學士班） 

鑒於數位通訊科技發展迅速，及其帶來的資訊流通便利性、匿名隱私性等特點，犯罪問

題不再侷限於現實世界，虛擬的網路世界裡也衍生出許多新興犯罪態樣，本文研究主題「數位

性別暴力」正是其中一種。所謂「數位性別暴力」意指藉由網路傳播科技，針對他人施加性別

暴力之行為。近年來此類犯罪問題日趨嚴重，受害者平均年齡不斷下降，已引起許多國家的關

注及重視。 

  然而，目前我國針對「數位性別暴力」的政策法令明顯不足，施予加害人的罰則對比受害

者所受傷害相對輕微。除此之外，筆者觀察我國對於此議題的相關文獻後更發現，大眾雖已對

數位性別暴力提高關注，但大多是只關切事件本身，而忽略了這一新興犯罪問題所帶來的影響

及嚴重性。筆者也觀察到我國學界有少數文獻探討政府部門的「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工作，但

是對於其他更深入的層面，如國內相關的立法進程、防治政策成效等，仍具深入探究的空間。 

  綜上所述，為求更綜觀地研究「數位性別暴力」，本文經由四個面向對數位性別暴力問題

進行深入探索，首先，文中蒐集統整各國重大案例（如：N 號房、TT1069 事件）；其次，本文

使用問卷調查法，探究分析大眾對此議題的認知程度，另與國內致力於此項議題的專家學者進

行訪談；再次，歸納我國目前相關防治政策成效與不足，以更深入探討及研究「數位性別暴力」

此項議題；最後，援引傳播學界的「認知取徑媒體研究」，著重在傳播過程的觀察思考，運用

其中的「新奇偵測模式」及「特徵搜尋模式」兩種模式分別具有的「顯眼」與「已知特徵」之

要點，規劃宣導策略並實際執行。期能以上述四個面向帶領大眾更深入了解「數位性別暴力」

的犯罪類型，使其透過認識「數位性別暴力」相關資訊，了解其中的嚴重危害與切身性，進而

在從事網路活動行為時有所防範，以確切提升我國防治成效，此為本研究之目的。 

關鍵字：數位性別暴力、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認知取徑媒體研究、新奇偵測模式、特徵搜尋模式 

 

在威權與族群對立下的突破：何種選舉現象可作為馬來西亞反對黨隔屆選戰的

有用訊號？ 

李政豪（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馬來西亞在經過 2013 年的選舉後，其反對聯盟『人民聯盟』面臨嚴重的內部分歧，傾向華

社的『民主行動黨』、捍衛馬來穆斯林利益的『伊斯蘭黨』以及跨族群的『人民公正黨』，三者就

伊斯蘭刑事法、馬來語教育等議題遲遲沒有共識，乃至於影響聯盟是否持續的可能。『民聯』最

終在 2016 垮解，一直到 2018 年選舉前夕，行動黨與伊斯蘭黨都無打算重新談判共組聯盟的計劃，

反倒是公正黨分為兩大派系，兩派爭執點在於公正黨在沒有伊斯蘭黨的協助下是否能吸引馬來選

民的支持。為何公正黨內部對於跟伊斯蘭黨結盟的想法如此分歧，不如行動黨如此一致性？ 這

是筆者欲探討的問題。在研究框架上，相比起學界關心執政聯盟『國民陣線』如何運用選舉訊號

來制定選舉策略（如預算案制定與重劃選區），筆者更關注沒有豐厚行政資源的反對派如何運用

僅有的選舉訊號來規劃競選模式（如結盟與提名候選人）。筆者在採用多元線性迴歸分析後，發

現係因公正黨的 2013 年選舉中的安全選區（混合型選區）之得票率不如行動黨的安全選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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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人選區）來得鞏固，所以模糊的訊號較容易使得公正黨在聯盟問題上產生嚴重派系分歧，但

行動黨內部可以一致性地堅決與伊斯蘭黨斷絕聯盟關係。 

關鍵字：人民聯盟、公正黨、訊號、族群政治、安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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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場次 論文摘要 

時間：15:30-17:00 

3-A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2）  

3-B 國會運作與立委的媒體呈現 

3-C 公部門經驗政治（1） 

3-D 國際關係中的威脅認知 

3-E 選舉與政治參與（1）  

3-F 中國大陸媒體管理 

3-G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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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3-A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2） 

疫情下的人權與民主挑戰：以台灣疫情治理為例 

陳智龍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自 2020 年初起，我國疾病管制署將 COVID-19 列為法定傳染病，並火速開設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為遏止疫情急遽蔓延，對我國民民眾祭出眾多管制措施。本文試圖爬梳我國疫情

治理政策與管制措施，結合民主、法治與人權等憲法基本價值理論內涵加以評價，針對臺灣疫

情治理對基本人權是否產生箝制進行討論，並分析法源依據授權是否充分，從中評價其對民主

發展是否有長遠性的影響。本文將以疫情治理政策及管制碩施為基礎，採次級資料分析為研究

方法，整理我國疫情指揮中心疫情治理相關數據與政策資料，進行分類歸納。筆者就對人民言

論與人身自由之限制、政府數位科技資料的運用與法治授權的完備加以盤點，試圖探索在疫情

治理下，我國民主、法治與人權發展是否備受侵蝕。最後結合自由之家年度報告，探究近年與

疫情發展後的民主走向，分析疫情對我國民主發展之影響。 

關鍵字：COVID-19、民主、法治、人權、疫情治理 

 

國家因應 COVID-19 防疫成效之差異分析：以曾發生債務危機之歐盟國家為例 

段宜辰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學士班） 

2020 年新冠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以下簡稱 COVID-19）的 爆發對國際公

共衛生及各國的醫療防護體系造成嚴重衝擊。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

簡稱 WHO）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召開緊急會議，將 COVID-19 判定為「國際關注之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以下簡稱 PHEIC）。有別於過

去歷史上的五次 PHEIC， COVID-19 的擴散速度和嚴重程度均可謂是空前的，至今世界多數

國家仍處於疫 情之中，甚至正面臨變種冠狀病毒的侵襲。 本文透過以往研究國家防疫成效之

相關文獻，輔以統計數據及多元迴歸模 型，針對五個曾經發生歐債危機之歐盟會員國（葡萄

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 西班牙）進行分析。發現：(1)老年人口的比例；(2)觀光產業的 GDP 

貢獻度；(3) 政府因應 COVID-19 疫情的即時性（包含行政效率）等三個變量，足以有效解釋 

五個國家在防疫表現上所出現之差異。此一發現有助於政治經濟學及公衛治理兩 個不同領域

的對話，並反思歐債危機中「麻煩製造者」的希臘，何以在防疫表現 上顯著優於其它四國，

特別是死亡率僅有同樣老年化比例極高之義大利的 1/40。 毋寧，過去引領歐洲整合的主導性

力量—經濟，可能有必要在此次 COVID-19 疫情下被重新檢討，並適度融入公衛治理的機制。 

關鍵字：國際關注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病毒肺炎、人口老年化、觀光產業、 行政效率、

歐債危機 

 

場次：3-B 國會運作與立委的媒體呈現 

立委選舉候選人臉書廣告投放策略初探： 2020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 

黃秀端、蔡承翰、陳宥辰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助理） 

近年來，隨著社群媒體的普及化，其成為影響公共議題及政治參與的重要工具。而其中

Facebook（以下簡稱臉書）因為演算法的關係，使得政治人物得以參照商業的模式進行線上的

廣告投放，藉此達成與選民之間的政治溝通。但隨著應用的廣泛，也迫使臉書必須針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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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選舉或政治相關廣告」進行管制，以防範選舉受到干擾，將廣告資訊透明度列為優先的

改進事項，進而透過「廣告檔案庫」的公開來達到透明化的目的。此一資料庫的公開，使得任

一使用者都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社會議題、選舉或政治相關廣告的廣告花費、觸及人數及贊助單

位等資訊。前美國總統川普，自 2018 年的 5 月至 2021 年的 8 月在臉書上的廣告投放花費金額

為美金 113,294,885 元，從鉅額的花費，也讓我們理解到其重視臉書作為政治溝通管道的實證。 

在我國立委的努力下，台灣的臉書廣告檔案庫也在 2019 年 12 月 4 日進行公開，讓所有的

使用者都可以查詢政治人物於臉書廣告的使用花費，因此本文將應用此資料庫，並輔以深入訪

談的資料，來分析 2020 年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臉書廣告投放策略。並嘗試分析下列問題：一、

哪些特質的政治人物會透過臉書投放廣告？二、選作廣告投放的貼文有何特質？三、不同政黨

候選人關注的議題是否有所不同？四、在職者與挑戰者臉書廣告投放的策略和訴求對象有何不

同？五、現任者中，比較其臉書廣告投放之策略與其政治野心是否有關係？ 

關鍵字：社群媒體、廣告投放、政治野心、臉書廣告 

 

政治話、專業話與私房話：第九屆立委的媒體呈現 

蔡韻竹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媒體報導對國會議員肯定有影響：所以國會議員會力爭媒體曝光機會，學界也常用媒體報

導量作為變數來建構各種模型、解釋新聞曝光對其表現評價和連任與否的影響。然而，立法委員

人數眾多、問政形式大同小異，媒體會如何取捨選擇媒體新聞？從代議政治的觀點，媒體的第四

權該報導有關立法運作、政策過程的專業內容。由政治衝突的觀點來看，政黨間的互別苗頭、選

舉競爭，甚至是政治人物、政黨間的指責批評，在新聞價值上更有被報導的價值。最後，在政治

娛樂化的大潮流下，名人如何利用曝光自己習性偏好的各種「私房話」來換取媒體注意，則是政

治傳播學者關懷的新趨勢。台灣的立委又是如何呢? 

   本研究以第九屆立法院及立委為研究期間和研究對象，使用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的新聞知識

管理系統作為檢索資料來源，解讀新聞媒體對於第九屆立委的報導取材。之後探究不同政治類型

立委們在媒體呈現上的差異，乃至連任成功與否的分析。 

關鍵字：立法委員、新聞媒體、政治娛樂化、政治問責、新聞價值 

 

國會透明化改革的委員會效應 

徐永明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院長協商透明化與議長中立化是第九屆立法院的重要遺產，稱之為第三波國會改革。本研

究探討所謂「協商中心主義」在透明化的影響下，院長協商由密室交易轉身為鎂光燈投射的舞台，

做為政治衝突動員的表態場所，不僅程序性協商與實質法案並立，越來越多的法案協商結論是延

續委員會保留（歧異）交付院會表決，原本為協商制度所壓抑的委員會審查，其角色也有所轉變，

表現在法案的議程設定與實質審查的效果。 

本文從第九屆召委對法案排案的議程設定效果，委員會實質審查的內容、進度，是否達到

審竣，是否送出委員會，後續協商與否，以及委員會審查結論或保留對後續協商與院會表決的約

束效果，來論述院長協商透明化改革，產生了「委員會再中心化」的非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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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協商透明化、議長中立化，委員會再中心化 

 

場次：3-C 公部門經驗政治（1） 

公務人員訓練可以影響公務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嗎？一個針對初任公務人員訓

練的前/後測研究 

陳敦源、黃建勳、陳芙萱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是 20 世紀公共行政研究最重要的內涵之一，不過，它一直受到理論與

實務分離的批評，因此，創造該概念的 James Perry 教授，在它 2021 年專書中特別提到，公部門

提升治理品質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找出能夠「支持公共服務熱情」的方法，其中讓新進公務人員「學

習公共服務動機」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手段，因此，本研究應用台灣文官調查

第三期(TGBS III)的資料，意圖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作者依照公共服務動機理論、兩因子理論、以及學習移轉理論的文獻回顧，建構起一

個公務人員訓練是否影響公務人員公共服務動機的理論框架，以「公共服務動機」與「知識移轉」

等當作主要依變數，又以學習動機、教材的設計(內容與教法)、學習環境、雙因子工作動機當作

自變數，應用兩種方法(多變量分析，準實驗方法)進行問卷的蒐集。再者，本研究問卷發放的對

象是 2015-2016 年間於國家文官學院接受初任公務人員訓練的高考及格人員共 64 班三千一百多人

中，隨機抽出 12 班，再將這 12 班隨機分為兩組各六班(兩組，一組實驗，一組對照)進行前/後測

的調查。 

    結果顯示，從多變量的整體分析來看，影響學員公共服務動機改變的最主要因素，都與新進

人員的個人內在動機有關，外在的課程內容設計、教法的變化、以及教學品質的良窳對公共服務

動機的提升皆無影響，而前述外在的課程設計中，除了教法的變化(有沒有看影片)對於新進公務

人員職能知識的提升有影響；當然，為了進一步確認前述的理論架構的因果關係，本研究利用隨

機分組與前後測的準實驗設計，對資料進行「差異中的差異」(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的成對母體

差異的假設檢定，結果與前面多變量的分析類似。本文最後將提出對於經由公務人員訓練提升公

共服務動機的理論研究與實務運作的建議。 

關鍵字：公共服務動機、教育訓練、動機論、學習移轉理論、兩因子理論 

 

男女大不同?從法院貪污判決書的文字探勘檢視不同審判階段之性別差異 

余一鳴、邱保龍、吳永明 

（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既有研究主要從相關法、實驗法探究女性貪污議題，所得結果並不一致，主要受限於以「非

涉及貪污的群體」作為探究對象，從橫斷面的調查資料或一次性的實驗操弄結果進行論述。本研

究改善過去方法，嘗試藉由文字探勘技術，針對台灣近 20 年(2000-2020)地方法院裁判書「實際

涉及貪污」被告者資訊作為分析標的，並以司法審判的階段論為分析觀點，細緻檢視起訴、審判

(定罪、量刑)階段的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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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貪污、刻板印象、性別主流化、大數據分析 

 

執法可否以相貌取人?以內政部移民署執法過程中「種族貌相」問題為例之初探

性研究 

張姜姿羽 

（駐法國臺北代表處秘書） 

涉外事件，如外勞及外僑的管理、非法外來人口之執法工作，是國家權力最常面對異己文化

或群體的領域。而就涉外事件的執法工作來說，一個最為關切和矚目的議題，就是「種族貌相」

(racial profiling)問題，執法人員單純僅根據個人的種族或者族群屬性而對其進行攔停、盤查、逮

捕或搜查等執法活動。這種對異己文化或社會它者的制度性打壓，早在歐美多元文化社會中爭議

不斷，包括 2020 年 5 月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子 George Floyd 遭警跪頸致死案，以及同年

11 月法國一名非裔音樂製作人 Zecler 無故遭三名警員攔下遭怒罵毆打並拘留，我國則有 2017 年

越南籍移工阮國非遭警槍擊身亡，以及日前媒體報導一名菲律賓籍移工突遭員警吼罵上銬等案。 

執法人員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有權使用強制力，也更容易地侵犯人權，惟國內目前尚無任

何執法種族貌相的經驗研究，臺灣執法種族貌相的爭議事件究竟只是個案還是整個執法體系僵固

心態的冰山一角？什麼原因會誘發執法人員根據種族採取差異性或歧視性的執法行為?本文爬梳

歐美相關文獻，其中包括目前在美國引起廣大爭議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公

共行政學門的「代表性官僚」(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以及執法心理學中的「自我族群偏差」

(Own-race bias)等理論，本文作者將從中整理種族、官僚體系、與執法心理學中的「種族相貌」

問題。 

接著，本研究針對我國移民署為例，透過深度訪談第一線執法人員 12 人，了解臺灣執法部

門種族貌相的問題與現況。研究結果發現，我國的執法單位確實存有種族貌相的情況，而且是從

組織系絡角度影響個人的行為，包括標準執勤程序及獎懲措施等正式組織規則，以及組織文化、

人際網絡等非正式組織特徵，均強化了執法人員採取種族貌相的作法。據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議

如透過強化執法人員培訓、發揮媒體監督作用、促進種族貌相相關研究等防範措施，來避免種族

貌相造成歧視，使我國執法更臻公平。 

關鍵字：種族貌相、公平執法、移民治理、組織理論、批判性種族理論 

 

場次：3-D 國際關係中的威脅認知 

安全化論述與威脅感知：模擬決策訓練之實證分析 

杜長青、田漢平 

（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生） 

威脅的來源與感知是國際關係中戰爭、威懾、脅迫、聯盟和衝突等相關理論的研究核心，傳

統的威脅多關注於軍事層面；而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Securitization Theory)有別於傳統物質

主義威脅分析的特色，透過「言論-行動（Speech Act）」的分析使人們理解到「安全與威脅(Security 

and Threat)」並非客觀事實，而是主體間互動與建構的產物；然而國際間對於安全的定義並沒有

普遍共識，而作為安全對立層面的威脅，其本身在安全研究上亦難以界定與測量。 

本研究將借引 Rousseau 的「威脅感知(Threat Perception)」模型，結合哥本哈根學派安全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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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言論-行動(Speech Act)」分析框架，透過文獻探討將威脅區分為認同(Identity)、意圖(Intention)

與權力(power)等三個構向，針對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相關研究所之研究生，以「準實驗法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及「非參與觀察法(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進行模擬決策實驗，並

運用 SPSS 實施統計分析，試圖以複合式的理論框架，將建構主義所強調「主觀」的安全與威脅

納入安全化理論前沿，藉以發展更為完整的論述分析框架。 

關鍵字：安全化理論、威脅感知、認同、意圖、權力、準實驗法 

 

美國政府對中國威脅的安全化論述比較研究 

莊霈儀 

（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本研究係以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來探討美國政府如何形塑中國的威脅，並採歷史研

究(Historical method)、語料庫語言學分析(Corpus Linguistics)及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等三種

研究方法來分析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關連性，藉由文本中的安全表述闡釋威脅認知，另透過

「庫博中文獨立語料庫分析工具」結合論述分析之方式，以電腦輔助量化統計揭露語言使用的

實際及表徵狀況，再對比文本中語言使用的深層意義及脈絡進行論述分析。 

本研究將針對歐巴馬政府至川普政府執政期間的《總統國情咨文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及《國防戰略報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等 18 份具代表美國政府官方立場之文本作為分析基礎，試圖探究美國政府對中政策

轉變之各種可能催化因素；而在研究貢獻上，本研究期能藉由兼顧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資料選取

範圍，期能再現美中互動過程中威脅建構的各種關鍵要件，以掌握特定政治菁英如何透過威脅

言論的建構，指導民眾如何看待、評價他們自己的國家以及外在的敵人。 

關鍵字：威脅建構、哥本哈根學派、安全化理論、語料庫語言學、論述分析 

 

核嚇阻發揮何種效用？ 

李欣樺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傳統安全的研究在核武出現後達到高峰，但縱然有關核子嚇阻的研究頗

豐，對於核嚇阻的效果之見解卻未見統一。因此，本文之核心關切為核嚇阻究竟發揮何種效用？

本文以印度與巴基斯坦為研究標的，透過時間序列之研究方法進行一致性分析（Congruence 

analysis），觀察雙方成為擁核國家前後之衝突趨勢並檢驗現存各個理論之解釋力，再輔以個案分

析法進一步驗證論點。最終的研究發現，在印巴關係中，核嚇阻對雙方之衝突強度以及頻繁程度

並未有顯著之影響。 

關鍵字：核武嚇阻、國際安全、印巴關係、穩定/不穩定悖論 

 

預防外交的虛實：戰爭衝突中權力的本質 

詹騏瑋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二十世紀末，國際關係近代史上發生了一件重大轉捩點，即蘇聯的瓦解與隨後冷戰的終

結，東西方意識形態以及軍備競賽的對峙逐漸轉向緩和。於此同時，國際上對於安全議題的關

注也漸漸從傳統軍事戰範疇轉為非傳統的經濟、人權與環境等新興議題。除此之外，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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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不再是國與國之間，反而轉移至國家內部之中。 

大部分既有文獻皆認為，種族或宗教之間的分歧，還是自治主義或分離主義之倡議等意識

形態間的衝突塑造了後冷戰時期新型態的戰爭衝突。因此面對新世界所出現的各種新安全威

脅，勢必要做出與以往不同的應對方式來解決或預防在全球各地衝突暴力的發生，預防外交一

詞也油然而生。 

然而本文認為，此種新型態的衝突戰爭僅僅為現代全球化背景下之產物，其本質仍誠如克

勞賽維茲所述，為政治之延續。過往文獻指出為何預防外交無法有效解決或預防衝突的原因與

大國政治權力的介入有無有關，本文進一步試圖將經濟因素加入條件之排列組合之中，並利用

經濟國策理論，驗證出大國介入與衝突暴力的解決有著因果關係。 

關鍵字：預防外交、戰爭、經濟國策 

 

場次：3-E 選舉與政治參與（1） 

高齡者政治參與影響因素之探析：兼論與非高齡者之比較 

王光旭、林家弘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生） 

人口結構高齡化的趨勢，代表著高齡者對政治的參與和影響與日俱增，不僅各國政府推出高

齡人口相關福利政策，高齡者也會透過各種形式的政治參與，將需求與意見反映給政府，企圖影

響政府決策。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瞭解高齡人口的政治參與情形，以及影響因素，有其必

要性。 

根據過去研究，可得知影響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主要可分為社會人口因素及政治心理因

素，前者包含居住社區類型、社區參與、社會資本等；後者則多指涉政黨認同、政治興趣、公民

意識等，但是過往的研究較少探討高齡者政治參與的型態與影響因素；另外，也有學者指出，高

齡者和非高齡者政治參與形式會因為政治世代差異、社會經濟發展、生命週期或個人老化學習到

的社會經驗而有所不同，因此，從比較高齡者與非高齡者政治參與因素進行分析，不僅能凸顯出

影響高齡者進行政治參與的原因，也有助於理解不同年齡層的民眾，政治參與的形式與參與因素

的影響。 

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首先檢驗高齡者與非高齡者社會心理變數與政治心理變數的差異情

形，接著利用分組法，將高齡者與非高齡者分成兩組，並對 10 種政治參與的類型進行迴歸分析，

檢驗高齡與否對影響因素的調節效果。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為第一作者科技部計畫（MOST 

105-2628-H-024-001-SS2）所蒐集的資料，透過十個都市與鄉村社區居民的面訪調查，總計回收

1329 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的預期貢獻是系統性的瞭解高齡者政治參與的類型，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並進一步

比較對非高齡者的政治參與而言，這些因素是否產生不一樣的影響效果。本研究期待能發現高齡

者政治參與形式的特殊性，也為政治參與的世代差異提供一些新的視野與方向。 

關鍵字：政治參與、高齡者、非高齡者、社會人口、政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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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不分區比例代表制的投票行為：策略性投票或真誠投票？ 

周應龍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在 2005 年進行第七次修憲，將選舉制度由「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複數選區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NTV-MMD）改成「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MMM）。由於此一制度對大黨相對有利，且單一選區席次佔總

立委席次六成五左右，因此過去大家多關注二大黨（國民黨、民進黨）以及單一選區候選人。然

而這項選制還包括了全國不分區政黨比例，在此制度下，通常小黨支持者會選擇真誠投票，因此

小黨仍有可能獲得一定比例的席次。 

只不過我們在政黨不分區比例代表制設有分配席次的門檻，政黨必須得到百分之五的選票，

才有資格分配席次，在此門檻之下，選民是否會如預期般地真誠投票？抑或仍然會考量小黨可能

無法跨過分配席次門檻，擔心浪費選票而採取策略性投票？本研究將透過調查訪問資料嘗試解答

這個問題。 

關鍵字：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真誠投票 

 

挑起公民的敏感神經？以列項實驗探索台灣民眾對 18 歲投票權和轉型正義態

度 

李宜陵、蘇靖惠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調查研究中若涉及敏感性題目（種族歧視、犯罪經驗等），受訪者常因社會期望 (social 

desirability)而選擇在訪問過程中修正或隱瞞自身真實立場。為探討台灣社會中具有因社會期望偏

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不易真實調查之公共議題，本文採列項實驗設計(list experiment)結合網路

調查，將受訪者分組進行調查。 

 本文關注因年齡差異而有潛在態度區別之公共議題，藉由訪問受訪者對於「公職人員選舉

投票年齡下修至十八歲」以及「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兩項議題來測量台灣民眾在接受調查訪問之

結果是否產生社會期望偏誤。另一方面，除年齡外之解釋變數則根據過往文獻基礎，添加民主價

值和年齡歧視之變數。 

在確保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人口變數尚無顯著差異後，研究結果指出：（一）對於民主價值以

及年輕人有負面看法者，會偏向於反對降低投票年齡至 18 歲；（二）根據列項實驗檢定結果，在

降低投票年齡之議題上無法證實有顯著的社會期望偏誤；（三）轉型正義中，發現對民主制度有

正面態度者會愈同意；高年齡受訪者則較可能偏向反；（四）經實驗檢定發現，在轉型正義議題

上有顯著的社會期望偏誤。 

最後，本研究採取國內研究較少使用的列項實驗並結合網路調查方法，因此在本文中也對

於列項實驗可能遭遇的設計效應(design effect)、地板效應（floor effect）進行初步探討，進一步對

於本次列項實驗方法之執行進行評估並且藉此對於未來之列項實驗設計提出建議。 

關鍵字：列項實驗、投票年齡、轉型正義、年齡歧視、社會期望偏誤、網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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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對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之影響：以臺灣大學生為例 

王靖興、蔡維廷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鑒於政黨認同是解釋選民政治態度和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過去已有許多研究嘗試探究影

響個人政黨認同的因素，其中個人政黨認同的形成和延續被認為受到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影響頗

深，亦即父母會透過日常生活中對子女潛移默化的薰陶，將其政黨認同傳遞給下一代，使得子女

傾向發展出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然而，並非所有人的政黨認同必然會受到其父母的影響，因

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影響子女與父母政黨認同一致性的因素。尤有甚者，本研究將嘗試從五大人格

特質 – 外向性、親和性、嚴謹性、情緒穩定性和經驗開放性 – 的角度，來解釋為何子女會發

展出與其父母不同的政黨認同。由於大學階段是個人剛脫離原生家庭獨自發展個人政治態度的特

殊時期，因此本研究將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並運用具全國大學生代表性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經驗開放性愈明顯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愈可能與父母有所不同。此效果在控制

學校、同儕、媒體接觸、參與太陽花學運等政治社會化途徑的解釋變數後仍然存在。然而，另外

四項人格特質對於子女與父母政黨認同一致性則不具有顯著性的影響。整體而言，本研究透過經

驗資料證實人格特質在大學生政黨認同的形塑過程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並且在理論層面將政治

社會化途徑與政治心理學途徑進行對話，從個人內在心理特質的角度解釋為何父母的政黨認同沒

能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傳遞給子女。 

關鍵字：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政黨認同、政治社會化、大學生 

 

場次：3-F 中國大陸媒體管理 

後真相時代中國社群媒體輿論的演變過程模式建構 

侯政男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社群網站在中國的出現、發展、創新，已經和人民生活緊密聯繫起來，甚至成為生活重要

的一部分，尤其是 2010 年後微博開始形成社會輿論並漸成突發事件的討論空間。如今社群網站

已成為網民進行網路交往活動符號化的虛擬空間，也已不是真實社會在網絡上的投射和延伸那麼

簡單，反而已經可能演化為時時刻刻產生聯繫並產生強大影響力的新社會形態。另一方面，新媒

體傳播環境下，也容易衍生後真相的現象，新聞的客觀性不斷受到質疑，訊息的碎片化與語境缺

失，使得一擊即中的情緒觀點，勝過了需要自己去反覆核查、拼接、全面思考的事實。本研究以

中國主要社會媒體微博中的輿論與公眾情緒的互動為切入點，以 COVID-19 肺炎疫情下的「李文

亮事件（2019-2020）」為檢視熱點，以「新聞反轉」角度研究後真相時代微博輿論在網路平台呈

現的方式與特徵，進而探討各層級官方/私人媒體、輿論及網民情緒產生在社群媒體輿論演進過

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建構出後真相時代中國社群媒體輿論的演變過程模式。 

關鍵字：後真相、中國、微博、新聞反轉、李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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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於社群媒體宣傳的邏輯：以微博為例 

李冠成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 2021 年 8 月 17 日宣布在台海附近組織海空聯合火力突擊演習，近期

又常態性的出動軍機侵擾我國防空識別區。除了頻繁的軍事動作外，解放軍也在社群媒體上大秀

肌肉，釋出戰備演習的相關訊息；例如釋出火箭軍半夜突擊演練，發射東風導彈等。共軍於微博

發布的貼文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更顯針對性，台海局勢彷彿陷入高度緊繃的狀態。然而，解放

軍在微博上秀肌肉的影音圖文未公布演訓的時間、地點，不僅真實性令人存疑，且不難看出是經

過包裝設計與篩選後的結果。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藉由結構主題模型（structural topic model），

分析解放軍數個官方微博帳號的發文，並探討解放軍運用社群媒體宣傳之目的及其背後的邏輯。

預期研究發現共軍在微博的軍事宣傳有數個主題模式可循，在不同的時間點有其刻意渲染之重

點；此外，不同的官方帳號在宣傳上也有不同的策略。 

關鍵字：解放軍、政治宣傳、微博、結構主題模型 

 

喉舌、工具與治理技術：從「鴻茅藥酒事件」看中國大陸新聞媒體對政府監督 

陳思宇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2018 年，中國大陸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鴻茅藥酒事件」。廣州市的譚秦東醫生只因在媒體上

發表了指責鴻茅藥酒虛假宣傳的文章，就遭致鴻茅藥酒集團所在地內蒙古涼城縣政府機關的跨省

逮捕。事發之後，成都商報、中國青年報等新聞媒體對其進行了跟蹤報導，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廣

泛關注，最終迫使內蒙古涼城縣政府在上級政府的指示下釋放了被捕的譚秦東醫生。事件結束之

後，包括新華社、光明日報在內的多家官媒都發佈了旨在肯定新聞媒體對政府監督的評論文章。

在普遍認為新聞媒體遭致政府打壓、新聞自由指數位居全球最低水平的中國大陸，新聞媒體在「鴻

茅藥酒事件」之中，如何實現對涼城縣政府的輿論監督？新聞媒體在監督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

色？各級政府與新聞媒體的互動關係為何？ 

本文通過對中共關於輿論監督的相關歷史文件的分析，以「鴻茅藥酒事件」為例，指出中

國大陸媒體的對政府監督與西方社會所普遍奉行的「第四權理論」或「新聞自由」理論並不一致，

而來自中國大陸獨特的「碎片化的威權主義」和「喉舌論」雙重影響之下的媒體的僅有的自主性。

獲得當地政府支持的新聞媒體可以就外地基層政府的違法行為進行異地監督，但卻很難就當地政

府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新聞媒體對基層政府的批判監督報導發出後，中央政府出於獲得基層民

眾的認可，形塑「地方壞、中央好」的形象，打擊地方的違法行為以樹立中央權威等多種考量，

批示地方政府就相關問題進行政改，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報導成為了中央政府的一種「治理技術」。 

新聞媒體對政府的監督雖然無法起到直接作用，但卻為中央政府提供了治理的「工具」與「誘因」，

間接起到了監督基層政府作用，在新聞選題與報導方式上具有相當強的自主性。此外，「鴻茅藥

酒事件」發生在 2018 年的中國大陸，此時中共十八大已經召開，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已

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來自四川省的新聞媒體仍然通過媒體的「輿論監督」實現對地

方政府的執政監督，中國大陸媒體的對政府監督仍然能夠發揮作用。 

關鍵字：輿論監督、基層治理、央地關係、新聞自由、碎片化的威權主義、中國大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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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背景下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治理效能困境及對策研究 

張家洛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一直以來，中國大陸的農村地區由於地理位置較為偏遠、經濟實力不足等原因，無法迅速

受益於現代科技與文明進步，實現與城市同步的高度發展。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發展中出現的現

實問題，突顯了新一輪農村改革的緊迫性。 為改變現狀，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做出實施鄉村振

興戰略的重要決定，着力破解当前中國大陸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

分的重大现实困境。隨著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推進，各種資源要素匯集鄉村，化作推動鄉村發

展的強勁動力，在一些項目工程中，政府投入越大，基層治理效能卻越低。  

本文基於鄉村振興戰略的部署和現實要求專門研究農村基層治理永續發展問題，其中討論

中國大陸官僚體制下特殊的村民自治制度對基層治理有何影響，並以鄉村振興為視角，探討和分

析了當前農村基層治理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並且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對於實現農村基層治

理現代化、數字化，進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具體而言，論文

從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治理的基本概念、理論基礎以及鄉村振興與農村基層治

理的互動邏輯關係分析入手，從農村基層治理的思想觀念誤區、治理結構和體系不夠健全完善、

治理過程中行為失范現象嚴重以及基層治理中農民群眾獲得感不強等方面，分析了當前農村基層

治理存在的突出問題，並從傳統價值理念根深蒂固、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體制內傳統治理慣性

束縛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方面分析了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 在此基礎上，論文

在探討了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推進農村基層治理的目標要求和所應堅持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具

體探討了推進農村基層治理的有效路徑。  

關鍵字：農村基層治理、村振興戰略、永續發展、問題、對策 

 

場次：3-G 新冠疫情下的政治（3） 

疫情衝擊下論國會遷建議題 

黃建銘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教授） 

2020 年從中國大陸武漢所爆發的新冠肺炎，在非常短的時間擴散到全世界，不但對各國人

民的健康造成嚴重的傷害，更對各國的經濟、貿易、旅遊乃至社會生活等層面帶來巨大的衝擊。

儘管疫苗已經問世，但在疫苗數量既患寡又患不均且病毒不斷變異的情況下，疫苗的防護力也受

到相當大的考驗，於是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始終看不到疫情緩和的曙光。由於病毒具有快

速的變異性與極強的傳染力，對於政府防疫治理能力產生極大威脅，倘若疫情無法控制，整體國

政運作也可能因此癱瘓，是以此一疫情衝擊正考驗著各國因應危機的治理能力，藉此也凸顯政府

危機管理的重要性，亦即如何有效分散風險成為吾人所要關注的重心。 

    2021 年 5 月中旬，國內爆發嚴重疫情，此一疫情衝擊之下，以臺北市為中心的首都圈地區

受創最深，於是攸關國政運作的國會遷建的議題再次受到關注。立法院為我國重要的憲政機關，

不過其地點與建築卻無法符合作為憲法機關之要求，故而國會遷建議題一直受到廣泛討論，考量

此波疫情對首都圈所帶來的衝擊，本研究認為可從幾個面向探討國會遷建議題。首先，就法律的

層次而言，憲法與法律均未有哪一個城市是作為首都的法定的規範，似乎也提供一種首都機能運

作彈性的空間，不因首都入憲而限制首都機能的風險安排；其次，就政治層面而言，危機的發生

速度常極為快速，國政機關齊聚於首都圈，以此次疫情為例，無法達到風險分散的效果，代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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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遷建做為國政機能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再者，就經濟層面而論，首都圈為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疫情衝擊下受創也最深，因此，國會遷建有助於達到經濟發展的風險分散，同時帶動區域平衡發

展的經濟成效；而就社會層面而論，國會遷建議題具有改造首都獨尊的社會意象，也建構新的社

會改造想像，疫情衝擊下，將帶來安定社會民心的作用；最後，就空間的層次而言，從傳染病所

帶來的危機與風險，對於國會遷建的地點與原首都的距離提供一個如何有效阻隔危機擴散的策略

思考，不僅需考慮因應重大危機之所需，更需要立於可長可久的國土規劃。 

    整體而言，疫情喚起吾人思考風險與危機管理的重要性，而國會遷建議題可從法律、政治、

經濟、社會與空間層面進行思考，藉以凸顯國家治理的風險分散效果與危機管理能力的強化，這

將是此波疫情帶給吾人最為重要的啟示。 

關鍵字：新冠肺炎、疫情、國會遷建、危機管理 

 

論防疫措施落實於個人社會參與之權利衝突與價值衡量-以德國 3G 規則為例 

彭睿仁、吳秉宥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歐洲近期因疫苗接種逐漸普及，新冠肺炎疫情也呈現舒緩與常態化之趨勢，為了回復人民日

常社會生活並帶動經濟復甦，各主要成員國公共衛生主管機關在法律授權下，大多開始研議後疫

情時期讓個人重回社會參與的標準與具體措施。然而，個人或群體重回集會遊行、休閒聚會及出

入公共場所等社會參與的前提在於，個人染疫與否的快速辨識，以降低病毒在此接觸傳染的風

險。因此如德國聯邦政府，就提出以 3G 規則 (3G-Regel)作為社會參與之初步標準，讓已接種疫

苗者(Geimpft)、染疫已康復者(Genesen)與接受檢測者(Getestet)在有效辨識後，快速重回社會生活。

在日確診數每 10 萬人 35 例以上之地方縣市都必須施行此規定，課予人民必須接受檢測之義務，

並在出入指定場所時必須出示證明。雖然符合前述規則者的社會參與權力受到維護，但仍有不少

國民基於身體健康、世界觀或其他因素不願接種或無法接種疫苗之權益在 3G 規則下，可能遭到

忽視。再者，除染疫康復者外，其他未接種者的社會參與都必須以陰性檢測結果為門檻，同時可

能還需以涉及個資使用之數位接種護照為主要證明工具。前述規則的發布和執行軍取決於行政機

關，因此相關規定應如何適用，及適用於何種場所，在德國各界已有不少討論。儘管如此，德國

政府仍不排除在疫情進一步升高的情況底下，採用 2G 規則(2G-Regel)，也就是僅允許已接種者及

已康復者限制在出證明後，方能進出特定公共場域或空間。由此可知，隨著新冠疫情的流感化或

常態化，如何兼顧防疫措施強度之快速有效，以及人權基本價值之恆久保障，也成為德國學界及

公私部門關注的焦點。為討論 3G 或 2G 規則等防疫措施對基本人權產生的影響，本文將蒐集德

國國會立法文件、聯邦政府出版品、媒體評論及專家學者意見，在人權理論的架構下，以文獻分

析法，探討以下問題： 

1. 3G 或 2G 規則對自由權、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的影響程度與範圍。 

2. 行政機關為保護個人生命權及身體健康權所採取之防疫措施，若與自由權、隱私權及資訊

自主權發生衝突時，該如何以比例原則加以衡量，標準為何? 

3. 基本權利保障之重要價值間若出現衝突，該如何以民主機制加以調和，並預防社會衝突的

出現? 

關鍵字：3G 規則、防疫措施、比例原則、基本權利衝突、社會參與 

 

國家資本主義復興？論 COVID-19 疫情下主權財富基金功能 

周冠竹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家資本主義是否應疫情復興？在 2019 年冠狀病毒疫情 (以下簡稱 Covid–19 疫情)下，

國家透過主權財富基金增加在醫療產業、生物科技以及房地產的投資，以及使用主權財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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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財政缺口以及對企業紓困。國家在危機下的擴張政策是否代表國家將限縮市場空間，並主

導投資與生產等行為，並將經濟工具作為政治用途？對此，作者政策網絡途徑 (policy network 

approach) 比較澳洲、挪威、新加坡與阿布達比等四個開放經濟體在 2002 年 SARS 疫情、2012

年 MERS 疫情以及 2019 年 Covid-19 下國家如何使用主權財富基金抵抗風險。作者發現四個開

放經濟體皆使用主權財富基金作為紓困工具。然而僅有澳洲、新加坡與阿布達比皆有使用主權

財富基金投資疫苗與口罩等戰略物資的研發與生產。其目的不僅在於滿足國內防疫需求，部分

國家試圖建構區域生產基地，尋求在戰略上的突破。從實證資料發現，主權財富基金的運作與

國家—社會關係有顯著關係。 

關鍵字：主權財富基金、國家資本主義、防疫外交、Covid-19、政策網絡途徑 

 

探討政黨評價對政治信任與政策順服的影響--以 COVID-19 生活防疫政策為例 

林新傑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本研究探討民眾的背景屬性以及對台灣政黨的評價，是否會影響到對中央政府之政治信任

與 COVID-19 生活防疫政策之順服，並分析到對中央政府之政治信任與 COVID-19 生活防疫政策

之順服情形是否存有相互影響之關係，其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143 份。研究結果發現：政黨評價方

面，民主進步黨呈現兩極化分布情形，中國國民黨與新黨則有過半百分比的受訪民眾表態為較低

之評價；政治信任方面，在首長信任度方面產生部分差異，過半比例的受訪者認為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值得信任，總統蔡英文的信任程度則是落在「普通」區間，行政院長蘇貞昌則

是在比率上出現「不信任大於信任」之情況；政策順服方面，多數受訪民眾會遵守生活防疫政策，

惟在「疫調個資保護」與「主動檢舉」部分持普通態勢；民眾會隨著對民主進步黨、時代力量、

台灣基進之評價，影響自身對執政黨政府之政治信任；民眾會隨著對民主進步黨以及台灣基進之

評價，影響自身對防疫政策的順服情形；整體政治信任與政策順服呈現正相關，表示政治信任愈

高，對 COVID-19 生活防疫政策的順服度也隨之增加，惟政治信任與政策順服之行為符合層面並

未產生顯著相關。本研究建議執政黨政府應以戒慎心態來面對民意及輿論，並避免讓民眾產生政

府對到社會大眾有「大小眼」之疑慮，以降低民眾之政策不順服情形。 

關鍵詞：政治信任、政黨評價、政策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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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場次 論文摘要 

時間：09:00-10:30 

4-A 疫情災害、劣勢族群與韌性治理 

4-B 公部門經驗政治（2）  

4-C 思想與政治 

4-D 中東地區國際關係互動的批評與反思 

4-E 台灣地方政治 

4-F 中國對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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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4-A 疫情災害、劣勢族群與韌性治理 

自組論壇《疫情災害、劣勢族群與韌性治理》之研究，擬從族群觀點進行討論，主旨在於

關注 COVID-19 疫情，對社會中劣勢族群的衝擊、傷害，並且透過韌性治理的理論觀點加以分析。

論壇分成四個子題進行，包括分析臺灣社會內部不同劣勢族群的脆弱性是什麼、檢視是否存在差

異，以及造成脆弱性的原因，並且參考紐西蘭對於原住民、歐盟對於新住民、移工、移民的防疫

政策和理念研究，提出發展其恢復力的韌性治理模式與內涵。從分析層次來看，涵蓋國際比較、

國家的政策安排，再到社會群體實際體現出的治理成果。也就是探討國際、國家、社區等層面，

在疫情下所展現對災害的吸收力與回應性，透過國際治理所涉及的「民主韌性」(democratic 

resilience)、國家政策安排的「制度韌性」(institutional resilience)，以及社會群體的「社群韌性」

(community resilience)，全面性地分析疫情災害與劣勢族群的關係。 

關鍵字：COVID-19，韌性治理，劣勢族群，制度韌性、民主韌性、社群韌性 

 

全球化下的民主韌性與族群融合：國際秩序與治理的挑戰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族群差異下的災害與韌性治理：新冠肺炎與族群政治 

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東南亞移民/工面對 COVID-19 的主體經驗、脆弱性與韌性之研究 

張春炎（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原鄉社區災害衝擊與韌性治理之研究：以新冠疫情為例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新冠病毒疫情下原住民族部落社區的韌性治理 

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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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4-B 公部門經驗政治（2） 

後疫情時代的公部門職場觀察-談居家辦公與工作家庭衝突 

曾琤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因應疫情，無論公、私部門皆面臨職場工作型態的重大變化。居家辦公，不再專屬於民間

特定工作性質的工作樣態，或僅限於友善職場的理想性倡議。在疫情期間，我們看到各類性質之

公部門，皆配合疫情風險高低而有不同樣態的實踐。從友善職場觀點，我們看似盼來了終於能兼

顧工作與家庭的完美安排，但公部門組織，真的因此在疫情期間維持組織效能且同時兼顧了員工

的福祉與需求？ 

本研究以公部門具居家辦公經驗者為研究對象，於 2021 年 8 月針對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具

居家辦公經驗者進行調查，共回收 344 份有效問卷，透過量化研究探究疫情期間居家辦公者的主

觀感受。從工作家庭衝突理論、工作家庭疆域理論（work-family border theory）出發，探討公部

門推行居家辦公過程中，機關所推動之居家辦公措施相關規劃及資源對員工主觀所感知工作家庭

衝突之影響。 

過去無論是工作家庭衝突理論及工作家庭疆域理論，皆無針對居家辦公者（尤其是公部門）

做相關的探索，此外在居家辦公相關的文獻中，亦無針對公部門管理者所提供之相關資源進行研

究分析。本研究試著運用疆界理論，將現行公部門推動居家辦公提供的資源加以區隔，探究其對

於公部門員工工作家庭衝突之影響，另從個人主觀對工作家庭區隔的偏好觀點，探索其與現行公

部門居家辦公資源與個人工作家庭衝突感受的交互作用。 

研究發現，居家辦公之工作資源對於工作家庭衝突有顯著之負向影響。各機關在推行居家

辦公時，倘給予同仁相關的工作資源，將會減少同仁在工作與家庭帶來的衝突。若是依照疆界理

論，把居家辦公資源分成一般資源、區隔資源及整合資源，一般資源（工作自主、主管支持、組

織支持）可顯著降低工作家庭衝突，區隔資源（育兒需求、防疫風險之居家辦公政策）及整合資

源（提供居家辦公所需資訊設備及其他資源）皆未顯著降低工作家庭衝突。個人與家庭整合性越

高，個人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角色越模糊，工作家庭衝突皆會升高，也就是工作家庭疆界的整合，

其實並非產生較少的工作家庭衝突。 

關鍵字：居家辦公、工作家庭衝突、工作資源、工作家庭疆域理論、友善職場措施 

 

影響公務人員實施遠距辦公意願之探討 

廖明俊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2019 年疫情所帶來的衝擊，無論是對於個人抑或是整體社會，均帶來了莫大的影響，是以

公部門作為防疫政策的標竿與引領者，各地方政府紛紛實施所謂的遠距辦公，以作為因應疫情的

策略，實際上，遠距辦公此一工作方式，不僅能夠作為防疫上的策略，其亦被認為能夠兼顧家庭

照護與交通阻塞上的改善方法之一，且於部分的歐美國家已累積了相當的經驗，有鑑於此，儘管

我國公部門實施遠距辦公多半是肇因於疫情的影響，但是遠距辦公仍可以作為日後我國公部門的

工作方式之一，基此，本研究旨在探討何種因素會影響公務人員使用遠距辦公，並以科技接受模

型(TAM)作為本研究的假設架構，以建構「影響公務人員實施遠距辦公意願模式」，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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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調查，採配額抽樣，並針對台北市與新北市之公務人員作為研究對象，總計

回收 150 有效份樣本，依據結果顯示，於科技接受模型中的「認知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

確實會影響公務人員實施遠距辦公意願，而外部變項中「公部門的資訊技術」又會影響公務人員

對於遠距辦公的「認知易用性」，文末的結論上，本研究認為日後公部門可以藉由增設分區辦公

室與建立信任的組織文化為方向，強化遠距辦公的系統，最後，當前公部門首要方向即在制定遠

距辦公相關的法規，以建立完備的制度系絡。 

關鍵字:遠距辦公、科技接受模型 

 

數位轉型下公部門主管與基層公務員所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何懿玲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政府數位轉型不再只是數位化，而是過渡到智慧化的階段，由此可知，政策隨著時代的迅

速變遷不斷調整方向，使得公務員必須隨之精進自己，個人層面的調適不可少，因此，本研究欲

探討公務員如何面對數位轉型帶來的問題與挑戰。 

公部門數位轉型不論是公部門組織本身的改革、體制上的轉變，亦或是公共服務的創新，

公務員無疑是公部門數位轉型中的幕後英雄，因此，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以經濟部某單位為

例，訪談一位公部門主管、一位基層公務員，及一位委外人員，以三方的角度瞭解公務員所面臨

的困難與挑戰，藉此政府可以根據現今執行情形調整數位轉型政策，並且提供主管與基層公務員

所需的資源及協助。同時，探討公務員如何面對數位轉型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可供新進公務員、

現正面臨數位轉型業務之主管與基層公務員參考，瞭解如何進一步使自身適應數位轉型時代工作

上的瞬息萬變。 

訪談的結論可以發現，主管與基層公務員對數位轉型的看法與感受相差甚遠，且數位轉型

使得公務員的自身專業與現今業務所需之專業不同，必須具備快速吸收新技術、新知的能力，此

外，數位轉型對於公務員而言尚停留在電子化政府的階段，本研究建議政府可讓全體公務員具備

數位轉型的基本認知，以便公部門順利的全面轉型。 

關鍵詞：數位轉型、創新、工作調適、公部門主管、基層公務員 

 

場次：4-C 思想與政治 

隱蔽的人民主權者及其現身：重探盧梭的另一種基進民主理論理解 

張鈞瑋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早期一般解讀盧梭（J. J. Rousseau）的觀點中，普遍會把盧梭視為親近古代直接民主的政治

理論家，在《社會契約論》中既反駁同為契約論者的霍布斯（T. Hobbes），以社會契約證成絕

對王權，同時對被譽為自由主義之父洛克（J. Locke），亦批評其背後支持的代議民主制度。盧

梭諷刺英國的自由主義式民主，本質上為一種只有選舉期間擁有自由，選後又淪為奴隸政治體

制，由此質疑透過「代表」人民間接行使統治的可行性。於是盧梭強調人民作為主權者，必須慎

防行政官僚篡奪，就得確保人民的立法權地位至高。基於證成盧梭提出了「普遍意志」（general 

will），有別於代表私人或個別小團體的利益「特殊意志」，尤其是少數權貴掌控的政治，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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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被視為絕對公正，能符合全體的公共利益與精神，因而作為政治的至高原則。因普遍意志源

於全體人民自身，如此一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就蘊含了將政治正當性的本源與政體的統治權力

歸屬「合而為一」的想法，這也是漢娜鄂蘭（H. Arendt）對盧梭的批判，將權力和權威混淆，政

治行動最終帶來如法國大革命的暴力結果。 

不過晚近一些詮釋也主張盧梭不見得那麼大膽激進，如有人認為盧梭提倡公民德行的論

點，其實有菁英主義的意味，而 Richard Tuck 則認為盧梭其實依舊繼受霍布斯等人分離民主作為

統治的政體類型和作為正當性基源的兩種論述的作法，因此可以解釋盧梭在文本中對於公眾審議

鮮少提及、立法權運作敘述模糊的情況，即接受民主乃正當性的最適來源，但對直接地由公民自

身運作有所保留。然而無論是對代議民主的批評或是對直接民主的存疑，兩者皆有文本證據，也

相互存在張力。本文將以「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理論的觀點試著重構對盧梭的詮釋，

其「權力空場」的論點，將民主的本體設想為對遭受不公對待的他者的安置，挑戰當代憲政民主

作隱含力求穩定秩序的霸權成分，既呼應了不被人奴役的共和自由觀，也淡化人民直接掌權的論

調，該論點或能較好地解讀、調和盧梭思想中的曖昧之處。 

關鍵字：主權、盧梭、民主政體、基進民主理論 

 

對民主之仇：論一種「非分之分」的恐怖政治 

梁廷毓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實踐與批判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主要是對當代法國思想家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政治思想的梳理,從洪席耶對

「政治」(politics)與「治安」(police)的區辨,以及在其「無分之分」(part of no part)的基礎上,提出

「非分之分」(part of non part)的問題與爭議。意指那些在共同體內部被壓抑,又處於「無分之分」

外部的一些無法被代言的聲音。接著以當前歐洲內部興起的恐怖攻擊為引,反思洪席耶政治哲學

思想中政治、民主論述的盲域與界限。 

關鍵字:政治、治安、無分之分、非分之分 

 

論施密特敵人概念之轉變：從康德談起 

賴榮璉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施密特的敵人概念之內涵歷經數次改變。從《政治的概念》中可以發現，他雖然批評道德

主義的普世主義會帶來毀滅性的戰爭，但是同時卻又將敵人視為是必須殲滅的對象；到了《大地

法》一書，他藉由批評康德的不正當的敵人，將敵人區分為對等且無須殲滅的正當的敵人與必須

將之消滅的不正當的敵人。然而，在二戰之後完成的《游擊隊理論》理，則是施密特已經發現國

家不再能夠壟斷友敵區分，於是進一步將敵人分成傳統的、真實的，以及絕對的三種。他主張，

隨著敵人的絕對化，戰爭已經不再是以國家為主體，而是會沿著意識形態界線成為了全球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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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4-D 中東地區國際關係互動的批評與反思 

拜登政府阿富汗撤軍決策之研析 

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東地中海衝突與美土關係發展 

王順文（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權益之拓展與收回：1920 年代英國與兩伊的邊界問題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資本的形式途徑研究難民企業家：以土耳其敘利亞難民商人為

例 

張景安（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泛伊斯蘭主義及穆斯林世界概念：歷史起源與性質探討 

包修平（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場次：4-E 台灣地方政治 

地方議員選區服務類型的實證分析：以台中市議員為例 

陳建仁、黃信達、王士胤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選區服務被視為左右民選政治人物連任與否的重要關鍵之一，甚至成為部分民意代表的主

要職務。相較於立法委員的選區服務，地方立法機關的議員更貼近選民的日常生活，因而可能出

現更廣泛且多樣的選民需求與服務回應。本研究擬比較城鄉差距、黨籍、地方府會一致或分立等

因素，對於地方議員的經營選區服務項目的影響，並進行類型化的實證分析。 

本研究以第三屆台中市議員為研究對象，台中市雖為 2010 年縣市合併後升格之直轄市，但

市區與縣區依然存在明顯的區隔，容易進行城鄉的比較。此外，素有「台灣搖擺州」之稱的台中

市，在縣市合併之後經歷過 2 次政黨輪替，並無固定政黨傾向，有利於觀察黨籍、府會關係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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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區服務策略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問卷以及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蒐集市議員們選區

服務的項目，予以歸類，並檢視哪些因素如何影響議員的選服策略，進而檢視台中市議員的選區

服務模式。 

關鍵字：選區服務、選區經營、地方政治、地方議員 

 

偏鄉疫情危機與社群動員—阿里山鄉個案分析 

李翠萍、路可萱、陳姿安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我國自今年(2021) 四月底開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從二級警戒至三級警戒，全台人口

跨區移動量明顯減少，觀光旅遊與餐飲產業受到重創，而重度依賴觀光的偏鄉，在疫情期間顯然

也受到極大的衝擊。嘉義縣阿里山鄉幅員遼闊，長年推動觀光產業，然而自四月底出現新冠肺炎

確診者的旅遊足跡之後，引發了阿里山鄉各村的警戒。雖然觀光對於大部分村落而言是重要的經

濟產業，但疫情期間各村動員巡守隊或義警義消的社群動能甚至見諸報端，有些部落長老決議要

求縣政府與林管處封閉著名觀光步道，有些部落在出入口設立防疫檢查站，有些部落由巡守隊巡

邏並規勸外來旅客必須配戴口罩。這些長年經歷天然災害的村落，似乎在面對新冠疫情時自有一

套危機處理準則。 

本研究以一對一線上訪談的方式，訪談阿里山鄉共 12 個村落的村長、村幹事、或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從這些經歷過莫拉克風災與新冠疫情的社群領導者或地方幹部口中，了解阿里山鄉

各村在面對危機時的社群動員方式，並試圖解釋其社群動員方式的形成。本研究以莫拉克風災為

主要的對應標的，嘗試從受訪者對莫拉克風災與新冠疫情二者所帶來的危機與處理方式的描述，

了解阿里山鄉各村社群動員方式，並從各村不同的人口組成、地理位置、產業結構，來解釋村落

之間危機處理方式的異同。 

關鍵詞：社群參與、社群動員、新冠肺炎、偏鄉危機管理、阿里山鄉 

 

別再「黨」路？退黨參選對村里長選舉的影響 

李易修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2010 年底，我國出現地方制度的重大變革——縣市合併升格，政府與學界期待透過行政

區整併能為地方治理帶來更好的成效，轉眼間十年過去，縣市合併後確實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效

率與發展嗎？又，在鄉鎮市改制為區後，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政治和社會參與是否也因此受到

了影響？ 

本文藉由舊高雄縣區的實證資料（2001~2019），並透過相依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 

t-test）、簡單線性迴歸（Simple Linear Regression）與斷點迴歸設計（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三種方法，檢視縣市合併升格前後對於地方治理的影響。結果發現物質面的治理成果不但沒有

降低，反倒是基於「外溢效應」等途徑而提高了各種公共服務的效能；然而在價值面上，民眾

的政治與社會參與則有所減少，顯示縣市合併後的地方治理架構，恐怕對基層民主與社區發展

帶來負面的影響。 

關鍵字：地方治理、縣市合併、評估、高雄縣、斷點回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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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4-F 中國對外關係 

歐盟對中國外交政策組合之研究：應用兩財貨理論 

賴威沛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自 2020 年初全球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以來，歐盟歷經數波疫情起伏，整體經濟受創

頗深，唯獨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逆勢成長，中國一躍成為歐盟之最大貿易夥伴，雙方歷經多年談判

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CAI）」亦於 2020 年

12 月簽訂。一般認為，在後疫情時代持續維持並深化與中國的外交與經貿關係是歐盟現階段最

佳策略選擇。然而歐洲議會卻於 2021 年 5 月以中國壓迫新疆維吾爾族的人權問題為由，壓倒性

多數通過暫緩批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透過「兩財貨理論」分析，本研究指出，歐盟選擇「改變

現狀」其實是歐盟在主觀偏好與客觀國力下的理性選擇。 

關鍵字：新冠肺炎、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兩財貨理論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是否導致外交危機？：以分析層次觀點檢視斯里蘭卡之外交

政策變化 

陳新侑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經濟國策可能招致非意圖性效果嗎？本文將就中國與斯里蘭卡於 2017 年因一帶一路倡議

發生的債務危機探討經濟協議與外交行為的關係，討論經濟協議所帶來的外交政策附隨效果。

2017 年面臨一帶一路債務危機的斯里蘭卡，將其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以 99 年的租賃契約

租給中國，本文將對斯里蘭卡的政經安排和其與中國、印度的互動關係進行考察，討論在一帶一

路後，斯里蘭卡的外交決策模式是否有所改變，並期望做出進一步的推論，探討債務危機是否影

響國家間的互賴行為。 

既有文獻（如薛健吾等）檢視 2013 年至 2018 年的聯合國大會投票紀錄，強調一帶一路戰

略有效改善中國與斯里蘭卡的外交關係並促進外交利益相似度，但斯里蘭卡於 2019 年政權更替

後，時任外交部長 Jayanath Colombage 發表了「印度優先」的相關言論、新任總統主張要將漢班

托塔港從中國手中要回來。這樣的政治宣言是否可以稱作外交轉向呢？這樣的政治宣言是否轉化

成為了實際的外交行動？ 

由英國皇家國際戰略研究所（Chatham House /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出

版的研究報告《Chinese investment and the BRI in Sri Lanka》對於一帶一路倡議在斯里蘭卡的效

益與相關議題提供詳實的數據，但其反對一帶一路倡議造成了債務危機，更未論及一帶一路對斯

里蘭卡外交政策之影響。 

本文意圖透過檢視 2018 年至 2020 之聯合國大會投票紀錄，本研究有限度的支持斯里蘭卡

呈現不再扈從於中國外交利益之態勢，顯現小國仍有在外交決策上的自主性。同時，並結合由傅

澤民所提出的互動結構理論之框架，試圖從國內分析層次之視角，探索斯里蘭卡國內政治菁英態

度轉變與民主機制的運作變化等因素對於外交政策決策機制的影響。 

本研究試圖在經濟國策此一研究議程上添磚補瓦，填補當前對政策面上（一帶一路）和理

論面上（經濟國策）影響力的認識。在延續與既有文獻的對話上，本文探究斯里蘭卡政權更替前

後的政治菁英態度轉變、中國投資金額安排、聯合國大會投票、民主參與指數、印太相對應的政

治經濟基礎建設計畫等變項，探究債務危機的影響力及經濟協議對各國外交政策可能存在的非意

圖性效果。 

關鍵字：中國、斯里蘭卡、經濟國策、一帶一路、債務陷阱、外交政策、分析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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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和平?從不對稱互賴檢視中越南海衝突 

劉孟儒、黃資富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貿易和平論」認為貿易往來帶來的經濟利益之下，使用武力將造成經濟損失，並增加使

用武力的機會成本，因此透過國家之間建立貿易關係，將有利於促進和平。依此就中越關係而言，

雙方在 1991 年正常化後的確也隨著彼此往來貿易量提升，雙方之間再也沒有發生戰爭。 

然而，雖然兩國沒有再發生過戰爭，不過事實上中、越間在南海的灰色地帶衝突事件仍是

層出不窮，且越南近年在與中國的南海相關衝突事件中似乎有態度軟化、更極力避免與中國齟齬

的趨勢，例如:越方 2018 年兩起越南漁船被撞沉的事故中，越方的聲明中刻意以被「外國船隻」

撞沉來表示、2014 到 2019 年間越南與 Repsol、Rosnef 等外國公司在南海合作的鑽探計畫在北京

施壓下提前終止，並付出巨額賠償金，越南都選擇隱忍退讓未予反制。 

對此貿易和評論似乎難有合理解釋。而根據 Keohane 與 Joseph Nye 的研究指，出互賴並不

一定帶來和平，在不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中，較少依賴的行為者可以藉由使用此種互賴關係作為

在議題議價或者影響其它議題的一個權力來源，被依賴國知道依賴國想要避免戰爭的渴望，因此

便有動機透過軍事威脅使依賴國作出讓步。本文認為這種不對稱的互賴關係具體表現在雙方的脆

弱性以及被依賴國的經濟國策中(Economic Statecraft)，也就是一國採取經濟手段或政策來勸誘或

威脅目標國，以影響目標國的行為。 

有鑒於此，本文將從不對稱的互賴關係切入，觀察 1974 年西沙海戰至今，近 50 年間在南

海與中國的幾次重要衝突中越南行為與態度的軟硬程度變化，結合兩國間貿易不對稱互賴程度高

低的變化軌跡，以此檢視兩者的關聯性，並從經濟國策與脆弱性的分析解釋越南對南海衝突反應

變化的原因。研究結果發現由於不對稱互賴程度的增加，中國發起的灰色地帶衝突頻率增加，且

越南面對中國的灰色地帶衝突時的反應漸趨低調與軟化。 

關鍵字：不對稱互賴、南海、中越關係、經濟國策、灰色地帶衝突 

 

川普任內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折：一個建構主義的觀點 

黃上賓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回顧川普(Donald Trump)四年總統任內的施政，發現他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信念，凡

是對美國「不公平」的條件皆須重頭來過。在此過程中的美中關係，也產生重大的變化。2018

年川普援引 301 條款，對中國祭出高額關稅，並限制其投資美國關鍵技術產業，將華府過往與

北京「交往代替鬥爭」的互動模式，改弦易轍。 

而學界大多以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美中關係的變化，例如，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以

歷史上 16 起權力崛起的強權，一旦威脅到現有的統治強權，有 12 起會引發戰爭的例子，斷言

美中兩國有可能會於不久後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該陷阱主張，新崛起大國會改變原本權力

平衡的狀態，現存強權為了反制挑戰者及捍衛既有地位，因而使戰爭不可避免，最終一發不可

收拾。 

不過，筆者發現 2016 年之前中國不論是在軍事實力、經濟發展都已經頗具規模，並沒有特別

令人訝異的增長幅度。也就是說，究竟川普是否是因為倍感中國權力崛起的威脅，才接連做出

抑制中國的舉措？還是受其他因素所影響？目前並沒有合理的答案。因此，筆者認為，若單純

以權力關係增減，並無法完整解釋美國對中國政策轉向的成因。 

本文嘗試從不同層面進行剖析，說明美中關係逐漸惡化的原因所在。透過建構主義的理

論框架，檢視美國民眾對中國好感度變化，所發揮的影響。試著回答兩個研究發問，第一、美

國民眾對中國的認知，如何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第二、歐巴馬與川普兩者的決策思維是否存在

差異？內容安排上，首先，釐清建構主義的理論內涵，論述建構主義於本研究的適用性；再者，

觀察美國民間群眾及外交決策機構對中國的觀感及言論，來驗證認知的改變，是否更進一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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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美國對華政策。最後，以結合上述成果解析川普任內與歐巴馬之間的美中關係變化，試圖從

另一個角度，補充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不足，更有助我們對於美中關係的理解。 

關鍵字：建構主義、修昔底德陷阱、川普、美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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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場次 論文摘要 

時間：11:00-12:30 

5-A 台灣政治變遷 

5-B 選舉與政治參與（2）  

5-C 中國大陸社會控制 

5-D 美國外交政策 

5-E 中東國際政治 

5-F 國際與國內政治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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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5-A 台灣政治變遷 

政黨動態與經濟不平等：1977-2019 台灣收入不平等為例 

張一彬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當代社會所產生的許多議題中，經濟不平等是最值得注意的議題之一。至少從十九世紀開

始，社會科學家早已對經濟不平等感到興趣，馬克斯、韋伯、亞當斯密以及其他學者都致力於回

答為什麼經濟不平等會隨著工業化而升高，以及如果有方法可以處理的話，應該如何解決經濟不

平等的問題。收入分配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它是經濟不平等的重要指標之一。檢視收入分配中的

不平等程度，對於＂誰獲得什麼？＂這個問題提供了經驗性的答案。 

本文認為中央政府的角色、行為與政策，決定了收入平等分配的規模。過去對於台灣貧富

差距惡化的解釋大多建立在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理論，如技術勞工的供給與需求、經濟全球化下產

業的外移與結構的改變、階級衝突以及低技術勞工失業率上升等等，鮮少從政治的角度來解釋台

灣經濟不平等的成因。政府制度、行為與政策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經常被忽略，但它們卻是很重

要的解釋因素。有別於經濟與社會學的解釋，本文試著探索總體的政治動態對分配結果的影響，

聚焦在政黨政治在國會與政府的運作，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本文所關心的依變數是經濟不平等，運用收入不平等的估計當作經濟不平等的指標，資料

來源是來自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資料含蓋的時間是 1977 年至

2019 年台灣收入不平等的情況。運用這段期間國民收入的時間序列資料，來檢視造成台灣經濟

不平等的政治原因。資料的測量是以時間為單位，因此分析單元為台灣／年。理論架構主要處理

政治動態因素對經濟不平等的效果，本文採用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s）建構多重

時間序列資料中不同變數的動態效果。 

關鍵字：政黨政治、收入不平等、權力資源、誤差修正模型 

 

太陽花學運前後網路使用影響民眾參與抗議之變化 

吳俊德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網路使用在參與抗議活動扮演重要角色的事件，莫過於 2010 年底爆發的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在該事件中，組織者和參與者大量利用網路來傳遞資訊、動員群眾、報導現場情

況、以及進行國內外宣傳等工作，而阿拉伯之春也被稱為「臉書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

在台灣，網路使用影響民眾參與抗議活動最明顯的例子則非太陽花學運莫屬，有研究指出，網路

或社群媒體的使用是影響民眾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因素之一（洪貞玲，2014；陳雅玫，2016；陳婉

琪等，2016）。然而，吳俊德（2019）發現，在太陽花學運之前，網路使用對於民眾參與抗議活

動的影響力只有發生在民眾使用資訊交流平台，例如電子佈告欄系統（BBS）或是網路論壇的時

候，網路的其他用途對於參與抗議活動是沒有影響的。太陽花學運可以說是台灣網路動員的啟蒙

運動，在太陽花學運以及其後的公民運動中，網路使用對於民眾參與抗議活動的影響力是否發生

改變？是否有其他的網路用途會增進民眾參與抗議活動？這些問題尚未被解答，也具有重要的理

論意義。 

本文將比較兩筆實證資料，在太陽花學運之前，本文分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民

國一百零二年大規模基點調查面訪案」（TEDS 2013）的面訪資料；在太陽花學運之後，本文分

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四次計畫的面訪資料。比較兩筆資料的分析結果將可以回答

本文的研究問題。 

關鍵字：網路使用、參與抗議、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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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帶來公平？人工智慧在公共政策應用上的非意圖歧視 

李翠萍、張竹宜、李晨綾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以大數據分析與演算模型設計為基礎的數位科技時代中，人工智慧（AI）的應用被認為能

提升效率並增進民眾福祉，此風潮從私部門延伸到公部門，人工智慧已成為各國政府的創新標

誌。然而，當亞馬遜公司引入人工智慧於徵聘過程爆發歧視女性事件，當沙烏地阿拉伯政府頒

發公民證給一「位」名叫蘇菲亞的機器人引發了機器人地位是否優於沙國女性的爭論，當加拿

大政府利用人 AI 於邊境管理卻出現系統性歧視有色人種的事件，AI 的非意圖歧視開始浮上檯

面，科技創新為人類社會帶來提升社會公平（或減少社會不公平）的機會，但同時也可能複製

不公平的現狀，甚至加劇社會不公平。 

本研究從米勒（David Miller）的多元正義觀出發，採取質性後設分析法（qualitative 

meta-analysis），從學者專家針對人工智慧在各國公共領域的應用所進行的研究中，檢視人工

智慧應用於公共政策領域所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正義現象。本研究無意忽視 AI 為人類福祉帶來

的正面效果，也無意阻撓 AI 在公共領域的使用，而是發現 AI 在我國成為學術研究新興主流之

後，許多討論大都停留在技術層次，聚焦於 AI 產品的應用優勢與正向功能，至於討論 AI 道德

問題者則數量稀少，因此希望藉由此文平衡 AI 在社會科學中的討論，檢視數位科技時代中尚

未被深入關懷的社會正義危機，提醒人工智慧科技快速發展下在道德辯證上的缺乏。 

關鍵詞：人工智慧、科技政策、非意圖歧視、社會正義、社會公平 

 

晚期工業主義視角下的石化產業環境治理 

杜文苓、施佳良 

（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院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台灣自 1970 年代開始發展石化工業，已經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迄今仍為重要的產業

基礎。然而經過 40 多年的發展，石化工業逐漸老舊的設備與製程，也帶來高汙染與高風險的特

性，逐漸引起社會大眾對於石化工業所帶來的健康風險、工安威脅等疑慮，這類隨著時間而逐漸

出現的疑慮及風險，正是反映了晚期工業主義 (late industrialism) 的特徵，意指除了工業設施本

身的老化風險，與之相互依存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與論述體系也會因僵化而加劇風險。在

此脈絡下，台灣石化產業發展歷史最為悠久的高雄市便是晚期工業主義下的風險承擔之地。老舊

僵化的制度與法規，以及資訊生產的黑箱，讓居民難以掌握汙染狀況，石化廠商亦得以遊走灰色

地帶，無視地方所面臨的風險危害。 

故此，本研究嘗試以晚期工業主義的批判視角，針對近年來沸沸揚揚的大社工業區降編爭

議，以及高雄環境監測修法程序，進行實際的社會參與行動及政策分析。過與環保團體、居民組

織、政治人物、政府機構、專家學者的協力合作，推動相關歷程環境監測法規的修訂，以及空污

資訊基礎建設的補強歷程。本研究將紀錄與整理上述歷程，藉以指出傳統石化風險治理並未能鑲

嵌在地方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中，致使政策、制度及資訊無法契合居民所關懷的面向，而與地

方風險產生斷裂。進而嘗試銜接地方社會脈絡中的不同行動者，以回應制度與法規的疏漏，充實

空污治理的內涵。 

關鍵字：晚期工業主義、空汙治理、石化風險、大社工業區、環境監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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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5-B 選舉與政治參與（2）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enhancing women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Muhamad Iksan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Main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the women representation from various 

countries that already enacted gender quota law as instrument to achieve higher 

women elected in parliament. Build from previous studies and existing data 

(Schwindt-Bayer 2009), this paper proposes combination of politica institution and 

cultural factors as explanatory to existing literature on women representation (Yoon 

2004; Norris & Inglehart 2001). Three political institution variables empirically test 

to percentage of women in parliaments of 26 countries. These variable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electoral system: quota size, placement mandate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 in addition with district magnitude. Other than political 

institu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ree cultural factors adherence with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that possibly affect better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legislative branch. 

These cultural factors include fertility rates, women in labor forces and ethnicity 

fractionalization. Connect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 with cultural factors will prospect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n women represent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hypothesis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 gender law and enforcement of law- 

with supporting cultural variable, including fertility rates, women in labor forces and 

ethnicity fractionalization has effect to improve higher number of women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Keywords: women representat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 cultural factors, quota law, 

and ethnicity fractionalization 

 

影響女性立委比例逐年增加的因素 

吳知達、黃秀端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在臺灣，從第二屆到第十屆立委選舉，不僅參選的女性候選人越來越多，且女性當選立

委的比例也逐年增加，從第二屆女性立委在立法院的比例之 10.56%，到第 10 屆的 41.59％，此

種增加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這其間經過立委選制的改變，但是不管是何種制度，其趨勢都是

往上提升的。這項成長，也使臺灣的女性國會議員比例居於亞洲第一。 

本文想要從不同的角度來檢視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女性立委比例逐年增加?本文將從社

會供給面與政治需求面來進行分析，並從中比較究竟是那些因素較為重要。所謂社會供給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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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個體的資源能力，將包括個體本身的條件、興趣與意願、家庭狀況以及社會情境與社會結

構等。政治需求面則是形塑女性能否參選以及當選的政治制度機會，如:選舉制度、政黨提名、

政黨競爭、婦女保障名額或性別比例原則等。  

在方法上，將採取中選會的長期的各項統計資料、現有的民調資料以及深度訪談。深度

訪談對象將包含立法委員、婦女團體重要成員、以及女性研究學者。 

關鍵字：女性參政、婦女保障名額、性別比例原則 

 

網紅與素人參選結果的空間分析：以 2018 年台北市議員第三選區為例 

陳奕如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我國在 2005 年第七次修憲前，民意代表選舉主要以「複數選區不可讓渡制」（multi-member 

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以下簡稱 SNTV）進行，隨著制度變遷與國會席次減半，對於

SNTV 制度的研究逐漸減少。而地理資訊系統自 70 年代發展至今，以其優異的空間資料與屬性

資料的整合、視覺化展示以及分析功能，已在多個領域被廣泛應用，但在我國選舉研究中卻扮演

了有限的角色。 

2018 年台北市議員選舉，第三選區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研究場域，此選區同時有三位初次

參選的新人競爭，分別是由老牌政黨國民黨提名的徐巧芯；新興政黨時代力量推出的吳崢，以及

既沒有政黨推薦也無擔任黨/公職經驗的網紅素人邱威傑，三人在 SNTV 制度下分別代表不同的

個人特徵並且以網路作為主要空戰管道。 

過去選舉研究的進行多以電話民調或問卷調查對個體資料進行分析，缺乏對於總體資料的

探索與選舉結果的分析。本文試圖探索在複數選區制度下，素人、網紅候選人是否能夠將影響力

由網路社群轉化為選區票源。本研究嘗試以地利資訊系統軟體建構政治版圖，觀察三位候選人之

得票分布，同時也與選區的政黨版圖進行比較；比對台北市第三選區在過去四次大選（2010、

2012、2014、2016）中之選舉結果，並進行空間迴歸分析，觀察三人之得票分布是否具有特定政

治傾向，或是突破既有政治版圖達到空戰效果。 

關鍵字：網紅、素人、空間分析、地理資訊系統 

 

場次：5-C 中國大陸社會控制 

香港政黨政治版圖的轉變：民主抗共、香港認同與經濟理性的競合 

陳若蘭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2019 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後，餘波盪漾，於該年底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泛民主派（泛民派）

政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囊括了 85.9%的席次。唯反對勢力從體制外包圍體制內，也加速了中共

對香港收緊控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20 年 6 月與 2021 年 3 月分別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與《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重新界定了一國兩制的基準，據

此，香港形同展開了二次回歸。2021 年 12 月 19 日適逢第七屆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當社會動

員與代議民主受到法制的侷限，香港的政黨政治將何去何從？尤其街頭勇武抗爭頻傳，是否反映



97 

202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程序民主的訴求不復扮演平衡的機制，民粹主義代之逐步崛起？職是之故，本研究將以香港建

制派與泛民派共 10 個主要政黨為準據，以文字探勘法分析其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間的臉書貼文，

去檢視各黨在民主價值與民粹態度、中國認同與本土主義等意識型態的維度上，歷經關鍵時刻後

有何多重的轉折，並進一步探討香港政黨政治的光譜是否將逐漸兩極化。 

關鍵字：反送中、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泛民派、民粹主義 

 

分析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社會運動—以 MeToo 為例 

陳姿潔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自從習近平 2012 年出任國家主席以來，用於維穩的預算年年高於軍事費用，中國國內社

會運動與社會組織能夠運作的空間不斷地限縮，像是中國廣電總局加強網路言論的審查與控制，

中國政府針對國內集體抗爭的參與者以「危害國家安全罪」(ESS)罪名起訴。這種情況之下，MeToo 

運動做為近幾年全球女性主義標誌性的浪潮，2018 年於中國爆發，中國學術界、公益界、媒體

界、宗教界、體育界等等都有受害者出來指控遭到性騷擾或是性侵害。中國政府當然對此議題的

相關消息與指控有所壓制，甚至後續的追蹤報導所有主流媒體都噤聲，國內對於 MeToo 運動的

質疑聲也從未斷絕，但至今過去三年仍無法完全根絕相關的討論。根據各大網路媒體的報導與相

關事件的資料庫，可以蒐集到 58 則 MeToo 事件，其中有 23 則被舉報者有遭到懲罰或是出面

道歉。因此想將舉報人實名與否、是否多名人士舉報、發生領域、受害者是否自殺、受害者是否

有實質的證據做為自變數，進行解釋性多案例研究，分析 MeToo 事件在甚麼情況之下，被舉報

人將會被懲處或進行道歉。探究出在習近平治理之下的中國，社會運動該採取怎樣的策略行動，

才有機會達成他們的目的。 

關鍵字:第四波女性主義、#MeToo、集體抗議、社會運動 

 

評析《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綱要規劃 (2018 至 2022)》 

蘇瑞華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基督教中國化」歷來已久，從明末耶穌會士到現今持續推動中。不同的是，解放後的

中國基督教化是鮮明的政治工程。比期過往緩進的中國化進展，習近平以政治力量強勢地推動

「宗教中國化」，各愛國宗教團體積極地建構與實踐五年計畫來回應是史無前例。因此，這是

一場有感的文化再造，是一場鮮明的文化革命，長時間過去後，中國基督教的內在與外在面貌

將會有鮮明的改變。此外，在中共高舉中國文化之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會凌駕在各宗教之上，

成為共同的宗教意識。因此，各宗教原本固有的神聖性、獨特性、唯一性，創造性都可能會被

稀釋掉。上世紀的「文化大革命」摧毀所有的宗教精神與形式，這次的「宗教中國化」引發的

「文化革命」固然不會如此，但也會一定程度改變原本宗教精神與形式。 

    本文以 2017 年「中國基督教兩會」頒布的〈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綱要規劃

(2018-2022)〉為分析對象，查考這幾年中國教會如何去推動五年計畫。 

關鍵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基督教中國化、非基督教運動、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

綱要計畫 

 



98 

202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場次：5-D 美國外交政策 

美國國家人工智慧戰略中的強權競合脈絡探析：從柔性平衡理論研究 

張凱銘 

（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由於具備高度戰略價值，人工智慧為世界各國視為促進國家發展與提升總體國力的關鍵技

術。作為當代國際強權的美國，於 2016 年後全面加速人工智慧戰略籌劃，在鼓勵國內研發應用

的同時，也設法擴大和友邦間的技術交流。若細究美國的戰略論述內容，可發現其並非僅求自身

實力增長，更將人工智慧與外交及防務政策相連結，將中國界定為首要競爭對手，密切關注其人

工智慧發展可能對美國造成的安全威脅。為解釋這一情形，本文在檢閱美國政府文書報告與政策

作為的基礎上，援引國際關係學界的柔性平衡理論進行分析。該理論注意到全球化趨勢導致國際

間安全風險下降與利益互賴加深，進而修訂現實主義平衡理論研究，主張現代國家面臨潛在或有

限威脅時，由於威脅程度未及迫切且須兼顧與他國間的共同利益，國家將傾向以迂迴、隱蔽的策

略手段抵銷對手實力成長或箝制其行動自由，試圖在避免嚴重衝突的前提下緩解威脅並兼顧國家

利益。本文運用柔性平衡理論分析美國國家人工智慧戰略中的中國因素，研究發現中國在人工智

慧領域已大幅拉近與美國間的實力差距，解放軍對軍用人工智慧的興趣亦使美國軍方深感不安。

考慮到該技術的戰略價值與喪失領先地位可能衍生的經濟和安全危害，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威脅判

斷於焉成形。然因其威脅尚處於潛在狀態，且美中兩國在經貿、安全與部分全球議題中仍存有利

益連結，透過柔性平衡途徑制約中國而非正面對抗當為較合宜的作法。美國近期的人工智慧施政

已呈現明顯的柔性平衡意涵，諸如透過政策激勵研發創新以抵銷中國的實力成長、藉由經濟制裁

和人權爭議妨礙中國的科技進步並削弱其國家形象，以及利用多邊機制主導國際規範制定進程以

框限中國的行動自由等，皆是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對中國施展柔性平衡的努力。相關行動有助於

美國維繫既有優勢，及阻礙中國政府謀求成為全球技術領先國家的企圖，並且未對美中關係造成

嚴重衝擊，使兩國在存有利益交會的議題上仍有合作空間，因而兼顧了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利益需

求。 

關鍵字：美中關係、人工智慧、美國外交政策、柔性平衡理論、現實主義 

 

川普政府氣候政策之評析:安全化的視角 

白如君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IPCC）在 2021 年 8 月公布的氣候變遷報告指出《巴

黎協議》設定控制全球溫度上升在攝氏 1.5 度內的目標將在 2030 年被打破，且每個地區將面臨

越來越多的變化，氣候變遷問題不容忽視。然而，國際間氣候議題涉及各國整體利益，對於減排

目標分配始終得不到共識。經過各國多次協商後，2015 年《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以國

家自主貢獻的方式順利通過。然而，2017 年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後宣佈退出《巴黎協議》，

為全球氣候治理增添變數。 

美國作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且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國，退出《巴黎協議》將對全球

氣候治理有重大的影響。有鑒於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仍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將採安全化理論作為

研究途徑，首先檢視歐巴馬時期的氣候政策，並分析川普政府在氣候政策上的轉變，最後將探討

川普氣候政策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影響。 

關鍵字：氣候變遷、安全化理論、川普、巴黎協議、氣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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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美國東亞安全政策及評估 

蔡芳旻 

（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後疫情的時代，隨著新冠肺炎的疫苗出現，世界經濟開始復甦，許多國家不僅推出經濟刺

激政策，更將疫苗施打率視為各國解封的新指標，然而就在各國的疫苗戰開打之時，美中兩國在

東亞的霸權爭奪戰更在疫情之後逐漸白熱化。本研究共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份探討美國的東亞

安全政策及戰略部屬第二部份探討美國推動各種雙邊及多邊會談及軍演；第三部分探討中國對美

國東亞安全政策及戰略回應以及第四部分結論。主要探討後疫情之下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政策轉

變。首先本研究整理出美國自 2020 年到 2021 年在政策以及戰略部屬的相關文獻以及比對美國在

東海、印太以及南海的軍演消息，顯示中美兩國在亞太區域的競爭更加明顯。其次是，新冠肺炎

的發生，導致中美兩強的對抗快速上升，雖然美方在東亞透過不斷的軍演與會談的戰略方式，目

的是為了反制中國崛起以及圍堵中國走出去的戰略。但在面對美國執著於東亞戰略的同時，中國

在疫苗的研發、經貿雙循環、軍事方面也還以以牙還牙的平視世界作法來回應美國。也因此，從

疫情前中美貿易戰的試探到如今的東亞戰略佈局，美國不斷深入東亞影響了中國在區域的安全

感，中國也在東亞積極布局回應，像是在南海緊抓利益、在「一帶一路」與聯盟上各個擊破的策

略、謀求盟友對抗美國的西方集團進行全球部屬等策略，均說明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較量與不願

退讓的態度。顯然，台灣雖身處於夾縫之中，理解美中在東亞政策的同時，也能更清楚東亞區域

正因為權力平衡的關係將不斷出現重複權力轉移的現象與抗衡，而後疫情的時代，各國也正在兩

強相爭的局面下做出相對應的選擇與回應。 

關鍵字:國際關係、權力平衡、東亞安全政策、美中霸權、區域安全 

 

再思韓美日三角關係：檢討韓國視角 

朴炳培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隨着中國崛起和美中之間的對立日趨激化，韓國在美中的夾縫之間陷入戰略選擇困境的

可能性也日益加大。尤其在 2016 年至 2017 年間，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中國大陸則對韓國實

施經濟制裁，使韓國瞬間成爲美中對立的戰場。在這種嚴重情勢下上台的韓國總統文在寅，採

取了以下措施：首先，韓國政府配合駐韓美軍順利完成部署「薩德」，以避免傷害韓美同盟關

係；其次，韓國外交部提出「三不原則」，即不考慮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不

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的立場，以縫合中韓之間的矛盾；最後，韓國不但與北韓進行共三次

的高峰會，而且在北韓與美國之間扮演仲裁者角色，促使北韓與美國舉行共三次的高峰會。韓

國的這些作爲代表了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方面，韓國政府爲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及走向和平統一

之路，十分需要美國的協助，因此不願傷害韓美同盟關係，而忍受部署「薩德」所造成的戰略

困境。另一方面，韓國顯然尚未陷入被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所控制的地步。不僅如此，韓國還

促使美國與北韓的高峰會，努力減少韓國在北韓問題上依賴中國大陸的必要性。基於此，韓國

總統文在寅與美國總統拜登在 2021 年聯合聲明中首次「強調維持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

性」，並指出「作為珍視多元價值與個人自由的民主國家，我們願意在國內外共同推進人權與

法治議題。」在此，我們值得關注的是，韓國遭到中國制裁後，進一步鞏固了以民主價值爲基

礎的韓美同盟，甚至直接提到了台灣海峽問題，但在韓美日三角軍事合作方面卻採取了非常消

極的基調。更何況，2019 年日本政府因二戰徵用工賠償爭議，開始限制對韓國的出口供應，從

而爆發日貿易戰，至今韓日兩國之間的矛盾還沒有解決在望的跡象。那麼，共享民主價值、與

美國建立同盟關係的韓日兩國，為何在外部威脅增加的情況下無法順利合作，反而矛盾進一步

激化？此為本論文的研究問題。 

關鍵字：韓美同盟、中國崛起、韓國、美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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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5-E 中東國際政治 

強權競逐下的中東三國：新局勢與轉變 

連弘宜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近期美國於阿富汗的撤軍行動引起各界矚目，美國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

的決定受到國際輿論質疑，唯撤軍行動仍持續進行，拜登亦堅決表示該行動勢在必行。今（2021）

年 8 月 24 日，拜登出席七大工業國（G7）領導人視訊會議時，拒絕了以英國為首之盟國提出的

延後撤軍要求。911 事件後，美國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包庇蓋達組織為由，與英國組成聯軍對其

出兵，於 2001 年 11 月佔領喀布爾推翻該政權，開啟了長達 20 年的占領行動。2011 年美軍於巴

基斯坦擊斃賓拉登後，開始實施階段性撤軍，2014 年 10 月美英宣布結束於阿國之作戰行動。美

國 20 年的占領與重建行動共計耗資甚鉅，據美國布朗大學估計超過 2 兆美元，國內輿論傾向撤

軍。川普（Donald Trump）任期內與塔利班展開和平談判，於 2020 年 2 月達成協議，美方將撤

出於阿國境內之剩餘部隊，塔利班則承諾不允許極端組織於其控制區內運作，至於退出後之統治

權誰屬由塔方與阿富汗政府談判決定。 

觀當前中東三國之情勢（阿富汗、敘利亞及伊朗），美國實施撤軍行動，勢將牽動其他兩

國之戰略局勢，且俄國與中國是否於其間獲益亦尚未可知。本文試圖探討美國撤軍前後強權（美、

俄、中）於中東三國之戰略布局轉變，以及撤軍後該區之未來戰略局勢走向。 

關鍵字：中東局勢、強權競逐、阿富汗撤軍、伊朗、敘利亞 

 

The Effec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n Foreign Policy; Case Study of Turkey-ME 

Relations 

Sahand Faez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believes the world to 

be in a status of anarchy consisting of identical states as the unit of study. Based on their definitions, 

stat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ompetition for survival for which they key increasing their power. 

This one-sided approach fails to take into account several key aspects of the current global system. 

States are not identical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ll 

affect their interactions significant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ee if there is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urkey’s relation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Abdullah Gül’s and 

Recep Tayyip Erdoğan’s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do so, several panel data estim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for assess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is study is Turkey’s trade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data consists of 15 Middle Eastern states’ GDP, Exchange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The two administrations are added as dummy variables. Ahmet Necdet 

Sezer’s period is also added to the model as the control period. The total period under study is 

2000-2020.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e model,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urkey’s 

behavior in terms of trade with the ME members between the two administrations und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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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Mainstream IR, Constructivism, Internal Structur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場次：5-F 國際與國內政治連動 

From Jerusalem to Taipei: A state-of-the-art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Mor Sobol 莫少白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from both the Israeli and Taiwanese sides in 

intens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peoples. Evidently, we can observe 

attempts to strengthen Israel-Taiwan cooperation in various policy areas, as well as a desire to know 

more about each other. While this is indeed a welcome development, there is still little heed being 

paid by existing literature to the stud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oth countries, as research remains 

scarce and scattered across disciplines (and languages). This is no surprise given the predominance of 

Sino-Israeli studies among Israeli academics and the limited focus on Taiwan’s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in the Taiwanese scholarship.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offer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state-of-the-art of Israel-Taiwan literature 

that includes source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Hebrew. In so doing, it seeks to demonstrate the wealth 

of research possibilities, which not only comprise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ascinating (and sometimes 

clandestine) relations between Jerusalem and Taipei, but also includes a wide range of comparative 

case-study analyses that capitalize on the numerous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inally, 

the paper seeks to illustrate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further theory as well as policy-oriented 

research by offering recommendations as to how scholars could further develop the study area. 

 

Personalism as an Autocratic Survival Strategy in the Face of Foreign Threats 

李辰諭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研究助理） 

     A number of research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such as economic sanctions, 

human rights accusations and military threats on autocratic durability.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istent 

evidence as to whether such destabilizing effect exists.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the effect of foreign 

pressure depends on the ability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 to consolidate their personal power. By 

purging the armed forces and narrowing their ruling coalitions, leaders successfully mitigate the 

moral hazard caused by the foreign threat. As a result, I expect that autocrats strategically enhance 

personalism and purge the military when foreign threats arise, and autocrats who concentrate 

personal power have better chance to survive under external pressure. I draw on global panel data on 

military purge events and a novel measurement of personalism in autocratic regimes after WWII to 

empirically test my hypotheses. Empirical analysis provides partial support for my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Paradoxically, personalism becomes lower while the frequency of military purges 

becomes higher in autocracies when imposed sanctions. I also find weak evidence that higher level of 

personalism mitigates the deleterious effect of sanctions on autocratic survival. 

關鍵字：Keywords: Economic Sanctions, Military Purge, Personalism, Autocratic Survival 



102 

202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外力與主權國家建構的互動關係之重新探討─以中國與奧斯曼帝國為案例 

駱俊丞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過程之中，西伐利亞國際體系具有主導性的影響力，前現代帝國在面

對歐洲列強帶來的衝擊時，他們發現前現代的國家政體制度、國家型態難以抵擋現代型主權國

家的威脅。 

在前現代帝國中，當地人民往往同時面對「獨立建國」與「外部勢力」兩種力道的交互作

用。對於「獨立建國」與「外部勢力」兩種力道是如何進行交互作用的，過去的研究往往認為

兩者呈現對立關係，甚至是零和關係。這些研究認為外部勢力介入前現代帝國，會導致其權力

結構被「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或「破碎化（Fragmentation）」，因此難以建構出一個

現代型主權國家。 

莊嘉穎針則以中國研究案例為佐證，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在一定條件配合下，

「獨立建國」與「外部勢力」兩種力道可能是互補的，而非對立的；外部勢力的某種介入模式，

不但不會造成國家權力結構四分五裂，反而會促使當地以主權國家的建構為結局。 

從本土的「建國運動」角度來看，儘管國內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但若在國際層次中缺乏結

構機會，也難以真正建立一個現代型主權國家，且國內的政治團體也時常存在競爭關係，彼此

皆努力尋求外力的支持，以贏得建國運動；從國際間的「外力」角度來看，這遵循現實主義論

點，外力為一理性行為者，目的在於追求利益極大化。在介入弱勢政體時著重的是制衡、而非

追求絕對控制，若外力認為介入弱勢政體的成本太高，則可能選擇支持當地的某一政權（可能

是中央政府、也可能是某一個地方軍閥），試圖讓該政權承諾維持對於列強的優惠待遇，並讓

它有能力排除其他外力的侵略，建國的結構性機會因此出現。最明顯的歷史案例即是列強主動

提出「尊重某國的主權獨立、領土自主，不受其他國家侵害」。 

而本文認為鄂圖曼帝國與中國案例有相當可比較之處。在國際地位上都陷入不平等條約的

泥淖之中；在國家型態上都屬於前現代帝國，而與歐洲的主權國家型態格格不入；在國內情況

中都不斷受到外部勢力的介入與瓜分，同時國內也出現各種相競爭取建國的競爭者，例如政

黨、協會、軍閥等等。故本文試圖從莊嘉穎所提出的外力與主權國家建構研究途徑，探討鄂圖

曼帝國遭受外力影響之下，如何成功演化成現代型主權國家，核心問題在於外力的介入是否讓

鄂圖曼創造出建立現代型主權國家的結構性機會，並比較中國與鄂圖曼有何發展差異？  

關鍵字：外力、瓜分、主權國家、奧斯曼帝國、中國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簡介 
 
 

緣起與成立 

 

臺灣民主轉型成功，不僅是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值得驕傲的歷史性成就，更是國際社會讚賞的焦點。

此一轉型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爭自由、爭人權的過程。這段歷史見證吾人追求

民主、人權之過程。 

 

基此，為積極鞏固我國民主與人權進步實績、回饋國際對我長期的堅定支持與協助，同時藉由參與全

球民主力量網路的聯繫，促進我國參與全球民主政黨及相關組織之活動，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之設立

理念於焉成型。 

 

外交部自二○○二年即積極推動籌設，經過長期資料蒐整及審慎評估後，結合我國產、官、學及民間

等各方面人力、經驗與資金，在朝野各政黨之支持下，於二○○三年元月獲立法院審查通過預算。二○○

三年六月十七日，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在召開首屆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後正式成立，立法院王院長金平

獲推舉擔任首屆董事長。依照章程規定，十五位董事分別依照比例，由來自政府、政黨、學界、非政府組

織，以及企業界的代表出任。 

 

宗旨 

 

做為亞洲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基本理念是在全民共識的基礎

上，建立一個永續經營、具遠景並運作透明化的超黨派機構，透過凝聚政黨、民間組織力量，共同為擴大

臺灣參與全球民主接軌及鞏固民主實績而努力。 

 

依照章程，基金會設立宗旨包括： 

 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構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

力量接軌，有效凝集世界民主力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支持亞洲及世界各地之民主化，與全球各地民主領袖建立密切合作及聯繫網絡，並致力推動全

球民主發展。 

 透過全球學術界、智庫、國會、政黨等管道推動民主教育及國際交流，提升臺灣民主素質，鞏

固民主發展。 

 

工作方向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係由政府贊助設立，惟仍屬獨立運作的、超黨派的組織，依據章程，基金會

得接受國內外民間捐款。基金會五分之一預算保留作為各主要政黨申請從事國內、外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

用；其餘五分之四則作為推動各項業務之經費。 

 

本會業務推動範圍包括： 

 推動與世界各國民主組織建立結盟關係。 

 支持國內外學術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活動。 

 支援國內各政黨從事國會外交及國際民主交流活動。 

 發掘國內外民主發展問題、研發政策並發行書刊。 

 推動有關民主、人權之研討會，舉辦公共論壇及相關民主教育活動。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Background 
 

Taiwan’s peaceful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 for its twenty-three million 

people, but a landmark in the worldwide spread of democracy. Only after years of struggle and effort could this 

transformation take place. We must never forget this history, for it shapes the cornerstone of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inter-related, two-tracked mission in mind. Domestically, the TFD 

strives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 and fortifying it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ly, the Foundation hopes to become a strong link in the world’s democratic network, joining forces 

with related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years, Taiwan has received valuable long-term assistance 

and stalwart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t is now time to repay that community for all of its 

effort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itiated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roject in 2002. After much 

research and careful evaluation, the Ministry integrated the required resources from many sectors of society. In 

January 2003, the Ministry obtained the support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 to pass the budget for the Found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The TFD formally came into being on June 17, 2003, with its 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and Supervisory Board. At that meeting, Legislative Yuan President Wang Jin-pyng was elected its first chairman.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TFD is governed by a total of fifteen trustees and five supervisors, representing 

political parties, the government, academ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Mission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TFD) is the first democracy assistance foundation to be established in 

Asia, and is devoted to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and abroad. Its primary concerns are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promote democracy in Asia,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democratic network. 

 

The TFD will put its ideals into practice through farsighted, transparent, and non-partisan management. Building 

on the strength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the TFD will enable Taiwan to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worldwid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Foundation’s mission is as follows: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democracy around the globe and exp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Support democratization in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establish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leaders of 

the world’s democracies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political parties, think tank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Elevate Taiwan’s democracy and further consolidate i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education in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mong academic circles, think tanks, parlia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from the world over. 

 

Our Tasks 
 

The primacy source of funding for the TFD is the government. However, it is independently incorporated, 

non-partisan, and non-profit.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Foundation may accep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onations. One fifth of its budget is reserved for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supporting their own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itiativ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mission of the TFD. The remaining budget is used for the TFD core 

activities, including: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ed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ing actively in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democracy and supporting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Supporting democracy promotion activities of NGO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Promoting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olding seminars, workshops, conferenc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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