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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民主成長與民主赤字：台灣解嚴三十年的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     11月 11日（六）上午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8:30 - 9:10 報到 

9:10 – 10:50 

（第一場） 

A-1 B-1 
C-1（項昌權教

授治理專場） 
D-1 E-1 E-2 I-1 I-2 

 
 

比較政治制度 

主持：廖達琪 

1. 鍾國允、謝欣

如：我國監察院

有關人權保障

機制之分析~借

鏡巴黎原則與

法國制度 

評論：翁燕菁 

2. 蘇慶軒：台灣雙

首長制的制度

起源：國防會議

的建制與影響 

評論：蘇子喬 

3. 蕭國忠：德國的

選舉制度改

革：魔鬼藏在細

節裡 

評論：彭睿仁 

  

國際政治經濟 

主持：裘兆琳 

1. 張文揚、魏

丹：自然資源

與傳染病：以

瘧疾為個案研

究 

評論：邱奕宏 

2. 平思寧：中國

援助與非洲石

油：產量與價

格的不對稱效

果 

評論：吳文欽 

3. Wei-hao, 

Huang：A 

Rusty but 
Provocative 

Knife? The 

Rationale 

behind China's 

Sanction 
Usage 

評論：呂冠頤 

4. 劉昶佑：國際

貨幣權力理論

中的強權興起

─以人民幣國

際化為例 

評論：曾雅真 

 

預算治理 

主持：湯京平 

1. 蔡馨芳：間接

民主 vs直接

民主：參與式

預算對於預算

審議之衝擊 

評論：孫煒 

2. 傅凱若：探討

公民參與中行

政官僚的能

力：以台北市

參與式預算為

例 

評論：陳欽春 

3. 劉宜君、陳敦

源、林昭吟、

王光旭：全民

健保財務收支

連動機制之研

究－問題建構

途徑 

評論：湯京平 

4. 項皓：全民投

票與全民參

與：中國參與

式預算的新模

式 

評論：李仲彬 

西方政治思想 

主持：曾國祥 

1. 劉佳昊：戰爭

與文明：論杜

威、波普與柯

靈烏對德國哲

學的批判 

評論：胡全威 

2. 柯汎禧：政治

哲學與敘事真

實：論霍布斯

自然狀態的真

實與虛構 

評論：梁裕康 

3. 林耕漢：論兩

種正義圖像 

評論：陳建綱 

網路資訊與 

政治參與 

主持：游清鑫 

1. 林聰吉、黃妍

甄：台灣民眾

的網路參與：

影響因素與政

治效果 

評論：劉嘉薇 

2. 林啟耀：An 

Exploration of 

Facebook 

Adoption: The 

Case of 

Taiwan’s 
Legislators 

評論：王宏忠 

3. 洪聖斐：網路

假新聞與政治

動員：以台灣

反同婚團體為

例 

評論：林聰吉 

黨政關係 

主持： 盛杏湲 

1. 黃士豪：同床

異夢？政黨議

題所有權與立

法委員的立法

提案 

評論：蔡韻竹 

2. 鄭明德：執政

決策協調會議

初探：兼與陳

水扁政府黨政

關係比較 

評論：俞振華 

3. 黃仁俊：台灣

政黨規範的典

範轉移？ 

評論：周應龍 

4. 丁仁方、趙卿

惠、李依霖：

民進黨侍從體

制與台灣民主

轉型 

評論：鄭明德 

政治知識 

主持：張佑宗 

1. 黃秀端、林瓊

珠、吳俊德、張

一彬：影響婦女

政治知識的因素

─從女性角度思

考 

評論：鮑彤 

2. 張一彬、林瓊

珠、黃秀端、吳

俊德：猜題行為

與政治知識：大

學生資料分析 

評論：張傳賢 

3. 吳俊德、黃秀

端、林瓊珠、張

一彬：政治知識

的面向與政治參

與 

評論：蔡宗漢 

女性賦權與認同 

主持：蔡佳泓 

1. 王文岳：

Making 

Battlefield 

Marketable: 
Japanese Aids, 

Local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Laos 

評論：林文斌 

2. 孫采薇：選舉

制度與東南亞

女性參政—以

印尼為例 

評論：游雅雯 

3. 林超琦：日本

眾議院選制改

革前後女性參

政情形之比較 

評論：鄭子真 

4. 張雅雯、楊婉

瑩：我們是

誰？大陸女性

配偶之國家認

同和政治行動 

評論：孫采薇  

  

10:50-11:00 茶點時間 

11:00-12:00 開幕式暨專題演講 

12:00-13:30 午餐暨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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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民主成長與民主赤字：台灣解嚴三十年的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     11月 11日（六）下午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13:30-15:10 

（第二場） 

A-2 B-2 
C-2 （項昌權教

授治理專場） 
D-2 E-3 F-1 F-2 K-1 I-3 

 

民主化研究 

主持：陳敦源 

1. 彭濤：21世紀

世界政治發

展：民主與威

權的再較量 

評論：蔡馨芳 

2. 曹博凱：中國

的多樣差序

政府信任：一

項基於第三

波亞洲民主

動態調查的

分析 

評論： 王奕婷 

3. 張宇暘：中國

大陸民眾國

際移民意願

研究：一項東

亞民主研究

調查資料的

分析 

評論：沈筱綺 

 國際關係理論與

實踐 

主持：吳玉山 

1. 莫大華：國際

關係理論的

新物質主義

哲學基礎及

其批判：邁向

後人類中心

的國際關係

研究 

評論：吳玉山 

2. 廖小娟：公民

社會對國家

對外行為的

影響：以台日

東海漁業協

定為例 

評論：平思寧 

3. 蔡舒安：韓美

同盟的演

變：霸權穩定

理論與聯盟

理論的對話 

評論人：廖小娟 

4. 李佳珊：「新

干涉主義」實

踐的挑戰~從

國際干涉國

家違權事件

觀察 

評論：陳偉華 

 

人資管理 

主持：施能傑 

1. 董祥開、陳敦

源、張鎧如、陳

揚中：公務人員

如何陞遷並滿

意地工作？公

部門職涯發展

概念應用的整

合性研究 

評論：胡龍騰 

2. 黃妍甄：女警在

樣板效應下的

工作困境 -以新

北市警察局為

例 

評論：蔡秀涓 

政治哲學與人

的價值 

主持：張福建 

1. 蕭育和：難民

之「法」：鄂蘭

指引之途上的

阿岡本 

評論：薛熙平  

2. 尤智威：讓人

性有意義：

Bernard 

Williams的系

譜學與自由主

義式價值多元

論 

評論：陳閔翔 

3. 趙翊夫：政治

行動的道標：

論卡繆的反抗

思想 

評論：吳錫德 

4. 李煒：從普世

共和國到一國

共和主義：馬

基維利晚期思

想索隱 

評論：劉佳昊 

選舉競爭與候選

人因素 

主持：黃秀端 

1. 林瓊珠：從政

這條路：青年

議員的政治

態度和參政

樣態 

評論：陳澤鑫 

2. 鄧志松、謝孟

君、吳親恩：

三隻小豬哪

裡來：2012

年總統選舉

蔡英文個人

捐獻的空間

分析 

評論：林昌平 

3. 周應龍：臺灣

「政二代」參

選之研究 

評論：蔡奇霖 

4. 洪禎徽：選戰

策略之完美

政治嬌妻：從

2014年台北

市長選戰論

性別修辭 

評論：林珮婷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 

主持：劉致賢 

1. 劉明浩：共和

國的長子們：

初探中國央企

領導人的管理

體制 

評論：張弘遠 

2. 鄭家琪：中國

電子商務商業

模式與地方政

府偏好變化：

制度真空、制

度興業與制度

變遷 

評論：方琮嬿 

3. 鄧峻丞：中國

政府「賜予」

社會團體的力

量 – 以中國

汽油近五年發

展進程看碎片

化威權主義

2.0的問題 

評論：劉致賢 

中國大陸對外關係 

主持：冷則剛 

1. 熊倉潤：展望

中共 19大的新

疆問題與一帶

一路 

評論：冷則剛 

2. 游智偉：中國

對維和行動的

選擇性貢獻

(1978-2017)：

自我定位與相

對利得的追求 

評論：李大中 

3. 戴達衛：The 

Embeddedness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izat

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Germany 

評論：邵軒磊 

4. 楊筑尹：中國

的改變現狀強

權路線及其中

東政策轉型 

評論：湯智貿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 

Chair: Euikon 

Kim 

1. Wooyeal 
Paik:  Interac

tions between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Realpolitik: 
'Forth and 

Back'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China 
2013-2017 

Discussant: 

Chung-Min Tsai 

2. Jaemook Lee: 

Social Media 
and Regional 

Voting 

Behavior in 

South Korea  

Discussant: 

Frank C.S. Liu 

夾縫中的合作與生

存—變動中的中國國

家社會關係 

主持：郭承天  

1. 張鈞智、郭旭一：

威權政治下的會

議治理：召開國際

會議如何影響市

民生活 

評論：曾于蓁 

2. 伍維婷：INGO法

是壓死草根組織

的最後一根稻

草？性別團體面

對習政權的生存

策略分析 

評論：黃德北 

3. 王敬智：《境外非

政府組織（INGO）

境內活動管理法》

後的中國國家與

社會關係評估 

評論：吳建忠 

4. 侯政男、蔡宗哲：

「互聯網+」時代

下的網路控制及

公共參與： 中國

大陸微博公共領

域之發展檢視 

評論：吳俊德 

 

15:10-15:3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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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民主成長與民主赤字：台灣解嚴三十年的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     11月 11日（六）下午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15:30-17:10 

（第三場） 

A-3 B-3 C-4 
C-5（項昌權教

授治理專場） 
D-3 E-4 E-5 I-4 K-2 

 

日本政治 

主持：楊鈞池 

1. 鄭子真：試論

日本自民黨

的再進化與

在野黨的競

合 

評論：楊鈞池 

2. 古大牛：

Samurai 

Party-Building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in Meiji Japan 

(1881-1898) 

評論：林超琦 

3. 龔祥生：日本

科技外交中

的非傳統安

全議題 

評論：林賢參 

4. 陳威廷：日本

兒童照顧政

策的轉型過

程：以政黨政

治與首相領

導權為中心 

評論：鄭力軒 

非傳統安全與地

緣政治 

主持：陳欣之 

1. 李有容：

Outlier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 The Craving 

of Heritages 

評論：吳崇涵 

2. 郭雪真：武裝

衝突期間軍

隊的文化資

產保護角

色：國際法的

國際政治現

實 

評論：蔡季廷 

3. 吳雪鳳：中亞

地區在歐亞

大陸的地緣

政治意涵 

評論：趙竹成 

4. 陳冠宇：俄羅

斯與中國的

戰略夥伴關

係－地緣政

治研究途徑

視角 

評論：魏百谷 

貪腐研究 

主持：余致力 

1. 余致力、莊文

忠、陳思涵：

何謂貪腐零

容忍？台北

市民廉政認

知的實證分

析 

評論：李宗勳 

2. 楊竣菘：貪污

與否？亞洲

民主與非民

主國家之比

較 

評論：黃榮護 

 

協力治理 

主持：黃東益 

1. 張四明、郭彥

廷：重大災害

應變跨部門

協力網絡之

研究：以 2016

年台南地震

為例 

評論：佘健源 

2. 陳敦源、楊世

暐、呂季蓉：

「評獎式」績

效管理策略

之評估：以政

府服務品質

獎第一線服

務機關臉書

粉絲專頁經

營為例 

評論：陳志瑋 

3. 黃建銘：日本

「大阪都構

想」的願景與

挑戰之探究 

評論：林淑馨 

歷史語境中的政

治思想 

主持：蕭高彥 

1. 楊尚儒、林奕

蒼：論梁啟超

「國民」概念

的兩面性：以

德國國家學

作為背景的

考察 

評論：周家瑜 

2. 薛熙平：法治

的弔詭：重探

施密特的憲

法理論與決

斷論法律思

想 

評論：楊尚儒 

3. 黃柏誠：「古

典共和」的近

現代詮釋: 黑

格爾的國家

論與美濃部

達吉的天皇

機關說 

評論：魏楚陽 

4. 林育民、李太

龍：「帝國」

與「民人」：

從別爾嘉耶

夫的《俄羅斯

的命運》談

「帝國」的政

治概念 

評論：林炫向 

民主治理與選民

投票行為 

主持：王業立 

1. 黃忠偉、王思

涵：理性男與

感性女？從

2012年總統

選舉看經濟

投票的性別

差異 

評論：李冠成 

2. 劉名峰：道德

視域作為地

方社會之民

主鞏固的判

斷依據：以

2014年的金

門縣長選舉

為例 

評論：楊婉瑩 

3. 游清鑫、陳淑

方：中央或地

方：2016年新

北市立法委

員選舉選民

投票抉擇之

分析 

評論：魏嘉吟 

 

量化研究方法 

主持：吳重禮 

1. 王宏忠：渴望

與現實的差

距:我國民主

赤字之初探

分析 

評論：黃士豪 

2. 蕭怡靖：黨性

極化與議題

態度的探索 

評論：鄧志松 

3. 彭睿仁：聯邦

體制與選舉

制度對選民

在不同層級

選舉間政黨

偏好轉移之

影響: 德國

2013年至

2017年聯邦

眾議院及邦

議會選舉之

比較研究 

評論：莊文忠 

4. 李昌麟：全世

界公民投票

〈創制複決〉

評比初探 

評論：吳重禮 

 

厚資料研究 

主持：何宗武 

1. 邵軒磊：政治

學術社群之

主題分析與

資料可視化

初探 

評論：藍於琛 

2. 藍於琛：後真

相政治時代

中的文化多

樣性治理 

評論：李怡青 

3. 蔡榮祥：質化

方法的因果

機制和政治

解釋 

評論：黃靖麟  

4. 劉正山：政黨

認同與民主

信念：意義探

勘的方法

論、工具方法

與應用 

評論：陳若蘭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I 

Chair: Mie Oba 
1. Woosang 

Kim: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the 

Rise of China,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Discussant: 

Chia-yi Lee 

2. Valeriya 

Mechkova、

Eitan 

Tzelgov、

Yi-ting 

Wang：When 

All Else Fails: 
Clientelism as 

a substitute for 

state provided 

public 

services 

Discussant: 

Wooyeal Paik 

3. Chia-yi Lee、

Mi Jeong 

Shin：Why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Are Women 

More Open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scussant: 

Jaemook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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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民主成長與民主赤字：台灣解嚴三十年的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     11月 12日（日）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10:00-11:40 

（第四場） 

A-4 B-4 
C-6（項昌權教

授治理專場） 
D-4 CSEA F-3 TFD-1 

   

區域政治 

主持：范玫芳 

1. 邱鎮潼：把中

產階級找

回：論智利後

威權時期的

教育改革 

評論：蘇彥斌 

2. 周雅惠：全球

溫室氣體的

減量政策比

較： 以智

利、烏拉圭二

氧化碳排放

為例，2000年

~2015年 

評論：范玫芳 

3. 佐拉：1990年

在蒙古發動

民主革命的

「理論－思

想－政策」之

研究 

評論：韓保中 

 

東北亞國際關係 

主持：徐斯勤 

1. 吳崇涵：

Alliance 
Commitment 

and Security 

Autonomy in 

the US-ROK 

Relations 

評論：陳秉逵 

2. 石原忠浩：邁

向戰略互惠

關係過程的

中日關係：波

折與進展 

評論：薛健吾 

3. 朱佑恩、陳至

潔：中華民國

對美學術外

交

（1969-1971） 

評論：黃兆年 

4. 張凱銘：中國

對美網路競

合之探討：從

『避險戰略』

分析 

評論：張登及 

政策評估 

主持：陳金貴 

1. 張世賢、張耕

維：台灣食品

安全衛生政

策發展之研

究：政策窗觀

點 

評論：王宏文 

2. 游蕙瑜：端出

石頭湯－以

政策執行評

估看北市社

區整合照顧

服務計畫 

評論：吳怡融 

追尋中的正義 

主持：黃默 

1. 曾建元、吳靖

媛：國共內戰

後期撤臺國

軍戰爭暴力

行為之法律

評價 

評論：邵允鍾 

2. 張廖年仲：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A 
Reflection 

評論：黃柏誠 

3. 李酉潭、林威

皓：台灣轉型

正義的探

討：國際轉型

正義中心目

標的檢視 

評論：洪子偉 

 

東南亞國際關係 

主持：陳鴻瑜 

1. 陳憶綾：21世

紀海上絲綢

之路對東協

國家影響之

初探:新古典

現實主義之

途徑 

評論：黃瓊萩 

2. Emilian 

Kavalski、劉

泰廷：

Comparing 
China’s 

Normative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評論：陳尚懋 

3. 顧志文：航行

自由計畫對

菲律賓海域

主張之挑戰 

評論：游智偉 

4. Ardian 

Bakhtiar 

Rivai：

Indonesia and 

Taiwan: The 

Alignment 
Under “New 

Southbound 

Policy” 

評論：黃凱苹 

 

國家與社會關係

（一） 

主持：蔡中民 

1. 陳定槤：從

「消費社會」

重新檢視中

國的「國家─

社會」關係 

評論：陳蓉怡 

2. 蔡儀儂：找回

生命政治：解

析中國「一胎

化政策」衍生

的失蹤女性

效應 

評論：趙學維 

3. Jun Fang：

Turn out 

Migrants Vote 

in Autocratic 

Elections: the 
Mobilizing 

Effect of 

Local 

Languages in 

China 

評論：張鈞智 

中國人權研究 

主持：董立文 

1. 王占璽：中國

社會人權的

實踐 

評論：王信賢 

2. 王嘉州：緊箍

咒下的 2017

年中國政治

人權 

評論：陳至潔 

3. 廖福特：2017

年中國司法

人權探究 

評論：王文杰 

4. 張家麟：主權

在人權之

上：2017大陸

宗教曁少數

民族人權觀

察報告 

評論：王信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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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3:10 午餐 

13:10-14:50 

（第五場） 

B-5 D-5 
E-6（項昌權教授兩岸交流

專場） 
F-5 I-5 TFD-2 

國家安全 

主持：丁樹範 

1. 陳秉逵：公諸於

眾：淺析安全合作

中的同盟間爭端 

評論：張廖年仲 

2. 譚偉恩、郭家瑾：

國內層次中「偏

好」影響性之研

究：質性比較分析

的觀點 

評論：王宏仁 

 

中國政治思想與近代政治 

主持：顧慕晴 

1. 林峻煒：明末儒學宗教化

與治理論述—以王啟元

為例 

評論：許雅棠 

2. 何俊賢：探求一個《戰國

策》的解讀新意：從〈秦

策二〉中的甘茂 9篇談起 

評論：顧慕晴 

3. 朴炳培：從新古典現實主

義觀點論天朝體系:以清

朝與朝鮮關係為例 

評論：張其賢 

 

兩岸交流 

（一） 

主持：陳陸輝 

1. 郭心怡：陸客來臺之政治經

濟效應解析：問卷調查研究 

評論：李志強 

2. 楊光：政黨輪替對兩岸交流

密切程度的影響：因果效應

分析 

評論：王嘉州 

3. 王嘉州：赴陸交流臺生臺灣

認同變遷：社會認同、社會

比較與外在政治效能之影響 

評論：柳金財 

國家與社會關係（二） 

主持： 趙建民 

1. 賈選凝：「中國效應」的港台跨社會

比較：一個分析架構 

評論：蘇偉業 

2. 郭銘峰、丁太平：兩岸民眾環保事件

參與之比較：治理結構、風險認知、

與行動 

評論：左宜恩 

3. 林柏廷：紮根於變動場域中的綠芽：

中國環境 NGO的在地化行動初探 

評論：王綺年 

4. 普麟：當代中國的威權擴散：以香港

與台灣的新聞自由為例（2008-2015） 

評論：王韻 

區域經濟整合與中國崛起 

主持：何思因 

1. 薛健吾：權力分佈、大國利益

與冷戰後的區域經濟整合：歐

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南方共同市場、東非與南非共

同市場，與東南亞國協之比 

評論：蘇卓馨 

2. 吳文欽：中國如何促進自由貿

易？－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談判為例 

評論：陳宗巖 

3. 陳宗巖、王立賢：亞投行在中

國一帶一路之中的定位與角

色 

評論：林偉修 

民主參與及社會公平正義 

主持：黃長玲 

1. 林文正、林宗弘、鄭雁馨：女

性賦權與同性婚姻合法化：來

自跨國數據與台灣民主調查

的證據 

評論：張心潔 

2. 林珮婷：當婚姻平權成為政治

議題對選民投票意向的影響 

評論：蕭怡靖 

3. 陳光輝：教育「程度」與政治

知識與態度間關係的再檢視 

評論：林瓊珠 

4. 蔡佳泓：經濟評價或公民文

化：解釋總統與民主滿意度 

評論：吳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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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10 茶敘 

15:10-16:50 

（第六場） 

C-7（項昌權教授治理專場） F-6 E-7 F-4  

民意與決策 

主持：陳立剛 

1. 陳敦源、陳揚中、蕭乃沂、廖洲棚、

陳恭：From Policy Sentiment to 

Policy Position A Comparison of 

Manual, Automatic, and 

Crowdsourced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評論：周韻采 

2. 鄧雅文、袁鶴齡：新聞媒體對於我

國地方政府危機策略之影響－以

八仙塵爆案為例 

評論：陳思先 

3. 莊文忠：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轉換過

程與挑戰：多元個案的實證分析 

評論：杜文苓 

 

兩岸經貿 

主持：陳明通 

1. 張鴻：新區域主義與兩岸：中國經

貿外交對台灣亞太經濟整合戰略

的衝擊 

評論：關弘昌 

2. 廖啓綱、劉瑞琳、林芷薐、范代志：

後冷戰時期臺商在兩岸互動關係

的角色— 從台北的觀點剖析 

評論：王國臣 

3. 王鼎和、周嘉辰：中國大陸長三角

地區台商經營策略之研究：對 2008

年勞動合同法之因應 

評論：陳明通 

兩岸交流 

（二） 

主持：陳德昇 

1. 吳親恩、徐德成：婚姻狀況與統獨

態度 

評論： 潘欣欣 

2. 柳金財：搜尋民進黨兩岸政策的

「中國元素」：持續與變遷 

評論：林宗弘 

3. 林文正、林宗弘：中國效應對台港

民眾政體評價的影響：以政體競爭

的視角初探之 

評論：劉名峰 

 

中國大陸政治 

主持： 寇健文 

1. 蔡文軒、廖幸謬：「清華幫」興盛

的制度解釋：學生栽培、幹部輸送

與關係建立 

評論：寇健文 

2. 吳胤瓛：「『舉』槍指揮黨?」－軍

事權力鬬爭： 以習近平時期中共

人民解放軍上將陞黜為例 

評論：黃信豪 

3. 楊貴：上山下鄉運動與政治菁英地

位獲得：特殊年代的政治遭遇及其

影響 

評論：蔡文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