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 

「民主的挑戰與深化：臺灣新政局的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 

 

徵稿啟事 

 

壹、 序言 

 

    自從第三波民主化浪潮席捲全球各地以來，帶動了許多國家的政治改

革與社會轉型，新、舊價值的相互碰撞在國際社會和地方社區激發出更多

的火花，也產生更為多樣化的政府體制和政治發展。臺灣也沒有在這一波

民主化浪潮中缺席，近三十年來歷經政治解嚴、解除黨禁與報禁、推動多

次修憲與國會改革、再造政府組織等民主化工程，不僅政治逐步轉型，經

濟力與社會力也得以釋放，呈現高度成長與多元發展的局面。自 1996 年

總統選舉首度採取直接民選以來，迄今已出現第三次政黨輪替，2000年的

總統選舉實現首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民進黨終結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

時代，成為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中央政府也出現首次分立政

府的型態，影響政府施政效能；2008 年總統與立委首次合併選舉，由國民

黨重新取回執政地位，完成第二次的政黨輪替，通過 Samuel P. Huntington

衡量民主鞏固程度的「兩次輪替測驗」（two-turnover test），象徵臺灣邁入

民主國家之列；2016 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結果，我國不僅出現第三次的政

黨輪替，人民也用選票選出第一位女總統，民進黨更是首次在國會贏得最

大黨的地位，象徵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更為成熟與深化，新政局的形

成也為臺灣下一波的政治轉型與社會改革開啟新契機，成為世人關

注的焦點。  

 

    再者，隨著新媒體傳播與網路政治的興起，尤其是社群媒體的

大量運用，不僅成為公民關心公共事務的新平台，也是政治素人投

入選舉和參與政治的機會。由於網路政治參與的普遍化、平等化、

去中心化、開放化等特性，不僅為各國的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發

展注入新的思維與內涵，也對傳統代議政治的運作效能、公共政策

的制定與執行產生重大衝擊，甚至可視為是第四波民主化的重要推

力。臺灣近幾年的政治發展同樣受到網路政治的廣泛影響，如公民

與公民團體結合網路傳播產生巨大的社會動員能量、年輕族群透過

網路掌握話語權與提升政治參與興趣、政府決策時蒐集網路輿情與

參考網路民意、政黨與候選人利用網路進行選戰攻防與行銷等，讓

人對民主治理和公民參與有了新的想像和途徑。當然，網路參與的

數位落差、網路正義與世代公平、開放政府資料等議題也因網路政

治參與而得到更多的關注，也值得學術界更深入的探究，尤其是新

政府主政後，如何面對和回應此一公共參與的新模式，善用新科技



與新媒體加強與人民的溝通，有效解決臺灣內部所面臨的政治、經

濟與社會等諸多問題，實值得期待與探究。  

 

    在兩岸關係發展方面，自 2008 年馬政府上台之後，兩岸互動由

冷轉溫，雙方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展開了多項經濟貿易協議

的談判與簽訂，擴大民間交流的廣度與深度，不過，也因為經濟依

存程度升高和產業競爭關係加劇而引發臺灣社會內部的疑慮，終於

2014 年 3 月引爆太陽花學運，大學生與公民團體要求建立兩岸協商

的監督與透明機制；另一方面，兩岸除了持續擴展經濟、文化、觀

光、教育等層面的交流外，也逐步啟動官方層次的政治接觸，不僅

負責兩岸事務的行政首長建立正式溝通與對話的機制，兩岸領導人

更於 2015 年 11 月在第三地新加坡首次會面，「馬習會」的舉行為兩

岸關係發展寫下歷史新頁。然而，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兩岸關

係的進展是否會受到「一中原則」所框架、中美兩國的競合所拉扯、

亞太區域的主權衝突所牽連而出現微妙變化，究竟是會由熱轉冷、

維持現狀或是有所突破？此實攸關臺灣海峽與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穩

定，不僅為兩岸人民所關切，也是國際社會所關注的重大議題，。  

 

    除此之外，國際政治與經濟情勢近年來也呈現詭譎多變的情勢，

在全球化的發展脈絡下，臺灣自是難以置身事外。舉例言之，各國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與貿易公平而展開的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議

談判，此一經濟發展議題儼然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新戰場，各國政

府之間合縱連橫也導致國際關係變得更為錯綜複雜。換言之，經貿

自由化與區域經濟合作趨勢促使各國政府重新思考外交戰略，除了

眾所熟知的歐洲經濟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美洲共同市場外，亞

太地區國家也正透過美國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東協與中國等國參與在內的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及中

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加速進

行區域經濟的合作與發展，迫使臺灣不得不積極突破外交與國際參與的困

境，尋求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以避免被邊緣化的危機。 

 

    不過，雖然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各國的政治與經濟交流更為密切，不

同文明與文化之間的相互滲透更為明顯，但人類社會的矛盾與爭執似乎並

未因此而減少，不少國家內部面臨社會失序、世代失衡、族群對立、社會

排除等問題，國際之間則是種族迫害、軍事衝突與恐怖攻擊的事件層出

不窮，其背後不單純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的爭奪，也涉及到價值

變遷與文明發展所引發的不安、焦慮和反制，再加上經濟移民與政治難

民的國際流動、富國與窮國的資源分配、經濟自由化與保護本國產



業等議題，在在都衝擊一國和區域的治理體制，也考驗政治領袖的

領導能力。因此，受到全球化的衝擊，傳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

日益難以應付議題的跨界性、複雜性和動態性，而新的價值體系與治理模

式也有待建立。 

 

    綜言之，臺灣在再次歷經政黨輪替、國會重組之後，新政府上台

後如何回應社會內部對政治改革、經濟振興、社會正義的期待，應

付兩岸與國際的政治與經濟變局，為臺灣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找

到發展之路，這不僅是主政者的重責大任，也是值得學術社群關注

與探討的課題。是故，台灣政治學會將以「民主的深化與挑戰：台灣新

政局的契機」作為 2016 年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廣邀國內外政治學者從政

治、經濟、社會等脈絡，對於臺灣當前所遭遇的關鍵議題提出學術觀點與

循證研究，共同討論與交流。 

 

  



貳、 會議地點與時程規劃 

 

一、 會議地點：世新大學 

二、 時程詳情： 

1. 論文摘要截稿：2016 年 5月 31日（星期二） 

2. 摘要審查通知：2016 年 6月 10日（星期五） 

3. 註冊費繳交期限：2016 年 9 月 15日（星期三） 

4. 全文繳交期限：2016 年 10 月 10日（星期四） 

5. 研討會日期：2016 年 10月 22日至 10 月 23日（星期六、星

期日） 

 

參、 研討內容 

 

    本次研討會以「民主的深化與挑戰：台灣新政局的契機」為核心主題，

在議程安排可分為幾個部分說明：首先，在專題演講方面，選舉研究一直

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也是評估一國政治參與的重要指標，我國

歷年來的選舉資料記錄了臺灣的民主化發展歷程，而中央選舉委員會近年

來配合行政院推動開放政府資料之政策方向，積極規劃和建置選舉資料庫

（http://data.gov.tw/node/13119），並無償提供給學術界進行相關議題的研

究，因此，本會擬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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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發表演說，讓與會學者與莘莘學子瞭解臺灣的

政治民主化進程與選舉之間的關聯性，研究人員如何結合選舉資料進行政

治學相關議題的研究。 

    其次，在學術論文發表方面，本次研討會規劃 60個論文發表場次，

預計公開徵求 200 篇研究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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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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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主理論與制度設計：憲政體制、選舉制度、社會制度、國會改革、

政黨政治、投票行為等。 

 

三、網路政治與公民參與：數位民主、社群媒體、電子投票、網路正義、

參與式預算等。 

 

四、國際政治與區域合作：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區域經濟整合、國家

安全、美國選舉、主權爭議、區域研究等。 



 

五、中國政治與兩岸發展：兩岸政經互動、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

基層治理、南海爭議等。 

 

六、良善治理與政府效能：廉能政府、行政透明、跨域治理、地方治理、

開放政府、大數據分析等。 

 

七、第三部門與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國際組織、社會創新、社會企業、

公民運動、社會融合等。 

 

八、政策議題與社會治理：年金改革、司法正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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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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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次研討會亦擬安排數場圓桌論壇，針對當前我國所面臨之重

大政治與政策議題，如憲政改革、廉政治理、社會企業、年金改革等，邀

請產、官、學界的代表共同診斷問題、商議對策。 

  



肆、 投稿方式 

 

有意發表論文者請填寫論文投稿相關資訊，於 2016年 5 月 31 日（星

期二）前發送至本會研討會專用信箱（tpsa.conference@gmail.com），

並填寫研討會投稿表單，以方便秘書處對投稿人與論文進行統計（網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vLKyS-oYRFdC3x54xPPuv75hAg7TBHhN

Z2zfItbCTA/）。論文全文則以不超過 20,000 字為原則，撰稿格式以《台

灣政治學刊》撰稿體例為準（相關體例請查詢

http://www.tpsr.tw/zh-hant/page/zhuan-gao-ti-li）。 

 

伍、 註冊費與補助事宜 

 

一、 為使研討會能永續經營，獲邀發表論文者，請先行註冊並繳交註

冊費，以免喪失論文發表資格。註冊身份與方式分為五種： 

身份 8/15前繳費標準 8/16到 9/15 繳費標準 

終身會員 不須繳交 不須繳交 

一般會員 300元 400 元 

學生會員 150元 200 元 

非會員 600元 800 元 

非會員（學生） 300元 400 元 

 

二、 註冊費繳交以「篇」為單位，若投稿文章為多人合著，則一人繳

交註冊費即可。 

 

三、 會費標準：終生會員一次繳交新台幣 20,000 元整，一般會員會費

2,000 元整、學生會員一年 600 元整。2016年會費與註冊費，請

直接匯入本會郵局劃撥帳戶（戶名：台灣政治學會吳重禮；郵政

劃撥帳號：19651478；詳情請參見本會網站：學會組織＞下載表

單）。 

 

四、 請在匯款收據或證明上，註明繳交項目、聯絡電話及姓名，並掃

描成 PDF 檔案或照片檔後，以電子郵件寄至台灣政治學會信箱

（tpsa1994@gmail.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vLKyS-oYRFdC3x54xPPuv75hAg7TBHhNZ2zfItb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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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psr.tw/zh-hant/page/zhuan-gao-t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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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聯絡資訊 

 

如欲詢研討會相關事務，請聯絡台灣政治學會執行秘書李泰德（中央

研究院政治學院研究所）。 

電話：02-2652-5300#6730 

電郵：tpsa1994@gmail.com 

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員路 2 段 128 號（中研院政治所） 

mailto:tpsa1994@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