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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給社科院的一封信 
 

育才興國，典型夙昔 

培力社會，跨域前瞻 

 

社科院師生及同仁，大家平安： 

 

隨著暑假來臨，我在社科院六年的院長任期也即將結束，在這

段期間，能夠與諸位共同學習與成長，非常幸運，也非常感謝！ 

 

回首六年任期間，舉凡社科院大小事情都歷歷在目，也點滴在

心。當前疫情雖然嚴峻，卻擋不住我們彼此關愛的心！ 

 

在國際交流方面，我們整合海內外校友資源投入，持續的推展

跨國、跨校的學生交換計畫；以及禮聘玉山學者與國際講座，也鼓

勵同學們遊學國際名校。也為了強化社會科學對國家與社會發展的

影響力，我們也首先倡議了全國社會科學院長論壇，以溝通對話來

形成社會科學研究共識與彰顯公共治理價值。 

 

在社會創新方面，我們的教學、研究與服務，均已慢慢接軌社

會發展需求，我們也推動新興的數位轉型、地方創生等倡議，期許

能與師生及同仁，在時代劇變的挑戰下，有更好的在地關懷心，以

及改變社會的行動力。為此，我們也剛剛甄選了首屆政大社科院

「社會實踐獎」得主，以為改變世界的典範！ 

 

我們亦積極推動社科院的築夢團隊，協助同學們能夠有更多的

資源與支持，來進行大我利他行動！能夠讓這些具理念的計畫得以

順利執行與落實，非常感謝諸位師長與同仁們的大力幫忙！目前全

院學生有 11 個團隊，在海外與國內各偏鄉、部落與角落，力行以最

大的愛心，做出最落地的陪力。 

 



在即將卸任之際，恰逢我們面臨疫情嚴峻挑戰的重要時刻，明

修不敢有所懈怠，與同仁們共同努力，替同學們爭取到紓困經費，

希望能緩解同學們所受到的影響。目前已經有不少同學，不分國

籍，均能獲益。 

 

六年任期的片段回憶，共同奮鬥過程中，當有諸多未如人意、

未盡完善之處，尚祈包涵！ 

 

明修也相信，於新任院長楊婉瑩教授帶領下，社科院必將日益

提升，持續進步與茁壯，以新的理念與氣象，邁向更高峰，培力更

多為社會奉獻的優秀人才！日前，我寫了一簡訊來祝賀她：「我這六

年來，一直想做兩件事，一為：倡導利他（公益）精神（同時，降

低彼此的負面、不信任...）；一為：與系所或同仁們建立「協同治

理」的機制或連結。期待 您的領航，讓我們可以善心善行，改變世

界！」 

 

明修非常感謝多年來，社科院師生及同仁們的理念相合與行事

相成，我心感激，也很歡喜！此刻只有感恩與感謝！那美好的責任

曾經承擔，「落華無言，人澹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讀」，唐詩雋

永，正好刻劃出明修此刻的心情！ 

 

        敬祝 

 

身體健康 平安順心 

 

明修 



人事 

現任學院行政團隊 

姓名 職稱 單位 執掌 

江明修 院長 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綜理社會科學學院院務 

白仁德 副院長 地政學系 

教授 

 教務 

 總務 

黃東益 副院長 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研發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協助輔

導 

湯京平 副院長 

亞太研究英語

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政治學系 

教授 

 國際發展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

程相關事務 

黃明聖 行政管理碩士

學程執行長 

財政學系 

教授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相關事務 

劉曉鵬 亞太研究英語

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國家發展研究

所 

教授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相

關事務 

魏玫娟 應用經濟與社

會發展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主

任 

國家發展研究

所 

副教授 

 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

碩士學位學程相關事務 

 PPESA 學程召集人 

 兼任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羅光達 院總導師 財政學系 

教授 

 學生事務 

 指南新政 

 築夢團隊 

吳文傑 ETP 學程召集

人 

財政學系 

教授 

 ETP 學程 

盧芬絹 秘書 社會科學學院  人事 

 綜理社科院行政作業 

田婷月 一級行政專員 社會科學學院  教務 

 ETP 學程 

 PPESA 學程 

顏鳳 一級行政專員 社會科學學院  國際 

洪青妏 一級行政專員 社會科學學院  主計 

 研發 

閻洳蓁 一級行政組員 社會科學學院  總務 

龔琟涵 行政專員 社會科學學院  學務 

 網站 

吳佳欣 行政專員 行政管理碩士

學程 

 行管碩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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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怡捷 行政專員 行政管理碩士

學程 

 行管碩學程 

 政策創新碩士學分班 

 社會企業碩士學分班 

陳建豪 

 

行政專員 行政管理碩士

學程 

 行管碩學程 

 國防專班 

 卓越領導課程班 

許漢威 行政專員 行政管理碩士

學程 

 行管碩學程 

 領導專班 

張于倢 行政專員 亞太研究英語

博士學位學程 

應用經濟與社

會發展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

程 

 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

碩士學位學程 

林靜怡 行政專員 亞太研究英語

碩士學位學程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劉鍾伯樂 兼任助理 社會科學學院 庶務管理 

 

*曾任本院院級主管師長(依系所順序)：政治系楊婉瑩教授、政治系蔡中民教

授、政治系陳建綱副教授、社會系關秉寅教授、財政系連賢明教授、財政系羅

光達教授、公共行政學系蘇偉業教授、公共行政學系朱斌妤教授、地政系蔡育

新教授、經濟系陳心蘋教授、經濟系王信實副教授、民族系賀大衛教授、勞工

研究所張其恆教授等，感謝各位師長鼎力相助。 

 

 

國際講座教授 

 何漢理教授(Dr. Harry Harding) 

維吉尼亞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客座教授 

 Dr. Evan Berman 

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Dr. Alex C. Tan 陳永福 講座教授 

紐西蘭坎特伯利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 

 Dr. Shamsul Haque 

新加坡國立大學管理與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王 平 講座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經濟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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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學者 

 何漢理教授(Dr. Harry Harding) 

維吉尼亞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客座教授 

 

 

玉山青年學者 

 社會系 陳人豪副教授 

 

 

新進教師(106-110年度) 

序號 系所 教師 職級 起聘日 

1 財政系 彭喜樞 助理教授 106.02.01 

2 地政系 范噶色 副教授 106.08.01 

3 地政系 吳秀明 教授 106.08.01 

4 經濟系 黃柏鈞 助理教授 106.08.01 

5 社會系 姜以琳 助理教授 107.02.01 

6 政治系 周家瑜 副教授 107.08.01 

7 經濟系 吳致謙 助理教授 107.08.01 

8 民族系 吳考甯 助理教授 107.08.01 

9 民族系 劉子愷 助理教授 108.02.01 

10 政治系 錢宜群 助理教授 108.08.01 

11 財政系 朱琇妍 副教授 108.08.01 

12 財政系 鍾騏 助理教授 108.08.01 

13 公行系 廖興中 副教授 108.08.01 

14 原民專班 陳怡萱 助理教授級約聘教學人員 108.08.01 

15 國發所 黃兆年 助理教授 108.08.01 

16 社工所 林宜輝 副教授 108.08.01 

17 社會系 陳人豪 副教授 109.02.01 

18 地政系 儲豐宥 助理教授 109.02.01 

19 地政系 朱芳妮 助理教授 110.02.01 

20 公行系 王慧敏 助理教授 110.08.01 



21 地政系 鄭安廷 副教授 110.08.01 

22 經濟系 廖仁哲 助理教授 110.08.01 

23 國發所 何浩慈 助理教授 110.08.01 

24 勞工所 吳姿慧 副教授 110.08.01 

 

 

升等教師(104-110年度) 

序號 系所 教師 原任職稱 升等職級 升等生效日 

1 公行系 杜文苓 副教授 教授 104.08.01 

2 地政系 林老生 副教授 教授 104.08.01 

3 政治系 林超琦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4.08.01 

4 地政系 白仁德 副教授 教授 105.02.01 

5 地政系 甯方璽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5.02.01 

6 社會系 關秉寅 副教授 教授 105.08.01 

7 國發所 魏玫娟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5.08.01 

8 民族系 高雅寧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6.02.01 

9 政治系 蘇彥斌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6.08.01 

10 政治系 蔡宗漢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6.08.01 

11 社會系 高國魁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6.08.01 

12 經濟系 李浩仲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6.08.01 

13 經濟系 王信實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6.08.01 

14 經濟系 李文傑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6.08.01 

15 國發所 林義鈞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6.08.01 

16 社工所 王增勇 副教授 教授 106.08.01 

17 社會系 黃厚銘 副教授 教授 107.02.01 

18 地政系 孫振義 副教授 教授 107.02.01 

19 政治系 翁燕菁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7.02.01 

20 政治系 陳建綱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7.02.01 

21 政治系 張其賢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7.08.01 

22 公行系 張鎧如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7.08.01 

23 地政系 詹進發 副教授 教授 108.02.01 

24 財政系 胡偉民 副教授 教授 108.02.01 

25 財政系 陳香梅 副教授 教授 108.02.01 

26 公行系 董祥開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8.02.01 



27 社工所 楊佩榮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08.02.01 

28 政治系 蔡中民 副教授 教授 108.08.01 

29 社會系 陳宗文 副教授 教授 108.08.01 

30 財政系 羅光達 副教授 教授 108.08.01 

31 國發所 劉曉鵬 副教授 教授 108.08.01 

32 財政系 吳文傑 副教授 教授 109.02.01 

33 財政系 陳國樑 副教授 教授 109.02.01 

34 政治系 蔡宗漢 副教授 教授 109.08.01 

35 經濟系 徐士勛 副教授 教授 109.08.01 

36 民族系 官大偉 副教授 教授 109.08.01 

37 地政系 甯方璽 副教授 教授  109.08.01  

(待校教評會

審議) 

38 社會系 胡力中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10.02.01 

39 地政系 戴秀雄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10.02.01 

40 社會系 邱炫元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10.08.01  

(待校教評會

審議) 

41 公行系 傅凱若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10.08.01  

(待校教評會

審議) 

42 經濟系 賴廷緯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10.08.01  

(待校教評會

審議) 

43 民族系 吳考甯 助理教授 副教授 110.08.01  

(待校教評會

審議) 

44 政治系 俞振華 副教授 教授 110.08.01  

(待校教評會

審議) 

 

 

特聘教授 

為獎勵在教學、研究及服務上有卓越表現之本校專任教授，社

科院每年定期配合學校公告時程作業，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組成學

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再以嚴謹公正並客觀的程序向校推薦各領



域優秀專任教授，報請學校核聘。通過校遴選委員會獲聘之特聘教

授，每次聘期三年。 

 

學年度 特聘教授 

104 財政系 連賢明教授(續聘) 

財政系 徐麗振教授 

財政系 黃智聰教授(續聘) 

地政系 張金鶚教授 

地政系 顏愛靜教授(續聘) 

經濟系 翁永和教授 

經濟系 莊奕琦(續聘) 

105 公行系 江明修 

公行系 朱斌妤(續聘) 

經濟系 洪福聲(續聘) 

政治系 湯京平(續聘) 

社會系 熊瑞梅(續聘) 

地政系 劉小蘭(續聘) 

106 社工所 宋麗玉(續聘) 

財政系 翁堃嵐 

政治系 郭承天(續聘) 

經濟系 陳樹衡(續聘) 

地政系 邊泰明 

107 經濟系 林祖嘉 

經濟系 翁永和(續聘) 

政治系 寇健文 

社會系 黃厚銘 

108 經濟系 洪福聲(續聘) 

財政系 胡偉民 

政治系 湯京平(續聘) 

109 政治系 郭承天(續聘) 

公行系 江明修 

公行系 朱斌妤 

經濟系 林馨怡 

經濟系 陳樹衡(續聘) 

社工所 宋麗玉(續聘) 

 

院務推動各式委員會 

為協助社科院規劃院務發展方向、優化本院各單位功能，穩定

推動本院各項事務，定期召開各式委員會；另為襄助本院擘劃國際

化發展願景及提升國際學術能量，特增加設立「院務諮詢委員會」



及「國際事務指導委員會」，各式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名單如

下： 

 

會議名稱 委員姓名 

院務會議 社科院 江明修院長 

社科院 白仁德副院長 

社科院 黃東益副院長 

社科院 湯京平副院長 

政治系 蔡中民主任 林超琦老師 

社會系 黃厚銘主任 陳人豪老師 

財政系 賴育邦主任 黃智聰老師 

公行系 蘇偉業主任 蕭乃沂老師 

地政系 孫振義主任 吳秀明老師 

經濟系 洪福聲主任 李浩仲老師 

民族系 王雅萍主任 張中復老師 

國發所 魏玫娟所長 唐玉禮老師 

勞工所 成之約所長 張昌吉老師 

社工所 楊佩榮所長 林宜輝老師 

亞太博 湯京平主任 

亞太碩 劉曉鵬主任 

應社碩 魏玫娟主任 

學生代表 社會系黃楷捷 

院教評會議 社科院 江明修院長 

社科院 白仁德副院長 

社科院 黃東益副院長 

社科院 湯京平副院長 

政治系 蔡中民委員 

社會系 黃厚銘委員 

財政系 羅光達委員 

公行系 蘇偉業委員 

地政系 孫振義委員 

經濟系 翁永和委員 

民族系 趙竹成委員 

國發所 王振寰委員 

勞工所 劉梅君委員 

社工所 宋麗玉委員 

亞太博 湯京平委員 

亞太碩 劉曉鵬委員 

應社碩 黃明聖委員 

院學術發展委員會 社科院 江明修院長 

社科院 白仁德副院長 

社科院 黃東益副院長 

社科院 湯京平副院長 



政治系 盛杏湲委員 

社會系 黃厚銘委員 

財政系 陳國樑委員 

公行系 陳敦源委員 

地政系 蔡育新委員 

經濟系 林馨怡委員 

民族系 趙竹成委員 

國發所 李酉潭委員 

勞工所 劉梅君委員 

社工所 宋麗玉委員 

亞太博 湯京平委員 

亞太碩 劉曉鵬委員 

院空間委員會 社科院 江明修院長 

社科院 白仁德副院長 

社科院 黃東益副院長 

社科院 湯京平副院長 

政治系 錢宜群委員 

社會系 姜以琳委員 

財政系 朱琇妍委員 

公行系 董祥開委員 

地政系 林士淵委員 

經濟系 廖郁萍委員 

民族系 劉子愷委員 

國發所 彭立忠委員 

勞工所 張其恆委員 

社工所 蔡培元委員 

亞太博 湯京平委員 

亞太碩 劉曉鵬委員 

應社碩 魏玫娟委員 

院課程委員會 社科院 江明修院長 

社科院 白仁德副院長 

社科院 黃東益副院長 

社科院 湯京平副院長 

政治系 蘇彥斌委員 

社會系 高國魁委員 

財政系 陳香梅委員 

公行系 莊國榮委員 

地政系 江穎慧委員 

經濟系 蕭明福委員 

民族系 張中復委員 

國發所 劉曉鵬委員 

勞工所 張昌吉委員 

社工所 蔡培元委員 

學生代表 公行系林鼎翔 



院務諮詢委員會 朱平先生 / 肯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吳靜吉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名譽教授 

柯承恩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名譽教授 

范疇先生 / 知名作家、時事評論家 

高安邦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桃園市副

市長 

陳愷璜校長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曾志朗院士 / 中央研究院院士 

楊志良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詹婷怡女士 / 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蒲澤春上將 / 總統府戰略顧問 

*以上按姓氏筆劃排列 

國際事務指導委員會 吳重禮教授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傅祖壇教授 / 東吳大學商學院院長 

黃樹民院士 / 中央研究院院士 

賴景昌教授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以上按姓氏筆劃排列 

 



教務 
綜論 

本院著重各系所學生的專業養成，強調社會科學統整的核心能力

培養，以及跨領域多元學習風氣營造。本院鼓勵各課程接軌國際，透

過英語授課、交換學生計畫、夏日課程及移地教學等方式，強化國際

學習環境，培育學生具備全球視野與國際移動能力，也透過各種教研

及服務活動，讓學生具備人文社會關懷、公民參與及公益服務實踐知

能。 

本院綜合政治、社會、經濟不同層面之專業領域，除了人文社會

科學面外，更包含自然科學（如地政系的地理資訊系統、社工的心理、

民族系的考古與生態）及法律（主要在地政系及公行系）專長的研究

者。在此基礎上，本院持續邀請來訪國際學者、本院校教學優良獲

獎教師、研究優良獲獎教師、休假研究返校教師、升等教師，以及

新進教師群輪番分享，透過交流，促進教師跨領域相互學習，有效提升

教研能量。 

採外，本院開設之全英語授課國際學程 IDAS、IMAS、IMES，

招收海內外學生，建置國際化校園環境，一來提供校內外學生有更

多元的英語課程選擇，二來透過完整的碩博士學位提供，強化本院

國際招生的優勢。三個學程每年都吸引許多國外學生前來就讀，提

供各國學生學習亞太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知識的機會。此三個

英語學位學程不但奠定政大在亞太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學術地位，對

亞太跨領域研究和區域研究有促進之作用。同時有效整合本院跨領

域課程之師資及系所資源，提升跨領域課程規劃多元性，對於海內

外相關領域以及英語授課學程更有莫大的號召力，更提升本校在國

際間的學術聲譽。 

  



課程 

近年來，透過整合開課、課程模組化、共同開設英語授課等方式，

達到創造系所之間公共資源、降低各系運作成本效果，讓本院的多元

化發展更具經濟效益。 

本院專任教師於英美國家獲得博士學位者近七成，且各系所新進

教師在校方及院方須提供英語授課的要求，鼓勵各課程接軌國際，透

過英語授課設計，強化國際學習環境，培育學生具備全球視野與國際

移動能力，本院每學期辦理英語授課工作坊，邀請海內外知名英語授

課教授以及近年來本院獲英語授課績優補助教師分享英語授課方法，

有效鼓勵教師同儕之間相互學習，全力提升本院英語授課知能。 

 院整開課程：因應不同科系需求，可提供全校學生接受非相關科

系之基礎訓練，以深入淺出方式教授基本概念，透過整開課程完

整規劃與傳授能引發同學興趣，進而再修習較進階相關課程。 

109 學年度整開課程一覽表 

開課系所 科目 師資名單 

政治系 政治學 
蔡中民、蘇彥斌、孫采薇、周家瑜、韋

洪武 * 

社會系 社會學 馬藹萱、姜以琳、熊瑞梅、邱炫元 

財政系 財政學 陳國樑、黃智聰、陳香梅 

經濟系 

經濟學 
翁永和、朱美麗、李文傑、王信實、陳

鎮洲、王國樑*、李為禎* 

貨幣銀行學 蕭明福、林馨怡、賴廷緯、方中柔 

個體經濟學 
陳鎮洲、李慧琳、江品慧、黃柏鈞、徐

麗振 

總體經濟學 莊奕琦、洪福聲、黃明聖、吳致謙 

   備註:*為兼任教師 

 英語授課模組課程：擁有 10 組模組近 90 門專業課程運作，佔全

校英語授課課程開課總數 40%，且開課課程及修課人數皆逐年增

加，廣收全校各院的各級學生，堪稱為本校推動國際化最重要的

資產，提供學生全面英語專業課程環境及國際化學習經驗，提升

國際視野。本院於 109學年度配合學校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學



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本校符合「重點培育學校」計畫申請資格，

本院為此計畫三個重點培育學院之一，未來也將持續朝雙語學院

努力。 

社科院英語授課模組一覽表 

模組序 模組名稱 說明 

一 
核心經濟理論模組 

Core Economics Module 

訓練學生具備基礎經濟知識和

對個體經濟的表現與政府部門

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民生

福利影響的完整瞭解。 

二 
國際經濟模組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odule 

 總體經濟學，為國際經濟學

提供基本的總體理論架構與

分析工具。 

 國際金融，包括了國際收支

帳、匯率的決定與匯率制度、

國際資本市場、與國際金融

體系的探討。 

 國際貿易主要向大學生介

紹國際貿易的觀念、理論和

政策。 

 國際金融市場現況分析 向

學生介紹了國際金融市場的

基本觀念。 

三 

臺灣與各國政治經濟社會模組 

Module on t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Taiwan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瞭解本土和他國政治、經濟、社

會以及民族的發展為學生學習

的重點，學生們可從此模組中，

瞭解及比較各地社會的發展。 

四 
研究方法模組 

Research Methods Module 

教導學生如何做研究，培養正確

的研究觀念。 

五 
發展政策與發展經濟模組 

Development Policy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Module 

提供學生學生從不同社會科學

面向瞭解當代亞太區域發展。 

六 
空間資訊與區域模組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nd 

Region Module 

提供地政系學生中英文授課的

雙軌學習管道，有助未來地政系

學生與國際接軌。 

七 族群與社會發展模組 
Module on Ethnic and Social 

讓學生瞭解臺灣及其他民族的

宗教與社會發展。 



Development 

八 
經濟議題模組 

Issues in Economics Module 

提供學生學習不同面向經濟學

的機會。 

九 
社會經濟思想模組 

Thoughts on Society and 

Economy Module 

提供學生接觸社會經濟議題的

機會。 

十 
比較議題模組 

Comparative Issues Module 

提供學生瞭解全球的政治及教

育體系，做為發展我國國際關係

的基本知識。 

 

跨領域多元學習與實踐 

本院系所多元、學制完善，針對不同學制訂有各適其制之人才培

育機制。 

本院遵循校內推動課程精實方案，於 107 學年度修改本院「專任

教師授課時數調整辦法」，以利教師更有教學、研究、服務等彈性。

學士班各系畢業學分數下降至 128 學分，減少必修科目佔比至 40%以

下，鼓勵學生多元自由選課，廣泛嘗試與探索；到碩博士班階段則尊

重各系所之自主性，依系所特色及需求訂定畢業學分數及必選修比例，

例如：財政系考量學生須具備相當專業能力以達到就業競爭力，提出

高比例的必修科目要求，反觀地政系在完成畢業論文之前提下，必修

學分比例為零，讓學生可以依個人意願及需求，選修外系、外院之課

程，打造自己的課表，建立自己的特色。 

本院感知跨領域知識對培育未來人文領袖之重要性，依循倫敦

政經學院相關學程設計，自 109 學年度起，於學士班成立本院「人

文領袖榮譽學分學程」（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Arts，PPESA），期許學生跨領域多元學習，除課程安排，更舉辦講座

及藝術工作坊，同時亦結合院內各項社會關懷與在地實踐的體驗教學

活動，藉此達到理論與實踐之結合。 

本院為提供本院博士候選人及碩博士生跨科系及領域的交流平

台，本院院導師群特別規劃碩博士生工作坊，提供有別於課堂交流，



讓研究生得以在其中獲得對自身研究及知識增長，更有效助益學術交

流機會，提升未來學術人才養成氛圍。 

 

獎助機制 

本院推動博士生及博士候選人獎助機制，助益研究與學習。本院

於 107 年向本校提出「博士班學生獎助學金計畫書」以及「博士候選

人論文寫作獎助學金獎勵計畫書」，獲得校方支持。為有效推動獎助

機制，本院於 108 年 3 月通過、108 年 6 月修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院博士班學生獎助學金獎勵辦法」以及「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

院博士候選人論文寫作獎助學金獎勵辦法」，期望透過辦法的設立及

推動，有效助益博士生及博士候選人學習動力，得以在研究上有所發

揮。 

另外，於 109 學年度訂定「社會科學學院優秀學生獎勵要點」及

「社會科學學院碩博士優秀論文獎勵辦法」，增加不同面相表現優異

學生獲得肯定的機會，藉由優秀學生表彰，提昇學生見賢思齊之能

力，培育學生成為「具備社會關懷的未來領袖」。 

 

配合學校教研政策 

 課程精實： 

學校自 105 學年度推動課程精實方案，同時配合必修科目表

三年大修之期程，採漸進式三年內完成，其方案推動原則包括全

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平均授課時數 12 小時、每學年備課數以

不超過四門課程為原則、各學士班調降必修學分數至畢業學分數

之 40%為原則等。 

本院配合學校課程精實方案，訂定「社科院專任教師授課時

數調整辦法」，於 105 年 3 月 25 日社科院第 115 次院務會議通過

施行。三年期滿後，學校調整課程精實相關實施原則，於 109 年

3 月 31 日發布「國立政治大學課程精實方案」，本院亦配合修改



「社科院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調整辦法」，於 109 年 6 月 5 日社科

院第 136 次院務會議通過施行。 

104-110學年度全院教師授課情形及學士班必修學分佔畢業學分比例表 

學年度 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數 
學士班必修學分佔畢業學分

比例 

104 學年度 

(精實前) 
14.44 46.36% 

105 學年度 

(精實後) 
11.72 40.36% 

106 學年度 11.24 40.36% 

107 學年度 11.49 40.36% 

108 學年度 10.86 43.40%~46.32% 

109 學年度 11.01 40.45% 

110 學年度 11.19 39.23% 

 E 化教學：108 學年度配合學校防疫工作與教研政策，鼓勵教師

投入 E化教學，推動磨課師課程、微學分辦法、開放式課程及舉

辦大師講座，本院各系所學程皆積極配合辦理。 

 大學招生： 

因應 108 新課綱及 111 學年考招變革，配合學校大學招生相

關政策，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辦理「與高中對話」諮詢會議，透

過與高中端(松山高中、中崙高中、板橋高中)直接對話，更瞭解高

中教學現場變革及學習成果樣態，用以發展招生策略及優化審查

尺規。 

此外，亦與各學系討論在招生宣傳的部份，包含 AP 課程的

開設、招生宣傳影片製作及其他高中參訪等各項招生計畫的推展，

包含各招生管道的名額分配及徵選條件及篩選倍率的設定，可從

各面向檢視分析與調整，以制定最適之招生策略。 

 加入台聯大系統：配合本校於 110 學年度加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相關政策，如增加雙主修及輔系名額、放寬雙主修申請資格、規

劃聯合招生、跨校選課、國內交換等。 

 



教學優良教師 

年度 校教學優良 院教學優良 

102學年度 

(104年公告) 

政治系楊婉瑩教授 

社會系高國魁助理教授 

社會系黃厚銘副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公行系蕭乃沂副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財政系羅光達副教授 

財政系陳國樑副教授 

民族系王雅萍副教授 

民族系黃季平副教授 

103學年度 

(105年公告) 

政治系寇健文教授 

社會系陳宗文副教授 

公行系莊國榮助理教授 

經濟系徐士勛副教授 

民族系趙竹成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地政系戴秀雄助理教授 

地政系甯方璽副教授 

民族系趙竹成教授 

民族系黃季平副教授 

104學年度 

(106年公告) 

政治系翁燕菁助理教授 

社會系高國魁副教授 

社會系黃厚銘副教授 

社會系陳宗文副教授 

經濟系陳鎮洲副教授 

政治系翁燕菁助理教授 

社會系高國魁助理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地政系戴秀雄助理教授           

民族系趙竹成教授 

105學年度 

(107年公告) 

政治系翁燕菁副教授 

政治系寇健文教授 

社會系黃厚銘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經濟系陳鎮洲副教授 

政治系翁燕菁副教授 

社會系黃厚銘教授 

財政系何怡澄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財政系羅光達副教授 

106學年度 

(108年公告) 

政治系翁燕菁副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地政系陳立夫教授 

經濟系陳鎮洲副教授 

政治系翁燕菁副教授 

社會系黃厚銘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財政系羅光達副教授 

地政系甯方璽副教授 

107學年度 

(109年公告) 

政治系翁燕菁副教授 

政治系陳建綱副教授 

社會系黃厚銘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經濟系陳鎮洲副教授 

社會系黃厚銘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副教授 

地政系陳立夫教授 

地政系戴秀雄助理教授 

經濟系何靜嫺教授 

108學年度 

(110年公告) 
尚未公告 

政治系翁燕菁副教授 

政治系蘇彥斌副教授 

財政系吳文傑教授 

經濟系陳鎮洲副教授 

地政系戴秀雄副教授 

 



 
 

總務 
 

安全守護 

 一樓刷卡門禁設置：為了確保社科院師生進出綜合院館的安

全，設置刷卡門禁儀器，師生可憑職員證與學生證至院辦申

請，設定完後立刻可以使用。 

 地下停車場燈光照明改善與 Wifi加強：為了提供社科院教師安

全的停車環境，本院於 109年陸續汰舊換新停車場車道燈光與

增設 Wifi訊號增強器。 

 綜合院館 B1 B2樓梯間地板更新：由於舊有的止滑墊已磨損不

堪使用，本院為了確保師生安全，於 109年底更換新款止滑

墊。 

 哺擠乳室：為了便利產後持續哺育母乳之母親，並配合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母乳哺育政策及兩性工作平等法之精神，社科院特

於綜合院館 2樓設置哺(集)乳室，有需求之社科院教師與同仁可

於平日上班時間直接到管理室登記使用。 

 因應 Covid-19，本院配合學校各項防疫措施，從 2020年至今強

化各項防疫措施，務求提供教職員工及學生安心的學習環境。

主要區分兩個面向進行： 

1. 2020年 1月至 2020年 6月止，主要出入口綜合院館地下室

停車場、廠商洽公登記，一樓側門設置體溫檢測站，排班輪

值。 

2. 2020年 1月持續至今，院館防護 

(1) 綜合院館 1~16樓各樓層裝設給皂機，方便教職員生洗手使

用。 

(2) 備用口罩按照比例配發給各系學程。 

(3) 提供抗菌洗手乳給各系所學程。 

(4) 持續加強每週公共空間消毒與清潔。 

(5) 綜合院館南棟 1至 5號電梯每台加裝感應式酒精噴霧機，

方便教職員生使用完電梯按鈕消毒用。 



 
 

(6) 綜合院館南棟 1至 5號電梯每台按鍵增加防護貼膜，讓師

生們不會直接接觸到按鍵。 

(7) 院館 QR Code實名制設立。 

(8) 每半年請廠商在各公共空間大消毒一次。 

      

環境美化 

 因應社科院系所學程評鑑，社科院環境整理進度相關： 

1. 綜合院館南棟 1樓美化花圃、咖啡廳周邊環境整潔維護。 

2. 綜合院館南棟 2樓路線指標與新增大型地面指標地貼。 

3. 綜合院館南棟 5樓國際會議廳電動投影螢幕更換、階梯維

修、燈光增設暖光、簽到方桌採購。 

4. 綜合院館南棟 1、2樓牆面重新粉刷與各樓面清潔。 

5. 4樓費拉沙發區(Philo Sofa)：4樓費拉沙發為開放式空間，

該空間有沙發區與高吧桌椅區域供同學分組討論使用，也

開放本院學生舉辦活動借用申請。(楊婉瑩副院長命名) 

  

 

 

 



 
 

 南棟十三樓 

1. 綜合院館南棟 13樓外梯廳整體重新規劃，以簡約高吧桌、

洽談桌椅為主，方便社科院師生洽公、短暫討論使用； 

2. 綜合院館南棟 13樓外梯廳安裝移動式電子布告欄、電子相

框輪播本院各項學術訊息、學生活動與本院專任教師獲獎

專書。 

3. 綜合院館南棟 13樓外走廊安裝 75吋大型數位螢幕，撥放

每日 CNN新聞。 

4. 綜合院館南棟 13樓外玻璃櫥窗重新打造為符合本院風格之

設計，以簡約的透明玻璃設計搭配院長親字提的詩詞，整

體呈現高雅明亮的風格。 

 

 

 

 南棟十五、十六樓 

綜合院館南棟十五、十六樓電梯外增設簡約洽談桌椅，方便社



 
 

科院老師與學生們討論、面談使用，此外牆面皆重新粉刷。 

   

 

 

 

藝文鑑賞 

 綜合院館南棟一樓、二樓舉辦多次社科院榮

譽藝術家畫展供師生欣賞 

1. 2018年 6月 15日至 2018年 9月 15日

「劉其偉大師的人生哲學-其聞藝事畫展」 

2. 2019年 9月 19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李永裕、薛幼春雙人特展」 

3. 2020年 9月 16日至 2021年 1月 15日

「美的跋涉-梁崴油畫與詩作個展」 

4. 2021年 2月 22日至 2021年 8月 31日

「張金鶚的第三人生風景樂章」 

 

 

 

 



 
 

 

 

 

 

 



學生事務 

 

本院在諸位院導師共同協助下辦理多元類型活動，以協助學生

學習輔導、職涯發展、社創服務、藝文陶冶等各面向，助益學生在

本院之發展規劃。 

近三年社科院學生事務辦公室主任/院總導師名單為：107至

108年 7月：魏玫娟老師、108年 8月至 110年 7月：羅光達老師。 

 
107學年度社會科學學院院導師 

單位（系、所） 姓  名 職  稱 

公行系 江明修 教授 

國發所 魏玫娟 副教授 

財政系 羅光達 教授 

政治系 陳建綱 副教授 

社會系 高國魁 副教授 

 

 

 

108學年度社會科學學院院導師 

單位（系、所） 姓  名 職  稱 

公行系 江明修 教授 

國發所 魏玫娟 副教授 

財政系 羅光達 教授 

政治系 陳建綱 副教授 

社會系 高國魁 副教授 

公行系 董祥開 副教授 

 

 

 

109學年度社會科學學院院導師 

單位（系、所） 姓  名 職  稱 

公行系 江明修 教授 

財政系 羅光達 教授 

社會系 高國魁 副教授 

公行系 董祥開 副教授 

地政系 林士淵 副教授 

政治系 蔡宗漢 教授 

地政系 李慧琳 副教授 

 



各類型辦理活動場數一覽表 

項目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全院導師輔導分享會 2 1 5 1 20 16 

親師座談 1 0 1 1 1 1 

職涯發展 7 4 2 26 20 15 

專長培訓 9 6 2 0 0 0 

服務學習 13 2 0 0 0 0 

身心健康 3 0 0 0 3 1 

學術學藝 

(社企月/電影節/博士生工作坊) 

10 7 4 2 14 8 

餐敘聯誼 4 3 1 7 1 0 

 

 

與院長/院導師有約 

    由社科院院長廣邀院內各系所的本地生與國際生，藉由面對面

互動的溝通，共同商議社科院未來的發展方向並提供意見反饋。 

國際服務學習：歷史文化參訪活動：由修課學生規劃活動，透過宣

傳邀請外籍生參訪台灣傳統文化與體驗在地生活，地點包含宜蘭、

內灣等地，一方面增加國際學生對台灣的瞭解，二方面提供本地生

與國際生互動交流的管道。 

 

 

 

 

 

 

 

國際服務學習 

 歷史文化參訪活動：由修課學生規劃活動，透過宣傳邀請外籍

生參訪台灣傳統文化與體驗在地生活，地點包含宜蘭、內灣等地，

一方面增加國際學生對台灣的瞭解，二方面提供本地生與國際生互

動交流的管道。 



職涯發展 

由院內各系所邀請畢業的校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或企業主

管，提供大學生與研究生未來職涯發展或是就業趨勢等相關訊息，

提供學生規劃職涯的管道。另與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合作，邀請

Career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講師，特別針對社科院同學們的

科系背景，剖析台灣總體經濟狀況，介紹

社科院科系適合的就業出路以及所需能

力，讓參與的同學們在未來安排課業學

習、能力培養、生涯規劃方面受益良多。 

 

 

 

身心健康講座 

與身心健康中心合作，安排同學進行身心關

懷諮詢，將自己的困難跟壓力抒發出來，有助於

導師及諮商師了解情況並協助同學。 

 

 

 

社會創新系列活動 

邀請社企創辦人、校友回來，分享公

益創業的經歷與感想。院期盼打造具有

同理心與利他精神又具跨領域知識的未

來領袖人才，希望透過文化藝術，結合

各個跨領域的合作，作為社會介入的方

式，改變世界。 

 

 

 

 

 



博士生工作坊(CSS Ph.D Colloquium) 

自 108學年辦理，首場於 109年 1月

17日舉辦，目的是提供社科院不同系所學

程博士生進行跨領域研究交流與相互扶持

的平台，同時也透過邀請相關領域的老師

擔任與談人，讓博士生除了增進知識與學

習精研之外，也有機會在求學期間逐漸建

立其學術網絡。 

  

 

 

社企月系列活動 

    由社創大使主辦規劃，邀請社會企業進駐校園，與學生在市集

活動交流互動過程中傳達企業各方面永續經營和環保等理念。鼓勵

政大同學未來多跨領域發展，關心社會議題。透過社企月系列活動

推廣社會創新與實踐的理念，在校園舉辦工作坊、講座等活動，讓

師生們能對社會創新有更深的認識。 

107-109年社創大使名單 

年度 名單 

107 

黃懷鈺 (團長) 會計系二 雙主修經濟 

陳欣儀 (副團長) 哲學系三 雙主修經濟 

楊庭懿 民族系三      毛明月 地政系三 

張筑媛 民族系三      黃文逸 經濟系三 

108 

上半年:陳璿宇(團長)企管一  

張文馨 地政三        齊霖   國貿三 

陳品樺 社會一        劉映汝 地政一 

 

下半年:陳俞安(團長)斯語系三 

盧姿庭 民族系二      林采薇 法律系二 

曾冠綾 社會系三      邱禹淮 會計系二 

109 

江姿霈(團長)地政系二 

洪奕涵 政治系三       彭郁宸 政治系一 

吳沛璇 公行系二       廖啟均 民族系二 

陳毓倩 哲學系一       郭美妤 新聞系四 

陳芸孜 政治系二 



 

 

 

 

 

 

 

 

 

 

 

 

 

 

電影節 

透過電影影像傳播，讓大家可以用較輕鬆淺白的方式，了解社

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和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並非只是抽象的理論。

除此之外，也藉由放映與社會議題相關的電影，引起大家對當代社

會的關注，並透過邀請各個領域的老師出席談話，使觀眾對該議題

能有更深入的認識，學生彼此也能透過映後討論，接觸不同的思維

模式，一同探討當代社會的困境，並以社會創新的精神，燃起觀眾

的社會行動意識。 

 
108-1：電影節-沒有著落的角落 

場次 時間 片名 與談人 

Ⅰ . 108/11/12 《失業女王聯盟》 劉梅君老師 (勞工所) 

Ⅱ.  108/11/14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王增勇老師(社工作所) 

Ⅲ. 108/11/18  《老師，你會不會回

來》 

王雅萍老師(民族系) 

Ⅳ. 108/ 11/20  《河北●臺北》 黃厚銘老師(社會系) 

 

109-1：社企月《食衣住行》系列電影 

時間 時間 片名 與談人 

Ⅰ . 109/11/30  《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的

家》 

江穎慧老師(地政系) 



Ⅱ.  109/12/01 《合作宅在一起》 戴秀雄老師(地政系)、詹竣傑

研究員(OURS 都市改革組織) 

Ⅲ. 109/12/07  《史泰西調查報告：時

尚界的骯髒秘密》 

高國魁老師(社會系) 

Ⅳ. 109/12/14  《戰浪》 李慧琳老師(經濟系) 

 

 

 

 

 

 

 

 

 

藝文工作坊 

為了替校內師生舒緩來自教學研究和學習上的壓力，社科院創辦社科

院藝廊，舉辦多場藝文工作坊、講座，邀請在音樂、繪畫等藝文領域

有傑出創造力的專業人士前來擔任講座分享其創作歷程。 

活動日期 講座姓名 主題 

2020.11.18 葉盈汝女士 

徐以璇女士 

社科院藝文時光—音樂饗宴 

2021.03.31 謝宇威先生 謝宇威的音樂創作與繪畫 

2021.04.08 薛幼春女士 藝術美學皆在生活中 

2021.05.13 簡伯修先生 陶然藝生—手捏馬克杯 

2021.05.26 許景淳女士 許景淳音樂之道 美妙人生 

*本活動因受疫情影響而暫緩辧理 

2021.06.09 江明賢先生 江明賢藝術講座 

*本活動因受疫情影響而暫緩辧理 

 



研發 
 

教師研究 

 研究能量豐沛，屢獲科技部研究獎勵。 

    本院師長歷來申請科技部、教育部、國發會等部會計畫成果豐

碩，屢獲科技部研究獎勵肯定。 

 

107-109年度科技部研究獎勵名單 

獲獎年度 系所 獲獎教師(順序依研發處公告函排列) 

107 (15位) 政治系 

 

黃紀 講座教授、寇健文 特聘教授、 

湯京平 特聘教授、蔡宗漢 副教授、 

蘇彥斌 副教授 

社會系 關秉寅 教授 

財政系 連賢明教授 

公行系 

 

朱斌妤 特聘教授、杜文苓 教授、 

黃東益 教授 

地政系 顏愛靜 教授 

經濟系 林馨怡 教授、徐士勛 副教授 

國發所 王振寰 講座教授 

社工所 宋麗玉 特聘教授 

108 (22位) 政治系 盛杏湲 教授、湯京平 特聘教授、 

楊婉瑩 教授、蔡中民 教授、 

蔡宗漢 副教授、蘇彥斌 副教授 

社會系 陳宗文 教授、關秉寅 教授 

財政系 連賢明 教授、賴育邦 教授 

公行系 

 

朱斌妤 教授、江明修 教授、 

杜文苓 教授、黃東益 教授 

地政系 林士淵 副教授、林左裕 教授 

經濟系 李浩仲 副教授、林馨怡 教授、 

徐士勛 副教授、陳樹衡 特聘教授 

社工所 王增勇 教授、宋麗玉 特聘教授 

109 (25位) 政治系 

 

盛杏湲 教授、郭承天 特聘教授、 

陳建綱 副教授、湯京平 特聘教授、 

黃紀 講座教授、蔡宗漢 教授、 

蘇彥斌 副教授  

社會系 陳宗文 教授、黃厚銘 特聘教授、 

關秉寅 教授 



財政系 連賢明 教授、賴育邦 教授 

公行系 

 

朱斌妤 特聘教授、江明修 特聘教授、 

杜文苓 教授、黃東益 教授 

地政系 林士淵 副教授 

經濟系 李文傑 副教授、林馨怡 教授、 

洪福聲 特聘教授、徐士勛 教授、 

翁永和 特聘教授、陳樹衡 特聘教授 

社工所 王增勇 教授、宋麗玉 特聘教授 

 

 

 獎勵學術著作發表及出版成效卓著，穩定教師研究能量。 

本院訂有「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獎勵學術著作發表及出

版辦法」，鼓勵本院專任教師發表或出版學術著作以提昇學術水準。

近年補助逐年提升，成效卓著。 

 

104-109學年度各學期核定情形 

學年度 學期 核定件數 核定金額 

104 
1 35 327.085 

2 47 367,419 

105 
1 27 283,750 

2 47 377,502 

106 
1 44 391,000 

2 43 390,859 

107 
1 48 421,242 

2 42 402,002 

108 
1 28 260,834 

2 41 397,752 

109 
1 75 707,334 

2 53 431,084 

 

 

 

 補助外文學術著作編修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提升本院各學術

領域國際能見度及國際影響力。 

    本院為鼓勵教師投稿英文期刊論文，已於 107 年 10 月通過，



108 年 9 月修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補助外文學術著作編修

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辦法」，編列預算補助教師英文編修及翻譯相關

費用，活化教師之中文稿件，期以提升本院教師學術國際能見度及

國際影響力。 

 

107-110年度各學期核訂外文編修補助情形 

年度 核訂件數 核定金額 

107 2 26,850 

108 17 151,419 

109 9 83,580 

110 7 55,720 

 

 

 鼓勵教研人員持續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要點 

為提升本院教研人員研究能量，持續支持本院教研人員申請科

技部研究計畫，訂定「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鼓勵教研人員持

續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要點」。109學年度共計 1位師長獲得補

助。 

 

 

 小敘時光，教學相長經驗交流 

    本院自 107 年度起，每學期多次辦理小敘時光，陸續邀請來訪

國際學者、本院、校教學優良獲獎教師、研究優良獲獎教師、休假

研究返校教師、升等教師，以及新進教師等等輪番分享，透過交

流，促進教師跨領域相互學習，有效提升教研能量。 

 

 

學生協助 

 大專生申請科技部計畫補助 

依「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鼓勵大學部學生申請科技部專

題研究計畫獎助要點」，每件申請案核發 5000元，通過科技部補助

者，每案另得核發獎助金 5,000 元。另外，獲通過科技部補助者，

其指導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致送新台幣 4,000 元指導費。近三年申



請數及核定數如下表： 

 
年度 申請件 核定件 通過率 

108 16 9 56.25% 

109 22 16 72.73% 

110 21 13 61.90% 

 

108年度核定名單 

系所 姓名 指導教授 

政治學系 

陳渝晴 陳聖智 

賴國瑛 蔡宗漢 

陳冠傑 俞振華 

高嘉琳 湯京平 

社會學系 陳嘉葳 陳信木 

地政學系 
方芃蓁 甯方璽 

張方馨 陳奉瑤 

經濟學系 高行玲 何靜嫺 

民族學系 林芷晴 官大偉 

 

 

 

109年度核定名單 

系所 姓名 指導教授 

政治學系 

蕭宏達 孫采薇 

童勻暄 翁燕菁 

廖子豪 陳憶寧 

魏志展 俞振華 

社會學系 

邱冠勛 苗延威 

張絜絜 張峰彬 

戴時與 陳宗文 

財政學系 張逸芩 連賢明 

地政學系 

唐子婷 范噶色 

劉映汝 范噶色 

賴譽丰 林子欽 

經濟學系 

葉致均 朴星俊 

陳羽彤 黃淑麗 

呂毓庭 吳致謙 

民族學系 
郭瑋如 林姿葶 

王嘉琳 官大偉 

 

 



110年度核定名單 

政治學系 闕河仰 林宏明 

社會學系 
呂修齊 黃厚銘 

曾秀雯 黃琴唐 

財政學系 陳哲霈 連賢明 

公共行政學系 

廖凡真 張鎧如 

陳彥宇 傅凱若 

陳偉翎 陳敦源 

闕珍如 黃東益 

地政學系 
邵勸如 陳奉瑤 

許又婕 甯方璽 

經濟學系 

張芮嘉 陳鎮洲 

沈漢軒 洪福聲 

龔逸挺 蕭明福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班學生獎助學金獎勵辦法」以

及「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候選人論文寫作獎助學金獎

勵辦法」 

本院特向校方爭取經費，希望透過頒發獎助學金，延攬更多優

秀並具研究及學術發展潛力學生就讀本院博士班，並有效提升博士

論文之品質。依校方核訂金額預算，截至 110年 4月，總計核發 99

萬 2,000元，核發情形如下： 
核發對象 人數 金額 獲獎同學 

博士班學生獎助學金 4 44萬 社會系博士班周冠廷 

財政系博士班伍大開 

公行系博士班黃妍甄 

民族系博士班林容瑋 

博士候選人論文寫作

獎助學金 

2 55萬 2,000 元 公行系博士班賴怡樺、 

經濟系博士班蔡守容 

 

 

 

計畫執行 

 107-108年度：學院精進高教深耕計畫 

   本院之學院精進發展計畫以「國際化」、「社會創新」及「領袖」



三大主軸為發展方向，除規劃全院共同參與各式活動，透過各式交

流，促進教師跨領域相互學習，有效提升教研能量。除此之外，本

院更籌組「臺灣公共事務個案聯盟」（Ecosystem for Public Affairs 

Cases & Centers in Taiwan）。其中，本計畫更整合院下各系、所、國

際學程各式資源，藉此提升各單位教學創新及教學品質。院及系

所、學程共計辦理學術研討會/演講/工作坊等活動，以期培育兼具領

導和公共治理能力、以及社會關懷之社會科學人才。同時，透過研

究與教學的帶領，強化跨學科知識的發展與傳授，配合國際化措

施，結合本院國際網絡之高等教育資源，在互利的合作基礎上，共

同培育具備國際流動能力與全球視野的領袖人才，強化產官學研合

作，轉化研究成果為社會創新的原動力。 

 

年度 費用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執行量化數據 

107 人事費 630,000 626,200 研究獎助生共 27 人(博士：
8、碩士：16、學士：3) 

業務費 1,370,000 977,583 研討會 3、專題演講 66、座

談會 6等，共計 75場次 

資本門 660,000 636,075  

合計 2,660,000 2,239,858  

108 人事費 1,821,252 1.683,346 專任助理 1 

研究獎助生共 29人(博士：
3、碩士：26 

業務費 908,072 731,588 研討會 4、專題演講 57、工

作坊 4、其他 2等，共計 67

場次 

國外差旅費
（教師） 

100,000 0  

國外差旅費
（學生） 

100,000 0  

合計 2,929,324 2,414,934  

 

 

 109-110年度：國際人才培育計畫 

本計畫的核心宗旨，在於透過策略性的作法，將短期的行動方案

轉化成促進本院深層結構改變的基礎工程。提出計畫之初，主要分為

四大面向進行規劃：境外學習、專家邀訪、學生邀訪、合作籌備；從

具體的計畫執行成果來看，共可由以下七個面向來總結：1.邀請國外



專家學者蒞校提升教學能量，2 深化既有國際合作關係並開創新局，

3 知識與實作並重，培育具國際視野及問題解決能力之人文領袖，4

舉辦國際學術工作坊，提供知識交流及人脈建立的平台，5強調大學

社會責任，注重務實人才之養成，6與國際學術社群分享本校學術理

念並藉以達到招生及提升國際評比之效果，7改善教學設施，優化學

生學習成效。 

 

年度 費用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執行量化數據 

109 人事費 800,000 720,510 研究獎助生共 34 人(博士：
10、碩士：18、學士：6) 

業務費 2,780,000 1,028,057 研討會/工作坊 6、專題演講

23、實地參訪 2等，共計 31

場次 

旅運費 530,000 377,400 政治系 5人 

資本門 750,000 174,585  

合計 4,860,000 2,300,552  

110 人事費 1,100,000  已分配各系所 

業務費 1,580,000 

旅運費 1,250,000 

資本門 750,000 

合計 4,680,000   

 

 

 

社會科學論叢 

    自 96年創刊至今，收錄許多優秀文章。110 年 3月

已完成 TSSCI-社會學門認證申請，明(111)年擬持續提

出 TSSCI-政治學門與經濟學門之認證申請。另經 108

年 12 月編輯委員會研議，擬出版社會科學論叢專書，

書名為：「台灣當前不平等起源與對策：跨領域的對話」。

本書業於 110年 5月出版，致贈予本院師長們卓參。 

 

 

 



社會創新 

    為表揚本院積極投入社會創新與服務實踐之專任

教研人員，訂定「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實

踐獎作業要點」。本學年度共計 4位師長提出申請。依

外審委員推薦結果，授獎師長有二:地政系徐世榮老

師、民族系王雅萍老師。 

 

 

 

法規增修 

適用對象 辦法 

教師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獎勵學術著作發表及出版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鼓勵教研人員持續申請科技部研究計

畫補助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實踐獎作業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補助外文學術著作編修及中文學術著作

翻譯辦法 

學生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班學生獎助學金獎勵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候選人論文寫作獎助學金獎勵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築夢團隊獎助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築夢菁英獎勵辦法 

其他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境外學人申請駐點研究訪學辦法 

 

 

 

其他 

 系所評鑑 

    自 108年 5月起，本院依照校方時程準備第三週期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於 109年 5月 13、14日辦理。在學院及各系所齊力一心的

努力，各系所評鑑結果成績斐然。 

 

各系所各學制評鑑結果 

系所 學制 
結果 

優 特優 



政治系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社會系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財政系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公行系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地政系 學士  ● 

碩士(含在職專班)  ● 

博士 ●  

經濟系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民族系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國發所 碩士 ●  

博士 ●  

勞工所 碩士 ●  

社工所 碩士 ●  

博士 ●  

亞太博 博士 ●  

亞太碩 碩士 ●  

應社碩 碩士 ●  

行管碩 碩士  ● 

 

 

 

 學術活動:質性研究工作坊 



    為建立「質性研究」的發表與交流平台，於 7

月 6到 8日舉辦首屆「質性研究工作坊」。本工作

坊邀請跨領域的諸位先進與學子們共同研討質性

研究之精要。在工作坊當中，本院設計質性研究

的研究典範與研究工具、質性研究的運用與影響

等豐富且多元主題獲得廣大迴響。 

 

質性研究工作坊分場主題及講者名單 

主題 講者 

質性研究方法論: 

哲學、意義、脈絡 

江明修/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詮釋論與批判論 林遠澤/政大哲學系教授兼哲學系系主任 

敘事研究與數位敘事 劉子愷/政大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歷史比較/脈絡 薛化元/政大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生命口述傳記研究 倪鳴香/政大幼兒教育研究所教授兼研發長 

自我民族誌 張慈宜/輔大心理學系副教授 

看見生活中的權力 

地圖：建制民族誌 

王增勇/政大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論述研究 江靜之/政大新聞學系教授 

田野研究與參與觀察 張中復/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兼行政管理碩士學程副執

行長 

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 

 

吳芝儀/嘉大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實驗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 

質性研究論文撰寫 

/社會影響 

官大偉/政大民族學系教授兼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

原住民專班主任 

綜合論述 湯京平/政大政治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黃東益/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國際發展 
 

海外連結拓展暨交流 

    為加強社科院與國際知名頂尖大學間之學術合作，提升社科院國

際能見度，社科院積極拓展海外連結廣度並加以深化。在 2015 年 8

月至 2021 年 7 月間，由院長偕社科院教師或隨同校長前往海外知名

學校考察訪學、簽訂或續簽學術合作協議。 

 
★ 國外出差 

年度 國家 活動內容 

2017年 日本、中國大陸、印尼 學術參訪、洽談合作、參

與學術研討會 

2018年 泰國、中國大陸、日本、

波蘭 

學術參訪、洽談合作 

2019年 日本、澳洲、紐西蘭、波

蘭、德國、荷蘭、比利時、

美國、印尼 

學術參訪、洽談合作、參

與學術研討會 

 

★ 新簽合約 

年度 國家/地區 合約類型 

2016年 香港、中國大陸、日本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 

2017年 波蘭、日本、泰國、中國

大陸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交換教師合約、 

2018年 中國大陸、泰國、韓國、

日本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交換教師合約、 

2019年 日本、印尼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 

2020年 印尼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 

 

★ 續簽合約 

年度 國家/地區 合約類型 

2017年 芬蘭、日本、韓國、德國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 

2018年 波蘭、中國大陸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 

2019年 日本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 



2020年 日本、香港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 

2021年 韓國、法國、香港 學術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合約 

 

 

院級海外交換研修 

為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並充實校園國際化能量，社科院每年均

選送政大學生赴海外交換研修，並接受姐妹院薦送學生前來本院交

換。 
 

★ 薦外(Outgoing)交換 

學年度 薦送至國家/地區 人數 

105 芬蘭、日本、中國大陸、香

港、韓國、瑞典、法國、德國 

21 

106 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

國、芬蘭 

22 

107 中國大陸、泰國、日本、韓

國、法國、芬蘭 

20 

108 中國大陸、日本、法國、芬蘭 10 

109 日本、韓國 6 

 

★ 外薦(Incoming)交換 

學年度 來自國家/地區 人數 

105 中國大陸、香港、韓國、愛沙

尼亞、芬蘭 

17 

106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韓

國、日本、芬蘭 

16 

107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韓

國、日本、法國 

19 

108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韓

國、日本、法國 

23 

109 (受疫情影響，未開放交換生來

台) 

0 

 

 

 



科技與社會跨國學分學程 

科技與社會跨國學分學程的英文名稱是‘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novations’，簡稱為 TSI。該學分學程是由社科院和泰國法政大學

跨領域研究學院共同設立、提供全英語課程，並於 2020年簽署合

約。兩校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加入此學分學程，修滿來自「社會議

題」、「科技識能」、「在地實踐」三個領域共 15學分後，即可獲社科

院和泰國法政大學共同頒贈結業證明。 

 

 

 

社會科學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為健全國際學程自學士班到博士班的完整體制，強化師生國際

流動的能力，本院曾於 108年規劃增設社會科學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in Social Sciences (IBASS），招收本

國生 15人，外籍生 30人，並通過外審及校內各級審查，最後簽案

依校方意見緩議。 

 

 

 

國際永續城鄉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為配合全球永續發展的倡議，國家南向政策的戰略，以及本校

發展南島民族教育陣線的佈局，本院針對東南亞國家在城鄉發展不

均所導致偏鄉貧窮、社福（含醫療與教育）資源不足、自然資源耗

竭、環境污染等多重發展不良等議題，欲以國際博士學位學程為基

礎，推動政策研議，創新市場機制，以及民間參與等多元整合的行

動研究，連結泰國法政大學，印尼艾爾朗加大學，進一步開發海外

教研基地，發展雙聯學程。本計畫構想正在學校審查之中。 

 

 



客座教授、訪問學人 

學者姓名 訪問期間 

陳健民教授 110.8.1 起至 111.7.31 

朱耀明牧師 110.1.1 起至 111.6.30 

 

雙語學習計畫 

社科院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政策」，提出「大

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院─全域雙語模式的建構」

計畫，以培育國際社會領袖及全球公民為終極目標和教育宗旨。為

逐步實現理念，本計畫亦制定五年期（2021-2026）階段性績效目

標，並於 2021年 7月 19日繳交教育部，刻正審查中。 

 

 

學生大使 

為協助社科院外籍交換生及學位生融入校園生活，社科院每年

定期招募大學部學生擔任學生大使，並辦理校園或城市導覽等活

動，加深外籍生對台灣文化的認識。歷任學生大使名單如下： 

 

學年度 學生大使姓名 

106 政治系方怡然、公行系施函妤、經濟系劉玟均、財政系薛忠

杰、地政系陳季昀、財政系李佳臻 

107 政治系吳章傑、地政系郭宇鈞、經濟系陳禹嫺、經濟系葉致均 

108 政治系吳章傑、地政系郭宇鈞、經濟系陳禹嫺、經濟系葉致均 

109 政治系余則緯、民族系吳祁叡、財政系李怡霆、財政系林煌奇、

公行系陳宥均、政治系廖子豪、政治系廖翔緯、財政系劉語姍、

財政系盧語宸、地政系戴洺怡、地政系顏郡萱 

 

法規增訂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組織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獎（補）助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施行辦法 



霍特獎參賽情形 

    經濟系伍朵麗同學（Doris N. Woitschach）與本校其他學院學生

共組一支名為 UpRoot的團隊，參加 2021霍特獎競賽，經初選後榮

獲評審團肯定，將於 2021年 7月出發前往英國 Ashridge House參加

複選，社科院已決議通過補助伍朵麗複選旅費共新台幣 4萬 4千元

整。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必修「領導願景與利他價值」、「台灣發展重大公共議題」 

    「領導願景與利他價值」，每一主題先邀請重量級專家演講，並

透過分組演辯攻防，及心得撰寫，深刻省思該主題。對於培養行政

管理領導人才，視野的開拓，價值的建立，將有很大助益。公共利

益、利他價值，尤其最為核心。茲列出 2020 年該課程受邀演講之名

單，如下表。 
  姓 名       職 銜         講 題 

1 嚴長壽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

事長 

台灣， 下一步?? 

2 張盛和 前財政部長，東吳法商

講座教授 

領導與激勵--中間幹部的修練 

3 童振源 僑委會委員長 從數位外交到僑務槓桿支點 

4 洪智杰 至善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跨界與超越 學習愛的五堂課 

5 賴青松 穀東俱樂部發起人 從志願農民到「半農興村」 

6 熊震寰 中原大學產業學院院長 21 世紀渴求人才與利他價值 

     

另外，配合演講主題，亦要求學員閱讀《第二座山》，除了自己

本身的事業，金錢、權位、名聲等世俗之成就，亦進行「利他」之

實踐，圓滿生命的意義。 

    「台灣發展重大公共議題」在使學員充分了解當前重大公共議

題。亦是先邀請重量級專家演講，並透過分組演辯，及心得撰

寫，深刻省思該主題。茲列出 2021 年該課程受邀演講之名單，如下

表。 

 

 姓 名 職 銜 講 題 

1 張金鶚 前台北市副市長 住房的自由 

2 黃天牧 金管會主委 永續金融政策 

3 胡忠信 政論家 公民人文主義身分認同終極關懷 

4 陳美伶 前國發會主委 台灣地方創生故事 

5 鄭麗君 前文化部長 從文化治理反思民主治理下一步 

6 蘇 起 前國安會秘書長 當前美中台關係 



 
 

    另外，配合演講主題，亦要求學員閱讀《成功的反思》，一起思

辨「效率」與「公平」。同學都反映獲益良多。 

 

 

舉辦「後疫情時代 公共治理與社經發展」研討會 

  2021 年 6 月 5 日，本學程辦理「後疫情時代 公共治理與社經發

展」研討會。社科院院長江明修在開幕致詞時表示，面對國家社會

最艱困的時刻，讀書人不宜關起門來閉門造車，反而應釐清問題意

識，解決迎面而來的挑戰。「後疫情時代 公共治理及社經發展研討

會」聚焦在財經議題、社會發展、公共政策形成三大面向，希望結

合實務與學術，讓公民的力量為臺灣社會找出路。 

    這是政大行管碩第一次舉辦研討會。由於疫情嚴峻，此次研討

會改採線上遠距進行，在周六上午仍吸引超過百人上線參與。參與

者只需在家中即可與頂尖學者、部會首長即時交流，充分體現「停

課不停學」的防疫新生活。研討會成果，也已委請智勝出版社出

書，以廣流傳。 

類別 發表人 講題 

財經發展篇 黃明聖 教授 後疫情時代 凱因斯再度偉大 

蘇建榮 部長 財政永續與財政韌性 

社會發展篇 劉梅君 教授 關鍵時刻 - 社會不平等的反思與社會團

結的重建 

鄭麗君 部長 暖實力、民主治理、及社會團結 

公共治理篇 陳敦源 教授 從 COVID-19 看民主治理 

黃天牧 主委 後疫情時代金融監理之挑戰與因應 

 

 

舉辦「論文寫作營」及檢視「論文題目與指導教授專長」 

論文寫作營之目的為強化學生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能力，提升

學生畢業論文品質，增進學程之學術研究發展及地位。因此論文寫作

營課程規劃上午講授學術研究倫理與實例探討，下午則是依照研究方



 
 

法類型分班教學。另，為落實學術倫理及配合教育部推動學位品保機

制，學程主動自我審查所有畢業論文題目與系所指導教授專長檢

核，均符合規定。 

 

   

 

加速學生畢業：開辦暑期班、舉辦論文大綱發表會、關懷

學生 

因在職專班特性，學生不受寒暑假限制，暑期課程的實施，協

助同學持續不間斷學習，有助於及早完成學分的修習，並在課程教

師與學程的輔導下進入撰寫論文的階段，有助於本學程提升畢業

率。 

108 年暑期課程 109 年暑期課程 110 年暑期課程 

人力資源與組織發展 跨域治理    人力資源與組織發展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一）：量化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一）：量化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二)：質化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二）：質化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與論文實作 研究設計與論文實作 

社會創新實作 社會創新實作 管理經濟學 

自 108 學年度起，學程舉辦「論文大綱發表會」，敦促學生發想

論文題目，並尋找指導老師。近年對於已修畢學分但未畢業學生積

極輔導，透過導師課的實施與指導教授媒合作業，希望進一步幫助

同學順利畢業。 

2021 年 5 月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社會與經濟受到嚴重衝

擊。本學程針對在學生進行關懷調查，了解學生在學習上及生活

上，是否有需要學程協助之處。 

 



 
 

評選「行管碩最佳碩士論文」 

為增進學程學術研究能量，每學年舉辦一次最佳論文甄選活

動，凡本學程畢業之研究生所撰寫之碩士論文，符合參賽資格

者。均得參加。每年校友團圓

日表揚獲獎之師生，與在學學

生分享論文寫作技巧與心路歷

程，作為學弟妹對於未來論文

撰寫方向及方法的學習對象。 

 

 

 

 

加強入學考試宣傳及成果 

面對大環境之變遷與衝擊，本學程開拓多元招生管道，除了行之

有年之宣傳活動，例如校友推薦、發送招生海報、電子公文至各公私

立機關宣傳及舉辦招生說明會等；更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政

策創新碩士學分班，目前已開辦至第十期。 

另為因應現代社會進步，新增創新招生宣傳管道，像是透過

LINE 社群軟體廣告、電子媒體 (UDN) 以及捷運月台電視廣告等宣

傳方式並配合入學研習營之辦理，增加了本學程知名度，使報名人數

持續成長。 

 

學年度 招收人數 報考人數 錄取率 報到率 

107 89 115 77% 100% 

108 89 137 65% 89.66% 

109 89 141 63% 100% 

110 89 154 57.79% 100% 

 

 

 

 



 
 

開辦「國防專班」及「領導決策專班」 

    自 106 學年度起與國防

部合作，建立現役軍人在職

進修管道，陸續成立國防專

班與領導決策專班，以強化

軍文交流，共同培育學養經

驗俱佳的優質領袖人才。 

 

 

學年    班別 國防專班錄取人數 領導決策專班錄取人數 

106 學年 23 NA 

107 學年 21 20 

108 學年 14 25 

109 學年 21 18 

 

 

開辦「卓越領導班」 

配合將官晉升，國防部委託社科院於每年春、秋兩季辦理「卓越

領導班」。透過跨領域課程，採軍文交織互動方式，深化國軍及各部

會高階主官管對國家整體發展之認識，拓展大戰略視野，以優化領導

決策品質。自 106 年起共辦理六梯次，受訓將官共計 26 位中將、98

位少將、81 位十一職等以上文官。 

   

 

 



 
 

擴大學分班招生 

自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開

設「政策創新碩士學分班」，以

培養政策管理和創新之能

力，也為任何對公共政策有興

趣人士提供進修管道，增進學

生報考意願，已經開辦至第十

期，累積開課科目 25 門課

程，修課人次達 672 人次。 

另外，自 109 學年第 2 學期與國家文官學院合作開設「公務學程

學分班」，使政府機關具有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資格之公務人員，可預

先瞭解並修習行政管理知能課程相關理論知識；並配合本學程之學術

資源，提供公務人員多元學習機會，以提升我國中高階文官之專業素

質。 

 

 

 

 

 

協助「行管碩學友會」改選及「校友團圓日」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友會」，成立於民國 94 年，目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109學年

修課人數 54 85 89 120

開課門數 4 4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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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理事長已由桃園市議員舒翠玲女士，交接第 8 屆理事長甘樂文創

執行長林峻丞先生。學程辦公室於歲末年終與學友會合辦「校友團

圓日」活動，凝聚政大行管碩學程大家族的向心力，並於活動當天

頒發最佳碩論文及傑出學友獎項。 

 

 

 

 

 

 

 

 

 

成立 20 周年慶祝活動 

本學程在民國 108 年迎來 20 周年，並在 109 年初結合校友團圓

日，擴大舉辦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20 周年風華再起慶祝活動。慶祝活

動當日，除了熱情與會的同學們，更邀請到郭明政校長、社科院名譽

院長---蒲澤春上將、行管碩創始院長---陳小紅教授，蒞臨現場，給予

學程最大的支持與鼓勵。在師長與同學的共同經營下，持續擦亮行管

碩的招牌，展望未來，繼續開啟行管碩的新篇章。 

 



 
 

網頁、會議室更新變化 

在 108 年末時，學程重新打造學程網

站，除了保留舊有資料並重新分類外，還

結合現今需求並預留部分區域給予未來

進行擴充使用。同時運用現今網站科技

技術，在後台置入每日人流次數、停留時

間/頁面、關鍵字查詢等功能，利用這些

數據作為學程招生或活動時的行銷決策

方向與文案內容調整參考，並進行隨時

的微調與調整，期許學程網站作為學程

師長、同學及未來學生的全方面參考指

南系統。 

學程管理空間部分，相關設備使用已

久，因此著手進行空間活化與設備空間提升更新規劃。學程升級四間

會議室、打造行管碩教師休息室。行管碩期刊閱覽室完整有系統的收

藏畢業系友之碩士論文，並提供舒適空間給學生作為課業討論的空間。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招生狀況維持穩定成長 

本學程近六年招生錄取率維持穩定成長，招生原則以學生素質

為最基本之考量，因此在評選過程中安排五位教師擔任評審委員，

在外籍生部分，每位委員皆需閱讀所有申請者所提供的書面資料，

包括：自傳、研究計畫、兩封推薦信、碩士論文及其他著作、英語

程度證明書等。之後委員在招生會議中討論並選出當年度外籍生錄

取者。 

   以下為近六年之錄取人數概況分析: 

學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國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人數 2 8 2 9 2 13 2 13 2 12 2 15 

總人數 10 11 15 15 14 17 

 

110學年部分，報名人數：本地生 2名，外籍生 36名。總錄取

人數 14名；本地生 1名，外籍生 13名。本地生：招生人數 9名，

報名 12名，錄取 8名，全數報到。外籍生：招生人數 20名。第一

階段報名人數 16名，錄取 7名，報到 6名。第二階段報名人數 24

名，錄取 6名。報到 6名。 

 

 
教師發展 

IDAS 做為一跨領域學位學程，其教學任務主要為由社會科學

院各系所及本校其他院系教師，以及國際關係中心之研究人員等支

援。故除 IDAS 於創始時，社科院特經由本校延攬傑出與特殊人才

會議聘請柏門（Evan M. Berman）教授擔任本院講座教授及 IDAS 



專任教師及何漢

理(Harry Harding)

玉山學者及 IDAS

客座講座教授。

本校講座推薦案

係經各學院之教

師評審委員會或

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審議，衡酌講座學術成就、各領域均衡發展及

名額限制等因素並經決議通過後，提本校延攬傑出及特殊人才會議

審議。再經延攬傑出及特殊人才會議審議通過，並由人事室將應送

外審之候選人資料送請校外二位學者專家審查後，續提講座遴聘委

員會審議。 

至於目前於 IDAS 支援授課之教師則來自社會科學院各系所，

其中教師獲得博士學位比例為 100%、取得國外博士學位比例亦為 

100%。 

 
 
學生活動 
 學術活動 
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貴賓 

107.4.7 India’s Domestic Debate 

over China’s Activities in 

the Indian Ocean 

Dr. Raideep Pakanat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inda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107.5.7 Indo-Pacific Forum Talk Prof. Vinsensio Dugis (2019 Taiwan 

Fellow and Senior Lecturer, Universitas 

Airlangga, Indonesia) 

107.5.10 2018 India Studies Serial 

Workshops I: 

US-India Relation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r. Sumit Kumar,  

(Pondicherry University, Recipient of 

2018 Taiwan Fellwship) 

107.5.17 2018 India Studies Serial 

Workshops II: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Perceptions 

fron ASEAN, Australia, 

and India 

Dr. Christopher Robert ( Director, 

National Asian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Policy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nberra) 



107.5.24 Japan’s Aid Policy Dr. Akio Takayanagi (Prof. Faculty of 

Global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Ferris 

University, Yokohama) 

107.5.29 Development Aid in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Prof. Baiq L.S. Wardhani (Lectur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as Airlangga, Surabaya) 

107.10.19 Women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20 Years after 

Reformasi (1998-2018) 

Dr. Ani Widyani Soetjipto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as Indonesia) 

107.10.30 The Ideas in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Prof. Baiq Wardhani (Lectur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as Airlangga, Surabaya) 

Prof. Vinsensio Dugis (Senior Lectur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as Indonesia) 

107.11.1 Inventing Nana Hsu: One 

Story, Three Beginnings 

Prof. Joseph R. All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07.11.7 The Resilient Story of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and Their Striggle 

Kaydor Aukatsang (Chief Resilience 

Officer (CRO) of the Centrea; Tibetan 

Administration and Senior 

Advisor  

107.11.22-

11.24 

Transformation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Next Decade 

and Beyond 

107.12.18 Canada’s Role in Indo-

Pacific Guest Speaker 

Huy Nguyen, Deputy Director of 

General Relations, CTOT 

108.1.3 Beyond the Center: 

Coalition Politics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Opening 

Prof. Vic Wai L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07.10.25 Women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20 years 

after Reformasi (1998-

107) 

Ani Widyani Soetjipt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donesia 

University ) 

108.10.2 Understanding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 

Critical Perspective 

Prof. M. Shamsul Haque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isity of Singapore) 



108.10.08 EU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Rafal Wisniewski, PhD. 

109.11.10 Indonesian Aid to the 

South Pacific Countries 

Prof. Vinsensio Dugis (2019 Taiwan 

Fellow and Senior Lecturer, 

Universitas Airlangga, Indonesia) 

109.12.30 Risky Social Insurance 

Foundation? Income 

Insecurity and Welfare 

States in Young 

Democracies 

Dr. Wei-Ting Yen (Assistant Professor 

Government Department 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 

 

 

 

 

 

 

 

 

 

 

 

 

 

 

 

 

 

 

 

 

 

 

 

 

 

 

 

 

 



 

 

 

 

 

 

 

 

 

 

 

 

 

 

 

 

 

 



 課外活動 

1. 每學年舉辦新生說明會，因應相關節慶活動舉辦學生聯誼交流

活動，如烤肉活動、期初聚會、期末聚會及聖誕聚餐等。 

2. 於 109年 8月開始 Travel to Help (專長換宿)計畫:這個活動主要

目的是以學生於寒暑假時利用自生所學來幫助偏鄉社區。我們

希望學生能在寒假期間先計畫旅程。學生需要先向國際學程辦

公室報名，辦公室會從報名者中選出部分學生，入圍的學生須

提出報告詳述他的旅程計畫。這項活動會支付每位學生 1萬元

的零用金，補助其食宿和交通費。目前潘孟吉同學、藤敏龍等

同學為先例，潘孟吉同學更獲台華獎辦公室好評。 

3. 於 109年 12月 18日舉辦歲末尾牙派對，使活絡師生間的連結

與感情，並使同學們印象深刻。 

 

 

志願服務 

歷來 IDAS 學生中即有志願參與社會服務者。IDAS學生也參

與以台灣社會為主的社團活動，包括參加提供社會服務性質的社

團，參與台灣社會中 NGO 所舉辦的各種活動會運動，其中 IDAS 

教授中亦包含長期關注台灣社會流動與發展的研究領域，參與台灣

社會活動遂成為課堂中的內容，讓學生能夠有機會參與平時無法參

加的社會活動。在學生自我的參與中，IDAS 國際學生當中亦積極

加入成為台灣 NGO 會員，其參與的社會層面相當廣，參與的議題

包括國際發展、社會貧富差距問題、社會福利問題、宗教議題等，

這些議題常與學生的研究領域相關。也有同學受邀到各教育機構演

講，介紹自己的國家以及目前的研究，透過增進與台灣的社會連

結，除了體驗在台灣的生活之外，亦能夠對自身的學術研究帶來益

處。 

除學生志願參與之社會服務外，本學程所設之獎學金中的獎勵

標準包含鼓勵學生學程事務活動參與及其他社會服務。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IDAS 學生相當認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重要性，除了能夠相

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現於國際學者眼前之外，對於在會議中所得到的

評論，亦是將文章修正後投稿國際期刊的重要資訊。因此 IDAS 學

生每年均相當積極地申請科技部經費、政治大學經費與其他國內的

補助，以參加國際知名的學術會議，這些會議包括 International 

BISA-ISA conference、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Asia-

Pacific Economic Association、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Philipp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rganization、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mmittee的年會或是工作坊。IDAS 學生不僅

出席，更在年會當中發表最新的研究成果。 

  IDAS 學生不僅有極高之向臺灣以外之國際移動能力，也有將

國際學界移動至臺灣之能力。IDAS 於 2018 年舉辦國際學術研討

會 Transformation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Next Decade 

and Beyond，IDAS 學生於會議籌辦階段展現組織及國際合作能力。

此會邀請美、澳、紐、韓、中、台等國內、外知名學者，與 IDAS 

學生進行針對亞太發展相關議題進行討論。研討會主題全面檢視台

灣與亞太地區的因應發展之道，除了 17組分組的論文發表之外，也

舉辦了兩回合的圓桌研討會，分別就「民主以及公共治理的區域發

展」（Regional Development in Democracy and Public Governance）以

及「區域融合以及安全」（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進行研

討。 

 

 

至國外進行田野調查 

IDAS 的宗旨為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亞太區域的研究，

據此在區域研究領域中，深入前往博士論文研究中所探討的地區實

為重要，此科學方法中的實證經驗自構成 IDAS 學生撰寫博士論文

時相當重要的部分。也因此 IDAS 鼓勵學生前往各地進行田野調



查，例如有學生為探討中國與東南亞的湄公河水源的政治經濟，即

深入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國家；在研究中國人民幣匯率與經貿議題，

IDAS 學生也深入中國北京官方單位與數個智庫，進行深度訪談。

對於 IDAS 學生在撰寫研究論文上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招生狀況穩定 

學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國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港

澳 

人數 3 12 5 21 2 18 1 18 1 43 3 

    110學年度招生狀況穩定成長，總錄取人數 64名(109學年度錄

取 47名)，其中港澳生 4名，本地生 4名，外籍生 56名。 

 

 

致力彰顯台灣特色，多元語言及活動型式提升國際知名度 

 106-107年度學術演講 

序

號 

時間 演講題目 演講貴賓 

1 106.3.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Color 

Revolutions, Arab Spring 

and Youth Mobilization in 

East Asia from East-

European Perspective 

Prof. Krzysztof Kozłowski  

(Vice-Rector for Teaching and 

Student Affairs at Warschool) 

 

2 106.4.17 Estonia, Its National 

Narratives, Ethnopolitics 

and Borders 

Prof. Eiki Berg 

(Erusmus+ visiting schola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han 

Skyt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artu, ESTONIA) 

3 106.4.18 Ever Larger Europe? Prof. Eiki Berg 

(Erusmus+ visiting schola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han 

Skyt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artu, ESTONIA) 

4 106.4.19 'Lines of Contact' Between 

Parent States and 

Secessionist Entities: 

Link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e Conflict 

Zones 

Prof. Eiki Berg 

(Erusmus+ visiting schola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han 

Skyt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artu, ESTONIA) 



5 106.6.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 

Pivot to Asia-Pacific 

Strategy under Trump 

Chieh-cheng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6 106.6.14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 
William Vocke 

(Chief  Executive, Fulbright 

Taiwan Exchange Foundation) 

7 106.10.25 Phantom Services: Deflecting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Kevin O’Bri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9 107.5.22 Assessing the Gesture 

Politics of the DPRK in 

the Post-Olympic Period 

Niki Alsford 

(Reader & Director of IKSU,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ter, UK) 

8 107.5.23 Security Dilemma or 

Normative Dilemma? 

Conflicts among the 

Countries Involved 

with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Ray Dongryul Kim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 

1

0 

107.6.26 Universal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Knowledge: A Critical 

Asian Perspective 

M. Shamsul Haqu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djunct Chair Professor, 

IMAS, NCCU, Taiwan) 

1

1 

107.6.27 Research on Asi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M. Shamsul Haqu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djunct Chair Professor, 

IMAS, NCCU, Taiwan) 

1

2 

107.6.28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Limits 

and Challenges 

M. Shamsul Haqu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djunct Chair Professor, 

IMAS, NCCU, Taiwan) 

1

3 

107.10.25 Women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20 years 

after Reformasi (1998-

107) 

Ani Widyani Soetjipt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donesia 

University ) 

 

 



 108年起至今，多元呈現 

1. 2019 年 11月，以 IMAS 主任名義於英文南華早報撰文。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35974/china-friend-or-foe-

singapore-how-wily-lee-kuan-yew-made-it-both ) 

2. 2019 年 11月，為協助外籍生瞭解原住民文化，外籍與本地師生於校園景美

溪畔舉辦活動。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2019-wild-boar-

bbq-2/ )  

 

 

 

 

 

 

 

3. 2019 年 12月，與佛光大學舉辦宜蘭與國際地方創生經驗交流工作坊，外

籍與本地師生會後參訪成立超過百年的宜蘭酒廠。。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7217,c87.php?Lang=zh-tw ) 

4. 於 2020年 4月與同為英語教學的北韓平壤科技大學 (Pyongy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yongyang_University_of_Science_and_Technology ) 

簽合作協議。疫情期間的具體合作上，由該校法國籍兼任助理教授 Theo 

Clement 於 2020年 12 月與 2021 年 6月協助 IMAS 遠端教學與演講。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development-policies-of-north-korea/ 、 

https://moltke.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tion=conferenceInfo&confe

renceID=X17670 ；我方則於 2020 年 9月提供該校兩堂中國經濟 (由王信實、

莊奕琦兩位老師授課)上課錄影，已刊登在該校新聞中。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35974/china-friend-or-foe-singapore-how-wily-lee-kuan-yew-made-it-both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35974/china-friend-or-foe-singapore-how-wily-lee-kuan-yew-made-it-both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2019-wild-boar-bbq-2/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2019-wild-boar-bbq-2/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7217,c87.php?Lang=zh-tw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development-policies-of-north-korea/
https://moltke.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tion=conferenceInfo&conferenceID=X17670
https://moltke.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tion=conferenceInfo&conferenceID=X17670


5.   於 2020年 5月與海洋大學合作，

外籍與本地師生於基隆舉辦交流各國

海洋與島嶼發展經驗工作坊，實際瞭

解在地海洋產業、礦業文化轉型與殖

民經驗。(中文版新聞稿見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

7788,c87.php?Lang=zh-tw ; 英、法、義文版新聞稿見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7792,c87.php?Lang=en )  

6.   為鼓勵外籍生瞭解台灣外交形勢及非洲與亞太關係，於 2021年 9 月邀請

新任索馬利蘭大使 Ambassador Mohamed Hagi 來本所演講並與國內外師生交

流，會後大使為本院新設穆斯林祈禱室確認方位。(中文版新聞稿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8464,r128.php?Lang=zh-tw ；英文版新聞稿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8466,c87.php?Lang=en )  

7.   於 2020年 10 月續與海洋大學合

作，於馬祖舉辦交流各國海洋與島嶼

發展經驗工作坊，國內外師生實際瞭

解冷戰遺跡、兩岸關係與馬祖產業發

展。(中文版新聞稿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

8467,r128.php?Lang=zh-tw ；英文版新聞稿 (https://www.nccu.edu.tw/p/405-

1000-8468,c87.php?Lang=en ；土耳其文版新聞稿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ada-sinifi-imas-ntou-ortak-calistayi-

turkish-version/ ；西班牙文版新聞稿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island-classroom-taller-conjunto-imas-

ntou-en-matsu-spanish-version/ )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7788,c87.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7788,c87.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7792,c87.php?Lang=en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8464,r128.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8466,c87.php?Lang=en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8467,r128.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8467,r128.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8468,c87.php?Lang=en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8468,c87.php?Lang=en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ada-sinifi-imas-ntou-ortak-calistayi-turkish-version/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ada-sinifi-imas-ntou-ortak-calistayi-turkish-version/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island-classroom-taller-conjunto-imas-ntou-en-matsu-spanish-version/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island-classroom-taller-conjunto-imas-ntou-en-matsu-spanish-version/


8.   為讓外籍生瞭解中文學習與田野調查的重要性，於 2020年 10月邀請著

名美國中文專家，Williams College 講座教授 Cornelius C Kubler 來本所演

講，分享其在澎湖許多小島蒐集方言的經驗。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guest-lecture-my-lifes-journey-across-3-

continents-6-cultures-and-12-languages-observations-and-lessons-learned/ ) 

 

 

 

 

 

 

 

 

 

 

 

9.   2020 年 12月，社科院與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n) 政治與國

際關係學院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簽署合作協議，雙方

每年可各派 4位學生前往對方學院交流。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imas-guest-lecture-studying-politics-in-

robin-hoods-home-town/ ) 

10.  2021 年 1、2月間，邀請本所畢業生，於華府著名智庫 Project 2049 工作

的學者 Ian Easton 與在聖露西亞大使館擔任二等秘書的 Bernise Springer，告

訴學弟妹們在台灣學習與學習中文的重要性。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alumnus-ian-easton-sends-his-regards/ )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a-message-from-alumna-bernise-

springer/ )  

11.  為進一步加強外籍生跨校與跨文化交流，2021年 3月邀請美國范德比大

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授 Brett Benson 與甫獲費正清獎 (John K Fairbank 

Priz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BB%E6%AD%A3%E6%B8%85%E7%8D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guest-lecture-my-lifes-journey-across-3-continents-6-cultures-and-12-languages-observations-and-lessons-learned/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guest-lecture-my-lifes-journey-across-3-continents-6-cultures-and-12-languages-observations-and-lessons-learned/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imas-guest-lecture-studying-politics-in-robin-hoods-home-town/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imas-guest-lecture-studying-politics-in-robin-hoods-home-town/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alumnus-ian-easton-sends-his-regards/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a-message-from-alumna-bernise-springer/
https://internationalprograms.nccu.edu.tw/a-message-from-alumna-bernise-spring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BB%E6%AD%A3%E6%B8%85%E7%8D%8E


%8E ) 的賓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 Eiichiro Azuma、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共同舉辦亞太過去與未來研討會，會後由真理大學國際

處接待，瞭解西方傳教士在台灣經驗、西班牙與日本殖民記憶，與中法戰爭遺

址。(英文新聞稿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9147,c87.php?Lang=en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BB%E6%AD%A3%E6%B8%85%E7%8D%8E
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9147,c87.php?Lang=en


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招生人數穩定成長 

本學程近六年招生錄取率維持穩定成長，至 104學年起，年平

均新生註冊人數，本籍學生為 7人，境外學生為 8人。整體上，新

生入學人數穩定成長，下表為歷年註冊人數。 

學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國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本

籍 

外

籍 

人數 11 6 5 6 10 6 5 9 2 8 8 11 

 

    110學年部分，報名人數：本地生 12名，外籍生 40名。總錄

取人數 20名，本地生 8名、外籍生 20名。本地生招生人數 9名，

報名 12名，錄取 8名，全數報到。外籍生招生人數 20名，第一階

段報名人數 12名，錄取 10名，報到 9名；第二階段報名人數 28

名，錄取 11名。報到截止 6月 9日。 

 

 

 

教師發展 

本學程的師資由社科院下各系所支援組成，並視所需課程的領

域，商請各系所教授開課。由於本學程大部分的學生為境外生，且

課程為全英語授課，教師在此環境下，有機會發展出不同的授課模

式，並在與多元背景的學生互動中，豐富自身的思考，有益教師的

個人成長。 

 

 

 

 

 

http://www.imes.nccu.edu.tw/
http://www.imes.nccu.edu.tw/


國際化 

近六年境外在學學生人數分別為 15人、12人及 17人，來自世

界各洲，其中以亞太、中南美洲及歐洲的比例較高。本籍學生近三

年出國交換人數分別為 8人、2人及 2人，交換院校皆分布在亞太

區域與歐洲。至本學程交換之境外生分別為 4人、4人及 7人，分

佈於亞太、北美及歐洲。本學程為全英語授課之學程，故所有開設

之課程皆為英語教學，近三年之課程數為 22、24及 24。 

 

 

學術演講與工作坊 

 109-1  

1. 109.11.22  Joint Academic Lectures GIDS and IMES: Prof. 

Vladislavjević Discusses the Global Democratic Ebb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由 University of Belgrade, Serbia的

Nebojša Vladisavljević助理教授主講。(與國發所合辦) 

2. 109.12.10  Research Foundation 

Workshop，由 IMES 必修課授課教師楊

子霆老師、蘇昱璇老師、彭喜樞老師主

講。 

3. 109.12.15  ‘Emotions, Care and 

Discursive Powe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Monyul, Eastern Himalaya’

由英國 Sussex University 發展研究博士

候選人林汝羽演講。（與國發所合辦） 

 

 109-2 

1. 110.5.12 ‘Marry for Love or for Having Families? An overview of the 

gendered connection betwee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in 

Taiwan,’ 由英國劍橋大學地理系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

所特約研究員鍾瑋芸演講。（與國發所合辦）  



迎新與師生聚會 

 109-1 

1. 109.9.11 新生訓練-「社科院應社碩新生訓練 喜迎新生師生同

樂」 

2. 109.11.11 師生聚-「疫情下關懷學生生活與學習  社科院應社碩

辦師生聚」 

 

 109-2 

110.5.10 師生聚-「社科院應社碩師生聚 交流研究與課程意見」 

   



特色學程- 英語授課學分學程 ETP 

(English Taught Program)  

 

社科院英語授課學分學程(ETP) 自 105學年度起設立，結合英語

課程與社科院各學系英文授課的專業課程，鼓勵學生用英語學習專業

知識，並培養跨領域思考能力。 

109學年度起，院長邀請財政系吳文傑教授擔任學程召集人，並

邀請各學系開設學士班英語授課課程老師，包含政治系翁燕菁老師、

社會系胡力中老師、公行系廖興中老師、地政系林子欽老師、經濟系

黃柏鈞老師、民族系劉子愷老師擔任學程委員，推動 ETP發展。同時

自 109學年度起，協助 ETP的學生與國際學程的學生規劃家族（CSS 

Buddy Program），促進本國生和國際生的互動與交流，讓 ETP學生有

更多精進外語，認識各國文化的機會，也可以協助國際生更快的融入

與適應臺灣生活。 

此外，修課相關規定改變，增加修課彈性，讓同學有更多元的選

課機會；同時放寬證書發放門檻，讓學生可依修課狀況分階段申請修

課證書及結業證書。透過修讀 ETP 達到跨領域、跨系所甚至是跨院

的修課，培養學生社會科學跨領域統整的核心能力，國際移動能力，

提升學生碩士班報考國外學校，乃至於未來進入職場的國際競爭力。 

 

105學年度創辦招生說明會 



招生情形 

學年度 新生人數 核准修讀人數 

105 539 50 

106 543 59 

107 538 53 

108 528 43 

109 532 54 

 

 

活動辦理 

109學年度學程多次邀請外師舉辦英文講座，增進 ETP學生間

的互動與聯結，並藉由國際人才的經驗分享，擴展學生的國際視

野。 

1. 109.11.04邀請安能亞太有限公司（EnBW Asia-Pacific Ltd.）總

經理Markus Wild分享歐洲求學生活、企業工作環境及臺灣離岸

風電現況。新聞稿連結：https://www.nccu.edu.tw/p/16-1000-

8473.php?Lang=zh-tw 

 

 

 

 

2. 109.11.26邀請任職於何嘉仁國際文教集團的招募經理 Wesley 

Jordan與同學使用英語對話分享對文化、發展及政治的相關議

題。新聞稿連結：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

8605,r128.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16-1000-8473.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16-1000-8473.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8605,r128.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8605,r128.php?Lang=zh-tw


 

 

3. 110.05.11邀請 Noodoe Inc.的行銷總監及 Runivore共同創始人 

Tomasz Hasinski 和同學分享在波蘭、美國、臺灣工作和生活的

點點滴滴。新聞稿連結：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

9534,r17.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9534,r17.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9534,r17.php?Lang=zh-tw


學程聚會 

109.09.10 迎新活動-「社科院 ETP聯歡會擴大舉辦，凝聚新舊

生情誼新聞稿連結：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

8182,r17.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8182,r17.php?Lang=zh-tw
https://www.nccu.edu.tw/p/406-1000-8182,r17.php?Lang=zh-tw


特色學程-人文領袖榮譽學程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Arts, PPESA） 
 

本院參考英國牛津大學「哲學、經濟、政治學程（PPE）」與

倫敦政經學院相關學程，於 109學年度攜手傳播學院與文學院，設

立跨學院、跨領域學分學程，由國發所魏玫娟老師擔任學程召集人，

並邀請文學院哲學系鄭會穎老師、傳播學院陳儒修老師及黃俊銘老

師、本院江明修院長、政治系陳建綱老師、社會系高國魁老師、財

政系胡偉民老師擔任學程委員。本學程於 109年度開始招生，申請

報名修讀學生計有 70餘位，經學程委員會審議決定增額錄取 2名，

共錄取 22 名同學。由於學生申請踴躍，經學程委員會討論之後修

訂本學程施行細則，將錄取名額提高至以 30 名為原則。本校於今

（109）年度加入臺灣大學聯合系統之後，本學程也已同意自 110學

年度起開放台聯大系統友校學士班學生申請修讀。 

 

PPESA學程設立宗旨為透過跨領域課程學習、講座與交流活動

參與，提供學程學生多元學習之微學程；學生修畢含一門必修課、

五個學群領域之群修課程，各學群至少應修習一門課程，修滿 18學

分之後，即可獲得結業證書。本學程於 109學年度設立運作以來，

除了期初期末的學程聚會之外，共舉辦八場各學門講座及藝術工作

坊，同時亦結合本院各項學生社會關懷與在地實踐的體驗教學活

動，以期藉此提供學程學生結合理論與實踐的機會，並從實踐檢視

課堂上所學習的基礎理論知識。 

招生情形 

學年度 申請人數 核准修讀人數 取得證書 

108 (試辦) X 22 3 

109 (正式) 71 22 3 

110  40 21  



（第一階段在學生） 

110  

（第二階段新生） 
   

 

 

 

學門演講與工作坊 

1. 109.10.15 藝術學門講座-「社科院 PPESA藝術講座 梁崴談

『藝術、美感與人文素養』」 



2. 109.10.20 哲學學門講座-「社科院 PPESA哲學講座 林遠澤

談西方現代性危機與東亞文化未來」 

 

 

3. 09.12.17 藝術學門工

作坊-「社科院 PPESA 學程藝術工作坊 參與者透過創作徜

徉美的世界」 

4. 110.01.07 藝術學門工作坊-「社科院 PPESA 學程藝術工作

坊 師生體驗抽象畫創作之美」 

5. 110.04.14 政治學門講座-「社科院 PPESA政治學門講座 中

研院蕭高彥談政治現代性」 

6. 110.05.07 經濟學門講座- 「打造下一個護國神山？」 社科

院 PPESA與國發所邀中研院瞿宛文演講」（與國發所合辦） 

7. 110.07.02 哲學學門講座- 「社科院 PPESA 哲學講座 陳祖

為談先秦儒家與當代民主」 

8. 110.07.19 政治學門講座- 「不以權利為基礎的政治想像 社

科院 PPESA邀陳祖為演講」 



 

 

學程聚會 

1. 109.10.06 迎新活動-「社科院 PPESA迎新 師長勉勵跨領域

與體驗學習」 

2. 110.01.08 期末聚會-「社科院 PPESA 舉辦期末聚會師生交

流分享展望未來」 

 



社會關懷 創新實踐 
 

南風四重奏(I-Quartet Taiwan) 

    為開發有利於在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東南亞與新住民資源，本

院結合資訊科技與數位內容，推動具有東南亞特色的創新在地育成

計畫。達成整合院內東南亞領域的相關教學與研究資源、藉由創意

課程逐步導入 I-Quartet Taiwan 的基礎能力、凝聚創新育成平台的研

創方案、深厚政大與地方產業生態體系的實體合作。本院江明修院

長為計畫共同主持人，楊婉瑩副院長為計畫協同主持人。(南風四重

奏即楊副院長之發想) 

 

 

 

 

 

USR:「興隆安康․共好文山」社區共善計畫 

USR 計畫經由教育部的推動，本院於社會科學領域研究基礎上，

除了積極培養「具備社會關懷的人文領袖」，推動本院各系所開設相

關人文關懷課程及專題演講、工作坊外，更結合文山區在地單位，執

行「興隆安康․共好文山」社區共善計畫，期待透過跨部門、跨領域投

入，以創新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地方創生部分，本院地政系、民族系

社會培力 語言基澱

科技擴散 創意實踐



等相關系所共同著力推動主題課程及資訊技術，希望透過各項資訊技

術及創新構想，發揮地方創生之最佳效益。本項計畫自 107 年度開始

執行，由江院長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以及當時本院主管白仁德副院

長、黃東益副院長、應社碩王信實主任等協助共同執行，除了進行社

區內部的新住民關懷、學童課後輔導，更辦理多項活動，提供本院師

生關懷社區平台 

    自 109 年度起，校方將本計畫移轉至其他單位執行。 

 

 

 

見學之行 

為加強社科院與各縣市在地社會創新企業間之連結，社科院於

2020 年 6 月與 2020 年 11 月分別前往台東、南投及台中等地見學參

訪，此行目的在於：在地創生之見學與本院協力之道、偏鄉教育困境

之見學與本院協力之道、與臺東大學洽談校際社會創新合作計畫 

 

★ 台東社創見學 

日期 參訪單位 

2020/06/20 都蘭部落、非零農場 

2020/06/21 江賢二藝術園區、池上穀倉藝術館、台灣好

基金會、池上書局、鐵花村音樂聚落 

2020/06/22 臺東大學、臺東原創基地、均一實驗高中 

 

★ 花蓮社創見學 

日期 參訪單位 

2020/10/04 慈濟大學 

2020/10/05 壽豐牛犁社區參訪、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學院 

 

★ 南投-台中社創見學 

日期 參訪單位 

2020/11/22 牛耳藝術園區、桃米生態村、埔里紙教堂 

2020/11/23 暨南大學、東海大學 

 

 



 

 

社會創新實驗室計畫 

本院成立「社會創新實驗室」，對內整合產、教、研等活動，對

外連結政府、企業、非營利單位、其他大院院校，以及社區組織的

資源，推動社會改革。 

 工作重點：首先，在長期經營的社區設立培力基地，為有興趣

投入社會創新活動的同學提供有經驗及可信賴的社區業師；其

次，透過制度改良、種子基金的提供，以及在地連結，鼓勵更

多同仁投入相關活動；第三，透過開設具備精彩參訪活動的相

關課程以及競賽活動，吸引同學呼朋引伴加入；第四，提供國

際合作的海外活動，以及本院國際學生的投入，開啟參與師生

的國際視野；最後，成立院級平行的「產學合作辦公室」，讓創

新活動能夠在學生就業與產業發展等面向有持續性的影響。 

 推動成效：以該實驗室來媒合院內、企業與政府資源，推動

「社區創新基地」的概念，讓校園課程能夠得到社區的協助，

培養出具有創新實踐能量和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本年度計畫分

為 4個據點進行，成果列舉如下： 

1.新北市烏來區 

在新北市烏來區推動文化師資產業優化計畫，今年目標完成 3 種

文化培訓教材開發，試辦 1 場文化師資培訓課程。目前已完成

文化傳承教材 1 份，試辦課程近尾聲，原本在 5 月中要完成的

培訓課程因為疫情關係延宕，將於 6 月以遠距視訊教學形式完

成，頒發結業證書。另外，持續與烏來各教育單位與青年據點

合作，分別支援烏來國中小完成晨間閱讀課程。與烏來教會、

新北市烏來原住民傳統弓箭發展協會合作完成桃園青年事務局

原住民跨領域論壇。總計成果如下： 

(1) 協助新北市烏來區的烏來和福山部落提案獲選「新北市無形

文化資產」之列冊追蹤。 

(2) 文化傳承教材 1 份 

(3) 文化師資培訓課程 8 小時(尚差 4 小時) 



(4) 烏來國中小晨間閱讀活動 16 場 

(5) 桃園青年事務局原住民跨領域論壇 1 場 

2.新北市坪林區 

本年度要在坪林區以茶紙為主題發展文創商品與文創活動，在產

業開源不競爭的前提下，參與坪林產業革新與跨世代的溝

通。成果如下： 

(1) 坪林國中妖怪故事工作坊 4 場 

(2) 坪林國中茶紙妖怪面具工作坊 3 場 

(3) 茶紙文創商品開發工作會議 2 場，目標茶文化商品設計 2

款。 

3.桃園市大溪區 

大溪區是本實驗室設立社區創新實驗室的重點區域，並在實驗室

推動地方創生議題的具體作為，使大溪地方創生民間成果得

以被看見。成果如下： 

(1) 至善高中社會創新基地：設立大溪至善高中社會創新基地 1

處，導入日本加賀市地方創生示範人才培訓模式「行動者育

成學校」，執行「校內創業工作坊」。 

(2) 大三民在一起社會創新基地：於桃園市大溪區與復興區交界

之大三民地區的在一起書店，設立大三民在一起社會創新基

地 1 處。執行回家的人地方創生分享會 1 場（預計舉辦 6

場），招募 9 個城市居民前往大溪山村進行移居體驗，已經開

始網宣，並已獲得 3 人報名(預計 9 人)。 

(3) 協助大溪區地方創生計畫之「大溪地方創生設計平台」與

「農業資材所」進入區公所地方創生計畫提案。2021 年 4 月

正式向國發會提案。 

(4) 協助大溪在地團隊執行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之歷史文化風貌

塑造發展總顧問計畫「歷史空間及在地特色產業發展媒合計

畫」。調查大溪返鄉青年在地產業故事 12 案。 

(5) 參與客家特色聚落田野調查報告，協助撰寫【內柵篇】、【月

眉篇】等。 

4.桃園市復興區 



復興區是原住民部落分布範圍，從部落到市區車程遙遠，本年度

支持雪霧鬧部落發展在地互助支援系統「雲端部落」，成果如

下： 

(1) 優化雲端部落線上平台：完成樹不老共享部落線上平台程式

優化工程 1 項，主要增加長輩近用功能，如網路撥打電話之

機制等等。已完成優化，上線服務。 

(2) 樹不老共享店鋪實體店尋址 1 處，位於雪霧鬧部落真耶穌教

會旁，交通與住居人口較多之地。 

(3) 雲端支援字媒體經營：招募政治大學 2 位與至善高中 3 位學

生，支援雲端部落的自媒體維運，人員招募完成，預計在 6

月 3 日進行遠端培訓。 

5.創造校園社會創新環境 

以開設課程、舉辦體驗活動為工具，捲動學校師生參與地方上的

社會創新。 

(1) 申請到 109-2 學期通識中心 2 門書院通識的自主學習課程：

「行動實踐專題：行動中的思索：大學前進社區課程」、「社

區創新與實踐行動專題」。 

(2)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 109 年度第一部分—國際重點領域跨領

域教學研究與國際課程計畫（B 計畫）經費支持（計畫名

稱：台日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的深度對話：地域設計在地培

力跨國實踐課程）」。 

(3) 申請「高教深耕計畫 110 年度第一部分—國際重點領域跨領

域教學研究與國際課程計畫（B 計畫）經費支持（計畫名

稱：台日地域翻轉研究與跨國協作）」。 

(4) 為推廣「Travel to Help」概念，與新生書院合作，於 4 月 11

日至 4 月 12 日帶領本校 10 名國內外學生，前往苗栗縣通霄

鎮白沙屯拱天宮，以臺灣廟會盛事的觀察作為基礎，找到有

別於社區經營的發展策略。 

 

 

地方創生研究計畫 



    本院公共治理培力中心為促進台灣地方創生發展，成為台灣地

方創生資源與學術中心，建立「地方創生數位資訊平台」，內容包含

台灣各地方創生團隊行動現況之轉譯與需求呈現，提高資訊普及

性，建立人力媒合引擎，使地方創生資訊與人力流動更加舒暢與活

躍，也串連地方創生團體能量；並促使地方創生論述更加蓬勃，梳

理台灣在地特殊性與各路線定義，醞釀地方創生的多元性。本中心

也期望成為「青年培育與陪伴團隊」，透過設計不同計畫作為投入地

方創生青年的後盾，賦予青年在地方紮根所需的能量。 

 

 工作重點： 

1. 打造「地方創生研究院」以培育地方創生青年 

2. 打造「地方創生地圖和人力媒合引擎」 

3. 建立「地方創生論述資料庫」 

 

 推動成效：凝聚社科院內對地方創生的能量與想法、公共治理

培力中心團隊計畫期許能夠發展出「政大特色的地方創生」，接

下來，將開始啟動地方創生列車，以政大為中心，由北而南，

邀請地方創生青年團體來本校對談、分享，進一步串連本校資

源，配合地方所需，賦予青年能量。並舉辦多場演講，展現地

方關懷及創生價值。 

 

 

 

數位轉型推動計畫 

    現今台灣在數位化發展過程中，多以技術觀點主導政策執行規

劃，較少 整合社會發展之現況需求，強化數位技術創新在解決社會

問題，提前為社 會經濟發展的前景佈局；此外，「數位轉型」、「網

路治理」相關之學術研究 相對匱乏。本院長期致力培育國家所需之

社會科學專業人才，善用科學方 法檢視問題、提出創意解方，故謀

以此中心進行前瞻性佈局，透過研究分 析、人才培訓、學術與實務

協作網絡設置，以及國際交流等方式，掌握數位 轉型對商業運作和



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與全球數位轉型前瞻發展同步， 促進台灣產

業轉型升級和政策制度創新。 

 任務宗旨 

鼓勵數位轉型和網路治理相關議題個案之學術研究與教學，建構 有

利數位創新發展之學術環境； （二）提供學術研究與產業人才之數

位轉型與網路治理等相關課程培 訓，掌握全球數位治理脈絡與政策

議題方向之最新動態； （三）推動產、官、學、研、社（社區）界

多方參與模式合作與對話， 凝聚各方利害關係人之共識； （四）

推動產學合作相關業務，媒合學校教研資源與外部需求，提供學 生

校外實務研究及校外實習相關機會； （五）促進校內外跨系所與國

際之數位轉型學術研究成果交流，協助相 關學術研究發展符合國際

趨勢 

 

 推動成效 

    以數位轉型為題，舉辦論壇與系列演講。邀請本校各院老師，

針對數位轉型相關課題進行系列演講。除實體演講，當天亦將演講

實況透過網路直播，會後併於政大社科院網頁與本中心 FB 刊出新

聞稿，提供給更多觀眾瀏覽。相關訊息匯整如下表： 

日期 演講題目 主講者 

110/02/04 數位轉型人才創新培育論壇 方修忠、陳慧敏 

蔡淑玲、雷智傑 

110/04/08 數位政府與數位轉型 蕭乃沂 

110/04/27 理想與幻想的距離：論科技樂觀論下的政府

數位轉型 

陳敦源 

110/05/06 人工智慧偏見與演算法之透明義務 宋皇志 

110/05/18 資安及國安 2.0 戰略 – 確保數位轉型成功

的基石 

王仁甫 

110/05/20 數位廳的設置與日本數位行政的課題 李世暉 

110/06/10 演算法勾結與數位平台市場力管制初探 王立達 

110/06/22 社會科學研究必知：AI 導入產業應用 蔡炎龍 

110/06/30 如何透過數位轉型精煉組織：可樂旅遊的個

案分析 

吳守謙、林呈欣 

110/07/02 印章文化的數位轉型趨勢 吳右任 

110/07/09 數位跨域治理的意涵與挑戰 曾冠球 

110/07/16 社會問題解決之數位翻轉力 蔡子傑 



110/07/20 第三部門數位轉型之世代困境 陳文良 

 

 

築夢團隊 

本院於 108 年即訂定「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築夢團隊獎

助辦法」及「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築夢菁英獎勵辦法」，鼓

勵師生前往海內外各類型組織，規劃解決方案並進行服務學習。本

院則依據辦理地點、時程等，提供行政協助及經費獎助，藉此提升

本院師生對教學研究實踐。後經各系所專任教師推薦後獎勵優秀學

生，藉由優秀學生表彰，提昇學生見賢思齊之能力，培育學生成為

「具備社會關懷的未來領袖」。希望透過團隊的齊心努力，讓需要的

角落，看見學生的無限可能，同時也獲得協助的溫暖。 

自 109 年至今，本院總計核發 11 個築夢團隊，從政大出發，擴

展至海外服務，讓世界看見政大社科院。 

社科院築夢團隊獎助一覽表 

核定時間 團隊名稱 核定金額 

109 年 5 月 
樂․斯屬 5 萬 

看見 X 傳承—非典型部落教室 2 萬 

109 年 12 月 

烏來文化串聯行動:烏來尋寶獵人 2 萬 

阿美族少年教育與土地流失之探討:以玉里春日

國小為例 
2 萬 

110 年 4 月 

Dine With Professors 3 萬 

築夢踏實-延平小農扶植 5 萬 

築一個譜_找回家族的記憶 5 萬 

110 年 7 月 

築夢踏實－烏來講故事換新衣計畫 3 萬 

指南保杯－政大「循環杯」計畫 3 萬 

從基層深耕-燃燒吧籃球火 4 萬 

南投草屯坪林社區農產品行銷推廣計畫 4 萬 

 



   

 



政策對話 指南新政 
 

    「指南新政」為本院發行的公共政策雙週刊電子刊物。身處二

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時代，臺灣面對未來的諸多挑戰，主要在回應與

前瞻來自國際情勢的瞬息萬變、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以及臺灣在

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諸多發展與永續課題。也因為

如此，政府必須以新的思維和新的做法，來處理與過去不一樣的嶄

新議題，進而滿足民眾對政府的殷殷期待。「指南」有辨別方向依據

之意涵，而「新政」則意指進行革新之運動。因此，「指南新政」冀

望能夠提供一個理性、客觀且專業的政策論述平台。政策需要對

話，對話需要平台，「指南新政」期許成為臺灣社會一個重要且具影

響力的正義之聲！ 

    本刊物由院導師群共同規劃，並由助理群協助訪問、編輯成

刊。自 109年 7月 15日創刊，截至 110年 7月 28日共發行 28期。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指南新政》發行情形一覽表 

日期 期數 作者/發表篇章 

109年 7月 15日 創刊號 
陳國樑/三倍券的是與非 

俞振華/解析罷免-理論與實踐的觀點 



109年 7月 29日 2 
廖元豪/天平的兩端-談防疫與隱私間的權衡 

王俊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政府危機管理 

109年 8月 12日 3 
冷則剛/新型態的兩岸關係：機會與挑戰 

陳重安/新加坡的公共政策與社會 

109年 8月 26日 4 

黃厚銘/指南新政的反身釋義：從政大校園民

主做起 

游適銘/當前國家政策之國有資產活化思維 

109年 9月 9日 5 
劉曉鵬/以敵為師：瞭解中國對非洲的援助 

王玉真/談台灣農地的保護與思維 

109年 9月 23日 6 

江明修/重尋草根力：臺灣公民社會的現況與

未來 

陳春生/《中華民國憲法》精神與憲法修正 

109年 10月 7日 7 

周德宇/淺談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制度之國

際發展趨勢 

蕭英玲/社區化的家庭教育：台灣婚姻問題的

分析與建言 

109年 10月 21日 8 
董祥開/公民參與的前瞻與反思 

黃信勳/地方創生之基本觀念與發展 

109年 11月 4日 9 
陳宗文/疫苗的技術政治 

洪明皇/台灣家戶消費不均的問題與對策 

109年 11月 18日 10 
白仁德/推動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的省思 

蕭代基/後疫情時代的永續台灣 

109年 12月 2日 11 
陳建綱/疫情下的政治哲學與公民社會 

黃勢璋/臺灣人口老化趨勢與勞工退休金改革 

109年 12月 16日 12 
鍾騏/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國際趨勢與臺灣現況 

河凡植/朝鮮半島核武議題與區域安全 

109年 12月 30日 13 

廖興中/台灣醫療資源的可近性分析：再談雙

重剝奪現象 

劉育成/讓社會動起來：創新設計的原則與案

例 

110年 1月 12日 14 

莊奕琦/如何面對世界變局與迎接疫情過後的

復甦？ 

莊文忠/台灣的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 

110年 1月 27日 15 
蔡宗漢/競選政見與選舉公報的意義與重要性 

陳木金/環境營造與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 

110年 2月 10日 16 

羅光達/我國綜所稅免稅額與扣除額之現況與

建議 

林啟耀/社群大數據的分析與應用 

110年 2月 24日 17 
林子欽/台灣農地資產化的現象與問題 

李宗勳/淺談災害心理的效應與價值 

110年 3月 10日 18 

洪福聲/租稅負擔與地下經濟 

童振源/不畏疫情與挑戰：僑委會推展創新僑

務政策 



110年 3月 24日 19 

林祖嘉/CPTPP 與 RCEP 的進程與亞太經濟整

合 

陳小紅/如何擬就永續的長照政策？ 

110年 4月 7日 20 

陳敦源/政府數位轉型：創新變革？還是追新

而已？ 

韓幸紋/我國全民健保財源問題的挑戰與建議 

110年 4月 21日 21 

王雅萍/永續的母語：台灣原住民族的教育新

局 

許耿銘/在氣候風險中，該如何溝才能通？ 

110年 5月 5日 22 

陳鎮洲/中高齡勞動者的就業問題 

曹家榮/誰是後人類主體：人民、鄉民或世界

公民？ 

110年 5月 19日 23 

徐世榮/臺灣土地徵收相關法制之精進 

姚名鴻/安居樂業？住宅自有率與區域失業率

關聯性之探究 

110年 6月 2日 24 

張文揚/淺談資本主義的內涵與實踐 

楊子霆/臺灣實質薪資成長及勞動誘因改善政

策 

110年 6月 16日 25 

宋麗玉/愛的勞動：家庭照顧、情緒負荷和精

神復健 

鄭錫鍇/淺談 BOT模式—以台灣高鐵為例 

110年 6月 30日 26 
錢宜群/台灣移民政策發展與困難 

林翠芳/含糖飲料消費課稅議題之探討 

110年 7月 14日 27 

黃明聖/公共建設用地,以市價加成徵收 

劉小蘭/人口負成長時代下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議題 

葉欣怡/參與式公眾:從審議民主到社會學教育 

溫在弘/疫情擴散下的空間模擬應用 

110年 7月 28日 28 

江明修/疫情中臺灣地方創生的挑戰與前瞻 

陳陸輝/淺談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 

詹婷怡/化被動為主動,疫情加速臺灣數位轉型

之發展 

陳秋政/服務標準化對公務機關之啟發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104-109學年度執行成果彙編 

 
召集人 江明修院長 

  

協同師長 白仁德副院長 

黃東益副院長 

湯京平副院長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黃明聖執行長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劉曉鵬主任 

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魏玫娟主任 

院總導師羅光達教授 

ETP學程召集人吳文傑教授 

  

協同夥伴 
 

盧芬絹秘書 

田婷月一級行政專員 

顏鳳一級行政專員 

洪青妏一級行政專員 

閻洳蓁一級行政組員 

龔琟涵行政專員 

吳佳欣行政專員 

方怡捷行政專員 

陳建豪行政專員 

許漢威行政專員 

張于倢行政專員 

林靜怡行政專員 

  

資料彙編 洪青妏一級行政專員 
 



 



 




	01院長給社科院的一封信
	02人事
	03教務
	04總務
	05學務
	06研發
	07國際發展
	08行管碩
	09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10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11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12_1特色學程(etp)
	12_2特色學程(ppesa)
	13社會關懷創新實踐(usr.社創實驗室.地方創生學院.數位轉型.築夢團隊)
	14指南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