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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中心基本資料 
一、 成立宗旨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原為社會科學學院所屬的院級研究中心，成立肇

始，主要以台灣地方政治研究為主體，並以「台灣地方政治派系」為核心；在 2000 

年後，因「地方制度法」之制定，遂將研究中心研究範疇擴及中央與地方關係、

地方府際關係、地方財政關係等地方治理 (local governance)、地方民主 (local 

democracy) 等問題。 

2005 年為配合學校頂尖計畫之發展，台灣研究中心改隸本校為校級研究中

心，並由當時之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高安邦教授兼任台灣研究中心主任。與此同時，

本校文學院則同步發展「台灣史研究所」與「台灣文學研究所」。很明顯的，政

治大學已經在台灣研究作為一個獨立研究範疇的思考上，將台灣研究的文學、歷

史、藝術等部分，與「台灣政治」、「台灣經濟」、「台灣社會」等和「社會科學」

有關的公共事務做出區隔。也奠定了彼此之間相互整合、支援及合作研究的基礎。

因為本校具有此特色，使政治大學在台灣研究這個獨立的範疇上，已經比國內外

任何學術單位具備完整的組織及分工合作的基礎架構。 

台灣研究中心的成立宗旨在「推動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相關研究」，而當

中又特別著重在「公共政策事務」方面。此宗旨有兩個層面的意義。首先，台灣

研究中心希望建立成為一個台灣研究的本土平臺，以鼓勵國內學者投入台灣社會

科學領域之研究。目前國內學者由於礙於升等或評量，在論文發表壓力下多半選

擇國外議題進行研究，故相對來說對於台灣本身社會相關議題不甚了解。在這樣

的惡性循環下，愈來愈少學者願意投入台灣公共政策的相關研究，而導致高等教

育和社會事務漸行漸遠，也引發社會對大學教育越來越封閉的批評。職此之故，

台灣研究中心希望能成為一個台灣本土研究的平臺，鼓勵國內學者投入台灣社會

本身所面對挑戰議題。 

其次，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有其獨特地位。台灣的經濟發展，在政治經濟學裡

有其特殊性，曾被美國有名的社會學者馬丁金懷特 (Martin King Whyte) 視為一

個迥異於依賴理論解釋模型的特例 (the deviant case)。在中共研究及日本研究極

負盛名的 Chalmers Johnson，也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給予特別評價；在世界學術之

林中，台灣經驗可以說受到相當的重視。但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在華人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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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研究所受到的重視越來越低。台灣研究中心亦希望建立一個台灣研究國際平

臺，促進國際社會關注和從事台灣研究。台灣研究中心一方面會將國外研究方法、

理論、甚至於既存研究典範，整體且有系統引介到台灣，深化台灣社會科學研究；

一方面也使國際社會及國外專家學者更了解台灣社會各方面的本質及現象，提高

台灣研究的能見度。 

因此，本中心願景可以簡化成為下三個目標（如圖 1 所示）： 

 國際研究本土化：將國際上研究台灣的具體成果，引介進入國內並激發本土

性的研究，對此可簡稱為「國際研究本土化」。 

 台灣研究本土化：其內涵是，當「國際研究本土化」之後，尚需結合台灣學

界各領域專家學者，對台灣進行本土化的研究，挑戰國外研究台灣的方法、

理論、甚至於既存的典範，這就是「台灣研究本土化」。 

 本土研究國際化：區域研究及比較研究的先天弱點是語言文字束縛，先進國

家如美國在學術研究上，都要經過「本土化」的階段，讓本土研究的結果為

國際學術界所接受。台灣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計劃對台灣的歷史、政治、

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進行本土化的思考與研究，然後再將這些本土研究

成果國際化，這就是「本土研究國際化」的意涵。 

 
圖 1 中心發展願景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二、 中心成員與組織運作 

(一) 中心組織架構 

圖 2 呈現中心之組織架構。本中心組織架構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設置辦法」設立。其中心人力組成包含：中心主任、中心執行長、中心幕僚（含

中心秘書、中心助理）、中心研究團隊以及資源募集諮詢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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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二) 中心人力規劃與研究發展運作機制 

1. 中心主任 

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

理並推動本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相關領域之教授或職級相當的研究人員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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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92 年中心編制兼任主任 1 名，由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高安邦教授兼任；94-99 年 11 月由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高永光教授兼任，99-101 

年 11 月由本校公共行政學系顏良恭教授專任，101 年 11 月起由社會科學學院

院長莊奕琦教授兼任，103 年 7 月進行中心設置評估，104 年 8 月由本校財政

學系連賢明教授專任。112 年 8 月由本校財政學系羅光達教授擔任中心主任。 

研究中心主任於每學期校務會議作一次報告，並列席學校行政會議，每年召

開一次國內諮詢委員會議，以及邀請本中心跨領域合作之研究計畫主持人以及研

究團隊成員召開若干次內部業務討論會議，以提供全校一個良好從事台灣研究工

作的平臺，整合校內各項研究資源及能量，與各級研究中心及各院、系所間形成

緊密的合作關係，整合校內的研究成果。 

2. 中心執行長 

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之二「本中心置執行長一

人、召集人及研究人員若干人，負責執行本中心各項工作計畫。」112 年 8 月

本中心執行長係由財政學系連賢明教授專任，主負責中心業務之推動與整合。 

3. 行政幕僚 

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之一「本中心置秘書一人，

襄助主任處理業務，並協調執行各項工作。」中心已置秘書一名，協助本中心主

任及執行長處理中心各項行政及學術事務，以及管理相關各領域資源整合，並透

過籌組研究團隊之方式組織本校以及外校研究能量投入台灣研究。除中心秘書外，

中心亦置有中心助理數名，負責協助執行本中心各項工作計畫以及相關中心行政

事務（詳圖 3）。 

 
圖 3 中心行政幕僚業務處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4. 中心研究團隊 

本中心目前共組成六個研究團隊，分別為：家庭及教育組  (Family and 

Education Group)、國土規劃組 (Territorial Planning Group)、公民與社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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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Society Group)、勞動市場組  (Labor Market Group)、經濟政策組 

(Economic Policies Group)、大數據組 (Big Data Group) 研究團隊。本中心主任

與各研究團隊主持人針對台灣研究學術議題、研究案申請、學術活動規劃等事項，

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研究團隊組織圖詳圖 4。 

 
圖 4 中心研究團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由於台灣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是為了讓國際社會及國內外專家學者更了解

台灣各方面的本質及現象，因此對於現今台灣所實施的政策，除了需要藉由研究

的發展做更深、更廣的認識外，亦須透過學者、專家的對話與交流，進行不同觀

點與角度的討論，才能分析當今台灣社會、經濟政策所包含的價值觀及可能的發

展方向，因此本中心希望政策論壇的分享與對話，激盪出更多的火花與想法，以

期對於台灣研究能更落實於我國政策上的運用。 

三、 發展理念 

(一) 中心發展定位 

目前政治大學共有九個校級研究單位，除了台灣研究中心外，還包含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選舉研究中心，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人文中心，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以及華人宗教研究中

心等八個中心。 

這些中心各有不同的關注領域：如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關注台灣對外關係；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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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研究中心則主要聚焦於研究本國及外國之選舉制度與選舉行為；創新與創造力

研究中心係以成為產官學跨域創新平台為目標，致力推動「創新」與「創造力」

之研究；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則致力於人工智慧領域紮根並深化跨域研究；人

文中心主要目標持續探討如何提升人文社會科學影響力；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

中心則關注心智科學研究，期能推動人類心智思路歷程及創新智能；而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係關注特定族群之語言、教育與文化；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則推動核心以

華人宗教為核心之宗教史、宗教理論、宗教現象以及相關之學術研究為主軸。 

然而，觀察現行政治大學之校級研究單位中，竟缺乏一個研究中心針對台灣

自身在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提出看法，並參與政府公共政策議題討論。因此，

本中心主要促進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相關研究，特別是公共議題的討論。台灣

研究中心願意扮演「準智庫」的功能，對國家的重大政策進行研究，提出建議，

以協助政府引導國家的發展。一方面台灣研究中心團隊能以專業的學識、創新的

思考、關懷社會以及超然客觀的立場來進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相關研究，並

提供坦誠而有建設性的建言。另一方面，台灣研究中心也能扮演政治大學和社會

對話的橋樑，並作為產官學界交流的平臺。這個願景和目標，如果能夠獲得校方

和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支持，相信也能為高等教育以及促進台灣社會進步有所貢獻。 

(二) 中心發展理念 

我國中華經濟研究院係以成為全球知名的經濟產業相關研究的政策智庫為

願景。且其長期以來擔任國家的政策智庫，提供建言，為社會各界所肯定。然而，

隨著經濟產業全球化的趨勢，我國於參與國際政策智庫進行國際交流，得到國際

認同的研究能力等方面皆應持續精進與努力。中心發展理念即是期望發展為國家

公共政策智庫，並以成為產官學跨域結合研究中心為目標。 

而所謂政策智庫，即需以深厚的知識為基礎，對於國家的重大政策進行研究，

提出建議，協助政府引導國家的發展。因此，政策智庫可能需具備之功能包含： 

 研究與分析：政策智庫應擁有優秀的研究和分析能力，且能深入研究各種政

策議題，從多個角度進行全面和客觀的問題分析與評估，並提供基於事實和

數據的政策建議。 

 資料收集和整理：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數據和信息，是支持政策研究和

制定的重要基礎。其中，數據資料來源可不限於政府機構、民間組織、調查

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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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性和客觀性：政策智庫應該保持獨立性和客觀性，避免受到政治、商業

或其他利益團體的影響，以確保提供客觀、公正的政策建議。 

 跨學科專業知識：公共政策事務往往跨域多元，因此政策智庫需要具備不同

政策領域學科之專業知識，研究團隊須對特定主題具有高度的了解，以進一

步全面研究和解決複雜的問題。 

 政策效果監測與評估：政策智庫目標之一即是對現有政策實施效果持續監測

和評估，以了解政策之成效和影響，並提出改進建議。 

 國際視野：在全球化時代，政策問題通常具有國際性和跨國性的影響，政策

智庫需擴大研究視野時刻關注國際問題和跨國議題，掌握全球合作和挑戰等

國際政策動態，方能在國際合作中發揮作用。 

 政策諮詢與制定建議：政策智庫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向政府、企業或其他機

構提供提供獨立、公正、具體、可行且基於研究的見解，幫助政策制定者了

解政策的可能影響和後果。 

 知識傳播與政策推廣：清晰地傳達研究成果和建議亦是政策智庫之功能之一。

智庫需要與相關利益相關者、政府官員和公眾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將研究

結果和政策建議傳達給目標受眾，促進政策的推行和執行。如通過公共講座、

工作坊、出版報告、網站、媒體等方式將其研究成果公開，讓大眾、學術界

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參考和利用。 

 促進及提供公私部門對話參與：政策智庫應該積極參與公共對話，與政策制

定者、學術界、民間社會和公眾建立良好的互動，促進知識共享和政策合作，

如為政策學者、專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利益相關者提供一個交流、討論和合

作的平台。 

 政策培訓與專業能力培養：提供相關的培訓和教育課程，除增進公眾對政策

議題的理解，亦在公共政策領域持續培育知識創新和政策專業人才供應。 

基於此，本中心將進一步深化政策研究的學術基礎，針對政策與產業議題進

行嚴謹的、探討研究，並作為產官學界交流的平臺，繼續為台灣經濟永續發展貢

獻心力。而為型塑利基環境，充實及拓展台灣研究內涵，本中心聚焦於建立「台

灣研究」多元跨域研究團隊，並擴大跨域議題分析，以強化中心發展策略與方向

（相關說明請詳「貳、評鑑內容」）。下將接續說明中心近年發展成效與特色。 

  



 

13 

四、 成效與特色 

本中心已具備之學術研究具體成果，近年主要針五項方向投入研究，包含： 

 跨領域合作：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大數據發展：財政資訊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合作備忘錄 

(MOU) 

 校務資料研究：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戰、高等教育中的學

習成效-學生的價值差異 

 公共議題探討：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與展望 

 強化國際交流：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 (政治經濟研究) 

為簡化報告內文並精簡呈現相關成果，具體成果說明請詳「貳、評鑑內容」。 

五、 未來三年發展規劃 

「全球化」趨勢逐漸深化的時代，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刻不容緩。本中心自我

期許能扮演民間智庫的角色，提供諮詢服務，使中心發展成為國際上頂尖之研究

台灣的學術機構。而為達成台灣研究本土化、國際化與專業化，台灣研究的深度、

廣度、成熟度及學術貢獻的知名度、卓越度將決定中心與全球學術接軌的時序。

有鑑於此，本中心擬持續強化中心發展方向及目標以充實及拓展台灣研究內涵，

中心採下列幾點策略來發展和國際合作計畫。 

(一) 建立「台灣研究」跨國研究團隊 

本中心發展方向以「研究」為重，並以「研究」輔助「教學」。研究主軸將持

續以公共事務為核心，形成下列四方面為研究重點：(1) 現代台灣的政治、經濟；

(2) 現代台灣的社會、教育文化；(3) 現代台灣的非傳統安全議題：包括性別、認

同、環保、勞工、人權、原住民、移民（新住民）、食品安全、人口走私、毒品、

病毒、城市與永續發展及全球化等。 

此外，中心將整合有興趣參與台灣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建立跨國的「台灣研

究」國際研究團隊。以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出版刊物等方式，就台灣的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發展，透過量化及質化方式進行深入探討。台灣研究中心於近幾年與

許多國際一流學府進行學術合作計畫，並邀請許多國外學者來台進行訪問及演講，

以落實學術國際化。 

(二) 以「世代公平和機會」為研究主軸 

要與國外大學合作，除發展跨國研究團隊外，也須找尋彼此均有興趣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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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近年以「世代公平和機會」做為研究主軸。在世代公平和機會議題中，少子

化、高房價及財富分配不均皆是國際關注的世代議題。舉例來說，在過去二十年

間，許多國家均面臨少子化威脅。台灣 2021 年平均每位婦女的生育數目不到 1 

人，僅約 0.98，為歷史新低。國家生育率持續降低最直接影響係國家人力資源的

發展，少子化將使得未來就業人力萎縮，勞動力高齡化，進一步造成預期經濟規

模的人力結構與需求失衡，將影響國家經濟發展，並將削減國家總體競爭力。在

面對相同的威脅，也遭遇類似的社經衝擊問題下，尋求跨國團隊合作的可能性增

加許多，因此，中心期望能藉由共同議題以推展國際交流與合作。 

(三) 推動「循證決策」整合行政數據資料運用 

「循證決策」的重視緣起於歐美幾個國家。如荷蘭中央統計局成立資料中心，

藉以串聯散落各部會的行政、調查等 180 種資料，並以蒐集之調查與公務資料

進行規劃分析，並依據結果推動對應政策。美國則成立證據基礎決策委員會致力

提高數據的可用性和使用率，思考如何利用數據、研究和評估來建立證據並加强

政府的證據建設工作。 

隨著大數據分析方法與機器學習技術日趨成熟，循證分析研究越來越受政府、

學術、社會所重視。因此台灣亦應建立「以循證為基礎」的決策基礎，進而提升

政府治理效能，以因應未來台灣社會、經濟等可能面臨之挑戰。而我國為能因應

台灣未來的迫切課題，勢必先掌握國內外相關實施經驗，而本中心將藉由合作與

學術交流等方式整合國內外趨勢與經驗，並協助政府推動「循證決策」整合行政

數據資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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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評鑑內容 
一、 106 年度評鑑意見改進情形說明 

106 年度評鑑意見改進情形以表格呈現，請詳附錄一。 

二、 評鑑目的與自我評鑑項目 

(一) 評鑑緣起與目的 

學校校級研究中心主要任務為推動學術研究，彙整、發展和運用研究成果。

為發展學校特色領域，現分別設立國際關係中心、選舉與研究中心、第三部門研

究中心、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人文中心、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台灣研

究中心、原住民研究中心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均由各專長領域頂尖學者組成，

聲譽卓著。 

為協助校級研究中心發展特色研究，學校於 92 年即訂定研究中心設置準則

及管理辦法，校方並自 96 學年度起陸續辦理各研究中心評鑑作業。鑒於時空背

景遞嬗，為應當前政策變遷，學校於 111 年完成「國立政治大學研究中心設置

準則」及「國立政治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管理辦法」等修正。自 112 年起授權各

中心依其發展需求，進行六年一評之自我評鑑，並由校級管考單位，權理中心自

我評鑑前後之相關作業程序及實施成效，俾便中心落實自我課責、確保營運績效

與學術能量，提升學校研究品質並擴展社會影響力。同時也透過各中心達到，自

我檢視及學習的過程，更加精進各領域之專業級特色。 

依據評鑑結果，校級研究中心將持續改善精進，更將配合校務發展計畫，推

動並完善基礎檢核作業，藉由定期性的自我檢視與調整，落實品質保證。使學校

朝著頂尖華人人文社會科學大學的方向穩步邁進，達致校級研究中心願景。 

本次計畫希望透過評鑑計畫達到相關具體目標包含： 

 實施研究中心評鑑以推動學術研究，彙整、發展和運用研究成果，為發展學

校特色領域。 

 透過評鑑，落實自我課責、確保營運績效與學術能量，提升中心研究品質並

擴展社會影響力。 

 透過評鑑結果公開，與其他同性質之研究中心以達到相互觀摩及經驗交流之

效果；對學生以及社會大眾而言，可增進對研究中心之意義及認識，且提供

一個具體指標，使社會大眾對於研究中心運作及品質，有客觀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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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評鑑項目 

本次中心相關評鑑項目包含： 

 中心目標、組織運作、中長程發展目標、特色與優勢表現 

評估發展方向與中心成立宗旨及任務之相符性；或是中心組織運作情形及功

效，並協助學校推展及提升研究工作具體事項（詳表 1）。 

表 1 中心目標、組織運作、中長程發展目標、特色與優勢表現自我評估項目 

自我評估項目 說明 
中心定位 評估中心發展方向與中心成立宗旨。 
人力配置 檢視中心人力規劃之適宜性。 
中長程發展目標規劃 中心對中、長程發展目標規劃情形。 
特色研究領域與優勢表現 評估中心相關特色研究領域與優成果展現。 
資料來源：本報告制定。 
 中心研發出版、學術貢獻與社會影響力 

評估學術研究及學術交流具體成果；或是執行成果對於社會實質貢獻（詳表

2）。 

表 2 中心研發出版、學術貢獻與社會影響力自我評估項目 

自我評估項目 說明 
中心成員之研發與教學成果獲

獎情形 
中心成員近年榮獲之國科會研究獎勵、學術研究

優良獎等研究與教學成果事蹟。 
成員發表或出版等數量與品質 中心成員學術研究貢獻情形，如 SSCI、TSSCI 。 
中心國際交流經驗 中心與國際交流/訪問經驗累積。 

其他質化的研發成果 中心主、協辦學術研討會、工作坊、專題座談等

學術活動經驗，或在產、官、學之應用情形。 
資料來源：本報告制定。 
 以中心名義執行整合型計畫或爭取外部資源情形 

評估中心對外爭取之資源及其成效、財務規劃及執行情形（詳表 3）。 

表 3 以中心名義執行整合型計畫或爭取外部資源情形 

自我評估項目 說明 

中心在自給自足方面成果 中心是否曾有跨系、院、校、國合作經驗；在產、

政、學榮獲研究計畫獎 (補) 助情形。 
與其他學術單位合作關係與成

效 其他中心自給自足運作的現有資源檢視等。 

資料來源：本報告制定。 

 中心研發成果之水準在國內外學術界的相對地位 

 中心對於所面臨的問題及挑戰之因應策略與改善情形 

 中心其他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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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評估指標與實施方式 

本中心將依照前章所設立之自我評估項目進行相關自我評估，並建立自我評

鑑表作為評鑑工具（詳如附錄二），有關各項自我評估指標實施成果說明如下。 

(一) 評鑑項目一：中心目標、組織運作、中長程發展目標、特色與優勢表現 

本項目主要以質化指標為主，包含研究中心定位、人力配置、中長程發展目

標達成情形、特色研究領域與優勢表現等，藉以瞭解中心與學校發展、國家社會

需求、世界學術潮流趨勢之切合性，各項評估指標實施成果分述如下。 

1. 中心定位：中心前期研究主軸為單一領域，面對資訊化及公共議題跨域化，

中心順應時代拓展研究範疇，並發展中心特色。 

中心發展理念係期望發展為國家公共政策智庫，並以成為產官學跨域結合研

究中心為目標。對此，為型塑利基環境，充實及拓展台灣研究內涵，本中心聚焦

於建立「台灣研究」多元跨域研究團隊，並擴大跨域議題分析以強化中心發展，

中心擬以三點作為主要發展策略與方向，下將依序說明。 

(1) 多元跨域研究團隊建立 

數位科技的快速進步，特別是隨著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物聯

網 (IoT) 等技術的逐步發展，對全球各國的社會體系和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這

些技術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塑造了新的商業模式，並使得政府在解決社會問

題時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舉例來說，在社會構面上，數位學習和遠程教育的普及使得學習不再受時間

和地點的限制，更有效地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遠程醫療和智能診斷系統

的出現，使得醫療資源能夠更有效地分配，並且有助於提高診斷的準確性；國際

上已有實現數據分析技術應用以協助政府制定更科學、更精確的政策之數位治理

模式。而在經濟面上，數位科技的發展引發了一場產業革命。無論是電子商務的

普及，還是金融科技的興起，都正在改變著傳統產業的商業模式，並帶來了巨大

的經濟效益。此外，數位經濟的發展也推動了新的就業模式的形成，如遠程工作、

兼職經濟等，為勞動市場提供了更多的靈活性。此外，對於環境議題，數位科技

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透過大數據和 AI 的應用，我們可以更好地預測和應對自

然災害，並有效地管理和保護自然資源。例如，智能電網和再生能源技術的結合，

可以有效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碳排放等。 

然而，從上述科技帶來的變革可以看到，由於數位科技的持續進步，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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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環境等各方面都對人類生活的每個層面產生了深遠影響。與此同時，這些

問題的複雜性和互相連結性也越來越高，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再只依靠單一領域

的專業知識來解決問題。相反，我們需要開創新的思維方式，採取跨領域的視角

來應對這些挑戰。 

也因此，中心透過設置多元領域小組累積跨域經驗整合等經驗，並鼓勵不同

學科或專業背景的研究人員參與，促進跨領域的合作與交流，建立「台灣研究」

跨域專業團隊。 

(2) 擴大公共議題跨域分析 

如前項所述，科技帶來的一系列變革並非單一領域可以獨立應對的，它們往

往是跨領域，相互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必須考慮到多種因素，

並且需要多部門、多領域的合作，才能有效地應對這些變革帶來的挑戰。因此，

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單一部門的事務，而是需要全社會的參與和協作。這不僅

可以提高政策的科學性和精確性，也有助於增強政策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中心前期研究主軸為單一領域，而在面對社會資訊化普及以及公共議題跨域

化等趨勢，中心順應時代拓展多元研究範疇，逐步加強於「公共議題」、「多元跨

領域」與「資料科學」等方向之深入剖析，其中不乏於循證決策數據應用、資料

庫整合運用、公共議題跨域分析等多類項目之經驗累積。 

首先，在社會層面上，科技與數位化對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產生了很多新

的社會問題，如數位科技與傳統教育模式之衝突與結合即衍伸出如何利用數位工

具改進教學方法、提高學習效率，或是如何在數位化的世界中培養孩子的批判思

考和創新能力等。此外，這也涉及到如何幫助家庭適應新的教育模式，包括網路

學習、混合式學習等。即是需要有相關教育、心理、家庭社會等多方面的專家合

作。其次，在經濟層面上，數位經濟的快速崛起，使得傳統的經濟模式面臨巨大

的壓力和挑戰。例如，數位經濟如何適應現有的稅制？如何確保公平競爭和消費

者權益？這些都是需要經濟、財政、社會、資料科學等多方面領域須共同參與的

議題。再者，在環境層面上，科技的發展也帶來了許多環境挑戰，如電子垃圾的

處理、能源效率的提升、環境友善技術的推廣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環境科學家、

資料科學家、政策制定者、科技專家等各方面的努力。 

總的來說，這些跨領域的挑戰需要我們打破傳統的思維模式，透過新的方法

和策略，將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技能融合在一起，才能找到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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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多元和複雜，即更需要跨領域的公共政策思維解決方

案，這不僅僅是一種專業知識的結合，更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的策略。

而這正是我們現代社會面對未來挑戰所需的關鍵能力。 

(3) 強化資料科學應用，整合政府部會行政數據 

科技改變了生活，翻轉了世界的行動力。但伴隨著技術變遷，社會多面向影

響亦接踵而來，除了享受並持續創新科技發展之外，政府如何借力與規劃科技的

力量，發展解決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等跨域且多層面的影響，將成為政府有

效且有感之施政關鍵所在。 

而隨著資通訊科技的進步，各國政府皆積極推動電子與開放政府，並致力提

高資料透明度和分析能力，將資訊工具視為一種深化民主治理的工具，期透過資

料科學推動循證決策，來優化政府政策。另由於許多跨域議題相當複雜，環環相

扣，並非僅單一領域能處理，因此，資料科學應用即凸顯其重要性。 

首先，政府治理若以循證決策為目標，數據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數

據盤點蒐集與資料處理是首要具備的要件之一。隨著網際網路和電子平台的推行，

台灣政府累積龐大的資料，如何運用這些大量數據，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成為

進行循證研究的挑戰。 

其次，針對「資料治理」部分，數據處理解析亦是此功能區塊之重點功能之

一。除掌握與管理完整資料外，循證團隊應具備不同類型資料的能力，不但熟悉

小資料的質化方法，也具備處理巨量資料的大數據能力。 

最後，再透過掌握並運算數據之後，即針對解析大數據來分析重要成果並輔

以施政參考，因此在政策分析上，將著重於趨勢分析與政策諮詢等功能，循證團

隊應結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才能從不同觀點來處理複雜的跨域問題，而不是

流於單一領域的觀點，往往和現實存在距離。 

對此，中心近年極力發展與政府部會的資料合作（含括財政部、教育部、內

政部、經濟部、勞動部等），並持續累積使用台灣大型資料（包含健保資料庫、

財政部稅務資料、勞工保險資料，和歷年戶籍資料）經驗，且學術研究領域已涵

括健保、財稅、勞動市場等各項議題合作資料使用與政策學術研究，如包含： 

 協助健保局串連健保資料和稅務資料，估算補充性保費收入和費率變化。 

 執行科技部財政大數據計畫，透過稅務資料分析台灣所得分配及逃漏稅問題。 

 多次於財稅資料中心講授大數據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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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研究中心和財稅資料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自 2015 年始協助財政部，

透過稅務資料來推估不同財稅政策的政策效果，並多次舉辦財稅大數據論壇。 

另有其他相關中心成員學術研究成果等經驗可詳「(二) 評鑑項目二：中心研

發出版、學術貢獻與社會影響力」與「(三) 評鑑項目三：以中心名義執行整合型

計畫或爭取外部資源情形」等。 

2. 人力配置：因應多元研究範疇推廣，中心設置多元領域小組累積跨域經驗整

合等經驗。 

本中心成立宗旨在「推動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等公共政策事務研究」。因

此，在原定之台灣研究的獨立範疇上，中心將研究團隊依六類組別進行分類，分

別為：家庭與勞動組研究團隊、國土規劃組團隊、社會發展組研究團隊、公民與

社會組研究團隊、經濟政策組研究團隊、政治組研究團隊。 

惟在數位與科技的推進下，國家社會的體系與架構持續在變遷。社會、經濟、

環境等生活構面所須面對未來趨勢的變革與挑戰，已非僅單一領域能處理。由於

許多跨域議題相當複雜，環環相扣，因此為因應公共政策事務的多元跨域化，中

心近年逐步嘗試進行多元研究範疇整合，故將研究團隊組別重整，近一步設置多

元領域小組分別進行台灣各類跨域範疇等研究，並持續累積跨域經驗整合等經驗。

中心目前共組成六個研究團隊，分別為：家庭及教育組、國土規劃組、公民與社

會組、勞動市場組、經濟政策組、大數據組研究團隊。以下將依序盤點各領域小

組成員組成概況。 

(1) 家庭及教育組 (Family and Education Group) 

「家庭及教育組」召集人係由國立政治大學關秉寅名譽教授任之。團隊成員

名單詳圖 5。本組別以家庭與社會等角度觀點切入研究，其涵蓋教育社會學、社

會階層、調查研究方法、組織社會學、社會階層化、教育與職涯發展、性別與工

作、家庭社會學、菁英研究等廣泛範疇，透過掌握教育與職涯發展相互關係，教

育制度和評量方法的影響，社會階層結構和經濟不平等，以及性別、家庭和菁英

群體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等研究範疇，以回應台灣家庭與社會發展之迫切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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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家庭及教育組」團隊成員名單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2) 國土規劃組 (Territorial Planning Group) 

「國土規劃組」召集人係由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任之。團

隊成員名單詳圖 6。本組別研究範疇涵蓋環境保護、永續發展、土地與房地產、

自然資源管理以及不動產相關議題等多個領域。這些主題關注著如何保護和改善

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探討土地使用和價值、房地產市場分析，以及科技在社

會和環境管理中的應用。同時，經濟學和政策分析提供了相關主題的理論基礎和

政策制定的指導，而社會、文化和民族議題則關注特定群體的需求和權益。此外，

自然資源管理和不動產相關議題則著眼於有效利用和保護資源，以確保可持續發

展。這些主題的綜合探討有助於理解和解決當前台灣社會、環境和經濟面臨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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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國土規劃組」團隊成員名單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3) 公民與社會組 (Civil Society Group) 

「公民與社會組」召集人係由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楊婉瑩教授任之。團隊

成員名單詳圖 7。本組別係以深入地了解政治、社會和法律等運作機制，以及影

響人權、公民參與和政策制定的因素，研究範疇含括：民主化、政府運作、性別

平等、人權保護、國際關係、憲法原則、經濟發展、社會變遷、人口結構、政治

制度、民意調查和選舉研究等不同層面議題的解析。 

 
圖 7 「公民與社會組」團隊成員名單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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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動市場組 (Labor Market Group) 

「勞動市場組」召集人係由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莊奕琦教授任之。團隊成

員名單詳圖 8。本組別研究範疇涵蓋了產業與勞動層面的經濟領域。勞動經濟研

究勞動力市場和勞動力供求情況。而總體經濟學研究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和表現。

產業經濟則關注特定行業或產業部門的經濟活動和行為，而財務經濟則研究資金

在經濟體系中的配置和運用。透過廣泛的視角從個體經濟發展到市場競爭、總體

決策等，以促進台灣產業與勞動對經濟問題的深入瞭解。 

 
圖 8 「勞動市場組」團隊成員名單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5) 經濟政策組 (Economic Policies Group) 

「經濟政策組」召集人係由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連賢明教授任之。團隊成

員名單詳圖 9。本組別研究範疇涵蓋不同層面的經濟議題和應用，並提供了對經

濟體系中關鍵問題的瞭解和洞察。其中包含醫療保健和健康相關的經濟問題、產

業市場結構和競爭政策、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財務管理、稅收的理論基礎和稅務制

度的設計、公共經濟學、智慧財產權與創新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和創新對經濟發展

的影響、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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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經濟政策組」團隊成員名單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6) 大數據組 (Big Data Group) 

「大數據組」召集人係由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鄭宗記教授任之。團隊成員

名單詳圖 10。因應數據時代來臨，而大數據係集合數據科學、統計學、機器學習

等多個學科，旨在有效地處理和分析大量、多樣化的數據，以揭示其中的模式和

價值。因此本組別成員係精通擷取、存儲、處理和分析數據等專業，利用先進的

技術和工具進行深入研究，以解決大數據之廣泛應用，包括市場研究、金融分析、

社會趨勢追蹤等，並且探討隨著資訊社會持續發展和演進，如何從中創造更多洞

察和創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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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數據組」團隊成員名單 

資料來源：本報告繪製。 
盤點本中心教師結構方面，中心至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有 30 位教師，

均具國內外博士學位，其中，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各 17、9、3 位（教師結

構如表 4）。 

表 4 研究人員背景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年齡 
博士後研究員 1 7% 
助理教授 3 21% 
副教授 9 64% 
副研究員 1 7% 
教授 17 55% 
最高教育程度 
學士 0 0% 
碩士 0 0% 
博士 31 100% 
取得學位國家 
台灣 6 19% 
美洲 23 74% 
歐洲 2 6% 
亞洲 0 0% 
其他 0 0%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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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長程發展目標規劃：積極扮演本校台灣研究跨領域整合的重要角色。 

本中心中長期的發展計畫將不侷限於學術研究，而期望能進一步擴大與社會、

國際的學術連結。除能強化與促進國內部會資料庫的整合，更希望能建立跨系、

院、校、國等學術合作，並以積極扮演本校台灣研究跨領域整合的重要角色。發

展策略與做法規劃如下： 

(1) 建立「台灣研究」跨國研究團隊 

整合有興趣參與台灣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建立跨國的「台灣研究」國際研究

團隊。以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出版刊物等方式，就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發展與非傳統安全議題及國際關係等進行深入探討。並與歐洲各國一流學府進行

學術合作計畫，並期望與國際學術單位合作辦理學術交流活動，以落實學術國際

化。 

(2) 提供臺灣研究相關產官學界相互溝通之管道 

中心除重視理論性知識的建立外，並側重協助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解決，

增加學術研究的應用價值。藉著理論與實務的對話，提供產官學界精確地掌握相

關資訊與情勢，並定期發表研究成果作為國家發展政策之參考。 

(3) 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提升以臺灣為主題的區域研究之學術地位 

本中心的成立，目標在於成為國際學界中台灣研究的領導者。中心擬積極舉

辦台灣經驗研究之研討會，並推動與國際學術單位交流與合作計畫。中心將蒐集

及彙整台灣研究相關文獻為訴求，建構相關研究資訊體系、增進產官學互動、落

實研究本土化、及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以期豐富臺灣本土內涵，成為全球化接軌

的亞洲橋樑。 

4. 特色研究領域與優勢表現：中心近期聚焦於循證決策數據應用、資料庫整合

運用、公共議題跨域分析、拓展國際交流等項目。 

本中心近期於循證決策數據應用、資料庫整合運用、公共議題跨域分析等項

目方向投入研究，並展現中心特色研究領域與優勢表現。下將依跨領域合作、大

數據發展、校務資料研究、公共議題探討、強化國際交流等項目分敘相關成果。 

(1) 跨領域合作 

本中心於 110 年度承接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

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本案為四年期計畫，在優化政

府循證決策量能之總目標上，厚實政策規劃基礎，藉由導入資料科學等新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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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跨域人才協力，建構政府在社會政策治理之基礎工程。 

為實現我國 2030 年智慧國家願景，「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

方案) 以基盤、創新、治理、包容四大策略規劃下一階段 DIGI+2.0 推動重點。

其中在數位治理策略，將全面提升政府資料決策能力與數位施政效能，發展以資

料為核心的智慧政府。國發會為落實上開目標，推動「服務型智慧政府 2.0 推動

計畫」，在活用民生資料，開創施政新視野的方向上，藉由鏈結與蒐整政府循證

資料，據以在決策層面，建立需求導向之資料分析決策模式，故委託本專案計畫。 

近年來，政府雖曾積極推動循證決策工作，並嘗詴建立巨量資料分析應用，

惟在支援政府決策制定上的預期效果仍屬有限，且受限既有業務職掌範圍，目前

多使用單一業務資料進行分析。特別是高度複雜且跨域的社會議題，在政策框架、

治理結構以及資料管理等面向，若缺乏深度對話與整合，將無法從概念到具體執

行層面上，確實達到循證決策的目標。因此，有必要以解決民眾生活痛點為使命，

來發展政府精準治理模式。並積極推動利用資料來解決政府所面對的重大社會施

政課題，有效達到循證社會政策的預期效果。 

社會趨勢的觀測，推估社會變遷將對民眾的生命歷程造成何種重大的影響，

進而辨識那些是政府與民間應該重視的關鍵課題。研究首先「設議題」來引導資

料需求，並藉由「盤資料」來掌握資料內容與應用方向，最後則在「優決策」上，

發展良好的社會政策治理基礎，精準掌握議題變化，逐步完成資料整備基礎工程，

達到需求導向之資料分析決策模式。各階段成果說明如下。 

 設議題 

首先，「設議題」的部分，研究透過多元研究設計建立一套社會趨勢分析模

式，在此社會趨勢分析模式結構中，主要區分「重大領域範疇」、「關鍵趨勢課題」、

「政策議題清單」以及「政策議題預評估」四個層次（詳圖 11）。 

 
圖 11 社會趨勢分析模式層次架構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首先，由於社會趨勢範疇相當廣泛，研究透過國際重要趨勢來做為參考對象，

並依國際趨勢報告將社會趨勢依據領域進行歸類，以設定及建立我國重大領域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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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其次，在範疇的框架下，研究近一步探索及擬訂多元關鍵趨勢課題，透過統

整各領域專家質化意見、文獻與數據應用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最終挑選出 28 

項重要關鍵趨勢課題。接著，進一步針對所篩選之重要關鍵趨勢課題，初步判斷

關鍵問題與潛在的預警課題，以議題辨識的方式，進行政策議題盤點的收斂與優

化，最終建立政策議題清單。最後，研究為能挑選可應用數據分析之跨領域重要

政策議題，透過重要政策議題及個案可行性預評估，作為未來全面評估該項政策

可行性的基礎，並以利後續進行個案實作。而關鍵趨勢課題產出流程架構可詳圖

12；關鍵趨勢課題辨識重要政策議題流程架構則詳圖 13。 

 
圖 12 關鍵趨勢課題產出流程架構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圖 13 關鍵趨勢課題辨識重要政策議題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而在計畫第二年度（111 年），為能滾動式掌握我國社會趨勢狀況，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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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測台灣 2030 年社會重要趨勢，研究續運用 110 年度進行的社會趨勢分析

模式，蒐整多元調查資料並進行調校，以建立追蹤評估機制（架構詳圖 14），持

續進行社會趨勢觀測，並適時調整社會關鍵趨勢課題與重要政策議題，以便未來

可適時調整社會關鍵趨勢課題與重要政策議題之內容方向。 

研究所設之追蹤評估機制，係藉由三類管道追蹤關鍵趨勢課題之變化，包含：

(1) 學者談：透過專家學者針對關鍵趨勢課題挑選與命名再行確認或修正，以確

認現有指標是否符合趨勢分析需求。(2) 尋民意：透過民意調查方式或網路社群

媒體數據分析結果，適時依據相關網絡與民意資訊進行關鍵字 (詞) 探索與修正，

並持續追蹤與確認現有課題是否契合社會民意動向。(3) 拓指標：透過展延既有

文本年度，或蒐集與拓增其他文本來源（含報告、出版品等）檢視並更新社會趨

勢之變動，並透過分析相關政府文本資料掌握政府施政之重要課題與社會趨勢。 

 
圖 14 社會趨勢分析模式追蹤評估機制架構圖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1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透過上述之社會趨勢分析模式方法，本計畫盤點出 28 大課題（如圖 15 所

示）及其趨勢，加之利用混合研究方法的概念，初步透過專家學者分析、大數據

文字探勘、以及電話、網路調查等屬於量化調查與分析方法，進一步針對關趨勢

鍵課題建立政策議題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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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關鍵趨勢課題架構圖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1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盤資料 

個案實作預評估篩選透過彙整國際政策綜整參考文獻以及團隊針對相關文

本近行文字探勘，進一步邀請專家學者討論以衡量趨勢重要性、資料可取得性與

施政重要性等評估，蒐整分析國內外政策議題，最終建立政策議題清單（架構詳

圖 16）。 

 
圖 16 關鍵趨勢課題辨識重要政策議題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在選定預評估個案之課題後，為辦理後續政策議題預評估，團隊先針對各項

課題進行重要政策議題清單盤點，並從中挑選政策議題進行個案預評估作業。進

一步辦理專家學者諮詢會議，邀請相關課題領域專家針對議題廣泛討論及進行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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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持續擴充或修正議題清單。診斷方式分為兩大主軸，一是含括議題重要性與

議題持續性的性質診斷，二是含括資料充足性、資料可及性、資料成熟性的資料

診斷（詳圖 17）。 

 
圖 17 專家會議資料診斷架構圖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1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接著，研究針對挑出之重要關鍵議題進行預評估作業，其評估方式就資料需

求、資料整理、資料串連、研究方法以及相關政策選項進行規劃與盤點，評估進

行數據分析可行性，作為辦理循證決策個案實作之選擇參考。如圖 18 所示，本

計畫針對預評估分析之流程為：(1) 問題意識建構；(2) 趨勢初步分析；(3) 分析

變相定義及其資料來源；(4) 分析方法設計；(5) 數據清單盤點；(6) 分析限制/資

料使用侷限；(7) 後續辦理循證分析建議。透過這些先期探測性的評估，作為未

來全面評估該項政策可行性的基礎。 

隨著網際網路和電子平台的推行，台灣政府累積龐大的資料，如何運用這些

大量數據，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成為進行循證研究的挑戰。研究透過各項課題

建立循證政策流程，針對已篩選出來的議題進行資料盤點，並由國發會協助申請

各機關資料，進一步進行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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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重要政策議題預評估流程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在資料架構上，本團隊目前由國發會協助申請的各部會資料建立資料建置之

資料集，以 28 個課題進行目錄分類。資料集的第一層分為 28 個課題，於第二

層則是針對產出結果對應之資料來源進行分類，包含部會行政資料、政府公開資

料、本研究團隊自行調查或統計之結果以及其他資料。資料建置之資料庫除了根

據 28 個課題進行部會數據資料的歸納，也包含各部會行政資料以及政府公開資

料等文字資料。其中，政府公開資料蒐整了政府研究資訊系統之各機關研究計畫

資料、各部會之年度施政計畫文本、政府出版品以及施政報告。本團隊將蒐整的

資料進行文字探勘，並將文字探勘所使用之程式碼、圖檔與統計成果納進資料建

置的資料庫裡。 

另外，研究就團隊現有資料的申請情況進行核對，其次再透過建置資料清單

的方式，將每項個案的資料需求進行細分、統整，彙整，以此作為與各部會溝通

之基礎。最後，由各部會協助提供循證個案實作所需之評估資料，進而縮短資料

需求的溝通時間以及申請時程。此項資料的整備工程除了能夠推展循證個案實作

之進程，也期望能透過整備的工程逐漸促進各部會資料串接的模式。 

而現行盤點團隊所管理之資料依據取得之來源可分為本會行政資料、政府公

開資料、自行統計資料、團隊產製資料與其他資料（詳表 5）。除此之外，團隊透

過國發會所取得的資料會透過二次的產製成新的次級資料，由此產生的相關資料

集、編碼簿、程式檔與台灣區域產圖放置在團隊產製資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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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1 年資料蒐整清單 

資料類型 資料來源/名稱 

本會行政資料 
行政院各部會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計畫書文本 
28 項課題相關之行政院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計畫書文本 

政府公開資料 

GRB 各學術機構計畫名稱列表 
年度施政計畫文本 

政府出版品 

施政報告 

28 項課題蒐集之政府公開資料 
GRB 計畫人員資料庫 

科技部人才資料庫 

自行統計資料 

文字（關鍵字）探勘 
民意調查（電話訪查） 
專家學者趨勢評比 
28 項課題蒐集之自行統計資料 

團隊產製資料 本年度 4 項個案實作之團隊產製資料 
其他資料 TSSCI 期刊文本 

Google Trends Analysis 
28 項課題之各國統計資料 
28 項課題蒐集之其他資料 

資料來源：連賢明、楊婉瑩、林子欽（2022）。111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

制委外服務計畫。 
在資料倉儲上，由於次級資料結果並不會產生如原始資料 (raw data) 之巨量

資料，因此在設置上無需使用到資料中心機房層級的倉儲空間，最終儲存於光碟

片內完成移轉。本案之資料庫管理及應用規範配合需求書及各項維運管理措施須

遵循雲端資料中心管理規範辦理，依照團隊與國發會協調後，考慮資料倉儲地點

及方式，並確定授權使用對象為何。 

 優決策 

為能協助國發會推動社會政策循證治理基礎工程，研究規劃發展一套具促進

參與式、大數據研析以及友善使用之系統，使平台彙整多元領域、議題、新聞、

研究等，並結合行政大數據資料庫，整合成「社會政策治理跨領域協作平台」，

以發揮類同智庫功能，協助主管機關推動循證決策等目標。 

在參考國內外相關資料平台資訊後，綜合不同平台設計理念，研究以「協作

治理」為核心，透過社會、政府、研究三方角色串接功能架構： 

 觀測社會重要趨勢變化 

 系統性建立社會政策數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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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進行人才盤點與索引 

 推動跨域合作與公私協力 

其中，社會面以民意蒐集、議題調查為主；政府主責大數據行政資料蒐集、

研擬政策發展計畫；而研究面則透過數據分析探勘，提供民眾相關政策資訊以及

協助政府政策施行建議等。 

綜合上述，「社會政策治理跨領域協作平台」將建置成具有獨立網址的網頁

平台，透過平台之建置期望達到以下幾項目的：(1) 強化人才資料庫精準鏈結能

力；(2) 推動本計畫成果擴散與分享；(3) 達到循證決策培力訓練。期透過此平台

建立各部會與學術界的橋樑，也透過學界帶給政府部門同仁更多大數據資料運用

相關的學術知能。 

(2) 大數據發展 

本中心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財資中心）為促進以資料為基礎之

公共政策議題研究，另建立制度化且具效率之合作管道，基於雙方互惠原則，於 

2015 年 8 月 11 日簽訂合作備忘錄 (MOU)，並於 2020 年 7 月、2023 年 8 

月因應政府稅務改革，申請並提出相關研究內容擴充，並延長合作備忘錄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能運用財資中心豐富的財稅資料，探討我國重要的幾項租

稅變革，各項研究案內容簡述如下： 

A. 調降營所稅及促產條例落日之政策效果 

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屆滿後，立法院於 2009 年 5 

月 1 日三讀通過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由 25% 調降至 20%，隨後又在 2010 年 5 

月 28 日，再次調降營所稅，由 20% 調降為 17%，以統一降稅的方式降低促產

條例落日對經濟帶來的衝擊，同時解決我國長期租稅優惠政策造成的稅基侵蝕、

產業間租稅負擔不公、稅制複雜以及徵納雙方爭議等問題，接續的產業創新條例，

刪減大部份的投資抵減優惠，僅保留研究發展支出(含研發人員薪資)投資抵減一

項，另外加入中小企業增雇員工之租稅補助，並預期在政策施行後能有效改善產

業間租稅負擔之公平性以及員工薪資水準，同時能提高中小企業就業機會。 

基於此，研究為針對以上預期效果進行檢驗，採 2006 至 2013 年營所稅相

關檔案進行研究。由於營所稅調降同時間促產條例落日，對於各企業有效稅率影

響為何難以判定，故先將樣本以研發支出比之高、中、低，分類為高科技產業、

其他產業以及傳統產業，使用 OLS 模型檢驗政策施行後各產業別之有效稅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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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效果。再以有效稅率沒有顯著受政策影響的企業做為控制組，其他企業為實

驗組，以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模型個別檢驗稅制變動對員工薪資的影響。 

為探討政策變動對中小企業員工人數的影響，研究進一步細分為中小企業與

非中小企業，由於政策只針對中小企業增僱員工提供補助，研究以在同樣經濟環

境下的非中小企業做為控制組，各別就不同產業別，以實證模型探討中小企業員

工成長率是否顯著高於非中小企業。除了觀察營所稅調降及促產條例落日效果之

外，研究將進一步觀察此稅制變動對於企業盈餘分配、企業投資及儲蓄行為之影

響。現行研究進度成果簡述如下： 

首先，以平均薪資角度來看，營所稅調降能有效帶動企業調薪；然而，由於

劑量方法區分出薪資低、中、高組別的員工，針對低薪資所得與中等薪資所得的

人，政策帶來的調薪效果反而是負面的，而對於高薪資所得的人則有更明顯的調

薪效果，因此高薪員工與中低薪員工的正 (負) 面調薪效果相互抵銷後呈現的是

整體調漲薪資的現象。 

其次，針對營所稅對股利政策之影響，經量化分析後結果顯示，若為個人股

東股權站比較高的公司，有效稅率正向並正面影響股利發放，而以法人股東占比

較高的公司，再股利發放上沒有明顯效果。 

最後，探討營所稅對企業逃漏稅稅行為，則估計結果顯示，稅率調降 1%，

能造成短漏報比率降低 1.27%，並且能降低稽查成本以及稅基和稅收增加。 

B. 台灣近年租稅及年金改革與世代不公之關聯及影響 1 

近年來，台灣青年面對比以往嚴峻的就業市場及高住宅成本，又逢國共內戰

後所產生之嬰兒潮世代多長期持有自用住宅、近年來開始請領公共與私人退休金，

使得世代所得及財產差距持續擴大。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變遷背景下，學術界開始

重視世代所得差距研究。而現行相關研究中，其多以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而該調查資料庫係針對 13,000 個家戶以訪問調查方式進行蒐集，但根據過往研

究經驗，調查訪問資料易於高所得者的部分有所失真。因此探討世代所得分配問

題若不以較能精準呈現高所得者所得分布的綜所稅資料進行分析，所得研究結果

將無法呈現真實變化。 

                                                 
1 本研究案名稱原為「台灣近年租稅改革對世代別所得及財產變化之影響」，已於 2018 年 11 
月 26 日申請變更，修改為「台灣近年租稅及年金改革與世代不公之關聯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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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為了解整理近十年租稅改革對不同世代所得及財產分配變化之影響，

本研究預計使用 2004-2015 年綜所稅核定檔、申報檔及所得大檔；房屋稅、地價

稅、土增稅、遺贈稅等資料分析及計算所得者之所得及財產分配情形與變化，並

輔以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房屋土地申報書總項檔及明細檔、內政部房價資料、土

地公告現值、地價占市價比率及台灣經濟新報股價資料，調整及校正各項財產與

所得之金額。 

其次，研究運用綜所稅稅籍檔及個人資料檔，建構個人及其二親等親屬關聯

檔，了解世代別之所得及財產變化。同時，也因遺贈稅非以繼承人或受贈人為納

稅義務人, 亦將利用遺產稅共繼人檔、綜所稅稅籍檔及個人資料檔等資料，建立

死亡人與贈與人二親等內的親屬關連檔，以了解遺產及贈與的可能流向，推估所

得者之真實所得。 

最後，研究進一步利用綜所稅之列舉資料檔及學雜費繳費明細資料檔，以了

解所得者之教育、保險、醫療、捐贈等消費形態及消費水準，藉以探討所得及財

產差異所造成之影響。並藉由學學雜費繳費明細檔，控制所得者之教育程度、學

校特性、科系（學院）特性，以利分析探討造成世代所得與財產差異之因素。 

綜上，本研究將利用前述各項資料觀察不同世代所得及財產分配狀況，比較

此所得及財產分配的變化主要來自何項因素，並研析各項租稅改革政策介入前後

對世代所得及財產之影響。現行研究進度成果簡述如下： 

首先，研究發現所得愈高，預期餘命愈高；而所得對預期餘命的邊際效果遞

減，意即每上升一個所得百分比，預期餘命增加的幅度愈來愈小。此外，所得對

男性預期餘命的效果大於女性的，意即男女預期餘命的差距在低所得百分位時大

於在高所得百分位時。 

其次，研究探討遺產繼承是否帶來更嚴重的財富不均，並以 2009 年遺產稅

調降政策探討遺產分配是否對財富分配帶來影響時發現，理論上，繼承遺產會使

財富不均狀況惡化，但從研究結果卻看到，短期內 (三年內) 遺產繼承會使財富

分配不均狀況改善，隨時間經過，長期來看 (四年以上) 財富分配不均狀況會逐

漸惡化。而估計遺產稅調降後政策效果，則可以發現在研究所使用財富不均的衡

量指標上確實呈現惡化狀態，表示遺產稅調降使得財富分配更為不均。 

C. 稅改造成之地下經濟研究 

近年來，各國政府為了達到提升國民健康水準，以及增加政府稅捐收入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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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陸續以課徵菸品稅負或菸捐等政策來抑制國民對菸品的需求。我國始於 2002 

年施行「菸酒稅法」及「菸酒管理法」，廢除原有的菸酒公賣利益收入，改為課

徵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等，以達到提升國民健康水準，及增加政府稅捐收入

等目標。菸品稅與菸品健康福利捐課徵之主要目的在於以價制量，即透過提高菸

品價格減低國人菸品的需求量，進而減少吸菸率以及菸品造成的外部性，增進國

民健康水準。 

然而，一些國內外文獻發現，由於菸品消費的成癮性，菸品價格提高將造成

菸品消費者品牌轉移行為（即消費者選擇價格較低品牌以替代原本需求）。此外，

另有文獻指出，調高菸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將增加走私或私製菸品的誘因，鼓勵

地下經濟的發展。為深入解菸稅、菸捐調漲之政策影響，研究藉由分析台灣最近

一次菸稅調整（即 2017 年菸稅調整）對於我國整體菸品銷售、高低價品牌銷售

數量之影響，並觀察菸品之需求彈性與所得彈性，進而評估菸品市場地下經濟與

逃漏稅之情況。 

基於此，研究透過財政部電子發票、營業稅與營所稅申報資料，可以掌握菸

稅調漲的實行日前後，全國開立電子發票之菸品販售通路之菸品銷售狀況與廠商

營業狀況。而由於菸稅調漲的實行日為時序之分界點，故可將實行日前後一段時

間做為觀測期間，若菸稅調漲具有抑制菸品銷售量的效果，則菸品銷售量之趨勢

線在實行日後應下降，造成迴歸趨勢線的中斷。 

其次，我們進一步將菸品以價位做為區別，以分析不同價位菸品對於菸稅調

漲之反應，並藉此探討消費者以低價菸品替代之情形。最後假設走私菸供給有地

區差異，以菸品走私較少的縣市（例如：台北市）為對照組，菸品走私較多的縣

市（例如：屏東縣）實驗組，觀察兩類地區菸品銷售量（即由電子發票統計出之

銷售）在中斷點迴歸估計之差異來推估菸捐提高對菸品走私需求的影響。 

D. 使用數據分析進行各稅別稅收估計 

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時應求收支平衡，即收入與支出應相等。收入包括歲入及

融資財源，歲入部分包含稅課收入與非稅課收入，以稅課收入為最大宗，110 年

我國稅課收入占各級政府歲入淨額 (含特別預算) 比率為 95.1%。考慮到此重要

性，政府於編列下一年度稅課收入預算時會參考多項因素，如當時的稅收徵起情

形、經濟前景、稅制調整及租稅協定等，以求準確估計稅收預算。然而，110 和 

111 年都出現稅收超徵的情況，這表明目前的預估模型有待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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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徵意味著政府的實際稅收超過了預計數值。為有效利用這些超額資金，政

府提出了「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案」。這份計

劃將超額的稅收用於全民健康保險基金、勞工保險基金等，同時也採取措施返還

給民眾，即「還稅於民」，全民普發現金 6,000 元。 

而觀察這兩年度稅收超徵情形。其中，110 年度全國賦稅收入實徵淨額較年

度預算數增加 4,327 億元 (達成率 117.7%)，稅收增加之主要稅目為營利事業所

得稅、證券交易稅及營業稅；而 111 年度全國賦稅收入實徵數高於該年度編列

預算數達新臺幣 4,950 億元，稅收增加之主要稅目則為營所稅及綜合所得稅。 

營所稅、營業稅及綜所稅收入為我國稅課收入占比最高之三項稅目別，歷年

比重約達 60%，由此可知，若營所稅收、營業稅收及綜所稅收估計不準確，將造

成編列的稅收預算數與實徵數不符，導致稅收發生超徵或短徵 (即稅收預算數高

於稅收實徵數) 的情形。 

首先，實際上財政部編列下一年度預算時，營所稅部分主要依賴過去的數據

和宏觀經濟指標，如未來經濟成長率、上市櫃公司獲利成長情形，以及社會經濟

與國際情勢。如我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狀況，將前述各影響因素均

納入考量後。其次，由於 110 年度營所稅收入係來自營利事業申報繳納其 109 

年度所得稅。而 109 年編列 110 年度營所稅收時，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經濟成

長率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金管會) 發布上市櫃公司獲利為負成長，但實

際卻 是 109 年度實際經濟成長率與上市櫃公司 109 年度實際獲利均較編列時

之預測數為佳，致營所稅全國實徵數較預算數增加，111 年亦是如此。 

此外，營業稅超徵係因 110 年度國內產銷穩定，又因政府振興經濟方案之

刺激，進口原物料增加，當年度實際經濟成長率優於預期，致營業稅全國實徵數

超出預算數。最後，營業稅超徵係因 110 年度國內產銷穩定，又因政府振興經

濟方案之刺激，進口原物料增加，當年度實際經濟成長率優於預期，致營業稅全

國實徵數超出預算數；而綜所稅部分因 110 年 7 月 1 日實施「房地合一稅 2.0」

前交易房地較預期增加，導致綜所稅實徵數均高於預算數，產生稅收超徵的情形。 

外界反映預算編列估測失準或數字管理失靈，並指出現行預估模型的局限性

包含：(1) 現行預估模型多仰賴與重視總體變數而忽視個體差異，如各行業對景

氣的反應不同，故使相關影響因素 (如經濟成長率及上市櫃公司獲利成長情形等)

之預測值與實際值有落差，造成稅收實徵數較預算數增加或減少。(2) 目前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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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資料之低頻率 (low-frequency) 資料，建議可結合運用月資料或日資料等可

反映當前景氣的高頻資料，將對於提高即期預測有很大的助益。(3) 參數的選擇

和權重不明確，導致模型可能無法完整捕捉真實狀況。 

基於上述，雖然目前的稅收預估模型已有一定的效果，但仍有許多優化的空

間。通過不斷調整和完善，我們期望能提高模型的預測準確性，從而更好地指導

政府的預算制定。因此，本研究目的係為建立適當預估稅收之模型，將參考相關

稅目申報繳稅情形，並將最新經濟情勢納入考量，在現有的推估基礎上提升稅收

預算編列準確度，以提高稅收預估的準確性。另由於 110 年與 111 年度稅收超

徵情形受營所稅、綜所稅及營業稅影響最大，故本研究的稅收估測模型將以營所

稅、綜所稅及營業稅的預測為主。 

E. 建立人工智慧稅務模型提升稅務服務效率 

稅課收入為政府財源的重要組成之一，例如營所稅、綜所稅和營業稅等。為

確實掌握稅收來源與金額，政府需要對稅款有完整的稽查，以避免發生短漏報稅

捐之情形而造成稅收損失。然而，儘管大部分的稅收來源（如十大類所得 2等）

已被政府掌握，但仍有一部分隱匿在地下經濟之中，這部分的所得應該被課稅，

但由於其活動特性或稅制的限制，使其成為政府難以控制的部分。例如線上代購、

跨境電商等不易課稅之商業活動。 

在 2022 年的財稅大論壇上，財政部次長李慶華指出業務所得和營利所得的

申報率較低，有短漏報的可能。其中，在個人所得方面，已有多篇文獻研究顯示，

某些業務領域如執行業務、租賃、財產交易等有高度的短漏報風險。另外，家族

企業的特性亦可能導致短漏報的問題。而關於營利與非營利事業的所得，則由於

營業稅有多項免稅條款，例如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可能造成相關產業有短

漏報的誘因。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財政部在 2020 年啟動了「智能稅務服務四年計畫」，

引入 AI 技術以提升稅務查核的精準度。而本研究旨在利用 AI 技術，透過整合

多年的稅務資料，旨在找出可能存在的短漏報情況，並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以

執行業務所得為例，我們會結合多方面的資料來源，例如所得資料、執行業務所

                                                 
2 綜合所得包括營利、執行業務、薪資、利息、租賃、權利金、自力耕作漁牧林礦、財產交

易、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退職所得，以及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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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資料和合夥人資料等，透過 AI 模型分析可能的短漏報情況。同時，對於免營

業稅的醫療和長照機構，我們會使用醫療和長照相關的資料，並與其他稅務資料

進行比對，以探討是否有短漏報的情形。對於營利事業單位，我們將利用營業稅

和營業人稅籍資料，分析發票銷售額，並結合其他相關資料，透過 AI 系統探討

其短漏報的潛在因素。 

總結來說，本研究旨在全面分析稅收短漏報的情況，嘗試利用個人、法人及

機關團體的稅務資料（包含綜所稅、營所稅與營業稅），結合勞、健保資料，盡

可能擴大資料面，結合 AI 系統全方位抓取已存在的短漏報稅情形，並計算此類

行為所短漏報的稅收金額；再進一步檢視是否可能產生其他短漏報稅的行為與機

率，估計可能的短漏報稅額。針對既存或可能存在的短漏報稅行為，期能就研究

結果提供對應的政策建議或意見予相關單位，作為稅制調整或提升智能稅務服務

效率和精準度的參考。 

F. 抽樣資料庫建置 

迄 2019 年始，團隊透過 MOU 已協助財政部陸續完成綜合所得稅、營利事

業所得稅、營業稅抽樣資料庫建置，當前（2022-2023 年）正在進行電子發票資

料庫。由於台灣金融管制較為嚴格，過去並無消費紀錄資料庫，而電發資料提供

絕佳的機會，有助於政府分析政策效果。例如從電發資料探討振興三倍券對不同

地區之政策效果，研究成果顯示，三倍券對零售及餐飲的影響皆為顯著，並刺激

約 200 億 至 250 億的消費。以表 6 簡述各項資料庫建置情形。 

表 6 抽樣資料庫建置情形 

執行 
年度 

抽樣資料

庫稅別 抽樣資料檔 資料 
年度 簡述 抽樣檔案

樣本數 

2019 
綜合所得

稅 

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

檔、綜合所得稅基本

稅額核定檔、綜合所

得稅核定列舉明細

檔、綜合所得稅核定

所得檔、綜合所得稅

核定基本稅額所得

檔、綜合所得稅核定

稅籍檔、綜合所得稅

所得彙整資料檔、土

地財產檔、房屋財產

檔、車輛財產檔、投資

2006-
2015 

(一) 資料說明： 
1. 個人綜合所得稅以「家

戶」為單位進行申報，

各項核定資料如：核定

所得、各類扣除額、扣

繳稅額與可扣抵稅額

之總計資料彙整至申

報核定檔。 
2. 不包含未達課稅標準

之家戶所得資料。 
3. 抽樣基礎為104年申報

核定檔，依該抽樣檔之

24,000 
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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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年度 

抽樣資料

庫稅別 抽樣資料檔 資料 
年度 簡述 抽樣檔案

樣本數 
財產檔 納稅義務人身分證號

提供往前追溯至 95 年

之抽樣資料。 
(二) 抽樣設計、驗證： 
1. 依「核定所得總額」為

標準分層簡單隨機抽

樣。 
2. 以敘述統計、累積機率

分布圖、K-S 檢定等驗

證抽樣資料是否具母

體代表性。 
3. 整體抽樣24萬筆資料，

依核定所得總額分位

隨機分為 10 組小抽樣

檔，每小 抽樣檔為

24,000 筆，並隨機抽取

1 組小抽樣檔進行母體

代表性驗證。 

2020 
營利事業

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損益

申報隨機檔、營利事

業所得稅資產負債表

隨機檔、營利事業所

得稅損益申報串接

檔、營利事業所得稅

資產負債表串接檔 

2006-
2015 

(一) 資料說明： 
1. 營利事業所得稅以「營

利事業總公司」為單位

進行申報，各項資料

如：營業收入總額、營

業收入淨額、營業淨

利、非營業收益、非營

業損失、損益及課稅所

得額、稅額計算等相關

資料。 
2. 不包含未達課稅標準

之小規模營利事業及

機關團體之申報資料。 
3. 抽樣方式可分為 
4. 隨機檔：以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損益申報

檔為母體，每年依據抽

樣規則重新隨機取樣。 
5. 串接檔：抽樣基礎為以

起始年度(95 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損益申

報檔，依該抽樣檔之營

利事業暨扣繳單位統

一編號提供往後追溯

當年度損

益申報檔

*20%筆 
約 14~17
萬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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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年度 

抽樣資料

庫稅別 抽樣資料檔 資料 
年度 簡述 抽樣檔案

樣本數 
至終止年度(104 年度)
之資料。 

6. 營利事業所得稅資產

負債表檔係以當年度

損益申報檔之抽樣結

果串接資產負債表檔，

以取得抽樣營利事業

暨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之營利事業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流動負

債、非流動負債等相關

資料。 
(二) 抽樣設計、驗證： 
1. 依「營業收入總額之自

調金額」序位為標準，

將母體進行分割，前

0.2%為高營收組，後

99.8%為一般營收組，

分組進行隨機抽樣。 
2. 以敘述統計、累積機率

分布圖、K-S 檢定等驗

證抽樣資料是否具母

體代表性。 

2021 營業稅 

營業稅申報隨機檔、

營利事業所得稅損益

申報隨機檔橫向串接

營業稅、營利事業所

得稅損益申報串接檔

橫向串接營業稅 

2006-
2015 

(一) 資料說明： 
1. 自動報繳營業稅之營

業人每月或每期(每 2
個月)填報「營業人銷

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申

報營業稅，其資料欄位

包含統一編號、資料年

月、總繳代號、應稅銷

售額、應稅稅額、零稅

率銷售額、免稅銷售

額、特種銷售額、特種

稅額、銷售額總計、進

貨及費用進項總金額、

應實繳稅額等各項目

金額及稅額。 
2. 不包含查定課徵營業

稅資料。 
(二) 抽樣設計、驗證： 
1. 依營業人年度銷售額

當年度營

業稅申報

檔*20%筆 
約 16~18
萬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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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年度 

抽樣資料

庫稅別 抽樣資料檔 資料 
年度 簡述 抽樣檔案

樣本數 
總計序位為標準，將母

體進行分割，前 0.2%為

高銷售額組，後 99.8%
為一般銷售額組。取申

報書總繳代號 0、2 為

母體，分組進行隨機抽

樣。 
2. 以敘述統計、累積機率

分布圖、K-S 檢定等驗

證抽樣資料是否具母

體代表性。 

2022 電子發票 B2C 電子發票申報資

料 
2014-
2021 

(一) 資料說明： 
1. 將電子發票申報資料

檔分為以下3種方式整

理 
2. 以「統編、發票日期、

品項名稱」為基礎，進

行金額、數量的加總及

單價的平均。（2021.12
月為 4.5 億筆） 

3. 以「統編、發票日期、

品項名稱、單價」為基

礎，進行金額、數量的

加總。（2021.12月為5.5
億筆） 

4. 只保留綜合零售業（稅

務行業分類大類：47）
（2021.12 月為 3.2 億

張零售業發票） 
(二) 抽樣設計、驗證： 
1. 方法一與方法二以總

額金額為分層標準，分

層隨機抽樣 0.1%。 
2. 方法三隨機抽樣 0.1%

張發票。 
3. 以敘述統計、K-S 檢定

等驗證抽樣資料是否

具母體代表性。 

抽樣

0.1%，約

25~55 萬

筆/月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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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務資料研究 

A.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戰」 

台灣曾是發展中國家的典範，創造了許多台灣奇蹟。然而，自亞洲金融風暴

後，台灣發展陷入停滯，所謂台灣奇蹟逐一褪色。當中衝擊最大的是千禧世代（約

略 1980 年後出生）。千禧世代在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中成長，歷經大學擴張和高

教改革，是教育程度最高世代；高教育卻沒有轉換成高薪資，有 3 成月薪不足 

3 萬；房價在他們成長年代超過 4 倍，高資產價格導致所得分配惡化；超過 2 

成選擇不婚，婚後 4 成僅生育一個，台灣成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千禧世

代所面對挑戰可說是台灣發展困境的寫照。 

基於此，中心辦理國立政治大學高教深耕（107-111 年）國際重點領域計畫：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戰，期望建立以實證為本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的研究基礎，發揮准智庫的功能來提升政府治理。計畫旨在能讓

外界著重台灣當今發展重大困難，鼓勵更多老師投入政策研究來因應未來的危機

和挑戰。其次，希望藉由研究能量能轉換成教學課程，讓更多政大學生關切台灣

發展重大困境，進而共同找尋可能的解答。最後，我們相信這些議題在國際間具

有共通性，因此透過研究成果與國際相關研究進行連結，能讓台灣經驗參與國際

間政府治理的討論。 

現今由於許多公共議題需依賴行政資料進行分析，使各國政府對行政資料的

使用、及各項巨量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已成為國際研究趨勢。研究以社會科學大

數據為基礎，以台灣研究中心「世代公平和機會」做研究主軸，透過跨領域團隊

來分析學用落差、低薪、晚婚、低生育、價值觀和新媒體等重要議題。 

過去深耕計畫中已有亮麗的研究成果，包含應用行政資料進行的大數據研究

模式（如以財稅資料呈現臺灣財富分配 2004－2014 年，使用校務資料分析政大

不同入學管道的學生差異和學習成效）。這個社會科學大數據模式，不但學術上

有論文產出，研究結果更獲得天下、遠見等媒體報導，拓展政大學術影響力。本

次「社會科學大數據計畫」延續過去研究成果帶入校園課程中，提升學生對於大

數據之應用及思維。 

在教學成果上面，團隊成員在社會科學大數據的課程內容中針對不同的社會

議題及分析方法提供同學新的知識。而在今年疫情的影響之下，也有團隊成員也

展開了新的教學方式，透過影片錄製進行教學，也提出了讓學生將作業以影片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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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方式進行翻轉式的教學。同時在教學上也增加了分組討論等方式，讓同學針對

社會科學大數據相關之議題有更多的腦力激盪。 

而在跨資料庫整合方面，計畫運用諸如公開地價資料、實價登入資料等已公

開政府資料進行處理與使用。其中，在政府資料部分，中心團隊與相關部會合作，

使用政府資料進行研究。團隊可作為政府和學界間橋樑，協助政府開放行政資料。

在財稅資料部分，目前較少單位進行使用，本計畫則透過財稅資料進行所得分配、

社會流動以及高房價對於生育率等議題做分析。除了資料使用外，本中心也與財

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合作，共同建立抽樣資料庫，針對財稅資料進行抽樣，抽樣結

果希望能夠符合母體資料，具代表性。抽樣資料庫是希望能給予學術單位有更方

便的管道能夠使用財稅資料，研究財政議題，給予政策建議。現正為初步抽樣驗

證階段，未來以資料庫開放方向執行。 

而透過上述資料的整合與分析，研究聚焦於年輕世代的現實困境，為什麼書

越念越多，前途卻不如社會許諾的那樣開闊。我們想找出政策、產業到底哪個環

節造成了年輕人現在面臨如此艱困的局面，藉由團隊中有實務經驗的老師的分享，

取得除了政府公部門的數據外，更藉由其他現實層面的參考資料，藉此提出更多

的有效運用資源的政策。 

而欲觀察此社會趨勢，計畫規劃從校內趨勢先以觀測，藉著教育資源的分配，

從現在開始影響貧富分布的不均，並更有效的促進階級流動，讓政治大學成為國

內大學中的楷模。我們遠大的目標是促進產業轉型，產業轉型喊這麼久了，但台

灣本土依然以硬體代工製造為主，我們是否能從教育資源分配的改變開始影響學

生選填科系的結果，進一步影響台灣人才結構，提升產業結構促進更大的產出與

收入。為使這些議題的政策規劃與評估具可行性，團隊結合不同層次的資料，輔

以大數據的量化分析，來協助千禧世代解決未來的挑戰。 

B. 「高等教育中的學習成效-學生的價值差異」 

台灣高等教育在近二十年間內，除學校數量大幅增加外，有關品質層面亦展

開巨大變革。面對國內外競爭壓力，各大專院校都根據本身特色與既有強項，在

教學、研究、和行政支援上進行改革與創新。政大近年來實施一連串措施，包括

書院制度、鼓勵多元入學，期望在日益競爭的高教環境中能有所突破，吸引優秀

學生就讀，並提供友善且效率學習環境。 

而本中心團隊在過去數年針對多元入學的學生學習成效，使用政大資料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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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同入學管道學生的學習差異。這幾個研究成果不但使得外界對高等教育中

多元入學的公平性、選擇學生的效率性、乃至政大需增加哪類型入學管道提出實

際建議，也讓政大的校務研究成為頂尖大學的模範。政大研究的結果顯示元入學

實施提昇中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入學機會，也有利於非都會區及非明星高中的學生

入學。綜合而言，本文並沒有發現多元入學產生所謂的「多錢入學」或集中在明

星高中等負面效果。而這些當中特別是繁星入學的學生入學學測成績較差，但在

學成績是幾種入學最優秀的。然而，為什麼這些不同入學管道學生會有不同的學

習成果，在台灣現有研究中仍然沒有定論。 

基於此，中心申請執行本「高等教育中的學習成效-學生的價值差異」校務發

展研究計畫，期望延續前述的研究基礎，進一步的討論不同管道入學的政大學生

是否在價值觀上有相當差異。這些價值觀上（如吃苦耐勞）面的差異，很可能反

映在他們學習動機和學習投入。我們擬和學校校務辦公室合作，並與 MIT 媒體

中心 Tenzin Priyadarshi 博士合作，瞭解目前有關多元入學學生的價值觀的差異，

也瞭解不同系所學生的價值觀差異。另外，MIT 的 Tenzin Priyadarshi 博士的願意

和政大合作，同意提供生命教育瞭解生命教育對價值觀的變化。 

研究針對不同管道入學的政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經調查發現，不同管道入

學的政大學生，在價值觀上確實存在些許差異：第一，本研究發現透過「繁星推

薦」入學的學生，比較獨立不會依賴他人；第二，在家庭性別價值觀議題上，從

「繁星推薦」入學之學生的回答中我們發現，此類學生比其他管道入學者更加注

重性別平權。基於上述調查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以提供學系調整招生策略

之參考。 

 展現出政大多元化的活動 

雖然調查結果呈現的是透過「繁星推薦」入學的學生較著重體驗學校生活，

但透過其他方式入學的學生也不遑多讓。因此，本研究認為展現出政大多元化的

各種活動是對招生有所幫助的，其能夠拓寬學生眼界並提升價值競爭力，對學生

而言，是十分有吸引力的。 

 強調政大校友、系友的團結互助 

本研究認為，由於透過「繁星推薦」入學的學生在待人接物時較為謹慎，因

此為應對此種狀況，可以向學生們展現出校友、系友的友善包容，以打開學生的

心房，吸引學生融入政大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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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議題探討 

由中心執行長連賢明教授主持之科技部計畫「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

制度的現況、改革與展望」，自 110 年始，迄今已執行二個年度。全民健保係我

國重要的社會福利制度之一。而健保自開辦以來，廣受國內外好評。然而，受到

投保薪資成長緩慢，保險費率調高屢屢陷入政治攻防等問題，使得保險收入增長

困難。為量入為出，主管機關在保險支出面嚴格管控，在消費者端透過調高部分

負擔或增加差額負擔，增加自費比例來降低道德風險，藉以減少醫療浪費；在供

給者端則採用國際少見的支出上限制總額，將保險財務風險完全轉嫁給供給者，

藉以有效控制健保支出，但風險轉嫁拉低總額點值，助長「血汗醫療」的情況，

醫界對健保支持屢創新低。展望未來，台灣人口快速老化，退休和工作比例失衡，

如何穩健健保財務成為健保永續的最大挑戰。 

基於此，本研究計畫結合超過十個學校，八個領域學者組成跨領域政策研究

團隊，針對台灣健保的三個關鍵政策：保險收入，總額制度，和部分負擔，在三

年期中針對該制度的短、中、長期議題進行討論與分析。在健保收入上，短期討

論補充保費如何結算，中期則檢討家戶總所得制，長期分析人口老化對保險收費

的衝擊；在總額制度上，短期討論總額公式的修訂，中期估算總額對自付比例的

影響，長期討論總額中納入關連性支付 (DRG) 的可能性。在部分負擔上，短期

討論部分負擔如何納入定率精神，中長期針對改善部分負擔的公平性和差額負擔

對抑制醫療支出等議題，期望透過這些關鍵政策討論，培育三代健保政策人才來

協助「健保永續」。 

簡述 111 年執行目標與成果如下。 

A. 「家戶所得制」及費率調整機制試算 

在現行收費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提出健保收入面改革方案，並探討「家戶總

所得」對全民健保財務之影響。其中，短期改革方案包含開徵酒捐、提升營業稅

稅率等，或長期改革方案：以「家戶總所得」作為費基，探討其健保收入與當年

健保支出的平衡費率。 

本研究為健保平衡費率推估設定幾種推估情境： 

 課徵酒品健康福利捐。 

 調升營業稅率 0.5%，增加稅收作為健保其他收入。 

 調升政府負擔比例，由 36% 調升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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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第 2、3、6 類保險對象，加課財產能力保費。 

 開徵碳稅，以稅收挹注健保。 

 課徵食品健康福利捐。 

 以家戶所得制作為保費費基，擴大課費範圍 

其中，課徵酒品健康福利捐係依《健保法》第 76 條規定為平衡健康保險財

務，得自「菸、酒健康福利捐」提列安全準備金，故政府開徵酒捐不僅無須經過

修法程序，可較短時間內推動，且透過加徵酒捐以降低酒品帶給社會之外部成本，

達到寓禁於徵之目的，並將酒捐之收入用於挹注健保財源。 

而研究以菸捐比例試算酒捐應徵金額，以紙菸為例，菸稅每千支徵收 1,590 

元，菸捐每千支徵收 1,000 元，故以「菸稅：菸捐=1.59：1」的比例進行試算：

近五年酒稅幾何平均成長率為 0.45%，2024 年預估可挹注健保金額約為 165.6 

億元。 

而關於調升營業稅收作為健保其他收入方案，係因台灣現行營業稅率為 5%，

相較於其他國家屬於低稅率，若加徵 1% 至 2%，根據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的

數據，稅收約可增加 1,088 億元至 2,177 億元，且營業稅來源穩定、稽徵容易，

根據《營業稅法》第 10 條規定其稅率範圍在 5% 至 10% 之間可直接調整稅率，

無需花費額外的行政成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理上營業稅屬於累退稅，

提高營業稅率可能引起物價上漲，此衝擊可能對於低所得家庭影響較大（游凱茹、

甘涵仁，2016；孫克難，2014；黃明聖，2013）。 

而本推估設定營業稅稅率調升 0.5%，即從 5% 調升至 5.5%，並以財政部

統計資料庫蒐集歷年營業稅金額，將歷年營業稅金額除以現行營業稅稅率 5%，

回推營業稅費基後發現，近五年營業稅稅收幾何平均成長率為 5.53%，2024 年

預估可挹注健保金額約為 606.3 億元。 

而觀看各方案財務趨勢結果（詳圖 19、圖 20）。以長期財務效果來看，現制

微調下各項收入面方案中，以營業稅稅率調升 0.5%為最有效：若 2024 年不調

漲費率，調升營業稅稅率 0.5%，預估 2024 年可挹注健保金額約為 606.3 億元，

2025 年可挹注健保金額約為 639.9 億元。而在 2025 年需調升至 5.72%，可維

持至 2027 年，並且 2027 年年底安全準備餘額仍剩餘 1.7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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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收入面方案比較結果 

資料來源：連賢明、黃心苑、韓幸紋（2023）。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

與展望。 

 
圖 20 2024 年起採家戶所得制之試算結果 

資料來源：連賢明、黃心苑、韓幸紋（2023）。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

與展望。 
其次有效方案為開徵能力保費（以財產課稅價值為基礎）及增加政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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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徵食品健康捐或酒品健康捐則相對較不能改善現況。以開徵酒品健康捐為例，

若 2024 年不調漲費率，但開徵酒捐預估 2024 年可挹注健保金額約為 165.6 

億元，2025 年可挹注健保金額約為 166.4 億元。然而，2025 年須調升費率至 

6.16%，相較於第二種情境需調整至 6.31%，有所減緩調升幅度，但仍突破現制 

6% 上限。 

但若 2024 年改採家戶所得制，可看出本方案可有效降低調升費率的頻率：

以 2024 年年底具有 1.01 個月安全準備金回推 2024 年「家戶所得制」費率應

為 2.71%，2025 年需調升至 3.2%，並且可維持至 2035 年，並且 2035 年年底

安全準備餘額仍剩餘 1.62 個月。至 2060 年，平衡費率約為 5.71%。因此，從

各方案結果可以看到，調整營業稅稅率相較開徵酒捐可更為有效減輕調升費率的

壓力。若改採「家戶所得制」，長期來說可控制費率調升頻率與幅度。 

B. 總額制度和自付醫療費用比例 

由於全民健保財務風險保護的功能是全民健保政策正當性的基礎，因此探討

健保硬總額支付上限制度政策的影響時，OOP 是健保提供民眾財務風險保障最

基本的指標，也是無可迴避的焦點 (Rannan-Eliya, 2010)。因此，研究對一般家戶

及癌症病患之 OOP 進行深入的探討： 

 利用多元資料估算一般家戶之 OOP 數據及 OOP 花費之組成 

 利用多元資料估算有重大疾病民眾 OOP 數據及 OOP 花費之組成 (計畫

先以癌症病人為例進行分析) 

全民健保不只是保障民眾面對一般疾病的財務風險，更重要的是保障民眾面

對重大疾病的財務風險。在台灣，因總額無法隨著醫療需求同比例成長的情況下，

健康照護投入不足，常被質疑推遲或限制新藥新技術等新醫療科技的引進及使用，

推升了有重大疾病民眾如癌症病人的 OOP，因此需要更充足的數據來探討在總

額制度下，民眾面對重大疾病時其 OOP 及其組成，以評估全民健保是否提供民

眾面對重大疾病如癌症時足夠的財務風險保障。 

另外，鑒於台灣長期醫療照護支出的低水平與低成長率，且實務上，面對醫

療照護的不確定性及現有資料的限制，冀望以回溯性資料準確預估合理的醫療費

用支出及設定公平的總額的確相當困難。因此，讓所有的財務風險皆由醫療供給

者承擔，不見得公平。基於此，研究以盤點類似保障基本點值方式的優缺點及可

行性，初步試算不同超額支出分擔比例對健保財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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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透過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報告、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財政部

綜合所得稅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之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以及 2022 年全國具代

表性家戶自費醫療費用調查等，研究估算台灣家戶 OOP 於整體醫療費用合理占

率及 OOP 花費組成。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與財政部綜合所得稅

資料中皆可發現醫療保健支出占比皆有顯著的成長。而近一步分類可知接受過手

術或住院照護的受訪者之 OOP 花費為新台幣 57,235 元，扣除私人保險給付後

為新台幣 37,705 元。住院或手術所花費的 OOP 中，平均約有 40% 是由私人

醫療保險給付。再私人保險給付後，OOP 占經常性醫療保健支出比例為 26.9%。 

其次，研究觀察台灣重大疾病民眾 OOP 於整體醫療費用合理占率及 OOP 

花費組成。以癌症病人之 OOP 結果來看，癌症病友自費治療網路調查中，發現

經濟弱勢的癌友有 55% 的人在其癌症治療過程中有自費治療的情形，更有近兩

成癌友其累積自費治療金額超過 50 萬元以上。且自費的情形在不同主要癌症間

有明顯的差異。 

而其中，新診斷乳癌確診女性病人自確診日一年內之就診及費用，如自付醫

療費用占總醫療費用的比例從 2014 年的 18.8% 大幅上升到 2021 年 33.3%，

上升幅度超過七成五。其中近 7 成的自付費用是藥費。而在總用藥費用中，民

眾自負額占比則是近 45%（如圖 21 所示）。 

 
圖 21 2014-2021 六大費用項目別及占總費用比例 

資料來源：連賢明、黃心苑、韓幸紋（2023）。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

與展望。 

由上述結果可知，綜合初步研究結果發現癌症病人，雖然健保已免除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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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但其 OOP 占其總醫療費用的比例仍逐年上升，尤其是藥費的自付額占比

在 2021 年更是超過五成，值得再深入了解其原因。另外，透過分析網路問卷，

也發現有近二成經濟弱勢的癌友（家庭每月可支配所得低於五萬元），其累積自

費治療金額超過 50 萬元以上，面對癌症等重大疾病時，健保對經濟弱勢民眾的

重大財務風險的保障，也是需要關注的議題。在關心健保總額成長受限是否會影

響自費負擔時，不僅是一般家戶需要被關注，同時也不能忽略對重大疾病民眾及

經濟弱勢民眾的影響。 

C. 考慮就醫公平的部分負擔 

使用健保及財資資料庫分析免部分負擔長期對健保財務之衝擊，以及討論重

大傷病部分負擔減之公平性與正當性。而分析免部分負擔政策需要多方面的資訊。

由於健保資料庫記錄了所有保險對象的醫療利用，且使用一致性的病人及醫院代

碼，可供串連患者投保類別與金額以及就醫院所特性，進一步整理為一個以被保

險人為單位的個人資料，研究因而使用健保資料庫進行分析。表 7 列出所使用健

保資料的各資料檔和各個變數。 

表 7 研究使用之健保資料庫清單及變數 

中文檔案名稱 英文檔案名稱 相關變數使用 
全民健保承保檔 ID 年齡，投保金額，投保類別 
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檔 HV 重大傷病類別 
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 CD 門診部分負擔金額，免部分負擔代碼 
醫事機構基本資料檔 HOSB 醫療院所特約類別 

承保抽樣歸人檔  

以 ID 為抽樣母群體，採簡單隨機抽樣

後，得到樣本 ID (人)，然後擷取每人各

年所有就醫申報資料（包括門、住診及特

約藥局），製成承保抽樣歸人檔。本檔從

兩千年開始以每五年為一個世代抽樣一

次，2000 年、2005 年及 2010 年每年皆

抽 100 萬人。在抽樣檔的代表性方面，

統計抽樣檔之年齡、性別分布，以及平均

投保金額，與母體間均無顯著差異，而本

研究使用母體約 300 萬人。 
資料來源：連賢明、黃心苑、韓幸紋（2023）。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

與展望。 

為觀察健保部分負擔對就醫公平性之影響，研究探討兩個部分。 

 健保部分負擔減免概況 

 重大傷病醫療利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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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探討歷年健保部分負擔減免概況，並進一步探討免部分負擔最大宗之

項目其近年人數與醫療給付金額之變化。研究發現 1997 年至 2013 年門診部分

負擔減免總金額逐年增長，其由  1997 年的  19.03 億元上升至  2013 年的 

138.77 億元，上升幅度達 629%；而住院部分負擔減免總金額則在 2010 至 2013 

年有驟降的趨勢，但在 16 年間整體金額依然成長約 411%，顯示免部分負擔長

期對健保財務之衝擊（如圖 22 所示）。 

 
圖 22 歷年部分負擔減免總金額及其健保支出占比（左：總金額，右：占比） 

資料來源：連賢明、黃心苑、韓幸紋（2023）。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

與展望。 

接著，我們進一步觀察不同免部分負擔項目其金額占比趨勢（詳圖 23，為增

進圖表觀察之可近性，研究僅呈現免部分負擔之前九項類別項目金額。以門診各

類免部分負擔項目之部分負擔減免占比為例，從圖中可以看到，免部分負擔項目

金額排除第九類「其他規定」類別後，以第一類「重大傷病」為最，其占比約在 

15%~26%，且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其次則為第四類「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其占比約在 13%~30% 並逐年遞減，最低則為第二類「分娩」占比未達 1%。 

 
(a) 門診              (b) 住院 

圖 23 各類免部分負擔項目之部分負擔減免占比 

資料來源：連賢明、黃心苑、韓幸紋（2023）。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

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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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觀察歷年重大傷病數量趨勢可以發現，我國重大傷病人數逐年漸增，1997 

年重大傷病為 270,299 人，至 2013 年已高達 905,575 人，漲幅約 235%。其中，

透過性別觀察重大傷病人數變化則是女性較男性增長幅度快，人數也明顯較多。

而年齡別觀察重大傷病人數變化則可以發現，1997 年以前重大傷病人數以 40-49 

歲居首，其次則依序為 60-69 歲、30-39 歲、50-59 歲、0-20 歲、70 歲以上以及

21-29 歲。之後趨勢有所反轉：至 2013 年，以 70 歲以上重大傷病人數最多，其

次則依序為 50-59 歲、60-69 歲、40-49 歲、30-39 歲、0-20 歲以及 21-29 歲（詳

圖 24）。 

 
(a) 依性別分            (b) 依年齡別分 

圖 24 重大傷病人數變化 

資料來源：連賢明、黃心苑、韓幸紋（2023）。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

與展望。 
最後，我們觀察重大傷病患者健保投保身分類別（詳表 8），以 2000 與 2010 

年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無論是 2000 年還是 2010 年，45-55 歲屬重大傷病且投

保勞保、公保、農保等者皆較 55-65 歲來的高；而若觀察時間趨勢則可以發現，

無論是 45-55 歲還是 55-65 歲之重大傷病比例皆以 2000 年高於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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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投保類別重大傷病人數占比 

年

齡 

年度 2000 2010 
投保 
類別 Non-HV HV Non-HV HV 

45-
55
歲 

公保 6.56% 

43.81% 

79.90% 

5.02% 

31.52% 

67.84% 

5.30% 

44.49% 

76.25% 

3.62% 
29.67

% 

63.72% 

勞

（漁）

保 
37.25% 26.50% 39.19% 26.05% 

農保 9.27% 

36.09% 

8.37% 

36.32% 

6.64% 

31.76% 

6.87% 
34.05

% 
勞保

（職業

工會） 
26.81% 27.95% 25.12% 27.18% 

依附 12.65% 
20.10% 

17.03% 
32.16% 

11.26% 
23.75% 

14.05% 
36.28% 地區人

口 7.45% 15.12% 12.49% 22.23% 

N 2,601,012 72,139 3,499,100 166,021 

55-
65
歲 

公保 4.07% 

22.41% 

63.57% 

2.99% 

16.50% 

53.52% 

2.83% 

25.45% 

58.83% 

1.84% 
17.19

% 

49.70% 

勞

（漁）

保 
18.35% 13.50% 22.62% 15.35% 

農保 22.87% 

41.15% 

18.96% 

37.03% 

11.12% 

33.37% 

10.35% 
32.52

% 
勞保

（職業

工會） 
18.29% 18.07% 22.25% 22.16% 

依附 28.84% 
36.43% 

35.99% 
46.48% 

26.79% 
41.17% 

31.33% 
50.30% 地區人

口 7.59% 10.49% 14.39% 18.96% 

N 2,601,012 72,139 3,499,100 166,021 
資料來源：連賢明、黃心苑、韓幸紋（2023）。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

與展望。 
(5) 強化國際交流 

為促進台灣與歐洲聯盟 (EU) 的瞭解與合作關係，本計畫透過教育部提供活

動費用的補助，鼓勵歐盟官員到台灣參加專業的學術與文化研討活動，掌握台灣

目前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兩岸關係的現況和條件，並進一步瞭解台灣與

中國、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的關係。希望能夠建立起與歐盟之間的民間固定

交流平臺，並藉由此交流活動讓歐盟人士更加了解台灣，進而達到宣傳台灣、行

銷台灣的目的，讓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向上提升。 

本中心於 2008 至 2023 年在教育部補助之下，舉辦「歐盟官員來臺參訪交

流的學術研討會」（2020 年至 2021 年因疫情因素停辦）。藉由歐盟官員來台參

訪，除了瞭解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亦安排部分官員進行相關華語課程培育，

透過語言學習，瞭解台灣的豐富底蘊，進而達到華語文政經文化瞭解及華語學習，

故計畫亦分為政治經濟研究組和華語文化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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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中心團隊隸屬政治經濟研究組別，係透過規劃約一週的研討活動，並邀

請台灣各領域學者向官員分享台灣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社會等各層面議題。

而本計畫於 2017 年更名為「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 (政治經濟研究)」，這是

台灣與歐盟之間近年來少數的大型學術及文化的交流活動，邀請了多名歐盟內部

的高級官員，其中更包括了多名部門高級主管。由於成果相當豐碩，本中心今年

度 (2023) 再度獲得教育部的支持擬舉辦研討會，未來希望能夠建立起與歐盟之

間的民間固定交流平臺，並藉由此交流活動讓歐盟人士更加了解台灣。 

本計畫研討活動規劃共可分為幾個部分： 

A. 台灣研究研討會：擬安排政治大學各領域之教授，以研討會課程（各年度課

程安排可詳表 9 至表 12）的模式介紹台灣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現況，

藉由互動討論的方式讓參與者瞭解台灣與中國，以及其他各國的發展關係，

提供參與者另一個新角度來觀察亞洲。 

B. 北台灣文化參訪：藉由參訪台灣具代表性的文化建築與歷史景點，以進行台

灣文化及歷史的深度參訪。參訪標的如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館、101 金融

大樓、保安宮、平溪老街、十分瀑布、大稻埕、基隆和平島等地方，讓參與

者能體驗台灣過去與現狀的發展脈絡。 

C. 走讀城市學華語：以專案方式規劃半日遊行程，帶領官員們參訪傳統藝術老

店，如台原偶戲館、日星鑄字行、中山街區等。 

表 9 106 年研討會課程內容與講座教師 

課程名稱 講座教師 
台灣經濟發展回顧與前瞻 財政學系吳文傑教授 
台灣社會發展回顧與前瞻 社會學系陳小紅教授 
台灣政治發展回顧與前瞻 政治學系郭承天教授 
台灣文化發展回顧與前瞻 歷史學系周惠民教授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表 10 107 年研討會課程內容與講座教師 

課程名稱 講座教師 
台灣經濟發展回顧與前瞻 財政學系吳文傑教授 
台灣社會發展回顧與前瞻 社會學系陳小紅教授 
台灣政治發展回顧與前瞻 政治學系郭承天教授 
台灣文化發展回顧與前瞻 歷史學系周惠民教授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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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08 年研討會課程內容與講座教師 

課程名稱 講座教師 
台灣經濟發展回顧與前瞻 財政學系吳文傑教授 
台灣教育發展回顧與前瞻 教育學系陳榮政教授 
台灣政治發展回顧與前瞻 政治學系郭承天教授 
台灣文化發展回顧與前瞻 歷史學系周惠民教授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表 12 112 年研討會課程內容與講座教師 

課程名稱 講座教師 
台灣教育發展回顧與前瞻 教育學系陳榮政教授 
台灣經濟發展回顧與前瞻 財政學系吳文傑教授 
台灣政治發展回顧與前瞻 政治學系冷則剛教授 
台灣文化發展回顧與前瞻 歷史學系周惠民教授 
台灣社會發展回顧與前瞻 社科院關秉寅名譽教授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而本活動成果可歸類以下幾點： 

 提高歐盟官員對台灣政經社會發展的認識 

配合「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 (政治經濟研究)」主題，本中心邀請政治大

學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教育等領域學有專精的教授群擔任各專題講座，

包括經濟專題講座、政治專題講座、社會專題講座、文化專題講座，以及教育專

題講座等。課程目的乃是藉由講座教授們專業的授課，佐以豐富且多元的課程資

料，循序漸進地引導歐盟官員們瞭解台灣的發展脈絡（課程剪影如圖 25）。由於

班級人數少，官員們也可以即時發問，達到良好的課程互動。相信講座教授們的

舉例和說明，對官員們未來處理台灣相關的決策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58 

  

  
圖 25 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課程剪影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建立歐盟官員對於台灣社會的正面觀感 

觀察參與的官員身份，多屬歐盟機構各單位的中高階主管與諮詢顧問。我們

希冀其於歐盟內部所扮演之角色能對歐盟之各項涉臺決策發揮其影響力。參與之

歐盟官員除受益於每堂研討會的課程，課後安排以台灣文化為主題的參訪（活動

剪影如圖 26），如臺北市市區導覽、貓空自然景觀到故宮文物，官員們都給予極

高的評價和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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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文化參訪剪影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增加歐盟與台灣之交流機會 

歐盟官員們除了對此台灣之行印象深刻，也對於工作人員的熱誠接待、精心

設計行程及各項關於「台灣」之提問之解說再三感謝（活動剪影如圖 27）。他們

均一致表示回國後會將此次的行程向同事廣為宣傳，讓歐盟中有更多人能夠接觸

到此種研討課程。官員們也表示若有適當機會，將會極力促成臺歐之間各種可能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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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部會參訪剪影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而透過安排一系列的專業研討會和文化參訪行程，達到了提高台灣在歐盟官

員心中的能見度。本活動除了讓官員對台灣過去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

有深入的認識外，也增加了關於台灣教育的課程及討論。而文化參訪則是增加了

官員們與當地民眾的互動機會，參訪過程中，官員們也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與友

善，其中不乏有官員提出對台灣的喜愛與讚美，並表示下次希望可以帶家人來臺

旅遊，回國之後，也很樂意將台灣介紹給親人、同事及朋友等。因此，本活動不

僅增強歐盟官員對於台灣的認識，也建立起歐盟與台灣的交流機會（活動剪影如

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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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產業參訪剪影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二) 評鑑項目二：中心研發出版、學術貢獻與社會影響力 

本項目主要以相關量化指標，包含研究中心成員之研發成果獲獎、發表或出

版等數量與品質；研發成果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或研習活動；以及質化的研發成

果在產、官、學之應用情形或社會影響力等具體貢獻說明，各項評估指標實施成

果分述如下。 

1. 中心成員/教師研究及服務表現 

中心成員於研究及服務表現持續精進。其中成員已多獲重要學術獎項或具學

術研究傑出表現獎勵。如榮獲國科會研究獎勵共 21 次，其中，111 年有 7 人、

110 年有 3 人、109 年有 4 人、108 年有 5 人、107 年有 2 人。另有連賢明、

楊子霆與韓幸紋三位教師榮獲台灣經濟學會頒發之第七屆最佳經濟論文獎，顯示

中心成員之研究發表成果斐然。相關研究與教學成果獲獎情形可詳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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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獲得學術研究或傑出教學獎勵一覽表 

受獎人 獎勵年度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余民寧 
111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9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8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李文傑 
111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10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9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李浩仲 
111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10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8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杜文苓 

110 年 學術研究優良獎 國立政治大學 
111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9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8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7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官大偉 109 年 學術研究優良獎 國立政治大學 
林子欽 111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姜以琳 111 年 學術研究優良獎 國立政治大學 

連賢明 

111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10 年 學術論文獎 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109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9 年 學術研究優良獎 國立政治大學 
109 年 第七屆最佳經濟論文獎 台灣經濟學會 
108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8 年 學術研究優良獎 國立政治大學 
107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楊子霆 109 年 第七屆最佳經濟論文獎 台灣經濟學會 

楊婉瑩 
111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10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108 年 國科會研究獎勵 國科會 

韓幸紋 109 年 第七屆最佳經濟論文獎 台灣經濟學會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另外，中心人員在 106-111 學年度亦曾參與校內、外專業性服務。如連賢明

老師曾 (現) 任台灣健康經濟學會理事長、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特刊編輯、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特刊編輯、經濟論文期刊特刊編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編輯委

員、經濟論文期刊編輯委員、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期刊編輯委員、台灣健康經濟

學會副理事長等；楊婉瑩老師曾擔任行政院人權委員會委員、科技部政治學門共

同召集人，以及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杜文苓老師則擔任政治大學 EASTS 副主

編，亦曾任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報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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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教師參與的專業性服務，校外工作項目主要有：學術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政策諮詢小組委員、政府審議會委員、政府推動小組委員、期刊編輯委員、民間

學會理事長、秘書長等工作。校內工作項目則除了系所之教師工作外，包含：學

院院長、委員會主任委員、研究中心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校內刊物編輯委員等。

多項校內外經歷與服務工作，體現中心成員豐沛的學術活動力與社會參與。有關

中心之專兼任研究人員清單及研究服務表現請詳附錄三。 

2. 成員發表或出版等數量與品質 

中心成員研究範疇多元，為累積跨域經驗整合等經驗。在研究表現上，如表

14 所示本中心研究人員在各專長領域中亦十分活耀，擁有豐富的研究熱忱。累

計 106 至 112 學年度間，共承接科技部專題研究 164 件（含一年期或多年期

計畫、及整合型研究計畫或個別型研究計畫，以起始年計），非科技部之建教及

產學合作計畫共 127 件（含一年期或多年期計畫，以起始年計）（詳細研究人員

/教師專題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情形一覽表請詳附錄四）。 

而在學術發表方面，106 至 112 學年度間，中心成員共發表期刊論文 219 

篇，其中 123 篇以英文發表、20 篇為 SCI 收錄、66 篇為 SSCI 收錄、56 篇

為 TSSCI 收錄、23 篇為 SCOPUS、ESCI、EI 等收錄，凸顯中心成員專業能力

與研究能力不僅在水準之上，更備受國際期刊肯定；另有研討會論文 136 篇（94 

篇以英文發表），顯示成員交流研究心得與拓展自身研究領域之積極性。詳細研

究人員/教師發表學術論文/專書論著/參與產學合作情形一覽表請詳附錄五。 

表 14 近年研究成果概況 

項目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總數 
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數 21 23 26 22 21 25 26 164 
非科技部之建教

及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數 5 19 24 25 23 21 10 127 

所有計畫 計畫數 26 42 50 47 44 46 36 291 

發表學術期刊論

文（含專書）（篇） 

SCI 2 4 2 3 3 5 1 20 
SSCI 9 4 12 10 17 12 2 66 
TSSCI 5 13 10 9 11 8 - 56 
學術期刊論文 13 12 14 11 8 15 4 77 
會議論文 31 36 29 13 14 13 - 136 
總數 60 69 67 46 53 53 7 355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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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心國際交流經驗 

除本中心於 2008 至 2023 年在教育部補助之下，舉辦「歐盟官員來臺參訪

交流的學術研討會」，以促進歐盟官員訪台深入瞭解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中

心於 2018 年亦在教育部的資助下，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學者代表團訪台進行學

術和文化交流。 

教育部自 2015 年起與越南河內大學合作執行「臺灣主題研究計劃」，內容

包括課程開設、學者交流、獎學金補助、翻譯專書與辦理學術研討會，藉由越南

學者訪臺交流，透過教育部與越南頂尖大學合作，提升臺灣在東南亞的學術界的

影響力及能見度。 

而本次活動於 2018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9 日為期一周，期間藉由臺灣文

化社會情況考察，以及參訪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

究中心、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等，以蒐集有关臺灣歷史的資料，並瞭解

華語教學以及台灣文化、藝術等情況。 

訪團學者表示，隨著研究計劃的進行，使他們逐漸認識到台灣在教育領域的

卓越成就。而訪問團隊此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即是向台灣教育部進行成果彙報，並

籌劃未來的研究方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團隊正在計畫編寫一本台灣教育專著，

目的是展現台灣在教育領域的創新和優越性。透過這本書，學者希望能夠讓更多

的越南學生認識到台灣的教育魅力，並鼓勵他們選擇赴台深造，這也將是越南台

灣研究界的一大貢獻。 

另外，學者們亦表示，考慮到台灣研究在越南的日益重要性，團隊熱切期待

能夠進一步加強與台灣教育部、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以及高雄的中山大學等

學術機構的合作關係，亦希望未來可與台方單位共同舉辦以台灣為主題的國際研

討會。這不僅是學術交流的良好平台，更是深化兩國人民了解的重要橋樑。未來

期許能有更多與國際研究交流合作之成果。 

4. 其他質化的研發成果 

中心亦有透過主/協辦學術研討會，鼓勵教師積極爭取研討會發表論文，以促

進學術交流、強化研究能力。此外，中心亦舉辦經常性小型學術研討會及講座，

以促進學術交流，也鼓勵並補助教師及研究生參與相關學術活動，期能擴大國際

視野、強化研究人員之研究能力。自 106 至 111 年中心共主/協辦研討會共 25 

場、辦理講座/工作坊共計 20 場次。表 15 呈現 106 年至 112 年中心所主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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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經驗與概況。 

表 16 則整理中心所辦理講座/工作坊之經驗概況。 

表 15 主辦學術研討會經驗與概況 

學術研討會

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2017 科技服

務創新論壇

產業躍升策

略：智慧醫

療和跨域整

合 

王平（中央研究院院士／政大經濟系講座教授） 
王拔群（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執行長） 
江秉穎（國際睡眠科學與科技協會（ISSTA）德國總會暨

台灣分會理事長） 
吳榮義（台杉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鍾熙（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杜奕瑾（PTT 創辦人／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始人） 
林明仁（台大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敏聰（台大物理系教授／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理事長） 
林靖（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林榮錦（玉晟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哈遠儀（中視新聞主播） 
莊曜宇（台大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格超（群暉科技執行長） 
陳亮宇（IBM Watson Health 臨床應用團隊副合夥人暨亞

太區經理） 
陳樹衡（政大副校長／政大經濟系特聘教授） 
傅祖壇（臺灣經濟學會理事長） 
彭信坤（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黃欽勇（DIGITIMES 總經理暨電子時報社長） 
黃顯華（福邦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楊仁達（資訊工業策進會副執行長） 
蔡世峯（國衛院特聘研究員／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

計畫） 
鄭貞茂（金管會副主委） 
謝長泰（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 
蘇芳慶（科技部政務次長） 
龔明鑫（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7/08/07 
8:30-17:30 

台灣經濟學

會、政大經

濟系、政大

臺灣研究中

心、政大經

濟政策研究

中心、臺銀

綜合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 

十九大後兩

岸關係的機

遇與挑戰-從
經濟、政

治、社會三

個視角談起 

毛維凌（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王信實（政治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李文傑（政治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林左裕（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林祖嘉（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前陸委會

副主委） 
徐美（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寇健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 
陳為政（中正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陳德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兩岸共同市

場基金會執行長） 
彭喜樞（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助理教授） 
關秉寅（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2017/12/07 
08:30-12:40 

政治大學社

會科學院、

政治大學經

濟政策研究

中心、政治

大學中國大

陸研究中

心、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政大

應用經濟與

社會發展英

語碩士學位

學程 

兩岸產業發

展論壇 

王信實（政治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王健全（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杜紫軍（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會策顧問） 
杜紫宸（文化大學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 

2018/01/18 
09:00-12:00 

財團法人國

家政策研究

基金會、政

治大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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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林建甫（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林祖嘉（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施明豪（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創辦人） 
康明淵（工商建研總會兩岸事務副主委） 
莊奕琦（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陳子昂（資策會 MIC 資深產業分析師） 

政策研究中

心、政治大

學經濟學系 

《台日財政

議題研討

會》 

Haruaki Hirota（武藏大學） 
Makoto Hasegawa（京都大學） 
Michihito Ando（立教大學） 
Real Arai（高知工科大學） 
何怡澄（國立政治大學） 
吳文傑（國立政治大學） 
吳世英（國立清華大學） 
胡偉民（國立政治大學） 
陳香梅（國立政治大學） 
陳國樑（國立政治大學） 
賴育邦（國立政治大學） 

2018/12/22 
08:30-17:4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國立

政治大學財

政學系 

《千禧世代

的經濟困境 
- 低薪資和

高房價》 

Chlhee Lee（首爾國立大學） 
Daiji Kawaguchi（東京大學） 
Jungmin Lee（首爾國立大學） 
Sing Tien Foo （國立新加坡大學） 
Yuji Genda（東京大學） 
江穎慧（國立政治大學） 
吳文傑（國立政治大學） 
林明仁（國立臺灣大學） 
張金鶚（國立政治大學） 
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2018/12/23 
13:00-17:0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 

The 3rd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4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Japan and 
Taiwan 

Ching-I Hu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ung-Ying Le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aki Kono (Kyoto University) 
Hsien Ming Lien (NationalChengchiUniversity) 
Kenzo Abe (Osaka University) 
Ming-Jen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o-Chun Huang (NationalChengchiUniversity) 
Takahide Yanagi (Kyoto University) 
Wen-ChiehLee (NationalChengchiUniversity) 
Yosuke Yasuda (Osaka University) 
Yukihiro Nishimura (Osaka University) 

2019/03/23 

國立台灣大

學經濟系、

國立台灣大

學計量理論

與應用研究

中心、 
國立台灣大

學行為與資

料科學研究

中心、國立

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財稅大數據

論壇暨財政

巨量資料計

畫成果發表 

王文杰（國立政治大學副校長） 
吳世英（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吳自心（財政部政務次長） 
李怡慧（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 
李浩仲（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李慶華（財政部賦稅署署長） 
周穎政（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林恭正（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胡偉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徐偉初（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翁堃嵐（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許柏林（華南銀行副總經理） 

2019/10/05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中華

財政學會、

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

國立臺灣大

學計量理論

與應用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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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陳泉錫（財政資訊中心主任） 
陳斌（彰化銀行副總經理） 
陳聽安（中華財政學會名譽理事長） 
傅健豪（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助理教授） 
曾中信（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 
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楊建成（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韓幸紋（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羅光達（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蘇建榮（財政部部長） 

第十屆海峽

兩岸財經前

沿問題論壇 

文余源（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方芳（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王信實（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冯晟（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國民經濟管理） 
伍大開（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江明修（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何怡澄（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系） 
余博揚（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吳文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吳致謙（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李文傑（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李浩仲（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周鸥泛（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能源經濟學）  
周德宇（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易淑昶（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經濟學） 
林子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林咸劭（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林朕陞（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林晨（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林馨怡（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侯冬芳（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胡偉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莊奕琦（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陳沛霖（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產業經濟學） 
陳香梅（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曾丹（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國民經濟學） 
楊青林（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蒋瑞平（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能源經濟學） 
鄭新業（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謝倫裕（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羅光達（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2019/10/23-
10/28 

政治大學財

政學系、政

治大學經濟

學系、 
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

心、政治大

學經濟政策

研究中心 

「中國產業

的發展與政

策」國際研

討會 

丸川知雄（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 
王信實（國立政治大學應社碩主任） 
江明修（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余津嫺（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李文傑（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李文傑（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林馨怡（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 
邱宇彬（集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副總） 

2019/11/14 
09:00-17:40 

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

中心、政治

大學台灣研

究中心、政

治大學經濟

政策研究中

心、政治大



 

68 

學術研討會

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堀井伸浩（九州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陳言博（美商安麗公司法務經理） 

學經濟學

系、政治大

學應用經濟

與社會發展

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 

2nd 
Workshop of 
Economic 
Analysis on 
Public Policy 

Huang W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yelim S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eoul) 
Kazuhiko Sumiy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Po-Chun Huang (NationalChengchiUniversity) 
Seonghoon Kim (School of Economics,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huhei Kitamura (Osak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Osaka University) 
Tzu-Ting Y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Youjin Hahn (Yonsei University) 

2019/12/21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國立

臺灣大學計

量理論與應

用研究中心 

COVID-19 
政策對應研

討會 

吳嘉苓（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周雨田（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周穎政（國立陽明大學公衛所教授台灣健康經濟學會理事

長） 
邱淑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張上淳（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 
張建一（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張鴻仁（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理事長） 
莊奕琦（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陳建仁（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院士） 
陳思寬（永豐金控董事長） 
曾煥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黃崇哲（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黃博怡（臺灣企銀董事長） 
楊培珊（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簡錦漢（中研院經濟所） 
龔明鑫（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發會主任委員） 

2020/07/30-
31  

08:30-17:20 

台灣經濟學

會、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

科學院、國

立陽明大學

防疫科學研

究中心、台

灣健康經濟

學會、中央

研究院經濟

研究所、國

立政治大學

臺灣研究中

心、國立臺

灣大學計量

理論與應用

研究中心 

財稅大數據

論壇暨財政

巨量資料計

畫成果發表 

王文杰（國立政治大學副校長） 
朱琇妍（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吳文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吳世英（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李文傑（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李浩仲（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李慶華（財政部常務次長） 
周德宇（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胡偉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翁堃嵐（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張文熙（財政資訊中心主任） 
許慈美（財政部賦稅署署長）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陳斌（彰化商業銀行副總經理） 
傅健豪（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助理教授） 
曾中信（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曾正男（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2021/01/15 
9:00-17:0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政部

財政資訊中

心、政治大

學財政學

系、政治大

學創新國際

學院、國立

臺灣大學計

量理論與應

用研究中、

台灣經濟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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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黃柏鈞（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黃勢璋（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經濟所副研究員） 
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 
蔡鈺泰（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處長） 
鄭宗記（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教授） 
鄭輝培（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韓幸紋（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羅光達（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蘇建榮（財政部部長） 

公共政策實

證與分析研

討會 

王淑貞（國教院教政中心助理研究員） 
伍大開（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李維倫（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周立揚（武漢大學質量院助理教授） 
邱詩詠（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施琇涵（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曾中信（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蔡明璋（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韓幸紋（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關秉寅（國立政治大學亞太博學位學程兼任教授） 
蘇昱璇（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2021/05/07 
9:00-16:3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中央

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台

灣經濟學

會、國立政

治大學創新

國際學院、

國立政治大

學經濟政策

研究中心 

從三倍看五

倍券效益研

討會 

王泓仁（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 
吳明蕙（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處處長） 
張傳章（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許添財（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黃崇哲（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樊家忠（國立臺灣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蔡宜展（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2021/09/24 
13:40-17:30 

金融研訓

院、台灣經

濟學會、台

灣公共議題

研究協會、

公共經濟研

究中心、台

灣研究中心 

台灣研究中

心與日內瓦

安全部門治

理研究中心

國際論壇 

安志偉（海岸巡防署） 
林秋明（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胡瑪麗（富爾布萊特學人/美國陸軍中尉） 
袁力強（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碩士學位英語

學程主任）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 
郭艾薇（馬來西亞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陳曉駿（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黃耀德（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劉韋杉（桃園市警察局行政科） 

2021/09/30 
10:25-13:1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瑞士

日內瓦安全

部門治理研

究中心 

台灣加入

CPTPP 的效

益與挑戰研

討會 

王泓仁（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 
江淳芳（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李淳（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資深副執行長） 
林家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處長） 
星野光明（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首席副代表） 
張建一（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陳添枝（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 
黃崇哲（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龔明鑫（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2021/10/18 
13:40-17:15 

台灣金融研

訓院、台灣

經濟學會、

台灣公共議

題研究協

會、台灣大

學公共經濟

研究中心、

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迎向後疫 王正旭（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2021/11/13 陽明交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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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情時代之健

保挑戰：

2030 跨世代

改革對話」

研討會 

吳欣岱（全國醫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 
吳國治（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吳鴻來（臺灣病友聯盟理事長） 
呂寶靜（國立政治大學社工所名譽教授） 
李丞華（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副署長） 
周淑婉（衛生福利部技監兼全民健康保險會執行秘書） 
周穎政（陽明交大公衛所教授、陽明交大附醫行政副院

長） 
唐孟祺（中正大學經濟系教授） 
徐偉初（文化大學會計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商東福（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司長） 
張鴻仁（上騰生技董事長暨總經理） 
連賢明（台灣健康經濟學會理事長、政大財政系教授） 
郭旭崧（陽明交大防疫科學中心榮譽主任） 
陳彥廷（陽明交大公衛所兼任副教授、樂天醫藥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心苑（陽明交大醫管所教授） 
黃振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黃啟嘉（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葉金川（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兼任合聘教授） 
蔡偉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淑鈴（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副署長） 
鄭守夏（臺大公衛學院院長） 
盧瑞芬（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教授） 
謝啟瑞（逢甲大學財稅系特約講座） 
顏鴻順（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08:30-17:30 學防疫科學

研究中心、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國立

台灣大學公

衛學院、台

灣健康經濟

學會、台灣

經濟學會 

2022 年台灣

研究中心與

日內瓦安全

部門治理研

究中心國際

論壇 

史奈伯博士（瑞士日內瓦安全部門治理研究中心亞太部主

任） 
安志偉（海岸巡防署） 
朱志浩（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江佳儒（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何克力（富爾布萊特學人/美國空軍中尉） 
杜文苓（政大創新國際學院院長） 
林秋明（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袁力強（日內瓦安全部門治理研究中心台灣地區秘書長） 
許元耀（刑事警察局人事室主任） 
連賢明（政大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政大財政系教授） 
郭艾薇（馬來西亞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陳世瀛（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陳君霖（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陳曉駿（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湯能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黃耀德（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楊中元（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榮志忠（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劉韋杉（桃園市警察局行政科） 

2022/01/13 
9:20-13:3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瑞士

日內瓦安全

部門治理研

究中心 

「部分負

擔，部分調

整？」研討

會 

李伯璋（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 
周穎政（陽明交大公衛所教授、陽明交大附醫行政副院

長） 
洪子仁（新光醫院副院長） 
商東福（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司長） 

2022/03/19 
9:00-12:3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台灣

健康經濟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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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連賢明（台灣健康經濟學會理事長、政大財政系教授） 
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副研究員） 
蔡偉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2022 財稅大

數據論壇暨

財政資料應

用合作成果

發表 

王瑞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吳文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李文傑（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李浩仲（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李慶華（財政部常務次長） 
周德宇（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徐偉初（中華財政學會理事長） 
翁堃嵐（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張文熙（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主任） 
許慈美（財政部賦稅署署長）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執行長/財政學系特聘

教授） 
陳樹衡（國立政治大學副校長） 
陶宏麟（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傅健豪（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助理教授） 
曾中信（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楊子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伃君（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鄭輝培（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韓幸紋（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羅光達（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2022/10/28 
9:00-17:0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財政

部財政資訊

中心、經濟

政策研究中

心 

健康與社會

經濟論壇－

台灣防疫政

策的檢討與

省思 

李昌鴻（佳世達智能方案事業群總經理） 
林之晨（台灣大哥大總經理） 
林明仁（國科會人文處處長） 
林憲銘（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紀駿輝（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 
張鴻仁（上騰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系特聘教授/台灣健康經濟學會

理事長） 
陳建仁（前副總統/中央研究院院士） 
蔡培元（臺灣勞工陣線副理事長/政大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

授） 
盧希鵬（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專任特聘教授） 

2022/12/17 
14:00-18:00 

財團法人緯

創人文基金

會、台灣健

康經濟學

會、台灣經

濟學會、 
政大台灣研

究中心、政

大創新國際

學院、奧勒

岡州大全球

衛生中心 

11th Tri-
Country/Asia 
Pacific 
Health 
Economics 
SymposiumS
trengthening 
Health 
Systems 
Resilience in 
Post-
Pandemic Era 

Hideki Hashimoto (University of Tokyo) 
Hong-Jen Chang (YFY Biotech Management Co., Ltd.) 
Hsien-Ming Lien (President, Taiwan Society of Health 
Economics) 
Jui-fen Rachel Lu(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Chang Gung University) 
Karen Eggleston(Senior Fellow,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FSI), Stanford University) 
Kyeongbae Kim (Sejong University) 
Masaki Takahashi (Hitotsubash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Meng-Chi T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Ming-Jen Lin (President,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Nicole Huang (Professor,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Sayaka Nakamura (Sophia University) 
Sungchul Park (Korea University) 
Tae Hyun Kim (Yonsei University) 

2023/03/18 
8:40-17:00 

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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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Toshiaki Iizuka (University of Tokyo) 
Tzu-Ting Yang (Academia Sinica) 
Wankyo Chung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15th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Six 
Leading East 
Asian 
Universities 

Atalay, Kadi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Chia, Ngee Choon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uang, Yih-Chyi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 Chien-Hao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u, Wei-Min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uang, Po-Chun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o, Soojin (Professor, Yonsei University) 
Kawai, Keiichi (Professor, Keio University) 
Kim, Sungjin (Graduate Student, Yonsei University) 
Kwon, Hyebin (Graduate Student, Yonsei University) 
Lee, Bo Yan (Graduate Student, Yonsei University) 
Lee, Doowon (Professor, Yonsei University) 
Lee, Po-Le (Graduate Stud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ee, SeungHoon (Professor, Yonsei University) 
Li, Tsai-Yen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u, Haoming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o, Kuang-Ta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ikawa, Naoto (Graduate Student, Keio University) 
Toth, Russell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Wang, Shinn-Shyr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ang, Zhi (Professor, Fudan University) 
Xi, Xican (Professor, Fudan University) 
Yang, Hee Seung (Professor, Yonsei University) 

2023/04/14 
8:30-17:30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Yonse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CCU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CCU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CCU、

Taiwan 
Studies 
D24Center,N
CCU、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NC
CU 

長期照護保

險暨健保改

革議題研討

會 

王正旭（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王靜怡（南臺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石崇良（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 
李玉春（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李光廷（輔大跨專業長照學程副教授） 
周穎政（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 
邱泰源（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洪德仁（台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徐明仿（中臺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助理教授） 
連賢明（台灣健康經濟學會理事長） 
陳東升（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黃振國（台灣家庭醫學會副理事長） 
葉琇珊（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劉玉娟（健保署臺北業務組長） 
蔡麗娟（台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 
鄭守夏（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盧瑞芬（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教授） 
賴清德（中華民國副總統） 
韓幸紋（淡江大學會計系教授） 
顏鴻順（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2023/06/17 
09:00-17:30 

台北市醫師

公會、新北

市醫師公

會、台灣健

康經濟學

會、政大台

灣研究中

心、台北市

醫師公會智

庫 

平衡挽救生

命與維護生

計國際研討

會—— 對智

利、日本、

Chien-Jen Chen (Premier of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unhuei Chi (Professor,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Hong-Jen Chang (YFY Biotech Management Company) 
Hsien-Ming Lien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sity) 
Jwo-Leun Le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2023/08/19-
08/20 

13:00-17:00 

台灣健康經

濟學會、政

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

奧瑞岡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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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

單位 
新加坡、南

韓、台灣和

美國的疫情

管控政策及

其對社會與

經濟的影響

之比較研究 

Technology) 
Kanghyock Koh (Associate Professor, Korea University) 
Li-Ling L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Ming-Hsin Kung (Ministe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Rebecca Schoon (Assistant Professor, Pacific University 
Oregon) 
Seonghoon Kim (Associate Professor,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hu-Yuan Zhang (Taoyuan Flight Attendants Union) 
Te-Jen Hung (Taipei Medical Association) 
Wei-Che Tsai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Yasuki Kobayashi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i-Cai Hsiao (Shelter SPA) 

大學健康管

理和政策學

程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表 16 辦理講座/工作坊經驗概況 

類型 講座/工作坊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單位 

講座 
主題講座-「台灣父

母與成年子女同住

之影響」 
喻維欣（美國馬里蘭大學大學） 2018/08/21 

12:00-14: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 

講座 
金融危機回顧與省

思 

王平（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講

座教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

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2018/12/18 
13:00-14: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經濟學系 

講座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
「Mismatch and 
Assimilation」 

王平（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講

座教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

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2019/06/18 
14:10-16: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

學系/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工作坊 
大數據商業應用趨

勢及技術交流工作

坊 

王世方（政大產業聯絡中心執行

長） 
唐偉（LongDB 企業創辦人兼首席

執行官） 
李鴻進（LongDB 聯合創辦人兼首

席運營官） 
曾正男（政大應用數學系副教

授） 

2019/07/11 
14:00-16: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

科技研究中心 

講座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
「“上大壓小”政策

下電力行業的資源

錯配分析」 

余津嫺（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

院副教授） 
2019/10/22 
12:00-14: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經濟政策研究

中心 

工作坊 

Workshop on Data 
Science for 
Business, 
Economics, and 
Fintech 

蔡瑞胸（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

院士） 
賈景光（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

資訊長） 
陳新銓（台灣賽仕公司副總經

理） 
余清祥（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教

授） 
陳銘寬（天逸財金科技服務公司

研發長） 

2019/10/25 
12:50-17:30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

系/台灣金融研訓院/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

學會/中華政大統計

系系友會/中華金融

工程與會計評價學

會/科技創新與教育

產學聯盟/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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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講座/工作坊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單位 
楊睿中（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助

理教授） 
銀慶剛（國立清華大學統計研究

所教授兼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商學院財工研

究中心/天逸金融服

務集團/寶島極光股

份有限公司 

講座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
「內政部大數據之

發展與應用」 
內政部統計處處長 2019/12/18 

12:00-14: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 

講座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
「新冠肺炎下的資

訊戰新模式」 

沈伯洋(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

所助理教授) 
2020/06/10 
12:15-14: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

政策研究中心/國立

政治大學創新國際

學院 

工作坊 金融大數據加值系

列工作坊 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團隊 2020/07/14 
14:00-18:2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 

講座 
社會經濟資料服務

平台建置成果及應

用 

江文意（財團法人空間及環境科

技文教基金會經理） 
2020/10/13 
12:00-17: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 

講座 社會經濟統計地理

資訊網教育訓練 
鄭惠丹(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公
司專案經理) 

2020/10/20 
14:00-17: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 

工作坊 

Taiwan Studies 
Center and DCAF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SectorGovernance) 
National Security 
Sector Governance 
(SSG)2020 National 
Working Group 
Meeting 國立政治

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與日內瓦安全部門

治理研究中心 2020
會議 

連賢明(政大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政
大財政系教授) 
袁力強(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助理教

授) 
王凱珩(退輔會簡任視察) 
王書娟(財政部關務署) 
何佩雯(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甯方璽(政大地政系副教授) 
陳正憲(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杜文苓(政大創新國際學院院長/政
大公行系教授) 

2020/10/20 
17:00-20:3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 

工作坊 
社群媒體的群聚效

應:假新聞的辨識與

資訊更正的效果 

陳方隅（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

博士）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

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蔡佳泓（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主任） 

2020/12/30 
12:00-14: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創新國際學院 

工作坊 

「東亞和台灣的網

絡安全治理」工作

坊(Cybersecurity 
Governance in Asia 
and Taiwan) 

Rohit Karki,（Project Officer, Asia-
Pacific Unit,DCA） 
Albrecht Schnabel（ Head, Asia-
Pacific Unit, DCA） 
Kyu-Dok Hong（President,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of Korea (IpsiKor)/East Asia SSG 
Regional Associate） 
 Tomonori Yoshizaki（Director, 
Policy Simulation National Institute 

2021/03/16-
18 

08:30-11:45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瑞士日

內瓦安全部門治理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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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講座/工作坊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單位 
for Defense Studies (NIDS),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 
Franziska Klopfer（Project 
Coordinator, Cybersecurity 
Program,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Division, DCA） 
LU Chuanying（Senior Fellow,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Global Cyberspace Governance，
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 China） 
Franziska Klopfer（Project 
Coordinator, Cybersecurity 
Program,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Division, DCA） 
Koichiro Komiyama（Deputy 
Director, Global Coordination 
Division and ManagerEnterprise 
Support Group, Japanese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10JPCERT/CC)） 
Kah-Kin Ho（Strategic Security 
Experts, Former FireEye and Cisco 
Employee） 
Benjamin Charlier（Legal Adviser,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Switzerland） 
Miguel Alberto Gomez（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ETH Zuric） 
Assenza Giacomo （oject Officer,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United Nation） 
Bart Hogeveen（Head of 
CyberCapac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工作坊 「海上安全部門治

理」工作坊 
瑞士日內瓦安全部門治理研究中

心團隊 

2021/04/07-
09 

15:30-18:45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瑞士日

內瓦安全部門治理

研究中心 

工作坊 
社會經濟資料服務

平台建置成果及應

用 

江文意（極智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2021/11/22 
09:00-12: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 

講座 貿易戰的生與死 
王平（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講

座教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

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2022/06/14 
10:00-12:00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講座 

Spatial Clustering of 
Heroin-Related 
Overdose Incidents: 
A Case Study in 
Cincinnati, Ohio 

葉百堯（Department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Bowling Green ） 

2022/7/7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統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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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講座/工作坊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單位 

工作坊 「公共化 AI」經

濟學門推廣工作坊 

林文源（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

AI 應用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陳樹衡（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兼副院長） 
許育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兼代理所長） 
杜文苓（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學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

學院院長） 
連賢明（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

副院長） 
陳由常（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林明仁（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

處處長） 
林長青（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劉吉軒（國立政治大學資訊學系

教授兼院長/人工智慧與數位教育

中心籌備處主任） 
王道維（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

授/人文社會 AI 應用與發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 

2022/10/18 
13:00-17:00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

社會 AI 應用與發展

研究中心、國立政

治大學台灣研究中

心、國立政治大學

創新國際學院、國

立政治大學資訊學

院、國立政治大學

人工智慧與數位教

育中心、國立清華

大學前沿理論及計

算研究中心、經濟

學門、心理學門、

法律學門、科技、

傳播與社會學門、

社會學及社福社工

學門、政治學門、

區域研究及地理學

門、藝術學門、人

類學及族群研究學

門 

工作坊 公共化 AI 心理學

門推廣工作坊 

陸行（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

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杜文苓（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學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

際學院院長） 
孫蒨如（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教

授兼系主任） 
林文源（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教授、人文社會 AI 應用與發

展研究中心主任） 
岳修平（國立臺灣大學生傳系/心
理學系特聘教授） 
黃柏僩（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 
游琇婷（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 
胡中凡（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黃從仁（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 
游廷碩（雅智慧有限公司資料科

學家） 
王道維（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

教授、人文社會 AI 應用與發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 
許文耀（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2022/11/22 
13:00-17:00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

社會 AI 應用與發展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創新國際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國立政治

大學資訊學院/國立

政治大學人工智慧

與數位教育中心/國
立清華大學前沿理

論及計算研究中

心、經濟學門、心

理學門、法律學

門、科技、傳播與

社會學門、社會學

及社福社工學門、

政治學門、區域研

究及地理學門、藝

術學門、人類學及

族群研究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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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講座/工作坊名稱 講者姓名/單位/職稱 活動時間 主辦/協辦單位 
教授） 
王思峯（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

授） 
林瑋芳（中原大學心理學系副教

授） 
陳品豪（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蔡春美（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助理

教授） 
李宛霖（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5. 整體社會影響力 

面對全球化加速的現代社會，強化台灣在國際上的主體性變得越來越關鍵。

要在此波潮流中站穩腳跟，不僅要持續強化國內研究的深度與專業度，更要擴大

其社會以及國際影響力。中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務求成為研究台灣的國際頂

尖學術機構。 

而以現代台灣的公共事務為主要研究核心，在台灣社會科學領域中，存在幾

個明顯的發展趨勢： 

(1) 跨領域研究的普及 

傳統社會科學以單一學門為基本範疇，形塑了不同學門的學習文化特質，也

有不同的學門主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使得研究越來越難依賴單一學門，

需要更多的跨學門思考。而公共政策對社會影響面相也越來越多元，須整合不同

知識與領域才能完善政策分析。跨領域研究在這種多元複雜的需求環境中，一日

比一日重要。 

(2) 社會公平議題關注持續提升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世代議題已成為各國普遍面對的重大挑戰。從少子化、

不動產泡沫到財富分配的問題，這些都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世代間的公平與機

會。以台灣為例，2021 年的生育率已經降至歷史新低，而國家生育率持續降低

最直接影響係國家人力資源的發展，即少子化將使得未來就業人力萎縮。此外，

伴隨著勞動力高齡化，進一步造成預期經濟規模的人力結構與需求失衡，將影響

國家經濟發展，並將削減國家總體競爭力，此現象直接反映出年輕家庭所面臨的

種種生活壓力。這些問題不是台灣獨有，許多國家同樣面臨。 

(3) 大型資料使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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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際網路時代來臨，行動通訊的興起，使得可使用資料量迅速提昇。而

這個趨勢也出現在政府機構，累積了大量行政資料卻缺乏人力（和能力）進行妥

善分析。也因此，許多國家開始釋出大型行政資料，採產學合作來加速行政資料

利用，藉以評估公共政策效果。舉例來說，2012 年歐巴馬政府投資近兩億美元開

始推行《大資料的研究與發展計劃》，這計畫涵蓋美國國防部、美國衛生與公共

服務部門等多個聯邦部門和機構，意在透過提高從大型複雜的的資料中提取知識

的能力，進而加快科學和工程的開發，保障國家安全。而台灣政府也開始推行 

隨這大型資料普及，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角色越來越重要。所謂

量化研究，指的是採用統計、數學或計算技術等方法來對社會現象進行系統性的

經驗考察。隨著資料量的擴大，現在社會科學所面對不僅是越來越多的資料數量、

越來越多元的資料，更是龐雜且真偽並存的資料。分析工具也從過去處理少量樣

本、深入分析的質化研究，逐漸轉移到以大量資料，統計分析的量化研究。 

而伴隨著量化研究，是循證決策在國際間逐漸受到重視，尤其是在數據分析

和政策制定上。在科技快速進展的今天，政策制定的依據已不僅止於經驗或直覺，

「循證決策」的重要性逐漸浮現。荷蘭、美國等國已深知這一點，他們積極串聯

各種數據資源，以此為基礎制定更具前瞻性的政策。台灣同樣需要這樣的思維轉

變，將大數據、機器學習等先進技術應用於公共政策制定上。中心期望能夠在這

方面建立橋梁，整合國內外資訊，並提供政府更科學、更有效的政策建議。我們

認為台灣也應該建立這樣的決策基礎，以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因此，我們將致

力於整合國內外的經驗和資訊，協助政府推動以數據為基礎的決策。 

基於上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台灣研究的主體性與國際合作成為我們的核

心目標。中心將持續透過建立強化跨國研究團隊、專注於社會關注之共同議題的

研究以及推進循證決策，我們期望能對台灣的未來發展做出實質貢獻，並藉以提

升整體社會影響力。 

6. 整體學術影響力 

(1) 研討會 

中心持續推動與國內其他智庫、學術機構等合辦政策研討會，提供政府施政

建言。以下簡要呈現相關研討會活動剪影。 

 2017 科技服務創新論壇產業躍升策略：智慧醫療和跨域整合 

由中心與政大經濟系、台灣經濟學會主辦之「2017 科技服務創新論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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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和跨域整合」研討會，集結產官學剖析台灣優勢及困境。與談人表示，賣服

務不能只有製造，強調比起技術問題，社會觀念才是關鍵所在，期待各界共同鼓

勵政府不要再因害怕失敗而過度保守。而面對創新經濟下的產業政策，中研院院

士謝長泰則指出，產業轉型加值不單是科技使用，管理模式也需要同步升級，他

並提醒，台灣對於產業政策需多思考國際競爭態勢及比較利益，並注意資源配置

與權責相符（活動剪影如圖 29）。 

 
圖 29 「2017 科技服務創新論壇─智慧醫療和跨域整合」研討會活動剪影 

 《台日財政議題研討會》 

《台日財政議題研討會》由本中心與政大財政學系共同主辦，並邀請京都大

學 Makoto Hasegawa 教授、武藏大學 Haruaki Hirota 教授、高知工科大學 Real 

Arai 教授和立教大學 Michihito Ando 教授來台探討日本財政相關議題（活動剪

影如圖 30）。此次研討會共分爲三大主題：(1) Taxation；(2) Local Finance and Public 

Debt；及 (3) Education and Social Insurance。會議也邀請清華大學吳世英主任、

政治大學何怡澄主任、賴育邦教授、陳香梅副教授、陳國樑副教授、吳文傑副教

授、胡偉民副教授等分別擔任主任人、發表人及評論人。 



 

80 

 
圖 30 「台日財政議題研討會」研討會活動剪影 

 《千禧世代的經濟困境 - 低薪資和高房價》 

本《千禧世代的經濟困境 - 低薪資和高房價》研討會透過個體與總體的角

度探討千禧世代當前所面臨的困境，包含薪資停止不前和房價居高不下。會議邀

請首爾國立大學 Jungmin Lee 教授和 Chlhee Lee 教授分享韓國經驗。同時，邀

請東京大學 Daiji Kawaguchi 教授和 Yuji Genda 教授探討日本勞動市場當前困

境。國立新加坡大學 Sing Tien Foo 教授則探討生育與居住相關議題。此外，會

議也邀請台灣大學林明仁主任、政治大學張金鶚教授、吳文傑副教授、江穎慧助

理教授及中研院楊子霆老師分別擔任主持人及發表人（活動剪影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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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千禧世代的經濟困境 - 低薪資和高房價」研討會活動剪影 

 2019 年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畫成果發表 

中心與中華財政學會、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國立臺灣大學計量理論與應用

研究中心合作，因應大數據資料的時代來臨，針對財稅大數據議題舉辦「財稅大

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畫成果發表」，即透過政府資料，針對台灣重要財稅

政策議題進行研究分析（活動剪影如圖 32）。 

政府資料為數據時代在公共政策分析並實施重要關鍵，本次論壇主要討論台

灣稅務資料呈現出的重要意義及研究成果，藉此提供政府政策建議。本論壇特別

邀請政府以及學術研究之各界專家學者一同與談，期能透過交流對談集思廣益、

凝聚共識、攜手合作。其中議題涵蓋：(1) 現金補助對生育影響；以彩券中獎為

例、(2) 租稅稽查與廠商租稅逃漏：來自擴大書審廠商的證據、(3) The Effect of 

Compensation on Employee Turnover: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Administrative Data、

(4) Estate Taxation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aiwan、(5) 台灣財富分配 2004-2014：以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6)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aiwan, 2006-20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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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2019 年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畫成果發表」活動剪影 

 從三倍看五倍券效益研討會 

受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影響，許多國家紛採防疫措施避免群聚，

降低病毒感染。這些措施雖有效抑制疫情，卻同時緊縮經濟活動，重創零售、餐

飲、旅遊、體育和藝文活動等內需型產業。為刺激國內消費並照顧受創產業，各

國政府紛紛藉發放現金補助來刺激消費。 

由於臺灣家庭儲蓄率偏高，發放現金補助民眾有可能僅提升儲蓄，無法達到

補助帶動額外消費效果。政府因而採用「振興三倍劵」來刺激消費。政府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發放三倍劵，外界對於三倍券實施後的經濟效益看法相當歧異，所

評估數字從數十億到數千億不等，相差超過數十倍，由於缺乏可靠的消費端數據，

審計部決算報告認為三倍劵無法準確評估經濟效益，建議政府在規劃三倍劵時應。 

本次「從三倍看五倍券效益」研討會，有學者指出，去年三倍券確實促進短

期消費、且對服務等內需產業效益最顯著。今年面對產業「不均衡復甦」，建議

應配合積極輔導小商家數位轉型、採取「精準行銷」，以降低五倍券的替代消費

率、擴大外溢效果（活動剪影如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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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從三倍看五倍券效益研討會」活動剪影 

 台灣加入 CPTPP 的效益與挑戰研討會 

中心與台灣經濟學會、台灣金融研訓院、台灣公共議題研究協會、台灣大學

公共經濟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一場「台灣加入 CPTPP 的效益與挑戰」研討會，邀

請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王泓仁邀請國發會主委龔明鑫、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資深副執行長李淳、台經院院長張建一、農委會國際處處長林家榮來進

行專題演講討論（活動剪影如圖 34）。 

CPTPP 是國際矚目的區域經濟整合協定，而 CPTPP 成員占我國國際貿易

總額超過 24%，想要入群雖然有新的機會也有不少挑戰。其他幾國均表達歡迎

可接受高標準貿易規範的國家提出申請，但要全部會員國都答應，勢必還要一一

擊破困難點。這對台灣來說是進入國際舞台最重要的敲門磚，台灣應藉此機會升

級自我，為新的未來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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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台灣加入 CPTPP 的效益與挑戰研討會」活動剪影 

 「部分負擔，部分調整？」研討會 

中心與台灣健康經濟學會舉辦「部分負擔，部分調整？」研討會。本次會議

邀請到相關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與會給予寶貴建言，其中包含中央健康保險署署

長李伯璋、陽明交大附醫行政副院長周穎政等（活動剪影如圖 35）。衛福部社保

司長商東福表示，調整部分負擔的目的，外界說要避免醫療浪費，但應是要促進

醫療資源合理使用，並有助實施分級醫療及轉診制度。而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

所長蔡偉德認為，這次新增檢驗檢查部分負擔，健保將多收入 63 億元為最多，

占整體增加收入約 6 成，也是民眾最有感的部分。若是要以部分負擔落實分級

醫療，除定額的部分負擔外，再依不同的檢驗檢查等項目等，依定率收取費用，

且收取的上限費用可以再拉高，如此民眾才會思考醫療費用及服務是否對等，選

擇到區域或地區醫院就醫。 

此外，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周穎政認為，調整部分負擔以落實

分級醫療，「我的態度是悲觀的」，因門診醫療於醫院及診所是互相競爭，這部分

應同時考量供給面及需求面，再從支付制度加以檢討，支持推動家庭醫師制度。

而這次健保部分負擔調整金額不大，依以往研究指出，新制上路後，預估 3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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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月就醫需求會有所下降，但 6 個月後就會恢復常態。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

仁說，長期來說，還是抑制難以醫療浪費。 

根據健保署長李伯璋提及，經最新統計，調整部分負擔後，高達九成民眾，

每人每日增加部分負擔均小於 4 元。調整部分負擔是要讓民眾付費有點感覺，

健保永續是全民共同的責任。全民健保已邁向 27 年，自健保開辦後，前後共有

八次部分負擔調整經歷。希望就由研討會的交流互動，讓全民一同來了解健保政

策，進行跨界溝通，並更加深入探討相關醫療與健保之建議與看法。 

 
圖 35 「部分負擔，部分調整？」研討會活動剪影 

 2022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資料應用合作成果發表 

中心自 2015 年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並合作利用財政部

資訊中心提供的稅務、財產相關的龐大資料，開啟一系列的研究以及財政上的探

討、分析，將資料整合應用的學術成果發表會（活動剪影如圖 36）。本「2022 財

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資料應用合作成果發表」主要分享現行 MOU 執行成果，

包含使用跨稅目資料庫，研究擴大書審之下使否有規避稅負之情形；遺產申報的

分析，協助賦稅署選出適當遺產相關項目等，為納稅義務人做試算，讓賦稅署由

被動角色轉主動角色，減輕民眾與作業行政成本。期許未來學界能與政府更密切

合作，延續政界、學界以及民眾的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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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2022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資料應用合作成果發表」活動剪影 

 長期照護保險暨健保改革議題研討會 

健保改革中的部分負擔、健保財務和總額制度等議題一直是引起廣泛關注和

爭論的焦點。長期照護的服務提供和財務規劃，也是未來長照的焦點。這些議題

彼此交織，對未來長照制度的可持續性、提高民眾的醫療保障至關重要。本次「長

期照護保險暨健保改革議題研討會」特別邀請現任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石崇良

署長分享健保現況及挑戰、藥品政策改革、健保數位升級及醫療數位轉型、全人

健康照顧及健保永續發展等政策實施概況。希望探討這些議題的背景、挑戰和影

響，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以期建立更加公平、有效且可持續的制度（活動剪

影如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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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長期照護保險暨健保改革議題研討會」活動剪影 

 平衡挽救生命與維護生計國際研討會— 對智利、日本、新加坡、南韓、台

灣和美國的疫情管控政策及其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之比較研究 

全球的疫情爆發讓我們深切體會到拯救生命和維護經濟之間的挑戰。故本

「平衡挽救生命與維護生計國際研討會—對智利、日本、新加坡、南韓、台灣和

美國的疫情管控政策及其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之比較研究」研討會，邀請智利、

日本、新加坡、韓國、台灣和美國的專家學者，包含智利 Alicia Núňez Mondaca

教授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hile)，日本 Yasuki Kobayashi 教授 (The University 

of Tokyo)，新加坡 Seonghoon Kim 教授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韓

國 Kanghyock Koh 教授 (Korea University)，以及美國 Rebecca Schoon 教授 

(Pacific University) 與紀駿輝教授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共同參與這場以平衡

拯救生命和生計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以深入探討各國在疫情控制政策上的經驗

與對社會及經濟的影響。 

本次研討會為兩個半天的研討會，也特地邀請到前副總統陳建仁進行開幕演

講。本次研討會旨在以跨國的視角，分享不同國家在疫情期間的政策與應對措施。

我們將探討防疫對策的多樣性，並評估其在保護公眾健康和社會運轉方面的成效。

同時，也將深入探討這些政策對經濟體系和社會結構的衝擊，以及相關實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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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和對比（活動剪影如圖 38）。議題包含：(1) 疫情控制政策的多樣性、(2) 

社會和經濟影響的比較研究、(3) 危機管理和應變經驗分享，以及 (4) 全球合作

與未來展望。 

 
圖 38 「平衡挽救生命與維護生計國際研討會」活動剪影 

(2) 工作坊、座談 

除舉辦研討會外，中心亦透過工作房與演講等學術活動，以促進產、官、學

間之合作交流，並累積與拓展合作經驗、促進及提供公私部門對話參與交流機會

等。以下簡要呈現相關工講座之活動剪影。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金融危機回顧與省思」 

邀請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講座教授、中研院王平院士分享對金融危機的深

入探討與看法（活動海報如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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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金融危機回顧與省思」講座活動海報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上大壓小”政策下電力行業的資源錯配分析」 

邀請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余津嫺副教授針對中國電力行業生產性資源

錯配進行講座交流（活動剪影如圖 40）。 

 
圖 40 「“上大壓小”政策下電力行業的資源錯配分析」講座活動剪影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新冠肺炎下的資訊戰新模式」 

邀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沈伯洋助理教授帶來的主題為新冠肺炎下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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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戰新模式，告訴聽眾何謂資訊戰，目前的資訊戰是如何運行等（活動海報如圖

圖 41）。 

 
圖 41 「新冠肺炎下的資訊戰新模式」講座活動海報 

 金融大數據加值系列工作坊 

邀請銀行風險部高階主管：「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團隊」針對「銀行簿利

率風險及指標利率轉換的導入及挑戰」主題進行探討（活動剪影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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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金融大數據加值系列工作坊」活動剪影 

 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建置成果及應用 

邀請財團法人空間及環境科技文教基金會江文意經理針對社會經濟資料服

務平台之資料下載與應用及統計地圖台之資料視覺化展示應用（活動剪影如圖

43）。 

 
圖 43 「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建置成果及應用」講座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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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的群聚效應：假新聞的辨識與資訊更正的效果 

工作坊邀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陳方隅博士及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

校政治系王宏恩助理教授兩位研究者分享與討論在社群媒體的時代，人們如何利

用這樣的新工具參與到各種公共事務的討論當中（活動海報如圖 44）。 

 
圖 44 「社群媒體的群聚效應：假新聞的辨識與資訊更正的效果」活動海報 

 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建置成果及應用 

邀請極智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江文意經理分享其協助內政部規劃及建置「社會

經濟資料庫」之整體架構（活動海報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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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建置成果及應用」活動海報 

 貿易戰的生與死 

邀請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講座教授、中研院王平院士分享中美貿易戰為國

際帶來的憂與思（活動海報如圖 46）。 



 

94 

 
圖 46 「貿易戰的生與死」講座活動海報 

 「公共化 AI」經濟學門推廣工作坊 

「公共化 AI 經濟學門推廣工作坊」以專家演講、座談等方式進行交流，希

望有助於人文社會學者介入 AI 發展之浪潮（活動海報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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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公共化 AI 經濟學門推廣工作坊」活動海報 

(三) 評鑑項目三：以中心名義執行整合型計畫或爭取外部資源情形 

本項目以量化指標提出研究中心在自給自足方面的成果，包含研究中心成員

獲政府機關 (構)、財團法人或民間企業研究計畫獎 (補) 助；參與其他教學、研

究單或與企業組織合作情形；參與整合型計畫校內外跨領域議題及人力整合表現，

各項評估指標實施成果分述如下。 

1. 中心在自給自足方面成果 

表 17 為中心 106-111 年度行管費、捐贈款及結餘款相關統計。中心持續對

外爭取資源以實現財務自給自足。自 106 至 111 年中心承接計畫數共 27 件，

計畫總經費為 47,789,480 元，平均一年約 7,964,913 元。其中，國科會計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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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件（含多年期計畫）（詳細計畫項目詳表 18），承接政府其他部門等非國科會計

畫共 16 件（詳細計畫項目詳表 19），委託單位涵蓋衛福部、教育部、財政部、

勞動部、國家發展委員會等，其他民間及產學單位與機構共 6 件（詳細計畫項

目詳表 20）。 

表 17 106-111 年度校級研究中心行管費、捐贈款及結餘款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 台灣研究中心 
計畫總件數(件) 27 
計畫總金額 47,789,480 
計畫提列之行政管理費 4,299,061 
106 年繳交學校之行政管理費 128,313 
107 年繳交學校之行政管理費 373,910 
108 年繳交學校之行政管理費 216,171 
109 年繳交學校之行政管理費 343,467 
110 年繳交學校之行政管理費 449,544 
111 年繳交學校之行政管理費 635,934 
截至 112 年 7 月止中心累計之行政管理費 A 1,532,678 
截至 112 年 7 月止中心累計之捐贈款 B - 
截至 112 年 7 月止中心累計之計畫結餘款 C 378,444 
中心收入 D=A+B+C 1,911,122 
可繳交場租年限(註 2) 7.83 
備註：1.中心累計之行政管理費、捐贈款及計畫結餘款填列範圍係指 111 年底可用餘額。2.可繳

交場租年限為：中心收入(D)/一年應繳交場租費，以 112 年為基準。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主計室。 

表 18 爭取校外資源一覽表（國科會計畫） 

單位：新臺幣元 

研究計畫名稱 主持人

姓名 
獲得補助與否

及金額 
計畫推動

年度 
完成 
狀況 

社會均等現象之研究：奧地利與台灣 連賢明 602,500 106 已完成 
醫院如何因應自負差額醫材降價？

以血管支架為例(1/2) 連賢明 1,606,000 108 已完成 

醫院如何因應自負差額醫材降價？

以血管支架為例(2/2) 連賢明 1,077,000 109 已完成 

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

現況、改革與展望(1/3) 連賢明 4,450,000  110 已完成 

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

現況、改革與展望(2/3) 連賢明 4,461,000 111 已完成 

邁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

現況、改革與展望(3/3) 連賢明 4,450,000 112 執行中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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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爭取校外資源一覽表（非國科會計畫） 

單位：新臺幣元 

研究計畫名稱 主持人

姓名 委託單位 獲得補助與

否及金額 
計畫推

動年度 
完成 
狀況 

106 年醫療服務統計及產值估

算研究 連賢明 衛福部 2,393,000 106 已完成 

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政

治經濟研究） 連賢明 教育部 971,076 106 已完成 

賦稅服務續階計畫-建置電子

帳簿服務 曾正男 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 945,000 106 已完成 

歐盟官員臺灣研究訪問團（政

治經濟研究） 連賢明 教育部 836,164 107 已完成 

勞動市場職缺變化與企業其年

資、規模之分析 李浩仲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902,164 107 已完成 

108 年度「建立合理健保財務平

衡及資源配置多元運作模式評

析」 
連賢明 衛福部健保

會 1,420,000 108 已完成 

產業內就業流動受經濟因素波

動影響之程度分析 李浩仲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1,482,000 108 已完成 

檢討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各項

扣除額之合理性 周德宇 財政部 630,000 108 已完成 

歐盟官員臺灣研究訪問團（政

治經濟研究） 連賢明 教育部 902,164 108 已完成 

109 年度「建立合理健保財務平

衡及資源配置多元運作模式評

析(第 2 年)」 
連賢明 衛福部健保

會 1,420,000 109 已完成 

臺灣中產階級所得變動趨勢之

研究 連賢明 國發會經發

處 1,510,000 109 已完成 

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草案第

十條之稅式支出評估報告研究

案 
羅光達 國防部 749,000 110 已完成 

我國房屋稅轉嫁租金效果之研

究 羅光達 財政部 300,000 110 已完成 

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

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

務計畫 
連賢明 國發會社發

處 4,900,000 110 已完成 

111 年度建置以資科科學為基

礎之社會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

務計畫 
連賢明 國發會社發

處 9,670,000 111 已完成 

歐盟官員臺灣研究訪問團（政

治經濟研究） 羅光達 教育部 992,980 112 已完成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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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爭取校外資源一覽表（其他單位/機構） 

單位：新臺幣元 

研究計畫名稱 主持人

姓名 
所申請之單

位 
獲得補助與

否及金額 
計畫推

動年度 
完成 
狀況 

高等教育中的學習成效－學

生的價值差異 連賢明 國立政治大

學 100,000 108 已完成 

大魯閣資料分析平台-商業數

據分析 連賢明 
大魯閣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0 109 已完成 

內政大數據建教合作試辦計

畫 連賢明 
資拓宏宇國

際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 109 已完成 

彰化銀行金融大數據實作專

班 連賢明 
彰化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 109 已完成 

期貨交易所提供市場參與者

資訊加值服務可行性研究 連賢明 
臺灣期貨交

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 110 已完成 

內政大數據建教合作計畫 連賢明 
資拓宏宇國

際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 110 已完成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2. 與其他學術單位合作關係與成效 

本中心與國內外學術單位、智庫、產業機構等單位合辦政策研討會，議題含

括「健保改革」、「長期照護保險」、「COVID-19」、「財稅數據應用」、「防疫政策」、

「五倍券」等政策議題。 

另外，中心也與其他學術單位共同舉辦「公共化 AI」、「大數據」、「網絡安

全治理」等系列工作坊，並與政府部門簽訂合作備忘錄等，以促進產、官、學間

之合作交流，並累積與拓展合作經驗、促進及提供公私部門對話參與交流機會等

（詳見表 21）。 

表 21 中心與其他學術單位/組織合作關係一覽表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項目期間 合作內容/主題 

Yonsei University 合辦研討會 2023/04/14 
The 15th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Six Leading East 
Asian Universities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 合辦研討會 2021/05/07 公共政策實證與分析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

究所 合辦研討會 2020/7/30-31 COVID-19 政策對應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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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項目期間 合作內容/主題 

中華財政學會 合辦研討會 2019/10/05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

畫成果發表(2019) 
台北市醫師公會 

合辦研討會 2023/06/17 
長期照護保險暨健保改革議題研討

會 台北市醫師公會智

庫 

台灣公共議題研究

協會 合辦研討會 
2021/09/24 從三倍看五倍券效益研討會 

2021/10/18 
台灣加入 CPTPP 的效益與挑戰研

討會 

台灣金融研訓院 合辦研討會 
2021/09/24 從三倍看五倍券效益研討會 

2021/10/18 
台灣加入 CPTPP 的效益與挑戰研

討會 

台灣健康經濟學會 合辦研討會 

2020/07/30-
31  COVID-19 政策對應研討會 

2021/11/13 
「迎向後疫情時代之健保挑戰：

2030 跨世代改革對話」研討會 
2022/03/19 「部分負擔，部分調整？」研討會 

2022/12/17 
健康與社會經濟論壇－台灣防疫政

策的檢討與省思 

2023/06/17 
長期照護保險暨健保改革議題研討

會 

2023/08/19-
20 

平衡挽救生命與維護生計國際研討

會—— 對智利、日本、新加坡、

南韓、台灣和美國的疫情管控政策

及其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之比較研

究 

台灣經濟學會 合辦研討會 

2017/08/07 
2017 科技服務創新論壇產業躍升

策略：智慧醫療和跨域整合 
2020/7/30-31 COVID-19 政策對應研討會 

2021/01/15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

畫成果發表(2021) 
2021/05/07 公共政策實證與分析研討會 
2021/09/24 從三倍看五倍券效益研討會 

2021/10/18 
台灣加入 CPTPP 的效益與挑戰研

討會 

2021/11/13 
「迎向後疫情時代之健保挑戰：

2030 跨世代改革對話」研討會 

2022/12/17 
健康與社會經濟論壇－台灣防疫政

策的檢討與省思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 合辦研討會 
2019/10/05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

畫成果發表(2019) 

2021/01/15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

畫成果發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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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項目期間 合作內容/主題 

2022/10/28 
2022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資料

應用合作成果發表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

研究基金會 合辦研討會 2018/01/18 兩岸產業發展論壇 

財團法人緯創人文

基金會 合辦研討會 2022/12/17 
健康與社會經濟論壇－台灣防疫政

策的檢討與省思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

經濟研究中心 合辦研討會 
2021/09/24 從三倍看五倍券效益研討會 

2021/10/18 
台灣加入 CPTPP 的效益與挑戰研

討會 
國立台灣大學公衛

學院 合辦研討會 2021/11/13 
「迎向後疫情時代之健保挑戰：

2030 跨世代改革對話」研討會 
國立台灣大學行為

與資料科學研究中

心 
合辦研討會 

2019/03/23 
The 3rd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4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Japan 
and Taiwan 

國立台灣大學計量

理論與應用研究中

心 
合辦研討會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

系 合辦研討會 

國立陽明大學防疫

科學研究中心 合辦研討會 2020/7/30-31 
COVID-19 政策對應研討會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科學院 合辦研討會 2020/7/30-31 

國立臺灣大學計量

理論與應用研究中 合辦研討會 

2021/01/15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

畫成果發表(2021) 

2019/10/05 
財稅大數據論壇暨財政巨量資料計

畫成果發表(2019) 

2019/12/21 2nd Workshop of Economic Analysis 
on Public Policy 

2020/07/30-
31 COVID-19 政策對應研討會 

陽明交通大學防疫

科學研究中心 合辦研討會 2021/11/13 
「迎向後疫情時代之健保挑戰：

2030 跨世代改革對話」研討會 
奧勒岡州大全球衛

生中心 合辦研討會 2022/12/17 
健康與社會經濟論壇－台灣防疫政

策的檢討與省思 

奧瑞岡州立大學健

康管理和政策學程 合辦研討會 2023/08/19-
20 

平衡挽救生命與維護生計國際研討

會—— 對智利、日本、新加坡、

南韓、台灣和美國的疫情管控政策

及其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之比較研

究 

新北市醫師公會 合辦研討會 2023/06/17 
長期照護保險暨健保改革議題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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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項目期間 合作內容/主題 

瑞士日內瓦安全部

門治理研究中心 合辦研討會 
2021/09/30 

台灣研究中心與日內瓦安全部門治

理研究中心國際論壇 

2022/01/13 
2022 年台灣研究中心與日內瓦安

全部門治理研究中心國際論壇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辦研討會 2017/08/07 
2017 科技服務創新論壇產業躍升

策略：智慧醫療和跨域整合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合辦研討會 2017/02/27-
28 

「社會均等現象研究-奧地利與台

灣」學術交流研討會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

學會 

合辦工作坊 

2019/10/25 Workshop on Data Science for 
Business, Economics, and Fintech 

中華金融工程與會

計評價學會 
中華政大統計系系

友會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台灣金融研訓院 
科技創新與教育產

學聯盟 

瑞士日內瓦安全部

門治理研究中心 

2021/03/16-
18 

「東亞和台灣的網絡安全治理」工

作坊(Cybersecurity Governance in 
Asia and Taiwan) 

2021/04/07-
09 「海上安全部門治理」工作坊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

社會 AI 應用與發展

研究中心 

2022/10/18 
「公共化 AI」經濟學門推廣工作

坊 

2022/11/22 
「公共化 AI」心理學門推廣工作

坊 

國立清華大學前沿

理論及計算研究中

心 

2022/10/18 
「公共化 AI」經濟學門推廣工作

坊 

2022/11/22 
「公共化 AI」心理學門推廣工作

坊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 
簽署合作備

忘錄 
2015/08/11~ 
2030/12/31 

調降營所稅及促產條例落日之政策

效果 
台灣近年租稅及年金改革與世代不

公之關聯及影響 
稅改造成之地下經濟研究 
使用數據分析進行各稅別稅收估計 
建立人工智慧稅務模型提升稅務服

務效率 
綜所稅、營所稅、營業稅、電子發

票抽樣資料庫建置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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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鑑項目四：中心研發成果之水準在國內外學術界的相對地位 

本項目係挑選國內外研究環境或其他條件相當之學術機構或研究單位為效

標。 

1. 中心學術發展趨勢 

(1) 領域界定 

「台灣研究」(Taiwan Studies) 應該包含哪些範疇？「台灣研究中心」的角色

為何？其發展的方向及願景 (vision) 是什麼？這是政治大學成立校級台灣研究

中心積極思考的重點暨首要解決的問題。 

「台灣研究」如果只是把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歷史、宗教…

等各方面的研究加總起來，那麼幾乎台灣所有大學及研究單位，都在從事台灣研

究，若是如此，台灣研究是不可能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一個獨立範疇的。再以「美

國研究」為例，在政治科學中，美國政治 (American Politics) 是美國政治學領域

下的一個次領域 (sub-field)，但此係因美國乃執世界政治學研究之牛耳所致。基

此前提，我們不難理解台灣研究要獲得有如美國研究在政治學領域中的地位，實

有其困難。尤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因語言、文化、區域屬性，更是如此；不像自

然科學如醫學、化學、物理學…等，是沒有國界的，人文社會科學事實上受到國

界影響甚深。 

但是，台灣的發展經驗，確實也成為一些學術理論中印證或反證的著名案例，

甚至成為學界研究別的國家發展可以參考的「模型」(Model)，以及做為和其他

國家發展經驗的比較案例。例如，比較著名的案例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影響甚

深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曾為美國有名的社會學者 Martin King 

Whyte，把台灣的發展視為一個迥異於依賴理論解釋模型的特例。而在 1980 年

代，當世界各國學者紛紛探討 21 世紀，可能是太平洋盆地國家的世紀，台灣的

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模式，也被認為是足供發展中國家參考的經驗。當時在學

術研究中所謂的「發展型國家模式」(The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就常常以

台灣當作著名的成功案例。「發展型國家模式」及太平洋盆地國家的世紀，後來

均因為 20 世紀末期東亞金融風暴，而在學術研究領域中不再被提及。但繼之而

起的第三波民主化，台灣仍然是一個經常被提及的成功的案例。 

因此，從領域的界定及範圍來說，台灣當代（1950 年代以來）的政治、經

濟及社會發展模式，是相當值得做為全球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及社會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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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比較研究的案例。 

(2) 領域的重要性 

台灣研究不僅在學術研究上有其一定的發展路徑，隨著 2000 年我國的政黨

輪替，台灣研究在其被強調的層面亦有所不同。2007 年 3 月 22 日教育部杜前

部長正勝在應邀參加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 共同

舉辦之國際研討會發表演講，題目為：作為獨立範疇的「台灣研究」，在該演講

文中特別強調： 

 台灣研究的主體性，應有別於中國研究以及漢學研究。 

 台灣研究的國際化，要讓國內外人士一起從事客觀且具啟發性的研究。 

(3) 領域發展趨勢  

在我國的 150 多所大學中，具有台灣研究的學系、研究所或碩士在職專班

包括語言、文學、歷史、民族、文化、考古及藝術等，在 2001 年只有 22 個，

到 2007 年則增加到 77 個，但每個研究所或學系教師人力皆極單薄，大概只有 

4 到 5 人而已。杜前部長希望能逐漸壯大「台灣研究」的人力。不過，從部長

的演講內容來看，台灣研究新增人力部分，主要還是集中在語言、文學、歷史、

民族、文化、考古及藝術等部分。理由是這些部分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前，沒有

受到較多資源的投注，增加的現象是很自然的。 

相較之下政治、社會、經濟等與社會科學有關的公共事務的研究，長期投注於

其中的學術研究人力則是相當多的。以政治大學為例，社會科學學院就有 130 位

以上的專任教師，幾乎每個人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和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有關。

因此，台灣研究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範疇，應該包含的不只是文史方面，也應該

包含社會科學部分，特別是與台灣政治、經濟及社會有關的公共事務。 

從杜前部長所提到的教育部所要推動的「台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內容來看，

目前已推動的是與四所世界著名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荷蘭萊頓大學、英國劍

橋大學東方研究院，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等，設立「台灣研究講座」。其推動方

式包括：交換教授、講授課程、舉行學術研討會、出版電子刊物及網站。但是內

容大體都集中在台灣文學、藝術、人文、文化，甚至於仍包含漢學。但是，只有

在與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所推動的「台灣研究講座」中，提到 2006 年 10 月起

在該校講授的課程中，包括了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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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內相關領域發展現況 

目前國內重要的台灣研究之學術機構簡述如下： 

A.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成立於 1986 年，結合中研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

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四所之部份人力資源，籌劃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

並分總計畫與各子計畫。總計畫初期工作以蒐集史料為重點，並向國家科學委員

會、美國魯斯基金會 (Luce Foundation) 申請補助，為台灣史重要研究單位。 

B.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 

成立於 2005 年，以台灣人文為研究核心。其具體任務為： 

 整合校內外相關研究人力資源，推展台灣人文之研究。 

 以「台灣人文」為主旨，蒐集學術資源，推動跨領域、跨學門之重點研究。 

 延攬及培育國內外「台灣人文」領域的重點研究人才。 

C.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 

成立於 2004 年 3 月，隸屬於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之下，設立宗旨為活化團

隊能量，拓展團隊視野，透過文學、生態、法律、民俗、傳播、人文等不同面向，

探討與台灣研究相關的跨領域研究主題，並促進國際學術文化之交流，提昇相關

學術研究風氣。 

(5) 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現況 

目前國外重要的台灣研究之學術機構如下： 

A.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The John K.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是美國東亞研究、近現代中國學研究的先驅，現在已發展成為以歷史

為主幹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機構。其對華研究幾乎涵蓋了各個方面：不僅涉及中國

的政治、經濟、外交、歷史、社會狀況，而且還對其中所涉及的細節和邊緣化的

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該中心從費正清時代就確立了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掛

鈎的研究趨勢。由此，加上其良好的學術聲譽，使費正清中心的學者對美國對華

決策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力。 

費正清中心對東亞的政治、經濟、歷史和社會都有深入的研究。但由於近年

來，哈佛先後成立了亞洲中心和朝鮮研究所，費正清中心的主要研究領域就集中

在中國。除了中心主任、助理主任及幾名輔助人員外，現有終身研究員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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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兼職研究員 100 多人，訪問學者 19 人，從事博士後研究的 5 人。其當前

中國研究專家隊伍自稱在美國是最強大的。對中國的研究幾乎涵蓋了社會科學的

各個方面：不僅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歷史、社會的大方向，還對海峽

兩岸關係、中國外交史、少數民族問題、海外移民、中國的文化遺產等進行深入

細緻的研究。以 2001~2002 年為例，來自美國各大學在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任

兼職研究員、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多達 100 多名，其中僅研究中國外交的學者

就有 20 多位。 

B.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是加拿大研究亞洲問題相當著名的研究機構，也

與本校社科院締結為姊妹院。主要研究方向為全球化對亞洲各國的影響、亞洲各

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結構變遷、加拿大與亞洲關係，以及亞洲各國文化。 

C.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 

在當代的漢學與中國研究領域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一直是一所重要的學府。

根據調查，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哥倫比亞大學與哈佛、耶魯、柏克萊、史丹佛、

芝加哥、密西根、威斯康辛、康乃爾、普林斯頓、賓州大學等學校同列十二大名

校之林。在中國研究的範疇裏，哥大則超出上列許多名校，而與哈佛、密西根、

芝加哥、柏克萊、普林斯頓、西雅圖華大等名列前茅。但隨著近二十年美國學術

重心西移與南移的趨勢，哥大與大部分長春藤盟校的學術聲望，已有漸趨衰頹之

勢。雖然仍屬名校之列，但黃金時期已漸過去。相對的，許多中西部的州立大學

以及西部的加州大學、史丹佛大學等，在許多學科上已有淩駕之勢。在中國研究

方面，情況亦然。 

哥大東亞研究所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是以

科際合作的社會科學研究為主體，屬哥大之國際事務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該院中除東亞所外，另包括南亞、非洲、中東、東中歐、蘇聯、拉丁美

洲等招生之區域研究所，以及國際變遷、戰爭與和平兩所不招生之研究所。東亞

研究所除授與主修東亞問題之國際事務學院研究生的碩士學位外，並授與其他各

研究所研究生之東亞研究資格文憑 (Certificate)。其主旨在培養各社會科學科系

之區域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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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研究所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CLA) 同

樣是美國研究亞洲問題相當著名的研究機構。主要研究區域包含東亞、東南亞以

及南亞地夫，研究方向為亞洲藝術與文化、經濟與貿易、教育、環境、全球化、

歷史與社會、政治與國際關係等。 

E. 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台灣研究講座 

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東方研究院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的負責人 David McMullen 教授，自 2004 年底開始即與教育部洽商有關開設

「台灣研究講座」的合作事項。McMullen 教授曾留學台灣，回英國後一直服務

於劍橋大學，對台灣相當友好。他認為台灣確實有很多值得研究與學習的地方，

希望與台灣建立長期性的台灣研究合作關係。 

F. 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台灣文化研究計畫 

倫敦大學政經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台灣文化研究」計畫 (Taiwan Culture Research Programme, TCRP)，這項計畫的

前身為「倫敦台灣學術講座」 (London Taiwan Seminar)，該講座是在 2000 年暑

假，由當時我國駐英文化組與英國漢學研究協會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BACS) 會長 Stephan Feuchtwang 教授共同促成。 

G.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也設

有「台灣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成立於 1999 年，在英語系國家裡，SOAS 是

第一個設有「台灣研究」碩士課程的大學。該校所設立的課程及研究方向，較偏

向於台灣的政治經濟、台灣選舉、台灣民主運動等範疇，尤其是台灣與中國政治

經濟的比較研究。 

H. 美國史丹佛大學民主發展與法制研究中心 

美國史丹佛大學民主發展與法制研究中心  (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Stanford University)，是隸屬於史丹佛大學國際

問題研究所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SI) 的五大研究中

心之一。史丹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是相當著名的國際關係研究機構，其中的民

主發展與法制研究中心，更是擁有許多重量級亞太研究專家學者，目前正進行有

關台灣民主研究的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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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Asia-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以提升亞太地區研究與認識為中心目標，

與澳洲其他多所大學皆有研究計畫案、研討會議及網站開發等合作，並集結了國

際上亞洲、歐洲和北美各地區大學、研究教學中心和亞太事務學者專家之研究，

為澳洲地區亞太研究之重要研究中心。此研究中心之目標為：促進澳洲各大學之

亞太事務優質研究和教學；為亞太地區之利益與合作建立結合學界、業界和非政

府組織之支持網絡；建立推廣亞太研究的國際化、多元化管道。 

J.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東亞與太平洋研究中心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東亞與太平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st Asian &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成立於 1964 年，是美國

相當著名的東亞學研究重鎮。此中心主要著重在東亞研究，特別是東南亞區域研

究以及太平洋區域研究，以加強學界的東亞研究教學、並拓展學生、一般民眾、

媒體、和業界等相關東亞事務的認識。研究中心並主持亞洲線上教育媒體 (The 

Asian Educational Media Service, AEMS)，提供相關亞洲研究的多媒體資訊與線上

資料庫服務。此中心另與印第安那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進行合作計畫，冀能跨越藩

籬，在教學、研究和資源上進行整合與合作。 

上述國內的三個研究單位，仍側重在人文歷史，而國外的十個研究所及中心，

基本上還是以漢學、中國學，或者東亞研究為重心，而不是把台灣研究視為一個

如杜前部長所說的研究獨立範疇，除了教育都在英國劍橋大學所推動的「台灣研

究講座」，以及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長期以來

和本校社會科學學院有研究上的合作交換實質關係。 

因此，從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現況來看，本中心希望朝向推動台灣研究的國

際化，而且要以社會科學研究為主體，以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有關的公

共事務為主要內容，讓國際學界或國際社會能對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與政經社會

有關的公共事務，能夠具有台灣觀點，實乃當務之急。 

2. 中心參考效標 

(1) 個案教學與研究以哈佛大學的甘乃迪政府學院為效標 

政大台灣研究中心除文史語言…等方面，已由臺史所、臺文所及原住民中心

發展出優良的基礎及特色外，獨立的台灣範疇中的社會科學研究，將由政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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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院為基礎，而由台灣研究中心扮演先鋒的開拓角色。而政大社會科學院是

以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KSG) 為標竿，做

為一個發展願景的參考指標。 

哈佛大學的甘乃迪政府學院的博士課程計有：政治經濟與政府、公共政策、

健康政策、社會政策四個博士班，碩士班則有公共政策 (MPP) 、公共政策與都

市計畫 (MPP/LP)、公共行政與國際發展 (MPA/ID)、2 年制的 MPA 以及公共行

政在職專班 (MC/MPA)。當然 KSG 另外非常著名的就是每年推出為數達 30 個

以上的密集式培養行政領袖菁英的領導才能 (leadership) 研習班。 

就上述 KSG 的碩、博士班以及在職專班的性質來看，政大社科院所具有的

系所和 KSG，事實上幾乎完全雷同，甚至於在公共事務所涵蓋的性質範圍上，

還超過  KSG。KSG 的行政教育領導人才培訓班，英文稱做  Executive Ed 

Leadership Training，這些密集的研習班有的只有 3 天，有的長達 3 個星期，研

習的重點雖然和行政管理、財務預算衝突解決、策略行動、談判…等等有關，但

總結一句話，其實就是以培訓具有領袖才能 (leadership) 人才的各種課程。用 

KSG 自己的話來說，他們的課程安排及授課師資都在致力於幫助參與的學員，

在他們所能管控的時間範圍內，面對真實世界的問題，給予開創性的解決辦法： 

“…our course curriculum and faculty is committed to giving participants creative 

solutions to real-world problems in a timeframe they can manage.” 

因此，政大社科院的標竿既也是 KSG，從教學上來說，將採取哈佛大學培

養領袖菁英領導才能的個案研究及個案教學方法（case studies and teaching）；但

是，從研究層面來看，就應該是以研究政治、經濟及社會菁英，以及與這些菁英

有關必須從事決策、管理、執行，或是解決問題的公共事務為主。 

以研究中心的屬性來看，應該以深入研究為主，並將研究成果出版並支援教

學。所以台灣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學院正是公共事務菁英領袖人才培養、訓練、

教學及研究，一體兩面的完整結合體，也正是台灣研究社會科學層面將來發展完

成後的結構體。 

KSG 所宣揚的乃是個案研究及教學，其目的是把真實情境加以重構 

(reconstructive reality)，做為討論的重點，設想在真實世界的問題中，行政菁英應

該採取什麼策略，如何尋求盟友、資源及進行談判，採取行動 (action taker)。因

此，必須有研究才能支援出版與教學，或者教學教材的提供。為此，台灣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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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將以 KSG 為標竿是不足為奇的。 

(2) 國際學術交流以杜賓根大學的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為效標 

該中心致力於能提供台灣研究的高等教育環境，尤其是博士班及博士後研究

的設立與提升。其目標是成為歐洲與我國之間，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研究當代台

灣的優秀學生之交流平臺，尤其是法律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及其跨領

域研究之科系。 該中心並與優等台灣研究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與交流計畫，

設置研究輔導機制 (Tutorial System)，以便學生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  

同時，該中心邀集歐洲與台灣的訪問學者進行研討會或講座，最重要的是參

與該中心之『台灣講座』(Taiwan Colloquium) 系列，以期能與學生分享自身的研

究歷程與成果。 該中心歡迎台灣博士生與博士後研究員到該中心進行為期一個

月的交流參訪，就其研究主題進行報告與參與該中心的各項課程與活動。  

本中心與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已於 2008 年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於該中心

設有研究輔導機制以及台灣講座，是一種雙向國際交流的機制，本中心刻正徵詢

中心團隊成員是否有意願到杜賓根大學當訪問學者，同時也準備隨時歡迎歐洲學

者的到來。 

(3) 研究方面以 Indiana University 的”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及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 (Earth Institute) 為效標 

台研中心未來在研究主題方面，希望能更聚焦，而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

所提供的基本研究主題：Climate and Society, Water-based research, energy 

sustainability, Urbanization , Hazards and Risk, Global Health, Poverty, Food, Ecology 

and Nutrition, Ecosystems Health and Monitoring, 是一種解決地球永續發展迫切問

題的科際整合計畫，它也是台灣面臨的迫切要解決的議題，而這些計畫更鼓勵學

科之間及研究單位之間有更多的綜效 (synergies) 產生。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

所主要透過這九項議題設計推展學術活動，包含例行講座和座談會，在重要議題

上邀請美國國內和國際專家召開大型研討會和小型會議，分享專家學者之研究成

果，並主動邀請或接受申請訪問學者短期進駐該研究所進行研究與對話。在學術

經驗傳承部份，該研究所每年亦提供研究生獎學金以及博士後研究於永續發展的

研究。 

而印地安那大學的制度研究團隊領導人，Elinor Ostrom 特別強調人類與生

態系統 (ecosystems) 互動，以維持長期持續的資源收穫量 (永續的概念)。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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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包括水資源、森林地、漁場、油礦、牧場、灌溉系統。其論著大都是考慮社

會如何提出各式各樣的制度安排以管理自然資源，及避免生態系統的崩潰，即使

有些處置無法避免資源的耗竭。目前的著作也強調人類－生態互動的多重面向的

特質，且反對為個別社會生態系統問題的任何單一的補救之道。她認為共有資源

的治理，可藉助使用共有資源的人們，就可成功管理，而不須政府或私人公司的

介入，也就是不須政府管制或民營化就可有效管理共有資源。本中心希望借助 

Ostrom 及其研究團隊的制度分析與發展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的架構及其研究成果，來研究後現代台灣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兩

岸關係、區域治理以及非傳統安全的各項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議題。 

(五) 評鑑項目五：中心對於所面臨的問題及挑戰之因應策略與改善情形 

本項目以質化說明研究中心所面臨之問題及挑戰以及因應策略與改善情形，

各項評估指標實施成果分述如下（詳表 22）。 

1. 中心發展 SWOT 分析 

表 22 中心發展 SWOT 分析表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A. 中心行政資料經驗豐富 
B. 持續與政府部門有學術合作 
C. 舉辦多元議題學術活動持續提升社

會與學術影響力 

A. 台灣研究不易於國際期刊或獲國際

出版肯定 
B. 現有資源補助忽略社會科學相關議

題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A. 邀請資深教授帶領研究團隊 
B. 爭取計畫取得資源和資料 

A. 行政資料使用愈趨受個資法限制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1) 優勢 

盤點中心現行具備之優勢，包含： 

A. 中心行政資料經驗豐富 

中心團隊在過去有相當多和政府機關合作以及使用臺灣大型資料（包含健保

資料庫、財政部稅務資料、勞工保險資料，和歷年戶籍資料）經驗。包含：協助

健保局串連健保資料和稅務資料、透過稅務資料分析臺灣所得分配及逃漏稅問題、

與財稅資料中心 MOU，協助建置不同稅別抽樣資料庫。豐富行政資料使用經驗，

使中心持續累積政策效果分析能力。 

B. 持續與政府部門有學術合作 

中心近年學術研究領域涵蓋政府各部會。與政府機關合作以及使用台灣大型



 

111 

資料經驗更為豐富，且學術研究領域已涵括健保、財稅、勞動市場等各項議題，

體現中心研究範疇之跨域多元性。 

C. 舉辦多元議題學術活動持續提升社會與學術影響力 

中心持續透過舉辦與參與主題講座、工作坊與研討會，以針對台灣重大的經

濟與社會議題進行深入探討與交流。透過多元議題學術活動的交流，除能使中心

團隊累積並擴大人才鏈接，更能讓中心研究進行成果擴散，以達到知識傳播與政

策推廣之效果，亦能促成社會實踐與貢獻等目標。 

(2) 劣勢 

政大不但在社會科學研究上具領先優勢，社會科學學院本身系所相當多元；

長久以來在政府機構具備深厚人脈，也累積良好合作關係，這都是對一個以社會

科學為主，著重公共議題研究中心的良好基礎。然而，發展台灣社會科學領域的

研究中心仍需面對兩個深層制度問題。 

A. 台灣研究不易於國際期刊或獲國際出版肯定 

現行以台灣為素材所發表論文或專書，較難投稿到國際期刊或獲國際出版肯

定。引此，如何吸引學者投入台灣社會所面對迫切議題，成為發展以台灣為主體

的研究中心發展的關鍵問題。 

B. 現有資源補助忽略社會科學相關議題 

目前我國幾個主要的高等教育補助機關，不論是科技部或是教育部，均偏向

自然科學或生物醫學方面。這可從頂尖大學計畫的補助資源及經費的分布看出，

社會科學領域在其中所獲得補助相當有限，顯示台灣在現有社會議題仍缺乏重視，

以致於資源投入相當有限。 

(3) 機會 

未來的機會在於頂尖人才培育、強化研究環境，以及廣泛的國際連結。因此，

中心將持續致力吸引老師投入台灣研究，以及取得資源支持台灣研究。對此，中

心將採取兩個策略，分述如下。 

A. 邀請資深教授帶領研究團隊 

中心持續邀請不同領域的資深教授帶領年輕老師成立研究團隊。目前共成立

六個研究團隊，包含家庭與教育組、國土規劃組、公民與社會組、勞動市場組、

經濟政策組與大數據組。未來期許研究陣容可再進一步強化與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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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爭取計畫取得資源和資料 

為讓研究團隊能取得足夠資源，目前中心透過積極爭取政府機關研究計畫，

一方面取得穩定研究經費來支持研究團隊，一方面則希望這些研究計畫能贏得主

管機關信賴，並經由研究計畫取得機關行政資料。只有取得更完整的行政資料，

才能吸引年輕學者投入台灣研究，長期針對台灣社會、經濟議題進行研究。 

此外，中心亦將透過不斷深化與業界及其他產學單位的合作、發展循證與大

數據研究以累積跨域研究量能，不僅能強化本中心的資源，亦可擴大本中心的社

會影響力。 

(4) 威脅 

A. 行政資料使用愈趨受個資法限制 

未來跨域研究計畫將更需依賴政府的行政資料。但隨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逐

步加嚴，且國內的相關法規規範並未完善，這使得政府行政資料的取得變得更加

困難，增加研究的挑戰與限制性。 

2. 中心未來之發展規劃 

為強化中心發展，並推動與累積中心學術量能，中心持續透過規劃學術會議、

活動講座、爭取研究計畫等方式推動專業知識培育及累積研究資源，相關策略方

法說明如下。 

 持續強化公共事務與菁英研究團隊：持續召集校內外學者，透結合跨域專業

人才以強化公共事務研究量能。 

 不定期的團隊聚會：團隊透過定期召開會議，鼓勵每個成員透過分享他們的

初步研究成果進行交流，不僅激發創新思考，也鼓勵開放與公平的討論，以

促進知識的交流與成果的優化。 

 出版研究成果：透過出版論文集、期刊、專書等方式，我們將最新的研究成

果進行成果擴散，希望透過公開的學術交流，推進研究領域的前進與擴大影

響力，並累積團隊研究量能。 

 促進跨域資料庫整合：我們致力於建立一個全面且實用的跨域資料庫，除能

提供團隊成員以及更廣泛的學術社群一個獲取知識和資訊的可靠來源之外，

亦能達到提升數據利用效率、發現新的知識和見解、強化決策支援、提升資

訊共享和協作，以及降低資料冗餘和錯誤等益處。 

 爭取公共政策研究計畫：公共政策研究往往涉及到與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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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團體等多方的合作。透過積極爭取各種公共政策研究計畫，即能擴展研

究者的社會連結與合作機會，此外，公共政策研究不僅僅涉及理論學術的探

討，還需要考慮實際的執行情況和可能的社會影響。這樣的特性將有助於研

究者拓寬視野，對學術理論與實際執行有更全面的理解。 

 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學術機構和企業有各自的資源優勢。透過產學合作，雙

方可以實現資源的互補和共享，如學術機構可以提供專業知識、研究設備和

人才庫，而企業可以提供資金、市場資訊和實地操作經驗。藉由有效地結合

學術與產業的力量，促進科學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結合，不僅有助於研究的進

行，也能推進政策的制定與優化，進而提升研究的社會價值。 

 爭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爭取到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不僅能獲得資金支援，

也對研究者個人的學術成長和研究機構的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從而提升

我們的研究能力與影響力。 

 舉辦小型學術座談會：藉由定期舉辦小型的學術座談會，邀請各領域的學者

和專家參加，並透過新想法與初步研究結果的討論與交流，進一步完善研究

設計與方向。 

 爭取媒體合作：中心透過與媒體建立夥伴關係，以進行台灣政治、經濟和社

會等多元領域的知識傳播與政策推廣，這樣不僅能增加公眾對我們研究的認

識，也有助於提升中心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力。 

 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中心透過邀請國內外學術界及相關政府官員參與大型

或國際學術研討會。透過研討會中的學術交流，給予不同背景、領域、專業

的學者、專家和政策制定者交流的平台，以激發新的思考和合作。 

 舉辦多元議題講座與工作坊：我們廣邀學術界與業界的專家菁英，透過開設

講座、工作坊、線上演講課程等方式，旨在讓團隊成員與全校師生皆可增進

專業領域的知識並累積實作經驗，並為中心的研究開創新的可能。 

透過上述各項活動與計劃，中心一直致力於創造一個開放、進取、合作與分

享的學術環境，並在此基礎上推動知識的創新與應用。 

(六) 評鑑項目六：中心其他評鑑項目 

研究中心自訂之其他凸顯特色研究領域之自我評估項目及自我評估指標，各

項評估指標實施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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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他特色與優勢：邀請國際重要學者訪問情形 

為持續提供本校師生於專業領域之國際化學習，中心亦積極規劃邀請國外各

領域重要專家學者進行指導講學及參訪。累計 106 至 112 學年度間共邀請 26 

人次，其中不乏有國立政治大學玉山學者、現任維吉尼亞大學 Harry Harding 教

授（活動剪影如圖 48）；麻省理工學院達賴喇嘛倫理與價值觀研究中心創辦人兼

執行長、又為 MIT 媒體實驗室 Ethics Initiative 主持人 Tenzin Priyadarshi（活動

剪影如圖 49）；以及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史丹佛大學貧窮與不平等中心

主任 David B. Grusky 講座教授（活動剪影如圖 50）；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衛

生政策與管理系 Robert M. Kaplan 榮譽教授（活動剪影如圖 51）等，藉由開設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與師生進行互動與學術交流。相關國際重要學者訪問概況可

詳表 23。 

  
圖 48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美國對台灣的政策變化及連續性」活動剪影 

團隊邀請到 Harry Harding 教授來台演講。本次的演講主題為：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Harry Harding 博士為亞洲和美亞關

係的專家。他目前是大學教授和公共政策教授，也是 UVA 米勒公共事務中心的

高級研究員，他還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玉山學者並獲教育部授予的榮

譽。 

Harry Harding 博士於 2009 年至 2014 年期間擔任 UVA 弗蘭克·巴頓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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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公共政策學院的創始院長。在加入巴頓學院之前，他曾在斯沃斯莫爾學院和

斯坦福大學任教，並擔任該學院外交政策研究計劃的高級研究員。從 1995 年至 

2005 年，他擔任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的院長，從 2005 年至 

2007 年，擔任紐約政治風險研究和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研究與分析總監。他曾

在多個教育和非營利機構的董事會中擔任職務，並在中美科學技術聯合委員會和

美國國防政策委員會任職。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和國際事務專業，擁有

博士學位。 

  
圖 49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社群媒體-人際關係的阻力或助力？」活動剪影 

「社群媒體-人際關係的阻力或助力？」國際拔尖系列講座，係中心邀請美

國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的 Tenzin Priyadarshi 大師來台演講，解析網路時代的社

群影響力。Tenzin 大師是麻省理工倫理與變革價值中心的主任，該中心致力於探

索、對話和教育生活的倫理和人文方面。該中心有 6 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作

為其創始成員，其項目在 8 個國家開展並不斷擴大。他同時是全球人道組織

Prajnopaya 基金會的創始主席。 

Tenzin 大師有著戲劇般的傳奇人生，出生於印度婆羅門教上流階層，因為在

夢境中受到藏傳佛教的感召，十歲時進入修道院，成了達賴喇嘛的弟子。因父親

堅持他在修行佛法時要兼顧學業，在這樣的雙軌教育下，他 17 歲去了美國雪城

大學攻讀現代物理，後轉學到哈佛念哲學，並同時完成印度佛教大學學位。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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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他被任命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位佛教導師。 

  
圖 5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貧窮世襲？如何扭轉社會不公平」活動剪影 

本次「貧窮世襲？如何扭轉社會不公平」國際拔尖系列講座係邀請到 David 

B. Grusky 教授以「社會不平等」為主題展開兩場演講，分享關於“Should We Worry 

About Rising Inequality?”和“C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Be Substantially Reduced 

Without Spending a Cent?”兩個主題。 

Grusky 教授先以方濟各教宗的一句話開場，「不平等是社會罪惡的根源」，

並點出其後經濟面、民主面、社會階級流動面三大問題，「加劇的不平等是否減

少了社會整體的總產出？」、「加劇的不平等是否大大增加富人的影響力？」、「加

劇的不平等是否減低了社會流動性？」隨後透過許多數據帶出：「美國夢中任何

人，不論他的出身背景與社會地位，只要他肯努力就能達到理想的生活的景象是

否已不復存在？」的提問。 

為研究背後成因，Grusky 教授從教育著手探討，過去在美國只要念完公立學

校，到一定規模的公司或工廠任職，就能生活無虞。但是現在的狀況已經改變了，

因為教育被放入市場成為商品。Grusky 教授認為學校教育──包括進入名校受教

的機會，應該要是平等的，他舉例如果今天一個跑車品牌要選擇贊助的選手，比

起看哪個選手自備的車子比較貴，應該要讓大家在一樣的設備條件下看誰的表現

比較好。今天回到教育的話題上，他覺得也應該透過政策來讓這些缺乏背景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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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享有菁英學校的受教權，進而促進社會流動。 

Grusky 教授在任教的史丹佛大學努力推動此一政策，希望讓高等教育不再

只是有錢人負擔的起的奢侈品，而是所有嚮往學習的人都能夠享有的權利。 

  
圖 51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社會投資與人工智慧如何改善未來健康」活動剪影 

中心邀請到 Robert M. Kaplan 教授來台進行學術交流及演講，其為洛杉磯

加利福尼亞大學 (UCLA) 衛生政策與管理系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的

榮譽教授，並在史丹佛大學醫療及 AI 團隊的成員。Prof. Kaplan 曾擔任美國醫

療照護研究與品質機構  (AHRQ)、美國衛生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Now HPM))、美國心理學會健康心理學部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Preventive Medicine)，以及其他單位之首席，在醫學相關領域為非常專業且重要

的學者。而 Prof. Kaplan 本次透過「社會投資與人工智慧如何改善未來健康」國

際拔尖系列講座與政大師生分享並探討 AI 與醫療的結合，增進學術動能。 

表 23 邀請國際重要學者訪問概況 

來訪學者姓名/服
務單位/職稱 來訪期間 學術活動內容與成果 主辦/協辦單位 

Nathaniel Persily 
(史丹佛法學院教

授) 

2018/09/05 
10:00-11:3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網路時代的

民主危機(Can democracy survive 
the internet?)」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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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學者姓名/服
務單位/職稱 來訪期間 學術活動內容與成果 主辦/協辦單位 

John Ahlquist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 UC San 

Diego) 

2018/11/06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美國政治制

度和歷史回顧：從長遠來看，精

英和政黨兩極分化(Review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History Elite and Party Polarization 
Over the Long Run)」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John Ahlquist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 UC San 

Diego) 

2018/11/08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兩極分化的

美國中的公民和政策：未來會怎

樣？2018 年大選及未來 
(Citizens and Policy in a Polarized 
America What Might the Future 
Hold? The 2018 Election and 
Beyond)」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Aaron Shaw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18/11/13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消失的數位

烏托邦：數位落差與線上參與的

不公平性(Online Participation: 
From Digital Utopianism to New 
Digital Divides)」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Aaron Shaw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18/11/15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數位落差與

線上參與的不公平性(Beyond 
Digital Divides: Rethinking 
Inequalities in Online 
Participation)」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André Laliberté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Ottawa) 

2018/11/29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照護正義終

結移工悲歌(Justice for Caring: 
Towards an End to the Invisibility 
of Migrant Caregivers in 
Taiwan)」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David C. Chan 
(史丹佛大學醫學

院助理教授) 

2018/12/03 
12:00-13:1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行業對政策

制定的投入：來自醫療保險的證

據(Industry Input in Policymaking: 
Evidence from Medicares)」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David B. Grusky 
(美國人文與科學

院院士/美國史丹

佛大學講座教授/
史丹佛貧窮與不

平等中心主任) 

2018/12/10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我們應該擔

心不平等加劇嗎？(Should We 
Worry About Rising Inequality?)」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David B. Grusky 
(美國人文與科學

院院士/美國史丹

佛大學講座教授/

2018/12/11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不花一分錢

就能大幅減少貧困和不平等嗎？

(C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Be 
Substantially Reduced Without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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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學者姓名/服
務單位/職稱 來訪期間 學術活動內容與成果 主辦/協辦單位 

史丹佛貧窮與不

平等中心主任) 
Spending A Cent?)」 

David B. Grusky 
(美國人文與科學

院院士/美國史丹

佛大學講座教授/
史丹佛貧窮與不

平等中心主任) 

2018/12/12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國家貧困研

究：21 世紀理解貧困和製定反貧

困政策的新途徑(The National 
Poverty Study: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Poverty and 
Developing Anti-Poverty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David C. Chan 
(史丹佛大學醫學

院助理教授) 

2018/12/13 
10:30-11:45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有技巧的選

擇：放射科醫生的證據(Selection 
with Skills: Evidence from 
RadiologistsSelection with Skills: 
Evidence from Radiologists)」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 

Tenzin Priyadarshi 
(麻省理工學院達

賴喇嘛倫理與價

值觀研究中心創

辦人兼執行長

/MIT 媒體實驗室

Ethics Initiative 主

持人) 

2018/12/13-
14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A.I. 來
襲！科技倫理何去何從？(Ethics, 
Empathy and Technology)」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Soo-yong Byun 
(Penn State 
University) 

2018/12/17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分層的夢

想？韓國兒童預期職業地位的社

會經濟差距日益擴大(Stratified 
Dreams? Growing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Children's Expected 
Occupational Status in South 
Korea)」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Soo-yong Byun 
(Penn State 
University) 

2018/12/19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影子教育使

用的全球模式：學生、家庭和國

家的影響(Global Patterns of the 
Use of Shadow Education: Student, 
Family, and National Influences)」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Tenzin Priyadarshi 
(麻省理工學院達

賴喇嘛倫理與價

值觀研究中心創

辦人兼執行長

/MIT 媒體實驗室

Ethics Initiative 主

持人) 

2019/03/22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社群媒體–
人際關係的阻力還助力？

(Disconnecting to Connect : 
Rethinking Social Media)」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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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學者姓名/服
務單位/職稱 來訪期間 學術活動內容與成果 主辦/協辦單位 

Maria Polyakova 
(美國史丹佛大學

健康研究與政策

系助理教授) 

2019/03/27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家族醫師背

景如何影響健康不均等 (The 
Roots of Health Inequality and The 
Value of Intra-Family)」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Robert M. Kaplan 
(洛杉磯加利福尼

亞大學衛生政策

與管理系榮譽教

授) 

2019/05/15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社會投資與

人工智慧如何改善未來健康

(More than Medicine: The Case for 
Social Investment to Improve 
Health)」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國立

政治大學經濟政

策研究中心 

Jr Shin Li 
(聖路易斯華盛頓

大學教授) 

2019/06/17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動力系統的

拓撲和幾何學習(Topological and 
Geometrical Learning for 
Dynamical Systems)」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國立

政治大學經濟政

策研究中心 

Dr. Solomon 
Hsiang 

(美國加州大學伯

克利分校公共政

策校長教授) 

2019/10/03-
04 

09:30-17:00 
全球變局下的東亞政治 

國立政治大學政

治學系、台灣民

主基金會、國立

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所、國立

政治大學中國研

究中心、國立政

治大學研究發展

處、國立政治大

學社會科學學

院、綠世界酒

店、國立政治大

學台灣研究中心 
Ron Harris 

(以色列特拉維夫

大學布赫曼法學

院法律和法律史

教授) 

2019/10/16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持續努力：

歐亞貿易與經濟合作的興起

(Going the Distance: Eurasian 
Trade and the Rise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經濟

政策研究中心 

Jay Bhattacharya 
(斯坦福大學醫學

系教授) 

2019/11/28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東亞人口老

化與健康議題 Population Aging 
and Health in East Asia」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經濟

政策研究中心 
Yoshimichi Sato 

(東北大學研究生

院文學研究科教

授) 

2019/12/09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日本典型和

非典型就業的代際流動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between the Regular and Non-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經濟

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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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學者姓名/服
務單位/職稱 來訪期間 學術活動內容與成果 主辦/協辦單位 

Regular Employment Sectors in 
Japan: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Theory of Mobility Regime)」 

Huang Wei 
(President’s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9/12/13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一胎化政策

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和社會成果

(Fertility Restrictions and Life 
Cycle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One Child Policy in China)」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 

Tenzin Priyadarshi 
(麻省理工學院達

賴喇嘛倫理與價

值觀研究中心創

辦人兼執行長

/MIT 媒體實驗室

Ethics Initiative 主

持人) 

2019/12/30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人工智慧能

建立科技烏托邦？(Techno Utopia 
and AI)」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經濟

政策研究中心 

Harry Harding 
(Yushan Scholar, 

University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20/05/21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美國對台灣

的政策變化及連續性(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臺灣

大學計量理論與

應用研究中心 
Harry Harding 

(弗吉尼亞大學教

授 /國立政治大

學玉山學者) 
Syaru Shirley Lin 
(弗吉尼亞大學康

普頓客座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客

座教授) 

2020/11/19 
12:00-14:00 

國際拔尖系列講座-「美國選後，

中美台之情勢(The Significance 
ofthe AmericanElections)」 

國立政治大學台

灣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國立

政治大學創新國

際學院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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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錄 
附錄一：106 年度評鑑意見改進情形 

106 年評鑑報告意見 對應之改善計畫或改善策略 目前執行情形及達成狀況 
一、中心定位、組織運作及中

長期發展目標達成情形 
1. 目標達成狀況 
短期目標達成情形尚可，中長

期目標(P.12)宜詳細規劃。 
2. 待改進事項 
研究成果  (三個研究方向 ) 
的對外宣導與擴散宜加強。 

台灣研究中心主要目標在促

進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相關

領域的公共政策研究。在中長

期目標部分，台灣研究中心擬

扮演「準智庫」的功能，對國

家的重大政策進行研究，提出

建議，以協助政府引導國家的

發展。一方面台灣研究中心團

隊能以專業的學識、創新的思

考、關懷社會而非民粹立場來

討論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相

關問題。另一方面，台灣研究

中心希望透過這些跨領域的

研究，和國外（和兩岸）頂尖

研究機構合作，讓國外研究社

群瞭解台灣社會面對的挑戰，

也促進相關議題的合作。 
在這個基礎上，中心希望選定

跨領域的研究主軸，建立台灣

研究團隊，在這些議題上面和

國外研究團對進行合作。目前

選定的主軸主要集中「世代間

的公平和機會」。舉例來說，

目前台灣每位婦女的生育數

目僅約 1.18 左右，幾乎為世

界最低，究竟年輕一代為何不

生不養？是因為經濟考量？

還是因為社會對婦女角色的

要求？還是因為婦女教育的

提高？這個議題，涵蓋了教育

（高教擴張）、經濟（青年低

薪）、以及婦女角色（社會階

層），議題本身就是一個跨領

域的問題。相同的，在東亞許

多國家（諸如韓國、日本、香

港、新加坡和大陸）的婦女生

育數目也相當低，均面對相同

的威脅，也遭遇類似的社經衝

擊。透過這個人口結構變化，

來建立跨領域研究團隊，也可

以尋求跨國團隊合作。而這些

議題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便

於讓社會瞭解政大團隊對社

台灣研究中心近年來以「世代

公平和機會」做為長期研究主

軸。本中心獲核定高教深耕計

畫-國際拔尖計畫，該計畫以

原有台研中心團隊為基礎，涵

蓋了校內 20 位具政治、經濟、

社會、地政、教育、資管等專

業教師，透過跨領域整合來分

析新世代面對的問題。 
教育歷程（學用落差、高教改

革） 
勞動市場（低薪、人才外流） 
世代分配（所得分配惡化） 
資產飆高（高房價） 
社會分歧與價值變遷 
家庭結構（晚婚、不婚、不生

育） 
大數據方法 
本計畫結合多層次資料：政府

公開資料（如公告地價資料），

政府行政資料（如稅務資料和

勞保資料）以及針對千禧世代

調查資料（如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透過大數據研究，企

望協助千禧世代解決未來的

危機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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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評鑑報告意見 對應之改善計畫或改善策略 目前執行情形及達成狀況 
會議題的關心與貢獻。 

二、中心的研究出版、學術貢

獻與社會影響力 
1. 學術貢獻與社會影響力

研究計畫質與量尚佳。 
2. 待改進事項加強研究成

果的出版及對學術與社會的

影響。 

中心這幾年透過三個方面著

手，來增加學術貢獻和拓展社

會影響力。 
首先，台研中心選擇政策相關

議題，申請跨領域計畫。在過

去三年中，台研中心與台大人

口中心合作，共同執行科技部

跨領域計畫「從人力、政策、

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這

個跨領域計畫透過政策面的

討論，從人力、政策以及資金

三個面向，分析台灣目前創新

創業之成效，並提出改善建議

提升我國產業創新能力以及

競爭力。 
第二，中心和相關部會合作，

透過大數據的分析，協助部會

瞭解相關政策成效。在過去三

年中，中心與財政資訊中心簽

署合作備忘錄(MOU)，運用財

政資訊中心豐富的財稅資料，

探討兩項租稅變革（1）調降

營所稅及促產條例落日之政

策效果 (2) 台灣近年租稅改

革對世代別所得及財產變化

之影響 
。透過這些合作，一方面可以

使用大數據來分析財稅資料，

另一方面透過數據來估計政

策的效果，進而改善政府施政

的政策品質。 
第三，透過國際合作，來增加

學術影響力。在過去三年中，

中心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平

老師共同合作，使用校務資料

來分析高等教育的多元入學，

對高教品質的影響。團隊研究

目前已經有兩篇文章出版，相

關研究結果備受重視，也接受

天下和遠見雜誌的專訪。未來

希望能和其他單位（像是史丹

佛大學的跨領域中心）合作，

提高台灣研究的能見度。 

台研中心與台大人口中心合

作，共同執行科技部跨領域計

畫「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

台灣創新創業」，該計畫已進

入第三年研究成果總結及政

策建議階段，三年間已產出

10 份研究報告、辦理 7 場學

術活動，成效卓越。 
中心與財政資訊中心簽署合

作備忘錄(MOU)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止，預計於明年(2019
年)偕同財政資訊中心辦理大

型研討會並發表近年研究成

果。 
本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團隊擬

與校務研究辦公室，合作進行

政大高教深耕計畫「建立人才

培育與學生學習成效回饋系

統」由校務辦公室提供相關資

料，探討本校入學、教學、與

學務等項目變革，並深入瞭解

過往政策對學生在校內學習，

以及長期的職場表現影響。 
與勞動部進行合作，利用勞動

資料探討勞動市場職缺變化，

了解青年低薪問題及產業結

構低薪問題，進而建立「勞資

問題」、「一例一休」等議題。 

三、以中心名義執行整合型計

畫或爭取外部資源情形  
1. 達成狀況 

目前中心執行情形尚佳，經費

雖說不上充裕，但仍足夠支撐

中心的運作。現階段目標是希

本中心今年獲核定高教深耕

計畫-國際拔尖計畫「褪色的

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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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評鑑報告意見 對應之改善計畫或改善策略 目前執行情形及達成狀況 
科技部與非科技部之計畫內

容與中心目標尚符合，經費亦

充裕。 
2. 待改進事項 
可加強爭取「非公部門」的計

畫與經費。 

望能夠在現有基礎上，穩定建

構跨領域團隊，希望能藉此拓

展研究能量並增加發展方向。 
除研究團隊的建立外，未來將

有計畫的透過媒體宣傳研究

成果，一方面希望能促進政策

品質的提升，另一方面則希望

能讓更多研究成果被外界認

識，進而爭取外界籌募長期、

穩定的資源，建構長期的研究

團隊，進行跨校、跨領域及企

業界人才培育等合作方式。 

挑戰」經費計 1,000 萬元整，

且往年中心業務費尚餘 15 萬

元，中心運行情形尚佳。 
中心目前以財政系周德宇老

師及資管系陳春龍老師為首

積極爭取非公部門及企業的

計畫與經費。 

四、中心其他特色與優勢表現 
1. 特色與優勢政大在人

文、社會、政治、經濟、法律

等領域之專家、教授、研究人

員之學、經歷均佳，可充分參

與。 
2. 待改進事項可加強對台

灣目前與未來的「政治、教育、

經濟、衛福…」等問題做 深
入的研究。 

目前台灣所遭遇的問題的確

相當嚴峻，不論是「政治、教

育、經濟、衛福…」等領域，

都出現相當多的問題，需要更

多公共政策討論與投入。受限

於人力和資源，中心在跨領域

議題上，主要是以「人口變遷」

和「青年世代」這兩個主軸作

為跨領域的研究主題，也同時

來建立跨領域的研究團隊。將

來或資源比較充裕，不排除將

研究領域擴展到更多面向。 

本中心獲核定高教深耕計畫-
國際拔尖計畫「褪色的台灣奇

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戰」，

為此計畫中心組成國內第一

個針對千禧世代的研究團隊。 
中心計畫從三個層面來瞭解

千禧世代所面對的危機和挑

戰。 

人力

資本 

教育歷程（學用落

差、高教改革） 
勞動市場（低薪、

人才外流） 

社會

環境 

世代分配（所得分

配惡化） 
資產飆高（高房

價） 

價值

選擇 

社會分歧與價值

變遷 
家庭結構（晚婚、

不婚、不生育） 
方法

論 大數據方法 
 

五、中心研究成果之水準在國

內外學術界的相對地位  
1. 研究成果之水準 
在國內已建立特定的「台灣議

題」研究，但研究成果尚不顯

著。 
2. 待改進事項 
與國外學術界相比較有成長

的空間。 

誠如審查委員所提的，台灣目

前的公共政策研究品質相較

於國外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這

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

台灣公共政策研究中，普遍缺

乏完整且具體資料。第二，以

台灣政策為素材的研究，發表

到國外期刊論文的門檻較高。 
也因為如此，中心採取兩個具

體措施來提升中心在公共政

策研究品質。首先，我們和政

府相關部會合作，透過政府資

料分享，讓公共政策討論能建

本中心邀請到不同領域的國

際知名學者合作。 
08/12-08/18  王 平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08/12-08/18 Ian Fillmor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09/04-09/05 Nathaniel 
Persily(Stanford Law School) 
11/04-11/10 John 
Ahlquis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1/11-11/18  A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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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評鑑報告意見 對應之改善計畫或改善策略 目前執行情形及達成狀況 
基於實際資料；其次，我們擬

透過和國外研究中心合作，來

提升政策研究的深度。目前中

心前主任連賢明老師在史丹

佛大學進行研究，並和相關政

策中心討論合作事宜。 

Shaw(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1/20-11/30 André 
Laliberté(University of 
Ottawa) 
12/02-12/05 David 
Chan(Stanford University) 
12/09-12/17 Albert 
Ma(Boston University) 
12/09-12/13 David B 
Grusky(Stanford University) 
12/13-12/17 Tenzin 
Priyadarshi(MIT Media Lab) 
12/21-12/23 Makoto 
Hasegawa(Kyoto University) 
12/21-12/23 Michihito 
Ando(Rikkyo University) 
12/21-12/23 Real 
Arai(Ko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2/21-12/23 Haruaki 
Hirota(Musashi University) 
12/21-12/24 Jungmin 
Lee(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2/22-12/24 Genda 
Yuj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12/22-12/24 Daiji 
Kawaguch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12/22-12/24 Chulhee 
Lee(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另本團隊預計今年底投稿《美

國醫學會雜誌》（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是由美

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主辦的一種綜合

性臨床醫學雜誌，為「四大頂

級醫學期刊」之一。 
六、中心對於所面臨的問題及

挑戰之因應策略與改善情形 
1. 執行狀況 
研究團隊成員尚佳。 
2. 待改進事項 
宜建立「特色研究」議題:如
「公投問題」、「國土規劃」、

「能源產業與能源設備產

業」、「長照與台灣人口結構」、

「高等教育再革新」、「年金改

革」、「勞資問題」、「一例一休」

等議題。 

有關審查委員提供建立「特色

研究」議題：如「公投問題」、

「國土規劃」、「能源產業與 
能源設備產業」、「長照與台灣

人口結構」、「高等教育再革

新」、「年金改革」、「勞資問

題」、「一例一休」等議題。這

些問題的確是台灣目前所關

切的問題。但有關台灣研究中

心的議題選擇上，往往受限於

人力和經費，舉例來說，「能

源產業與能源設備產業」的確

除上述所提本中心獲核定高

教深耕計畫 -國際拔尖計畫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

的危機和挑戰」外，本中心也

與勞動部進行合作，利用勞動

資料探討勞動市場職缺變化，

進而建立「勞資問題」、「一例

一休」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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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評鑑報告意見 對應之改善計畫或改善策略 目前執行情形及達成狀況 
是一個台灣需討論的重點議

題。然而，受限於政大本身缺

乏工學院和公衛學院，若單就

社會科學領域來討論這些議

題，會有其不足之處。 
另外，中心目前多半靠計畫來

支持，大幅擴展研究議題也有

困難。基於資源的限制，中心

在選擇跨領域議題上相當審

慎，目前選擇「人口變遷」和

「青年世代」作為跨領域的研

究主題，也同時來建立跨領域

的研究團隊。將來或資源比較

充裕，不排除將研究領域擴展

到更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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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中心自評表 

評量項目 

自評表現 

自評表現說明 
優 良 佳 

待

改

進 

中心目標、組織運

作、中長程發展目

標、特色與優勢表

現 

 O   

台灣研究中心團隊能以專業的學識、

創新的思考、關懷社會以及超然客觀

的立場來進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

相關研究，並提供坦誠而有建設性的

建言。另一方面，台灣研究中心也能

扮演政治大學和社會對話的橋樑，並

作為產官學界交流的平臺。 
台灣研究中心中長程發展目標規劃

包含： 
1. 建立「台灣研究」跨國研究團隊 
2. 提供臺灣研究相關產官學界相

互溝通之管道 
3. 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提升以臺

灣為主題的區域研究之學術地位 

中心研發出版、學

術貢獻與社會影

響力 
O    

本中心研究成員所發表的優質期刊

論文共計有 142 篇 (SCI、SSCI、
TSSCI)；承接科技部專題研究 164 
件；非科技部之建教及產學合作計畫

共 127 件，顯示成員研究量能持續

提升。 
以中心名義執行

整合型計畫或爭

取外部資源情形 
O    

本中心近三年執行計畫共計 27 件，

補助經費共 47,789,480 元，並且積

極爭取與國際連結。 

中心研發成果之

水準在國內外學

術界的相對地位 
 O   

國內研究單位仍側重在人文歷史；而

國外的台灣相關研究所及中心，除英

國劍橋大學的「台灣研究講座」，以及

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

基本上以漢學、中國學，或者東亞研

究為重心。相較之下，沒有一個研究

單位是以台灣社會科學研究為主體，

以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有關

的公共事務為主要內容，提供台灣的

社會科學研究與政經社會有關的公

共事務讓國際學界或國際社會了解，

實乃當務之急。 
中心對於所面臨

的問題及挑戰之

因應策略與改善
O    

發展台灣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中心

仍需面對兩個深層制度問題： 
A. 台灣研究不易於國際期刊或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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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項目 

自評表現 

自評表現說明 
優 良 佳 

待

改

進 
情形 國際出版肯定 

B. 現有資源補助忽略社會科學相

關議題 
本中心將採取兩個策略： 
A. 邀請資深教授帶領研究團隊 
B. 爭取計畫取得資源和資料 

其他  O   

台灣研究中心是唯一以台灣社會、經

濟為議題的研究中心，故本中心一直

以來努力推動台灣政治、社經、文化

之本土化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國際

化。期許能扮演民間智庫的角色，提

供諮詢服務，使本中心發展成為國際

上頂尖之研究台灣的學術機構。另外

由於本中心主要的發展項目為成立

研究團隊，故持續舉行研討會及學術

論辯等政策論壇，並積極邀請國際重

要學者訪問以提供本校師生於專業

領域之國際化學習。 

中心主任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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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中心之專兼任研究人員清單、研究服務表現及校內外榮譽 

一、 中心專兼任研究人員清單 

姓名 專任/兼任或合聘 
(中心服務起迄) 現職服務單位/職稱 

王信實 兼任/103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江穎慧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余民寧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吳文傑 兼任/104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李文傑 兼任/103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李浩仲 兼任/103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杜文苓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周德宇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官大偉 兼任/104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 
林子欽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姜以琳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胡偉民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翁堃嵐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翁燕菁 兼任/104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張峯彬 兼任/104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莊奕琦 兼任/103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連賢明 兼任/101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曾中信 兼任/109 年迄今 東吳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曾正男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甯方璽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楊子霆 兼任/107 年迄今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楊婉瑩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詹進發 兼任/104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廖育嶒 專任/111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熊瑞梅 兼任/104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名譽教授 
蔡炎龍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鄭力軒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鄭宗記 兼任/107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教授 
韓幸紋 兼任/107 年迄今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羅光達 兼任/104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關秉寅 兼任/104 年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二、 研究人員研究及服務表現 

姓名 研究及服務表現 

王信實 
2023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區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虛擬) 

2017 - 20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學

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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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及服務表現 

江穎慧 

2023 -迄今 內政部地價制度及查估方法諮詢小組委員 
2023 -迄今 新北市政府平均地權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2022 - 23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 

2022 - 23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

型社會住宅計畫審查小組委員 
2022 -迄今 基隆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 
2022 -迄今 桃園市社會住宅服務中心績效評鑑會委員 
2020 - 23 桃園市政府住宅諮詢審議委員會委員 

2019 - 23 
新北市政府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委員會（公共設施用

地留設）委員 
2019 - 22 臺北市政府容積代金審議委員會委員 
2019 - 20 基隆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 
2018 -迄今 金門縣政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2017 - 28 
台北市政府 106-107 年度「台北市容積代金估價工作小組」

都市發展局 
2017 - 23 桃園市政府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審議專案小組委員 
2017 - 23 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第 14、15、16、17 屆理事 
2016 - 19 新北市政府「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委員 

2016 - 17 
新北市政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

小組」委員 
2015 - 18 新北市政府「區段徵收委員會」委員 

2022 新竹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委員 

2020 University of Reading, Henley Business School,Real Estate & 
Planning visiting scholar 

2020 新北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 

2019 Rutgers University, Edward J. Bloustein School of Planning 
and Public Policy visiting scholar 

余民寧 
2023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2017 - 18 國立政治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2015 - 18 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 

吳文傑 2021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學

程主任 

杜文苓 

2023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研究中心) 
2022 - 23 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研究中心) 
2020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院長 
2019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 EASTS 副主編 
2018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報編輯委員 
2016 - 18 國立政治大學 EASTS 編輯 

2020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代理院長 

周德宇 
2019 -迄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獨立董事 
2019 -迄今 財政部促參申訴審議會委員會委員 
2016 - 18 Council on Tall Buildings and Urban Habitat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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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及服務表現 
2015 - 18 台北金融大樓(股)公司(台北 101)董事長 
2014 - 17 中華財政學會理事 
2012 - 17 中華財政學會兩岸及國際學術事務部主任 

官大偉 

2022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系主任 
2021 - 22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代理系主任 
2020 - 21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室特別助理 
2019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主任 

林子欽 

2023 -迄今 美國林肯土地政策學會理事會理事 
2021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2020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空間社會資料整合研究中心

主任 
2014 - 17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系主任 
2014 - 17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胡偉民 2019 - 22 國立政治大學稽核室主任 

翁燕菁 
2019 - 21 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 
2019 - 21 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委員 
2018 - 20 內政部人權工作小組委員 

連賢明 

2020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 
2020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學士班主任 
2020 -迄今 台灣健康經濟學會理事長 
2020 -迄今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特刊編輯 
2020 -迄今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特刊編輯 
2020 -迄今 經濟論文期刊特刊編輯 
2019 - 20 台灣健康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2019 -迄今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編輯委員 
2019 -迄今 經濟論文期刊編輯委員 
2019 -迄今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期刊編輯委員 
2017 - 18 Fulbright 學者 
2017 - 18 史丹佛高等行為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2016 - 17 二代健保改革規劃小組健保財務制度召集人 
2016 - 17 經濟論文叢刊客座編輯 
2016 - 17 台灣經濟學會副秘書長 
2015 - 17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2015 - 17 人口期刊編輯委員 
2015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2013 - 17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學程主任 
2013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2012 - 18 台灣健康經濟學會副秘書長 
2010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2010 -迄今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 

楊婉瑩 2021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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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研究及服務表現 
2019 - 20 行政院人權委員會委員 
2019 - 20 科技部政治學門共同召集人 
2018 - 19 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 
2018 - 19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代理系主任 
2017 - 18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代理中心主任 
2015 - 17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詹進發 2018 - 20 國立政治大學總務處副總務長 
熊瑞梅 2017 - 18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 

蔡炎龍 

2022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學務長 
2022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身心健康中心主任(二級) 
2022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中心主任(虛擬) 
2018 - 19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代理中心主任(虛擬) 
2018 - 19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代理學務長 
2016 - 19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職業生涯發展中心主任(二級) 
2016 - 19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副學務長 

羅光達 

2022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2021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2021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執行長 
2016 - 17 國立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關秉寅 

2020 - 21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諮議委員 

2019 - 19 
台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108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

暨通識教育自我評鑑」委員 
2018 - 20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副院長 
2018 - 20 臺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 
2017 - 20 國立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2016 - 19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書院計畫辦公室 書院長 

2016 -迄今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教育學門、社會學門學術研

習營講員 
2016 -迄今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編輯委員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三、 研究人員校內外榮譽 

姓名 重要成就 

余民寧 

榮獲 110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30 年) 
榮獲 109 年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榮獲 111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9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8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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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重要成就 

吳文傑 

榮獲 109 年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專業課程；教學特優(109 專

108 專 107 專))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專業課程) 
榮獲 107 年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專業課程) 
榮獲 107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20 年) 

李文傑 
榮獲 111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10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9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李浩仲 
榮獲 111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10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8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杜文苓 

榮獲 111 年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榮獲 110 年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優良獎 
榮獲 111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9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8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7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周德宇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20 年) 

官大偉 榮獲 109 年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優良獎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10 年) 

林子欽 榮獲 111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10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20 年) 

姜以琳 
榮獲 112 年美國社會學會(ASA)Pierre Bourdieu Award for the Best Book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榮獲 111 年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優良獎 

胡偉民 
榮獲 111 年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榮獲 110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10 年)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翁堃嵐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20 年) 
榮獲 106 年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翁燕菁 

榮獲 110 年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專業課程；教學特優(110 專

108 專 107 專) )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專業課程 ) 
榮獲 107 年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專業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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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重要成就 

連賢明 

榮獲 111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10 年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110 年度學術論文獎」 
榮獲 110 年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榮獲 109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9 年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優良獎 
榮獲 109 年台灣經濟學會第七屆最佳經濟論文獎 
榮獲 108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優良獎 
榮獲 107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曾正男 榮獲 109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10 年) 

甯方璽 榮獲 110 年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專業課程 )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楊子霆 榮獲 109 年台灣經濟學會第七屆最佳經濟論文獎 

楊婉瑩 

榮獲 111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10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8 年國科會研究獎勵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20 年) 

詹進發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20 年) 

蔡炎龍 榮獲 109 年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 (通識課程) 
榮獲 107 年國立政治大學傑出服務教師獎 

鄭力軒 榮獲 107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10 年) 
鄭宗記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資深優良教師 (20 年) 
韓幸紋 榮獲 109 年台灣經濟學會第七屆最佳經濟論文獎 
羅光達 榮獲 108 年國立政治大學優良導師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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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近年研究人員/教師專題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情形一覽表 

一、 科技部專題研究 

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王

信

實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中共「二十大」後政治菁英甄補：趨勢、

預測與結構變遷 共同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生產彈性與生產力研究：以半導體代工

業為例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台灣基礎研究之產業創新機制與策略探

討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中共「十九大」後政治菁英甄補與仕途-
多元回歸與職務功能分析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建構兩岸資訊通信產業的生產彈性比較

表: 發展可信及穩固的生產彈性衡量以

及最適產能累積決策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

(3/3) 
共同主持人 

江

穎

慧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住宅所有權與所得不平等之研究—擁有

住宅、父母背景與社會流動分析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受住宅補貼租屋者之研究—基於政府行

政資料的循證敘事分析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台灣住宅偏好與住宅權屬之世代差異—
政府大數據資料與調查資料之比較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運用大數據檢視社會住宅租賃政策成效

—可負擔性與空間不均之衡量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台灣都會區租屋市場之現況與亂象—住

宅租金影響因素及租屋弱勢者之探討 計畫主持人 

余

民

寧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你是不是機器人？—社會情緒學習能力

發展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人窮，志窮？學業復原力及全面心理健

康對緩和馬太效應影響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自我超越的情緒—敬畏之發展與應用研

究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大學生高中時期生涯探索指標與大學表

現的相關分析 共同主持人 

吳

文

傑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臺北市違章建築房屋稅稅基之估價 共同主持人 

李

文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碳排放，能源錯置及能源政策效果分析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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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傑 
112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台灣公正轉型策略研析—台灣公正轉型

策略研析(1/4)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碳中和、能源轉型與電力產業的資源錯

置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基礎建設不足下的資源錯置分析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資源錯置成因之分解架構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台灣基礎研究之產業創新機制與策略探

討 共同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異質生產要素調整成本與公司表現指

標:以中國替代能源產業為例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貿易，結構轉型，與技術溢酬 共同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廣設科學園區？中國科學園區的研發資

源錯置及其決定因素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建構兩岸資訊通信產業的生產彈性比較

表：發展可信及穩固的生產彈性衡量以

及最適產能累積決策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

(3/3) 
共同主持人 

李

浩

仲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評估中國的技術能力及其出口對台灣廠

商創新策略之影響 計畫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台灣公正轉型策略研析—台灣公正轉型

策略研析(1/4)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台灣工作重配置圖像的變化成因—市場

衝擊或是廠商反應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產品品質如何影響台灣出口對匯率變動

的反應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進口競爭何時會影響勞工？從貿易的任

務內涵分析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文化價值觀對職業、創業、與學業選擇的

影響：以美國二代移民為例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國際競爭與產業升級-中國貿易競爭對

台灣廠商創新的影響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區域貿易協定對台灣福利與貿易之影響

評估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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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106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

(3/3) 
共同主持人 

杜

文

苓 

112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打造能源公正轉型的科技社會基底：地

方能源民主的跨域研究—打造能源公正

轉型的科技社會基底：地方能源民主的

跨域研究(1/2) 

計畫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推動計畫

(1/5) 
計畫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探尋石化高雄的永續與公正轉型路徑—
從知識到行動(Knowledge to Action)的整

合型研究--石化工業城永續轉型的科技

跨域與社會溝通(子計畫二)(2/3) 

計畫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台灣公正轉型策略研析—台灣公正轉型

策略研析(1/4)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大眾科學教育

計畫) 

《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國際期刊》規劃

案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原子能合作代

辦研究計畫) 

「原」來可以這樣「教」：後核電議題的

跨域教學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打造能源轉型的科技社會基底：北海岸

能源民主的跨域研究—打造能源轉型的

科技社會基底：北海岸能源民主的跨域

研究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探尋石化高雄的永續與公正轉型路徑—
從知識到行動(Knowledge to Action)的整

合型研究—石化工業城永續轉型的科技

跨域與社會溝通(子計畫二)(1/3)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公共化 AI (II)：朝向公共化的生態圈 共同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打造公共化 AI：人文社會跨領域 AI 資

料中心推動—打造公共化 AI：人文社會

跨領域 AI 資料中心推動 
共同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探尋最小環境與社會衝突的能源轉型路

徑：架構大規模太陽能光電對海岸濕地

魚塭衝擊的跨域評估(3/3) 
共同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晚期工業主義下的風險治理與轉型挑戰

—對焦高雄石化工業的前導性研究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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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108 
專題研究計畫 
(大眾科學教育

計畫) 

《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國際期刊》規劃

案 共同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科技、社會與傳播學門研究規劃推動計

畫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探尋最小環境與社會衝突的能源轉型路

徑：架構大規模太陽能光電對海岸濕地

魚塭衝擊的跨域評估(2/3) 
共同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空汙的管制科學與民主治理：工業區周

界的環境正義課題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探尋最小環境與社會衝突的能源轉型路

徑：架構大規模太陽能光電對海岸濕地

魚塭衝擊的跨域評估(1/3) 
共同主持人 

官

大

偉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原住民、貧窮與發展—原住民保留地制

度、文化衝突與貧窮：以花蓮縣秀林鄉水

源部落為例(2/2) 
共同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配合國家科技

外交計畫) 

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

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II(3/3) 共同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整合民族科學與空間科學以建置調適循

環型災害溝通機制—整合遙感探測與部

落感知之坡地災害偵測與驅動因素分析

(1/2)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原住民、貧窮與發展—原住民保留地制

度、文化衝突與貧窮：以花蓮縣秀林鄉水

源部落為例(1/2)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
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

(1/3)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國土計畫下農地資源永續治理與地方創

生之研究—結合「原住民規劃」與「生態

系服務分析」促進原鄉土地永續治理(子
計畫三)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配合國家科技

外交計畫) 

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

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II(2/3) 共同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國土計畫下農地資源永續治理與地方創

生之研究—結合「原住民規劃」與「生態

系服務分析」促進原鄉土地永續治理(子
計畫四)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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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配合國家科技

外交計畫) 
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II(1/3)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具韌性的謀生方式：台灣原民部落文化

中的生態與土地經濟整合研究—銜接土

地文化與市場經濟：原住民族土地信託

機制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國土計畫下農地資源永續治理與地方創

生之研究—結合「原住民規劃」與「生態

系統服務分析」促進原鄉土地永續治理

(子計畫五)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配合國家科技

外交計畫) 

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

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3/3) 共同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原住民科學知識體系與應用先導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國土計畫法下城鄉整合治理之研究—國

土計劃法下原住民族地區的機會與挑

戰：原住民規劃本土認識論與方法論探

討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配合國家科技

外交計畫) 

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

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2/3) 共同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原住民傳統知識應用與發展研究議題先

期研析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探索二十一世紀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行動

研究—山地社會生態系統的動態空間治

理之研究:以石門水庫集水區泰雅族部

落為例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雙邊協議專案

型國際合作研

究計畫) 

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

海外科研中心維運計畫(1/3)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人、山川、海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為本的地理、環境教育與科學探究能力

之建構—「人、山川、海洋」─原住民族

知識體系為本的地理、環境教育與科學

探究能力之建構─以頭前溪泰雅族原鄉、

大漢溪阿美族新原鄉為例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以民族科學與社會生態系統為基礎的韌

性治理—土地制度、社會生態韌性與發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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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展：原住民保留地之研究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探索二十一世紀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行動

研究—山地社會生態系統的動態空間治

理之研究：以石門水庫 集水區泰雅族部

落為例 

計畫主持人 

林

子

欽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土地增值回收與平均地權基金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高經濟價值農作物之農地價格與租金—
兼論地租理論之實證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土地及建物徵收補償之估價爭議—行政

法院判決檢視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地價稅與房屋稅稅基量化爭議的估價意

涵—行政法院判決檢視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太陽能板設置對於農地交易價格之影響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臺北市違章建築房屋稅稅基之估價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臺北市違章建築興建與存續的決定因素 計畫主持人 

姜

以

琳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自己栽樹、自己乘涼：青少年性別角色態

度與成年社經地位的關係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登大人的必需品？文化資本對職業獲取

的重要性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學術性專書寫

作計畫) 

「學神爭霸：全球化下新生代中國菁英

的形塑」專書寫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規劃教育、規劃地位：北京與台北菁英學

生的地位展演及家長參與 計畫主持人 

胡

偉

民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中國的國家級貧困縣問題研究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綠建築與房屋交易價格-特徵價格法與

離散選擇模型的應用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新能源汽車的需求、補助目標與補助成

本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消費者抵制的效果剖析—抵制成本與產

品可見度 計畫主持人 

翁

堃

嵐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混合寡占市場下租稅的福利效果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異質成本與非線性需求下的最適民營化

政策—縮減式的應用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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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民營化，相互傾銷與課稅原則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貿易政策與最適民營化政策—非線性需

求的情況 計畫主持人 

翁

燕

菁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全球南方人權保障：美洲人權法院之另

類選擇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權宜船投資人注意義務：《投資經營非我

國籍漁船管理條例》修正芻議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美洲人權法院與拉丁美洲司法對話：遺

落的備位原則？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軟法與國際人權法之施行：從普世到在

地之規範變遷 計畫主持人 

張

峯

彬 
106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

(3/3) 
共同主持人 

連

賢

明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3/3) 
計畫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人文及社會科

學人才培育) 
社會科學領域計量方法研習營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推動計畫

(1/5)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2/3)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台灣工作重配置圖像的變化成因—市場

衝擊或是廠商反應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卓越計

畫) 

台灣便利超商的發展與競爭—台灣便利

超商的發展與競爭(2/3) 共同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1/3)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公共化 AI (II)：朝向公共化的生態圈 共同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區域間醫療費用和預期壽命的差異來

源：來自遷移樣本的證據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台灣便利超商的發展與競爭--台灣便利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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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卓越計

畫) 

超商的發展與競爭(1/3)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醫院如何因應自負差額醫材降價？以血

管支架為例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台灣幼兒醫療補助和幼兒住院費用替代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

(3/3) 
共同主持人 

曾

中

信 

112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台灣房地產資本利得稅之研究：有效稅

率與累進性之分析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房地合一稅實施與租稅規避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遺產乘數法的準確性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贈與稅稅制改革對跨代財富移轉之影響 計畫主持人 

曾

正

男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貨幣的出現：關於貨幣計價單位功能 共同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大眾科學教育

計畫) 

科普活動：視覺藝術中的數學 STEAM教

育教案設計(主題一）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大眾科學教育

計畫) 
科學志工—愛與知識，永不止息(北區)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大眾科學教育

計畫) 

科學 x 志工‧愛與知識，永不止息—北區

計畫 Soobi 志工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巨量資料下的二位元矩陣分解在財稅資

料上的應用 計畫主持人 

甯

方

璽 

112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打造能源公正轉型的科技社會基底：地

方能源民主的跨域研究—打造能源公正

轉型的科技社會基底：地方能源民主的

跨域研究(1/2) 

共同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光學影像結合室內特徵與磁場地圖提升

移動式行動裝置室內定位精度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台灣西部海域離岸風力發電選址風險評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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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計畫) 估之研究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訊號模擬暨多星

系組合效益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干擾技術探索 共同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智慧型行動裝置結合室內磁場地圖與影

像判讀提升室內定位精度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應用個人行動智慧裝置進行室內導航定

位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楊

子

霆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3/3) 
共同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稅制改革對房屋市場之影響：以 2016 年

房地合一稅為例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2/3)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計畫) 

生育津貼與小孩健康衝擊對家戶行為的

影響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1/3) 
共同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優秀年輕學者

研究計畫) 

利用因果推論方法評估營利事業所得稅

對廠商行為的影響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遺產稅調降對死亡時點、遺產總額與財

產累積的影響 計畫主持人 

楊

婉

瑩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性別體制的現代化轉型：理論重構與跨

國比較分析 計畫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政治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個人化的政治、性別化的個人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政治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輸在起跑點？從政治需求面探討女性參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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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一般研究計畫) 政 

詹

進

發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策略專案

計畫) 

氣候變遷與農業環境於蘭陽溪流域生態

系統之衝擊與調適策略研究—農村社區

產業發展於生態系服務之影響評估與調

適策略(3/4) 

計畫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強化國民法官計畫(II):「探討以元宇宙科

技與輕量化 3D 列印技術實現微縮犯罪

現場模型在法庭調查之運用」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策略專案

計畫) 

氣候變遷與農業環境於蘭陽溪流域生態

系統之衝擊與調適策略研究—農村社區

產業發展於生態系服務之影響評估與調

適策略(2/4)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氣候變遷與農業環境於蘭陽溪流域生態

系統之衝擊與調適策略研究—農村社區

產業發展於生態系服務之影響評估與調

適策略(1/4)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國土計畫法下城鄉整合治理之研究—公

眾參與促進農村發展模式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探索二十一世紀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行動

研究—農地利用、農業環境公共財、集體

行動之研究－兼論 OECD 新鄉村典範在

台灣的適用性 

共同主持人 

熊

瑞

梅 

109 
專題研究計畫 
(學術性專書寫

作計畫) 

「台灣半導體產業創新網絡的演變：制

度與網絡機制」專書寫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個人網絡三者關係結構的變遷：性別與

生命循環的差異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金融科技創新

營運研究中心設立與維運計畫-子計畫

九(2/4)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金融科技創新

營運研究中心設立與維運計畫-子計畫

九(1/4)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選擇強度的行為及神經基礎：兼談其異

質性及情境相依性—利社會行為在貧富

間的差異：基於公共財賽局的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選擇強度的行為及神經基礎：兼談其異

質性及情境相依性—選擇強度的行為及

神經基礎：兼談其異質性及情境相依性 
共同主持人 

蔡

炎

龍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深度自動不變量之研究及其應用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以熱帶幾何角度探究深度學習及通用近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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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一般研究計畫) 似定理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利用深度學習之流形重建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耗散孤粒子的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主題式產學合

作計畫) 
交易、投資與風險管理群集智能平台 共同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以深度學習法探究 LIBOR 市場模型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評價方程式之近似解 共同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對於三維 cD 與 cE 類奇點之因子解縮 共同主持人 

鄭

力

軒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金融化下台灣土地共有的社會學分析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打造現代農民：殖民、發展與基層農業組

織 1895-1979 計畫主持人 

鄭

宗

記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以驗證性分析確認迴歸模型之解釋變數

的相對重要性 計畫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打造能源公正轉型的科技社會基底：地

方能源民主的跨域研究—打造能源公正

轉型的科技社會基底：地方能源民主的

跨域研究(1/2)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跨領域研究計

畫) 

打造能源轉型的科技社會基底：北海岸

能源民主的跨域研究—打造能源轉型的

科技社會基底：北海岸能源民主的跨域

研究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探索資料集的相似性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具遺漏資料之邏輯斯迴歸模型的變數選

取策略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具遺漏資料的邏輯斯迴歸模型主動式學

習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含連續與順序變數且具遺漏資料的馬氏

距離估計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邏輯司迴歸模型之穩健離群值檢定 計畫主持人 

韓

幸

紋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3/3) 
共同主持人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策略專案

計畫) 

鏈結與交換：建構長照「互助喘息服務」

新型態服務模式—鏈結與交換：建構長

照「互助喘息服務」新型態模式(1/3)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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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補助類別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2/3) 
共同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1/3) 
共同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租稅因素對於成立家族企業及間接持股

行為之影響 計畫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資產持有影

響因素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長期照顧創新服務與給付支付設計初探 共同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營所稅制變化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團體避稅行為之影響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財務誘因對生育行為的影響 計畫主持人 

羅

光

達 

112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3/3)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導向專案

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2/3) 
共同主持人 

11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誰在囤房？囤什麼房？ 計畫主持人 

110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2030 跨世代台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

向三代健保：全民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

改革與展望(1/3) 
共同主持人 

109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再探影響我國非營利組織捐贈收入之因

素 計畫主持人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再探我國家庭與企業的捐贈行為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利用電子發票分析我國菸品消費特性及

推估私菸市場規模 計畫主持人 

關

秉

寅 

108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

核心樣本 2019 年電訪追蹤調查 計畫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規劃補助

計畫)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台灣

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第七期(IV-
V) 

共同主持人 

107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台灣國高中生補習持續時間及變動軌跡

類型對學習成就與心理健康之影響 計畫主持人 

106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台灣國中生補習對心理健康影響之因果

分析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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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科技部之建教及產學合作計畫 

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王

信

實 

111 教育部 全國大學校院人文社科領域學生競賽推

動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0 教育部 110 年度「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總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9 教育部 109 年度「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總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9 內政部 新住民勞動合作社生態系統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108 年度「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總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7 教育部 107 年度數位人文社科教學資源中心計

畫 計畫主持人 

106 教育部 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先期計畫 共同主持人 

江

穎

慧 

111 內政部 不動產及相關服務業經營概況調查精進

案 共同主持人 

110 內政部 110 年強化租屋市場資訊透明案 共同主持人 

110 
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 住宅議題研究合作平台計畫(一)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台北巿政府 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委外規劃案 共同主持人 

余

民

寧 

111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11 至 112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扶助

學習數據分析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9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9 至 110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扶助

學習數據分析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7 年補救教學學習成效數據分析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7 教育部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

育可行性評估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7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 
私人辦理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實驗教育模

式分析及法規研擬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6 教育部 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課程

精進與優化學習） 計畫主持人 

吳

文

傑 

110 
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 住宅議題研究合作平台計畫(一) 共同主持人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李 110 財團法人台北 匯率變動對各產業出口的異質性影響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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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文

傑 
外匯市場發展

基金會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108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產業內就業流動受經濟因素波動影響之

程度分析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勞動市場職缺變化與企業其年資、規模

之分析 共同主持人 

李

浩

仲 

110 
財團法人台北

外匯市場發展

基金會 
匯率變動對各產業出口的異質性影響 計畫主持人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109 
財團法人蔣經

國國際學術交

流基金會 
台灣高中學生對於大學科系的異質選擇 計畫主持人 

108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產業內就業流動受經濟因素波動影響之

程度分析 共同主持人 

108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景氣衝擊與波動對勞工就業機會分析研

究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勞動市場職缺變化與企業其年資、規模

之分析 計畫主持人 

杜

文

苓 

111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1 年度建置以資科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0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0 
經濟部國營事

業委員會 核廢料設施選址社會溝通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9 
原住民族委員

會 
設置南島民族論壇秘書處暨南島研究發

展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8 
經濟部國營事

業委員會  核廢社會溝通規劃案 計畫主持人 

周

德

宇 
110 

財團法人台北

外匯市場發展

基金會 

永續金融和推動永續發展目標：2021-
2030 的展望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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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110 
台灣期貨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 

期貨交易所提供市場參與者資訊加值服

務可行性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9 
彰化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銀行金融大數據實作專班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8 財政部 檢討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之

合理性 共同主持人 

官

大

偉 

112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 

「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平

台(區域規劃中心)」委託專業服務案(A
組北部區域規劃中心) 

共同主持人 

112 教育部 111 學年度原住民族師資培育專班計畫-
C 模組與 D 模組 計畫主持人 

112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12 年原教界雙月刊勞務採購案 共同主持人 

112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12 學年度在臺蒙藏籍學生蒙藏語甄試 計畫主持人 

111 教育部 「111 學年度田野共學：原鄉地區的空間

規劃部落案例與實例分析」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1 內政部營建署 111 年度「推動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作

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計畫主持人 

111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11 年度至 112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設置

原 住 民 族 知 識 研 究 中 心 計 畫 -Khu 
Kinbaqan bsi Ilungan(泰雅族知識研究中

心)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1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11 年度原教界雙月刊勞務採購案 共同主持人 

111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11 學年度在臺蒙藏籍學生蒙藏語甄試 計畫主持人 

111 花蓮縣文化局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
Tneglayan N. Truku(太魯閣戰爭)發生地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1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烏來區德拉楠部落下盆(Habun)
聚落族人土地權利委託研究採購案 共同主持人 

110 內政部營建署 110 年度「推動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作

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計畫主持人 

110 教育部 110 學年度「田野共學．社會實踐：原住

民族土地研究與專業職能培力」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0 教育部 110 學年度原住民族師資培育專班-C 模

組與 D 模組 計畫主持人 

109 原住民族委員 109 年度原教界雙月刊勞務採購案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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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會 

109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9 學年度「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人才培育」計畫-學分課程 計畫主持人 

109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9 學年度「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人才培育計畫」-系列講座 計畫主持人 

109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辦理 109 年-「全球在地、田

野共學：原住民族在地土地知識與國際

經驗的對話」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9 
原住民族委員

會 
設置南島民族論壇秘書處暨南島研究發

展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9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台灣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碑設置

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8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8 年度原教界雙月刊勞務採購案 共同主持人 

108 
原住民族委員

會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個案調查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7 
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公約)
之原住民族權利教育訓練教材 

計畫主持人 

107 
原住民族委員

會 
「南島區域之玻里尼西亞區域國際事務

策略委託研究」勞務採購案 計畫主持人 

107 文化部 菲律賓原住民社區發展移地研究 文化

地景與生態考古研習會 計畫主持人 

106 
原住民族委員

會 
台灣-菲律賓教學、研究與社會實踐工作

坊 計畫主持人 

林

子

欽 

111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1 年度建置以資科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1 內政部 不動產及相關服務業經營概況調查精進

案 共同主持人 

111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建立農地資源決策評估及永續利用 計畫主持人 

110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110 年度建立農地資源決策評估永續利

用項下農地產權複雜度衡量與農地政策

評估機制之建立 
計畫主持人 

110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0 內政部 110 年強化租屋市場資訊透明案 計畫主持人 

110 
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 住宅議題研究合作平台計畫(一) 計畫主持人 

110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促進農地資源永續利用與建立決策支援

體系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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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107 台北巿政府 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委外規劃案 共同主持人 

107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穩定農業收益與調整農業結構之政策研

究 共同主持人 

姜

以

琳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胡

偉

民 

112 
公平交易委員

會 
數位經濟下事業定價策略涉及聯合行為

實證分析法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公平交易委員

會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共同主持人 

翁

堃

嵐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翁

燕

菁 

109 民主基金會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研究案 計畫主持人 

108 
民主基金會人

權研究案 
My Way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中研院法律所 美洲人權公約研究組群 計畫主持人 

張

峯

彬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6 國立台灣大學 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

( III ) 
計畫主持人 

莊

奕

琦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連

賢

明 

111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1 年度建置以資科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1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新住民及原住民勞工就業與薪資分析 共同主持人 

110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0 
資拓宏宇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大數據建教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0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全球產經發展及社會環境變化對勞動市

場的影響及衝擊學合作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0 國防部 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草案第十條之稅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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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式支出評估報告研究 

110 
台灣期貨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 

期貨交易所提供市場參與者資訊加值服

務可行性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 
大魯閣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大魯閣資料分析平台-商業數據分析 計畫主持人 

109 
資拓宏宇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內政大數據建教合作試辦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計畫主持人 

109 
衛生福利部全

民健康保險會 
建立合理健保財務平衡及資源配置多元

運作模式評析 計畫主持人 

109 
原住民族委員

會 
設置南島民族論壇秘書處暨南島研究發

展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9 
彰化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銀行金融大數據實作專班 計畫主持人 

109 
國家發展委員

會 台灣中產階級所得變動趨勢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108 年「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政治

經濟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8 國立政治大學 高等教育中的學習成效－學生的價值差

異 計畫主持人 

108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產業內就業流動受經濟因素波動影響之

程度分析 共同主持人 

108 
衛生福利部全

民健康保險會 

進行將新醫療科技引進健保給付之科學

技術評析方法-健保財務平衡及資源配

置多元運作模式評析( I )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計畫主持人 

107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勞動市場職缺變化與企業其年資、規模

之分析 共同主持人 

107 教育部 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政治經濟研

究) 計畫主持人 

曾

中

信 
109 

國家發展委員

會 台灣中產階級所得變動趨勢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曾

正

男 

112 教育部 「112 年數位學伴計畫」夥伴大學實施計

畫 計畫主持人 

111 教育部 「111 年數位學伴計畫」夥伴大學實施計

畫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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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111 教育部 數位文化資源服務與教學推廣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6 
財政部財政資

訊中心 賦稅服務續階計畫-建置電子帳簿服務 共同主持人 

甯

方

璽 

112 
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 
內政大數據整合智慧建築資料應用之可

行性研究 共同主持人 

110 國防部 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草案第十條之稅

式支出評估報告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109 國防部 國軍卓越領導課程班 109 年春季班 共同主持人 
109 國防部 國軍卓越領導課程班 109 年秋季班 共同主持人 
108 國防部 國軍卓越領導課程班 108 年春季班 共同主持人 
108 國防部 國軍卓越領導課程班 108 年秋季班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國防部 國軍卓越領導課程班 107 年春季班 共同主持人 
107 國防部 國軍卓越領導課程班 107 年秋季班 共同主持人 

楊

子

霆 

110 
中央研究院經

濟研究所 
利用因果推論方法評估營利事業所得稅

對廠商行為的影響 計畫主持人 

110 財政部 我國房屋稅轉嫁租金效果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9 
國家發展委員

會 台灣中產階級所得變動趨勢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8 衛生福利部 全民健康保險最適財源籌措模式之探討 共同主持人 

楊

婉

瑩 

111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1 年度建置以資科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0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詹

進

發 

111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植物病蟲害防疫平台智慧化功能之開發 共同主持人 

111 
臺北市立動物

園 

臺北市立動物園擴增實境(AR)解謎互動

遊戲開發計畫(2)-動保教育遊戲之擴充

關卡 
計畫主持人 

110 教育部 110 年度數位人文社科教學資源中心計

畫 共同主持人 

110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推動農業數位協作 共同主持人 

110 
臺北市立動物

園 
臺北市立動物園擴增實境(AR)解謎互動

遊戲開發計畫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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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109 教育部 109 年度數位人文社科教學資源中心計

畫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108 年度數位人文社科教學資源中心計

畫 共同主持人 

108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農

林航空測量所 

航攝影像機敏區域著色功能擴充及效能

提升 2.0 計畫主持人 

108 
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 開發正射影像特定區域模糊化程式 計畫主持人 

107 教育部 107 年度數位人文社科教學資源中心計

畫 共同主持人 

107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古蹟數位化詮釋資料(Metadata)的研究 -
知 識 本 體 論 (Ontology) 及 其 呈 現

(Presentation) 
共同主持人 

熊

瑞

梅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蔡

炎

龍 

112 教育部 
112 年度公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特色主題計畫-「我用心、你安心-營
造安全友善校園最放心」 

計畫主持人 

112 
公平交易委員

會 
數位經濟下事業定價策略涉及聯合行為

實證分析法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111 教育部 111-112 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

校實施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1 教育部 111 年度第四期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

才培育計畫-「『心˙機』共融」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9 柏拓有限公司 以人工智慧技術應用於高顯熱機房之節

能控制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9 
趣遊網股份有

限公司 綠島特有海底生物之 AI 辨識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任

專業輔導人力計畫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教育部 107 年度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

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鄭

力

軒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鄭

宗

記 

112 教育部 教育部第 3 期(112-113 年度)跨機關大數

據統計資料庫建置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1 國家發展委員 111 年度建置以資科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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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111 
和泰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 大數據精準行銷模型優化之建置 計畫主持人 

111 教育部 教育部第 2 期(111-112 年度)跨機關大數

據統計資料庫建置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0 
國家發展委員

會 
110 年度建置以資料科學為基礎之社會

政策治理機制委外服務計畫 共同主持人 

110 教育部 教育部第 1 期(110 年度)跨機關大數據統

計資料庫建置計畫 計畫主持人 

110 
台灣期貨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 

期貨交易所提供市場參與者資訊加值服

務可行性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9 
財團法人台北

外匯市場發展

基金會 

台灣壽險業海外投資上限對其資產配置

影響之探討 共同主持人 

109 
行政院主計總

處 
建立工商普查未報稅廠商財務資料推估

模型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 
華南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集團大數據分析師指導顧問 計畫主持人 

108 
財團法人台北

外匯市場發展

基金會 

匯率風險對我國壽險業經營之短中長期

影響 共同主持人 

108 
行政院主計總

處 
運用財稅資料精進工商普查作業效率之

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7 
國泰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 
人工智慧選股策略輔助系統開發暨維護 共同主持人 

韓

幸

紋 

110 財政部 我國房屋稅轉嫁租金效果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多元化的財

政學課程 計畫主持人 

108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 
108 年度健保財務制度改革新制下之財

務模擬研析 計畫主持人 

108 衛生福利部 全民健康保險最適財源籌措模式之探討 計畫主持人 

106 
財政部財政資

訊中心 賦稅服務續階計畫-建置電子帳簿服務 計畫主持人 

羅

光

達 

112 教育部 2023 年「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訪問團(政治

經濟研究)」 計畫主持人 

110 
財團法人台北

外匯市場發展

永續金融和推動永續發展目標：2021-
2030 的展望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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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年

度 主管機關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基金會 

110 
台灣期貨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 
永續衍生性商品創新之研究 共同主持人 

110 財政部 我國房屋稅轉嫁租金效果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10 國防部 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草案第十條之稅

式支出評估報告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108 
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 
108 年度健保財務制度改革新制下之財

務模擬研析 共同主持人 

108 衛生福利部 全民健康保險最適財源籌措模式之探討 共同主持人 

108 
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 綠建築標章獎勵措施可行性與推廣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08 財政部 檢討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之

合理性 共同主持人 

107 財政部賦稅署 菸稅之自動穩定機制 共同主持人 

106 
財政部財政資

訊中心 賦稅服務續階計畫-建置電子帳簿服務 共同主持人 

關

秉

寅 

109 教育部 社會科學大數據 共同主持人 

108 教育部 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

戰 共同主持人 

  



 

157 

附錄五：近年研究人員/教師發表學術論文/專書論著情形一覽表 

一、SCI 

姓

名 期刊論文 

李

文

傑 

Xiuqin Wu, Jinsong Zhao, Dayong Zhang, Wen-Chieh Lee, Chin-Hsien Yu* 
(2022).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industry. 
Applied Energy, 306, 118024. (SSCI, SCI) (*為通訊作者) 

林

子

欽 

Hung-Hao Chang*, Tzu-Chin Lin (2020). Does A Farmland Zoning Program 
Impact Farm Inc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arm Households in Taiwan.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7(5), 1621-1643. (SSCI, SCI) (*
為通訊作者) 

胡

偉

民 

Wei-Min Hu (2022). Choosing to diet: The impact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China’s vehicle ownership restriction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111, 
103456. (SCI) 

曾

正

男 

Jeng-Nan Tzeng (2017). Linear Regression to Minimize the Total Error of the 
Numerical Differentiation. East Asian Journal on Applied Mathematics, 7(4), 
810-826. (SCI) 
Shun-Ku Lin, Jeng-Nan Tzeng, Jung-Nien Lai* (2019). The core pattern of 
Chinese herbal formulae and drug-herb concurrent usage in patients with 
dementia. Medicine, 98(4), 1-8. (SCI) (*為通訊作者) 

甯

方

璽 

Fang-Shii Ning, Mei-Hsin Chen*, Shan-Gjie Lee, Yao-Chung Chen (2022). 
Combination of VSLAM and a Magnetic Fingerprint Map to Improve Accuracy 
of Indoor Positioning. Sensors, 22(23), 9244. (SCIE, EI) (*為通訊作者) 
Fang-Shii Ning*, Yu-Chun Chen (2020). Combining a Modified Particle Filter 
Method and Indoor Magnetic Fingerprint Map to Assist Pedestrian Dead 
Reckoning for Indoor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Sensors, 20(1), 185:1-15. 
(SCIE) (*為通訊作者) 
Fang-Shii Ning*, Yu-Chan Lee (2021). Combining Spectral Water Indices and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to Evaluate Surface Water Extraction in Taiwan. 
Water, 13(19), 2774. (SCIE, EI) (*為通訊作者) 
Yi-Shan Li, Fang-Shii Ning* (2018). Low-Cost Indoor Positioning Application 
Based on Map Assistance and Mobile Phone Sensors. Sensors, 18(12), 4285:1-
18. (SCIE) (*為通訊作者) 
Fang-Shii Ning, Xiaolin Meng, Yi-Ting Wang* (2019). Low-Cost Receiver and 
Network Real-Time Kinematic Positioning for use in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Journal of Navigation, 72(4), 917-930. (SCIE) (*為通訊

作者) 
Mei-Hsin Chen, Yao-Chung Chen*, Tien-Yin Chou, Fang-Shii Ning (2023). 
PM2.5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Model: A CNN-RF Ensemble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5), 
4077. (SSCI, SCIE, SCOPUS) (*為通訊作者) 
Yi-Shan Li*, Fang-Shii Ning (2017). Research into GNSS levelling using 
network RTK in Taiwan. Survey Review, 51(364), 17-25. (SCIE, SCI) (*為通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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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詹

進

發 

Jihn-Fa Jan (2018). Application of Open-Source Software in Community 
Heritage Resources Management. ISPRS Int. J. Geo-Inf., 7(11), 426. (SCIE) 

熊

瑞

梅 

Chien-Te Wu, Yang-Teng Fan, Ye-Rong Du, Tien-Tun Yang, Ho-Ling Liu, Nai-
Shing Yen, Ray-May Hsung* (2018). How Do Acquired Political Identities 
Influence Our Neural Processing toward Oth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Trust 
Game?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12(23), 1-13. (SCI) (*為通訊作者) 

蔡

炎

龍 

Ting-En Wang, Tai-Ling Chao, Hsin-Tsuen Tsai, Pi-Han Lin, Yen-Lung Tsai*, 
Sui-Yuan Chang* (2020). Differentiation of Cytopathic Effects (CPE) induced 
by influenza virus infection using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16(5), e1007883. (SCIE) (*為通訊作者) 
Hsuan-Ku Liu, Tse-Yu Lin, Yen-Lung Tsai* (2021). On the Pricing Formula for 
the Perpetual American Volatility Option Under the Mean-reverting Processes. 
Taiwanese Journal of Mathematics, 25(2), 365-379. (SCIE, SCI) (*為通訊作

者) 

鄭

宗

記 

Rene Wei-Jung Chang, Grace Hsiao-Hsuan Jen, Kuan-Chia Lin, Tsung-Chi 
Cheng, Shao-Yuan Chuang, Shin-Liang Pan, Tony Hsiu-Hsi Chen, Amy Ming-
Fang Yen* (2022).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pulation-based breast 
cancer service screening: an analysis of parsimonious patient survival 
information with the time-varying Cox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51, 1910-1919. (SCI) (*為通訊作者) 
Shih-Chieh Liao*, Shih-Chieh Chang, Tsung-Chi Cheng (2021). Managing the 
Volatility Risk of Renewable Energy: Index Insurance for Offshore Wind Farms 
in Taiwan. Sustainability, 13(16), 8985. (SCI) (*為通訊作者) 
Tsung-Chi Cheng, Su-Fen Yang (2018). Monitoring Profile Based on a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ith Correlated Errors. Quality Technology &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15, 393-412. (SCI) (*為通訊作者) 
Jayant Jha*, Atanu Biswas, Tsung-Chi Cheng (2022). Trimmed estimator for 
circular-circular regression: breakdown properties and an exact algorithm for 
computation. Statistics, 56(2), 375-395. (SCI) (*為通訊作者) 

二、SSCI 

姓

名 期刊論文 

王

信

實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Shinn-Shyr Wang, Wei-Chih Chiu 
(2021). A King Stifling Voices of Dissent? Popular Protests and State Responses 
in Xi's China. Pacific Focus, 32(1), 92-115. (SSCI) (*為通訊作者) 
Chin-Hsien Yu, Jin-song Zhao, Ping Qin, Shinn-Shyr Wang, Wen-Chieh Lee* 
(2022). Comparison of misallo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thermal power and 
hydropower electricity industries. Economic Modelling, 116, 106007. (SSCI) (*
為通訊作者) 
Li-Chen Chou*, Wan-Hao Zhang, Shinn-Shyr Wang (2019). The Determinants 
of a Pornography Actress’s Career Life. Economic Research, 32(1), 454-472. 
(SSCI) (*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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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江

穎

慧 

Mi Shih*, Ying-Hui Chiang (2022). A politically less contested and financially 
more calculable urban future: Density techniques and heightened land 
commodification in Taiwa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0308518X221128588. (SSCI) (*為通訊作者) 
I-Chun Tsai*, Ying-Hui Chiang, Shih-Yuan Lin (2022). Effect of COVID-19 
Lockdowns on City-Center and Suburban Hous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Hangzhou,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83(3), 101544. (SSCI) (*為通

訊作者) 
Mi Shih*, Ying-Hui Chiang, Hsiutzu Betty Chang (2019). Where does floating 
TDR land? An analysis of location attributes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 
Taiwan. Land Use Policy, 82, 832-840. (SSCI) (*為通訊作者) 

余

民

寧 

Po-Lin Chen, Min-Ning Yu* (201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ife goals, 
enhanced hope, savoring, and flourishing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Taiwan stud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achi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2017,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SCI) (*為通

訊作者) 
Min-Ning Yu, Po-Lin Chen* (2017). Comparison of several mediation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from work-stress to dep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achi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2017,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SCI) (*為通訊作者) 
Min-Ning Yu, Peter Yang* (2022). Empirical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Career Well-Being Scale: Implications for workplace counsel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855286. (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Min-Ning Yu, Ya-Han Hsu, Jie-Wen Tsai* (2022). Measuring academic 
resilience of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Taiwan 2011-2017: 
Two-part 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ing based on IRT scor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10(9), 128-139. (SSCI, SCOPUS) (*為通

訊作者) 
Po-Lin Chen, Chao-Hsiang Hung, Min-Ning Yu* (2017).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a mediator for mindfulness and depression for colleges’ student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achi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2017,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SCI) (*為通訊作者) 
Linghui Chu, Pei-Hsin Li, Min-Ning Yu* (2020). The longitudinal effect of 
children'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n reading habits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04, 101673. (SSCI) (*為通訊作者) 

吳

文

傑 

Chih-Wen Mao, Wen-Chieh Wu* (2019). Does the Government-mandated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Reduce Income Tax 
Revenue?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6, 145-166. (SSCI) (*為通訊

作者) 
Chih-Wen Mao, Wen-Chieh Wu* (2019).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n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6, 90-107. (SSCI) 
(*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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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李

文

傑 

Chin-Hsien Yu, Jinsong Zhao, Ping Qin, Shinn-Shyr Wang, Wen-Chieh Lee* 
(2022). Comparison of misallo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thermal power and 
hydropower electricity industries. Economic Modelling, 116, 106007. (SSCI) (*
為通訊作者) 
Chih-Hai Yang*, Wen-Chieh Lee (2021). Establishing Science Parks 
Everywhere? Misallocation in R&D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Science Park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67, 101605. (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Xiuqin Wu, Jinsong Zhao, Dayong Zhang, Wen-Chieh Lee, Chin-Hsien Yu* 
(2022).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industry. 
Applied Energy, 306, 118024. (SSCI, SCI) (*為通訊作者) 
Chin-HsienYu, Xiuqin Wu, Wen-Chieh Lee, JinSong Zhao* (2021).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the Chinese wind power industry: The role of feed-in tariff 
policy. Energy Economics, 98(3), 105236. (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Wei-jen Wen*, Wen-Chieh Lee, Chung-Yen Lo (2023). To make or to buy from 
a common supplier?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welfare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1), 39-61. (SSCI) (*為通訊作者) 

李

浩

仲 

Yen-Po Chen, Ting-Wei Lai, Wen-Chieh Lee*, Hao-Chung Li (2017). Trade 
Barrier and Misallocations: The Case of the Photovolta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52, 352-367. 
(SSCI) (*為通訊作者) 
Hao-Chung Li*, Wen-Chieh Lee, Bo-Ting Ko (2017). What determines 
misallocation in innovation? A stud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52, 221-237. (SSCI) (*為通訊作者) 

杜

文

苓 

Wen-Ling Tu (2021). book review for "A Smoking Island: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Our Dangerous Companion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EASTS, 15(2), 
270-273. (SSCI) 
Wen-Ling Tu (2019). Combating Air Pollution through Data Gener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Community Air Monitoring in Taiwan. EASTS, 13, 235-255. 
(SSCI) 
Wen-Ling Tu (2021). Invisible Pollution? Knowledge Gridlock in Regulatory 
Science on Electronics Toxic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
27. (SSCI) 

周

德

宇 

Joseph-Teyu Chou*, Chien-Hao Fu (2022). Which Families Benefited from the 
Recent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Data.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43(3), 433-451. 
(SSCI) (*為通訊作者) 

官

大

偉 

Yi-shiuan Chen*, Da-Wei Kuan, Richie Howitt, Sandie Suchet-Pearson (2018). 
Decolonizing Property in Taiwan: Challenging hegemonic constructions of 
proper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36), 987-1006. 
(SSCI) (*為通訊作者) 
Guy C Charlton*, Xiang Gao, Da-Wei Kuan (2017). The law relating to hunting 
and gathering rights in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25(2), 125-148. (SSCI) (*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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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林

子

欽 

Hung-Hao Chang*, Tzu-Chin Lin (2020). Does A Farmland Zoning Program 
Impact Farm Inc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arm Households in Taiwan.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7(5), 1621-1643. (SSCI, SCI) (*
為通訊作者) 
Tzu-Chin Lin*, Fang-Hsin Huang, Siao-En Lin (2018). Land Assembly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aipei Cit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Old 
Neighborhoods. Land Use Policy, 78, 555-561. (SSCI) (*為通訊作者) 
Brian Lee, Szu-Yung Wang, Tzu-Chin Lin, Hung-Hao Chang* (2021). 
Underground Pipeline Explosions and Housing Prices: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n Urban City. Land Use Policy, 111, 111-105782. (SSCI) (*為
通訊作者) 

姜

以

琳 

Yi-Lin Chiang (2021). Exams or applications? Elite Taiwanese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navigation of college admissions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66(1-2), 30-50. (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Li-Chung Hu*, Yi-Lin Chiang (2020). Having Children in a Time of Lowest-
Low Fertility: Value of Children, Sex Preference and Fertility Desire among 
Taiwanese Young Adults.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4, 537-554. (SSCI) (*為
通訊作者) 
Li-Hui Huang, Yi-Lin Chiang, Wen-Hsu Lin, Chiao Chi* (2022). Is educational 
aspiration mismatch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 analysis 
of mother-adolescent dyads.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8(1), 305-
319. (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Jaap Nieuwenhuis*, Yi-Lin Chiang (2021). Oh, the Education (You Think) 
you’ll Hav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tudents’ Academic Expectations, 
Aspirations, and Attai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2(7), 
1037-1054. (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Yi-Lin Chiang*, Hyunjoon Park (2021). Three decades of gender and education 
differentials in attitudes toward divorce in Taiwan, 1985-2015.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9(1), 22-39. (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Yi-Lin Chiang (2018). When Things Don’t Go as Planned: Contingencies, 
Cultural Capital,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for Elite University Admiss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62(4), 503-521. (SSCI) 

胡

偉

民 

Li-Zong Chen, Wei-Min Hu, Radek Szulga*, Xiaolan Zhou (2018). 
Demographics, gender and local knowledge -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car market. Economics Letters, 163, 172-174. (SSCI) (*為通訊作者) 
Chia-Wen Chen*, Wei-Min Hu, Christopher Knittel (2020). Subsidizing Fuel 
Efficient Cars: Evidence from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 13(4), 152-184. (SSCI, SCOPUS) (*為通

訊作者) 
Junji Xiao, Xiaolan Zhou*, Wei-Min Hu (2017). Welfare Analysis of the 
Vehicle Quota Syste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8(22), 617-
650. (SSCI) (*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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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翁

堃

嵐 

Chun-Hui Lu, KL Glen Ueng, Juin-Jen Chang* (2022). Consumption 
indivisibility and the optimal tax mix. Economic Modelling, 112(105845), 1-8. 
(SSCI) (*為通訊作者) 
KL Glen Ueng, Tsaur-Chin Wu, Chih-Ta Yen*, Chih-Ting Chou (2021).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Superiority among Strategic Export Subsidy Policies with 
Taxation Distortion and Cost Heterogene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42, 276-292. (SSCI) (*為通訊作者) 
Che-Chiang Huang, KL Glen Ueng, Jin-Li Hu* (2017). Non-equivalence of 
Specific and Ad Valorem Taxation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with Tax Evasion.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58(1), 41-51. (SSCI) (*為通訊作者) 
Horn‐In Kuo, Cheng‐Hau Peng*, KL Glen Ueng (2021). On the Neutrality of 
Profit Taxation in a Mixed Olig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3(5), 1012-1021. (SSCI) (*為通訊作者) 
Horn-In Kuo*, Fu-Chuan Lai, KL Glen Ueng (2020). Privatization Neutrality 
with Quality and Subsidies.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71, 405-491. 
(SSCI) (*為通訊作者) 
KL Glen Ueng, Che-Chiang Huang, and Jin-Li Hu* (2017). Specific versus Ad 
Valorem Taxation with Tax Evasion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58(2), 107-119. (SSCI) (*為通訊作者) 

莊

奕

琦 

Yih-chyi Chuang*, Chia-Yu Liang (2022). Overeducation and Skill Mismatch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aiwa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6(3), 
1693-1712. (SSCI) (*為通訊作者) 

連

賢

明 

Hsing-Wen Han, Hsien-Ming Lien, Tzu-Ting Yang* (2020). Patient Cost 
Sharing and Healthcare Utiliz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 Economic 
Policy, 12(3), 238-278. (SSCI) (*為通訊作者) 
Shin-Yi Chou, James A. Dearden, Mary E. Deily, Hsien-Ming Lien* (2020). 
Provider responses to a global budgeting system: The case of drug expenditures 
in Taiwan hospitals. Health Economics, 29(10), 1270-1278. (SSCI) (*為通訊作

者) 
Cheng Chen*, Wangyang Zhao, Shin-Yi Chou, Hsien-Ming Lien (2021). The 
effect of family size on parents’ labor supply and occupational prestige: 
Evidence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66, 
101596. (SSCI) (*為通訊作者) 
Cheng Chen*, Sabrina Terrizzi, Shin-Yi Chou, Hsien-Ming Lien (2021). Th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first born: evidence from 
three decennial censuses of Taiwan. Empirical Economics, 61(4), 2173-2204. 
(SSCI) (*為通訊作者) 
Elliott Fan*, Hsien-Ming Lien*, Ching-to Albert Ma* (2019). Uterus at a Price: 
Disability Insurance and Hysterectomy.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66, 1-17. 
(SSCI) (*為通訊作者) 

甯

方

璽 

Mei-Hsin Chen, Yao-Chung Chen*, Tien-Yin Chou, Fang-Shii Ning (2023). 
PM2.5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Model: A CNN-RF Ensemble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5), 
4077. (SSCI, SCIE, SCOPUS) (*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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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婉

瑩 

Chao-Chi Lin*, Wan-Ying Yang (2021). Electoral rules, nomination strategies, 
and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Japan and Taiwan.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25(1), 1-23. (SSCI) (*為通訊作者) 
Wan-Ying Yang*, Gelb Joyce (2019). Is Democratic Nomination Good for 
Women’s Candidacy? Examining the Case of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5(1), 2-29. (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Wan-Ying Yang (2019). Why Are Women Less Likely to Be Nationalistic in 
Taiwan? Asian Women, 35(2), 25-51. (SSCI, SCOPUS) 

廖

育

嶒 

Yu-Ceng Liao (2022). Party Leadership, Electoral Reform and Mandate-divid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3), 209-230. (SSCI, SCOPUS) 

熊

瑞

梅 

Tien-Tun Yang, Ray-May Hsung*, Shu-Heng Chen, Ye-Rong Du, Yi-Jr Lin, 
Nai-Shing Yen, Chien-Te Wu, Ho-Ling Liu (2021). he Mechanisms of Trust 
Format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Identity: An Experiment 
among Taiwanese Voters. Current Sociology, 69(6), 879-899. (SSCI) (*為通訊

作者) 

鄭

力

軒 

Hsi-Mei Chung, Li-Hsuan Cheng* (2019). Coopetition and Firm Survival in a 
Cluster: Insights from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n the Yacht Industry in an 
Emerging Economy, 1957-2010.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5(4), 
837-856. (SSCI) 

鄭

宗

記 

Chao-Yin Lin*, Tsung-Chi Cheng ( 2019). Health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Evidence from Taiwan. Disability and Health 
Journal, 12, 249-256. (SSCI) (*為通訊作者) 
Tsung-Chi Cheng, Hung-Neng Lai* (2021). Improvements in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 models. Quantitative Finance, 21, 771-796. 
(SSCI) (*為通訊作者) 
Hsing-Hua Chang, Tsung-Chi Cheng* (2022). Omnivorous Audiences of 
Performing Arts: Evidence from Taiwan.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15(2), 
160-175. (SSCI) (*為通訊作者) 
Kirk Chang*, Chien-Chih Kuo, Sarah Quinton, Iling Lee, Tsung-Chi Cheng, 
Shun-Kai Huang (2019). Subordinates’ competency: a potential trigger for 
workplace ostracis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2(8), 1801-1827. (SSCI) (*為通訊作者) 

韓

幸

紋 

Hsing-Wen Han, Hsien-Ming Lien*, Tzu-Ting Yang (2020). Patient Cost-
Sharing and Healthcare Utiliz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2(3), 238-278. (SSCI) (*為通訊作者) 

羅

光

達 

Xiaojian Tang, Stephanie Tsui*, Kuang-Ta Lo (2020).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1-22. (SSCI) (*為通訊作者) 
Kuang-Ta Lo*, Ta-Sheng Chou, Stephanie Tsui (2020).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under the Business Cycle.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54(3), 1-13. (SSCI) (*為通訊作

者) 
Kuang-Ta Lo*, Jiun-Nan Pan, Shi-Shu Peng (2020). The Role of Gend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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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otential Channels to Affect Self-employment in Taiwan. Economic 
Modelling, 89, 601-610. (SSCI) (*為通訊作者) 
Kuang-Ta Lo*, Tzu-Ting Yang, Hsing-Wen Han, Hsuan-Hua Huang (2019). 
Windfall Income and Charitable Giving: A Study from Lottery Winners. Paper 
presented at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Conferenc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SSCI) (*為通訊作者) 

三、TSSCI 

姓

名 期刊論文 

王

信

實 

李文傑、李浩仲、王信實*（2021）。貿易報復下的資源錯置分析：以中國

太陽能產業為例。經濟論文，49(2)，245-283。(TSSCI, SCOPUS) (*為通訊

作者) 
李文傑、王信實*、倪湘倫（2022）。資源錯置與產業動態：以台灣的動態

隨機存取記憶體產業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本論著未刊登但已被接

受)。(TSSCI) (*為通訊作者) 

江

穎

慧 

Ying-Hui Chiang, Yuan Ku, Feng Liu, Chin-Oh Chang*, (2019). House Price 
Dispersion in Taipei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22(1), 109-129. (TSSCI) (*為通訊作者) 
呂哲源、江穎慧、張金鶚*（2019）。土壤液化潛勢區公布對房價之影響。

都市與計劃，46(1)，31-59。(TSSCI) (*為通訊作者) 
吳彥葶*、張金鶚、江穎慧*（2022）。租屋市場之租金與住宅品質知多少？

都市與計劃，49(3)，317-339。(TSSCI) (*為通訊作者) 
江穎慧、朱智揚、張金鶚*（2019）。預售屋大量估價模型之建立。住宅學
報，28(2)。(TSSCI) (*為通訊作者) 

余

民

寧 

熊師瑤*、余民寧（2022）。To stay or not to stay? 軍校生恆毅力影響與預測

效果分析。教育心理學報，54。(TSSCI) (*為通訊作者) 
趙珮晴、余民寧*（2018）。未來職業意圖受「情境」影響？以社會認知生

涯理論分析 TIMSS 2011 年數學資料。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3(3)，231-255。
(T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陳景花*、余民寧（2019）。正向心理學介入對幸福與憂鬱效果之後設分析。

教育心理學報，50(4)，551-568。(TSSCI, PsycINFO)  (*為通訊作者) 
陳景花、余民寧*（2018）。正念在台灣學校的影響：系統性回顧及後設分

析。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1，67-104。(TSSCI) (*為通訊作者) 
陳柏霖、洪兆祥、余民寧*（2019）。成年早期與中期樣貌—全心學習、情

緒創造、品味能力及圓滿人生之模型建構和其差異比較。教育科學研究期
刊，64(4)，207-239。(T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陳柏霖、余民寧*（2017）。享受生活片刻的能力：用心學習、品味能力及

圓滿人生之關係。教育與心理研究，40(1)，57-86。(TSSCI) (*為通訊作者) 
熊師瑤、余民寧*（2022）。軍校生恆毅力概念建構與量表發展研究。教育
科學研究期刊，67(3)，77-110。(T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陳柏霖、陳玉樺*（2017）。量表長度簡化研究：「簡式中小學教師

主觀幸福感量表」修訂。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3(4)，27-56。(TSS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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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通訊作者) 
陳柏霖、余民寧*（2018）。圓滿人生量表測量恆等性考驗及其不同。教育
學刊，50，69-108。(TSSCI) (*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熊師瑤*、許雅涵、翁雅芸（2022）。敬畏情緒量表的編製發展與

驗證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3(3)，643-664。(TSSCI) (*為通訊作者) 
張芳全*、余民寧（2022）。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家庭學習環境資源的差異分

析。教育政策論壇，25(4)。(TSSCI) (*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李昭鋆*（2018）。補救教學中個別化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分析。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3(1)，247-271。(TSSCI, SCOPUS) (*為通訊作

者) 
陳柏霖、余民寧、洪兆祥*（2019）。僑生與本地生的目標設定、全心學習、

意志力及巔峰幸福之模型建構及其差異比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4(2)，
131-160。(T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翁雅芸*、張靜軒（2018）。數理科學的學習動機有性別差異嗎？

一個來自後設分析的證據。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6(1)，45-75。(TSSC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黎佩欣、朱玲慧、余民寧*（2017）。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人際關係是影響

樂觀解釋風格與幸福感間關係的中介角色。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9，53-
78。(TSSCI) (*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陳柏霖、陳玉樺*（2018）。巔峰型教師的樣貌：圓滿幸福、知覺

工作壓力、靈性幸福感及心理健康之關係。教育心理學報，50(1)，1-30。
(TSSCI) (*為通訊作者) 

吳

文

傑 

林子欽*、朱永恩、吳文傑（2021）。臺北市違章建築舉報及後續處理決策

因素。住宅學報，30(2)，47-66。(TSSCI) (*為通訊作者) 

李

文

傑 

Wei-Jen Wen*, Wen-Chieh Lee, Wen-Hsien Huang (2020). Welfare-Improving 
Vertical Mergers in the Presence of Downstream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48(4), 445-473. (TSSCI, SCOPUS) (*為通訊作

者) 
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王平、簡錦漢（2020）。哪類孩子最受教？從

政大校務資料看學生表現。經濟論文叢刊，48(2)，139-185。(TSSCI) (*為
通訊作者) 
李文傑、李浩仲、王信實*（2021）。貿易報復下的資源錯置分析：以中國

太陽能產業為例。經濟論文，49(2)，245-283。(TSSCI, SCOPUS) (*為通訊

作者) 
李文傑、王信實*、倪湘倫（2022）。資源錯置與產業動態：以台灣的動態

隨機存取記憶體產業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本論著未刊登但已被接

受)。(TSSCI) (*為通訊作者) 

李

浩

仲 

陳佳蓉、李浩仲*（2021）。社會變遷與子女教育支出決策—產業轉型、教

育擴張下的台灣圖像。經濟論文，49(4)，609-649。(TSSCI) (*為通訊作者) 
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王平、簡錦漢（2020）。哪類孩子最受教？從

政大校務資料看學生表現。經濟論文叢刊，48(2)，139-185。(TSSCI)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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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 
李文傑、李浩仲、王信實*（2021）。貿易報復下的資源錯置分析：以中國

太陽能產業為例。經濟論文，49(2)，245-283。(TSSCI, SCOPUS) (*為通訊

作者) 

杜

文

苓 

杜文苓*、施佳良（2019）。挑戰空污：初探社區行動科學的在地實踐。傳
播研究與實踐，9(1)，1-32。(TSSCI) (*為通訊作者) 
杜文苓（2021）。強化與社會嵌合的空污治理策略：以美國加州南岸空氣品

質管制局的環境正義計畫為例。科技、醫療與社會，(33)，11-55。(TSSCI) 
周

德

宇 

蔡鳳凰、伍大開、陳國樑、周德宇、黃勢璋*（2021）。退稅便利性與外籍

旅客消費—臺北 101 內部資料分析。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52(1)。(TSSCI) 
(*為通訊作者) 

官

大

偉 

官大偉（2020）。地方視角下的文化地景保存：以菲律賓伊富高省為例。地
理學報，95，61-93。(TSSCI) 

林

子

欽 

丁秀吟*、林子欽、劉佳欣（2021）。農地重劃減緩土地產權細碎化成效之

評估。應用經濟論叢，10(2)，131-162。(TSSCI) (*為通訊作者) 
林子欽*、朱永恩、吳文傑（2021）。臺北市違章建築舉報及後續處理決策

因素。住宅學報，30(2)，47-66。(TSSCI) (*為通訊作者) 

胡

偉

民 

林常青*、胡偉民（2019）。市場界定模式分析量化方法之應用—以台灣非

酒精飲料商品為例。公平交易季刊，27(3)，143-190。(TSSCI) (*為通訊作

者) 
陳香梅、胡偉民*（2018）。利潤移轉的租稅誘因及反誘因對海外關係企業

布局的影響—以台灣上市公司為例。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9(1)。(TSSCI) 
(*為通訊作者) 
陳香梅、胡偉民*、林正新（2022）。稅務資訊交換機制對台灣上市公司海

外分支機構股權斷鏈之影響。經濟論文，50(2)，199-239。(TSSCI) (*為通

訊作者) 

翁

堃

嵐 

呂俊慧、許韶芳、翁堃嵐*（2020）。商品不可分割性與最適商品稅兼論利

益團體遊說的情況。經濟論文，48(4)，557-587。(TSSCI) (*為通訊作者) 
侯雨君、翁堃嵐、郭虹瑩*（2021）。策略性的環境企業社會責任與民營化

中立性定理。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3(3)，425-449。(TSSCI) (*為通訊作

者) 

翁

燕

菁 

翁燕菁（2017）。對話與爭議：從國際人權法圖像論台灣施行人權公約之實

質意涵。臺大法學論叢，46(S)，1115-1201。(TSSCI) 
翁燕菁（2018）。歐洲人權法院保障同性關係策略評析—彈性、侷限及展

望。中研院法學期刊，22，77-141。(TSSCI) 

莊

奕

琦 

莊奕琦*、顧訓豪（2021）。中國農民工和城市勞工之薪資差異再探-追蹤資

料分析。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57(1)，49-90。(TSSCI) (*為通訊作者) 
莊奕琦*、彭程（2018）。有關係就是沒關係—中國勞動市場中社會網絡對

尋職管道與薪資的影響分析。台灣社會學刊，63，117-160。(TSSCI) (*為
通訊作者) 

 



 

167 

姓

名 期刊論文 

連

賢

明 

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王平、簡錦漢（2020）。哪類孩子最受教？從

政大校務資料看學生表現。經濟論文叢刊，48(2)，139-185。(TSSCI) (*為
通訊作者) 
連賢明、黃勢璋、簡毓寧*（2019）。媒體報導對防疫管制的影響：以 H1N1
為例。經濟論文叢刊，47(1)，127-155。(TSSCI) (*為通訊作者) 
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台灣財富分配 2004–
2014：以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經濟論文叢刊，49(1)，77-130。(TSSCI) 
(*為通訊作者) 
連賢明、韓幸紋*（2019）。調高健保給付對醫療品質之影響：以 2005 年

自然產給付調高為例。經濟論文叢刊，47(4)，621-664。(TSSCI) (*為通訊

作者) 

曾

中

信 

曾中信*、傅健豪（2021）。以財稅資料分析台灣不動產稅制公平性。經濟
論文，49(3)，411-444。(TSSCI) (*為通訊作者) 
曾中信、張勝凱*（2020）。台灣已婚婦女勞動供給之實證研究—動態非線

性追蹤資料模型之應用。經濟論文叢刊，48，187-220。(TSSCI) (*為通訊

作者) 
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台灣財富分配 2004–
2014：以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經濟論文叢刊，49(1)，77-130。(TSSCI) 
(*為通訊作者) 

甯

方

璽 

甯方璽*、徐名洪（2022）。利用 GNSS 連續運行站觀測資料及震間變形模

型進行地震區域控制點修正之研究。台灣土地研究，25(1)，1-21。(TSSCI) 
(*為通訊作者) 

楊

子

霆 

鄭伃君、楊子霆、韓幸紋*（2020）。租稅稽查與廠商租稅逃漏—來自擴大

書審廠商的證據。經濟論文，48(4)，475-509。(TSSCI) (*為通訊作者) 
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台灣財富分配 2004–
2014：以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經濟論文叢刊，49(1)，77-130。(TSSCI) 
(*為通訊作者) 

楊

婉

瑩 

楊婉瑩（2020）。不只是茶壺裡的風暴？初選分歧的大選效應。政治學報，
70，121-155。(TSSCI) 
楊婉瑩（2017）。呷碗內、看碗外？選區重疊度與開放性對於議員參與立委

提名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35(3)，1-70。(TSSCI) 
楊婉瑩*、張雅雯（2018）。參與之後？大陸配偶之政治行動與認同。台灣
民主季刊，15(2)，177-189。(TSSCI) (*為通訊作者) 

熊

瑞

梅 

林季誼、熊瑞梅*（2018）。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公司治理跨坐網絡趨勢（2000–
2015）：朝向小世界網絡特性。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0)，211-263。
(TSSCI) (*為通訊作者) 
楊天盾*、熊瑞梅（2018）。性別化的青少年友誼網絡與性別角色態度：單

一性別與混合性別的班級脈絡。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0)，7-61。(TSSCI) 
(*為通訊作者) 
楊天盾*、熊瑞梅、杜業榮、盧科位（2020）。社會交換視角下的信任—性

別與異質性的社會資本。歐美研究，50(2)，1-48。(TSSCI) (*為通訊作者) 
楊天盾*、熊瑞梅、盧科位（2018）。班級脈絡與性別角色態度：友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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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位置的影響。教育研究集刊，64(1)。(TSSCI) (*為通訊作者) 

韓

幸

紋 

鄭伃君、楊子霆、韓幸紋*（2020）。租稅稽查與廠商租稅逃漏—來自擴大

書審廠商的證據。經濟論文，48(4)，475-509。(TSSCI) (*為通訊作者) 
梁景洋*、韓幸紋（2020）。從人口老化及薪資停滯角度探討全民健保財務

及保費負擔世代分配問題。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51(1)，57-110。(TSSCI) 
(*為通訊作者) 
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台灣財富分配 2004–
2014：以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經濟論文叢刊，49(1)，77-130。(TSSCI) 
(*為通訊作者) 
連賢明、韓幸紋*（2019）。調高健保給付對醫療品質之影響：以 2005 年

自然產給付調高為例。經濟論文叢刊，47(4)，621-664。(TSSCI) (*為通訊

作者) 
羅

光

達 

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台灣財富分配 2004–
2014：以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經濟論文叢刊，49(1)，77-130。(TSSCI) 
(*為通訊作者) 

四、其他學術期刊論文 

姓

名 期刊論文 

王

信

實 

Hsin-Hsien Wang, Shinn-Shyr Wang, Wei-Feng Tzeng* (2020).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How Lesser Powers Respond to Competing Great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sues & Studies, 56(2), 1-24. (SCOPUS) (*
為通訊作者) 
Shinn-Shyr Wang,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2019). The Nature of 
Popular Protest and the Employment of Repressive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55(1), 1-28. (SCOPUS) (*為通訊作者) 

江

穎

慧 

葉姿妤、江穎慧*（2022）。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租金檢核方式之研究。

物業管理學報，13(2)，27-38。(*為通訊作者) 

余

民

寧 

Min-Ning Yu, Chao-Hsiang Hung, Chung-Wei Lin* (2017).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work stres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Proactive 
coping as a medi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Studies in Psychology, 
6(1), 15-25. (*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薛智暉*（2021）。不同類型暑假活動對學習成長之潛在影響—
TEPS 之縱貫資料分析。高雄師大學報，51，1-23。(THCI) (*為通訊作者) 
許雅涵、余民寧*（2018）。政大推動課程精實方案之經驗。評鑑雙月刊，
72，18-20。(*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陳柏霖*（2017）。高正向比值教師的真正好處—快樂教師效應。

教師天地，203，1-17。(*為通訊作者) 
陳柏霖、余民寧*（2018）。影響中小學教師任教職志因素之調查研究。教
師天地，204，1-14。(*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2018）。適性教育是緩衝馬太效應的良策。教育研究月刊，285，
20-36。(THCI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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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吳

文

傑 

Nien-Chu Ting, Wen-Chieh Wu * (2022). Factors Influencing a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High School Economics. Empirical Economics Letters, 21(11), 
99-105. (*為通訊作者) 
Wen-Chieh Wu*, Yu-Chun Ma, Steven C. Bourassa (2018). Folk Customs and 
Home Improvement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21(3), 317-
341. (*為通訊作者) 
Steven C. Bourassa *, Wen-Chieh Wu (2022). Tiebout Sorting, Zoning, and 
Property Tax Rates. Urban Science, 6(1), 13. (ESCI) (*為通訊作者) 

杜

文

苓 

杜文苓（2021）。不是科學家，純屬跨域公民的視角—再現科學證據的影像

紀錄與劇場表現形式。台灣博物季刊，40(4)，12-19。 
杜文苓*、施佳良（2019）。台灣空污治理的挑戰：反空污行動凸顯的未竟

知識。國家發展研究，19(1)，1-42。(*為通訊作者) 
杜文苓（2022）。淨零轉型下的社會工程：知識轉型和溝通轉型的路徑和挑

戰。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3(3)，59-64。 
周

德

宇 

周德宇（2020）。福利支付型及租稅徵納型區塊鏈生態系解析—國際案例

評估及台灣實施展望。財稅研究，49(6)，1-33。 

官

大

偉 

Da-Wei Kuan, Guy C. Charlton* (2020). Land and justice from the indigenous 
perspective: a study on the Tayal philosophy of “sbalay”. Th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 52(3), 231-248. (*為通訊作者) 
官大偉（2017）。原住民族與災害管理—以加拿大為例。台灣原住民族研
究，10(2)，87-118。 
官大偉（2018）。夏威夷的主權運動。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4(1)，35-62。 
官大偉（2017）。荒野還是彼岸？從生態觀的差異談原民狩獵的爭議。思
想，33，89-101。 
官大偉（2017）。從道歉、和解到正義實現：談以國土計劃落實原住民族土

地權之可能。台灣原住民族法學，1(2)，5-19。 
官大偉（2017）。傳統領域：一個原住民族發展的關鍵議題。台灣原住民研
究論叢，(22)，45-76。 

林

子

欽 

Hung-Hao Chang*, Tzu-Chin Lin (2023). Solar Farm Policy and Farmland 
Price - A Land Zoning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44, 
118454. (*為通訊作者) 
Meng-Chin Tsai*, Stephan van Gasselt, Tzu-Chin Lin (2021). Towards 
Sustainable Urban Car-parking Solutions: Exploring Effects of Parking Policies 
Using Spatial Regression Analysis. GI-forum: Journal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9(2), 228-241. (*為通訊作者) 
林子欽*、陳志豪（2018）。瑕疵建物價值減損之估算—觀念與應用。物業
管理學報，9(2)，47-61。(*為通訊作者) 
林子欽*、林士淵、周昱賢（2021）。臺北市住宅興建決定因素：市場特性、

開發政策與土地產權的整合觀點。公共事務評論，19(2)，25-43。(*為通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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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姜

以

琳 

Ran Liu*, Yi-Lin Chiang (2019). Who is more motivated to learn? The roles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motivating student 
learning.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5(1), 19-35. (SCOPUS) (*為通訊

作者) 
胡

偉

民 

Wen-Jen Tsay*, Wei-Min Hu (2022). Merger simulation based on survey-
generated diversion ratios.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18(2), 249-264. (*
為通訊作者) 

翁

堃

嵐 

石恩銘、翁堃嵐*（2020）。民營化程度、租稅競爭與公共財提供。社會科
學論叢，14(1)，1-28。(*為通訊作者) 
陳琳方、翁堃嵐*、郭虹瑩（2020）。企業社會責任、公司逃漏稅與利潤稅

的中立性。社會科學論叢，71(1)，85-98。(*為通訊作者) 

翁

燕

菁 

Vivianne Yen-ching Weng*, Yao-ming Hsu (2017). Domest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 Taiwan: A Dialogue through 
Conventionality Review under Construction. Asian Yearbook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1, 166-191. (*為通訊作者) 
翁燕菁（2019）。言論的自由與責任：自歐洲人權法院近年爭議裁判反思。

台灣法學雜誌，363，5-11。 
翁燕菁（2022）。夜間工作的性平時刻從國際法規範定位釋字第 807 號解

釋之歷史意涵。月旦法學雜誌，329，110-129。 
翁燕菁（2020）。性別與暴力：美洲人權法院對中美洲「殺女」論述之回應。

台灣國際法學刊，16(2)，85-118。 
翁燕菁（2019）。家長信仰與子女教育：國際人權法保障之輕重權衡。月旦
法學雜誌，292，125-141。 

張

峯

彬 
張峯彬（2019）。婚姻狀況與體重變化的性別差異。人口學刊，59，1-34。 

莊

奕

琦 

Yih-chyi Chuang*, Eric Yan (2017). Behind the Invisible Wall: What 
Determine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and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8(1), 1-32. (*為通訊作者) 
Yih-chyi Chuang*, Wei-wen Lai (2018). How Many and What Instruments Are 
Needed to Estimate Returns to Educ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 Economic Research, 16(4), 861-877. (SCOPUS, 
JEL, EconLit) (*為通訊作者) 
Yih-chyi Chuang*, Wei-wen Lai (2017). Return to Human Capital and Wage 
Inequality: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2(3), 61-
88. (SCOPUS, JEL, EconLit) (*為通訊作者) 

曾

正

男 

Tsung-Jui Chiang Lin*, Yong Shiuan Diana Lee, Meng-Rong Li, Jeng-nan 
Tzeng (2017). Applications of the dynamic system and differential equations to 
Taiwan mort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ing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7(2), 1-6. (E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甯

方

璽 

Fang-Shii Ning*, Hung-Chia Chang (2019). The Study of Detecting Outlier by 
Optimal Weight Matrix.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31(6), 553-568. (E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Szu-Pyng Kao, Fang-Shii Ning*, Chao-Nan Chen, Chia-Ling Che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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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Us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to Establish a Local Geometric Geoid 
Model. Boletim de Ciências Geodésicas, 23(2), 327-337. (SCOPUS) (*為通訊

作者) 
甯方璽、李宜珊*、熊育賢（2019）。台灣地區水平速度場與模型之研究。

中正嶺學報，48(2)，23-42。(E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甯方璽*、曾義傑（2022）。利用 SLR 及 GPS 觀測資料估計地心運動之研

究。中正嶺學報，51(2)，29-40。(EI) (*為通訊作者) 
甯方璽、李宜珊*、張晏碩（2017）。魚眼鏡頭變形模型推估之研究。中正
嶺學報，46(2)，143-156。(EI) (*為通訊作者) 

楊

子

霆 

Wei-Lin Chen*, Ming-Jen Lin, Tzu-Ting Yang (2023). Curriculum and 
National Identity: Evidence from the 1997 Curriculum Reform in Taiw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3, 103078. (*為通訊作者) 
Tzu-Ting Yang (2018). Family Labor Supply and the Timing of Cash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Online Appendix).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3(2), 445-473. 
Kong-Pin Chen, Jui-Chung Yang, Tzu-Ting Yang* (2022). JUE Insight: 
Demand for Transport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Activity during the 
Pandemic.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27, 103426. (*為通訊作者) 
Tzu-Ting Yang*, Yung-Yu Tsai (2022). Measuring Voluntary Responses in 
Healthcare Utiliz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Taiwan. PLoS ONE, 17(12), e0271810. (*為通訊作者) 
Hsing-Wen Han*, Hsien-Ming Lien, Tzu-Ting Yang (2020). Patient Cost-
Sharing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2(3), 238-278. (*為通訊作者) 
Tzu-Ting Yang (2020). The Effect of Workplace Pensions on Household 
Saving: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87(1), 173-194. 
Po-Chun Huang*, Tzu-Ting Yang (2021). The Welfare Effects of Extend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Evidence from Re-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Transf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 104500. (*為通訊作者) 
鄭伃君、楊子霆、韓幸紋*（2020）。租稅稽查與廠商租稅逃漏—來自擴大

書審廠商的證據。經濟論文，48(4)，475-509。(*為通訊作者) 
林依伶、楊子霆*（2018）。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

動生產力成長脫勾之成因。經濟論文，46(2)，266-322。(*為通訊作者) 

楊

婉

瑩 

Wan-Ying Yang (2018). Beyond Number: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s Post-Reform Legislative Election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4(2), 51-72. 
Wan-Ying Yang*, Chia-hung Tsai (2020). Democratic Values,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Privacy: Taiwan People’s Response to COVID-19. Asian Journal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8(3), 222-245. (SCOPUS) (*為通訊作者) 

詹

進

發 

Wan-Jiun Chen, Jihn-Fa Jan, Chih-Hsin Chung, Shyue-Cherng Liaw* (2022). 
Resident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Hillside Fore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0), 
6193. (SCOPUS) (*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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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梁仁旭*、詹進發、陳奉瑤（2019）。大數據於實價登錄資料的應用—備註

欄的處理。土地問題研究季刊，18(3)，40-44。(*為通訊作者) 
宋承恩、王韻皓、林國聖、王培蓉、詹進發、陳毅青、王素芬*（2022）。
以多時期衛星影像及樹冠高程模型分析崩塌植生復育與影響因素。農業工
程學報，68(4)，44-62。(E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陳奉瑤*、梁仁旭、詹進發、葉惠中（2018）。持續推動基準地地價制度之

淺見。土地問題研究季刊，17(3)，128-135。(*為通訊作者) 
宋承恩、王韻皓、林國聖、王培蓉、詹進發、陳毅青、王素芬*（2022）。
運用空載高光譜及光達資料建立森林覆蓋分類判釋模型。台灣林業科學，
37(2)，121-143。(EI, SCOPUS) (*為通訊作者) 
李郭賢甄*、詹進發（2022）。應用空間自相關於花蓮縣地價稅外業清查作

業之研究。土地經濟年刊，33，49-72。(ACI) (*為通訊作者) 
陳幼慧、詹進發*（2020）。韓雨霖道長演講之文本分析。圖資與檔案學刊，
12(2)，1-43。(*為通訊作者) 

廖

育

嶒 

Yu-Ceng Liao (2019). Book review: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under Ma 
Ying-Jeou: From the Wild Strawberries to the Sunflowers.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6(2), 155-158. 

蔡

炎

龍 

Hsuan-Cheng Sun*, Tse-Yu Lin, Yen-Lung Tsai (2023). Performance 
prediction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by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15(1), 93-104. (EI) (*為
通訊作者) 
朱君亞、林士貴*、蔡炎龍、張安興（2022）。金融壓力事件預警模型：類

神經網路、支援向量機與羅吉斯迴歸之比較。統計與資訊評論，21，117-
150。(*為通訊作者) 

鄭

力

軒 

鄭力軒（2022）。政策論述與日本少子化對策的演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
刊，34(2)，271-313。(THCI) 

鄭

宗

記 

Tsung-Chi Cheng*, Chao-Yin Lin, Shu-Chen Wang (2023). Exploring factors 
related to agreement between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indicators: evidence from Taiwan. Quality & Quantity, 57, 2811-2839. 
(SCOPUS) (*為通訊作者) 

韓

幸

紋 

韓幸紋*、郭琨傑（2019）。母集團對醫院財務操控行為研究—以 2010 年

營所稅率調降介入為例。財稅研究，48(4)，62-86。(*為通訊作者) 
邱瑾凡、徐偉初、韓幸紋、楊子霆*、羅光達（2019）。推估台灣綜合所得

稅所得申報逃漏狀況之研究。財稅研究，48(2)，77-95。(*為通訊作者) 
韓幸紋、高宜絹、徐偉初*（2021）。都市化及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是否影響

就讀頂尖大學之研究—財政大數據應用實例。財稅研究，50(1)，93-109。
(*為通訊作者) 

羅

光

達 

Kuang-Ta Lo*, Ta-Sheng Chou, Ping-Hung Chou (2019). A Study of 
Asymmetric Reactions of Tax Revenues. The Empirical Economics Letters, 
18(3), 255-266. (JEL, EconLit) (*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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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期刊論文 

關

秉

寅 

Ping-Yin Kuan (2018). Effects of Cram Schooling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Junior High Students in Taiwa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0(4), 391-422. 
Mei-Shiu Chiu*, Weiyan Xiong, Ping-Yin Kuan (2021). Graduates’ career 
success predicted by mathematical and affective abilities, effective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and economic contexts: a bioecological positivity to success 
mode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34(3), 313-330. (*為通訊作者) 
Ping-Yin Kuan*, Ssu-Chin Peng (2021). Time Will Tell: Revisiting the Impact 
of College Expansion on Income and Occupational Prestige Mobility of Young 
Adults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75(3), 468-486. (*為通訊作者) 
關秉寅（2017）。從學校到勞力市場：簡介「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及

其後續追蹤調查。中國統計學報，55(1)，24-40。 
關秉寅*、彭思錦、崔成秀（2019）。台灣高教擴張對年輕世代職業地位及

薪資的影響：反事實的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1(4)，555-599。(*為
通訊作者) 

五、會議論文 

姓

名 會議論文 

王

信

實 

Konan Chan, Wei-Yu Kuo, Wen-Chieh Lee*, Shinn-Shyr Wang (2018). A 
Sugar-Coated Poison Pill?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ly-linked Venture 
Capitalists.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Taiwan Financ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為通訊作者) 
Hsin-Hsien Wang*, Shinn-Shyr Wang, Wei-Feng Tzeng, Wei-Chih Chiu 
(2018). An Eye for an Eye? Analyzing Citizens' Use of Violence in China's 
Popular Protest.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為通訊

作者) 
Wen-Chieh Lee, Kuang-Ta Lo, Hui Meng, Shinn-Shyr Wang* (2018). How 
Would Infant Industry Evolve in Facing Trade Retaliation? The Case of 
Photovoltaic Industry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5 Leading East Asian Universit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為通訊作者) 
Konan Chan, Wei-Yu Kuo, Wen-Chieh Lee*, Shinn-Shyr Wang (2019). A 
Sugar-Coated Poison Pill?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ly-linked Venture 
Capitalis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6 
Leading East Asian Universities, Fudan University. (*為通訊作者) 
Hsin-Hsien Wang*, Shinn-Shyr Wang, Wei-Feng Tzeng, Yi-Fen Niki Chiang 
(2019).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How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Respond to the Competing Great Powers in Asia-Pacific Region. Paper 
presented at An Asia-Pacific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US-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為通訊作者) 
Ting-Kai Kuo, Wen-Chieh Lee, Shinn-Shyr Wang* (2020). Combating thick 
polar networks: is there any effective way other than the strategic network 
form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CAP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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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會議論文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為通訊作者) 
Ching-Fu Chang, Wen-Chieh Lee, Wei-Chieh Ruan, Shinn-Shyr Wang* 
(2020). Smooth Ownership Transition of Family Business by Merger and 
Acquisition for Business Ethics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Paper presented at 
2020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為通訊作者) 
李文傑、王信實*、倪湘倫（2020）。資源錯置與產業動態：以台灣的動態
隨機存取記憶體產業為例。論文發表於「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通訊作者) 
Wen-Chieh Lee, Zhen Cai, Shinn-Shyr Wang* (2021). Complexity of Chengtou 
Bond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Seminar, Academia Sinica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為通訊作者)  
Zhen Cai, Wen-Chieh Lee, Shinn-Shyr Wang* (2022). Market Creation of 
Direct Purchase in Clean Energies and Its Impacts on Misallo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2022 SAET,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Theory.(*
為通訊作者) 
李文傑、王信實*、羅中彥（2022）。研發創新投入之資源錯置問題—以中

國東部沿海地區內外資製造業廠商為例。論文發表於「中國經濟社會研究

研討會 II」，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通訊作者) 

江

穎

慧 

Ying-Hui Chiang (2018). Affordable or Unaffordable? Public Housing Rent in 
Taipei. Paper presented at EUROPEAN REAL ESTATE SOCIETY 25th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Reading. 
蔡佳妤、江穎慧*（2022）。年輕世代住宅現象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論

文發表於「2022 第 20 屆土地學術研究研討會」，文化大學。(*為通訊作

者) 
張智妍、江穎慧*（2022）。受租金補助家戶之住宅選擇與空間分布。論文

發表於「2022 第 20 屆土地學術研究研討會」，文化大學。(*為通訊作者) 

余

民

寧 

余民寧（2017）。「情境脈絡」隱藏通往科學成功的階梯：探索兩性族群的

科學教育學習之差異與歷程（3/3）。論文發表於「106 性別與科技聯合成

果討論會」，科技部。 
Po-Lin Chen, Min-Ning Yu* (2017).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flourishing 
life rel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experience that savoring mediat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016. (*為通訊作者) 
余民寧、林倍依*、許雅涵、曾文志、林悅汝（2017）。大學生學習投入量

表編製之研究。論文發表於「2017 校務研究新思維與專業學術研討會」，

玄奘大學。(*為通訊作者) 
Po-Lin Chen, Chao-Hsiang Hung, Min-Ning Yu* (2018). A comparative study 
on goal setting, mindfulness learning, volition, and flourishing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local stud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ICEPS 2018), Higher 
Education Forum. (*為通訊作者) 
Pei-Ching Chao, Min-Ning Yu*, Gregory Ching (2018). An analysi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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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high school career interests towards future university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aching & 
Learning (ICETL 2018), Clausius Scientific Press. (*為通訊作者) 
Chao-Hsiang Hung, Po-Lin Chen, Min-Ning Yu* (2018). Functions of positive 
emotions: Savoring as a mediator of emotional creativity and flourishing lif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ICEPS 2018), Higher Education Forum.  (*為通訊作者) 
Pei-Hsin Li, Min-Ning Yu, Ya-Yun Weng, Chung-Wei Lin, Shih-Yao Hsiung 
(2018). Relationship among awe, adversity coping, and depression of Taiwanese 
educat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ICEPS 2018), Higher Education Forum. 
Pei-Ching Chao, Gregory Ching, Min-Ning Yu* (2018).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al effects of science career-choice intention: An analysis of TIM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aching & 
Learning (ICETL 2018),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aching 
& Learning (ICETL 2018). (*為通訊作者) 
Min-Ning Yu*, Ya-Yun Weng, Pei-Hsin Li, Chung-Wei Lin, Shih-Yao Hsiung, 
Po-Lin Chen (2018). Well-being 2.0: Embracing the dark side and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ICEPS 2018), Higher Education Forum. (*為通訊作

者) 
熊師瑤、余民寧*、黎佩欣、翁雅芸、林忠蔚（2018）。比上不足，比下有

餘，知足快樂？教育工作者的社會比較、正念與幸福感之關聯性研究。論

文發表於「2018 年『學習、測驗與評量』暨『輔導與諮商』學術研討會暨

全國大專校院輔導與諮商系所主管共識會議」，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

輔導學系。(*為通訊作者) 
Min-Ning Yu, Ya-Han Hsu, Po-Lin Chen* (2019). Can we activate the awe-
emo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picture-watching?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ew Zealand Psychological Society, The New Zealand 
Psychological Society. (*為通訊作者) 
Ya-Han Hsu, Min-Ning Yu*, Shih-Yao Hsiung (2019). Development and item 
response analysis of the Awe-Scale.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ew Zealand Psychological Society, The New Zealand Psychological 
Society. (*為通訊作者) 
Jin-Chang Hsieh, Min-Ning Yu* (2019). How methodological features 
moderate instructional effects: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ata 
from 1990 to 2017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ew 
Zealand Psychological Society, The New Zealand Psychological Society. (*為
通訊作者) 
Pei-Hsin Li, Ling-Hui Chu, Min-Ning Yu* (2019).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s a mediator between optimistic explanatory style and well-being. Paper 
presented at Junior Researcher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Conference,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Conference. (*為通訊作者) 
Po-Lin Chen, Min-Ning Yu* (2019).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av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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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s, capacity to savor, and flourishing life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ew Zealand Psychological Society, The New Zealand Psychological 
Society. (*為通訊作者) 
趙珮晴、莊俊儒、余民寧*（2019）。北部一所私立大學學生高中時期涯探
索指標與大學表現的相關分析。論文發表於「107 年度教學創新與學生學

習相關專題研究論文分享工作坊」，輔仁大學。(*為通訊作者) 
熊師瑤、余民寧*（2022）。軍校生退學模式建構與驗證。論文發表於「2022
年台灣心理學年會」，台灣心理學學會。(*為通訊作者) 

李

文

傑 

Konan Chan, Wei-Yu Kuo, Wen-Chieh Lee*, Shinn-Shyr Wang (2018). A 
Sugar-Coated Poison Pill?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ly-linked Venture 
Capitalists.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Annual Conference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aiwan Finance Association, Department of Fina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為通訊作者) 
Jenn-Hong Tang*, Lemin Bei, Wen-Chieh Lee (2018). Ramsey Income 
Tax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with Perfect and Endogenous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Asian Econometric Society. (*為通訊作者) 
Wen-Chieh Lee*, Chang-Tai Hsieh, Burak Uras, Ping Wang (2018). Technique 
Up or Cost Down? Competition by Two IC Foundry Gia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8th Annual SAET Conference, SAET. (*為通訊作者) 
Wen-Chieh Lee*, Shinn-Shyr Wang, Chin-Hsien Yu, Ping Qing (2019). 
Competing for Long-run Energy Sustainability: Let Go of the Small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or Grasp the Large Private Enterpri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Six Leading East Asian Universities, 
Fudan University. (*為通訊作者) 
Chi-Hai Yang*, Wen-Chieh Lee (2019). Establishing Science Parks 
Everywhere? Misallocation in R&D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Science Park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2019 APIC, School of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為通訊作者) 
Wei-jen Wen*, Wen-Chieh Lee (2021). Input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Downstream Monopo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EA2021 meeting, Soochow 
University. (*為通訊作者) 
Wei-Cheng Chen, Wen-Chieh Lee*, Wen-Cheng Lin (2021). Preferential 
Accounting Standard and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s Electronics 
Industry. Paper presented at TEA2021 meeting, Soochow University. (*為通訊

作者) 

李

浩

仲 

Hao-Chung Li*, Pei-Chen Weng (2018). The Effects of Global Competition 
from China on Taiwanese Labor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93rd Annual Conference, WEAI. (*為通訊作者) 
Hao-Chung Li*, Wen-Chieh Lee, Guan-Wen Huang (2019). Worker 
Compensation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Electronic Industry. Paper presented at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94th Annual Conferenc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為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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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Chun Cheng, Hsing-Wen Han, Hao-Chung Li, Wen-Chieh Lee, Tzu-Ting 
Yang (2020). The Effect of Compensation on Employee Turnover: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Administrative Data. Paper presented at 2020 Annual Conference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aiwan Finance Association, Taiwan Finance 
Association. 
陳佳蓉、李浩仲（2020）。社會變遷與家庭特性對子女教育支出決策影響之
分析。論文發表於「台灣經濟學會 2020 年年會」，台灣經濟學會。 
李浩仲*、李文傑、楊志海、陳為政、鄭依涵（2020）。學術研發外溢效果
與廠商表現。論文發表於「2020 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研討會」，中研院經濟

所。(*為通訊作者) 
Hao-Chung Li (2022). When Does Import Competition Matter for Workers: 
Through the Lens of Task Content of Trade. Paper presented at WEAI 97th 
Annual Conference, Western Economic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李浩仲*、李文傑、施佳綸（2022）。從網絡關係看半導體產業之合作專利。

論文發表於「中國經濟社會 II」，中研院人社中心。(*為通訊作者) 

杜

文

苓 

Wen-Ling Tu (2017). Air Justice: Community Inquiries and Actions for Clean 
Air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ustrian-Taiwanese conference: “Equality: 
Austria in Context”, Vienna University. 
Wen-Ling Tu*, Chia-Liang Shih (2017). Science in Pollution Politics: 
Schoolchildren as ‘Guinea Pigs’? Paper presented at 4s Conference 2017, 4S. 
(*為通訊作者) 
Wen-Ling Tu (2017). Social Dialogu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Civil Forums 
on Nuclear Waste in Taiwan. 
杜文苓*、謝蓓宜（2017）。呼喚重返社會的核廢政策：檢視核廢政策的公
共審議。論文發表於「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台灣 STS 學會。

(*為通訊作者) 
杜文苓*、施佳良（2017）。空污的科學政治：雲林許厝分校的遷校爭議。

論文發表於「第九屆發展研究年會暨未來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

2050」，發展學會。(*為通訊作者) 

周

德

宇 

Joseph-Teyu Chou *, Iping Yang (2018). SUSTAINING GREEN LEADERSHIP 
- THE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E REAL E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2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thics, Business and Society, IESE Business 
School, Univ. of Navarra. (*為通訊作者) 
Joseph-Teyu Chou *, Chien-Hao Fu (2020). Which Families Benefited from the 
Recent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in Taiwan - Evidence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Data. Paper presented at 2020 Joint International Virtual 
Conference of ACFEA and ACES, Asian Consumer and Family Economics 
Association (ACFEA). (*為通訊作者) 
林燕廷*、周德宇（2020）。驅動區塊鏈生態系形成之要素—實施於台灣租
稅徵納的評估。論文發表於「2020 智慧金融與企業管理學術研討會」，中

信金融管理學院。(*為通訊作者) 

官

大

偉 

Da-Wei Kuan (2017). Tangling with Community, Sovereignty and Bureaucracy: 
A Review of the Indigenous Traditional Territory Survey in Taiwan Since 2002. 
Paper presented at AIATSIS National Indigenous Conference 2017, AIATSIS. 
官大偉（2017）。主權、治理與多元族群的互動。論文發表於「更新主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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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實踐當代的主體研討會」，台灣教授協會。 
官大偉（2017）。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如何落實？從劃設辦法的爭議談起。

論文發表於「台灣原住民族政策之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原住民族委

員會。 
官大偉（2017）。夏威夷的獨立運動。論文發表於「各國的獨立運動研討

會」，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官大偉（2017）。從劃設辦法的各方見解談傳統領域權的落實之道。論文發

表於「第十屆台日論壇」，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林

子

欽 

Tzu-Chin Lin *, Fang Hsin Huang, Siao En Lin (2017). Reconfiguration of 
Land Parcels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aipei. Paper presented at European 
Network for Housing Research. (*為通訊作者) 
Tzu-Chin Lin *, Fang Hsin Huang, Siao En Lin (2017). Reconfiguration of 
Land Parcels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aipe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Real Estate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The Asian Real Estate Society. (*為通

訊作者) 
林子欽（2017）。台灣農地市場與農地政策。論文發表於「2017 海峽兩岸

土地學術研討會」，中國土地學會。 
Tzu-Chin Lin *, Wen-Chieh Wu (2018). Tax Assessment of Unauthorized 
(Illegal) Building Works in Taipei City,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European 
Real Estate Society. (*為通訊作者) 

翁

燕

菁 

Vivianne Yen-ching Weng (2017). Civil Code Amendment or Special Act ? On 
the Recent Debate on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at Equality: Austria and Taiwan - 2017 Bi-lateral Austrian-Taiwanese 
Joint Seminar, Universität Wien. 
翁燕菁（2017）。接受普世價值、建立相對立場—台灣施行國際人權公約的
變與不變。論文發表於「『國際法與國內法交錯』」工作坊（四），政大法學

院公法中心。 
翁燕菁（2017）。歐洲人權法與當代奴役制。論文發表於「歐洲與國際人權

研討會」，中研院歐美所。 
Vivianne Yen-ching Weng (2018). Between Human Trafficking and Illegal 
Migrants: In Search of an Effective Legal Protection for Fishermen Recruited 
Overseas Aboard Taiwanese Fishing Fleets. Paper presented at ICON-S 2018: 
Identity, Security, Democracy: Challenges for Public Law,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ublic Law, Hong Kong University. 
Vivianne Yen-ching Weng (2018). In Search of an Effective Legal Protection 
for Fishermen Recruited Overseas Aboard Taiwanese Fishing Fleets: 
Criminalization and Beyond.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RCSL-SDJ Annual 
Meeting - Law and Citizenship Beyond the States, RCSL-SDJ, ISCTE-IUL. 
翁燕菁（2018）。外聘僱漁工的司法近用權：國際人權法判決先例的啟示。

論文發表於「全球化下台灣外籍漁工與家庭監護工的人權保障—多方對話

的開啟」，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翁燕菁（2018）。合法與非法之間的人權：重訪境外聘僱漁工處境。論文發

表於「跨境移工移民的社會保障漏洞與權益保護課題—普世人權價值的實

現與法律扶助」，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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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ne Yen-ching Weng（2019）。Step Parent Adoption, Joint Adoption and 
Gestational Surrogacy: Dilemma for Same-Sex Male Spouses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Act of JYI No. 748. Paper presented at Beyond 748: Same Sex 
Marriage and Family, Institutum Iurisprudentiae, Academia Sinica. 
翁燕菁（2019）。國際人權法的軟法形成：專業、審議與權威之爭。論文發

表於「2019 年第十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中研院法律所。 
翁燕菁（2020）。性別與暴力：美洲人權法院對中美洲「殺女」論述之回應
（發表因疫情延後）。論文發表於「性別與國際法」，台灣國際法學會。 
Vivianne Yen-ching Weng (2021). NHRI as Soft Law Maker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 Revisiting the NHRI Desig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ICON·S Mundo, ICON·S. 
翁燕菁（2021）。拉丁美洲跨國人權對話體系之建構：以墨西哥為考察中
心。論文發表於「國際人權條約積極義務之實踐研討會」，社團法人台灣國

際法學會。 
翁燕菁*、陳盈雪（2021）。法國企業預警義務法：企業與人權保障義務之
試驗。論文發表於「企業人權沙龍座談會（第二場）」，社團法人台灣國際

法學會。(*為通訊作者) 
翁燕菁（2021）。從國際人權法談占領運動。論文發表於「民間司改會 2021
【占領運動與言論自由研討會】」，民間司改會。 
Vivianne Yen-ching Weng (2022). Subsidiarity in Question: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a Globally Connected Judicial Community. Paper 
presented at ICON-S Annual Conference 2022, ICON-S & Wroclaw University. 

張

峯

彬 

張峯彬（2017）。教育經歷、時期與早期職涯發展之世代比較：以 1984 和
1988 年出生世代為例。論文發表於「台灣社會學年會」，台灣社會學會。 
張峯彬（2018）。非自願離職與職涯流動之動態分析。論文發表於「社會階
層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十次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社會

所。 
張峯彬（2018）。婚姻狀況與胖瘦的性別差異。論文發表於「『當代家庭之

議題與樣貌』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張峯彬（2019）。早戀行為與結婚時機。論文發表於「2019 台灣社會學年

會」，台灣社會學會。 
張峯彬（2020）。主觀社會地位、貧窮歸因與台灣民眾的福利政策支持態
度：以 2009 年和 2019 年為例。論文發表於「社會不平等：台灣社會變

遷基本調查第三十五次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Feng-bin Chang (2021).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Job Mobility among Young 
Adult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2021 Annual Conference and Symposium 
on Life Course and Popul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Taiw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Taiwan.  
張峯彬（2021）。初次為人父母與主觀福祉。論文發表於「『家庭生命歷程

的現況與變遷』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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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奕

琦 

Yih-chyi Chuang*, Yen-ling Chen (2017). Do Elite High Schools Matter to 
Enter Elite Universities? The Case of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Five Leading East Asian Universitie, Keio 
Unioversity.(*為通訊作者) 
Yih-chyi Chuang (2017).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Facts, Puzzles, Theories, and Policies. Paper presented at Equality: Austria and 
Taiwan, Bi-lateral Austrian-Taiwanese Joint Seminar, University of Vienna. 
Yih-chyi Chuang (2017).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of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2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Seminar, 
Chinese Taipei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CTPECC) 
Yih-chyi Chuang (2018). Trust, Individual Earnings, and Wealth of N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Joint Economics Symposium of Five Leading East 
Asian Universities, Singapore Center for Applied and Policy Economic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Yih-chyi Chuang*, Chia-Yu Liang (2020). Overeducation and Skill Mismatch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為通訊作者) 

曾

正

男 

Jeng-nan Tzeng*, Yen-Ru Lai, Ming-Lai Lin, Yu-Han Lin, Yu-Cheng Shih 
(2020). Improve the LSTM and GRU model for small training data by wavelet 
transform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2020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 (IJCNN), IEEE. (EI) (*為通訊作者) 
林雨鴛、曾正男* (2020). Solving high-dimensional nonlinear equations with 
infinite solutions by the SVM visualization method. Paper presented at LNNS, 
Springer. (EI) (*為通訊作者) 

甯

方

璽 

Yi-Shan Li*, Fang-Shii Ning, Kuo-Hsin Tseng, Yih Jack Cheng, Jing-Mei Wu, 
Kun-Lin Chen (2018). Application of SLR Tracking Data: LEO Orbit Validation 
and Geocenter Motion Deriv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AGU Fall Meeting,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為通訊作者) 
Yu-Chun Chen*, Fang-Shii Ning (2018).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USING SMART PHONE COMBINED INDOOR MAGNETIC MAP AND 
PEDESTRIAN DEAD RECKONING FOR INDOOR POSITIO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9th ACRS 2018 PROCEEDING, Malaysian Remote Sensing 
Agency. (*為通訊作者) 
Hung-Chia Chang*, Yu-Chun Chen, Yu-Chan Lee, Fang-Shii Ning (2018). THE 
STUDY OF GROSS ERROR DETE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mote Sensing 2018, Korean Society of Remote Sensing. (*為
通訊作者) 
Yih Jack Cheng*, Fang-Shii Ning, Yi-shan Li (2018). THE STUDY OF THE 
ESTIMATION OF GEOCENTER MOTION USING SLR AND GP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mote Sensing 2018, Korean Society 
of Remote Sensing. (*為通訊作者) 
甯方璽（2018）。Using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 to Detect 
Distortion of Taiwan Area (應用連續運行站進行台灣地區地殼變形之偵測)。
論文發表於「第 27 屆國防科技學術研討會」，國防大學。 
Yu-Chan Lee*, Fang-Shii Ning, Hao-Che Ho (2019). Feature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of River Change Detection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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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d at The 40th Asian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ACRS 2019) 
Proceedings, Korean Society of Remote Sensing. (*為通訊作者) 
Yu-Chun Chen*, Fang-Shii Ning (2019). THE STUDY OF USING PARTICLE 
FILTER METHOD COMBINED INDOOR MAGNETIC MAP AND 
PEDESTRIAN DEAD RECKONING FOR INDOOR POSITIONING. Paper 
presented at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Geoscience Union Meeting 2019 ( JpGU 
2019), Japan Geoscience Union. (*為通訊作者) 

詹

進

發 

Jihn-Fa Jan (2017). Citizen Science and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G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ihn-Fa Jan (2017). Telling Story with ESRI Story Maps. Paper presented at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2017 Annual Meeting, Academia Sinica. 

廖

育

嶒 

Yu-Ceng Liao (2018). Critical Citizens,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and Support 
in Asian Democracies.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Taiwan Conference - Taiwan and 
the World in Transi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Yu-Ceng Liao (2019). Electoral Reform and Changes of Legislative Behaviors: 
Case Study of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2019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Mi-son Kim, Yu-Ceng Liao (2019). Parliamentary Party Behavior in Mixed-
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Paper presented at 2019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為通訊作者) 
Yu-Ceng Liao (2019). The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Recruitment of Party-list 
Candidate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2019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PSA. 
Yu-Ceng Liao (2021). Electoral Reform and Legislators’ Roll-call Behavior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63rd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 
Yu-Ceng Liao (2021). Political Dynasties, Electoral Systems, and Electoral 
Advantages. Paper presented at 2021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蔡

炎

龍 

Tse-yu Lin*, Yen-lung Tsai (2017). Feature Portfolio Construction with Deep 
Learning. Paper presented at 2017 TWSIAM Annual Meet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為通訊作者) 
I-Sheng Fang*, Hsien-Hao Chen, Ping Huang, Tse-Yu Lin, Yen-lung Tsai 
(2017). Font Design with Progressive Invariant GAN. Paper presented at MOST 
Workshop o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and GAN Project Competition, 
MOST. (*為通訊作者) 
Tse-yu Lin*, Yen-lung Tsai (2017). Invariant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on Chinese Characters.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A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為
通訊作者) 
Yen-lung Tsai, Yu-Neng Chuang, Zi-Yu Huang (2017). Variational Grid Setting 
Netw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Language Processing, Chinese and Oriental Language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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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Society. (IEEE) 
蔡炎龍（2017）。深度學習實作上的各種卡關。論文發表於「台灣人工智慧

年會」，台灣資料科學協會/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Tse-yu Lin, Yen-lung Tsai (2018). An Application of HodgeRank to the Online 
Peer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for Recommender Systems in conjunction with 18th SIA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 SIAM. 
Tse-Yu Lin, Yen-Lung Tsai (2019). Graph Laplacian Problems on Graph 
Neural Networks. Paper presented at SIA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 Workshop on Deep Learning for Graphs, SIAM. 
Hsuan-Cheng Sun*, Tse-Yu Lin, Yen-Lung Tsai (2021). LSTM-Based 
Approaches for the Performance Prediction in MLB.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omain-Driven Data Mining (DDDM, Joint with 
SDM 2021), SIAM.(*為通訊作者) 

鄭

宗

記 

Tsung-Chi Cheng (2017). Robust diagnostics for the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韓

幸

紋 

Hsing-Wen Han, Ching-Yang Liang (2018). 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Statuses and Profession Characteristics on Women's Fertility Decisions. Paper 
presented at WEAI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eliminary Program, 
Newcastle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韓幸紋、陳耀堂（2018）。居家服務人力影響因素之探討。論文發表於「2018
當前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銘傳大學。 
韓幸紋、鄭伃君、楊子霆（2018）。推估擴大書審制度對租稅逃漏之影響。

論文發表於「中華財政學會 2018 年學術研討會」，中華財政學會。 
韓幸紋（2018）。開徵雇主補充保費對於企業聘僱員工及薪資發放行為之
影響。論文發表於「中華財政學會 2018 年學術研討會」，中華財政學會。 

羅

光

達 

Kuang-Ta Lo*, Ta-Sheng Chou, Stephanie Tsui (2018). The Asymmetric 
Behavior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under Business Cycle. Paper presented at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Asian Consumer and Family Economics 
Association, Asian Consumer and Family Economics Association.(*為通訊作

者) 
Kuang-Ta Lo*, Jiun-Nan Pan (2018). The Determinants of Push-or-Pull into 
Self Employment: The Role of Gender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Asian Consumer and Family Economics Association, 
Asian Consumer and Family Economics Association. (*為通訊作者) 
Kuang-Ta Lo*, Stephanie Tsui, Pei-Yuan Chao (2019). A Study of Cigarettes 
Consumption in Taiwan: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Western Economic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Western Economic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為通訊作者) 
Hsing-Wen Han*, Kuang-Ta Lo, Tzu-Ting Yang, Yung-Yu Tsai (2019). Do 
People have Children when they become Rich? Evidence from Lottery Winner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為通訊作者) 
羅光達*、楊子霆、韓幸紋、黃瑄華（2019）。Does Being Wealthy Mak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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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e: Evidence from Lottery Winners in Taiwan。論文發表於「總體經濟計

量模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為通訊作者) 
Xiaojian Tang*, Stephanie Tsui, Kuang-Ta Lo (2019).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for China Economic Studies, 
Association for China Economic Studies(ACES). (*為通訊作者) 
Kuang-Ta Lo*, Tzu-Ting Yang, Hsing-Wen Han, Hsuan-Hua Huang (2019). 
Windfall Gain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Lottery Winner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為通訊作者) 
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19）。台灣財富分配 2004-
2014：以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論文發表於「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為通訊作者) 
楊渝文*、羅光達、韓幸紋、楊子霆（2019）。營利事業所得稅有效稅率對
公司內部所得分配之影響。論文發表於「中華財政學會年會」，中華財政學

會。(*為通訊作者) 

關

秉

寅 

Ping-Yin Kuan*, Ssu-Chin Peng (2019). Effects of the Duration and 
Trajectories of Cram Schooling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Mental Health. Paper presented at Laboratory Program for 
Korean Studie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Republic of Korea. (*為通訊作

者) 
Ping-Yin Kuan*, Ssu-Chin Peng (2019). Using Propensity Scores and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 to Reduce Bias Related to Sample Attrition in Analyzing 
Longitudinal Data: Examples Based on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its 
Follow-Up Surveys. Paper presented at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on Survey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Center for Survey Research, 
Academia Sinica. (*為通訊作者) 
Ping-Yin Kuan (2021).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The Case of 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 in Taiwan. 
關秉寅（2021）。金融海嘯對台灣年輕世代生命歷程之影響：以 TEPS-B CP、
SH 樣本為例。論文發表於「2021 年台灣人口學會年會『生命歷程與人口

永續發展』」，人口學會、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Ping-Yin Kuan (2022). The Impact of Higher Expansion on Young Adults'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117th Annual Meeting: 
Bureaucracies of Displac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ing-Yin Kuan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ES and Junior High 
Students' Patterns of Cram Schooling in Taiwan: Compensatory Advantage and 
Beyond. Paper presented at ISA RC28 Fall 2022 Meeting: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nd Labor Market Inequa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 Committee 28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ing-Yin Kuan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ES and Junior High 
Students' Patterns of Cram Schooling in Taiwan: Compensatory Advantage and 
Beyond. Paper presented at 2022 Annual Meeting of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in 
East Asia, Korean Millennials: Coming of Age in the Era of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 



 

184 

姓

名 期刊論文 

Ping-Yin Kuan (2022). What they gain from college is more than money: the 
college expansion impact on young adults’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CIES 2022, the 6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關秉寅（2022）。實(食)物銀行全台供、需評估研究成果分享。論文發表於

「實(食)物銀行全國供需評估暨食物銀行交流研討會」，社團法人中華基督

教救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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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評鑑訪視委員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國立政治大學評鑑訪視委員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本人在擔任評鑑訪視委員期間必定恪守評鑑原則，以專業之角色與倫理的態

度，依據評鑑時程，不遲到早退、全程參與評鑑工作，並依既定作業機制進行各

項評鑑工作。 

本人認同評鑑之程序，並已充分瞭解評鑑委員根據實地訪評所做出之結果係

一「建議案」，且同時願依規定，在擔任評鑑委員期間，對評鑑結果負保密責任。

如有洩密或將應保密資料散失、公示、或交付他人等情事者，願對國立政治大學

負損害賠償，以及民、刑事上之法律責任。 

此外，本人同意國立政治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自我評鑑理念與精神，除遵守政

大有關本次評鑑相關注意事項之規範，絕不接受受評單位邀宴、餽贈與關說外，

並保證遵守以下利益迴避要件： 

一、過去三年內及評鑑期間未擔任受評單位有給職或無給職之專兼任教學、研究、

行政職務。 

二、配偶或直系三親等非受評單位之教職員生。 

三、未接受學校頒贈榮譽學位。 

四、過去三年內及評鑑期間與受評單位無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簽署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86 

附錄七：校級研究中心自我評鑑訪評報告 

國立政治大學 

112 年度校級研究中心自我評鑑訪評報告 

 

 

中心名稱：＿＿＿＿＿＿＿＿＿＿＿＿＿ 

 

 

 

訪評總分：_________ 

訪評結果：□通過   （≥ 80） 

     □待改進 （< 79） 

 

 

訪評日期：＿＿＿年＿＿＿月＿＿＿日 

訪評委員： 

1.         (召集人) 簽名：             

2.          簽名：             

3.          簽名：             

4.          簽名：             

5.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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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中心發展計畫 

【優點】 

一、 

二、 

三、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一、 

二、 

三、 

 

 

 

 

 

 

 

項目評分：  
序 委員姓名 評分結果 均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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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組織結構運作 

【優點】 

一、 

二、 

三、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一、 

二、 

三、 

 

 

 

 

 

 

 

項目評分：  
序 委員姓名 評分結果 均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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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成果績效 

【優點】 

一、 

二、 

三、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一、 

二、 

三、 

 

 

 

 

 

 

 

項目評分：  
序 委員姓名 評分結果 均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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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財務收支 

【優點】 

一、 

二、 

三、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一、 

二、 

三、 

 

 

 

 

 

 

 

項目評分：  
序 委員姓名 評分結果 均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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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其他項目 

【優點】 

一、 

二、 

三、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一、 

二、 

三、 

 

 

 

 

 

 

 

項目評分：  
序 委員姓名 評分結果 均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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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總結摘要 

【優點】 

一、 

二、 

三、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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