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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學會成立九十週年暨 

2022 年「全球政經脫鉤趨勢下的公共治理、國際關係與風險分散策略」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地點：國立東華大學 管理學院 

會議時間：10/28(五)~10/29(六) 

 A 場地 

D117 

B 場地 

C141 

C 場地

C135 

D 場地

C136 

E 場地

C123 

F 場地

C118 

G 場地 

C111 

H 場地 

D118 

I 場地 

C101 

 10 月 28 日 (五) 

10:10~10:40  會議報到 管院 2F  B 側 

10:40~12:00  開幕式(大合影)暨主題演講 管院 2F 第一講堂

12:00~13:20  午餐暨會員大會(大合影) 管院 2F 第一講堂

13:20~15:00 

第一場次 

A1 

強權競逐 

B1 

中國大陸

國際關係 

C1 

歐洲區域

研究 

D1 

公共治理

與地方政

治 

E1 

憲政體制

與民主治

理 

F1 

廉政治理

 H1 

經濟外交

(國際場) 

 

 

15:00~15:20  茶敘 管院 1F 咖啡館 

15:20~17:00 

第二場次 

A2 

印太區域

研究 

B2 

中國大陸

經濟與社

會 

C2 

國際關係

理論之回

顧與前瞻

(一) 

D2 

公共政策

E2 

民主與選

舉 

F2 

新冠疫情

與國際關

係 

G2 

政治思想

與政治哲

學 

H2 

亞太戰略

(國際場) 

 

 

18:00~20:30  晚宴暨胡佛院士及政治學報論文獎頒獎典禮 閤家歡餐廳 

 10 月 29 日 (六) 

09:00~10:00  會議報到 管院 1F  B 側 

10:00~11:40 

第三場次 

A3 

亞洲區域

研究 

B3 

中國大陸

政治 

C3 

國際關係

理論之回

顧與前瞻

(二) 

D3 

公共服務

E3 

選舉及政

治參與 

F3 

新冠疫情

與 治 理

(一) 

G3 

兩岸關係 

H3 

亞 太 區
域與歐盟

的大型自

由貿易協

定及區域

安全 
(國際場) 

I3 

民主衰退

與民粹主

義 

11:40~13:00 午餐 

13:00~14:40 

第四場次 

A4 

產業與科

技發展 

B4 

社群媒體

與 政 治

(一) 

C4 

國際經貿

與國際組

織 

D4 

公共人力

資源管理

E4 

政治社會

化與政治

態度 

F4 

新冠疫情

與 治 理

(二) 

G4 

國際安全

與戰爭 

 I4 

社群媒體

與 政 治

(二) 

14:40~15:00  閉幕式 管院 2F 第一講堂

  



2 2022 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10 月 28 日 (五) 議程 

10:10~10:40 會議報到 

10:40~12:00 

開幕式暨主題演講 
開幕致詞：中國政治學會 朱景鵬 理事長 
     國立東華大學 趙涵捷 校長 
     中央研究院  吳玉山 院士 

特邀主題演講：花蓮縣  徐榛蔚 縣長 
講題：邁向永續治理：花蓮的日常 

主題演講：德國政治學會理事長  Prof. Andrea Gawrich 
講題：Debates and Arguments in the Germany and EU on the War in Ukraine(線上) 

直播網址(Google Meet)：https://meet.google.com/wio-hqkp-gck 

12:00~13:20 午餐暨會員大會 

13:20~15:00 

第一場次 

A1 強權競逐 
主持人：曾雅真(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1. 近期美「中」對東協外交政策分析：合作倡議、國際建制與戰略對接 
發表人：鄧克禮(國防大學戰研所兼任助理教授) 
評論人：曾雅真(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2. 在商言商或戰狼外交：中國美中貿易決策制定之分析 
發表人：林雅鈴(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鄧巧琳(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 
評論人：鄧克禮(國防大學戰研所兼任助理教授) 

3. 崛起的中國式門羅主義？探討中國之區域保護主義 
發表人：吳奕勳(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陳靖婷(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評論人：王綺年(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B1 中國大陸國際關係 
主持人：張登及(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 中國外交與網絡分析：以戰略夥伴關係為例 

發表人：張廖年仲(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評論人：張登及(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 習近平時期「戰狼」式外交的緣起與實踐 
發表人：楊宇倫(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唐志偉(陸軍專科學校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3. 以中共對中越邊境衝突(1975-1991)檢視攻勢現實主義 
發表人：唐志偉(陸軍專科學校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評論人：張廖年仲(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4. Exploring Commonalities in China’s policies toward Pakistan and Thailand 
發表人：Ghulam Ali(中國四川輕化工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評論人：黃義杰(荷蘭萊頓大學政治學系助理教授) 

C1 歐洲區域研究 
主持人：羅至美(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 
1. Navigating German Framework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creening on the 

Ground of National Security: A Case Study on Takeover of Siltronic by 
GlobalWafers 
發表人：李貴英(東吳大學法律系特聘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 
評論人：羅至美(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 

2. 經濟安全因素對安全策略之影響-以希臘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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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劉易鑫(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評論人：羅至美(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  

3. Lobbying in the EU and the Fight Against Disin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發表人：朱景鵬(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歐盟莫內講座) 
    *馮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 
評論人：葉國俊(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 

4. 脫歐前後貿易損失與國家認同之關聯性：北愛爾蘭與蘇格蘭之比較 
發表人：蔡欣璉(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學生) 
評論人：李貴英(東吳大學法律系特聘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 

D1 公共治理與公私協力 
主持人：郝培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文官學院院長/國立臺北

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1. 全球政經脫鉤趨勢下的公共治理研究趨勢：複雜性理論觀點 

發表人：張世賢(中華民國公共行政學會理事長) 
評論人：郝培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文官學院院長/國立臺

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2. 「治理」作為一個被符碼化的符號：巴特符號學觀點 
發表人：黃鉦堤(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評論人：張世賢(中華民國公共行政學會理事長) 

E1 憲政體制與民主治理(自組場次)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院士) 
1. 總統的立法權力和民主運作：以半總統制國家為例 

發表人：蔡榮祥(國立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 
評論人：沈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 土耳其總統制的採行與競爭性威權主義的形成 
發表人：陳宏銘(中原大學通識中心教授) 
評論人：蘇子喬(中國文化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授) 

3. 公民教育中的憲政體制—評析當前高中關於憲政體制的教科書內容 
發表人：蘇子喬(中國文化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授) 
評論人：陳宏銘(中原大學通識中心教授) 

4. 誰是下任總統：政治菁英在半總統制下的職涯路徑 
發表人：沈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論人：蔡榮祥(國立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F1 廉政治理(自組場次) 
主持人：徐仁輝(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客座教授) 
1. 廉政平臺與企業誠信推廣與建立之可能性研究：以經濟部所屬廉政平臺經驗為例

發表人：*廖興中(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 
    葉一璋(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授) 
評論人：蘇毓昌(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2. 機關採購廉政平臺的跨域治理-以水利署所屬廉政平臺為例 
發表人：李有容(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 
    方凱弘(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吳怡融(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 
    *蘇毓昌(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徐仁輝(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客座教授) 

3. 水利廉政平臺之開放資料應用：以北水局阿姆坪防淤隧道為例 
發表人：吳怡融(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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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凱弘(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廖興中(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 
    *蘇毓昌(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魯炳炎(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4. 我國廉政平臺防貪功能之評估：跨領域利害關係人之觀點 
發表人：方凱弘(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評論人：廖興中(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 

5. ISO 37001 對廉政平臺的適用性：從 TOWS 的視角 
發表人：李有容(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 
評論人：方凱弘(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變動下的全球秩序中東亞與歐盟的角色：競爭與合作」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oles of East A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s: Competition versus Collaboration 

H1 Economic Diplomacy 
Online Meeting Link (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yhb-ujyg-eqj 
Moderator: Prof. Chuei-Ling Shi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 Can Semiconductors be a Tool for Taiwan’s Economic Diplomacy? Implications 

from Questionnaires in 2018-22 
Dr. Thi Thu Ha AN (Chung-Hu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Dr. Shin-Hui Chen (Chung-Hu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Prof. Kuo-Chun Ye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Mega FTAs versus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 and Taiwan 
Framework: What are Their Roles in East Asian Economic Security? 
Prof. Sang Chul Park at Tech University of Korea  

3. The European Pivot to the Indo-pacific 
Prof. Remy O. Davison at Monash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4. BRI versus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for East Asian Economic 
Security focused on South Korea and Thailand 
Prof. Pornchai Wissuttisak at Chiang Mai University, Thailand & Prof. Sang Chul 
Park at Tech University of Korea  

Discussants: 
Prof. Chuei-Ling Shi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of. Chih-Chieh Chou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5:00~15:20 茶敘 

15:20~17:00 

第二場次 

A2 印太區域研究 
主持人：王高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教授) 
1. 紐西蘭中國政策之轉變？由民粹轉向平衡？ 

發表人：林子立(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論人：方天賜(國立清華大學通識中心副教授) 

2. 「印太經濟架構」對印度經濟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發表人：張弘遠(致理科技大學國際貿易系副教授) 
    陳韻暄(宜蘭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助理教授) 
評論人：陳月卿(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助理教授) 

3. 加萬河谷衝突後的印度對中政策發展評析 
發表人：方天賜(國立清華大學通識中心副教授) 
評論人：王高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教授) 

4. 法國與歐盟印太戰略及其對臺灣的影響 
發表人：陳月卿(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林子立(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B2 中國大陸經濟與社會 
主持人：高長(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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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商業賄賂法制之研究 
發表人：劉紘瑋(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高長(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榮譽教授) 

2. 貨幣主權的政治經濟分析-以中國數字人民幣為例 
發表人：温振賢(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 
    張珈健(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助理教授) 
評論人：林雅淇(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3. 綠水青山如何造就金山銀山：以浙江省安吉縣鄉村養老地產開發意願為例 
發表人：陳庭逸(新光金控) 
    潘玥岑(浙江人民出版社) 
    *林雅淇(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葉國俊(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 
評論人：高長(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榮譽教授) 

4. 中國社會現代化符號 
發表人：胡義(美國中西部政治學會會員) 
評論人：黎德星(國立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C2 國際關係理論之回顧與前瞻(一) 
主持人：石忠山(國立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1. 量子化的國際關係研究(Quant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及其批判：Alexander 

Wendt 的量子生命社會學與國際關係後設理論研究的發展 
發表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系教授) 
評論人：石忠山(國立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2. 美國國際體系層次的演變：不列顛傳統下的離岸平衡與經貿制衡 
發表人：湯名暉(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黃引珊(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評論人：賴昀辰(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兼歐盟中心執行長) 

3. 國際關係理論對後冷戰時期經濟制裁之探討：1989-2021 
發表人：施侑杰(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湯名暉(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D2 公共政策 
主持人：詹中原(國立政治大學兼任教授/台灣公共行政與事務系所聯合會 TASPPA 榮

譽會長) 
1. 政策制訂者的「耳邊」：再生能源的知識社群政策學習過程 

發表人：*許雲翔(國立中央大學法律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 
    宋威穎(國立中央大學法律與政府研究所學生) 
評論人：朱鎮明(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 環境議題如何進入政策議程？以《溫室氣體減量及管理法》的制定過程為例 
發表人：陳亮宇(荷蘭阿姆斯特丹大學博士) 
    徐俊明(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評論人：詹中原(國立政治大學兼任教授/台灣公共行政與事務系所聯合會 TASPPA

榮譽會長) 

3. 地方議會分配政治網絡分析-以南投縣第 17 與 18 屆議員提案為例 
發表人：簡子文(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博士生) 
評論人：詹中原(國立政治大學兼任教授/台灣公共行政與事務系所聯合會 TASPPA

榮譽會長) 
E2 民主與選舉 

主持人：黃旻華(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The Dynamics of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2020 Kaohsiung and 2021 Busan 

Mayoral By-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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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張晉赫(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理教授) 
評論人：黃旻華(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 The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Recruitment of Party-list Candidates in Taiwan 
發表人：廖育嶒(國立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評論人：張晉赫(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理教授) 

3. 香港占中運動和反送中運動對於民主支持的影響 
發表人：魏嘉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廖育嶒(國立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4. Regional Voting Cohesion 
發表人：Thijs Stegeman(國立東華大學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生) 
評論人：王綺年(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F2 新冠疫情與國際關係 
主持人：李瓊莉(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1. 危機之後：論 COVID-19 疫情對歐盟公衛制度整合之影響 

發表人：李嘉瑜(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林偉修(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2. 當代自由主義視角下亞太經濟合作的安全通道發展 
發表人：程明彥(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

理研究員) 
評論人：李瓊莉(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3.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結構：更兩極化還是非兩極化？ 
發表人：林偉修(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辛翠玲(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G2 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 
主持人：曾國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1. The Significance of Oakeshott＇s 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發表人：崔麐(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

研究員) 
評論人：曾國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2. Why is Public Reason not stable? A Rawlsian Reflection through “Same-Sex 
Marriage “debates in Taiwan (不穩定的公共理性？從台灣同婚辯論出發的羅爾

斯式內在批評) 
發表人：陳冠廷(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研究助理/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評論人：崔麐(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

研究員) 
H2 Asia Pacific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line Meeting Link (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yhb-ujyg-eqj 
Moderator: Prof. Hsin-Chih Ch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The Shifting Role of the EU’s Economic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The Cas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U’s Global Gateway 
Prof. Chin-Peng Chu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Prof. Zsuzsa Anna Ferenc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2. The Roles of Russia in East Asian Security 
Prof. Sung Lac Wi (Former Korean Ambassador in Russia) 

3.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QUAD, AUKUS/ and as EU-CSCE lesson, CSCA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Asia), Okinawa, Taiwan, J-Ch-SK, 
ASEAN as a Hub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Prof. Kumiko Haba at Kanagawa University in Japan 

4. The Problems of Trade Cooperation with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f. Alexander Grasse/ Prof. Dieter Eissel at Giessen University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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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ants: 
Prof. Hsin-Chih Ch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of. Jia-Ching Che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EU Centre in Taiwan (EUTW))

18:00~20:30 
晚宴暨胡佛院士及政治學報論文獎頒獎典禮 

地  點：閤家歡餐廳 
頒獎典禮：胡佛院士及政治學報論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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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40 

第三場次 

A3 亞洲區域研究 
主持人：沈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對社會運動的影響-泰國 1992 年「黑色五月」與 2020-2021 

年反政府運動之比較 
發表人：呂翊嘉(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蔡侑霖(國立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2. 哈薩克，土庫曼的權力轉移共生範式分析 
發表人：趙竹成(國立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 
評論人：蘇子喬(中國文化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授) 

3. 從中國競合觀點探討區域經濟整合國家經濟能力之研究－以 RCEP 為例 
發表人：*方自億(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王廷之(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研究生) 
    劉彥鋒(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研究生) 
評論人：李明軒(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4. 你的保險不是我的保險? 以韓國檢察改革看保險理論的修正與應用 
發表人：陳冠傑(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評論人：蘇子喬(中國文化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授) 

B3 中國大陸政治 
主持人：王信賢(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1. 中國高層政治接班之今昔：遠望二十大 

發表人：賴文儀(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評論人：寇健文(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2. 以組織路線確保政治路線的實現：中共調整治港戰略後的涉港人事佈局(2017-
2022) 
發表人：*寇健文(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賴聖雅(國立政治大學學生) 
評論人：賴文儀(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 束縛幹部之手：一個中國紀檢與司法體系配套論的制度分析 
發表人：蔡儀儂(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評論人：王信賢(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4. 「社會主義精神」在中國刑事判決的意涵初探 
發表人：陳姿縈(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論人：蔡儀儂(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C3 國際關係理論之回顧與前瞻(二) 
主持人：唐欣偉(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Moral realism (M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an 

Xuetong and Reinhold Niebuhr conceptions of MR 
發表人：Benjamin Ho(南洋理工大學助理教授) 
評論人：譚偉恩(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2. 從「聯盟理論」檢視近年美國印太安全體系組成與運作：兼論「印太小北約」發

展前景與影響因素 
發表人：黃錦鐘(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評論人：唐欣偉(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3. 再探無政府狀態的「文化」：一個借鑑人工智慧「深度學習」的嘗試 
發表人：*譚偉恩(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洪禎徽(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博士) 
評論人：唐欣偉(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D3 公共服務與地方治理 
主持人：高永光(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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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文官的公共服務動機培訓不宜「一視同仁」，而應「差別待遇」 
發表人：王千文(淡江大學公共行政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羅晉(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 

2. 台灣外交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工作滿意度之關係-兼論公共服務動機之調節效應 
發表人：*張庭瑜(國立政治大學行政管理碩士學程碩士) 
    詹慶恩(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敦源(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評論人：高永光(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3. 地方公共治理：臺北市社子島開發案決策分析 --機器學習觀點 
發表人：陳夢琨(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博士) 
評論人：王千文(淡江大學公共行政系助理教授) 

E3 選舉及政治參與 
主持人：吳重禮(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1. 公民投不投?政黨動員與選民特徵的初探--以 2018、2021 兩次公投為例 

發表人：*陳奕如(國立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博士生) 
    林文正(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論人：吳文欽(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2. 貪腐感知、政治效能感與公民參與：一項定群追蹤資料的分析 
發表人：郭銘峰(國立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徐子傑(國立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吳重禮(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3. 「韓」流效應：2018 年國民黨雙北市議員選舉「政治背書競選策略」研究 
發表人：林震奇(國立臺北大學碩士生) 
評論人：林文正(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F3 新冠疫情與治理(一) 
主持人：盧業中(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長)
1. 論疫情時期國家機關之保護義務與介入措施-以 COVID-19 疫苗強制接種為中心

發表人：彭睿仁(資策會科技法律研究所資深法律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

助理教授) 
評論人：盧業中(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

長) 

2. 都是全球化惹的禍？新加坡與巴林 COVID-19 防疫成效之比較研究 
發表人：王萱甯(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學生) 
評論人：李宇軒(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助理教授) 

3. 政治、疫情、與文化經濟：檢視中國、台灣文藝工作的發展 
發表人：李宇軒(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彭睿仁(資策會科技法律研究所資深法律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

助理教授) 
G3 兩岸關係 

主持人：蔡東杰(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 
1. 從文字探勘看 2013 年-2022 年習近平在「兩岸」關係發言的變化 

發表人：蔡芳旻(中國文化大學政治所博士生) 
評論人：許弘諺(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2. 從「防衛動員署」成立，論海峽兩岸關係之發展 
發表人：周德富(國立暨南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評論人：蔡東杰(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 

3. 兩岸領導人的「中國」言說作為一種浮動能指：霸權與反霸權 
發表人：許弘諺(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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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人：蔡東杰(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 

4. 海峽兩岸對俄烏戰爭的官方安全論述-哥本哈根安全研究學派的觀點 
發表人：鄭宇呈(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研究生) 
評論人：張登及(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H3 Mega FTAs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the E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line Meeting Link (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yhb-ujyg-eqj 
Moderator: Prof. Hong-Yi Lie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 Paradigm shift of EU’s preference of trade relations: from the case of EU-Korea 

FTA 
Prof. Yun-Chen Lai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2. EU’s Geo-Economic Strategy in Asia 
Prof. Cho-Hsin S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 Digital Financial Innovation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aiwan and Lithuania 
Prof. Pei-Fen Che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4. From Asia-Pacific to Indo-Pacific: China as pushing (thrust) or pulling force 
(obstacle) 
Prof. Yung-Yung Chang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Discussants: 
Prof. Hong-Yi Lie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of. Yea-Jen Tse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3 民主衰退與民粹主義 
主持人：廖達琪(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1. 數位威權主義的擴散：中國數位監控科技輸出對接受國民主自由之影響（2014-

2019） 
發表人：李昱孝(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碩士) 
評論人：李明(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2. 相生還是相剋？民粹主義在新冠疫情下的發展 
發表人：陳羿宏(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評論人：廖達琪(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3. 假新聞、民粹主義與極端伊斯蘭教義的崛起：印尼經濟衝擊下民主化的危機與轉

機 
發表人：鄧峻丞(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論人：廖達琪(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11:40~13:00 午餐 

13:00~14:40 

第四場次 

A4 產業與科技發展 
主持人：王鴻濬(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特聘教授) 
1. 螺旋模式、永續認證與棕櫚油產業—以馬來西亞 Sime Darby 為例 

發表人：張瑾薇(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評論人：鄭明德(臺北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2. 歐越自由貿易協定下越南紡織供應鏈產業升級與臺商發展途徑之影響研究 
發表人：阮清香(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評論人：鄭明德(臺北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3. 從路徑依賴觀點看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例中的稅優惠延長與擴大範圍 
發表人：鄭明德(臺北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評論人：王鴻濬(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特聘教授) 

B4 社群媒體與政治(一) 
主持人：張佑宗(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太陽花的政治遺產：政治參與對大學生政治效能感的縱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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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徐東宏(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評論人：鄧峻丞(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2. 中看不中用？論資料分析能力在政府網站治理中的角色定位 
發表人：*張巧函(國立政治大學博士生) 
    陳敦源(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評論人：張佑宗(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3. 公投議題的網路聲量是否能預測得票率？政治人物、媒體與 KOL 的臉書影響力

研究 
發表人：楊淨淳(輔仁大學研究生) 
評論人：張佑宗(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C4 國際經貿與國際組織 
主持人：李明軒(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1. 「規範性權力」的虛偽：歐盟對外實施經濟制裁之研究 

發表人：譚偉恩(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評論人：李明軒(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2. 誰推動跨國科技合作？新自由主義下的觀點 
發表人：周冠竹(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候選人) 
評論人：譚偉恩(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3. 歐盟決策分析－以「歐盟和挪威雪蟹爭議」為例 
發表人：林威全(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賴昀辰(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兼歐盟中心執行長) 

4. 新自由制度主義觀點下的歐日經濟關係之困境與突破：以歐日經濟合作協定之簽

署為例 
發表人：賴昀辰(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兼歐盟中心執行長) 
評論人：石丸雅邦(慈濟科技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D4 公共人力資源管理 
主持人：趙永茂(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1. 從《國防二法》施行 20 週年間反思與檢視國防部文官的地位危機 

發表人：黃清宗(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學士)  
評論人：陳夢琨(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博士) 

2. 有績效無管理?初探我國警察人員之非例行績效 
發表人：林威妤(國立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學生) 
評論人：趙永茂(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3. 初任公務人員訓練與試用合併之析探：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之觀點 
發表人：劉峻佑(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大學生) 
評論人：陳夢琨(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博士) 

4. 發展型國家下的官僚組織轉型：從國科會到科技部 
發表人：曾維宏(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趙永茂(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E4 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態度 
主持人：吳文欽(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 議題所有權(Issue Ownership)對候選人喜好度之影響 

發表人：鄭妍臻(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博士生) 
評論人：湯晏甄(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專案助理教授) 

2. 我什麼都不知道：探索面訪調查中選擇迴避問題的受訪者態樣 
發表人：邱俊廷(樹德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兼任講師) 
評論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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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換了位置，就換了腦袋嗎？」：美猪、美牛議題的實證分析 
發表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 
    蔡承翰(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陳宥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研究助理) 
評論人：吳文欽(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4. 在臺新住民的政治社會資訊來源及其影響：量化與質性的分析 
發表人：湯晏甄(國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專案助理教授) 
評論人：鄭期緯(國立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助理教授) 
F4 新冠疫情與治理(二) 

主持人：李明(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1. 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匯流：COVID-19 下中共治理合法性的再鞏固 

發表人：陳若蘭(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評論人：李明(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2. 病毒安全化：北京在香港的清零政策與全球健康安全秩序之意涵 
發表人：丘偉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評論人：陳若蘭(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3. 以鑄造「負責任大國」之品牌回顧中國防疫：以 2022 上海封城為例 
發表人：羅聖淳(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評論人：丘偉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G4 國際安全與戰爭 
主持人：張顯超(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所長) 
1. 實踐的安全-俄烏戰爭對我國家安全影響之數據與文本分析 

發表人：杜長青(國防大學國際與國防事務學院戰略研究所副教授) 
評論人：盧業中(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

長) 

2. 俄烏戰爭與強國政治：John Mearsheimer 的觀點及其批判 
發表人：王郁雯(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研究生) 
評論人：駱俊丞(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3. 以民族主義層面探討普丁合理化與發動俄烏戰爭的動機 
發表人：吳奇恆(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評論人：張顯超(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所長) 

4. 不理性決策真的是不理性嗎? —從多元啟發理論重新審視英國政府在加里波利

戰役的決策過程 
發表人：駱俊丞(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評論人：張顯超(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所長) 

I4 社群媒體與政治(二) 
主持人：寇健文(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1. 以資料科學探討中、美外交部推特帳號對俄烏戰爭之論述差異 

發表人：蕭玉英(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研究生) 
評論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系教授) 

2. 中國政府對境外勢力的框架塑造-以微信上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為例 
發表人：簡澤偉(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溫薏婷(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論人：寇健文(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3. 社群媒體對政治參與的性別差異之影響 
發表人：王亭勛(國立臺北大學碩士生) 
評論人：羅晉(國立東華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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