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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 
TASPAA 2023 年會 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甲子公共行政學發展的回顧與延伸－ 
持續催化臺灣公共治理的實務與研究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velopment - Keep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Move Forward in Taiwan 

2023 年 9 月 15 日（五）～16 日（六） 
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投稿論文」與「自組場次」公開徵求啟事 
Call for Papers & Panels 

壹、 主題說明 

自 1963-2023 這六十年，臺灣公共行政學門從萌芽落地、快速發展到展望未

來，致力於公共行政和政策管理相關理論的探索與建構，協助各時期公共治理實

務面臨的議題，並持續倡議民主與進步性的公共治理價值和方式，就跨國比較而

言，臺灣行政體系運作制度化和成熟性已毫不遜色。本次研討會聚焦五個重要主

題，包括：政府組織與文官制度、法治與民主行政、公私跨域與協力服務、公民

社會與政策參與、數位發展與智慧創新，期待學界回顧與展望公共行政領域這一

甲子的進程與貢獻。同時，這些重要主題的深化討論和具體行動，也是公共政策

和相關實務議題的共同焦點，期待本次研討會也能一同探尋與討論。 

臺灣民主化的持續進展和深化，公民社會發展與對民主法治的追求，為臺灣

公共治理帶來進步與省思，於此，持續探索民主政治與公共行政之間的衝突與調

和之解方，共同對公共事務持續投注關懷與參與，仍舊是不容忽視的公共治理議

題。然而，如何傳承與持續創新前述臺灣公共行政學研究與實務，其關鍵仍仰賴

活化並持續開展的公共治理教育，藉以培育下一代公共治理研究與實務人才，但

在高教環境日趨險峻的情況下，探究可行的應對策略亦為當務之急。 

有鑑於此，本屆（第 18 屆）2023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年會「一甲子公共行政學發展的回顧與延伸－持續催化臺灣公共治

理的實務與研究」為主題，聚焦以下五個主軸議題（K1~K5）與五個政策議題

（P1~P5），誠摯邀請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相關學者、實務界先進、與同學們參

與此次學術盛會，共同就此十項實為相互關連的議題發表論文或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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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序號 主軸議題與政策議題 

主軸議題 

(K1) 政府組織與文官制度 

(K2) 法治與民主行政 

(K3) 公私跨域與協力服務 

(K4) 公民社會與政策參與 

(K5) 數位發展與智慧創新 

政策議題 

(P1) 社會福利與公共衛生 

(P2) 環境能源與韌性永續 

(P3) 地方創生與社區發展 

(P4) 青年與跨世代公共參與 

(P5) 公共治理教育及人才培育 

本屆研討會除了連結所有發表於研討會中的投稿論文與自組場次，亦規劃將

這十項議題轉換為集結出版（如學術期刊、主題文集、電子書等管道）或討論倡

議（如 TASPAA 官網、社群網站等管道）的基礎，以擴展學術、實務、與利害

關係社群間的對話與鏈結，提升 TASPAA 在我國公共治理發展的貢獻與影響。 

貳、 會議資訊 

一、 舉辦時間：2023 年 9 月 15 日至 16 日（星期五、六） 
二、 舉辦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綜合院館）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三、 主辦單位：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參、 「投稿論文」與「自組場次」徵求說明 

本研討會誠摯徵求「投稿論文」與「自組場次」，並請投稿論文作者或自組

場次申請單位務必連結至主軸議題或政策議題，並由可能交集的議題中選取最主

要的一個（對應範圍與關鍵詞說明如下表），作為主辦單位安排場次的參考。 

五大主軸議題 
（K1~K5） 

對應範圍 & 關鍵詞 

（K1） 
政府組織與文官制度 

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現況與需求，政府的組織結構與

管理方式應持續做出調整，我國的文官體制近年來亦

已出現諸多改革的討論與推進，因此，如何讓政府組

織與文官體制能夠順應時代潮流、有效能地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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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主軸議題 
（K1~K5） 

對應範圍 & 關鍵詞 

題，成為當前重要的議題。本主題歡迎各界先進針對

政府組織、公共管理、組織理論與行為、文官制度、

人事行政、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等研究領域進行討論

與分享。 

關鍵詞：政府管理、績效管理、公共管理、組織行為、

文官制度、人事行政、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 

（K2） 
法治與民主行政 

行政機關在法治的推動與落實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相關議題值得學者深入探討，包含(1)傳統政策合法化

相關研究，聚焦國會議員的立法行為；(2)主流法學研

究，聚焦法院的判決分析。本主題歡迎各界先進針對

以下問題進行討論與分享。 

（1） 行政機關在法治的推動與落實上，實際情況如

何？ 
（2） 不同行政機關在法治的推動與落實上，近來有

什麼重要進展？有什麼比較值得學習的作

法？ 
（3） 行政機關研擬法律草案、訂定行政命令過程，

民主參與的情況如何？有什麼方法可以提升

法令訂定品質？ 

關鍵詞：法治、法令訂定、民主行政、民主參與、廉

政、透明 

（K3） 
公私跨域與協力服務 

面對越形複雜的科技社會問題，我們需要透過政府、

企業與民間團體等跨界協力解決。這種轉變的新趨勢

為公共行政學界帶來新的契機與挑戰，如何充分應用

公共行政的政策分析、協力治理、民主行政等專業，

實現跨域合作，為本主題關注主題。 

關鍵詞：跨域協作、永續發展、公私協力、風險治理、

公正轉型 

（K4） 
公民社會與政策參與 

有關公民社會的討論，西方很早就體察到公民意識、

公民資格的重要性。事實上，臺灣的公共行政在歷經

政體的民主化改革後，已經開始有朝向社群治理方向

的進展。政策參與亦逐漸能以公共對話的方式，形塑



4 

五大主軸議題 
（K1~K5） 

對應範圍 & 關鍵詞 

與社會大眾具共識的公共價值，同時共同關注具公民

參與的法律、政治、社群、專業倫理及公共利益形成

過程，提供公民及公共利益團體共同協商的機制，此

即為民主行政理想下的政策參與。代表國家執行公務

的文官，更應該恪守行政倫理，為實踐社會正義，挺

身而出。 

關鍵詞：公民社會、公民意識、公民資格、公民參與、

公共價值、公共利益、公共對話、社會正義 

（K5） 
數位發展與智慧創新 

從數位基盤、數位創新、數位治理及數位涵容等面

向，探討政府數位發展重要趨勢與政策，以及促進整

體社會數位轉型與創新時所面臨的挑戰。議題包括韌

性智慧政府、資料治理、公私協力與創新數位服務模

式。 

關鍵詞：人工智慧、資料治理、數位治理、數位涵容、

多元創新、韌性治理、監理沙盒 

 

五大政策議題 
（P1~P5） 

對應範圍 & 關鍵詞 

（P1） 
社會福利與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與福利服務一向都是政府最重要的必要支

出項目，過去的重點在於資源配置、服務輸送、與績

效評估，然因為 COVID-19 肆虐以及少子化（老年化）

的關係，這兩項公共政策的管理更需面對危機處理與

年金改革等更為複雜的議題，因此，這兩項政策的設

計、執行與評估，攸關民主治理的成敗。 

關鍵詞：公共衛生、福利服務、服務輸送、績效評估、

政策投資 

（P2） 
環境能源與韌性永續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制定了《2030 年可持續發

展議程》以因應全球環境危機並為永續發展目標提供

了方向。面對全球環境危機，我國政府機關、企業部

門與民間團體需共同協力向《2030 年議程》目標邁

進，並致力於國內低碳轉型、環境污染及永續發展等

議題推動。本主題冀盼運用公共行政相關理論，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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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政策議題 
（P1~P5） 

對應範圍 & 關鍵詞 

政策所為、社會實踐，以應對瞬息萬變社會，協助政

府機關在永續治理過程中突破困境，實現跨域合作，

一起為當前與未來的環境及永續治理相關的公共行

政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並對當前政府永續治理提供建

言。 

關鍵詞：環境治理、永續發展、能源轉型、生態保育、

風險治理、災害防救、綠色經濟 

（P3） 
地方創生與社區發展 

臺灣自 2019 年宣示為地方創生元年以來，已邁入第

四年，政府將其定位為國家安全戰略層級，推出各項

政策，企業也陸續投入資源，越來越多人關注地方議

題。相較於過去社區總體營造比較侷限在區域性的想

法，地方創生則是涉及到國土發展的問題，需要回應

社會變遷，用臺灣整體的角度去解決實際問題，不僅

作法跨領域，關注的範圍也更大。本主題期盼各界能

夠透過討論，為臺灣尋找一條永續發展之路。 

關鍵詞：地方創生相關議題、如社區發展、長照、偏

鄉教育、農林漁牧發展、文化產業、空間活化、永續

旅遊 

（P4） 
青年與跨世代 
公共參與 

當今迫切且複雜的社會與環境問題，已從跨領域延伸

至跨世代，本主題歡迎各界先進共同探討青年與跨世

代公共參與的多元可能性及衍生之相關政策議題，期

望透過世代正義共同關懷永續發展、共創多元公共治

理與參與之創新，並透過賦權與賦能的實踐促進世代

交流，共同建構跨世代公共價值與公共服務之永續效

能。 

關鍵詞：青年與跨世代公共參與、多元公共參與賦權

和賦能、世代正義與永續發展、青銀共創、參與式治

理創新、跨世代公共價值與溝通、青年公民權、樂齡

社會參與及世代交流 

（P5） 
公共治理教育 
及人才培育 

在少子化、數位轉型、永續發展的大環境之中，培養

具有解決政策問題能力的人才十分關鍵。未來公共治

理的教育與人才培育成為臺灣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

創新發展的重中之重。本主題歡迎各界針對公共行政



6 

五大政策議題 
（P1~P5） 

對應範圍 & 關鍵詞 

教育現況與未來、公共治理人才培育方法或策略規

劃、公務人力職能提升、以及其他與公共行政教育訓

練相關研究等進行分享。 

關鍵詞：公共行政人力資源調查、公共行政課程設

計、公共行政教育方法、公務人力教育訓練、公務人

力資源管理、公務人力職能、公共行政職涯發展 

 

一、 「投稿論文」時程與注意事項（填具表格如附件 1） 

 投稿論文「短摘要」（500~800 字）與關鍵詞（如議題說明） 
截止日：2023 年 3 月 20 日 
短摘要（議題關連性）通過公告日：2023 年 3 月 31 日 

 投稿論文「長摘要」（6,000~8,000 字）與關鍵詞（如議題說明） 
截止日：2023 年 8 月 14 日 
長摘要通過公告日：2023 年 8 月 28 日（主辦單位將依據長摘要進

行全文審稿，並於通過後安排場次與時段） 
 投稿發表「全文」（補充修正自長摘要）或「簡報」（至少繳交一

項，將提供予主持/評論/與談人） 
上傳截止日：2023 年 9 月 8 日 

二、 「自組場次」時程與注意事項（填具表格如附件 2） 

 自組場次「提案書」與關鍵詞（如議題說明） 
截止日：2023 年 3 月 20 日 
提案書（議題關連性）通過公告日：2023 年 3 月 31 日 

 自組場次「簡報」或「論文長摘要」（6,000~8,000 字，視申請單

位規劃要求）與關鍵詞（如議題說明） 
截止日：2023 年 8 月 14 日 
簡報或長摘要通過公告日：2023 年 8 月 28 日（主辦與申請單位將

據此審查，並於通過後安排場次與時段） 
 自組場次「簡報」或「全文」（至少繳交一項，將提供予主持/評論

/與談人） 
截止日：2023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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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稿論文」與「自組場次」共同注意事項 

 投稿以及各階段之資訊填寫與電子文件上傳，採 Google 表單方式，

論文投稿與自組場次申請的連結為：https://forms.gle/3Ntvc62sQJ
NLLFEi7，請務必詳實填寫相關資訊並上傳文件電子檔，且確認是

否收到表單之系統回覆，收到回覆即是完成填寫資訊與上傳程序。 

 請一律以 Microsoft Word 文書軟體撰寫並交付，簡報以 Microsoft 
PowerPoint 格式製作。 

 論文格式請遵循採用由 TASPAA 通過認證的「公共事務領域期刊協

同格式」（公告如 TASPAA 官網：http://taspaa.org/news_info.asp
x?ID=164）。 

 本會視情形得拒絕受理申請或調整場次安排。若發現有違反學術倫

理等情事，相關責任由投稿論文作者或自組場次申請單位負擔。 

 各階段審核成果將於上述公告日前公布於 TASPAA 官網：http://ta
spaa.org/index.aspx，不另通知論文作者或自組場次申請者。 

肆、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論文投稿及經費補助說明 

A. 非 TASPAA 系所成員師生：所有相關費用煩請自費參與。 

B. TASPAA 系所成員師生 

（一）投稿論文場次：除提供場地設備器材及工讀生外，僅提供主持費及

評論費用（不提供發表費）。 

（二）交通費用補助標準與原則說明 
1、會員系所師生交通補助標準 

(1) 補助對象：主持人、評論人、與談人。 
(2) 補助範圍：任職學校至臺北的來回車資，限新竹（含）以南及東

部地區。 
2、會員系所師生交通補助原則 

(1) 主持人、評論人、與談人憑車票票根或交通費單據實報實銷，不

支付計程車車資或加油發票收據。 
(2) 須車資補助者將在會議現場發給回郵信封，煩請會後盡速寄回票

根（正面簽署大名），補助費用將待報帳程序完成後，匯入您的

帳戶。 
（三）自組場次部分：僅提供場地設備器材以及工讀生，其餘費用請自

理。 

https://forms.gle/3Ntvc62sQJNLLFEi7
https://forms.gle/3Ntvc62sQJNLLFEi7
http://taspaa.org/news_info.aspx?ID=164
http://taspaa.org/news_info.aspx?ID=164
http://taspaa.org/index.aspx
http://taspaa.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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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外投稿與會者：除本會特邀學者外，本會僅提供會議期間（2023
年 9 月 15 至 16 日）食宿，餘交通機票費用請自理。另考量疫情已

趨緩，故海外發表以實體辦理為主、線上會議辦理為輔方式進行。 

二、 聯絡資訊 

1、 聯絡人：陳郁函 執行秘書 
2、 聯絡電話：0975-747-042 
3、 傳真：（02）2939-1144 
4、 地址：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116011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二段 64 號綜合院館南棟 11 樓） 
5、 電子郵件：2023taspaa@gmail.com 
6、 TASPAA 官方網站：http://taspaa.org/index.aspx 

伍、 附件（如表格） 

  

http://taspaa.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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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PAA 2023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甲子公共行政學發展的回顧與延伸－ 
持續催化臺灣公共治理的實務與研究 

附件1：投稿論文摘要表與基本資料 

投稿論文 
主題 

 

最相關議題 
（主軸議題K1~K5或
政策議題 P1~P5） 

 

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以下請填寫第一作者或主要通信聯繫人之資料，謝謝！ 

聯絡電話 
(O)： 
(H)： 
行動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電子郵件信箱 
 

論文摘要與關鍵詞 

短摘要 
（包括主要研究問題、研

究方法及成果；500-800
字為原則） 

 

關鍵詞 
（如議題說明） 

 

請於 2023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之前，將本表電子檔上傳至 Google 表單（連結：

https://forms.gle/3Ntvc62sQJNLLFEi7），並確認收到系統回覆。逾期者恕不受理。如有相關事宜，請來

信或來電洽詢 0975-747-042 洽陳郁函執行秘書）。 

 
  

https://forms.gle/3Ntvc62sQJNLLFE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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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催化臺灣公共治理的實務與研究 

附件2：自組場次申請表與提案書 

單位／團體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主管／負責人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自組場次主題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擬連結相關議題 
（主軸議題 K1~K5
或政策議題 P1~P5） 

 

申請單位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O)： 
(H)： 
行動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電子郵件信箱 
 

請於 2023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之前，將本表電子檔上傳至 Google 表單（連結：

https://forms.gle/3Ntvc62sQJNLLFEi7），並確認收到系統回覆。逾期者恕不受理。如有相關事宜，請來

信或來電洽詢 0975-747-042 洽陳郁函執行秘書）。 

自組場次提案書大綱 
一、 緣起與目的 
二、 會議流程與規則之規劃（以 90 分鐘為限）  
三、 主持人、發表人與評論人之人選規劃 
四、 需大會協助之事項 
五、 收稿時程規劃 
六、 其他事項 
（請自行增減項目） 

https://forms.gle/3Ntvc62sQJNLLFEi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