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 7 學年度「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授	  	  課  	 	 大  	 	 綱 

一、課程名稱：  政治發展與民主化專題      

二、時    間：  14：00～15：40 

三、學	 	 分：  2 

四、授課教授：  張佑宗教授、童涵浦助理教授、郭銘傑助理教授   

五、課程基本構想： 

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是相伴生的概念。在比較政治中，政治發展既可以用來指

某種過程，也可以用來分析作為政治變遷的結果。1950年代最著名的政治發展理論

就是現代化理論，他們分析經濟發展如何導致民主發展（結構分析途徑）。然而，

70年代時政治發展理論被依賴理論與國家論取代。上個世紀 80年代初，比較政治

研究又開始探討民主化（或轉型）的問題（政治過程分析途徑），第三波民主化研

究成為比較政治研究中的顯學。 

從 1974年葡萄牙軍人推翻專制獨裁者後，世界各地便興起第三波民主化的浪

潮。這股浪潮從南歐開始，1980年代蔓延到中南美洲與東亞，1990年代到達東歐

與非洲各地。邁入 21世紀後，很顯然地全球民主化的發展趨勢逐漸停頓下來，民

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每年只有少數個案發生變動，沒有出現上個世紀末那種

大規模的民主政治發展趨勢。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 2018年的報告中，

全球 195個政治實體（polities）中，有 87個（45％）屬於自由民主國家 59個屬於

半自由民主國家（佔 30％），49個（25％）（其中以中國和俄羅斯最具代表性）。 

由於世界政治體制劇烈的變遷，從1980年代中期後，比較政治領域裡逐漸興

起民主化的研究風潮。90年代開始，專門研究民主化議題的期刊，例如Journal of 

Democracy與 Democratization相繼出現，美國大學也陸續成立各種民主化的研究中

心，比較著名的，例如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Stanford 

University)、Kellog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Irvine University)。 21 世紀後瑞典哥德堡大學（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主導，全球超過2500位學者專家共同參與的「民主的多樣性」（Variety 

of Democracies）計畫是另一個受到矚目的計畫，台灣民主化研究在上個世紀90年代

也開始蓬勃發展起來。由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出版發行的《臺灣民主季刊》（中

文期刊）與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英文期刊），專門提供給民主化研究學一

個發言的平台，前者以台灣民主發展經驗為主，後者從全球比較觀點出發，分析第

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民主前景與困境。2000 年胡佛院士、朱雲漢院士與張佑宗教授

等人在教育部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補助下，成立「東亞民主動態調查」（East Asian 

Barometer）。2003 年「東亞民主動態調查」與「南亞民主動態調查」（South Asian 

Barometer）結盟，共同組織涵蓋全球一半人口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ABS），定期針對亞洲各國公民的政治價值、政體表現評價、及政治參

與，進行同步之研究，目前涵蓋東亞與東南亞、澳洲與紐西蘭等16個國家或地區。 

依照 Gerardo L. Munck(2011)的分析，開啟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風氣，可

追溯至 Woodrow Wilson Center在 1979年所支助的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

計畫，該計畫是由 O’Donnell和 Schmitter 兩人負責，並網羅 Dahl, Linz, Przeworski, 

Cardoso, Hirschman等人一起參與。此時期的研究研究重點，圍繞在民主轉型議題，

包括威權體制的崩潰、民主化的推力、過程與民主轉型的類型等。在 90 年代中期

以後，研究主題漸漸朝向與民主鞏固或持續有關的議題，例如民主鞏固的概念、民

主鞏固過程會面臨那些困境與難題、民主正當性如何形成與發展等議題。進入 21

世紀後，民主與法治、民主與社會分配正義、民主治理品質等議題，開始受到學者

的重視。最近幾年，學界的焦點在討論第三波民主發展是否出現退潮？為何有些威

權主義國家具有韌性？ 

本課程基本涵蓋上述四個發展階段，期望同學能仔細 閱讀課程所推薦的外文

文獻，並積極參與課堂的討論，如此就能掌握當今政治發展與民主化的研究脈絡，

並具備基本的學術研究基礎。 

 



六、課程安排：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授課老師或演講者 

一 9/15 
課程介紹 

全球民主發展趨勢的分析 張佑宗 

 9/22 中秋連續假期，放假一天  

二 9/29 什麼是民主化？如何產生？如何研究？ 張佑宗 

三 10/06 
 

菁英互動與民主轉型 張佑宗 

四 10/13 結構因素與民主轉型 張佑宗 

五 10/20 憲政體制與民主鞏固	 張佑宗 

六 10/27 民族主義與民主	

 

童涵浦 

 

七 11/03 重分配，年金改革與民主 童涵浦 

八 11/10 社會抗爭與民主 童涵浦 

九 11/17 反全球化與民主 童涵浦 

 11/24 
107年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

議員選舉，放假一天 
 



十 12/01 法院與民主化 郭銘傑 

十一 12/08 
比較民主化經驗（一）﹕ 

歐美國家 
郭銘傑 

十二 12/15 
比較民主化經驗（二）﹕ 

亞洲國家 
郭銘傑 

十三 12/23 
12/22補班，改至 12/23上課 

比較民主化經驗（三）﹕ 

非洲、拉丁美洲與中東歐國家 

郭銘傑 

十四 12/29 民主品質與民主退化 張佑宗 

十五 1/05 
威權韌性： 

新威權主義的類型與社會基礎 
張佑宗 

十六 1/12 學習成果發表與討論	 張佑宗 

 

七、要求與評分標準： 

所有選課同學，需積極參與課堂討論。每週上課內容，包括講義或投影片，

會影印給同學參考，也請同學利用三位教師個人教學網站，上網下載各種補充資

料。本課程將要求每位同學撰寫一份期末報告（書評），報告主題必須在 Journal of 

Democracy 這本期刊中，選擇三篇以上具有交叉辯論（不同理論觀點）的文章作

為基礎，分析比較他們的差異並加以評論。寫作格式需依據本系出版的「政治科

學論叢」的範例，字數大約 6000字左右。 

開學第二週起，開始繳交期末報告題目與大綱、評論的文章，並附上 1-2頁的

文字說明。張佑宗老師將逐一審閱，通過初審者才能繼續撰寫期末報告。假如寫

作遭遇問題，11 月底前張佑宗老師將安排每星期六中午休息時間（1-2 點）進行

會談，地點在臺大社科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會議室（512室）（採預約制、額滿為



止）。 

課程結束前一週（2019年 1月 6日）晚上 12點前繳交期末報告，遲交者只能

說明年再見囉。本堂課最後一次上課，將安排若干同學進行口頭報告，需口頭報

告者會在一個星期前通知準備。課程評分方式，上課出席狀況佔學期成績的 10％，

課堂討論佔學期成績的 30%，期末報告佔學期成績的 60%。 

 

八、教材與參考書目： 

一、全球民主發展趨勢 / 張 

張佑宗、朱雲漢。2013。〈威權韌性與民主赤字：21世紀初葉民主化研究的趨勢與

前瞻〉。吳玉山、林繼文、冷則剛主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頁 121-150。

台北：五南。 

Abramowitz, Michael J. 2018. Democracy in Crisis. Highlights from Freedom 

House’s annual report on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Przeworski, Adam. 2016. “Democracy: A Never-Ending Ques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 1-12. 

 

二、什麼是民主？	 /	張	

Skaaning, Svend-Erik, John Gerring, and Henrikas Bartusevičius.2015. “A Lexical Index 

of Elector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8(12): 1491-1525. 

Ulbricht, Tom. 2018. “Perceptions and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Applying Thick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to Reassess Desires for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1(11): 1387-1440. 

Dalton, Russell J., Susan E. Scarrow and Bruce E. Cain. 2004.“Advanced Democracies 

and The New Pol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15(1): 124-138. 

 

三、菁英互動、結構因素與民主發展	 /	張	



Rustow, D. A. 1970.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3): 337-363.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n, pp. 51-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dam. 2009. “Conquered or Granted? A History of Franchise Extens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2): 291-321. 

	

四、結構因素與民主轉型	 /	張	

Acemoglu, Daron, and Robinson, James A..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ix, Carles 2011.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 (4): 809–28. 

Freeman, John R., and Quinn, Dennis P. 2012.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emocracy 

Reconsider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 (1): 58–80.  

Pop-Eleches, Grigore and Graeme B. Robertson. 2015. “Structural Cond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6(3): 144-156. 

Foa, Roberto S. 2018. “Modern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6(3): 129-140. 

Scheve, Kenneth and David Stasavage. 2017. “Wealth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451-468. 

 

五、憲政體制與民主鞏固	 /	張	

Linz, Juan J. 1990.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1): 51-69. 

Hochstetler, Kathryn. 2006. “Rethinking Presidentialism: Challenges and Presidential 

Falls in South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38(4): 401-418. 



Cheibub, Jose A., Zachary Elkins and Tom Ginsburg. 2014. “Beyond Presidentialism and 

Parliamentar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3): 515-544. 

 

六、民族主義與民主	 /	童	

Fearon, James. 2006. “Ethnic Mobilization and Ethnic Violence.&quot; In Barry R. 

Weingast and Donald A.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feld, Liah and Jonathan Eastwood. 2007. ”National Identity.“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七、重分配，年金改革與民主	 /	童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xford: Polity 

Press. 艾斯平-安德森 著.古允文譯.1999.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台北：巨流

圖書公司。 

Bonica, Adam, Nolan McCarty,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2013.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103-124. 

Myles, John and Paul Pierson. 2001.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In Paul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八、社會抗爭與民主	 /	童	

Lichbach, Mark I. 1998.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the 

Structure-Action Problem of Soci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 

401-424. 



Amenta, Edwin, et al. 2010.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287-307. 

 

九、反全球化與民主	 /	童	

Meyer, Timothy. 2017. “Saving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in Favor of Free Trade.” 

Vanderbilt Law Review.70: 985-1026. 

Rodrik, Dani. 2017.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Mimeo. 

 

十、司法與民主化 / 郭 

Moustafa, Tamir. 2017. “Law and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10(1): 281-99.  

Wu, Chung-li, and Chi Huang. 2004. “Politics and Judiciary Verdicts on Vote Buying 

Litiga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44(5): 755-70. 

王金壽，2012。「台灣司法政治的興起」，《台灣政治學刊》，第 16 卷，第 1 期，頁

59-117。 

吳重禮，2008。「司法與公共支持：台灣民眾對於司法體系的比較評價」，《台灣政

治學刊》第 12卷，第 2期，頁 15-66。 

吳親恩，2008。「地方議會金權政治的變化：司法判決書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

第 12卷，第 2期，頁 165-212。 

資料：台灣大法官釋憲數據庫, 1949-2018 

 

十一、比較民主化經驗（一）﹕歐洲國家 / 郭 

North, Douglass and Barry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4): 803-832. 

Dasgupta, Aditya and Daniel Ziblatt. 2015. “How did Britain Democratize? A View from 



the Sovereign Debt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5(1): 1-28. 

Ekiert, Grzegorz and Daniel Ziblatt. 2013.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ne Hundred Years 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7(1): 90-107. 

 

十二、比較民主化經驗（二）﹕亞洲、拉丁美洲	 /	郭	

Haggard, Stephan and Robert Kaufman. 2016. “Democratization During the Third 

Wav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125-144. 

Shirk, Susan. 2018. “China in Xi’s `New Era’: The Return to Personalistic Ru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9(2): 22-36. 

Pepinsky, Thomas.2017. “Southeast Asia: Voting Against Disorder,” Journal of 

Democracy 28(2): 120-13. 

 

十三、比較民主化經驗（三）﹕非洲與中東國家 / 郭 

Lynch, Gabrielle and Gordon Crawford . 2011.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1990–2010: 

An Assessment.” Democratization 18 (2): 275-310. 

Esen, Berk and Sebnem Gumuscu. 2017. “Turkey: How the Coup Failed,” Journal of 
Democracy 28(1): 59-73. 

Barr, Robert. 2017. The Resurgence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Chapter 1.  

 

十四、民主品質與民主退化	 /	張	

Norris, Pippa. 2011.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Ch.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a, Roberto and Yascha Mounk. 2016. “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 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5-17. 

Foa, Roberto Stepan and Yascha Mounk. 2017. “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8(1): 5-15. 



Inglehart, Ronald F. 2016. “How much Should We Worry?”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16-23. 

 

十五、威權韌性	 /	張	

Knutsen, Carl Henrik, HÅvard Mokleiv Nyg Ård, and Tore WigAutocratic.2017. 

“Elections Stabilizing Tool or Force for Change?” World Politics, 69(1): 98-143 

Knutsen, Carl Henrik and Havard Mokleiv Nygard. 2015.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me Survival: Why Are Semi-Democracies less Durable than Autocracies 

and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3): 656-670. 

Truex, Roxy. 2017.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3): 329-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