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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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專題   

二、時    間： 14：00～15：40 

三、學  分： 2 

四、授課教授：林子倫 教授、王宏文 教授 

五、課程基本構想： 

公共政策研究為一科際整合的學科，本課程之設計把握下列三個
方向：第一，由於本班同學皆為在職之專業人員，具有實務經驗，較
缺乏者為理論建構與發展趨勢，因之在課程內容上將同學的業務專長
與發展理論與趨勢結合起來，同時將我國當前政策面臨衝擊最大的課
題提出討論。第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公共政策的場域從傳統的國
內治理邁向全球治理。雖然國家仍是權力的中心，但這一權力已卻由
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分享。公共政策應從這個面向上作規劃、
制定、執行及評估的依據。第三，政策研究之學術報告撰寫與提出也
異於一般公務報告或新聞分析之寫法，因之從各同學的論文閱讀心得
與評論，使之發展成一篇學術報告是本課程要求之一。 

本專題的講授重點置於下列六個方向:  

1.公共政策的分析徑途(approaches of policy studies) 

2.公共政策的理論模型與分析架構(analytical framework) 

3 政策評估與實驗設計(policy evaluations and experimental design) 

4 公共政策辯論(functions of policy debate and argument) 

5.公共政策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6.各類政策領域之個案討論 

    課程進行方式之一將採取文獻研讀與研究心得報告。由於本班為

碩士學位專班，在英文學術文獻上亦要求同學能投入時間閱讀，提高

外文閱讀能力，因之在講授專題外，同學應就指定的文獻，進行閱讀

心得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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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安排：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授課老師或演講者 

一 2/25 政策內容之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簡介 王宏文教授 

二 3/04 政策方案之評估：預評估/ 執行評估/ 影響評估 王宏文教授 

三 3/11 政府為何介入？ 王宏文教授 

四 3/18 臺大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論文研討會  

五 
3/26 

(日) 

3/25 補班，改至 3/26 上課 

政策工具之選擇 
王宏文教授 

六 4/01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放假一天  

七 4/08 政策過程簡介 王宏文教授 

八 4/15 政策改變 王宏文教授 

九 4/22 後實證政策分析 林子倫教授 

十 4/29 審議民主及參與式治理 林子倫教授 

十一 5/06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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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5/13 政策設計(I) 林子倫教授 

十三 5/20 政策設計(II) 林子倫教授 

十四 5/27 全球氣候政治與淨零轉型政策 林子倫教授 

十五 6/03 政策個案研討 林子倫教授 

十六 6/10 政策個案研討 林子倫教授 

十七 6/18 
6/17 補班，改至 6/18 上課 

校外參訪 
 

 

七、要求與評分標準： 

1. 出席、課堂討論及參與                             15% 

2. 政策分析報告 (王宏文老師部分)                     30% 

(一)每週文獻作業 (12 分)：我在本學期共有六堂課，除去第一堂課，

在第 2~6 次上課前，希望同學能看完指定文獻，以擁有初步的概念，

因此於這些課堂上課結束前，請繳交當週指定文獻的閱讀報告，報告

的內容可包含三個部份，分別是：(1) 這些文獻的重點整理；(2)您認

為這些文獻相關的一些台灣政策實例與簡短說明；(3)疑惑、問題、或

心得。每次報告以兩面為限，每次報告總分為 3 分。因此您總共有 5
次的寫作機會，我將採計最高的 4 次分數為你的每週報告成績。 

 (二)帶回家的期中考 (18 分)：本課程將在 4/16 寄發一份其中考卷，

請每一位同學針對試題，撰寫答案，你可以參考所有資料，但不能互

相討論，然後在 4/22 將你的紙本答案繳交給助教。紙本答案的總頁數

不可超過 3 頁，字體不可以小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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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文研讀心得報告一篇(個人)                        15% 

  (應自課程大綱所列參考書目、或是經教師同意之近三年發表之

文章，選擇一篇論文深入研讀，撰寫讀書心得，字數以

2500~4000 為宜，並於 7 月 15 日前線上(ceiba)繳交。遲交者以

零分計) 

    4. 政策個案研討報告(林子倫老師課堂說明)(團體)        40 % 

 
 

八、教材與參考書目： 

每周指定文獻(王宏文老師部分) 

 

二、 政策方案之評估 

1. 莊麗蘭、趙永茂、王宏文，2019，〈城鎮風貌形塑整體計畫

之可評估性衡量及執行評估〉，《公共行政學報》，56：41-82。 

2. Glewwe, P., West, K. L., & Lee, J. (2018). The Impact 

of Providing Vision Screening and Free Eyeglasses on 

Academic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in 

Title I Elementary Schools in Florida.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7(2), 265-300. 

三、 政府為何介入： 

1. 陳恆鈞等譯，2004，最新政策分析：概念與實踐，韋伯。第

5~8 章。 

四、 政策工具之介紹與選擇 

1. 陳恆鈞等譯，2004，最新政策分析：概念與實踐，韋伯。第

9章。 

2. Howlett, M. (2005). What is a policy instrument? Tools, 

mixes, and implementation styles. Designing 

government: From instruments to governance, 31-50. 

五、 政策過程簡介 

1. 郭姿吟，2021，福利政策縮減之政策分析：以 2014 年老農

津貼改革方案為例。台大碩士論文。 

2. Baumgartner, F. R., & Jones, B. D. (1991). Agenda 

dynamics and policy subsystem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3(4), 1044-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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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政策改變 

1. 徐幸瑜，2020，社群媒體時代下政策企業家促進政策變遷之

策略研析：臺灣的以核養綠公投為例。政治科學論叢 (83)：

101-148。 

2. Mintrom, M., & Norman, P. (2009).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and policy chang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7(4), 649-667 

 
 

教科書(林子倫老師部分) 
 
丘昌泰，2022。《公共政策:基礎篇》，第六版。台北:巨流。 
蘇偉業譯，2010。《公共政策入門》(The Public Policy Primer)，台北:

五南。 
Howlett, Michael, M. Ramesh and Anthony Perl. 2020.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4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政策個案研討書單: 
Brown, Tim. 吳莉君、陳依亭譯，2021，《設計思考改造世界》，台北:

聯經。 
Henderson, Rebecca. 張靖之譯，2021，《重新想像資本主義》，台北: 
    天下文化。 
Kahneman, Daniel. 洪蘭譯，2012，《快思慢想》，台北:天下文化。譯自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Thaler, Richard H., and Cass R. Sunstein 著，張美惠譯，2022，《推力》，

台北：時報出版。譯自 Nudge: The Final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田瀨和夫，鄭舜瓏譯，2022，《2030 永續企業革命》。台北: 城邦文化。 
 
 
參考文獻書單(另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