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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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社經發展專題   

⼆、時    間： 10：50～12：30 

三、學  分： 2 

四、授課教授： 

 ⿈長玲教授 （台⼤政治系）  

 陳⽟華教授 （台⼤⽣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陳端容教授 （台⼤健康⾏爲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曾嬿芬教授 （台⼤社會系） 

 李怡庭教授 （台⼤經濟系） 

 謝斐宇教授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李宗榮教授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克先教授 （台⼤社會系） 

 林昭憲所長 （⼯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五、課程基本構想： 

 
本課程探討臺灣戰後社會及經濟發展的經驗與重要議題。 
 
由於⼈⼜特質往往與社會需求，經濟潛能，以及國家政策密切相
關，⽽臺灣⼈⼜結構的變化，已經對臺灣的社經發展形成非常嚴
峻的挑戰，因此課程從⼈⼜學概念出發，依次討論臺灣的⼈⼜特
質及重要⼈⼜趨勢，包括婚姻與家庭形態的變化，少⼦化、⾼齡
化，移民與移⼯等議題，並由這些議題延伸討論臺灣的疾病轉
型，以及當下新冠疫情可能產⽣的長期社經影響。 



 
課程第⼆部分討論國家與社經發展的關係，著重國家介入社會與
經濟關係帶來的改變與相關介入的效能與影響。除了探討理論發
展與相關論辯之外，也探討國際規範如何影響並重塑國家與社會
關係。具體議題的部份討論中央銀⾏體制，中⼩企業及集團企業
對臺灣經濟的意義，社經發展過程中的邊緣者處境，以及科技創
新與產業發展策略。 
 
整體⽽⾔，課程的⽬的是使上課學⽣熟悉社經發展的具體現象， 
並能掌握重要概念及理解相關理論進展與研究前沿。 

 

 

六、課程安排： 

週次 ⽇期 課     程    內    容 授課⽼師或演講者 

⼀ 2/25 
課程介紹 

⼈⼜，社會與經濟 
⿈長玲/陳⽟華 

⼆ 3/04 婚姻與家庭形態的轉變 陳⽟華 

三 3/11 少⼦化成因與影響 陳⽟華 

四 3/18 臺⼤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  

五 
3/26 

(⽇) 
移民政策與趨勢 曾嬿芬 

六 4/01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放假⼀天  



七 4/08 疾病轉型與⾼齡化社會  陳端容 

八 4/15 死亡的社會體制與法律 陳端容 

九 4/22 新冠疫情與社經發展 陳端容 

⼗ 4/29 現代央⾏的基礎：信任 李怡庭 

⼗⼀ 5/06 集團企業與家族資本主義 李宗榮 

⼗⼆ 5/13 
 

中⼩企業與隱形冠軍 
 

謝斐宇 

⼗三 5/20 國家角⾊與社經發展 ⿈長玲 

⼗四 5/27 國際規範與社經發展 ⿈長玲 

⼗五 6/03 無家者的世界 ⿈克先 

⼗六 6/10 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 林昭憲 

⼗七 
6/18 

(⽇) 

6/17 補班，改至 6/18 上課 

校外參訪 
 

 

 



七、要求與評分標準： 

 
（⼀） ⼼得作業 50%  
⼼得作業有兩次，分別針對第⼀週到第九週的内容撰寫， 各佔學期成績 
25%。⼼得作業每篇以不超過 2000 字為原 則，具體規定會在課堂上説明。 
 
（⼆） 實例研究 50% 針對第⼗週到第⼗六週的課程内容，選擇⼀個具體的
實例進⾏研究，⽤以説明，反駁，補充，或是修正課程内容中 所提到的觀點
或是資料。實例研究以不超過 5000 字為原則。 
 

 

八、教材與參考書⽬： 

 
第⼀週：  
Toshiko Kaneda and Charlotte Greenbaum. (2020). “How Demographic Changes 
Make Us More Vulnerable to Pandemics Like the Coronavirus.”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https://www.prb.org/)  
 
第⼆週：  
Raymo, J. M., Park, H., Xie, Y., & Yeung, W.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1): 471-492.  
 
第三週：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7(1): 1‐16.  
 
第五週： 

    曾嬿芬、鄧建邦 (2021) 成為遷移者:台灣年輕⼈跨國職涯發展與遷移潛⼒。，    
   《⼈⼜學刊》第 63 期，2021。 

 
第七週： 
國發會，中華民國⼈⼜推估, 2020 簡報 長照 2.0 懶⼈包：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308  



陳端容, 陸⼦初, 吳冠穎(2022) ⽼⼈是珍寶或是負擔︖亞洲青壯世代對⽼年
⼈的態度. 台灣衛誌 41 (3): 331-346 
 

    陳端容（2023）邁向「超⾼齡社會」：我們能做什麼︖跨世代的政策解⽅：房   

    價，薪資，稅制，⼈⼜。（第五章） 台北：五南出版社 

 
第八週： 

    吳佳穎, 陳端容, & ⿈⼼慈. (2020). 住院病患家屬對病⼈⾃主權利法的認知,     
    態度及預⽴醫療決定的⾏為意向. 台灣公共衛⽣雜誌, 39(3), 342-349.  
 
    Chen et al. (202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tion to withhold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s involving severe dementia for self and on behalf of parent or spouse.  
    BMC Palliative Care (2022) 21:171 https://doi.org/10.1186/s12904-022-01062-8 
 

第九週： 
Wang, C. J., Ng, C. Y., & Brook, R. H. (2020). Response to COVID-19 in Taiwan: 
big data analytics, new technology, and proactive testing. Jama, 323(14), 
1341-1342.  
 
Kuo, S., Ou, H. T., & Wang, C. J. (2021). Managing medication supply chains: 
Lessons learned from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preparedness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armacists Association, 61(1), 
e12-e15.  
 
Hsing, J. C., Ma, J., Barrero-Castillero, A., Jani, S. G., Pulendran, U. P., Lin, B. J., ... 
& Wang, C. J. (2021). Influence of health beliefs on adherence to COVID-19 
preventative practices: an online international study via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第⼗週： 
陳虹宇，吳聰敏，李怡庭，陳旭昇 （2021）《致富的特權：⼆⼗年來我們為
央⾏政策付出的代價》 台北：春山出版社 
 
 



第⼗⼀週： 
Chung, Chi-Nien Chung, Zong-Rong Lee, and Hongjin Zhu (2021) “Resource 
Extension and Status Identity: Marriage Ties among Family Business Group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李宗榮（2017），〈家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鞏固〉, 李宗榮、林宗弘編, 《未竟 的
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 313-344, 台北: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Kathy Fogel, 2006, "Oligarchic Family Control, Social Economic Outcomes,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7, 
No. 5 pp. 603-622 https://www.jstor.org/stable/4540371?seq=1  
 
李宗榮（2010），〈台灣企業間的親屬網絡〉，《中央研究院週報》，1262 期， ⾴ 
6-8。https://newsletter.sinica.edu.tw/reviews/knowledge/1262.pdf 
 
第⼗⼆週：  
謝斐宇（2017），〈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 台灣中⼩企業的轉型， 1996-2011〉，
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 社會》，⾴ 346-382，
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謝斐宇 （2016）〈從⿊⼿變頭家到隱形冠軍：台灣中⼩企業的技術升級與產
業 創新：1996-2011〉，巷⼦⼜社會學：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6/10/25/hsiehfeiyu/  

 
第⼗三週：  

    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 ( 2017) 〈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歷史回顧與      

    理論展望〉，《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 

    會學研究所 

 

    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群，2022，《菜市場政治學⼆：民主⽅⾈》，台北：左岸 

    ⽂化, ⾴ 211-244 

 



第⼗四週：  
陳⽟潔（2020）〈國際⼈權公約審查 2.0 ――台灣給世界的啟⽰〉《臺灣⼈權學 
刊》 第五卷第三期，⾴ 43-62。  
 
第⼗五週：  
⿈克先 （2021）《危殆⽣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台北：春山出
版社，導論與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