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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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治理專題   

二、時    間： 10：50～12：30 

三、學  分： 2 
四、授課教授： 孫煒教授、郭乃菱教授、洪美仁教授         

 

五、課程基本構想： 

1990年代以來，公共治理理論席捲全球，蔚為風潮，在學術界與實
務界都獲得相當程度的重視與實踐。傳統治理理論相較，這些新興
的公共治理理論的內涵不再侷限於政府權威性的價值分配，以及行
政體系的管理和控制的過程，而將核心概念擴展至政府與民間企
業、公民社會（包括非營利組織與媒體等）、社區的互動和協調過程。
政府只是作為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統籌協調者，其影響力更具關鍵。
當代公共治理研究內容龐雜、範疇廣袤，本課程將側重公私合夥的
理論與模式、公部門的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前瞻發展趨勢等
主題，以輔助修課同學針對臺灣當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正在面
臨與處理公共治理個案進行學理分析與實務探討。 

 

六、課程安排：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授課老師或演講者 

一 2/24 課程介紹	 孫煒	

二 3/02 當代公共治理的佈局與轉型	 孫煒	

三 3/09 跨部門協力治理：傳統模式與現代模式	 郭乃菱/曾冠球	



四 3/16 臺大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論文研討會  

五 3/23 人機協力治理：人工智慧在公部門 郭乃菱/黃心怡 

六 3/30 治理背後的課責：從透明度談起 郭乃菱 

七 4/06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放假一天  

八 4/13 公部門人力類型與考選招募 洪美仁 

九 4/20 高階文官與績效評估 洪美仁 

十 4/27 數位治理與人才培養 洪美仁 

十一 5/04 數位治理與開放政府 洪美仁 

十二 5/11 公共治理之中委外與資助的理論與實務	 孫煒 

十三 5/18 口頭學期報告與討論	 孫煒 

十四 5/25 口頭學期報告與討論	 孫煒 

十五 6/01 口頭學期報告與討論	 孫煒 

十六 6/08 期末考試、繳交書面學期報告與交流	 孫煒 



十七 6/15 校外參訪  

 

七、要求與評分標準： 

本課程預計將全班修課同學分為 12組（每組 2至 3人），每組擇定一
個公共治理個案進行研究（如附件），個案主題將於第一週公布，並以

此個案進行為期三週的口頭學期報告，各組相互學習、觀摩、討論與

激盪，最後形成書面學期報告於期末考試之前繳交。本課程的評分標

準如下： 
一、期末考試：40% 
二、期末報告：40% 
三、平時成績（含課堂參與以及口頭學期報告等）：20% 

 

八、教材與參考書目： 

一、 指定閱讀(請詳述每週指定閱讀) Required readings 
 

1. 蘇彩足（2013）。我國公共治理之挑戰與因應。公共治理季刊，1（1），52-60。 
2. 蘇彩足（2012）。公共治理之國際趨勢與發展：公私協力治理模式。政府審計

季刊，32（2），3-11。 
3. 孫煒（2019）。政府資助地方族群型非營利組織之影響：客家社團的多個案研究。

臺灣民主季刊，16（3），113-154。 
4. 孫煒（2016）。臺灣地方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績效與競爭。公共行政學報，51，

1-33。 
5. 彭錦鵬（2016）。文官制度的國際變遷趨勢與我國的改革。文官制度，8(2)，1-23。 
6. 施能傑 (2006)。文官體系能力與政府競爭力：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觀點。東吳

政治學報，22，1-46。 
7. 施能傑 (2021)。新近世代文官樣貌：2016-2020國家考試分發任職者的背景分

析。國家菁英季刊，14(3)，1-35。 
8. 蕭乃沂、朱斌妤（2022）。數位發展與文官制度調適：以資料治理為例。文官

制度，14(1)，1-24。 
9. 黃東益、黃宗賢（2020）。新問題、舊矛盾？三級機關政務與常務雙軌制分析。

東吳政治學報，38(2)，1-54。 
10. 楊戊龍、李淑如（2019）。行政院民國 108年版揭弊者保護法草案評析。文官

制度，11(3)，29-69。 
11. 楊戊龍（2016）。美國公務員言論自由的保障與限制：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分析

及其對台灣的啟示。政治科學論叢，(68)，1-36。 
12. 熊忠勇（2018）。再談政治中立還是行政中立？過去的選擇與未來的發展。文

官制度，10(1)，93-120。 



13. 林煥笙、黃東益（2022）。公民參與及公共價值創造：以臺北市公民參與委員
會爲例。政治科學論叢，(93)，45-95。 

14. U.K. Central Digital and Data Office. 2023. Transforming for a digital future: 2022 
to 2025 roadmap for digital and data.  

15. Keitha Both and Mei Jen Hung. 2022. Initial Independent Review of Taiwan’s 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2021-2024.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 22/06. 

l 每週依序研讀上述一至兩篇期刊課文。 

二、 延伸閱讀(請詳述每週延伸閱讀) Extension readings 

1. Greenan, N., Lanfranchi, J., L'Horty, Y., Narcy, M. and Pierné, G. (2019). Do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Promote Diversity in Civil Service?. Public Admin Rev, 
79: 370-382. 

2. Lee, D.S. and Park, S. (2020). Ministerial Leadership and Endorsement of 
Bureaucrat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Presidential Governments. Public Admin 
Rev, 80: 426-441. 

3. Hassan, S., Park, J. and Raadschelders, J.C.N. (2019).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Empowerment-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Evidence from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s. Public Admin Rev, 79: 427-438. 

4. Boräng, F, Cornell, A, Grimes, M, Schuster, C. (2018). Cooking the books: 
Bureaucratic politicization and policy knowledge. Governance, 31: 7–26.  

5. Knies, E., Borst, R. T., Leisink, P., & Farndale, E. (2022). The distinctiveness of 
public sector HRM: A four-wave trend analysi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32(4): 799–825. 

6. Battaglio, P. (2020). The Future of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49(4): 499-502. 

7. OECD. (2023). Public Employment and Management 2023: Towards a More 
Flexible Public Service. 

8. Casalino, N., Saso, T., Borin, B., Massella, E., Lancioni, F. (2020). Digital 
Competences for Civil Servants and Digital Ecosystems for More Effective Working 
Processes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In: Agrifoglio, R., Lamboglia, R., Mancini, D., 
Ricciardi, F. (eds) Digital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Lecture Not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Organisation, vol 38.pp.31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