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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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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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課程介紹 

⼈⼜，社會與經濟 
⿈長玲/陳⽟華 

二 3/02 婚姻與家庭形態的轉變 陳⽟華 

三 3/09 少⼦化成因與影響 陳⽟華 

四 3/16 臺大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論文研討會  

五 3/23 疾病轉型與⾼齡化社會  陳端容 

六 3/30 醫療與長期照顧體系 陳端容 



七 4/06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放假一天  

八 4/13 善終的社會體制與法律 陳端容 

九 4/20 
製造白領客工？ 

台灣技術移民中階化的原因與後果 
曾嬿芬 

十 4/27 現代央⾏的基礎：信任 李怡庭 

十一 5/04 集團企業與家族資本主義 李宗榮 

十二 5/11 
 

中⼩企業與隱形冠軍 
 

謝斐宇 

十三 5/18 國家角⾊與社經發展 ⿈長玲 

十四 5/25 國際規範與社經發展 ⿈長玲 

十五 6/01 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 林昭憲 

十六 6/08 無家者的世界 ⿈克先 

十七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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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週的内容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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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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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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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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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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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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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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創新：1996-2011〉，巷⼦⼜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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