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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年度（2016年）年會訊息 

第八屆發展研究年會：環境與永續發展 

The Eighth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aiwan: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年，全人類共同產出了兩份影響未來十幾年全球發展走向的關鍵文件。首先是 9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以 2016-2030為期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 (詳如附件一)」，取代

2000-2015為期的「千禧年發展目標」，涵括經濟、社會、環境、治理、執行方法等層面。接著

是 12月 5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各締約國通過「巴黎協議」，涵括了全球溫度與碳排

控制、提升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以及籌措相關資金等議題，並取代 2020年將到期的「京都

議定書」。 

「永續發展目標(SDGs)」和「巴黎協議」這兩份文件，提供全世界明確的長期發展框架，

也將是未來十幾年全球各界共通的「通關密語」。而對永續環境的關注，更是兩份文件的重要

交集。做為全台灣「發展研究」學者交流中心之一的「發展研究年會」，本屆自然以「環境與

永續發展」為主軸，就社會、經濟、環境、治理、制度等不同面向，探討永續發展的概念以及

如何實踐。詳細的主題可參閱如下，也歡迎學者自組與發展研究相關之議題。本年會期許能為

台灣發展研究的知識社群厚植學術質量，提供交流討論的平台。 

一、 會議主題（Topics） 

1. 人群：社會永續發展 (People: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繁榮：經濟永續發展 (Prosperity: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星球：環境永續發展 (Planet: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和平：永續治理與責信 (Peac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5. 夥伴：執行永續發展 (Partnership: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MoI) for SDGs) 

6. 發展理論與另類發展理論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7. 全球化與區域整合化研究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8. 族群與原住民研究 (Ethnic and Aboriginal Studies) 

9. 其他相關議題 (Other 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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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時程規劃（Timeline） 

1. 徵稿時程 (Submit Deadline)： 

a. 摘要 (Abstract)– 2016/06/13：發表人基本資料暨論文大綱可由兩種方式擇一：

(1)email至 2016acds@gmail.com，標題註明「投稿第八屆發展研究年會論文摘要──

您的大名」。(2)至 https://goo.gl/68UgTn 填寫網路表單。年會籌備會收到三日內回

信確認，若未收到確認信，請主動來電告知。 

b. 通知 (Notification) – 2016/07/01：公布通過名單、摘要審查結果通知。並請於 7/15

前回函是否如期發表或撤稿，若確認發表請提供三名評論人名單。 

c. 全文 (Complete paper)– 2016/09/23：經通知錄取者於本期限前，將論文全文暨中、

英文（兩者皆需）摘要，以 pdf附檔郵寄至 2016acds@gmail.com，以利大會作業。

參與論文獎者，未於本期限前提交，將喪失受評資格。 

2. 會議時程 (Conference Dates)：2016/10/15~2016/10/16 於台灣大學 

3. 博碩士論文獎 (Graduate Student Awards)： 

本屆大會學生論文獎由會議論文中分別遴選博士生與碩士生優秀論文各一篇，各頒與

獎狀暨獎金 12000 元和 8000元。有意競獎之投稿者，請於基本資料中勾選。 

三、 主辦及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協辦單位(依筆畫順序排列)：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國立東華大學民族

事務與發展學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立

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國立台東大學公

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四、 聯絡方式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第八屆發展研究年會籌備處」 

地址：國立臺灣大學（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01室 

網址：https://goo.gl/v1d6tQ 

信箱：2016acds@gmail.com 

電話：02-3366-5832 

mailto:2016acds@gmail.com
https://goo.gl/68UgTn
mailto:2016acds@gmail.com
https://goo.gl/v1d6tQ
mailto:2016acd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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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一年（2015年）年會成果 

第七屆發展研究年會「世代   正義」 

 

The Seve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aiwan: 

Intergenerational Injustice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當中，發展是一個被持續關注的議題。為了實現發展的持續性，在借鑑過

去的經驗，結合現在的資源並分配未來的福祉為主要目標的同時，我們期許能夠找到一條可以

實現目標並且維持世代間正義的永續發展道路。根據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

們共同的未來》，永續發展應該是一種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且不損害子孫後代並能滿足

其需求的發展模式，所以對於跨世代間的衝突問題，包括資源、人口、環境、土地、貧窮、經

濟、種族、區域、科技和社會發展等，應當衡量在不損害後世福祉為最低原則之下，做出符合

現代發展和未來社會共同利益的相關決策和發展憧憬。 

 

發展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影響之重要議題，而作為「發展研究」學者交流管道的發展年會至今

已進入第七屆，本屆將會以「世代正義」為主軸，就理論、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性別、

族群、區域、能源、網路與人口等綜合性領域的角度，探討世代正義的原則和實現，詳細的主

題可參閱如下，也歡迎學者自組與發展研究相關議題。本年會期許能為台灣發展研究的知識社

群厚植學術質量，提供交流討論的平台。 

 

一、成果展現： 

    本次研討會共計：2場主題演講、1場新書發表座談會、1場發展研究專書編輯座談與 26

場次論文發表，論文發表人 98人，論文篇數 74篇，主持、與談及評論人 91人次；會議前報

名與會人員 484 人。兩日與會人次超過 800餘人次。如此多的參與人數顯示出今年的大會主題

是符合當今時空環境的需求，對於了解世界脈動是有幫助的。而籌備會各位委員涵蓋國內關於

經濟、社會、經濟等各領域在發展研究上貢獻良多的學者專家，顯示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對於社

會發展現況及前景的研究之重視。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1%E5%80%91%E5%85%B1%E5%90%8C%E7%9A%84%E6%9C%AA%E4%BE%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1%E5%80%91%E5%85%B1%E5%90%8C%E7%9A%84%E6%9C%AA%E4%BE%8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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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第七屆發展研究年會「世代不正義」國際學術研討會橫跨的領域相當的廣泛，從個人、民

族、國家、全球、生態乃至整個環境的層面，層層地就經濟、社會、政治、永續等面向來討論

目前社會中所面臨的世代問題，並且將問題的核心直指世代間的正義分配失衡所帶來的衍生現

象及發展趨勢，面對舊世代與新世代之間的交替和適應，個人、團體和政府在其中可以扮演的

角色成為我們好奇且亟欲追尋的重要目標，因此在大會的主題演講當中，特別請來了薛承泰、

林宗弘、熊瑞梅三位學者來跟現場與會的觀眾分享對於世代正義與不正義的看法。 

在大會的主題論壇，薛承泰教授特別提到關於世代之間正義的問題，應該以三個面向的著

眼點去切入思考，分別為福祉、自由及美德，這也是 Michael J. Sandely所著的《正義，一場

思辯之旅》書中所關注應該以這三個指標來衡量在這一片土地上誰具有較多的正義而又是誰缺

乏正義的關愛。並且薛承泰教授也提到正義不應該要有主受詞之分，一旦有人創造了正義那必

然表示有人從這個正義中獲益也有人從這個正義中受害，不論是哪一種均沒有辦法稱做為真正

的正義實現。 

0 2 4 6 8 10 12 14

發展理論與另類發展理論 

土地正義與空間治理 

環境、能源、氣候變遷與風險治理 

金融危機與全球治理 

民主化與政治轉型 

社會創新 

全球化與區域化研究 

勞工與移民  

城鄉與社區研究 

性別、家庭與發展 

族群與原住民研究 

國際合作與發展援助 

虛擬世界與網路治理 

發展與人權 

科技與社會研究 

人口、健康、教育與發展 

社會安全與福利 

特別主題：台灣加工出口區50週年 

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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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年會論文的主題包含國際政治經濟、土地正義與空間治理、環境永續與氣候變遷、民

主化與政治轉型、全球化與區域化、產業發展與轉型、中國發展與地方治理、科技與社會創新

及產業史、能源治理及流域治理、族群與原住民、勞工與移民、城鄉與社區研究、文化再生與

微型永續發展等，儘管議題領域廣泛，但每一位發表人都提出了深相當入研究成果，而在主持

人引言與評論人點評的過程中，透過理論辯論、實務解析、政策建言，每一項議題都有更清晰、

更多面向的意見交流，不僅對發表人收益良多，對於與會的觀眾而言，更是能享受在學術的沐

浴之中。 

此外，本次年會與研討會與往年規劃不同之處，在於本次年會另外安排了一個圓桌論壇，

為了讓與會的觀眾能夠更貼近時事的就當下發展的世代正義問題討論與思考，特別邀請了臺灣

國際勞工協會的陳秀蓮小姐、生態綠公平貿易咖啡徐文彥創辦人及宜蘭縣薛呈懿議員來一起座

談。透過這些與談人針對自己經驗的分享，台下的觀眾對於當下時事的認識也有更深一層的想

法和理解，也透過與談人和台下觀眾之間對談的方式和氣氛，激盪出更多新鮮的想法以及更深

層次的議題探索，這不僅是主辦單位想要達成的成效，也是與會的各位觀眾所希望透過圓桌論

壇而達到的自我提升。 

透過本次年會的廣泛徵稿，除了宣揚發展研究在人類持續性發展中的重要性之外，也能夠

藉由與會人士熱烈的討論與互相指教，來促進發展研究領域的研究品質提升，給予發展研究領

域更多政策面及實務面上的建議。在本次發展研究年會中所頒出的兩位碩士生論文獎獲獎人，

其中一篇是試圖討論國家在經歷大規模衝突暴力後，為什麼能促成或有助於波士尼亞在司法體

系面向上的轉型正義實踐。並且使用 Goodman 在 2013 年所提出的三種社會影響機制作為分析

途徑，以此切入討論當「促進轉型正義」成為一項國際社會中的人權規範時，國際層次如何透

過這些機制將轉型正義的實踐導入波黑，使之能順從國際社會中的規範，最後文章聚焦如何藉

由案件下放的策略轉向，以助波士尼亞完成轉型正義中司法體系改革的面向，進而為未來完成

其他轉型正義面向的可能性鋪路；另一篇文章則是談論從涵化理論來分析東北亞環境建制的形

成與挑戰，都是在發展研究領域內相當出色的文章，本年會給予鼓勵並期待能夠繼續投入在發

展領域的相關研究上。 

而除了學者間的互相切磋、碰撞激盪出更多火花使發展研究成長茁壯，參與報名的聽眾也

是功不可沒。在各個場次中，都可以聽眾深思熟慮且專心聽講，把握住每個 Q&A 的時間與台

上的學者對話，用生活中的各種經驗面向與理論對話進一步檢驗理論架構的全面性，在眾人的

腦力激盪下，提升整體的研究。 

而其他 74篇論文在各個方面也有如此之效，在全球化下帶來更多便利，也帶來更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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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學問與腦力去面對，單靠過去單一的學問是很難去解決目前複雜的問題，而發展研

究的理論層次正視解決這問題的良方，透過各個政策面、執行面和法理面的探討來尋求其中可

行的道路。 

因此，本次的發展研究年會是相當成功，而所帶來的效益更是超乎預期。在本屆年會中不

只讓所有的與會者瞭解發展研究在人類發展持續性當中的重要性，更透過跨領域的討論與視野

整合，以更宏觀的角度解答當代重要的研究問題。在全球化趨勢時代之中，藉由議題的探討與

研究檢視時事之潛在和發生中的危機，同時鞏固國際社會的安全與和平之發展。在理論與現實

中提供借鑒與具落實性之參考策略。透過議題的探討和深入的研究，引發在政治、社會、經濟、

環境、科技等，所產生現階段所產生的危機，提高對危機的應對能力及反應速度，降低因危機

所帶來的損失。同時加強危機的預測、預防之措施，並加以重視危機之管理。發展研究作為指

標性和指導性的意義與典範，透過理論與政治、經濟、社會及產業等各方面對話，促進國內對

於整體國家發展之宏觀至微觀面之討論，以期取得檢討當前政策之不足甚至進一步激發出政策

上建議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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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員動態 

一、學術成就 

王振寰 

台灣發展研究學會理事長王振寰教授於 2016年 3 月 24日，以《追趕的極限》一書獲頒孫

運璿學術基金會所主辦的第一屆「孫運璿學術著作獎」。本書不僅從社會學角度介紹台灣產業

發展史，並且認為台灣的經濟轉型歷程已經發展出「快速跟隨式創新」模式，但是這樣的模式

已經走到極限，需要進一步的整體配套政策以突破目前的發展瓶頸。該書因為涉獵到台灣整體

發展，因此獲得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的肯定。 

 

二、執行中科技部計畫 

資料來源：科技部網站（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王振寰： 

計畫名稱： 

環境治理與地方經濟：中國風電研究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Loc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indpower Energy 

計畫年限：104-106年 

 

吳重禮： 

計畫名稱：  

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台灣政治學會) 

計畫年限：105 年 

 

吳重禮： 

計畫名稱：  

中國印象調查研究 

Research on the China Image 

計畫年限：103-104年 

 

吳重禮，曾國祥： 

計畫名稱： 

政治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for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計畫年限：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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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重禮，蘇彩足：  

計畫名稱： 

政治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for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計畫年限：104 年 

 

吳重禮，黃紀，俞振華，陳光輝，蔡佳泓，廖達琪，陳陸輝，蒙志成，莊文忠，徐火炎： 

計畫名稱： 

2012 年至 2016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2012-2016 

計畫年限：104 年 

 

林宗弘： 

計畫名稱：  

全球氣候變遷與社會脆弱性：來自 150國數據的證據，1980-2010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of 150 Countries, 

1980-2010 

計畫年限：104-105年 

 

林義鈞： 

計畫名稱：  

確保糧食安全的亞洲模式—跨國農地獵取 

The Asian Way to Safeguard Food Security—Transnational Farmland Grabbing 

計畫年限：103-104年 

 

周桂田： 

1.計畫名稱： 

強化科技政策社經影響研究夥伴計畫：永續發展與風險治理 

計畫年限：104 年 

2.計畫名稱： 

科技治理模式創新委託研究計劃 

計畫年限：105 年 

3.計畫名稱： 

邁向能源轉型之治理、法制與社會研究—(總計畫暨子計畫一)能源轉型之治理研究 

The Study on Energy Transition Governance 

計畫年限：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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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榮，丁秀吟： 

計畫名稱： 

土地正義視野下國土規劃的挑戰與變革：土地利用與城鄉發展的策略研究—從國土計畫探討科

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的政策衝突與整合－以中科四期與竹科紅柴林基地為例 

Examination of Policy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Science Park and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Vi Ewpoint of National Planning: Cases Study of the 4th Science Park and the Redwood Science 

Park 

計畫年限：104 年 

 

陳良治： 

計畫名稱： 

本國舉辦之國際商展如何影響後進國家產業群聚的升級 

How Do Domestically-Held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s Influence the Upgrading of Latecomer Clusters 

計畫年限：103-104年 

 

黃德北： 

計畫名稱：  

打造和諧社會的社會保障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制之研究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計畫年限：104 年 

 

黃麗玲： 

計畫名稱：  

低碳社會之環境治理與制度建構-綠色成長與城市治理之研究：台北與首爾的比較(III) 

Green Growth Policy and Urban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aipei and Seoul 

計畫年限：104 年 

 

湯京平，陳文玲，王亞維，蔡炎龍，江明修，王雅萍，官大偉，曾正男，孫振義，王增勇 

計畫名稱： 

大學社會實踐的制度創新：政大與烏來的樂酷發展─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理的實踐

( III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r University Outreach: Developing a Partnership for a “Lokah” 

Community in Wulai—A Practice of Integ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 (III) 

計畫年限：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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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京平，曾正男：  

計畫名稱： 

半匿名性社群網站下的新公民意見表達模式 

The New Model of Citizen Opinions Expression by the Semi-Anonymous Community Website 

計畫年限：103-104年 

 

童振源，黃東益： 

計畫名稱： 

巨量資料對公共治理的影響—網路科技急速發展下「整合性輿情探索機制」的建構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ed Public Opinion Detec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Rapidly 

Developed Internet Technology 

計畫年限：104-105年 

 

劉宜君： 

計畫名稱： 

桃園的多元族群與在地社會發展：國際航空城相關計畫對族群社會的影響與因應—國際航空城

計畫對桃園地方族群社會資本的影響研究：社會影響評估角度 

The Impact Assessment of Taoyuan Aerotropolis upon Ethnic Social Capital,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pproach 

計畫年限：104 年 

 

劉宜君，劉阿榮，王佳煌，陳冠華： 

計畫名稱： 

文化產業的生活融入與政策發展-文化產業的生活融入與政策發展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tegration with Local Life and Policy Development 

計畫年限：105 年 

 

劉宜君，林昭吟，陳敦源： 

計畫名稱：  

公共衛生及社會福利中高階人才長期培訓計畫 

計畫年限：104 年 

 

劉宜君，林昭吟，陳敦源： 

計畫名稱：  

建構整合全民健保總額協定分配、給付範圍審議及費率審議之財務收支連動機制 

The Research of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terlocking Mechanism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Review of Distribution Agreement and the Scope 

計畫年限：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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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宜君，林昭吟，石泱： 

計畫名稱：  

104 年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需求服務調查 

計畫年限：104 年 

 

熊瑞梅，吳建德，顏乃欣，陳樹衡： 

計畫名稱：  

性別與信任行為：從社會網絡、信任賽局和神經科學的觀點來探討 

Gender and Trust Behavior: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Networks, Trust Games and 

Neurosciencess 

計畫年限：104 年 

 

熊瑞梅，關秉寅，吳齊殷，蘇國賢，張峰彬：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 2013-2017 

計畫年限：105 年 

 

鄧建邦： 

計畫名稱： 

世界工廠轉型：中國大陸台商工廠內遷的勞動體制與在地社會關係 

The World Factory in Transition: The Workplace Regime of Inland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Societies 

計畫年限：104-105年 

 

簡旭伸： 

計畫名稱：  

綠色地方國家資本主義與其永續修補：後毛中國之個案 

Green Local State Capitalism and Sustainability Fix in Post-Mao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計畫年限：103-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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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學術著作（2016年上半年） 

資料來源：所屬系所公布（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林宗弘 

1. Thung-hong Lin, Yi-ling Lin, and Wei-ling Tseng. 2016. “Manufacturing Suicide: The Politics of a 

World Factor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1): 1-32. 

2. Thung-hong Lin. 2016. “Cross-strait Trade and Class Cleavages in Taiwan”. In “Taiwan and The 

‘China Impa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d. Gunter Schube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74-195. 

 

施正鋒 

1. 施正鋒，2016，〈中、東歐的轉型正義〉，台灣歷史學會主辦「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台北：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2. 施正鋒，2016，〈中國的民族主義〉，台灣戰略研究學會主辦「十八大以來的習近平學術研

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科技與工程學院 3樓會議室。 

3. 施正鋒，2016，〈南斯拉夫的解體〉，2016族群關係的省思：孫中山民族思想與當代歐洲民

族運動，台北：元智大學。 

4. 施正鋒，2016，〈捷克的轉型正義〉，台灣教授協會主辦「轉型正義與法律學術研討會」，台

北：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5. 施正鋒，2016，〈民主轉型的回顧、民主鞏固的挑戰、及深化民主的期待〉，亞太發展基金

會與民報合辦「政權交替論壇」，台北。 

 

唐玉禮 

唐玉禮，2016，〈德國統一的經驗與啟示〉，《當代歐洲民族運動》，中華民國族群與多元文化學

會主辦，台北。 

 

陳建甫 

1. 陳建甫，2016，〈和平教育課程的內涵、設計與教學：以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

標為例〉，《教師教育期刊》4。 

2. 陳建甫，2016，《以管窺龍：另類的中國想像》，台北：翰蘆圖書。 

 

張國暉 

1. 張國暉，2016，〈捷運木柵線：移入的大型科技系統與在地交通建設網絡的共造〉，《科技、

醫療與社會》，22：159-224。 

2. 張國暉，2016，〈都市能源轉型與大眾運輸系統〉，周桂田、林子倫主編，《台灣能源轉型十

四講》：133-145，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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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庭瑜 

1. 康庭瑜，2016，〈生育旅遊的國界管理：赴美待產女性的國界規訓經驗〉，《女學學誌》。(本

論著未刊登但已被接受) 

2. 康庭瑜, 2016, “The Digitization of Diaspora Engagement: Managing Extraterritorial Talent Using 

the Internet”. Global Networks.（本論著未刊登但已被接受） 

3. Tingyu Kang. 2016. “Distant Husbands Masculine Helpers: Men, Masculinity, and Sexuality in the 

Chinese Family Strategy of Flexible Citize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ransnational 

Chinese Men and Masculinit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本論著未刊登但已被

接受） 

 

童振源 

1. 童振源，2016，〈建立可持續性的兩岸互動新模式〉，「台灣新政府執政後兩岸關係走向及對

區域情勢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加坡：國立大學與法國亞洲中心。 

2. 童振源，2016，〈兩岸政策藍皮書〉，童振源主編，《兩岸政策藍皮書》，台北：博誌文化。 

3. 童振源，2016，〈對台灣創新經濟的政策建議〉，童振源、方頌仁與陳文雄主編，《矽谷成功

經濟學》：409-428，台北：博誌文化。 

 

湯京平 

魏玫娟*、湯京平，2016，〈文化資產治理與公民參與—大陸培田古民居的案例分析〉，《台灣政

治學刊》。（本論著未刊登但已被接受） (*為通訊作者) 

 

魏玫娟 

1. 魏玫娟. 2016. “Better but not Good Enough: Atypical Work, Labour Particip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aiwan”. Equality: Taiwan in Context, by Taiwan Studies Center.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 魏玫娟*、湯京平，2016，〈文化資產治理與公民參與—大陸培田古民居的案例分析〉，《台

灣政治學刊》。（本論著未刊登但已被接受）(*為通訊作者) 

 

戴興盛 

1. Kenrick W. Williams, Hsing-Sheng Tai. 2016. “A Multi-tie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nalysis of 

Protected Areas Co-management in Belize”.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Hualie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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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展學研究在台灣的碩博士論文名錄 

（2016 年上半年） 

資料來源：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政治大學發展學相關系所 

此段時間尚未有論文繳交至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 

 

東華大學發展學相關係所 

此段時間尚未有論文繳交至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探索台灣公民媒體之未來想像 

陳維信：Wei-Hsing Chen 碩士 

 

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台北市、新北市消費者購買公平貿易商品的影響因素 

沈翠玫；Tsui-Mei Shen 碩士 

企業經營者回應母性保護政策之研究—以育嬰假為例 

林佑昇；Yu-Sheng Lin 碩士 

臺北都會區新媒體產業群聚之演化—以數位音樂產業為例 

陳士騏；Shih-Ci Chen碩士 

APP 遊戲開發者的知識創造模式—地理鄰近還是關係鄰近 

陳柏涵；Bo-Han Chen 碩士 

「個人所得」對所得以外的其他擇偶偏好的影響 

陳麗芬；Li-Fen Chen 碩士 

在臺長期日籍男性留學生的生命歷程之研究 

國遠憲佑；Kensuke Kunitoo 碩士 

 

暨南大學終身學習與人資專班 

高科技專業人員組織認同、組織承諾與離職關係之研究-以主管領導為調節變項 

馬竣懷；Chun-Huai Ma碩士 

高科技產業員工無薪假認知對生涯規劃影響之研究—以員工協助方案為調節變項 

江育菁；Yu-Jing Jiang碩士 

 

 



15 
 

  

 

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博物館志工參與動機、工作投入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以情感性支持為調節變項 

吳秀貞；Hsiu-Chen Wu 碩士 

從齊格蒙特•鮑曼的社會學觀點探討現代性的缺憾及其對永續教育價值觀的啟示 

何彥廷；Yan-Ting He 碩士 

身心障礙者自我認同經驗之研究—以先天及後天肢體障礙者為例 

郭亭吟；Ting-Yin Guo 碩士 

南投縣退休公教人員社會參與與幸福感關係之研究 

陳廷宇；Ting-Yu Chen 碩士 

母職經驗中的女性自我：一位全職媽媽的敘說探究 

康雅雯；Ya-Wen Kang 碩士 

樂齡學習中心靈性課程參與者生命意義感與幸福感之關係研究 

劉瑞雯；Rui-Wen Liu 碩士 

馬來西亞獨立中學教師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終身學習關鍵能力關係之研究 

鄭洲文；Chew-Hiang Tee碩士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 

傳播文字工作者的想像力指標、根源與培養 

廖凱弘；Kai-Hung Liao 博士 

社群支持型農業之部落鑲嵌性 

林鈺珊；Yu-Shan Lin 碩士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危機事件衝擊下觀光地景脆弱性與回復力之研究：阿里山鄉山美村之個案 

曹建宇；Chien-Yu Tsao 博士 

建築物室內的緊急醫療資源空間配置模型：以台大共同教室大樓佈署自動體外 心臟電擊去顫

器為例 

王建閔；Chien-Min Wang碩士 

統計區分類系統發布層級評估 

吳怡潔；Yi-Jie Wu 碩士 

維護之重要：住宅綠建築的社會與技術特性 

黃昱翔；Yu-Hsiang Huang碩士 

建立傳染病傳播的個人暴露風險評估架構 

許景舜；Ching-Shun Hsu 碩士 

從異域到茶鄉：泰北邊境的茶產業與地方浮現 

許純鎰；Chun-Yi Hsu 碩士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景：台灣高山農業的政治生態學 

曾寶慧；Pao-Hui Tseng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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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傳統」：談臺灣茶與創意產業—誠品松菸書卷沏為例 

韓季庭；Chi-Ting Han 碩士 

文化生態系服務與人類福祉關係的研究 

顏郁樺；Yu-Hua Yen碩士 

埤塘的經營管理與蜻蛉目生物多樣性的關係 

簡雯潔；Wen-Chieh Chien 碩士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就日人經濟團體之公益事業探討地方社會空間的形成與變遷 1895-1945 基隆在地經濟團體之

萌芽及其在殖民都市經營中的參與 

田口友子；Tomoko Taguchi 碩士 

種茶或營造自然：坪林文山包種茶業生產場域的象徵鬥爭 

江欣樺；Hsin-Hua Chiang碩士 

「現實」與「理想」之間：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的參與式規劃設計

實踐 

芮光曄；Guang-Ye Rui 碩士 

徒步導覽的文化正當性政治 

高郁婷；Yu-Ting Kao 碩士 

產業群聚廠商在本國舉辦之國際商展中的關係網絡—以台灣工具機產業及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TIMTOS)為例 

張明正；Ming-Cheng Chang碩士 

貓城崛起：新北市猴硐貓觀光地景的形構 

葉文琪；Wen-Chi Yeh 碩士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兩篇有關於金融知識的文章：台灣的實證研究 

林士傑；Shih-Jie Lin 博士 

美國與中共軍事交往之研究（1979-2015）：從戰略合作到風險管控 

劉振安；Chen-An Liu 博士 

中共民兵發展之研究 

王惠民；Huei-Ming Wang碩士 

兩岸反恐合作之研究 

李奇勳；Chi-Hsun Li 碩士 

臺灣太陽花學運對新世代的影響—以與宜蘭地區相關的青年學子為例 

余旻靜；Ming-Ching Yu 碩士 

習近平主政時期中共對台政治對話的布局分析 

余建瑩；Chien-Ying Yu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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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在地方選舉中的角色-2014 年台北市議員選舉中正區案例研究 

郭怡均；Yi-Chun Kuo 碩士 

社會運動對於臺港陸生政治認同的影響：以三一八學運和佔中運動為例 

黃崇山；Chong-Shan Huang碩士 

印尼對中關係：蘇哈托 vs.蘇西洛 

黃敬琳； Ching-Lin Huang碩士 

地方性公民投票的理論與實踐—台灣 2014年地方自治選舉政見的觀察 

傅卉棋；Huei-Chi Fu 碩士 

國立台灣文學館行銷與社會教育推廣策略之研究-以「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為例 

楊雅筑；ya-chu Yang 碩士 

廣電媒體集中化之管制及規範—兼論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 

謝明謙；Ming-Chien Hsieh 碩士 

朱立倫的危機與轉機—103 年新北市長選舉空間分析 

蘇昱安；Yu-An Su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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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展學研究在台灣的相關課程 

詳細課程資料請至學會網站（網站建構中）查詢（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王振寰：East_Asian_Development，2016年秋季 

林義鈞：永續發展，2016年春季 

陳良治： 區域經濟發展專題，2015年春季 

童振源：經濟發展理論，2014年秋季 

魏玫娟：性別與發展，2016年春季 

魏玫娟：社會發展理論，2015年秋季 

簡旭昇：後社會主義中國地方治理，2015年春季 

簡旭伸：〈後社會主義〉中國「大陸」發展政治經濟學，2015年秋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