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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候選人資料表

110.3.19 第一次遴委會通過

一、 基本資料

姓

名

(中)王信賢 出 生
年月日

59.       

(英)Hsin Hsien Wang 國 籍 中華民國

通訊資料

教授證書 字號： 教字第 020  號     起資年月：102  年 08  月 

現
職

服務機關學校 現職（職級） 專兼任 到職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特聘教授 專 100 年 8 月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所 博士 91 年 3 月 

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所 碩士 85 年 3 月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現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系 學士 82 年 6 月 

主
要
經
歷

服務機關學校 職稱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副教授 專 100.08-102.07 
國立臺北大學 副教授 專 96.08-100.07 

國立臺北大學 助理教授 專 93.02-96.07 

致理技術學院 助理教授 專 91.08-93.0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 所長 兼 106.08 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

學院
副院長 兼 106.08-109.09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

與大陸研究專班
執行長 兼 105.08-106.07 

日本早稻田大學 訪問學者 兼 108.07-108.08 
美國 UC Berkeley 訪問學者 兼 103.08-104.07 

日本東京大學 訪問學者 兼 94.07-94.08 

兩岸遠景交流基金 董事 兼 109.10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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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 顧問 兼 107.01 迄今 

桃園市大陸事務委員會 諮詢委員 兼 107.04 迄今 

台北市大陸事務委員會 諮詢委員 兼 106.07 迄今 

新北市兩岸事務委員會 諮詢委員 兼 105.12-107.1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諮詢委員 兼 105.05-108.10 

註：1.收件截止日及時間：110 年 4 月 28 日下午 5 時前。 
2.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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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行政、學術(含著作目錄)成就及獲獎事蹟 

（一） 行政： 

1. 校內：曾擔任東亞研究所長（106.08 迄今）、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106.08-109.09）

與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在職專班執行長（105.08-106.07）。主要貢獻如下： 

（1） 院校級：擔任校院多項委員會委員、協助院長協調系所學程事務、協助整

合院內研究所課程、協助建立專班各項制度。 

（2） 所級： 

I. 協助院、所辦理評鑑工作，東亞所並獲得評鑑特優。 

II. 協助東亞研究所「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兩大研究領域之課程整合，並

調整本所專任老師之課程配置。 

III. 成功舉辦東亞所五十週年所慶，並出版《從一所看一學科：政大東亞所與

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IV. 整合所內專任老師與所友，出版《中國大陸概論》一書，普及專業學科並

發揮所影響力。 

V. 與「五南圖書公司」簽訂出版協議──「政大東亞所系列叢書」。 

VI. 完成與日本東北大學博士雙聯學位、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合

作協議簽訂（目前正與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院以及波蘭大學洽談合作協議）。 

VII. 協助向外募款，全數用於鼓勵學生研究發表與國際交換。 

2.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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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擔任多項政府相關部門諮詢委員、顧問與基金會董事（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海基會、遠景基金會）。 

（2） 擔任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大陸研究所之評鑑委員。 

 

（二） 學術 

1. 學術出版：迄今共出版四本專書、發表 53 篇期刊論文（含 17 篇 TSSCI、3 篇 SSCI、

4 篇 Scopus 及 1 篇 CiNii 論文，其中一篇刊登於國際 Area Studies 領域排名第一

期刊 The China Journal）、27 篇專書篇章與數十篇研討會論文（請詳見附件一）。 

2. 研究計畫： 

（1） 科技部計畫：至學術界服務迄今，每年均獲得專題研究計畫獎助，共計 18 次

（若含 110、111 預核案則為 20 次）。 

（2） 非科技部計畫：主持、參與陸委會、研考會、經濟部、海基會、台北市政府委

託研究計畫共計 20 件。 

3. 訪問學者：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108.07-107.08）、美國 UC Berkeley 訪問學

者（103.8-104.7）、日本東京大學訪問學者（94.7-94.9）。 

4. 期刊編委：《東亞研究》主編、《政治學報》、《政治科學論叢》、《中國大陸研究》、

《國家發展研究》與《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 

5. 協助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規劃並執行 Consortium of China Studies（國際中國研究

聯盟），此聯盟目前參與之學校為本校、美國 UC Berkeley、加拿大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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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ritish Columbia、澳洲國立大學（ANU）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學與慶應義塾大學。 

 

（三）獲獎事蹟 

1. 榮獲本院特聘教授（105、107）。 

2. 榮獲本校 104（專業）、105（通識）、107（通識）學年度教學優良獎，並獲教學

特優獎。 

3. 榮獲四次（103、104、106、109）科技部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獎勵。 

4. 指導學生論文獲得「台灣政治學會 2020 年度指導有方獎」（當年唯一）。 

5. 於國立台北大學服務期間，獲得 5 次教學優良教師獎、3 次優秀研究成果獎勵與

1 次傑出導師獎。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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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務領導及發展理念 

（一） 院務領導理念 

1. 以學生為本，兼顧本土與國際人才培育。 

2. 系所均衡發展，強化學科與區域研究。 

3. 創造優質環境，平衡學術與政策研究。 

4. 整合內外資源，推動國內與國際合作。 

 

（二）院務發展策略 

1. 院內： 

（1） 打造「政大國際事務研究學派」，提升本校在相關領域之國際排名： 

I.   構建研究團隊：本院各系所學程專任老師多以「政治學」中的國際關係和

比較政治為學科基礎，院可主導以建構研究團隊，發揮教師所長，特別是

在美中戰略競爭方興未艾之時，本院應可從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中國大

陸、日本與東北亞、東南亞、俄羅斯與中東歐、歐盟、拉美等）提出屬於

本院之觀點。 

II. 學術專業出版：在前述基礎上，院可結合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進而出版

（如與出版社簽訂「系列叢書」協議），發揚「政大國際事務研究學派」。 

III. 共同出版「教科書」，以達「科普」之責任，並增加本院社會影響力。 

（2） 從學術到政策影響：就當前國際局勢而言，國際關係、區域研究與兩岸關係對

我國而言，不僅是學術研究，也是攸關我國未來發展之重大議題，本院可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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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單位「對口」之政府部門，或各國駐台之大使館或代表處，共同合作舉辦

政策會議或座談會，以增加本院政策影響力。 

（3） 院內資源整合： 

I.   募集資源支持教師帶領學生成立跨系所學程之小型研究團隊與讀書會。 

II. 鼓勵跨系所學程提出「學分學程」。 

III. 在目前院課程資源整合基礎上，商討研究所招生之資源整合。 

（4） 鼓勵院內學生互動與參與國際交換： 

I.   創造院內各系、所、學程與專班學生之互動平台。 

II. 加強與國際知名大學簽訂雙聯學位或交換協議並鼓勵學生參與。 

（5） 向校方爭取獎項資源：由於本院專任教師規模已有所擴增，故可向校方爭取增

加相關獎項名額。 

（6） 增加本院之空間與超前規劃：在法學院院館興建之時，可「超前部署」與校方

商談並規劃增加本院之空間。 

（7） 強化本院各系所學程之校友服務。 

 

2. 本院與校及其他單位之合作： 

（1） 配合校務發展規劃： 

I. 亞洲研究：本院諸多單位可整合資源，並共同參與校方所提出之亞洲研究。 

II. 華語文教學：針對至本校學習華語文之國際學生，本院可提供相關課程以強

化台灣觀點之國際關係、亞太區域研究與兩岸關係。 

III. 國際排名：本校政治與國際研究（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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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全球排名過去連續五年維持在 51-100 名間，近兩年則為 101-150 名。本

院可與社會科學院政治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以及選舉研究中心合作商

討，以提升本校於此領域之國際排名。 

（2） 與他院（研究中心）之合作： 

I.  外語學院：外國語文以及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之課程或研究合作。 

II.  新成立之資訊學院：合作開設創新研究方法課程（如數位人文、AI 等），並

提供本院教師研究方法之支援。 

III. 創新國際學院：合作開設相關課程。 

IV. 與研究中心之合作：如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研究資源以及選舉研究中心之

調查數據。 

 

3. 校外合作與爭取外部資源： 

（1） 與國內大學相關專業院系以及中央研究院建立合作關係。 

（2） 加速推動與國際知名大學簽訂雙聯學位與合作協議。 

（3） 建立與政府部門、智庫之合作關係，並簽訂學生實習制度。 

（4） 強化校友服務，並與企業合作，增加募款以支持本院之研究與教學發展。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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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期刊論文 
Wen-Hsuan Tsai, Hsin-Hsien Wang, and Ruihua Lin, “ Hobbling Big Brother: Top-Level Design and 

Local Discretion in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The China Journal (accepted). SSCI (Ranked 
#1 out of 77 in Area Studies) 

Hsin 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Shinn-Shyr Wang, Wei-Chih Chiu, “A King Stifling Voices of 
Dissent? Popular Protests and State Responses in Xi’s China, ” Pacific Focus, Vol.36 No.1(April 
2021), pp.92-115. SSCI 

Hsin-Hsien Wang and Wei-Feng Tzeng, “Building a Hyper-Stability Structure: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Stability Maintenance in Xi’s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57 No.1(March 2021), 
pp.215002-1-22. Scopus 

王信賢、鄧巧琳，「壟斷性侍從主義：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的國家社會關係」，中國大陸研究，

第 63 卷第 3 期，2020 年 9 月，頁 1-44。TSSCI 

Hsin-Hsien Wang, Shinn-Shyr Wang, Wei-Feng Tzeng,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How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Respond to the Competing Great Powers in Asia-Pacific Region.” Issues & 
Studies, Vol.56, No.2, June 2020, pp.2040007-1-24. Scopus 

王信賢，「社會安全或社會控制：中國大陸科技威權主義的進化」，展望與探索，第十七卷第六期，

2019 年 6 月，頁 1-8。 

Shinn-Shyr Wang,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The Nature of Popular Protest and the 
Employment of Repressive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55, No. 01 (March 
2019), pp.1950004-1-28. Scopus 

王信賢、趙春山，「尋求學術與政策平衡的中國研究：政大東亞所的志業」，東亞研究，第 49 卷

第 2 期，2018 年 12 月，頁 83-112。 

王信賢，「習近平時代の中国の社会治理および国家と社会の関係」，問題與研究（日文版），第

四十七第三期，2018 年 9 月，頁 35-74。CiNii 

王信賢，「近期大陸退伍軍人抗爭評析」，展望與探索，第十六卷第八期，2018 年 8 月，頁 1-6。 

王信賢，「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展望與探索，第十六卷第五期，

2018 年 5 月，頁 111-127。 

王信賢，「從中共『十九大』觀察中國大陸社會發展與治理」，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二

期，2018 年 1 月，頁 143-152。 

王信賢，「習近平新時代的社會治理：北京驅離『低端人口』的觀察」，展望與探索，第十六卷第

一期，2018 年 1 月，頁 15-21。 

Wei-Feng Tzeng, Hsin Hsien Wang, “Choosing Democracy in China? Explaining the Choice of 
Electoral Rule in the Chinese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44 Issue.4(Nov. 2017), pp. 99-124. Scopus  

王信賢，「蔡總統就職週年展望兩岸關係」，展望與探索，第十五卷第六期，2017 年 6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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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信賢，「台灣新政府上台後的兩岸關係與展望」（中、韓文），成均中國焦點，2016 年 8 月，頁

26-36, 69-76。 

王信賢、邱韋智、王信實，「中國社會抗爭中的策略互動與類型：三層模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

第 59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75-99。TSSCI 

王信賢，「《大道之行》與中國國家治理」（韓文版），成均中國摘要（SUNGKYUN CHINA BRIEF），
2016 年第 1 期（總第 38 期），頁 136-142。 

王信賢，「2015 年中國大陸社會情勢分析」，中共研究，第 50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107-113。 
王信賢，「大陸全面二孩政策研析」，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頁 8-15。 

王信賢、邱韋智，「『一帶一路』：戰略意涵與內部資源爭奪」，戰略安全研析，第 118 期（2015 年

2 月），頁 13-20。 

王信賢、涂秀玲，「多層次競爭：『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57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33-61。TSSCI 

王信賢，「中國大陸高齡化衝擊及養老服務業發展」，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10 期（2013 年 10
月），頁 19-25。 

王信賢、王信實，「中國經濟不均衡發展與社會抗爭」，中國大陸研究，第 56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69-98。TSSCI 

陳陸輝、陳映男、王信賢，「經濟利益與符號態度：解析臺灣認同的動力」，東吳政治學報，第 30
卷第 3 期（2012 年 9 月），頁 1-51。TSSCI 

王信賢，「當代中國國家能力與社會穩定：兼論『社會管理創新』的意涵」，中國治理評論（北京），

2012 年（總第 2 輯），頁 54-87。 

王信賢，「中共『社會管理創新』評析：2012 年『兩會』的觀察」，中共研究，第 46 卷第 3 期（2012
年 3 月），頁 62-74。 

王信賢，「廣東烏坎村民主選舉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3 期（2012 年 3 月），頁 6-10。 

王占璽、王信賢，「中國社會組織的治理結構與場域分析：環保與愛滋 NGO 的比較」，台灣政治

學刊，第 15 卷第 2 期（2011 年 12 月），頁 115-175。TSSCI 

張四明、王信賢，「公務出國計畫績效評估與管考機制之研究」，國會月刊，第 38 卷第 10 期（2010
年 10 月），頁 78-97。 

王信賢，「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變與常：以環保組織的發展為例」，政治學報，第 49
期（2010 年 6 月），頁 1-39。TSSCI 

王信賢，「中國社會政策與困境：2010 年『兩會』的觀察」，中共研究，第 44 卷第 4 期（2010 年

4 月），頁 49-63。 

王信賢，「誰統治？論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以《反壟斷法》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35-62。TSSCI 

王信賢、李宗義，「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社會科學論叢，第 2 卷第 2 期（2008 年

10 月），頁 11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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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信賢，「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37-58。TSSCI 

王信賢，「將社會帶回？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發展與理論省思：以 W 市商會與行業協會為例」，人

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293-326。TSSCI 

王信賢，「中國大陸國家權力與社會運動分析」，政治學報，總 40 期（2006 年 6 月），頁 85-114。
TSSCI 

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27-51。TSSCI 

王信賢，「與狼共舞！？我國產業外移大陸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10 期（2005 年 10 月）。 

王信賢，「中共『保先運動』的發展與評估」，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2 期（2005 年 2 月），頁 13-16。 

王信賢，「物以類聚：台灣 IT 產業大陸投資之群聚現象與理論辯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85-109。TSSCI 

王信賢，「『胡溫領導』與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之經濟觀察」，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11 期（2003
年 11 月），頁 5-8。 

王信賢，「經濟改革與政治穩定：中共十六大前的社會分析」，中國事務，總第十期（2002 年 10
月），頁 6-21。 

王信賢，“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38 No. 3(September 2002) , pp.235-238. (Book Review). SSCI  

劉雅靈、王信賢，「缺乏發展的增長：中國股票市場的制度內捲化」，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2002 年 7、8 月），頁 43-74。TSSCI 

王信賢，「中國國企改革的組織同形主義」，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9 期（2001 年 9 月），頁

57-80。TSSCI 

王信賢，「中國國企改革的組織焊接：『吳江絲綢股份有限公司』籌組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

第 43 卷第 12 期（2000 年 12），頁 37-61。TSSCI 

王信賢，「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8 期（2000 年 8 月），頁

23-46。TSSCI 

王信賢，「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大陸國家角色分析」，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4 期（1999 年 10 月），

頁 17-34。 

王信賢，「世界體系理論與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策略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2 卷第 6 期（1996
年 6 月），頁 32-47。 

王信賢，「上海經濟發展與其腹地各省份發展差異初探」，東亞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1996 年 4
月），頁 38-60。 

王信賢，「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國際體系的意涵：『覺醒的巨龍』」，共黨問題研究，第 21 卷第 10
期（1995 年 10 月），頁 41-54。 

王信賢，「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分析：發展社會學理論的意涵」，東亞季刊，第 27 卷第 1 期（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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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頁 54-77。 

 
二、 專書論文與學位論文 

王信賢、寇健文編著，中國大陸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20）。 

王信賢、寇健文，「導論：認識中國大陸」，收錄於王信賢、寇健文編著，頁 1-13。 

王信賢，「社會穩定、黨國回應與科技維穩」，收錄於王信賢、寇健文編著，頁 191-213。 

吳玉山、王信賢編著，從一所看一學科：政大東亞所與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

司，2019）。 

吳玉山、王信賢，「導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收錄於吳玉山、王信賢編著，從一所看一學科：

政大東亞所與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頁 1-8。 

曾偉峯、王信賢，「東亞所的學術脈絡：碩博士論文題目分析」，收錄於吳玉山、王信賢編著，從

一所看一學科：政大東亞所與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頁 67-91。 

王信賢、趙春山，「尋求學術與政策平衡的中國研究：政大東亞所的志業」，收錄於吳玉山、王信

賢編著，從一所看一學科：政大東亞所與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
頁 167-184。 

王信賢，「兩岸社會交流的挑戰與機遇」，2017 中共年報（新北市：中共研究雜誌社，2017），頁

5.73-5.83。 

王信賢，「當前中國社會管理分析：『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收錄於陳德昇主編，中共「十八

大」菁英甄補與治理挑戰（台北：印刻出版社，2015），頁 193-228。 

王信賢、寇健文編著，邁向公民社會？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分析（台北：五南圖書，2014）。 

王信賢、寇健文，「結語：社會力量與黨國回應」，收錄於王信賢、寇健文編著，邁向公民社會？

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分析（台北：五南圖書，2014），頁 367-389。 

王信賢，「導言：探索中國公民社會」，收錄於王信賢、寇健文編著，邁向公民社會？當代中國「國

家－社會」關係分析（台北：五南圖書，2014），頁 1-12。 

王信賢，「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與轉型」，收錄於趙春山主編，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台北：三

民書局，2013），頁 125-149。 

王信賢，「當代中國國家能力與社會穩定：兼論『社會管理創新』的意涵」，收錄於陳德昇主編，

中共「十八大」精英甄補：人事、政策與挑戰（台北：印刻出版社，2012），頁 197-240。 

王信賢，「中國大陸人口老化問題及對台灣之政經影響」，收錄於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告（國家

安全叢書），頁 245-261。 

王信賢，「論中國的政策過程中的部門關係：以《反壟斷法》為例」，收錄於楊光斌、寇健文主編，

中國政治變革中的觀念與利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170-202。 

王信賢，「社會團體與非政府組織」，收錄於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主編，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

研究（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11），頁 305-332。 

Hsin Hsien Wang, ” The Evolution into NGO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wo Approach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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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s, ” in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eds. 
by Phil Hsu, Yu-Shan Wu, and Suisheng Zhao(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204-223. 

王信賢、柯采霈，「兩岸交流與台灣民眾認同變遷：2008 年以來的分析」，收錄於中共研究雜誌社、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主編，續與變：2008-2010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法務部調

查局，2010），頁 77-102。 

王信賢，「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變與常：以環保組織的發展為例」，收錄於中共研究雜

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主編，「中共建政暨兩岸分治 60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法

務部調查局，2009），頁 145-170。 

王信賢，「邁向公民社會？中國市場改革與社會變遷的省思」，收錄於楊開煌主編，中國改革開放

三十年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頁 167-218。 

王信賢，「中國大陸社會變遷」，收錄於李英明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7），
頁 305-331。 

王信賢，「官僚競爭下的市場中介組織：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新詮』」，收錄於徐斯儉、吳玉

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頁 267-308。（具

審查制度） 

王信賢，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2006）。
（具審查制度） 

王信賢，「組織社會學與當代中國研究評述：反思與實踐」，收錄於石之瑜主編， 從臨摹到反思：

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台北：翰蘆圖書，2005），頁 213-249。（具審

查制度） 

王信賢，「物以類聚：台灣 IT 產業大陸投資之群聚現象與理論辯析」，收錄於陳德昇主編，經濟全

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策略、佈局與比較（台北：晶典文化出版社，2005），頁 73-109。（具

審查制度） 

王信賢，「全球化時代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理論省思：從企業群聚的角度觀察」，收錄於陳德昇主

編，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變遷與挑戰（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67-103。 

王信賢，「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收錄於魏艾主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台北：揚智

出版社，2003），頁 145-168。 

王信賢，「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收錄於魏艾主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台北：

揚智出版社，2003），頁 65-87。 

王信賢，組織同形與制度內捲：中國國企改革與股市發展的動態邏輯（博士論文，2002） 

王信賢，中國大陸上海地區對外開放分析：發展社會學的向度（碩士論文，1996） 

 
三、 學術研討會論文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Building a Hyper-Stability Structure: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Stability Maintenance in Xi’s China”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es in the Chinese 
Party-State in the Xi Jinping Era,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ctober 24-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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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Hsien Wang, Shinn-Shyr Wang, Wei-Feng Tzeng, Yi-Fen Niki Chiang,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How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Respond to the Competing Great Powers in 
Asia-Pacific Region”, An Asia-Pacific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US-China Relation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uly 11-12, 2019.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 Favor vs. Fear: Protest Targeting and Mass Violence in China.” 
The 7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Chicago, Illinois, 
April 4-7 2019.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Social Protests and State Respon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Comparison of Four “Anti-PX” Incidents. ” The 7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Chicago, Illinois, April 4-7 2019. 

王信賢、鄧巧琳，2018，「學術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的國家社會關係」，

發表於中國社會發展模式，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2 月 6 日。 

王信賢、曾偉峰，2018，「要錢還是要命？中國社會抗爭對象與群眾暴力分析」，發表於中國大

陸改革開放 40 年學術研討會，台北：國家圖書館，11 月 29 至 30 日。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Social Protests and State Respon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Comparison of Four “Anti-PX” Incidents. ” The 2018 IPSA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 
Brisbane, Australia, July 21-25 2018. 

Hsin-Hsien Wang, Wei-Feng Tzeng, Shinn-Shyr Wang, Wei-Chih Chiu,” An Eye for an Eye? Analyzing 
Citizens' Use of Violence in China's Popular Protest.”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Chicago, Illinois, April 5-8 2018. 

Wei-Feng Tzeng and Hsin-Hsien Wang, “ A Rural-Urban Divide? Reassessing Voting in Chinese 
Villagers’ Committee and Residents’ Committee Elections”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Chicago, Illinois, April 5-8. 

王信賢，「習近平時期的社會治理與中共十九大觀察」，2017 年中國大陸情勢總結及未來發展趨

勢論壇，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主辦，2018 年 1 月 2 日。 

王信賢，「兩大之間難為小：亞太國家經驗與兩岸關係」，發表於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挑戰與

機遇研討會暨高長教授榮退紀念研討會，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主辦，2017 年 12
月 1 日於花蓮。 

王信賢，「新時代兩岸關係芻議」，發表於兩岸青年學者（上海）論壇，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與上海台灣研究所主辦，2017 年 11 月 18 日於上海。 

王信賢，「習近平上台後的社會治理與國家社會關係」，發表中共「十九大」政治菁英甄補國際

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2017 年 4 月 9 日於台北。 

Shinn-Shyr Wang, Hsin Hsien Wang and Wei-Chih Chiu, “Toward Innovations in Social Governance? 
Popular Protests and State Responses in Xi’s China” present at Strategizing the Rise of China: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Driving Forces Confer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Taipei), 
May 6-7, 2016. 

王信賢，「《大道之行》與中國國家治理」，發表於 2015 年成均中國研究所國際學術會議，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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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均館大學中國研究所主辦，2015 年 11 月 20 日於韓國首爾。 

Hsin Hsien Wang, Chien-wen Kou, and Shinn-Shyr Wang, “Factors Leading to the Promo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actions, Economic Growth, or Social Stability?” 
The 2015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Chicago, Illinois, 
April 16-19.  

Wei-Feng Tzeng, and Hsin Hsien Wang, “Choosing Democracy in China? Explaining the Choice of 
Electoral Rule in the Chinese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The 2015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Chicago, Illinois, April 16-19. 

王信賢，「中國大陸社會抗爭的政府回應分析」，發表於第三屆中國社會公共安全論壇，華東政

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主辦，2014 年 5 月 24 日於上海。 

寇健文、王信實、王信賢，「中國大陸省級官員晉升因素分析：政治關係、發展是硬道理或維穩

優先？ 」，發表於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研究中心、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主辦，2014 年 4 月 25-26 日於上海。 

邱韋智、王信賢，「中國大陸社會抗爭之策略互動與類型：三層博奕分析」，發表於全球化背景

下的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南京大學政府

管理學院主辦，2014 年 4 月 25-26 日於上海。 

王信賢、王占璽，「威權政體與抗爭政治：兩岸比較」，發表於兩岸發展經驗比較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2014 年 3 月 14-15 日於台北。 

王信賢，「為何暴力？影響中國大陸民眾抗爭行為分析」，發表於新時期國家-社會關係：中國經

驗與國際比較學術研討會，复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2013 年 6
月 29-30 日於上海。 

王信賢，「從社會管理走向社會治理？當前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分析」，發表於習李體制、人

事調整與政策取向：持續與變遷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13 年 3
月 29 日於台北。 

王信賢，「台灣中國政治研究的系譜：方法論與議題分析」（The Pedigree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in Taiwan: Methodology and Issues），發表於現代中国政治研究の方法論的諸問題：日本的

特色をもつ新しい研究戦略を求めて（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Search of New Research Strategies with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日本慶應

義塾大学東アジア研究所・現代中国研究センタ，2012 年 12 月 15 日。 

王信實、王信賢，「影響中國民眾暴力抗爭的因素分析」，發表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與結構調整

之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2012 年 11 月 23 日於台北。 

王信賢，「為何鎮壓？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的策略選擇」，發表於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

展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12 年 6 月 1-2 日。 

王信賢，「當代中國國家能力與社會穩定：兼論『創新社會管理』的意涵」，發表於比較視野下

的國家建設與民主學術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主辦，2012 年 4 月

13-14 日於北京。 

王信實、王信賢，「中國經濟不均衡發展與社會抗爭」，發表於中國大陸區域經濟不均衡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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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2011 年 12 月 23 日於台北。 

王信賢、涂秀玲，「層層博奕：『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與挑戰」，發表於第三屆發展研究年會，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2011 年 10 月 29-30 日於桃園。 

王信賢，「中國大陸社會抗爭分析：兼論對地方治理的啟示」，發表於新時期地方政府建設學術

研討會，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主辦，2011 年 6 月 11-12 日於天津。 

王信賢，「牽一髮動全身：中國大陸社會問題連動與維穩困境」，發表於大陸社會發展與穩定研

討會，國立政治大學、財團法人資策會主辦，2011 年 4 月 16 日於台北。 

王信賢、柯采霈，「兩岸交流與台灣民眾認同變遷：2008 年以來的分析」，發表於續與變：2008-2010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2010 年 10 月 2 日。 

王信賢，「中國國際化與區域發展戰略：『內外聯結』的觀點」，發表於當代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

台灣與日本學者的對話，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舉辦，2010 年 9 月 18 日於台北。 

王信賢、王占璽，「社會力量組織化的進程與差異：中國環保與愛滋 NGO 的經驗比較與理論反

思」，發表於兩岸民間社會與公共參與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辦，

2010 年 6 月 11-12 日於台北。 

王信賢、張弘遠，「中國地方政府創新與治理變遷：理論對話與實證檢視」，發表於中國地方治

理：變遷、趨勢與挑戰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2010 年 3 月 20 日

於台北。 

王信賢，「評析中共 2010 年『兩會』之社會政策」，發表於解析中共 2010 年「兩會」後之施政

發展座談會，中共研究雜誌社主辦，2010 年 3 月 9 日於台北。 

王信賢，「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變與常：以環保組織的發展為例」，發表於「中共建

政暨兩岸分治 60 年」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09 年 9 月 24 日於台

北。 

王信賢，「中國特色！？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理論爭辯」，發表於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

討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08 年 12
月 25 日於台北。 

王信賢，「誰統治？論中國政策過程中的官僚競爭」，發表於觀念、制度與中國政治發展

（1978~2008）學術討論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主辦，2008 年 12 月 6 日於北京。 

王信賢，「公民社會理論與中國特色」，發表於海峽兩岸第二屆公共管理論壇――傳統文化與公共

管理會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主辦，2008 年 12 月 3-4 日於北京。 

王信賢，「邁向公民社會？中國市場改革與社會變遷的省思」，發表於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銘傳大學主辦，2008 年 11 月 13 日於台北。 

王信賢，「中國大陸環保運動的發展與評估」，發表於中國大陸社會穩定計畫學術研討會，中研

院政治所籌備處，2008 年 06 月 20 日於台北。 

Hsin Hsien Wang, ”In Search of NGO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wo Paths and Dilemmas” 
Presented at Washington Consensus versus Beijing Consensus: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he Center for China-US 



 
15 

Cooperation ),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University of Denver, Denver, U.S.A., May 30-31, 2008. 

王信賢，「胡溫政權社會發展政策取向與挑戰：後極權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的觀點」，發表於兩

岸政經轉型與民主發展－－新政府人事、政策與互動取向研討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主辦，2008 年 04 月 12-13 日於台北。 

王信賢，「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發表於第一屆兩岸北大公共管理論壇：民主治理

與公民社會，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主辦，2008 年 01 月 8 日於台北。 

王信賢，「誰統治？論中國政策過程中的官僚競爭：以《反壟斷法》為例」，九十六年度公共事

務論壇系列──兩岸與中國研究，台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主辦，2007 年 10 月 29 日於台北。 

王信賢，「中國大陸環保組織的發展與困境：兼論台灣綠色行動」，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2007 年 6 月 11 日於台北。 

王信賢，「鑲嵌或自主性？中國環保組織的發展：官僚競爭的觀點」，公部門與公民社會發展學

術研討會，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主辦，2007 年 6 月 12 日於台北大學。 

Hsin Hsien Wang, ”Embeddedness or Autonomy? Environmental NGOs in Transforming China: The 
Perspective of Bureaucracy Competition Model,”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uo, PRC, 
May 29-30, 2007. 

王信賢，「中國區域發展戰略與影響」，「台日論壇」2006 年台北會議，中華歐亞基金會主辦，2006
年 7 月 16 日於台北。 

王信賢，「官僚競爭與市場中介組織發展：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新詮」，發表於第二屆

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澳門大學主辦，2006 年 5 月 13-14 日於澳門。 

王信賢，「爭辯中的中國 NGOs 理論：『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發表於中國市場轉型與社會

發展：變遷、挑戰與比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2006 年 4 月 29-30 日於

台北。 

王信賢，「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對台政策：『四化』策略與聯結分析」，發表於兩岸關係之展望學術

研討會，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與中華歐亞金金會合辦，2005 年 12 月 19 日於

國立台北大學。 

王信賢，「分裂統治下的市場中介組織：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新詮」，發表於中共政權

變遷：菁英、體制與政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5 年 11
月 19 日於中央研究院。 

王信賢、鄭淑美，「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治理與權力互動：理論對話與類型分析」，發表於 2005 年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5 年 10 月 15
日於中央研究院。 

王信賢、王占璽，「鳥籠社會：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發展的制約－－以基金會為例」，發表於 2005
第三部門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辦，2005 年 10 月 13 日於國立政

治大學。 

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發表於第三屆「台灣公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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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年會暨「公共行政的變遷與挑戰」學術研討會，國

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主辦，2005 年 6 月 18 日於國立台北大學。 

王信賢，「中共政經『內外聯結』策略與對我國的影響」，和平論壇時事座談會：展望兩岸關係

的困境與機遇，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與中華歐亞金金會合辦，2005 年 4 月 30
日於國立台北大學。 

王信賢、鄭淑美，「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治理與中介組織發展：以業主委員會為例」，發表於中國

經濟轉型與地方治理研討會，台北市兩岸文教交流協會主辦，2005 年 4 月 24 日於台北福

華文教會館。 

王信賢，「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發展與理論省思：兼論兩岸社會團體比較」，發表於首屆兩岸四

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主辦，2005 年 04 月 07-08 日於北京。 

王信賢，「組織社會學與當代中國研究評述：反思與實踐」，發表於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

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辦，2004 年 12 月 21
日於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 

王信賢，「將社會帶回？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發展與理論省思：以 W 市商會與行業協會為例」，

發表於台灣政治學年會，高雄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主辦，2004 年 12 月 18、19 日

於高雄義守大學。 

王信賢，「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策略及對兩岸互動的影響」，發表於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與

兩岸經貿互動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 11 月 6 日、7 日於國

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王信賢，「台商大陸投資之企業群聚現象與理論分析」，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學術

研討會，台北市兩岸文教交流協會主辦，2004 年 4 月 24-25 日於台北福華文教會館。 

王信賢，「將社會帶回？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發展的理論思考」，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研究成果發表會，2003 年 12 月 15 日於台北。 

王信賢，「全球化時代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理論省思：從企業群聚的角度觀察」，發表於大陸區

域經濟發展與兩岸四地互動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兩岸文教交流協會主辦，2003 年 5 月 3 日

於台北福華文教會館。 

王信賢、劉雅靈，「缺乏發展的增長：中國股票市場的制度內捲化」，發表於全球化時代下的兩

岸關係與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2001 年 12 月 22 日於台北。 

王信賢，「中國大陸漸進改革與地方政府角色分析」，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八十七學年研究生研

究成果發表會，1998 年。 

王信賢，「對孫中山先生國家發展學說的再思考－－發展社會學的向度」，國父紀念館中山思想

論文比賽社會組佳作，1996 年。 

王信賢，「『對外開放』：發展或神話－－以中國大陸上海地區為例」，發表於第二屆政治大學東

亞所、大陸事務班論文研討會，1996 年 6 月 1 日於台北。 

王信賢，「中國大陸對外經濟開放在世界體系理論的意涵」，發表於第二屆大學院校兩岸關係發

展論文發表會，1996 年 5 月 25、26 日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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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術研究計畫： 

2021，中共強化中央政策落實情形：觀察習近平權力穩固程度，大陸委員會（主持人）。 
2020 ， 中 國 威 權 體 制 下 的 多 樣 性 國 家 社 會 關 係 ， 科 技 部 研 究 計 畫 ， 計 畫 編 號

109-2410-H-004-089-MY3（主持人）。 
2019，習近平權力觀察及影響，大陸委員會（主持人）。 
2017，兩岸城市交流之機遇與風險評估，台北市政府委託（主持人）。 
2017，學術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的國家社會關係，科技部研究計畫，計

畫編號106-2410-H-004-095-MY3（主持人） 
2017，中國大陸維權運動及中共維穩政策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持人） 
2016，中國大陸高鐵發展與「一帶一路」戰略研析，海峽交流基金會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 
2015 ，轉型中 的中國智庫 ：角色變遷與政策 影響 ，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104-2410-H-004-105-MY2（主持人） 
2013，維權vs維穩：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2年度計畫，計

畫編號102-2410-H-004-173-MY2（主持人） 
2013，大陸維穩體系與社會群體性事件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持人） 
2012，中共十八大後的內部情勢發展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研究員） 
2012，中國大陸黨政幹部人事制度與職位管理之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計畫協同主持人） 
2012，對口支援：中國大陸府際關係的另一種觀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1年度計畫，計畫編

號101-2410-H-004-133-（主持人） 
2011，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影響之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2011，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國家對社經變遷的控制與調適-子計畫三：社會力量興起

與黨國回應：兩岸「國家－社會」關係比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0年度計畫，計畫編

號100-2420-H-305-002-MY3（主持人） 
2010，當代中國社會抗爭與國家權力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9年度計畫，計畫編號

99-2410-H-305-036-MY2（主持人） 
2010，跨境犯罪案件管轄權之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計畫協同主持人） 
2010，民眾導向的大陸政策與教育推廣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計畫協同主持人） 
2009，邁向公民社會：中國社會組織發展與比較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8年度計畫，計畫

編號98-2410-H-305-031-（主持人） 
2008，公務出國計畫績效評估與管考機制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計畫協同主持人） 
2008，誰統治？中國大陸政策制定的理論與實際，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7年度計畫，計畫編號

97-2410-H-305-045-（主持人） 
2008，中國社會運動與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2007，中介組織發展與官僚部門競爭：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新詮（Ⅱ），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96年度計畫，計畫編號NSC 95-2414-H-305 -010 –MY2（主持人） 
2006，中介組織發展與官僚部門競爭：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新詮（Ⅰ），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95年度計畫，計畫編號NSC 95-2414-H-305 -010 –MY2（主持人） 
2005，我國民間團體於兩岸文教交流之角色與功能，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2005，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治理與自治組織發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4年度計畫，計畫編號NSC 

94-2414-H-305-009-（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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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中國對外投資對兩岸產業競爭與發展之影響，經濟部投審會（研究人員） 
2004，中國大陸基金會組織發展初探，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 
2004，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與兩岸經貿互動，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研究團隊成員） 
2004，將社會帶回？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興起與理論省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3年度計畫，

計畫編號NSC 93-2414-H-305-012-（主持人） 
2004，中國大陸整合型研究計畫台商研究資料庫，教育部（研究團隊成員） 
2003，從鑲嵌到嵌套：治絲愈棼的中國國企改革，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2 年度計畫，計畫編號

NSC 92-2412-H-263-001-（主持人） 
2001，中共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設計與現階段發展之評估，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委託研究（共同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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