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綱要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中)中華民國憲政改革專題研究

(英) The Study on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of R.O.C.
課程編號 341 U6180 班次 學分數 2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選修

授課教師 黃炎東 修課人數 無限

上課時間 每星期四、34 節 課程加選方式 2

上課地點 國發 208 博士班核心能力

備    註 碩士班核心能力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本課程研究內涵，係就憲政體制與法律面向，採文獻分析法探

討，將世界各國所採用之中央政府體制，作有系統的介紹與分

析，並以憲法權力分立制衡的原理立論為始，論述我國歷年來的

憲政改革之影響，同時詮釋憲改工程對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發展走

向的影響，進而再針對我國現行中央政府體制作詮釋與批判，以

釐清我國現行中央政府體制之屬性和特色，希望透過對於中央政

府體制的研究與發現，共同思考一個長治久安的憲政體制改革方

向，期盼我國在不久的將來，能真正落實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憲政

運作效果。

課程概述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係構成國家制度的最高法則，其核心價值

在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故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通。因此，在制定憲

法或進行憲法改革時，不可不慎。有一流的憲政教育，才能培養一

流的現代國民，以建設一流的現代化國家與社會，一個國家之民

主政治是否健全，與其憲政制度之良窳有密切的關係，而要瞭解

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則須對其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作深入瞭解。

關鍵字 憲政體制、憲法權力分立、憲政改革、中央政府體制、政黨政治

課程要求 研讀指定之參考資料並能於上課時提出較有創新問題分組研討

Office Hours 修課學生可以 email 聯繫研討有關課程問題。

參考書目 一、 中文部分
1.王育三(1998)，美國政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局。

2.王育三(2007)，美國政府理論與實務，台北：三民書局。

3.王業立(2007)，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4.包宗和(1993)，時政導論：內政、外交與兩岸關係，台北：永然文化。

5.何思因(2002)，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6.吳玉山、吳重禮等人(2006)，憲政改革─背景、運作與影響，台北：五南。

7.吳重禮(2008)，政黨與選舉：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

8.呂亞力(1978)，政治學，台北：五南。



9.李建良(1999)，憲法理論與實踐(1)，台北：學林。

10.李炳南(2001)，九七修憲實記，台北：世新大學。

11.李鴻禧、許志雄等人(1997)，現代學術研究─制憲與修憲專題，台北：財團

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12.周繼祥(2000)，中華民國憲法概論，揚智文化。

13.周繼祥(2005)，政治學─21世紀的觀點，威仕曼文化事業公司。

14.周繼祥(1998)，憲法與公民教育，揚智文化。

15.明居正、高朗(2001)，憲政體制新走向，台北：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

會。

16.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等人(2006)，憲法：權力分立》，台北：

新學林。

17.林紀東(1993)，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一至四冊，台北：三民書局。

18.胡佛、沈清松、周陽山、石之瑜合著(1995)，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台

北：三民。

19.高永光(1997)，修憲手冊，民主基金會。

20.張君勱(1971)，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

21.陳水逢(1984)，日本政府與政治，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22.陳隆志主編(1996)，台灣憲法的文化建立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

23.陳隆志主編(2002)，新世紀新憲政憲政研討會論文集，台灣新世紀文教基

金會。

24.陳慈陽(2004)，憲法學，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5.陳新民(2005)，中華民國憲法釋論，台北：三民。

26.陳滄海(1999)，憲政改革與政治權力至九七憲改的例證》台北：五南。

27.湯德宗(1992)，美國國會之制度運作，中研院歐美所。

28.湯德宗(2000)，權力分立新論，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9.黃秀端(2002)，美國政治─政府機構─總統，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

30.黃炎東(2007)，中華民國憲法新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31.黃炎東(1995)，中華民國憲政改革之研究，台北：五南。

32.黃炎東(1998)，政黨政治與民主憲政，台北：桂冠。

33.黃炎東(1993)，飛躍民主的迷思，台北：辰益。

34.黃炎東(2006)，站在民主十字路口的台灣，水牛。

35.黃炎東(2004)，新世紀台灣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發展趨勢，台北：正中。

36.黃炎東(1993)，選舉制度之研究，台北：五南。

37.葉俊榮等(2006)，憲改方向盤，台北：五南。

38.葛永光(1993)，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台北：正中。

39.葛永光(2002)，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國立空中大學。

40.董翔飛(1992)，中國憲法與政府，台北：作者自刊。

41.趙永茂(1998)，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際--兼論台灣地方政府的變



革方向，台北：翰蘆。

42.趙永茂、孫同文、江大樹(2001)，府際關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府際關係研究中心。

43.劉慶瑞(1992)，中華民國憲法要義，台北：作者自刊。

44.劉潤洲執行編輯(1995)，與民同行，中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5.謝瑞智(1998)，憲政改革，台北：文笙書局。

46.謝瑞智(2007)，憲政體制與民主政治，台北：文笙書局。

47.謝瑞智(1996)，邁向21世紀的憲法，台北：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8.羅志淵編著(2001)，美國政府及政治，台北：正中書局。

49.蘇永欽(2002)，走入新世紀的憲政主義，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50.顧忠華、金恆煒(2004)，憲改大對決─九七修憲的教訓，新店：桂冠。

51.Walter J. Oleszek著，湯德宗譯(1992)，國會程序與政策過程》立法院秘書

處。

二、 英文部分
1. A. McDonald (1955).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Co.

2. Ackerman (1991). The People: Found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Almond and Powell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4. Archer and Shugart (1997). “The Unrealized Potential of 

Presidential Dominance in Colombia,”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James (1924). Modern Democracies, NY: The Macmillan Co.

6. Duverger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rans.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

London: Methuen.

7. Sartori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Huntington (1967).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 Reader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Change,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

9. Key (1964).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Y: Thomas T. 

Crowell.

10. Lijphart (1984).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 Matthew (1995). “The Electoral Cycle 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Divided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2, pp, 327-343. 



12. Elgie (2000). “What is Divided Government?” Divided Gover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Duverger (1963).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4. Huntington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5.Shugart and Carey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Neumann (1956).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7.Taggepera and Shugart (1989). Seats & Votes : The Effects &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研讀參考教材心得口

頭報告
30%

2 期中報告 30%

3 期末報告 40%

週 次 單元主題 

第 1週 主 主題： 

     前言：我國憲法何去何從

教材：
1.張文貞：憲政主義與選舉制度：「新國會」選制改革芻議

2.維基百科

3.中國時報：2006年 9月 8日

4.大法官會議第 76號解釋

第 2週 主 主題： 

世界各國憲法中央政府體制的特色(一)

（一） 總統制

（二） 美國總統制

（三） 內閣制

教材：

1.謝瑞智：比較憲法

2.苗永序：各國政府制度及其類型

3.維基百科

4.王育三：美國政府

5.美國憲法第 2條規定

6.李國雄：比較政府與政治

7.中央選舉委員會：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之研究—絕對多數制與相對多數制

之探討



8.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

9.陳毓鈞：美國民主的解析

10.楊順泰：總統直選對政治生態影響與衝擊

11.張君勵：中華民國憲政十講

12周陽山：絕對多數產生的條件與利弊得失

13.黃秀端：美國政治—政府機構—總統

14.王國璋：當代美國國會的運作

第 3週 主 主題： 

世界各國憲法中央政府體制的特色(二)

（一） 英國的憲政制度

（二） 雙首長制

（三）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教材：
1.苗永序：各國政府制度及其類型

2.謝瑞智：比較憲法

3.李國雄：比較政府與政治

4.中國大百科智慧藏

5.郭應哲：簡介英國內閣制及其憲政精神

6.姚志剛等：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

7.張台麟：法國總統的權力

8.蔡筱穎：第六共和憲政  新瓶舊酒不討好

第 4週 主 主題： 

憲法權力分立理論(一)

（一） 意義

（二） 起源

（三） 權力分立的現代意涵

教材：
1.許宗力：法與國家權力

2.M.J.C.維爾：憲政與分權

3.戴雪 (Albert Venn Dicey)，雷賓南譯：英憲精義

4.劉嘉甯：法國憲政共治之研究 

第 5週 主 主題： 

憲法權力分立理論(二)

（一）五權憲法理論

教材：
1.林子儀等：憲法—權力分立

2.張亞澐：五權憲法與其他憲法之比較研究

3.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

第 6週 主 主題： 



憲法權力分立理論(三)

（一）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雙首長制

教材：
1.林子儀：權力分立與憲政發展

2.黃炎東：中華民國憲政改革之研究

3.湯德宗：美國國會與權力分立理論

4.劉慶瑞：比較憲法

5.薩孟武：政治學

6.許志雄：權力分立之理論與現實及其構造與動態之分析

7.任德厚：政治學

8.張台麟：法國總統的權力

第 7週 主主題： 

我國歷次的憲政改革(一)

〈一） 修憲共識之凝聚與建立

〈二） 國是會議的召開與結論

〈三） 修憲理論

教材：
1.謝瑞智：中華民國憲法精義與立國精神

2.李念祖：九○年代我國憲法成長的回顧與展望

3.李念祖：修憲與憲法變遷

4.蔣經國：蔣總統經國先生 73年言論集

5.蕭全政主編：民間國建會總結報告

6.黃炎東：中華民國憲政改革之研究

7.謝瑞智：修憲春秋

第 8週 主 主題：

我國歷次的憲政改革(二)

〈一〉我國憲法歷次修改

〈二〉歷次的修憲後中央政府體制的改變

教材：
1.李登輝：李總統登輝先生八十年言論選集

2.陶百川：監察制度新發展

3.孫文：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

4.陳滄海：憲政改革與政治權力 -- 九七憲改的例證

5.李炳南：九七修憲重實記

6.顧忠華、金恆煒：憲改大對決 -- 九七修憲的教訓

7.李建良：民主原則與國會議員任期的延長

8.黃建輝：憲法第五次增修條文評釋

9.法治斌、董保城：中華民國憲法

10.許志雄：修憲之界限



11.傅崑成：國大自肥、總統包庇 -- 司法權該出來制服國大了

12.蔡宗珍：論國民大會虛級化後立法院之憲政地位

13.林繼文：國會改革後的憲政運作

14.李炳南、楊智傑：第七次修憲過程瑕疵與正當性

15.黃秀端：中央政府體制改革的選擇(政治篇)

第 9週 主 期中報告

第 10週主 主題：

我國中央政府體制剖析(一)

〈一〉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屬性

〈二〉聯合內閣並不是萬靈丹

教材：
1.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辨證發展 -- 張君勵思想研究

2.總統府網頁：憲政改造

3.湯德宗：新世紀憲改工程 -- 弱勢總統改進方案

4.李鴻禧：李鴻禧憲法教室

5.黃炎東：聯合內閣不是萬靈丹

第 11週主 主題： 

我國中央政府體制剖析(二)

〈一〉雙首長制在我國實施的問題

〈二〉各界對中央政府體制的看法與建議

教材：
1.王業立：再造憲政運作的理想環境：選舉制度、國會運作與政黨協商機制的

改革芻議

2.周育仁：建構多數政府的憲政基礎

3.黃秀端：我國未來中央政府體制何去何從

4.陳慈陽：憲改工程的另類思考：由準總統制邁向內閣制的制度安排

5.孫善豪：中國時報的 2004年 8月 14日，時論廣場

6.陳明通等：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國憲法草案全文

7.臺灣心會座談會：政府體制：總統制或內閣制？

8.民進黨憲政改造系列研討會：臺灣憲政的困境與重生 -- 總統制與內閣制的

抉擇

9.陳春生：憲法

10.李酉潭：臺灣憲政工程較適當的選擇：總統制

11.盧瑞鍾：內閣制優越論

第 12週主 主題： 

建   在民主的十字路口(一)

〈一〉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之抉擇

教材：
1.許志雄：從比較憲法觀點論「雙首長制」



第 13週主 主題： 

在   在民主的十字路口(二)

〈一〉透過憲政改革建立中央政府體制

教材：
1.自由時報：1997年 5月 30日

2.自由時報主辦：1997年 6月 2日，二版，修憲辯論會：何種憲政體制適合臺

灣國情及實際需要

第 14週主 主題： 

  建構符合未來我國發展需要的中央政府體制(一)

〈一〉實施總統制較符合我國憲政發展

〈二〉總統制應有的制衡機制

教材：
1.自由時報：2007年 1月 28日，A4版

2.周繼祥：政治學 -- 21世紀的觀點

3. Taggepera and Shugart：The Cube Law of Assembly Sizes

4.李酉潭：臺灣憲政工程較適當的選擇：總統制

第 15週主 主題： 

建構符合未來我國發展需要的中央政府體制(二)
〈一〉總統、副總統的產生方式應改為絕對多數

〈二〉實施總統制才能長治久安

教材：
1.中央選舉委員會：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之研究—絕對多數制與相對多數制

之探討

2.黃炎東：新世紀臺灣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發展趨勢

3.黃炎東：新世紀憲政體制發展之研究

4.謝瑞智：邁向 21世紀的憲法

5.陳淳文：監察院變革方向芻議

6.蔡秀涓：考試院存廢問題探討

第 16週主 主題：

建構符合未來我國發展需要的中央政府體制(三)
〈一〉建立優質的憲政文化  

〈二〉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

教材：

1.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2.中國時報：2008年1月13日，第6版

3.自由時報：2008年3月21日，A2版

4.劉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

5.吳重禮：憲政設計、政黨政治與權力分立：美國分立政府的運作及啟示



6.吳重禮：政黨與選舉：理論與實務

7.黃秀端：少數政府在國會的困境

8. V.O. Key, Jr. :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9.董翔飛：總統制衡？愚弄選民陷憲災？

10.廖坤榮：人民選擇了一致政府

第 17週主 主題： 

建構符合未來我國發展需要的中央政府體制(四)
〈一〉一黨獨大與一黨專制之思辨

〈二〉結論與建議

教材：

1.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2. A. McDonal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3. A. Leiserson: Parties and Politics: An Institution and Behavioral Approach

4.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

5.葛永光：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

6.呂亞力：政治學

7.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政治學

8.薩孟武：政黨政治論集

9.詹同章：政治學新義

10.談子民：政黨論

11. Sigmund Neumann: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12.孫中山：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為人民謀樂利

13.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14. G.A. Almond and G.B. Powell: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15.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6.陳慈陽主編：憲政知多少 – 新時代新思維

17.顧忠華：一黨獨大寒蟬效應已現

18. Randy E. Barnett: The Structure of Library: Justice and Rule of Law

19.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No. 51

20.林子儀等編著：憲法權力分立

第 18週主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