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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中) 憲法與政治發展專題

(英) Seminar on Co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課程編號 341 U7530 班次 學分數 2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必選

授課教師 何輝慶、劉阿榮 開課系所 國家發展研究所

上課時間 星期二 (第 7、8節) 修課人數 限制 20人

上課地點 國發所 206教室 課程加選方式 
博士班核心能力代碼 碩士班核心能力代碼 E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本課程之開授，目的在使修課同學對憲法和政治發展有較宏觀的認識與瞭

解，冀以供我國未來修憲或擘劃新憲之參考和選擇。在課程設計上，首先，從

動態的觀點探討我國憲法與政治發展的重要議題；其次，以比較的方法歸納當

代憲法發展的重要內涵和特色；最後，由全球化的視野研析二十一世紀政治發

展的新趨勢。

課程概述

    課程內容探討的重點：(一)我國重要的憲政議題(包括憲法的制定和變遷、

政府體制的設計和選擇、政黨與選舉、參政權和公民投票、修憲與兩岸關係等)；

(二)當代憲法的發展趨勢(包括基本人權、憲法審判權、國家主權與憲法重組

等)；(三)全球化下政治發展的新趨勢(包括民主與民主化、政治意識型態、當代

政治理論等)。

關鍵字 憲法、政治發展

課程要求
    本課程為一學期課(共十八週次)，每週上課二小時，上課方式以同學專題

報告及討論為主；依進度每週討論一單元，事先印發講義研讀。

Office Hours
(一)會談時間：星期一，18:30-19:30。星期二，16:30-18:30。

(二)聯絡方式：TEL：2368-8856 E-mail：phoenix@ntu.edu.tw

參考書目

第１單元：控制國家：西方憲政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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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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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單元：我國憲法的制定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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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p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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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南、何輝慶等(2003)，《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硏究:台灣憲政變遷的

環境動力政治過程與制度後果》，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李鴻禧（1994），〈展望台灣未來的憲法〉，見《憲法教室》，台北：月旦。

‧林佳龍、邱澤奇主編(1999)，《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哈佛大學東西方

學者的對話》，台北：五南圖書。

‧荊知仁（1989），《中國立憲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葉俊榮(2003)，《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第３單元：政府體制的設計和選擇

‧Beliaev, Mikhail V. (2006)“ Presidential Powers and Consolidation

of New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9, no.3, pp.375-398.

‧Charles O.Jones（2005）The Presidency in a Separated System, 

Washington, D.C.:The Bookings Institution.

‧Jones, Charles O.（2005）The Presidency in a Separated System, 

Washington, D.C.: The Bookings Institution.

‧Lijphart, A.（ed.）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tthew S. Shugart & John M. Carey著、曾建元等譯 (2002)，＜民主政

體類型的基本選擇＞《總統與國會：憲政設計與選舉動力》(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台北：

韋伯文化。

‧Roper, Steven D.(2002)“Are All Semipresidential Regi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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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4, no.3, pp.253-272.

‧Stephen Buckley(2006),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Watts, Duncan (2006) Brit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A 

Comparative Guid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胡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五）：憲政結構與政府體制》，台

北：三民書局。

‧高朗、隋杜卿主編(2002)，《憲政體制與總統權力》，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政

策研究基金會出版。

‧陳明通(2007)，＜內閣制中央政府：總統、國會、國務院關係＞，《審議式民

主：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草案研討會》會議手冊，台北：財團法人台灣智

庫、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

‧湯德宗(2005)，《權力分立新論》，台北：元照出版社。

‧鍾國允(2006)，《憲政體制之建構與發展》，台北：翰蘆圖書。

‧吳秀玲(2007)，＜政府體制的設計和選擇―從五權憲法到現行憲法增修＞，

《2007年孫中山與國家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父紀念館，頁1-33。

第４單元：比較政黨和選舉制度

‧Paul Pennings 等箸、何景榮譯(2006)，《比較政黨制度變遷》(Comparing 

Party System Change)，台北：國立編譯館與韋伯文化合譯發行。

‧王業立（2007），《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圖書。

‧葛永光(2000)，《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台北：空中大學。

‧劉義周(2004)，＜政黨民主與台灣民主化＞，見《台灣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一

期，台北：台灣民主基金會，頁41-63。

‧
第５單元：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

‧Elaine B. Sharp (2003)，“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ities”, edited by John P. 

Pelissero Cities, politics, and policy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 Washington, 

D.C.：CQ Press.

‧Geraint Parry, George Moyser, and Neil Day (1992),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王維國(2007)，《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途徑》，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錫鋅(2007)，《公眾參與與行政過程―一個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北

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周繼祥(2005)，＜政治溝通與民意＞，見《政治學―21世紀新觀點》，台

北：生智文化。

3



‧郭秋永(1993)，《政治參與》，台北：幼獅文化事業。

‧陳秉璋(1984)，＜政治溝通的理論基礎及其模式＞，見《政治社會學》，台

北：三民書局。

第６單元：公民投票與民主政治

‧Bobbio, Norberto; Translated by Roger Griffin (1987),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 Defense of the Rules of the Game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Janda, Kenneth ; Jeffrey M. Berry; Jerry Goldman, abridged by Earl

Huff (1994),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in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Setålå, Maija (1999), Referendum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

Normative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s, Macmillan Press

Ltd.

‧Smith, Gordon (1976), "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the 

Referendum ",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 

No.1,pp.1-23.

‧周繼祥(2005)，＜公民投票＞，見《政治學―21世紀新觀點》，台北：生智

文化。

‧徐永明等(2004)，＜專題論文：公投的實踐與民主政治＞，見《台灣民主季刊》

第一卷第二期，台北：台灣民主基金會，頁1-93。

‧曹金增(2004)，《解析公民投票》，台北：五南圖書。

‧許宗力（1999），＜憲法與公民投票＞，見《憲法與法治國行政》，台北：元

照。

‧蔡佳泓(2004)，＜試析公民投票對政治與政黨體系之影響＞，《台灣民主》

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頁27-40。

‧吳秀玲(2007)，＜從各國統獨公投經驗看兩岸關係未來可能的走向＞，《全

球化趨勢、孫中山思想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國父紀念館。

第７單元：當代意識型態與政治理論

‧Jan-Erik Lane著、揚智傑譯（2003），《憲法與政治理論》，台北：韋伯文

化事業出版社。

‧葛永光(2005)，《意識型態與發展》，台北：幼獅文化。

‧周繼祥(2005)，＜政治意識型態＞、＜當代政治理論＞，見《政治學―21世

紀新觀點》，台北：生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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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單元：最新憲法的發展趨勢—以人權保障為例

Cecile Fabre(2000), Social Right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 

Government and the Decent Life, Oxford：Clarendom Press.

Forsythe, D. P.(2000)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 Daniel E. & John P. Feldmeier (2009)Constitutional Values, 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Inc.

Wellman, Carl (1997) An Approach to Rights :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Morals , Netherlan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Group.

李建良(2007)，《憲法理論與實踐》，台北：新學林。

李震山(2009)，《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莫紀宏、王禎軍、戴瑞君、王毅(2008)，《人權法的新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廖福特(2007)，《人權法論叢》，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第９單元：憲法審判、解釋與變遷

‧Christopher Forsyth(ed),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Constitution, 

Oxford: Portland, Or.: Hart Pub.,2000.

‧蘇永欽（1999），〈憲法解釋—憲政成長的指標〉，見《違憲審查》，台北：

學林文化。

‧吳庚(2003)，《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三民書局。

‧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03），〈憲政發展與憲法變遷〉，見《憲

法：權力分立》，台北：學林文化。

‧楊心宇主編(2004)，＜違憲審查的理論依據＞，《現代國家的憲政理論研

究》，上海：三聯書店。

第10單元：修憲與兩岸關係

‧陳隆志主編(1996)，＜修舊憲或制新憲＞，見《台灣憲法文化的建立與發

展》，台北：前衛出版社。

‧林佳龍、邱澤奇主編(1999)，《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哈佛大學東西方

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出版社。

‧臺灣安全研究小組、陳明通等(2005)，〈臺灣應有的兩岸關係思維與策略〉，

見《民主化臺灣：新國家安全觀》，台北：先覺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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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平時成績 50 課堂報告及參與討論成績佔50%。 

2. 期末報告 50 學期書面報告成績佔50%。

週  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研究方法與授課要求

第 2 週 控制國家—西方憲政歷史

第 3 週 我國憲法的制定和發展

第 4 週 政府體制的設計和選擇

第 5 週 比較政黨政治

第 6 週 比較選舉制度

第 7 週 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

第 8 週 公民投票

第 9 週 【期中考週】

第10週 民主與民主化

第11週 當代意識型態

第12週 當代政治理論

第13週 最新憲法的發展趨勢—以人權保障為例

第14週 憲法審判、解釋與變遷

第15週 修憲與兩岸關係

第16週 綜合討論一

第17週 綜合討論二

第18週 【期末考週】(繳交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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