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栗國成老師部份： 

 

一、課程說明： 

        本課程主要從中共歷史文獻研究角度，探討中國大陸研究方法及其相關問

題，藉以擴大同學相關之知識及研究視野。 

  

二、課程進度：  

第一章  從中共官方出版的歷史文獻與資料，看中國大陸研究的方法論問題   

第一節   檔案文獻與歷史學、中國大陸研究的關係問題     (第一及第二週)

第二節   有關中共官方出版的檔案文獻及其他重要出版品，在中國大陸研究上

的學術意義                                        ( 第三週)

第三節  其他有關中國大陸研究之重要著作舉隅及其學術價值的探

討                                                (第四週) 

  

教材 

    張玉法，《歷史學新領域》，台北：聯經，1991；頁 55-134，151-153。 

    杜維運，《史學方法論》，台北：三民，1992；頁 134-143。 

黃俊傑，《史學方法論文選集》，台北：華世；頁 454-475，481-485，490-1。

吳相湘，《歷史與人物》，台北：東大，1978；頁 500-517。 

李英明等編，《中國研究的多元思考》，台北：巨流，2007；頁 143-169。 

栗國成，＜中國大陸有關其黨、政發展的重要檔案文獻等出版品舉隅＞。 

    栗國成，＜其他具有學術價值有關中共政、經發展的重要出版品舉隅＞。 

  

第二章        中共建黨後發展歷程的探討 

第一節    從 KMT「聯俄容共」到中共暴動政策之執行              (第五週)

第二節    毛澤東建立井崗山根據地及遵義會議之召開               

第三節    從「西安事變」到中共「七大」之召開                             

第四節    中共建國後權力鬥爭之演變                    (第六及第七週) 

   一、1949年毛澤東首次訪俄 

   二、1956年中共「八大」與其權力鬥爭演變之關鍵性 

 - 1 - 



   三、1958年毛澤東「三面紅旗」政策與1959年「廬山會議」之召開     

四、「七千人大會」與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五、「文化大革命」之發動 

   六、1975年鄧小平之復出及其再遭罷黜 

七、1976－1978年毛澤東死亡、「四人幫」被捕與鄧小平之的第三度復出

    第五節 有關中共發展若干英文著作之選讀                     (第八週) 

  

教材 

    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台北：遠流，2005。 

    逄先知等，《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北京：中央文獻，2003。

叢  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1996。 

        王年一，《大動亂的年代》，鄭州：河南人民，1996。 

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年史》，台北：遠流，1990。 

Uhalley, Stephe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Saich, Tony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  N.Y.：M.E.Sharpe, 1996. 

Saich, Tony  Govere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Y.：Palgrave, 2004 

 

三、成績評量方式： 

   栗老師期末報告成績與施老師評定之成績各佔總成績 50%。 

 

施世駿老師部份： 

一、授課內容 

本課程部份的目的在介紹中國政治體制的基本運作原理，以及它在改革開放以

後經歷的體制變遷，期望讓學生瞭解中國大陸政治制度在過去幾十年中的一些

重要變化，並延伸思考中國政治發展未來可能面臨的挑戰與契機。本課程側重

探討的面向集中在改革前後黨國體制的變化、政府部門的重組、以及中央與地

方政府的互動。在教學重點上，著重討論黨政之間的關係重新界定、政治結構

與制度權力的平衡、以及政治改革的機制，可以說這些政治制度變遷緊密的結

合在政治社會變化脈絡之中，這些討論的面向是近 30 年來中國核心的問題，

同時也關係到中國政治發展的未來。 

 

主要教科書如下：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2007)，《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五南圖

書。 

耿曙、寇健文、楊宏山(2004)，《當代中國政治關係》，台北：五南。 

朱光磊(2004)，《中國政府與政治》，台北：揚智文化。 

Kenneth Liberthal (2004),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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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Weatherley (2006), Politics in China Since 1949：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 
Rul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Tony Saich (2004),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本課程之進度安排如下（施世駿開課部份）： 

第九週：導論：中國黨國政治體制的特性 

第十週：黨國政治體制 I：毛澤東時代 

第十一週：黨國政治體制 I：後毛時代 

第十二週：政治菁英的權力遞嬗 

第十三週：人民代表大會 

第十四週：中央與地方關係：經濟與財政職權分配 

第十五週：演講 

第十六週：討論 

 

二、進度與教材(*: Required, 必讀) 

第九週 導論：中國黨國政治體制的特性 
* 吳玉山(2007)，「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

徐斯儉、吳玉山編(2007)，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市：五南

出版社。  

* 蕭功秦(2004)，「中國大陸的發展型威權政治演變的過程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影

響」，《中國大陸研究》，第四十七卷第四期。  

劉智峰（2007），第二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體制＞。《中國政治：當代中國政

治若干問題分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十週 黨國政治體制 I：毛澤東時代 
* Shambaugh, David (2000), “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in 

Shambaugh (ed.) (2000),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5-160.  

Burns, John (2006),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latura System as a 
Leadership Selection Mechanism, in K. E. Brodsgaard and Y. Zheng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33-58. 

Burns, John (198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latura System, Armonk, 
NY: M. E. Sharpe, Introduction. 

 
第十一週 黨國政治體制 I：後毛時代 
* Hsu, Szu-chien (2006), Reforming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under Hu Jintao, i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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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and W. Lai (eds.), China into the Hu-Wen Era: Policy Initiatives and 
Challenge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p. 153-189. 

Shambaugh, David (2000),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Post-Mao Era,” in 
Shambaugh (ed.) (2000),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61-187.  

Huang, Yasheng (1996), 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s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 4. 

 
第十二週 政治菁英的權力遞嬗 
* Fewsmith, Joseph (2006), “Political Succession: Changing Guards and 

Changing Rules,” in Cheng, Tung-jen, Jacques deLisle, and Deborah Brown, 
eds., China under Hu Jintao,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p. 
1-25.  

Dittmer, Lowell (2003),“Chinese Leadership Succession to the Fourth 
Generation,＂in Lin & Hu, eds. (2003), China after Jiang,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pp. 11-38.  

Shirk, Susan (2002), “The Delaye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eadership Politics,” in 
Unger ed. (2002),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NY: M. E. Sharpe, pp. 297-311.  

寇健文(2007)，「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徐斯儉、吳玉山編(2007)，黨國

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市：五南出版社。  

寇健文(2005)，「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中國大陸研究，第四十七卷，

四十三期。 
 
第十三週 人民代表大會 
*孫哲(2004)，《全國人大制度研究(1979-2000)》，北京：法律出版社。 

楊開煌(2007)，「中共第四代領導集體決策運作之分析」，徐斯儉、吳玉山編，黨

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市：五南出版社。  

Tanner, Murray Scot (1999), 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 5.  

Lieberthal & Oksenberg (1988),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 1, 4, 8.  

Lampton, David (1992) in Lieberthal, Kenneth &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L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eberthal, Kenneth (1992) in Lieberthal, Kenneth & David M. Lampton eds. 
(1992),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LA,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十四週 中央與地方關係：經濟與財政職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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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年(2000)，「實存的聯邦制的制度化」，田弘茂、朱雲漢編(2000)，第234-251

頁。 

* Lee, Pak K. (2000),“Into the trap of strengthening state capacity: China’s 
tax-assignment reform,＂China Quarterly, 2000, No. 164, p. 1007-1024.  

王紹光(2003)，「為了國家的統一：中國財政轉移支付的政治邏輯」，胡鞍鋼等編

(2003)，第253-274頁。  

陶儀芬(2007)，「政治權力交替與經濟機會主義」，徐斯儉、吳玉山編(2007)，黨

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市：五南出版社。  

徐斯勤(2007)，「中國大陸中央與各省關係中的水平性與垂直性權力競爭」，徐斯

儉、吳玉山編(2007)，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市：五南

出版社。 
 
第十五週 演講 

 
第十六週 結論：黨內民主與政治改革 
Dali Yang (2004),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Corruption,”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Ch. 7, pp. 217-258. 
 

三、成績評量方式 

上課思辯討論表現（20%），隨堂小考（20%），課堂報告（30%），期末報告（30%）。

四、 會客時間：(三)上午 10:30-12:00 or by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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