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綱要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中) 專題研究一

(英)  SEMINAR Ⅰ

課程編號 341 M5110 班次 01 學分數 1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授課教師 周 繼 祥 開課系所 國家發展研究所

上課時間 星期五 (第 9 節) 修課人數 (限周繼祥教授指導的博碩士生選修)

上課地點 國發所 210 教室 課程加選方式 

課程網頁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加強博碩士班修課學生撰寫學術和學位論文的能力，提昇本所大陸組畢業論

文的品質。

課程概述

    本課程分三部份進行，第一部份由授課教師講解撰寫學術論文的規則、要求、

格式和注意事項等。第二部份由修課同學先行閱讀指定的範本，並在授課教師

主持下，進行批判與討論。第三部份由修課學生依指定進度，自行撰寫博碩士

論文研究計劃。

關鍵字 博碩士論文、撰寫

課程要求
一、出席和參與討論，占學期總成績 40%。 

二、博碩士論文研究計劃，占學期總成績 60%。 

Office Hours
(一)會談時間：星期四，17:30-19:00。‚星期六，14: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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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 Alward, Edgar C. (1996). Research Paper, Step-by-Step. Westhampton, MA: Pine Island 

Press. 

Becker, Howard S. (1986).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rry, Ralph (2000). The Research Project: How to Write it. London: Routledge. 

Lester, James D. (1999). Writing Research Papers: A Complete Guide. New York: 

Longman. 

Turabian, Kate L. (1996).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 Wagenen, R. Keith (1991). Writing a Thesis: Substance and Styl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王玉民(民 8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葉文化。 

王錦堂(民 86)，《大學學術研究與寫作》，台北：台灣東華。 

朱浤源主編(民 88)，《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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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麟(1996)，《突破研究與寫作的困境》，台北：自刊本(茂榮總經銷)。 

周文賢(民 85)，《碩士論文撰寫方法》，台北：華泰。 

林慶彰(民 85)，《學術論文寫作指引—文科適用》，台北：萬卷樓發行(三民總經

銷)。 

威廉斯 (Williams, Bronwyn T.)著，李志成、凌琪翔譯(1999)，《社會科學論文寫作

指導》，台北：桂冠。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秦偉、吳軍等著(2000)，《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郭崑謨、林泉源(民 80)，《論文及報告寫作概要》，台北：五南。 

陳向明(2000)，《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彭懷恩譯著(民 88)，《政治學方法論》，台北：風雲出版社。

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平時成績 40
由授課教師觀察學生在課堂上參與討論

或回答問題的表現給分。

2. 期末報告 60 博碩士論文研究計劃

週  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課程說明及要求

第 2 週 學術論文的格式

第 3 週 研究設計

第 4 週 閱讀與批判討論一

第 5 週 閱讀與批判討論二

第 6 週 閱讀與批判討論三

第 7 週 閱讀與批判討論四

第 8 週 題目之選擇與界定

第 9 週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10週 文獻檢討

第11週 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第12週 研究大綱的討論一

第13週 研究大綱的討論二

第14週 研究大綱的討論三

第15週 研究大綱的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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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週 研究大綱的討論五

第17週 完成研究計劃

第18週 期末檢討

【所開課程之相關著作目錄】
Ａ‧期刊論文
周繼祥，1995.11， 論中國大陸的人事制度改革，《人事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六期，

pp.37-45。

周繼祥，1996.09，中共國家公務員交流制度評介，《人事月刊》，第一三三期，pp.25-

31。

周繼祥，2000.04，〈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發表後的兩岸關係發展，

《立法院院聞》，第二十八卷第四期，pp.17-37。

周繼祥，2000.12，兩岸應早日恢復對話，《交流》，第五十四期，pp.19-23。

周繼祥，2000.12，善意的和解‧積極的合作‧永久的和平，《清溪》，第四三八期，

pp.5-7。

周繼祥，2001.01，當前兩岸關係平議，《立法院院聞》，第二十九卷第一期，  

pp.49-57。

周繼祥，2002.01，邦聯構想平議，《立法院院聞》，第三十卷第一期，pp.53-60。

周繼祥、吳秀玲，2004.6，中共西部大開發的社會發展模式，《國家發展研究》，第三卷

第二期，pp.55-86。

周繼祥，2005.04，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挑戰與對策，《立法院院聞》，第三十三

卷第四期，pp.19-28。

周繼祥，2007.10，兩岸海洋政策之比較，《遠景叢書》，台北，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Ｂ．研討會論文

周繼祥，1991.11，論兩岸關係課程的學術定位，「兩岸關係研討會」，臺北，中華民國

公共事務學會。

周繼祥，1996.04，論總統直選後的兩岸關係，《近代中國》雙月刊，第一一二期，

pp.90-94。

周繼祥，1997.01，「中共人事行政專題研究」教授教法之探討，「『中國大陸研究與兩

岸關係』課程教學研討會」，桃園，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

周繼祥，1997.08，兩岸國家公務員迴避制度的比較研究，「九七兩岸學人千山夏令學

術營」，遼寧省鞍山市，中華兩岸制度學會、遼寧大學。

周繼祥，2000.11，兩岸國﹙初﹚中公民教育現況之比較研究，「二十一世紀『公民與道

德教育』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系。

CHOU JIH-SHINE，2001.6，"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cro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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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rait"(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Huitieme France-

Taiwan of the Conference of Quelle Securite Internationale pour le XXI 

Siecle﹖，Strasbourg，June 2001.

周繼祥，2001.07，新世紀兩岸青年交流的展望，「第十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成都，中國社科院台研所、全國台研會。

周繼祥，2001.09，論國民黨的邦聯構想，「新世紀港澳台關係研討會」，北京，北京市

台港澳交流促進會。

周繼祥，2002.07，加入WTO後的兩岸關係，「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青

島，中國社科院台研所、全國台研會。

周繼祥，2003.08，兩岸下半年在國際組織互動的評估，「大陸西部開發與兩岸政經社

發展研討會」，北京，清華大學。

周繼祥、吳秀玲，2004.6，中共西部大開發的社會模式，「兩岸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

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

周繼祥，2004.09，民進黨的大陸政策，「2004年兩岸關係發展研討會」，南京，江蘇

省社會科學院、中華兩岸論壇協進會。

周繼祥，2004.09，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現況與分析，「2004年兩岸經貿發展研討會」

上海，上海台研所、兩岸經貿交流權益促進會。

周繼祥，2004.09，2004立委選舉對兩岸關係之影響，「兩岸關係論壇系列講座」，台北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

周繼祥，2004.11，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對當前兩岸關係的意義，「第五屆海峽兩岸孫中

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孫文學會。

周繼祥，2004.12，2005年兩岸關係之挑戰與突破，「遠景基金會論壇」，台北，財團法

人兩岸遠景交流基金會。

周繼祥，2004.12，兩岸文教交流的現況與展望，「兩岸交流研討會」，桃園，桃園縣政

府。

周繼祥，2005.05，台灣憲政改革面臨國際環境制約的策略，國際環境因素「全球化趨

勢下之世界、區域與國家建構」學術研討會，台北，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台

灣大學政治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楊穎超、周繼祥，2005.07，台灣族群政治的觀察，「台灣研究的基礎與前沿學術研討

會」，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

周繼祥，2005.07，馬英九當選主席後國民黨大陸政策的展望，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

周繼祥，2006.01，國際海洋法的現代化與全球化，「法學叢刊創刊50週年學術研討會」

台北，法學叢刊雜誌社、法務部。

周繼祥，2006.03，近期(2005.10-2006.3)從事兩岸學術交流之心得經驗，「近期兩岸

學術交流與兩岸關係展望」研討會，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

周繼祥，2006.03，兩岸互動的前瞻，「兩岸政經情勢與兩岸關係展望研討會」，北京，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

周繼祥，2007.02，加強滬台青年交流之我見，「第一屆滬台城市論壇」，上海，上海社

會科學院。

4



周繼祥，2007.04，台灣第二階段憲政改造的剖析，「2008前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走向

學術研討會」，長沙，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

周繼祥，2007.09，民進黨＜正常國家決議文＞研究，第二屆「北京台研論壇」(台灣政

局發展與兩岸關係研討會)，成都，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

周繼祥，2007.10，十七大前後的兩岸關係，「十七大與兩岸關係」研討會，台北，中華

歐亞基金會。

周繼祥，2007.12，台灣第三勢力的影響及未來展望，「台灣兩項大選及兩岸關係走向

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研所。

周繼祥，2007.12，中國十七大後的政經情勢，「中國的政經情勢與亞太安全」研討會，

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

周繼祥，2008.03，總統大選後台灣政治情勢的動向，「展望2008兩岸政經社發展」研討

會，南京，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周繼祥，2008.04，馬英九大陸政策的前瞻，「選後台灣政治情勢與兩岸關係展望」研討

會，武漢，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研所。

周繼祥，2008.08，兩會台北會談的可能議題及成效評估，「兩會復談後兩岸關係之評

估與展望」研討會，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

周繼祥，2008.11，從國會外交的觀點看立法院在兩岸關係的可能作為，「台美日中雙

邊關係之展望研討會」，台北，中華兩岸科技人文交流協會。

Ｃ．研究計劃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機構設置教師在職進修網站計劃 (89~ 93年度)─ 台灣大

學師資培育中心公民科教師進修網站主持人(九十一年度獲教育部評鑑榮獲「優

等」獎)。

‧台北市政府委託研究計劃案(90年度)－〈台北市網路族市政參與行為之研究〉，

研究主持人。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劃案(90年度)－〈大陸臺研單位對臺灣政治生態

的研究之現況分析—以北京、上海、廈門台研單位為例〉，研究主持人。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委託研究計劃案(91年度)－〈中共主辦 2008年奧運及加入

WTO未來可能影響評估〉，研究主持人。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委託研究計劃案(92年度)－〈胡溫體制下西部大開發之政

策分析及我因應對策〉，協同主持人。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劃案(93年度)－〈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民主

化之研究〉，研究主持人。

‧行政院海巡署委託研究計劃案(94年度)－〈中共處理海洋事務策略及組織架構

之研究〉，研究主持人。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劃案(95年度)－〈海基會文書驗證功能延伸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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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準領事功能之研究〉，研究主持人。

‧臺北縣政府委託研究計劃案(95年度)－〈中共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對台北縣工

商發展投資之影響〉，研究主持人。

‧行政院新聞局委託研究計劃案(95年度)－〈中共購併港澳及新加坡媒體狀況之

研究〉，研究主持人。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劃案(96年度)－〈中共十七大後對台政策的動向：

2008年大選期間之觀察〉(96. 12.18 ─97.5.17)，研究主持人。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委託研究案(97年度)－＜總統大選後中共對台政策的動向：

2008.3.23~2008.6.30間之觀察＞(97. 3.23 ─97.8.22) ，研究主持人。

‧研考會委託研究案(97年度)－＜我國憲政改革體制問題及改革方向＞(97.10.1

─98.5.31)，子計劃(基本人權保障之健全化)研究主持人。

‧研考會委託研究案(97年度)－＜我國中央與地方海洋事務行政功能與組織之研

究＞(97.10.1 ─98.6.30) ，研究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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