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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論：政治經濟學在台灣

2.政治經濟學的三種典範

Gilpin, Robert. 2001.”The Three Ideolog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 2.

3.思維方法上的反省：典範與概念

蕭全政，1994，「兩種社會科學典範」，《政治科學論叢》，第五期，頁59-

85。

4.科學典範的反省：普同性與特殊性

    蕭全政，2000，「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理論基礎」，《政治科學論叢》，第

十三期，頁1-26。

5.從政治學三套說看政治經濟學

蕭全政，1998，「從政治學三種觀點看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理論與政

策》，第十二卷第二期，頁 83-95。

6.政治與經濟的整合

蕭全政，1988，《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頁 41-48。

7.組織與制度：偏差與偏差動員

蕭全政，1997，「組織與制度的政治經濟分析」，《暨大學報》，第一卷第一

期，頁 1-16。

8.國家：Nation, Country, State

蕭全政，1988，「國家機關在政治過程中的地位」，《政治與經濟的整合》。

台北：桂冠。頁 69-93。

9.國家機關及其政經考量

    Block, Fred. 1977.”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Socialist Revolution, vol.7, no.3: 6-28.

10.權力論

蕭全政，1988，《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頁 54-67。

Lukes, Steven.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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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市場機能與市場失靈

蕭全政，1988，「經濟活動的政治性」，《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

頁 95-118。

12.政府干預與政府失靈

蕭全政，1988，「經濟活動的政治性」，《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

頁 95-118。

13.重商主義與國民經濟

蕭全政，1989，《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2003，再版本。台北：業強。

14.台灣的威權轉型

蕭全政，2001，「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威權體

制的變遷解嚴後的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研究所籌備處。

頁 63-88。

15.台灣的政府再造

蕭全政，1999，「政府再造與企業家精神」，《暨大學報》，第三卷第一期，

頁 321-335。 

參考書

1. 蕭全政，1988，政治與經濟的整合，2004，再版本。台北：桂冠。

2. 洪鐮德，1999，當代政治經濟學。台北：揚智。

3. 胡祖慶譯 1990，政治經濟學導論（Martin Staniland,1985,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台北：五南。

4. 高安邦，1997，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