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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台灣地方政治生態專題」講授大綱 
111學年度第2學期 

 
 

任課老師：王業立 
課號：PS7590 
學分數：2 
上課地點：社科研405教室 
上課時間：星期二8, 9 
 
 
《教學目的》 

本課程的教學目的，主要在於介紹研究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相關理論與研究議

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對台灣地方政治生態具有最重要影響力者，莫過於地方派

系，但學術界對此一領域似乎較缺乏有系統的資料蒐集、整理與教學。本課程即從

地方派系的定義與理論出發，試圖對於這個非常在地化的政治學研究議題，進行系

統性的文獻探討與評析，希望對於未來有志於從事相關研究的學生，能提供紮實的

理論基礎與多元的研究視野。 
 
 
《上課方式》 

本課程將以講授方式為主，無指定教科書，以閱讀、討論各種期刊論文、相關

文獻及剪報資料為主要上課方式。建議同學們上課時認真聽講、參與討論，並歡迎

於課後隨時找老師探討相關議題，始可獲致最大的學習效果。 
 
 
《課程內容》 
 
※派系與地方派系的定義 
 
※地方派系相關理論與研究途徑 
 
※地方派系的形成與發展 
 
※地方派系的組織、結構與運作 
 
※選舉、民主化與地方政治生態 
 
※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 
 
※農會與地方政治生態 
 
※都市化與地方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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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與地方政治生態 
 

※分配政治與地方政治 
 
 
《成績考核》 
 
（一）期中考                        50%     
（二）期末考或期末報告    50% 

期末報告撰寫題目： 
 ＊註1：期末報告撰寫題目需於四月底以前確定，並向老師報備。 

＊註2：期末報告之撰寫，須符合本系碩博士論文撰寫格式。 
＊註3：學期結束前一至二週（視人數而定），選擇撰寫期末報告之同學，

需先進行15分鐘之口頭報告。 
 
 
《聯絡資訊》 
老師研究室：社科院756室  
聯絡電話：02-33668413  
晤談時間：週二13:20-15:20、週三9:10-10:10或另行預約時間（by appointment）  
e-mail：ylwang2008@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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