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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間：民國四十三年
教師人數：專任17人、兼任12人

現有學生人數：544人
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6252-6254

　　本系重視專業知識的養成和學習能力之訓練，期能幫助畢業生能在多元之工作場域有

所發揮。提供畢業生以全方位的出路，並成為社會中堅份子，便是本系致力加強的特色與

目標。

　　在升學方面，本系同學通常會報考兩類研究所。一是報考學術取向的政治學研究所，

二是選擇以戰略、區域研究、外交學、國際事務、公共行政與政策等相關研究所。

　　在職涯方面，近年來，本系畢業系友的出路日漸寬廣，無論是投身學術或教學、從事

政治實務工作、投身傳播媒體、參加國家考試（成為政府文官、司法官或律師）、進入民

間企業成為專業經理人、致力於非政府組織的工作、投入金融、商管、資訊或服務業等領

域，均有本系畢業生的亮麗身影。

未來發展

獎助學⾦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富蘭克林獎助學金

　　　一、助學工讀金：限家境清寒學生，時薪200元整，名額12名。

　　　二、清寒獎助金：限低收入戶學生，依個案處理。

　　　三、英文特殊表現獎學金

　　　　1. 政治專業英文能力獎學金：選修本系英文授課之專業課程全班成績前三名

　　　　　且該科成績達85分(含)以上者，金額最高6,000元

　　　　2. 英文能力測驗優秀獎學金：依測驗成績最高金額每名20,000元

　　　四、優秀清寒學生出國留學補助：每名申請者至多五十萬元，每學年至多2名。

＃　政治學系學生系隊比賽獎勵

　　獎助金額：第一名6,000元、第二名4,000元、 第三名3,000元及第四名2,000元。

學系簡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f9dVYwwpoOAzC6-btYxL442gBg3-LXY/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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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域整合
在 課 程 規 劃 上 ， 本 系 強 調 跨 領 域 的 密 切 合 作 關 係 ， 將 持
續 推 動 跨 領 域 的 整 合 性 課 群 ， 以 強 化 本 系 的 課 程 特 色 。

國際學術交流
本 系 與 法 國 里 昂 政 治 學 院 、 日 本 愛 知 大 學 及 中 國 蘇 州 大
學 簽 訂 學 術 協 議 ， 至 今 邀 請 多 位 國 外 著 名 學 者 舉 辦 講
座 ， 與 本 系 師 生 進 行 學 術 對 話 。 本 校 與 其 他 國 家 3 0 0 多
所 大 學 皆 有 交 換 生 ， 詳 細 可 參 考 本 校 國 際 事 務 中 心 網 站
上 查 詢 。

課程學習多元
本 系 成 立 課 程 規 劃 委 員 會 ， 負 責 規 劃 設 計 課 程 、 推 薦 師
資 ， 並 根 據 學 生 課 堂 反 應 與 配 合 社 會 脈 動 ， 針 對 現 有 課
程 定 期 檢 討 與 評 估 ， 隨 時 規 劃 具 有 前 瞻 性 的 新 課 程 。

實務理論結合
本 系 為 協 助 學 生 瞭 解 政 治 相 關 實 務 與 運 作 ， 除 了 每 學 期
安 排 多 次 參 訪 政 府 機 構 以 及 N G O 外 ， 也 進 行 海 外 移 地
教 學 。 實 習 制 度 方 面 包 含 上 、 下 學 期 、 暑 假 三 個 區 段 ，
提 供 學 生 赴 政 府 部 門 、 非 政 府 組 織 、 學 術 單 位 、 智 庫 以
及 媒 體 等 機 構 實 習 。 同 時 開 展 「 海 外 實 習 」 ， 培 育 學 生
國 際 視 野 與 國 際 移 動 力 。

⿈秀端
美 國 艾 摩 利 ⼤ 學
政治學博⼠

教授 徐永明
美 國 密 ⻄ 根 ⼤ 學
政治學博⼠

教授

陳俊宏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政治學博⼠

教授

國⽴政治⼤學
政治學博⼠

蔡韻⽵ 副教授

湯智貿
英 國 艾 塞 克 斯 ⼤ 學
政治學博⼠

助理教授

沈筱綺
美 國 哥 倫 ⽐ 亞 ⼤ 學
政治學博⼠

助理教授
美國德州⼤學達拉斯分校
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學博⼠

左宜恩 副教授

賴怡樺
國⽴政治⼤學
公共⾏政學博⼠

助理教授

陳⽅隅
美國密⻄根州⽴⼤學
政治學系博⼠

助理教授劉必榮
美國維吉尼亞⼤學
國際政治博⼠

教授

唐豪駿
國⽴臺灣⼤學
政治學博⼠

助理教授⿈ 默
美國哥倫⽐亞⼤學
政治學博⼠

⽂理講座教授

蘇⼦喬
國⽴政治⼤學
政治學博⼠

教授 丘偉國
國⽴中⼭⼤學
政治學博⼠

助理教授

教學與課程特⾊ 在課程規劃上，本系無組別之硬性劃分，而是以政治學、西洋政治思想、中華民國政
府、研究方法、比較政府與政治、國際政治、行政學、應用統計、台灣政治發展等九
門課為基礎必修課程，另按照課程核心主題與教學取向，提供多面向的選修課程，包
括選舉與國會、政治傳播與政治心理、民主化與公民社會、外交與國際關係、當代中
國研究與兩岸關係、公共資源管理、都會治理和全球化等。本系為了厚植同學報考國
家考試的實力，還設有基礎法學課程，包括法學緒論、中華民國憲法、行政法、民法
和刑法等五門。

政治系基礎必修課群

選舉與國會

政治傳播與政治⼼理

⺠主化與公⺠社會

外交與國際關係課群

當代中國研究與兩岸關係

公共資源管理

都會治理

全球化

基礎法學課群

政治學、西洋政治思想、中華民國政府、研究方法、比較政府與政治、國際政治、
行政學、應用統計、台灣政治發展、多元學習

利益團體政治、政治心理學、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投票行為與選舉策略、
國會政治的理論與實務、投票行為(全英授課)、台灣地方議會政治、民意與研究調查

社群數據與資料視覺化在政治的應用、用傳播理論讀新聞、組織行為、新媒介與政治、
政府政策與行銷、數位經濟與網路治理

公投的理論與實務、威權統治在台灣:蔣介石與情治機構、民主理論、領導學、
民主創新:理論與實際、綠色政治與社會運動、參與式民主、威權統治(全英授課)、
台灣政治發展(全英授課)、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

國際現勢分析(全英授課)、近代外交史、東南亞社會與政治(全英授課)、東北亞國際關係、
國際組織、談判理論與實務(全英授課)、國際政治經濟、國際公法、中華民國外交政策 

兩岸關係、當代中國人權議題、中共政府與政治、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中國城鄉治理
導論、當代中國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

台灣永續重大公共議題、設計思考與公共治理創新、公共政策、公私部門人事政策分析、
政府政策行銷、政策分析、公共管理、電子化政府

地理資訊系統(GIS)與城市治理、社區與環境治理、參與式預算的理論與實踐、城市治理、
Sustainable Cities(全英授課)、跨域治理與區域發展、台灣地方政府與政治

全球化與公共事務、全球化城市發展導論、智慧城市治理、創意城市、全球公共政策
(全英授課)、全球氣候治理、全球化與公共治理、全球化與國際移動

法學緒論、中華民國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

課程設計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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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書彬
德國科隆⼤學
政治學博⼠

教授

陳⽴剛
美國北德州⼤學政
治學博⼠

副教授陳睿耆
國⽴臺灣⼤學
政治學碩⼠

教授兼系主任

蔡秀涓
國⽴政治⼤學
公共⾏政學博⼠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