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安排：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        授課老師：耿   曙 
授課時間：週四下午 2-5PM              上課教室：綜合院館 270813 
約談時間：請事前電郵約定              電子郵件：skeng@nccu.edu.tw

 
新制度主義 

 
【課程目標】 

 
新制度主義近年席捲西方社科學界，舉凡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莫不深

受影響。由於不論閱讀文獻或討論問題，新制度主義均隨時見面，其乃成為吾人

學術養成訓練中，必備的理論工具之一。另方面，由於制度理論經常推陳出新，

事實上也成為創新觀點的泉源之一，吾人可以從中汲取相當的養分。 
本課程乃為有志深入理解新制度主義之研究生所設計。根據此目的，課程結

構主要分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份的內容，主要在藉由介紹性質的文獻，依次認

識何謂制度？何謂制度解釋？新制度主義為何？其優勢價值何在？其主要的流

派又有哪些？以幫助入門同學掌握新制度理論之特徵與風貌。其中，由於考量開

課系所與修課同學的興趣，特別安排一個講次，探討新制度理論如何應用於中國

研究領域。本課程的第二部份，則聚焦於「微觀-利益的制度理論」(micro-level & 
interest-based institutionalism)者，也即學者泛稱之「理性抉擇或經濟學的制度論」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依次鋪陳其觀點、介紹其方法、擴展其框架、探

討其變遷、並進行其批判，使同學均能知其所長所短，以及應用的範圍與方式，

在修畢課程後，能實際運用於個人的研究領域。 
課程的第三部份，重點在於「結構 -文化的制度理論」 (structural-level/ 

culture-based institutionalism)，亦即學者所言之「歷史或社會學的制度主義」

(historical/sociological intuitionalism)。同樣逐步透過觀點鋪陳、架構介紹、框架

延伸、解釋變遷、以及理論批判等講次，對此類制度觀點，能夠修課時精熟內化、

研究時獨立應用。最後一部份的課程，將安排為專題性質的深入探討，選擇部份

典範性文獻，深入解析其分析角度、邏輯推衍、經驗論證等。盼能以此為起點，

一方面學習、內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另方面則藉以發掘有價值的中國研究議

題，塑造未來的研究方向。 
 

【上課方式】 
 

本課程結合讀書會與「課堂研討」(seminar)方式上課。有關讀書會部份，修

課同學必須現行分組，在每週研討之前，須進行為時 3 小時以上聚會研討，共同

探討文獻的內涵與意義，並提出 3 項該組的所準備的討論問題。此類議題必須為

本週研讀文獻之核心問題，或自文獻主旨衍生而來。 
其次，有關課堂研討部份，每次研討課程，由一位同學擔任輪值導讀，負責

為時 30 分鐘的口頭報告，輪值同學必須細心研讀該週文獻，並完成 6000 字以上

之內容摘要與評論報告(可採單篇摘要評論方式處理，也可以採分別摘述綜合評

論方式寫作)，作為修課同學的閱讀指導，此類導讀須於前週課程結束前，以電

子檔傳送給授課教師與全體修課同學。至於輪值次數，則視修課人數而定，若人

數有限，每位同學輪值兩次，若人數甚夥，輪值一度，不多不少，博班兩次、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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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一次。至於其他所有非輪值之修課同學，必須在每週四上課日 8:00 前，就本

週閱讀心得以及對導讀內容之意見評論，撰寫一頁之內容心得摘要(述明焦點問

題、議題價值、方法質疑、論點批判、問題延伸、意義價值、個人所見等，可採

條列方式寫作)。 
至於課程研討，主要分三階段進行。首先由授課老師提示該次主題之重點、

探討之方向、及研討的架構，之後由輪值同學，針對某項該講次指定之閱讀文獻，

對全班進行約 30 分鐘的口頭報告，隨即進入討論，討論過程中，可以各組準備

之核心議題為綱領，展開集中探討。最後階段則為開放討論，由全體修課同學及

授課老師，針對該週主題之相關問題，展開深層的意見交換，並就該講次之問題，

進行補充及釐清。 
 

【課程教材】 
 

本課程主要的教材，包括下列諸書，以及四卷閱讀彙編(詳見上課進度)，建

議於課前先行預習。 
 

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選》，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2007。 
薛曉源、陳家剛編，《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北京：社科文獻，2004/台北：

五南，2007。 
North, Douglass C.，《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劉瑞華譯，台北：時報文化，

1995。可以在劉瑞華教學網站下載。 
 

【評分方式】 
 

本課程評分標準如下。首先，輪值口頭報告以及課堂討論參與，佔分 30%。

其次，每週心得以及輪值書面報告，佔分 30%。最後，四次累積式論文(最終成

果為 1,0000 字文獻式論文)，佔分 40%。本課程份量稍嫌沉重，修課同學請先自

行衡量、分配時間，以免延誤進度，成績不如理想。 
 

【課程進度：主題及文獻】 
 
壹、新制度主義入門  
 
♦ 何謂制度？何謂制度解釋？ 

 制度：Kasper, Wolfgang & Manfred E. Streit,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ocial Order and 
Public Policy,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1998，中譯《制度

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北京：商務，2002，頁 109-159。 
 制度：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譯為《制度，制度變

遷與經濟成就》，劉瑞華譯，台北：時報文化，1994，導讀與〈制度與制度變遷緒

論〉，頁 vii-xiii 及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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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吳玉山，1996，《遠離社會主義：中國大陸、蘇聯和波蘭的經濟轉型》，台北

正中，頁 1-24。 
 解釋：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譯為《制度，制度變

遷與經濟成就》，劉瑞華譯，台北：時報文化，1994，導讀與〈制度與制度變遷緒

論〉，頁 127-138。 
 解釋：Jepperson, Ronald 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Walter W. Powell & Paul J. 
DiMaggio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中譯〈制度，制度影響與

制度主義〉，載《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2004，
頁 264-277/台北：五南，2007，頁 259-270。 

 新制：陳家剛，〈前言：全球化時代的新制度主義〉，載《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

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2004，頁 1-16/台北：五南，2007，頁 1-15。 
 
♦ 何謂新制度主義？ 

 界說：Peters, B. Guy, “Institutionalism Old and New,”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1999， 中譯

〈制度主義：新與舊〉，載《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

科文獻，2004，頁 69-89/台北：五南，2007，頁 79-97。 
 界說：Peters, B. Guy, “Institutional Theo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No.69 (July), Vienn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2000，中譯，〈制度理論：

問題與展望〉，載《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

頁 69-89/台北：五南，2007，頁 155-172。 
 優勢：郭承天，2000，〈新制度論與政治經濟學〉，載《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

何思因、吳玉山編，台北：中國政治學會政治學報特輯，頁 171-201。 
 架構：Diermeier, Daniel & Keith Krehbiel, “Institutionalism as a Methodology,”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1699 (Aug. 2001)，中譯〈作為方法論的制度主義〉，載《全

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頁 119-132/台北：五

南，2007，頁 127-138。 
 比較：Hall, Peter A. “The Role of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deas in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Mark Irving Lichbach & Alan S. Zukerman ed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74-207，中譯〈利益、制度與理念

在工業化國家比較政治經濟學中的角色〉，載《比較政治：理性、文化與結構》，蘇

子喬譯，台北：五南，2005，Mark Irving Lichbach & Alan S. Zuckerman 編，頁

234-178。 
 誤解：石之瑜，〈新制度主義建構理性中國的成本〉，《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

第 11 期(1997 年 11 月)，頁 1-22。 
 

【分析報告 1】何謂新制度主義？其價值與利基何在？(約 2000 字) 

繳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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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度主義與中國研究 

 轉型：陳志柔，〈中國大陸農村財產權制度變遷的地方制度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

區差異〉，《台灣社會學》，第 2 期(2001 年 12 月)，頁 219-262。 
 轉型：耿曙、曾偉峰，〈當中國遇見市場：有關市場轉型、經濟成就與發展失衡的

制度理論〉，手稿。 
 政經；陶儀芬，〈政治權力交替與經濟機會主義：集體行動與改革時期中國政治經

濟景氣循環〉，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

五南，2007，頁 177-210。 
 政經：耿曙，〈中國大陸東西部發展不平等的起源：國家、市場、區域開發〉，《中

國大陸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2 年 5/6 月號，頁 27-57。 
 政制：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力與影響〉，徐斯儉、吳

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五南，2007，頁 93-141。 
 政制：楊光斌，《制度的形式與國家的興衰：比較政治發展的理論與經驗研究》，北

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31。 
 
♦ 各種新制度主義的理論流派 

 簡介：何俊志，〈導論：新制度主義政治學的流派細分與整合潛力〉，載《新制度主

義政治學譯文精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頁 1-16。 

 兩分：Thelen, Kathleen &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 Frank Longstreth ed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譯〈比較政治學中的歷史制度主義〉，載《新

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2007，頁 141-173。 
 三分：Hall, Peter A. &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s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4(Dec. 1996), pp. 936-957，中譯〈政

治科學與三個新制度主義流派〉，載《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選》，何俊志、任軍

鋒、朱德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46-71。 
 方法：Clark, William Roberts, “Agents and Structures: Two Views of Preferences, Two 

Views of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 2 (Jun., 1998), pp. 245-270. 
 中國：徐斯勤，〈新制度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理論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

察〉，《政治學報》，第 32 期(2001 年 12 月)，頁 95-168。 
 中國：楊光斌，《制度的形式與國家的興衰：比較政治發展的理論與經驗研究》，北

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54-71。 
 

【分析報告 2】選擇一個研究領域，嘗試以新制度主義切入理解？並為自己為何

選擇新制度主義/或某種新制度主義觀點進行合理化(累積前文，共約 4000 字) 

繳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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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微觀-利益的制度主義(或理性抉擇/經濟學制度主義) 
 
♦ 微觀-利益制度主義：觀點鋪陳 

 簡介：Peters, Guy B.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1999, pp. 43-62，中譯〈理性選擇理論與制度理論〉，載《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

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75-94。 
 簡介：陳敦源，2002，〈新制度論點範圍與方法：理性抉擇觀點〉，載《民主與官僚：

新制度論的觀點》，台北：韋伯，頁 25-66。 
 聲明：Weingast, Barry R., “Political Institution: Overview,” i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obert E. Goodin &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67-190，中譯〈政治制度：理

性選擇的視角〉，載《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

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95-120。 
 發展：Williamson, Oliver 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Neil J. Smelser & Richard Swedberg e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pp. 77-107，中譯〈交易成本經濟學與組織

理論〉，載《治理機制》，王健、方世建譯，北京：中國社科，2001，頁 266-308。 
 
♦ 微觀-利益制度主義：分析方法 

 概念：Furubotn, Eirik G. & Rudolf Richt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中譯《制度與經濟理論：新制度經濟學之貢獻》，顏愛靜等譯，台北：

五南， 2001，頁 1-68。 
 應用：North, Douglass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中譯為《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劉瑞華譯，台北：時報文化，1995，
全書。 

 
♦ 微觀-利益制度主義：框架擴展 

 趨勢：Levi, Margaret, “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6-7 (Aug. 2000), pp. 822-844. 

 野心：Becker, Gary Stanley,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中譯《人類行為的經濟分析》，王業宇、陳琪譯，

上海：上海三聯/上海人民，1995，頁 3-19。 
 拓展：Bates, Robert H. et al., “Introduction,” in Analytic Narratives, Robert Bates et 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2. 
 拓展：Shepsle, Kenneth A. “Studying Institutions: 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 2 (1989), pp. 
131-148，中譯〈制度研究：理性選擇理論的啟示〉，載《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

文精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121-138。 
 拓展：Pierson, Paul,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 2000), pp. 251-267，中譯〈回

 5



報遞增、路徑依賴和政治學研究〉，載《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選》，何俊志、

任軍鋒、朱德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191-224。 
 
♦ 微觀-利益制度主義：理論應用 

 模型：Ostrom, Elinor, “An Assess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Paul A. Sabatier ed.,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pp. 35-71，中譯〈制度性的理性選擇：對制度分析和發展框架的評

估〉，載《政策過程理論》，Paul A. Sabatier 編，彭宗超、鍾開斌譯，北京：三聯，

2004，頁 45-91。 
 應用：Clague, Christopher, “Economic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der, Karol Soltan, Virginia Haufler & Eric M. Uslaner ed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 190-194，中譯〈經濟學、制

度和經濟發展〉，載《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

2004，頁 290-307/台北：五南，2007，頁 283-298。 
 應用：Clague, Christopher ed., 《制度與經濟發展：欠發達和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增

長與治理》，余勁松、李玲、張龍華譯，北京：法律出版社，2006，頁 1-180。 
 
♦ 微觀-利益制度主義：延生及批判 

 變遷：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譯為《制度，制度變

遷與經濟成就》，劉瑞華譯，台北：時報文化，1994，導讀與〈制度與制度變遷緒

論〉，頁 vii-xiii 及 7-15。 
 變遷：David, Paul A.,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May, 1985),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inety- 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p. 332-337. 

 變遷：林繼文，〈創設、選擇與演化：制度形成的三個理論模式〉，《政治學報》，第

32 期(2001 年 12 月)，頁 61-94。 
 變遷：Knight, Jack & Jean Ensminger, “Conflict over Changing Social Norms: 

Bargaining, Ideology, and Enforcement,” In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105-126，〈變革社會規範中的衝突：討價還價、意識形態和執行〉，載《全球化與

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2004，頁 435-452/台北：五

南，2007，頁 417-432。 
 批判：Bates, Robert., “Contra Contractarianis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Vol. 16, No. 2(July 1988), pp. 387-401. 
 批判：Guinnane, Timothy, William Andrew Sundstrom & Warren Whatley,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Timothy Guinnane, William Andrew Sundstrom & Warren Whatley 
eds., History Matters: Essays on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y, and Demographic 
Chan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9. 

 批判：劉瑞華，〈制度新制度主義：返回大理論或經濟學帝國主義政治學？〉，《政

治學報》，第 32 期(2001 年 12 月)，頁 20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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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報告 3】若採用微觀-利益的制度理論，將如何理解個人所選擇得研究領

域？這樣的研究角度，與非「微觀-利益的制度理論」角度有何不同？此種理解

的優勢與不足為何？(累積前文，共約 8000 字) 

繳交日期：  
 
 
參、結構-文化的制度主義(或歷史/社會學制度主義) 
 
♦ 結構-文化制度主義：觀點鋪陳 

 簡介：Peters, B. Guy,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1999, pp. 97-111，中譯

〈社會學制度主義〉，載《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

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245-257。 
 簡介：Pierson, Paul &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ra Katznelson & 
Helen V. Milner eds. New York: W.W. Norton, 2002, pp. 693-721，中譯〈當代政治科

學中的歷史制度主義〉，載《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

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174-190。 
 背景：Nee, Victor, “Sourc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Mary C. Brinton & Victor Nee e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1-16，中譯〈社會學新制度主義的來源〉，載《新制度主義政治學譯文精

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227-244。 
 聲明：Swedberg, Richard & Mark Granovetter, “Introduc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Mark Granovetter & Richard Swedberg eds.,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 pp. 1-26. 

 聲明：March, James G. &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Sept. 1984), 
pp. 734-749，中譯〈新制度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載《新制度主義政治

學譯文精選》，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頁 19-45。 

 
♦ 結構-文化制度主義：分析架構 

 架構：Thelen, Kathle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 1(1999), pp. 369-404. 

 觀點：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Mark Granovetter & Richard 
Swedberg eds.,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 pp.53-81. 

 方法：Mahoney, James & Dietrich Rueschemeyer,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ames Mahoney &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38. 

 個案：Meyer, John W. & Brian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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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in Walter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1-40，中譯〈制度化的組織：作為神話和儀式的正式結構〉，載張永宏編，

《組織社會學的新制度主義學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2007，頁 3-23。 
 個案：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in Walter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63-82. 中譯〈鐵的牢籠新探

討：組織領域的制度趨同性和集體理性〉，載張永宏編，《組織社會學的新制度主義

學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2007，頁 24-43。 
 
♦ 結構-文化制度主義：理論應用 

 宏觀：Polanyi, Karl,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Mark Granovetter & Richard Swedberg eds.,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 pp. 29-51，中譯〈經濟：制度化的過程〉，載《反市場的資本主義》，許寶

強、渠敬東編選，北京：中央編譯，2001，頁 1-73。 
 宏觀：Hamilton, Gary G. &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Mark Granovetter & Richard Swedberg eds.,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中譯見《中國社會與經濟》，Gary G. Hamilton 著，張維安、陳介

玄、翟本瑞選譯，台北：聯經，1990，頁 303-370。 
 微觀：Zenger, Todd R., “Informal and Formal Organizations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Paul L. Ingram & 
Brian S. Silverman eds., Boston, JAI, 2002，中譯〈新制度經濟學中的正式和非正式

制度〉，載《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2004，
頁 383-400/台北：五南，2007，367-383。 

 微觀：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硏究中心編，《地方社會》，臺北：聯經，1997，頁

31-138 及 159-210。 
 
♦ 結構-文化制度主義：框架擴展 

 方向：Powell, Walter W. “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Walter W. Powell & Paul J. DiMaggio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中譯〈制度分析範圍的擴張〉，載《全

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2004，頁 105-118/台
北：五南，2007，頁 139-154。 

 文化：Friedland, Roger & Robert R Alford,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Walter W. Powell & Paul J. DiMaggio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中譯〈回歸社會：符號、慣例與制度衝突〉，載

《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京：社科文獻，2004，頁 415-434/
台北：五南，2007，頁 399-416。 

 脈絡：Hollingsworth, J. Rogers & Robert Boyer,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ctors and 
Social Systems of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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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J. Rogers Hollingsworth & Robert Boyer ed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7，中譯〈經濟行為者與社會生產體系的協

調〉，《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徐子婷等譯，台北：韋伯文化，2005，頁 1-52。 
 結構：Katznelson, Ira, “Structure and Configur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Mark Irving Lichbach & Alan 
S. Zukerman ed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1-112，中譯〈比較政治中等結構與結構型態〉，載《比較政治：理性、文化與結

構》，蘇子喬譯，台北：五南，2005，Mark Irving Lichbach & Alan S. Zuckerman 編，

頁 110-153。 
 
♦ 結構-文化制度主義：延生及批判 

 變遷： Thelen, Kathle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ames 
Mahoney &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ambridge & New York, 2003, pp. 208-240. 

 變遷：Pierson, Paul, “The Limits of Desig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Origins and 
Change.” Governance, Vol. 13, No. 4 (Oct. 2000), pp. 475- 499. 

 變遷：Nee, Victor & Paul Ingram,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stitutions, Exchang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Mary C. Brinton & 
Victor Nee e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19-45，中譯〈嵌入與超

越：制度、交換和社會結構〉，載《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薛曉源、陳家剛編，北

京：社科文獻，2004，頁 308-334/台北：五南，2007，頁 299-322。 
 批判：吳玉山，〈制度、結構與政治穩定〉，《政治學報》，第 32 期(2001 年 12 月)，

頁 1-30。 
 批判：陳敦源，〈新制度論點範圍與方法：理性抉擇觀點〉，載《民主與官僚：新制

度論的觀點》，台北：韋伯，2002，頁 25-66。 
 

【分析報告 3】若採用結構-文化的制度論，將如何理解個人所選擇得研究領域？

這樣的研究角度，與非「結構-文化的制度理論」角度有何不同？此種理解的優

勢與不足為何？(累積前文，共約 8000 字) 

繳交日期：  
 
 
肆、制度分析專題 
 
中國體制 

 經社：Walder, Andrew G.，《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

權力結構》，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1996，頁 1-213。 
 政治：Nathan, Andrew J. & Kellee S. Tsai, “Factionalism: A New Institutionalist 

Restatement,” The China Journal, No. 34(July 1995), pp. 157-192. 
 
社會主義 

 既有：Kornai, Janos，《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北京：中央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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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頁 1-286。 
 
政制政策 

 政制：Haggard, Stephan & Mathew D. McCubbins eds., Presidents, Parliaments, and 
Polic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63 & 
319-324. 

 政策：Harriss, John, Janet Hunter, and Colin M. Lewis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1-132. 

 
組織理論 

 張永宏編，《組織社會學的新制度主義學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2007，
頁 47-165。 

 

【分析報告 4】將前面累積文字，改寫成一篇採新制度主義觀點的「文獻檢閱論

文」 (review article)，並思考如何將其發表於學術期刊 (累積前文，共約

1,0000-1,5000 字) 

繳交日期：  

 

【授課大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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