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球政治經濟學」授課大綱 

 

科號 10810GEC 140401 組別  學分   3 人數限制   50 

上課時間  R234 教室 教 309 

科目中文名稱 全球政治經濟學 

科目英文名稱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任課教師 方天賜 (研究室: 教育館 209B) 

 

一、課程說明 

 

   「全球政治經濟學」主要在討論全球體系下，國際政治與

國際經濟之間的互動與其造成的影響；但全球政治經濟學所

關注的議題並非遙不可及：台灣每週公布油價漲調，背後有

什麼國際因素？歐洲國家與台灣有相當的距離，我們需要擔

憂歐債危機嗎？這些我們生活中經歷過的情境，便是本課程

要探討的範疇。 

  

    本課程培養同學對於全球及國際情勢的「觀察」、「理

解」、「分析」能力，期望(一)逐步強化同學的國際觀，學習

從全球性觀點來觀察我們生活周遭的社會動態；(二)藉由「全

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理解國際事務的發展因素；(三)建構

相關知識基礎，培養分析國際情勢的能力。 

 

    在課程的規劃上，則採用理論建構與案例討論交錯配置

的方式。首先幫助同學建立有關全球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

念，進而討論國際金融與貿易體系、國際政經秩序、區域整

合、環境及資源問題等主要面向，以達成上述教學目的。 

 

二、指定用書 

 

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係關係總論(第四版)(台北：揚智，

2016) 

 

其餘補充內容詳見各週課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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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方式 

 

本課程包括老師授課、觀賞紀錄片、專題演講，及同學分組

報告等主要活動。特別是鼓勵同學在課程上主動參與討論及

表達意見。 

 

修課同學必需閱讀指定書籍、繳交平時作業及期末書面報告。 

 

四、教學進度 

 

一、概念的建立 

 

1.課程內容簡介： 

課程的重要性與設計/何謂全球政治經濟學?  

 

2.全球政治經濟學理論： 

 張亞中、左正東，「Chapter 11：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係關係總論(第四版)(台北：揚智，

2016)，頁 323-322。 

 

二、國際金融與貿易 

 

3. 國際金融貿易的發展： 

   吳文欽，「Chapter12：國際貿易與金融」，張亞中、張登

及編，國係關係總論(第四版)，頁 361-385。 

 

4.金融海嘯： 

 胡勝正，「全球金融海嘯：肇因與因應對策」，社會科學

論叢， 2010 年 4 月，第 4 卷第 1 期，頁 1-24。 

   郭秋榮，「全球金融風暴之成因、對我國影響及因應對策

之探討」，經濟研究，第 9 期，頁 59-89。 

 

5. 歐債危機： 

 趙永祥，「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與金融發展之影響」，東

亞論壇季刊，第 475 期，2012 年，頁 29-48。 

 陳筆，「歐債危機說清楚講明白」，經濟前瞻，Jan. 2012，

頁 49-53。 

中央社，「希臘如果退出歐元區...7 個關鍵 Q&A」

201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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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影片觀賞及討論： 

 

三、國際政經秩序 

 

7. 全球化問題： 

   David Held 等著，沈宗瑞等譯，全球化趨勢與衝擊(台北: 

韋伯，2007)，序言及緒論。(人社分館/ 570.15 8425 2007) 

蔡育岱，「Chapter13：理解全球化」，張亞中、張登及編，

國係關係總論(第四版)，頁 387-415。 

 

8. 發展問題： 

   賴昀辰、張亞中，「Chapter15：全球不平等發展」，張亞 

中、張登及編，國係關係總論(第四版)，頁 455-494。 

 

9. 專題演講 

 

四、全球性議題 

 

10. 科技如何改變國際關係?  

   左正東, 「科技與國際關係」，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

(台北：揚智, 2003)，頁 349-377。 

   關中，「資訊科技與國際政治發展趨勢」，國家政策論壇，

第 2 卷第 6 期，2002 年 6 月。 

 

11. 氣候變遷對國際安全及經濟的影響?  

   林泰和，「氣候變遷已成為影響國際戰略安全要素」，青

年日報，2011 年 9 月 7 日。 

 楊惟任，「氣候變遷影響國家、民族的存續--馬雅、蒙古

今何在？」，能源報導，2013 年 02 月。 

 楊惟任，「國際氣候政治的本質」，能源報導，2012 年 02

月。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黃煜文、高忠義譯，

氣候變遷政治學(台北：商周，2011) (總圖/ 328.8 8745/2) 

 

12. 能源對國際政治經濟的影響?  

   丁仁東，「能源衰竭與國際安全」，收於丁仁東著，後石 

油時代全球浩劫 (台北:五南，2013) 

   李瓊莉，「第一章 石油與國際安全：供需結構趨動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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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議題」，林正義主編，石油與國際安全(財團法人兩岸

交流遠景基金會，2007)，頁 1-20。(CEPS 電子期刊庫) 

德國之聲，「油價狂跌背後：原油、權力、陰謀」，

2014-10-22。 

 

13. 糧食安全與全球政治經濟 

拉吉.帕特爾(Raj Patel)著，葉家興等譯，糧食戰爭：市場、

權力以及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之戰(Stuffed and starved :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台北:高寶國際，2009) (總圖/ 431.9 8553) 

    布朗(Lester R. Brown), 糧食短缺 拖垮人類文明?, 科

學人, 2009.06, 頁 88-95. 

 莊奕琦，「美牛的政治經濟學」，蘋果日報，2012 年 02

月 10 日 

 田君美，「全球糧食安全問題再現」，經濟前瞻，128 期

(2010/03)，頁 77 -83。 (CEPS 電子期刊庫) 

 

14. 水資源與全球政治經濟 

 蒂尼諾(Mara Tignino)，「水、國際和平與安全」，紅十

字國際評論, 第 879 期。 

「為水而戰一觸即發」，商業週刊第 1024 期，2008-06-30。 

「為水資源而戰的世代即將到來」，商業週刊第 1024 期。 

「世界上胖子越多，越浪費水！」，商業週刊 2013-08-12。 

 

五、區域整合 

 

15.國際整合與區域主義： 

 陳蔚芳、羅至美，「Chapter14：國際整合與區域主義」，

張亞中、張登及編，國係關係總論(第四版)，頁 417-454。 

 

16. 亞太區域整合：CPTPP、RCEP、一帶一路  

徐遵慈: 「東亞整合新途徑: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之發展前景與我國之因應對策」，貿易政策論叢，

第 18 期，頁 59-89。 

中央銀行，「台灣宜加速爭取加入 CPTPP」，2017/12/21，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7122118355171

.pdf> 

宋鎮照，「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從基礎建設轉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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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建構」，台北論壇，2017.6.29，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377.pdf> 

 

六、綜合討論 

 

17. 總結與討論 

 

18. 期末考週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及討論 (25%)：出席情形及在課堂上參與討論 

 

2. 期中分組報告(25%)：選修同學依人數分組，依指定題目

進行分組口頭報告(需製作 Power Point) 

 

3. 平時作業(25%)：利用 iLMS 數位平台繳交指定作業 

 

4. 期末個人報告(25%)，撰寫 3000 字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