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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Spring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威權演化論：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課程簡介 

授課教師：古明君 

Email：mcku@mx.nthu.edu.tw 

上課地點：人社院 C306 

課程時間：12:00-15:00 

實體課程：2/23（五）、3/8（五）、3/22（五）、3/29（五）、4/12（五）、4/19（五，11:30-

15:30）、陸委會演講時間待定 

線上課程：3/1（五）、3/15（五）、3/24（日） 

 

課程說明 

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如何互動？徐斯儉、蔡欣怡（Kellee S. Tsai）及張鈞智於 2021年提出「制

度演化」之架構，試圖捕捉中國國家–社會的動態關係，並集結多位學者針對中國的社區、環

境與公共、經濟與勞動、社會與宗教等治理面向的分析。本門課程為兩學分課程，以《威權演

化論》為中心，每個單元皆會邀請相關學者帶領同學深入了解特定議題。本門課程屬中國研究

分支。 

 

指定閱讀 

主要閱讀材料來自：徐斯儉、蔡欣怡、張鈞智編之《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

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另每次課程配合特定議題，搭配 1至 2篇相關研究論文。 

 

課程方式與成績考核 

本門課程除第一週（2/23）為課程簡介、最後一週為課程總結（4/19）外，主要分為文本討論

課程（3/1及 3/24）、主題課程（3/15、3/22、3/29、4/12）、報告討論課程（4/19）及主題演講

（3/8、時間待定）四部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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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課程進行及評分方式如下： 

◼ 課程導讀 30%（20%+10%） 

每一主題由 2-3位同學負責：(1)文本導讀及帶領討論：導讀時間約 20-30分鐘；(2)彙整討

論紀錄與提問、(3)聯繫講者等演講相關行政事宜、(4)主題課程主持與控時。 

◼ 課程參與 20%（10%+10%） 

無論當週是否負責導讀，皆須閱讀當週文本，積極參與課程討論。 

◼ 文本討論 memo 20% 

文本討論課程，每位同學須針對兩主題之閱讀文本撰寫 memo，每篇文本約 300字。簡要

摘要文本內容，並提出批判性評論與提問供課程討論。memo 於課程前一天晚上 23:00 前

上傳至課程 eLeran討論區。 

◼ 期末報告 30%（15%+15%） 

可擇一本學期討論到的相關議題，進行延伸論述；或擇一作者，就其相關著述，撰寫

critical review。期末報告正文（不含 reference），中文約 3000字或英文約 1000字。期

末書面報告請於 5/20（一）晚上 23:00前上傳至課程 eLeran討論區。 

 

另，基於透明與負責任的原則，本課程鼓勵學生利用 AI進行協作或互學，以提升本門課產出

品質。根據本校公布之「大學教育場域 AI協作、共學與素養培養指引」，本門課程採取有條

件開放，說明如下： 

◼ 學生須於課堂作業或報告中的「標題頁註腳」或「引用文獻後」簡要說明如何使用生成

式 AI進行議題發想、文句潤飾或結構參考等使用方式。若經查核使用卻無在作業或報告

中標明，教師、學校或相關單位有權重新針對作業或報告重新評分或不予計分。 

◼ 本門課授課教材或學習資料若有引用自生成式 AI，教師也將在投影片或口頭標注。 

◼ 修讀本課程之學生於選課時視為同意以上倫理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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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與綱要 

課次 日期 主題 授課教師 

1 2/23 課程簡介、演化式治理總論 

 

蔡欣怡，2023，〈中國的演化式治理：威權主義下的國家與社會

互動〉。頁 29-70，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鈞智編，《威權

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台

北：左岸。 

 

林宗弘，2023，〈 [新書引介] 中國威權演化論：從威權韌性到

白紙革命〉。《當代中國研究通訊》34。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當

代中國研究中心。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

249558,r7197.php?Lang=zh-tw 

 

蔡欣怡，2023，〈[二十週年演講] China’s Party-State Capitalism and 

International Backlash: From Interdependence to Insecurity〉。《當代中

國研究通訊》34。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

249948,r7197.php?Lang=zh-tw 

古明君 

2 3/1 文本討論 

演化式勞動治理、演化式性別治理 

 

鄭志鵬，2023，〈分權與差序型勞動政策治理：中國勞動合同法

在珠三角的實施情況〉。頁 285-313，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

張鈞智編，《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與社會如何維持動

態關係？》，台北：左岸。 

鄭志鵬、林宗弘，2017，〈鑲嵌的極限：中國台商的「跨國資本

積累場域」分析〉。頁 611-644，收錄於李宗榮、林宗弘編，《未

竟的奇蹟：轉型中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研院社會所。 

 

伍維婷，2023，〈中國反家庭暴力運動中的國家與社會互動〉。

頁 377-408，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鈞智編，《威權演化論：

中國如何治理？國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台北：左岸。 

古明君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249558,r7197.php?Lang=zh-tw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249558,r7197.php?Lang=zh-tw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249948,r7197.php?Lang=zh-tw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249948,r719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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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次 日期 主題 授課教師 

伍維婷，2019，〈雙人成舞？性別團體在當代中國拓展政治空間

的策略：以三個性別團體推動反家暴立法為例〉。《中國大陸研

究》62(2)：41-69。 

Wu, Weiting, 2018, "Adaptive Confrontation? Strategies of Three 

Women’s Groups for Expanding Political Space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54(4), 1840008. 

3 3/8 主題演講 

從威權韌性到威權演化 

 

推薦閱讀 

徐斯儉、張鈞智，2023，〈測量中國演化式治理當中國家與社

會的互動：檢驗現有文獻〉。頁 71-110，收錄於徐斯儉、蔡欣

怡、張鈞智編，《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

何維持動態關係？》，台北：左岸。 

徐斯儉（主編），2016，《習近平大棋局：後極權轉型的極

限》。台北：左岸。 

黎安友，2007，《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

路》。台北：巨流。 

徐斯儉 

國家安全

會議秘書

長、中研

院政治所

副研究員 

4 3/15 主題課程 

演化式勞動治理 

 

延伸閱讀 

林宗弘，2023，〈以工人之名治理外資：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後

的黨國與勞資關係〉。頁 315-346，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

鈞智編，《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

態關係？》，台北：左岸。 

方琮嬿，2023，〈政府強化勞動立法的非意圖性結果〉。頁 347-

376，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鈞智編，《威權演化論：中國

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台北：左岸。 

 

推薦閱讀 

鄭志鵬，2016，〈外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形成：以珠江三角洲私營

企業主創業過程為例〉，《台灣社會學》第 31期，頁 141-191。 

鄭志鵬 

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

中心、社

會學研究

所合聘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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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次 日期 主題 授課教師 

鄭志鵬，2013，〈市場政治：中國出口導向製鞋業的歷史形構與

轉變〉。頁 86-145，收錄於吳介民編，《權力資本雙螺旋：台灣

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台北：左岸文化。 

5 3/22 主題課程 

演化式性別治理 

 

推薦閱讀 

伍維婷，2018，〈書評：他們的征途〉。《臺灣人權學刊》

4(3)：147-152。 

*趙思樂，2017，《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

的公民覺醒之路》。台北：八旗。 

 

伍維婷，2018，〈評《上海拉拉：中國都市女同志社群與政

治》〉。《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2：127-135。 

*金曄路（著）、廖愛晚（譯），2015，《上海拉拉：中國都市

女同志社群與政治》。香港：香港大學。 

伍維婷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所副教授

兼所長 

6 3/24 文本討論 

演化式公衛治理、演化式宗教治理 

 

王占璽，2023，〈中國的愛滋治理：國家、社會與國際行動者的

三方互動〉。頁 205-246，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鈞智編，

《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

台北：左岸。 

王占璽，2023，〈政治掛帥作為衛生風險：中國開放封控的政策

過程〉，《國防情勢特刊》33：40-51。 

王占璽、王信賢，2011，〈中國社會組織的治理結構與場域分析：

環保與愛滋 NGO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5：115-175。 

 

黃克先，2023，〈治理「不受歡迎」的宗教：後毛澤東時期中國

基督教會與國家的互動演變〉。頁 435-463，收錄於徐斯儉、蔡

欣怡、張鈞智編，《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與社會如何

維持動態關係？》，台北：左岸。 

Huang, Ke-hsien, 2014, “Dyadic Nexus Fighting Two-Front Battles: 

A Study of the Micro-level Process of Religion-State Relations in 

Chin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53(4): 706-721. 

古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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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次 日期 主題 授課教師 

7 3/29 主題課程 

演化式公衛治理治理 

 

延伸閱讀 

徐斯儉、王敬智，2023，〈非零和賽局：中國的國家社會互動和

反垃圾焚燒場運動〉。頁 247-281，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

鈞智編，《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

關係？》，台北：左岸。 

 

推薦閱讀 

王占璽，2015，〈社會網絡分析與中國研究：關係網絡的測量

與分析〉。《中國大陸研究》58(2)：23-59。 

王占璽，2014，〈聚合的力量－國際行動者在中國的互動網

絡：以愛滋防治領域為例〉。《東亞研究》45(1)：89-133。 

王占璽 

國防安全

研究院副

研究員 

8 4/12 主題課程 

演化式宗教治理 

 

延伸閱讀 

古明君，2023，〈地方參與國家的策略：媽祖信仰的文化正當化

和遺產化〉。頁 409-433，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鈞智編，

《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

台北：左岸。 

 

推薦閱讀 

黃克先，2021，〈跨國宗教與受限制的黨國：從監控檔案再探長

老教會的政教關係〉。《臺灣社會學刊》70：1-78。 

黃克先，2017，〈世俗時代中宗教徒的雙層反身性：以中國基督

徒大學生為例〉。《臺灣社會學刊》61：1-50。 

黃克先，2015，〈區隔但交纏互賴的信仰復振：中國城市教會中

農村移民的宗教生活〉。《臺灣社會學》30：55-98。 

楊鳳崗，2021，《宗教在當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存續與復興》。

臺北：政大出版社。 

楊慶堃 (C. K. Yang) 著、范麗珠譯，2016，《中國社會中的宗

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 (修訂版 )》。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黃克先 

國立台灣

大學社會

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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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次 日期 主題 授課教師 

9+10 4/19 報告討論與課程總結 

 

裴宜理，2023，〈中國演化式治理和新冠危機〉。頁 463-470，

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鈞智編，《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

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台北：左岸。 

古明君 

11 時間

未定 

陸委會宣講 古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