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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這門課的目的是介紹四個東亞國家的現代政治經濟的發展過程。對於日本，韓國，

台灣與中國這四個國家，從二戰後到當前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以比較發展的

觀點，來檢討這四個快速成長的國家的不同經歷，包括國家政策，工業化過程，

產業變遷，社會分配等層面的演變。本課程從東亞發展理論的一般論點出發，再

討論東亞發展的內部、外部動力，然後依次以細部個案分析的方式，逐一討論東

亞發展的過程、成長方向與發展困境。 

 

成績: 平時課堂參與討論，20%; 兩次考試(各 40%)，以筆試進行二小時，可以

查閱書籍。 

 

進度 

1、發展理論的檢討 

蘇耀昌、趙永佳，1997，〈綜論當前關於東亞發展的幾種觀點〉，《奇跡背

後:解構東亞現代化》(H 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頁 1-24。 

 

2、東亞發展: 發展型國家的理論 

龐建國，1997，〈國家在東亞經濟轉化中的角色〉，《奇跡背後:解構東亞現

代化》，頁 25-55。 

 

3-4、 東亞發展的歷史背景景 

Kevin G. Cai (2008),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chap.2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Regional and National Dimensions 

(New York: Palgrave), pp.9-33. 

 

  

5、戰後東亞發展的內外部背景 

Cai (2008), “The external setting and internal dynamics in the post-1945 era”, 

chap.3, pp.34-48. 

 

6、日本的近代發展 

 



趙雨樂，1997，〈日本近現代的四次維新〉，《奇跡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

頁 91-107。 

 

7-8、日本當代的政治經濟發展 

 

Cai (2008),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1945”, chap.4, pp.49-82. 

 

9、***期中考 

 

10、韓國的近代發展 

 

尹保雲，1997，〈從日殖、美援到「發展型專制」的韓國〉，《奇跡背後:

解構東亞現代化》，頁 109-137。 

 

11-12、韓國成為經濟發展的模型 

 

Cai (2008), “The South Korean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1945”, chap.5, 

pp.83-116. 

 

13-14、台灣戰後的出口經濟與發展模式的困境 

 

張景旭、蕭新煌，1997，〈台灣發展與現代化的宏觀社會學論述〉，《奇跡

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頁 57-89。 

 

Cai (2008),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1945”, chap.6, pp.117-150. 

 

15、中國的堀起 

 

天児慧，1994，〈鄧小平時代多樣化的國家與社會〉，《中國:蛻變中的社

會主義大國》(台北:月旦)，第三章，138-182。 

 

16-17、中國政治經濟體系的現況 

 

Cai (2008), “The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1945”, chap.7, pp.151-187. 

 

18、***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