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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摘要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崔曉倩 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2014 年 8 月 1 日 ～ 3 日 中國吉林大學

會議名稱
中國國家治理工作坊 （2014 年 8 月 1 日～3 日）
中國公共管理與研究方法培訓班 （2014 年 7 月 28 日～8 月 15 日）

發表論文題目 Glory in Defectio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for Maverick Candidacy and
Pre-Election Fragment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摘要

此行參與了上述之培訓班與工作坊，該培訓班為一針對政治

領域與公共政策相關議題的方法培訓課程，希望能藉此帶動中國大

陸地區的研究風潮以及成果能量，並藉此提高台灣相關領域學者們

的能見度與知名度。工作坊期間亦開辦中國國家治理工作坊，開放

對外徵稿。因近年政治學已逐漸利用賽局理論進行分析，因此本人

希望透過這次的參與，除了能進一步瞭解賽局理論在政治學議題的

情況之外，亦希望透過此次的參與，讓一般不熟悉經濟方法的他領

域學者，多少得以知悉經濟方法的科學性，做更深入的互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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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目的

這個方法培訓班（工作坊）今年已舉辦第 9 屆，核心人物為美國杜克大學

牛銘實教授，由其主導與規劃的一項針對政治領域與公共政策相關議題的方法培

訓課程，希望能藉此帶動中國大陸地區的研究風潮以及成果能量，並藉此提高台

灣相關領域學者們的能見度與知名度。這個課程歷年都由中國知名大學主辦，如

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今年由吉林大學主辦，並於工作坊期間開辦中國國

家治理工作坊，開放對外徵稿。培訓班之相關公告與工作坊議程請參見附件資料。

由於研究興趣的關係，曾與政治領域學者合作過不少跨領域的論文，其中

包含了以賽局理論來闡釋為何存在違紀參選的問題。因近年政治學已逐漸利用賽

局理論進行分析，因此本人希望透過這次的參與，除了能進一步瞭解賽局理論在

政治學議題的情況之外，亦希望透過此次的參與，讓一般不熟悉經濟方法的他領

域學者，多少得以知悉經濟方法的科學性，做更深入的互動與交流。

2. 參與過程

除參與工作坊進行論文發表外，亦於課程培訓班聽講部分課程，如杜克大

學牛老師的賽局理論、台灣大學洪永泰老師的統計方法論等。我深刻發現，同樣

的方法應用在不同領域時視角的權重、解釋的方法、甚至著重的目標都不盡相

同，刺激頗多、收穫亦甚豐。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在高等教育上的急起直追，以整倂方式來提升大

學體質的作法，值得台灣思考。以此次造訪的吉林大學來說，吉林大學坐落在吉

林省省會長春市，是教育部直屬的一所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1995 年首批通過國

家教委「211 工程」審批，2001 年被列入「985 工程」國家重點建設的大學之一。

吉林大學於 2000 年 6 月 12 日由原吉林大學、吉林工業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

長春科技大學、長春郵電學院合併組建而成。2004 年 8 月 29 日，原中國人民解

放軍軍需大學併入吉林大學。合併前的六所學校，在中國發展歷程上也都有著相

當的重要地位與光榮歷史。

目前，吉林大學學科門類齊全，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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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軍事學、藝術學等全部 13 大學科

門類；有本科專業 124 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44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299

個，博士學位授權點 237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41 個；有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

科 4 個（覆蓋 17 個二級學科），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15 個，國家重點（培育）

學科 4 個。學校師資雄厚，有教師 6,568 人，其中教授 2,058 人，博士生指導教

師 1186 人。該校也是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大學之一，現已建立起學士－碩

士－博士完整的高水平人才培養體系。在校全日制學生 68,957 人，其中博士生、

碩士生 24,021 人，本專科生 43,024 人，留學生 1,802 人，進修生 110 人，另有成

人教育學生 81,037 人，其中成人本專科生 14,595 人，網絡本專科生 66,442 人。

在吉林大學停留期間雖適逢暑假，但諸多學術交流與國際交流活動都仍進

行中，校園並不寂寞。據知，吉林大學在產學合作上的成果亦相當豐碩（如長春

吉大·小天鵝儀器有限公司、長春電信工程設計院有限公司、吉林省吉大機電設備

有限公司等一批產、學、研相結合的高科技公司），目前已被確定為國家大學科

技園，積極引導和推動科技產業在規範管理的基礎上健康發展，並組建成立吉林

吉大控股有限公司，統一規範管理學校經營性國有資產。此外，該校校園佔地面

積 611 萬多平方米，校舍建築面積近 348 萬平方米（現有 6 個校區 7 個校園，分

佈在長春市的不同方位）。新鋪設的光纜和計算機網絡把所有校區連為一體，學

校圖書館各類藏書 698 萬冊，已被確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織和世界銀行的藏書館。目前，吉林大學已發展成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

此次的活動先是參與培訓班的課程，期間安插了一場工作坊，得以發表論

文，和杜克大學牛銘實教授有進一步的切磋機會。牛教授是將賽局理論應用在公

共政策、行政管理以及選舉研究的專家，論文發表之後得到莫大的建言。

3. 論文內容

“Glory in Defectio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for Maverick Candidacy and 

Pre-Election Fragment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該文乃利用「三階段賽局」

（three-stage game），來處理當政黨面對未獲提名者決定參選時，政黨與候選人

的最佳策略均衡。結果顯示，若是政黨無法以嚇阻有效勸退未獲提名者，進而以

其所擁有的「票源實力」（vote capacity），展開對未獲提名者進行抵抗行為時，政

黨將清楚地知道，對未獲提名者進行抵抗，會比容忍其參選更為不利，因此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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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採取抵抗行為；於此同時，未獲提名者也會識破政黨的抵抗乃是一種「不可

信的威脅」（incredible threat），毅然決定參選，而形成攪局。本文對於層出不窮

的違紀參選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

4. 與會心得

除了部分本已熟識的台灣學者之外，藉由這次活動參與也認識了中國、香

港等相當多的學者以及年輕學子，該是最大的收穫。在吉林大學這次的課程培訓

班的報名網站上，有這樣的一句話：「根据 2009 年《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一篇报

导，过去十年国内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已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高达 73%的受访学

者认为，与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比，国内的科研水平仍有明显差距。….」但是，

我們都知道這個差距逐漸在縮小，而且縮小的速度與中國的經濟成長一般，具有

強烈後發者優勢。在教導他們之餘，也切身感受到中國大陸年輕人的積極性，以

及進退有禮的處世態度，許多都是台灣年輕人所看不到的特質，這或許是學術交

流之餘印象最濃烈的心得了。

5. 附件資料

2014 年暑期研究方法班招生通知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联合享誉全球的美国「校际社会科学研究联盟」（ICPSR）暑

期培训部及美国杜克大学，将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5 日在吉林大学举
办第 9 届「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暑期研究方法班」。

此一深具传统的培训课程，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今年更强调研究方法的宏

观介绍，并加入多项研究专题，展示各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并透过研究设计工作
坊，针对个别的研究计划，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欢迎旧雨新知共襄盛举。

2014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5 日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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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目的

根据 2009 年《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一篇报导，过去十年国内社会科学的学术水

平已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高达 73%的受访学者认为，与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比，
国内的科研水平仍有明显差距。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的严谨程

度不足。因此，推广与提升研究方法，获得绝大多数学科带头人的支持。我们举

办「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的目的，即在推广社会科学研

究方法的教学、研究与应用。我们希望学员在完成课程训练后，除了能够理解文

献中所运用方法的优缺点，并能够在自己的研究中正确地运用研究方法，迅速提

升科研质量，与西方研究接轨，并进而在任教学校开设有关研究方法的课程，增

进学生对于研究方法的认识。

课程安排

今年的培训班以循序渐进、实用实作的方式，让学员熟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

程包括各种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的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以及博弈论。由于近年

来有关廉政治理、审议民主、文官体系以及公共财政等相关主题，在中国大陆公

共管理学界受到热烈的关注以及讨论，本次培训班也特地邀请对这些主题研究专

精的知名学者，讲解如何利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上述主题的研究，讨论其在公

共管理上的应用。 课程结束后，符合课程修业规定的学员，将获得主办单位颁

发的结业证书。

除了培训班的课程，在 8月 2、3 两日，培训班的学员还有机会参加由吉林大学

主办的「中国政治学工作坊」，现场观摩与会学者的论文发布与讨论，提升科研

视野与实际操作的技巧。此外，本次培训班比较创新的作法，是提供个人化的研

究设计咨商服务。8月 9、10 两日，学员有机会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疑惑

或难题，向授课教师提出，与授课教师共研商解决之道。这是破除盲点、改善自

己研究能力最有效的快捷方式。

课程一览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第一周 7／28 7／29 7／30 7／31 8／1 8／2 8／3

09:00-10:30

社会科
学研究
方法总
论

社会科
学研究
方法总

论

社会科
学研究
方法总

论

统计学
在社会
科学之
应用

实验法在
社会科学
之应用

10:45-12:15 博弈论

14:00-15:30 司法改革、文官体系专题讲座

15:45-17:15 调查研究方法

中国政治学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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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8／4 8／5 8／6 8／7 8／8 8／9 8／10

09:00-10:30 计量分析

10:45-12:15 定性研究方法

14:00-15:30 廉政治理专题讲座

15:45-17:15 统计套装软体 SPSS 之应用

研究设计工作坊
（学员志愿参加）

第三周 8／11 8／12 8／13 8／14 8／15

09:00-10:30 计量分析

10:45-12:15 定性研究方法

14:00-15:30 公共预算与财政专题讲座

15:45-17:15 统计套装软体 SPSS 之应用 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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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工作坊

时间：2014 年 8 月 1 日-3 日

8 月 1 日全天 报到

8 月 1 日 18：00 点 欢迎宴会 君怡酒店 2 楼佛山厅

8 月 2 日上午

君怡酒店 2 楼早餐

9:00-9:30 开幕式

地点：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前卫南区数学楼多功能厅

程序：每篇论文报告 20 分钟以内、自由讨论 10 分钟

主 持 人：张贤明院长

开幕致辞：
吉林大学社科处张晓萌副处长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

台湾大学洪永泰教授

9:30 － 12:00 第一场：治理的制度创新与绩效评估

主持人：周光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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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肖唐镖教授、肖龙研究生,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国家治理的公民之维：治理能力与治理绩效评价 — 基于 2002 年和 2011 年两

次全国性调查数据”

2. 马得勇副教授，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制度创新如何生成和演进？—— 对乡镇直选试验的进化论分析”

3. 李晓燕副教授，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系

岳经纶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改革探究 — 基于南海‘政经分离’的实践”

4. 韩志明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信息支付与制度门槛—— ‘闹大’现象的信息过程分析”

午餐：12：20-13：30 君怡酒店 2 楼高新厅

14:00 － 17:00 第二场：治理的实践与检验

主持人：牛铭实，杜克大学教授

1. 彭勃教授、张振洋博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政策失败问题研究

——基于利益平衡和政策支持度的分析

2. 孙晨光研究生、苗波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

 “以参与促进自治：低碳城市建设中的社区环境“参与式治理”前景 —

基于青岛市城阳区的实证研究”

3. Jinxu Tang (汤金旭)研究生，New York University
“In the Shadow of Political Selection:  Electoral Spending Cycles 

under One-Party Rule”

——－ 茶歇30分钟 ——－

4. 王清副教授、余恒亮研究生,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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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博弈的类型建构：以药品监督执法为例”

5. 于君博,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

“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状况(2002-2010)”

晚餐：18：00-20：00 友谊会馆 1 楼五洲厅

8 月 3 日上午

君怡酒店 2 楼早餐

8 月 3 日上午 9:00 － 12:00 第三场：选举制度与治理

主持人：殷冬水副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

1. 黄纪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

“混合选制对台日政党体系的影响”

2. 吴重礼研究员、苏曉辰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

崔曉倩教授，台湾中正大学经济系
“Glory in Defectio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for Maverick Candidacy and 
Pre-Election Fragment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3. 钟桂荔研究生，中国政法大学

“关于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

4. 陈陆辉教授、陈映男博士, 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的大学生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看法”

5. 牛铭实教授，杜克大学

“秘密投票背后的政治”

午餐：君怡酒店2楼圣豪厅 12：30-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