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門 議題 參考說明 備註

文學教育與知識

生產

　　文學教育牽涉甚廣，指的是經由文學文本的閱讀、講解與傳播，培養語文能力、豐富情感體驗、

陶冶精神情操，並且傳授人文知識等的一種教育行為與活動。這種相關知識的凝聚、傳播，對於文化

的形成，具有重大之影響。因為，一個區域文化的形成，除了重要的經典與人物之外，如何進行知識

之教育與生產，攸關此一文化之展開。尤其在東方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下，此議題的反省與資料之收

集，對於我們進行文化內涵的反省，有其重要意義。此外，由於本議題涵蓋面廣，大體可以關涉如下

的議題：教育制度與文學、教育區域與文學、社群流派與文學、教育內容與文學、教育活動與文學、

教育傳播與文學、教育效果與文學等等。循此，舉凡與蒙書、科舉用書、類書、評點、詩格、譜錄、

傳播或印刷事業(如鈔本、寫本、印本或官刻、私刻、家刻作品)相關者，皆是文學教育或知識生產過

程中，重要的一環。建議均可列入收集範圍。

兩年期

華語語系文學

　　華語語系文學( Sinophone Literature）泛指中國大陸區域外，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家以中文書寫的現

當代文學，包括方言文學。「華語語系」挪用反思了語系概念，強調的並非文化的共同起源，而是播

散蔓延的發展。因此，華語語系是跨國界的概念，跨越政治、地理、血緣等範疇，它與日、韓傳統的

「漢文學」有異曲同工的地方，但更著重於華人移民後裔的生存狀態和文化生產，其關懷在於突出各

地區之間、各個文化、各種政治政策之間的互動與對話。華語語系文學凸顯了邊緣地區的文學往往會

揭露不同層次的真實，它既有內在的目的，也可以成為中國文學對映的「他者」。另外，華語語系概

念也辯證性的含括中國大陸之中的少數族群（如藏人）的文學創作，以及跟中國文學播散蔓延傳統關

連的文學／文化生產，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家以非中文書寫的現當代文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向來是華文文學出版的主流，但本圖書計畫應著重於臺灣、港澳、東南亞、美加、

歐洲、澳大利亞的華文現當代文學文獻和出版品的採購，以免購入太多中國現當代主流文學的書籍，

失去本計劃美意。

兩年期

歐洲漢學

　　探討歐洲漢學研究之歷史及現況者，應特別以德國、捷克、荷蘭、奧地利為核心。因為，這幾個

國家的漢學機構，皆有良好的培育機制，也出現了多位優秀的漢學家。因此，應收集此區域的相關漢

學研究成果，以為學者研究之參考。

　　以德國為例：德國的統一雖晚，其漢學研究則可往上逆溯到十七世紀，爾後代有名人對漢學感興

趣，如萊布尼茲之於理學、洪堡特之於中國語言，即為兩個顯著的例子。十九世紀末，德國介入遠東

事務後，對東方興趣漸濃，漢學隨之漸興。如衛禮賢尤堪稱為一代宗師，影響到Jung‧Buber等舉足輕

重之哲人。今日德國漢學對西方思潮的作用雖然不大，但總體德國漢學的傳統仍值得借鑑。

兩年期

世界文學Ｉ

翻譯研究

世界文學的發展有其歷史脈絡。在1827年1月15日，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用

「世界文學」(Weltiliteratur)一詞來表達「詩是人類共有的精神財富……國族文學現在算不上什麼，世

界文學的時代已快來臨」。馬克思（Karl Marx）也指出，隨著經濟和市場擴大，一種新的世界性文學

已經來臨。歌德和馬克思二人都暗示，世界文學是新的文學典範。在主張跨國文化流動的今天，「世

界文學」的研究更別具新義；在地理上，它強調不僅「去除疆域」 (deterritorialization)，而且透過翻譯

做為媒介，對外傳遞、流通，旅行他鄉，以其獨特性找到自本身「持續性的生命」，形成跨文化的世

界文學。本圖書計畫可以蒐集翻譯研究的相關理論書籍，以及華文經典之外語譯本，以便進行比較研

究，增加相關領域之研究能量。

一年期

疾病災難與末世

想像

文學中充斥疾病與災難的想像。病痛反襯出生命的脆弱，傳染病則將社會拋入非理性的恐懼與驚慌中

，模糊了理性與非理性的分界；災難凸顯出風險的無所不在，也蘊生了反身性的自我規訓與工具化的

生命政治。疾病與災難都有其不可預期性，不但擾亂了生命的規劃，彰顯出社會機制之不足，更因為

無法掌控與無從預測疾病與災難，造成焦慮與不安，進而引發各種末世想像。創傷敘事與災難論述都

只是末世想像的的變奏，其他有關疾病與災難的敘事極為豐富，而其跨學門的多層面像，更扣連歷史

與社會等複雜議題，有待進一步探討。相關討論關係著人類對生命的了解，也牽涉到地球生物之未來

存活前景，其重要性不容忽視。

一年期

生態論述與文學

生態研究源起於生物與其生存環境之關係的科學探索，卻又必須關注人類對待自然的文化及作為，生

態研究也就要由自然科學轉而成為探究人類倫理、思想、價值、文明的人文學科。人類是生態的核心

主題，人文則是生態研究的核心內涵，生態論述與文學呈現則涵納與生態相關之思想、倫理、文化，

在科學的知識基礎，實踐人文的理念，成為當代跨學科研究的最佳典範，可由「自然」、「荒野」等

概念的演變、土地倫理、女性主義等，以及從不同族群與土地互動的角度省思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一年期

語言政策與語言

規劃

語言政策與規劃是藉由「外力」改變一個國家、地區或機構的人民之語言使用。研究議題涉及“Who

plans what to whom, where, why, and how＂之探討。換句話說，與規劃相關的因素包括社會語言語境、

規劃類型(如：改變語言地位功能、 文字語法或學習目標)、規劃目標(如：定為官方語、國家語、共

通語或學校授課語言)及實施資源(如：語言教育政策法源)。由於屬於社會語言學之應用領域，因此與

社會語言學理論、語言學理論、語言學習理論、及語用學與文化理論均密切相關。研究者對上述理論

及語言政策與規劃理論、實務、成果與影響因素均應涉略或深入探討。（請避免與台師大台語文研

究所97年度執行的「多語文化與語言政策」研究圖書採購計畫重複。請參考以下網頁：

http://www.lib.ntnu.edu.tw/nsc/nsclist97.jsp )                                                                                          建議議

題：含語言政策與規劃之理論與實務，語言教育政策制定與實施，及語言社會情境之改變(如：語言

擴散、語言生態及語言意識形態)

一年

期。

腦神經語言學

認知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是新興的科學學門且橫跨多領域， 近年因為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腦磁圖

(MEG)、張量擴散造影(DTI)等儀器的發展，對腦神經活動已經有很好的觀察工具，對於人類語言的運

作的理解有很大幫助。

建議議題：使用儀器觀察腦神經的活動，驗證語言現象，不包含語言病理治療部份（病理治療部份為

第四年規劃議題臨床語言學））

一年期

文學I

文學II

語言學



語言教育：課程

設計與教材教法

教育理念的落實通常在於課程的設計以及教材教法的實踐。近年在語言教學（尤其英語教學）的課程

設計與教材教法的研究上有許多進展，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因此國際學界研究成果的借鏡能

夠讓國內研究者事半功倍，不必走冤枉路。

一年

期。

台灣與周邊國家

　　臺灣長期以來與周邊地域／國家之間有著十分密切的互動關係，直接的人口流動現象起自遠古的

南島語族，到近世的荷蘭、西班牙、日本、琉球及漢人；循著人口流動而來的，則是更為繁複的物

質、制度乃至文化思想的流通，從而構成了臺灣多元多樣的文化特質。是以要理解臺灣的歷史、社會

與文化，將臺灣放置在更大的舞台，關照臺灣與周邊地域互動對雙方構成的作用和影響，誠屬極為必

要的工作。此種關照，既可考察雙方或多方間的直接／間接關係；也可比較其間在物質、制度乃至文

化思想之間的異同（例如比較同具有殖民經驗的韓國、菲律賓、印尼等國），透過這種多重聯結與比

較的探究，期能強化以全球視野認識臺灣的歷史。

一年期

公眾史學

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可說是專業歷史研究與社會大眾的界面。博物館、檔案館、史蹟保存、口

述歷史、地方文史工作室、甚至傳統的地方志，都是公共史學不同的面相。某個意義上台灣可說是最

重視歷史的社會。政治光譜的兩端，都強調歷史的重要，也搶奪歷史教育的解釋權。對公共人物的品

評，永遠都期待著後世史家來做公正的蓋棺論定。照講公眾史學應該非常發達。事實上，雖然最近二

十年台灣增加了不少的博物館，但是對公共史學或史學的公共性的瞭解與反省，還沒有邁開大步。歷

史學門因此規劃公眾史學的圖書主題案，提升台灣學界在此領域的發展。

一年期

環境生態史

　　全球氣候異常、水土流失、植被覆蓋率降低等問題，一方面威脅人類的生存，同時卻又是人為開

發過度所造成的後遺症。因此，當謀求生態環境挑戰的解決之道時，不僅有賴於自然領域方面的知識

，也需要從歷史中，尋求生態變遷之所以然。由於過去對生態無知所導致的環境惡果，已不容許重蹈

覆轍，此乃全球共同關注的課題，是以藉由充實環境生態史的圖書資源，非但可幫助大學師生探索人

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之道，對未來國內學界與國際視野接軌亦有裨益。

一年期

古希臘哲學

古希臘作為西方人文思想的核心與源頭，影響層面廣及各時代乃至今日各學科。然而，長久以來在台

灣與華語學術圈，由於古典語言學習的重重障礙，古希臘哲學仍未受到重視。從國科會圖書計畫已補

助過 17 個哲學相關領域，卻從未補助過古希臘哲學，可見一斑。以下從基礎性、完整性、開展性這

三層面切入，說明為什麼國科會應該支持古希臘哲學領域的圖書計畫。

一、基礎性：在歐美日本的一流研究型大學裡，古希臘哲學為哲學與高等人文研究核心領域之一，這

些大學圖書館皆有相當完整古希臘哲學的館藏，尤其是古典文獻的批判版本（critical editions: classical

texts with apparatus criticus）與研究型專書。例如牛津大學出版的 Oxford  Classical  Texts 系列與劍橋大

學出版的 Cambridge  Classical  Texts  and Commentaries 系列（請見附件）為研究時最基礎的文獻工具，

台灣卻只見零星數本散落於各校。而古希臘哲學的研究型專書，台灣向來只能仰賴個別老師的國科會

計畫添購最急迫用書，或者向經費拮据的大學圖書館單筆薦購，或者國際館際合作，或者自費請國外

師友代為掃瞄寄回，長期以來缺乏最基礎的系統性採購。

二、完整性：所幸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鄭志忠老師於 2010-2013 爭取到國科會形上學圖書計畫，得以

補充與形上學相關的古希臘經典，嘉惠於台灣學界全體。盼望國科會能夠延續並極大化形上學圖書計

畫的成果，支持古希臘哲學圖書計畫，以補足古希臘哲學裡的語言哲學、知識論、心靈哲學、科學哲

學、生物哲學、宇宙論、倫理學、美學、政治哲學、法律哲學等之館藏。我計畫分為四個部分進行採

購，（1）以批判版本（critical editions）為主的古希臘經典，（2）泛希臘化、羅馬、與西元 200-600

年這三個時期裡關於古希臘哲學的註解經典與挑戰回應，含拉丁文文獻，（3）二十世紀古希臘哲學

之研究型專書含論文合集（後者尤其昂貴動輒上百美元）的完整蒐集，以及（4）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Phronesis,  Ancient  Philosophy,  Apeiron,  Proceedings  of  the  Boston Area Colloquium in

Ancient Philosophy 等著名古希臘哲學期刊的過刊。

三、開展性：二十世紀下半葉歐美哲學學界苦於哲學爭論，以倫理學效益主義與義務論爭辯為例，學

者們回到亞里斯多德著作裡尋找新出路（德行倫理學），展開僅次於文藝復興時期之最大的「回到古

希臘」運動。1983 年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古希臘哲學學圈一級期刊開辦，歐美一流大學

開始設立 Joint Program in Ancient Philosophy，整合零散於哲學系與古典系的師資人力，古希臘哲學社

群正式成立。不同於文藝復興時期、或者後文藝復興時期零星的回到古希臘思潮，這次「回到古希

臘」以哲學議題為導向，論證重構為基調，由此發展互相競爭的解釋架構，重新詮釋古希臘，進而回

應當代哲學困境。這個解釋方法也擴大應用於古代宗教、古代醫學史、古代文明之交通等領域。最重

要的是，這一二十年來台灣學術界運動蓬勃發展，在這波「回到古希臘」浪潮更不應該缺席，可透過

其拓展視野與方法，獲得他山之石的功效。

一年期

歷史學



美學

美學探討美與藝術，課題涉及人類重要的文化創造活動及其相關價值。在西方傳統，自康德以降，美

學便得與形上學、倫理學與知識論並舉，列為哲學探討的基本分支。到了當代，美學更是諸哲學流派

如現象學、詮檡學、解構主義、批判理論的共同關注議題，其影響力甚至普及哲學以外的其他人文與

科學思潮，具有跨領域與學科的重要性，在諸如社會學、文化研究、性別理論甚至心理學與認知科學

等等領域，皆不乏專注於此議題上的研究。過去數年，國科會先後對形上學、知識論等哲學基本專題

，設有補助圖書計劃，唯對美學領域，至今仍然空白，雖然國科會已有掖助藝術學門若干圖書計劃，

但藝術學門重心在藝術學與藝術史的議題，與哲學美學研究，層次有所不同，故鑒於此領域對哲學及

其他學科之重要性，僅向國科會推薦以此為題，徵求圖書計劃。在各個哲學基本領域中，美學相當特

殊，它與感性關係至為密切，其題材緊貼實質經驗，其研究極需借鑒其他經驗科學之研究成果，故其

跨學科性格，甚為明顯。在國內學界，專注於美學研究的學人不少，但卻並未組織成跨院校的學術社

群，於資源共享利用上，未能有效發展，而就圖書這部份而論，學人多依各自學術興趣，動用少額經

費，單筆購藏，故此資源多散落於各院校圖書館中，於基本典籍，往往重覆採購，於較為專門的研究

專注，則或僅有零星收藏，或乏人問津，而未能有規劃地統整資源，作最有效的應用。

  由於美學這個議題之特殊，若國科會以此補助圖書計劃，則建議需涉及以下三個部份：

(一)   以美學思想史為軸線，建購重要典籍的原文、英譯及中譯的典藏，時間由古典至當代，文化領

域則除西方以外，亦應網羅中國與日本的美學傳統典籍。

(二)   就各個不同的美學與藝術領域，分別採購主要的研究論著。在藝術領域中，從傳統重視的視覺

藝術、造型藝術與文藝領域，更應收藏關於影像、建築、舞蹈以及設計等等較專門的藝術創造類別。

至於在審美的範疇中，近年美學研究對環境美學、身體美學、生活美學之新興議題，討論甚為熱切，

可特別納入採購藏書的焦點。

(三)   就不同的學科進路，展開跨學科的美學研究的論著收藏。自十九世紀開始，在哲學以外的眾多

學科，對於審美與藝術現象有積極的探討，其研究成果不容忽視。與傳統意識哲學進路的哲學美學相

關者，有心理學、生理學與當代認知科學中的美學研究，而對於就審美與藝術作為人類文化產物之哲

學反思而論，則當代人文社會學科百花齊放，其不同進路美學探討，如社會學、身體政治學、性別理

論等等，均極有參考價值，應納入圖書採購之列。

一年期

當代世界宗教:全

球化與在地化

近二十年來，「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的研究已從以經典、義理、教團、儀式、修行體驗等神

聖面向為核心的探索，轉向重視宗教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世俗層面之互動關係，形成

宗教研究與文化研究、區域研究相結合的跨領域、跨學科特質。此乃因自1970年代開始，全球各地掀

起了宗教復興的浪潮，使得宗教從出世轉向入世，成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在地化」（

localization）兩種互為辯證之發展趨勢的主要動力之一，獲得國際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廣泛重視，歐

美與東亞各國的學術重鎮或者強化對原有宗教研究相關系所、中心與學程的人事與經費之補助，或者

增設相關的教學與研究單位。

國內宗教研究學科逐漸成形，近十年來申請國科會補助之宗教研究項目的計畫案不但逐年增加，且所

涵蓋學科範圍更為多元化，足見國內宗教研究的走向亦反映上述國際趨勢。近三年來的補助購書計畫

以「宗教經典詮釋與實踐」為主題，顯然側重宗教的神聖層面，亦足以彌補過去數十年來國內學界忽

略宗教研究的基礎建設而至引進國際研究成果不足的缺憾。今後若能再將近二十年宗教研究與全球性

與區域性等重大議題相結合的研究成果引進，便可提供國內宗教研究社群與國際接軌的極大助力。申

請單位或可以單一世界宗教的全球性或特定區域的發展為重點，亦可以單一區域的多元宗教為重點。

基於國內從事宗教研究的相關單位各有宗教傳統的偏重，但彼此形成互補作用，故建議若能提出符合

該系所專長的購書計畫均給予補助，不必然要以曾取得本計畫補助的單位為優先考量，使學術發展更

趨多元化。

一年期

電影研究

電影已經是非傳播研究類全球人文學科中的重要領域，研究人口日益增長，但是在國內卻仍未得到應

有的重視。由於未受重視，國內大學迄今仍沒有研究所朝此領域發展。以區域研究而言，台灣電影研

究、華語電影研究（尤其中國電影）、亞洲電影研究都是重要的領域。其餘如美國電影、歐洲電影與

世界電影，不論專書、期刊或是影片都亟需補足。此一補助計畫適足以用來啟動研究發展的良性循

一年期

文化政策、藝術

產業與市場

近年來，文化產業議題受到高度關注，這個議題挑起關於文化與經濟、藝術與商業之間界線移動的問

題，研究範圍跨越許多學科，包括經濟與文化地理、藝術管理、媒體研究與社會學。

目前國內文化產業的相關議題，大部分是以政策、觀念或是藝術管理做為討論主軸，但視覺藝術、音

樂、表演藝術等藝術學門的子項目，必須要了解自身在該學門中的定位，以及與文化政策之間的互文

關係。

一年期

西方宗教音樂與

文化

國內藏書有關歐洲宗教文化方面的書籍，大多以神學院或宗教研究所為主，重點多在神學思想的部

分。在整個西洋音樂史的發展中，聖樂的地位相當重要，反映出宗教與音樂密不可分的關係，而在

基督宗教中更是如此。在西方，不僅有專門傳授聖樂的學校，歐美許多知名大專院校亦有相關之研

究或推廣機構。反觀國內目前在此一領域的圖書資料仍然較為缺乏，以往多半只是在西洋音樂史的

範疇內零星地採購相關書籍，因此不論是在作品（樂譜）或是相關研究的圖書方面，均尚未見系統

性的規劃與搜集。建議建立出全面性的研究資源庫，俾相關領域研究者能從中獲益。

一年期

環境人類學

環境人類學所探討的問題是百年來人類學的綜合載體，一方面整合文化生態學、自然人類學、生態系

統、象徵生態學、空間與地方等次領域的課題，另一方面觸及技藝、科學、技術等科技人類學的命

題。長期以來從不同大小規模/尺度，面對人類社會環境問題的整體思考，處理議題從狩獵採集、農

業、漁業、工業、資訊社會，到自然資源管理、在地知識、營養與能量、糧食問題、工廠食品、工業

污染、人口、貧窮、資源耗盡等。一個多世紀以來世界各地人類學家在不同地方針對人類社會與環境

互動的文化多樣性與差異形式進行研究，其所累積的宏觀知識系譜與世界民族誌個案的微觀資料庫，

是人類社會二十一世紀要能永續發展所必須具備的人類共同知識遺產，然而卻是臺灣人類學相當薄弱

卻刻不容緩必須加強發展的新興課題。儘管臺灣近年來環境史、環境社會學、人文地理學、STS、環

境政策與管理等不同領域急速發展，卻仍欠缺提供彼此之間跨領域整合思考的基礎文獻，而環境人類

學正是這樣一門基礎知識中的基礎。

一年期

哲學

藝術學



生物人類學

近年來「生物人類學」的發展，隨著生命科學技術的發達而順竿上爬，是當今國際人類學界蓬勃發展

中的一個學門，舉凡國際知名科學期刊中的人類學相關之研究大多都與「生物人類學」有關。許多人

類學教科書中，甚至已經將美國人類學傳統四大分類中的「體質人類學」以「生物人類學」這個術語

(term)加以置換，以跳出傳統的體質人類學只強調靈長類人類演化與體質形態學研究的窠臼。換言之

，生物人類學領域也包含了「生物考古學」，此舉亦更加符合「人類學」學門之理念與定義，傳統研

究領域如「體質人類學」、「人種演化學」或與考古材料相關的「人骨考古學」、「植物(農業)考古

學」、「動物考古學」，甚至是當代生命科學界之顯學「分子遺傳學」、地球科學界的「微量元素分

析」等，凡人類社會文化與生存適應相關的「生物」議題，可說是不論古今皆納入了「生物人類學」

的領域之中。

國內在這個研究領域上仍處於萌芽階段，近二十年來的發展並不如預期，國際上生物人類學相關研究

正勢如破竹地蓬勃發展中，而台灣幾乎無法與國際研究接軌；其關鍵的因素除了人才不足之外，相關

硬體與圖書資源的不足亦是主要的因素之一。隨著台灣的考古學出土資料劇增，不論是史前時代或是

歷史時期的材料，人類學界無不期待考古學的研究發展亦可隨之推進，可為台灣的歷史學與人類學研

究深化時間與空間的限度；文化人類學與考古學的物質文化研究，若能結合生物人類學的研究成果，

必定可以強化立論基礎與詮釋深度。基於以上考量，生物人類學必須在這些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年期

師資教育研究與

發展

師資教育的發展與研究在教育整體發展與國家社會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必須因應時代變化前瞻性地

考慮未來世代的需求，勇於突破教學傳統，採納新思維、新觀點；必須兼重職前培育與地方教育輔導

，結合優質專業訓練與在地實踐經驗，以圖解決教育現場問題與困境。在整體規劃上宜涵蓋幼教、小

教、中教各階段之師資養成，全面整合資源，發展特色。此外更應與高等教育之卓越師資連結，使得

從幼教到大學的整體師資規劃與培養得以完善。師資培育欲求專業化發展，需以有效策略為支撐，包

含精緻專業、在地實踐與永續紮根等，以提升師資教育研究與發展之品質。建議相關圖書採購，宜含

括教師特質研究、師資結構之人口學分析、師資品質指標研究、職前及在職師資教育方案、方法課程

及實習經驗、師資教育教學方法、因應移民社會多元文化之師資教育、特殊教育師資培育、教師專業

發展、師資教育績效過程研究等。

一年期

特殊教育課程調

整與適異性教學

為因應融合教育的發展，目前特殊教育課程以調整九年一貫課程再加上特殊需求領域為主要架構，教

育部也於100至101學年試行新特殊教育課程大綱。然而如何根據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需要將一般課程

調整成適性課程，以及如何在同一節課中提供同一班或同一組學生的適性課程目標的適異性教學，皆

為目前研究與實務的重要課題，尤其是嚴重認知缺損學生的課程，要如何在調整一般課程以及實用性

的課程之間取得平衡，實需進一步探究。因此建議在此主題可就「課程調整」、「全方位課程」、

「適異性教學」、「區分性教學」和「嚴重認知缺損課程調整」等圖書進行建議。

一年期

教育學門發展史

教育學之萌芽肇端於十七世紀的虔敬教派之學制規劃與教育及教育與教學知識的迫切需求，至於系統

之完成，則到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其中，Herbart的影響尤為深遠，惟其理論核心先驗演繹的色

彩濃厚。十九世紀末實驗心理學影響下，教育心理學成為二十世紀主導教育理論與實踐之顯學。二十

世紀中葉以降，隨著工業化所帶來的政經社會急遽變遷，教育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管理層面

開始廣為人關注，促進了教育學術進一步的分化，教育社會學、教育心理學、教育經濟學、教育政治

學、教育人類學、教育行政學、課程與教學、成人教育、幼兒教育、特殊教育、比較教育等，逐漸成

為獨立自主的研究領域。對於這些教育學門歷史發展的深入了解，將有助於各學門研究人員洞察其專

門領域各項問題背後的各項動力因素，從而擴展研究視野，裨助於其對教育實際問題的解決，透過各

學門發展史圖書的補助，將有助於培育具有歷史意識、高瞻遠矚的研究人員。

一年期

臨床神經心理學

與神經心理復健

（著重於神經可

塑性的議題、並

以老人為對象的

在目前認知神經科學領域的蓬勃發展，相對來說臨床神經心理學的領域在國內的瞭解仍屬缺乏。尤其

在神經心理復健的相關知識與圖書，更是需要相當廣泛的資源補助。有鑑於此，建議國科會人文處圖

書設備規劃的主題，加入「臨床神經心理學」與「神經心理復健」之相關圖書設備。

一年期

科技優質生活與

心理學（人因工

程、認知科技）

目前台灣社會面臨產業轉型和高齡化社會等重大的轉變。如何為目前以科技和工程為主的冰冷代工產

業，注入對於人的關懷以提高產業價值和增加社會對於長者的照顧，是在台灣的心理學研究尚未全力

投入的重要議題。因此，有鑑於近年來消費型電子產品在硬體規格上的差異不若在軟體介面上差異能

夠影響使用者經驗，進而影響購買意願，對於不同族群使用者(特別是長者隨著年齡增長而出現的變

化)在使用介面、使用者經驗上的認知、記憶和知覺歷程的研究之增進，有需要採購關於認知科學與

其應用相關的書籍，作為心理學在此面向進一步發展並做出貢獻的憑藉。此外，針對近來科技產品的

普及，低頭族與網路世代，代表了科技文明對吾人的知覺記憶認知甚至情感等各層面，逐漸形成了一

個新的研究風潮。目前在人因工程與產品設計的產業需求與人才培育上，對認知科學相關研究的重視

與培養，也彰顯了心理學知識的重要性。設計出的產品是否好用，是否長久使用後對吾人的認知或大

腦產生對應的影響，亦在當代社會亦逐漸成為討論的話題。這個領域涵蓋了設計，科技知識，人因工

程，認知心理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等。

一年期

嬰兒研究：心智

活動的起源與轉

變

「嬰兒期」是心智歷程發展的起源，在過去十年的嬰兒研究顯示，嬰兒的心智活動型式已經具有幼兒

期各類心智表徵的雛形，甚至某些社會認知及語言的行為表現優於幼兒。臺灣地區的嬰兒研究，特別

是專注於「心智歷程」的研究，在數量上相對於國外來說依然是鳳毛麟角。而且，臺灣近十年的出生

率節節下降，但是新生兒家長的年紀節節升高，家中人口數變少，也提升家長對於嬰兒心智活動成長

的興趣。要完整地探索嬰兒心智成長，除了要從發展心理學的觀點切入之外，也需要從生理（如小兒

科、復健醫學）及嬰兒照護（如護理、嬰兒保育、社會工作）的觀點探索；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除了

行為研究、也需要發展認知神經科學及基因學的方式，此外，為了顯示嬰兒期心智活動的發展趨勢以

及與日後各發展階段的關係，需要利用「成長曲線」這類的統計模型。因此，需要跨領域採購嬰兒研

究的圖書資料，才能有較為完備的資訊，成為協助提升國內嬰兒研究的動能。

一年期

心理學

人類學

教育學



憲法的功能變遷

重要性：憲政主義下的憲法屬於規範性憲法，其以國家權力為規範對象，一方面賦予國家權力正當性

基礎，另一方面則在國家機關行使公權力時加以框架限制，而令其在憲法規定之組織、權限與程序的

框架中運作。然而，在憲政主義憲法興起的兩百多年間，隨著社會多元權力的興起、國家任務的私有

化、世界法秩序的全球化、區域整合等等社會結構性變遷，憲政主義憲法所規範的對象以及其規範效

力所憑藉的社會條件亦發生重大改變，因此有必要檢討與反思，憲法是否能繼續發揮原有功能？在何

種條件下，憲法方能繼續發揮其既有功能？在歷經社會結構性變遷的同時，憲法功能是否已經產生變

遷？倘若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憲法目前可以履行的功能為何？以上種種問題為憲法學當前熱烈討論

之議題，故而有關此等議題之文獻乃有高度之蒐藏價值。

重點：憲法理論、國家理論、全球憲政主義、歐盟憲法、社會憲政主義等。

一年期

全球化視野下的

民事財產法

重要性：在繼受法國家中，民事財產法的研究已經從傳統的單一國家法制繼受，發展到跨國界的全球

性重要法制比較、繼受與整合之視野觀察。尤其是歐盟的整合運動帶動德、法等國之債法修正，連帶

影響了東亞地區的民法相互繼受與修正，成為當代民事財產法重要之研究趨勢。此外，新興的全球性

民法新型契約、消費者保護、個人資料隱私權保護等議題，也成為近十年來民事財產法研究的新方法

與新課題。鑑於民事財產法以全球化視野加以研究日趨重要，相關文獻之完整蒐藏實有必要。

重點：民法之新興契約類型 (如網路購物契約、分時渡假契約、老人安養照護契約等)、區域民法整合

運動（包括歐盟契約法及侵權行為法統一趨勢，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大陸等東亞債法理論之修正

與相互繼受）、商品責任與消費者保護之法制發展動向、人格權(例如個人資料保護等隱私權、肖像

權、營業權、名譽權等)保護之新趨勢等。

一年期

附屬刑法

重要性：在當代社會中，由於人類社會活動日趨多樣化，在社會、經濟、科技等領域中，法律之規制

越趨嚴密，在這些有關財經、行政、科技等事務之法律中，針對特定之嚴重不法行為，常以刑罰之手

段加以制裁，此等所謂附屬刑法之規範，在今日儼然已成為立法之常態。這些諸如「經濟刑法」、

「電腦與網路刑法」、「媒體刑法」、「環境刑法」、「醫事刑法」等附屬刑法既以刑罰為制裁手段

，即屬廣義刑法之一部分，固然應適用刑法之一般原理原則；但值得注意者乃附屬刑法之構成要件通

常乃援用民商法、經濟法或行政法之概念，故而在進行解釋、適用時，又必須具備各該領域之法學素

養。由於法學中屬於跨學科研究之附屬刑法在當代刑法學中已經日趨重要，故而完善我國對於附屬刑

法相關文獻之蒐藏實有必要。

一年期

認知政治學

從「概念與認知」（idea and cognition）出發的政治學研究，如意識型態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的影響、選

民基於政黨認同與競選議題發酵的情緒糾結所作出的投票抉擇、外交折衝中對結盟夥伴的信任感、公

民對政治機構與政治人物的評價、以及公民對於民主價值的認知等等議題，一直以來都是政治研究中

的重點。近年來，在基本假設上有別於理性選擇（rational choice）途徑、而環繞於認知政治所開展的

政治學理論，在各個研究次領域迭有突破性的發展，如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強調國際社會的秩序

行程與運行，取決於行動者對國際結構的感知（perception）內涵；比較政治學中的認同政治與文化衝

突論，探究國家認同、族群認同或文化認同差異對政治體系與政治行為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除了

傳統政治心理詮釋分析、深度訪談、問卷調查等質量方法來進行認知政治現象與政治行為的探究外，

神經政治學（neuropolitics）開始利用功能性腦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的神

經科學技術，輔以認知心理學所開創出來的實驗方法，進一步以實證探知影響人類政治行為、思考、

認同的神經區域，拓展了以往研究方法所能觸及的研究界限，著實地提供認知政治學開展理論內涵所

需之經驗基礎。

本主題規劃為三年期。第一年重點為優先引入目前最前沿之研究，將已出版的各冊引論、合編綜論，

或部分研究成果的介紹，先引介至台灣學界，讓相關學者、研究人員與學生，能對本主題的各項理

論、方法及研究成果之脈絡有一初步認識。不同於第一年單純以介紹性為主的圖書採購範圍，第二年

著重採購應用層面的各項理論與研究方法叢書，俾利開始探討本主題的學者，能在基礎認識之上，參

酌過去研究成果，開始接觸理論與方法的運用及擴展。第三年起則依循前兩年分別在引介與應用的購

書規劃目標，持續蒐羅本主題最新且最前沿之理論、方法或研究成果之專書，除了有助學界進一步認

識本主題之外，更能使有興趣的研究者在先前購置相關圖書而建立的知識基礎上，拓展議題範圍及研

二年期

經濟艱困時期的

政治

（Politics in Hard

Times）

從1970年代的兩次石油危機開始，一直到2008年的國際金融危機，這個世界的經濟危機每幾年就會來

一次，頻率越來越短、影響則越來越重。因為金融全球化，幾乎使得每個國家都無法避免衝擊。因為

這些經濟危機，許多國家的國內政治也受到根本的影響；有些國家劇烈的國內政治變動，甚至波及國

際政治。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國際金融危機的源起、國家如何應付，以及國內政治

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國際金融危機的起源可能是來自國際金融系統，也有可能是因為一些國家總體經

濟的錯誤，或是國際收支出了問題。金融市場的心理因素又對這些問題推波助瀾，終於形成危機。國

家國內政治的轉變，涉及選舉聯盟的轉變。國內政治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涉及的可能是國內民族主義

高漲，而對他國形成威脅。以上所述在當前的經濟艱困時期，我們都可以觀察到。本主題規劃為二年

期，第一年購置圖書重點聚焦於國際金融危機的面向，第二年則側重於國內政治如何因應國際金融危

機及其對國際政治造成之影響。

二年期

法律學

政治學



民主治理、社會

資本與政治信任

近年來，從美國華爾街引發的金融大海嘯到歐洲主權債信危機，引發全球經濟的蕭條，民主國家的政

府幾乎都面臨著許多「剪不斷、理還亂」的公共問題，包括財政赤字、失業、貧富不均、撙節措施等

，對於民主政府的治理功能產生嚴重的衝擊，人民與政府的信任鴻溝日趨擴大，民主政府所賴以維繫

的社會資本存量正在逐漸的消失當中。在西方政黨政治的競爭中，歐洲國家左右派政黨的選舉衝突、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選舉，幾乎都環繞在撙節主義（Austerity）與反撙節主義（Anti-austerity）的思

維困局中，難以走出一條康莊大道。台灣是一個完全依賴出國成長的淺碟型經濟特徵，出國市場又過

度依賴正在衰頹的歐美市場與問題叢生的中國市場，導致台灣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信任斷裂情況更是嚴

重，從美國牛肉進口、電價調整、證所稅的開徵、基本工資的調整、房價居高不下、青年人才外流等

議題，政府的治理幾乎都備受批評，導致公共政策的權威性、公信力與執行力都面臨重重阻礙，難以

創造正面的施政績效。本項主題希望能更聚焦於跨議題、長期性的基礎調查，希望能整合探討究竟台

灣目前民眾對於民主政府治理的政治信任度為何？信任斷裂情況如何？民主政府治理所賴以維繫的社

會資本情況如何？如何縮短民主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信任差距？如何累積民主治理的社會資本基礎

，以開創台灣社會的未來？

本圖書主題規劃為二年期。第一年期的目標為先購置有關政治信任、社會資本、治理研究的導論性書

籍，輔以與本主題相關的各種公共議題、行政與政策、民主治理之理論類專書等，先行將國外最前沿

的思潮與洞見引介至國內，吸引有興趣的學者賦予本議題更多關注。第二年目標則希望能多購置針對

各國或跨國比較的實證研究成果，由於各個國家在政治體制、治理方式、社會結構及政治文化等方面

多有不同，大量充實各國及跨國研究的實證成果，有利為本主題開拓多元的研究觸角，並能與國內的

現況進行比較，考察國外成功案例、避開失敗經驗，為我國實際面臨的問題謀求解決之道。

二年期

人口與家庭

人口結構的變化與家庭組成的過程，如結婚、離婚、生育及死亡等發生的時機、次數及順序等有密切

關係。人口及家庭的組成及變化，也會影響整體社會或經濟發展，以及國際遷移等現象。因此，本主

題著重在購置以家庭人口學或社會人口學角度研究影響家庭及家戶組成及變遷等因素，以及此組成對

於整體人口及社會變遷的影響等相關議題之圖書。

一年期

社會階層與流動

社會階層與流動是社會學家長期關注的核心議題。貧富差距擴大和各種社會不平等現象所造成的社會

動盪，已引起廣泛討論；階層化與流動現象的國際比較，也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都突顯檢視社會階

層結構和流動機制的重要性。當前，關於社會階層與流動議題的研究已累積了非常豐富的著作，若能

投入較多的圖書採購經費來完整收集並持續跟進這領域的研究進展，將能作為臺灣從事相關研究學者

的重要參考資料，並有助於推進屬於臺灣社會階層與流動理論概念的建構與發展。

一年期

比較福利制度(社

工社福領域)

延續第一期全球化與社會福利主題，此次規劃比較社會福利制度，規劃脈絡仍然延續全球化發展趨，

此次比較福利制度，主要是以整體福利制度之比較，或不同制度內解決特定福利問題取向、方法、提

供方式、財務制度等具體制度面之比較為主。比較福利制度也可採取針對不同問題各國解決老年人

口、照顧、服務提供等之比較。

一年期

傳播學 行銷傳播

行銷領域一直以來在傳播學門中扮演重要角色，而行銷內涵的發展也隨著民主體制與公民社會的發展

，從商業行銷擴展至社會行銷。行銷概念本身正在演變中並與社會、國家、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而

科技發展促發媒體全面介入日常生活，進一步帶來消費者與公民角色的混成，行銷傳播正在人們的日

常生活中不間斷地進行著，別具重要性。

子題：消費者行為、社會行銷、Pro-po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文創產業

一年期

經濟學

勞動與人口經濟

學

勞動與家庭經濟學係個體經濟領域最熱門的研究學門，研究範圍包括勞動供給，勞動需求，薪資報酬

的決定，職場的性別歧視，人事經濟學，人力資源管理制度(年終分紅, 獎金誘因)與廠商的生產力，

人力資本的投資與發展，大學開放的衝擊, 跨代間人力資本與所得的移動，勞工法規（例如最低工

資、勞工安全法規、退休給付制度）對勞動市場的影響，人口老化對死亡率與罹病率, 醫療支出的影

響，外來移民或外籍勞工對本國勞工的影響，人口結構轉變與家庭所得分配，為何台灣生育率直直

落, 小孩生育數目與品質的抉擇，外籍新娘為何這麼多, 結婚與離婚的決定，全球化(委外代工, 對外投

資)對勞動市場薪資、就業的衝擊。失業對健康與婚姻的影響；非典型就業的增加。

一年期

管理學 資訊管理

在上(96年)期國科會針對圖書對管理學門各領域學者在研究上的重要性調查後，建議以資訊管理為管

理學門圖書規畫主題之一。96年靜宜大學資管系圖書計畫申請案所條列之圖書清單中，涵括SAP

BW、SAP ABAP、ERP、SCM、E commerce、醫療照護資訊管理系統、資訊科技與應用、電子化政

府、全球行動商務等主題。可見當代資訊管理研究議題的發展，與資訊科技的進步有很大關係。本次

針對資訊管理領域圖書規畫主題之調查以專家座談進行，於十月九日召開會議，參與者有王存國、陳

彥良、與周惠文三位教授，得到資訊管理圖書次領域的主題如下：

(1) 商業智慧(BI)，包含各式(如網頁、社群與電子商務等)資料探勘。

(2) 電子商務(EC)則涵括供應鏈管理(SCM)、顧客關係管理(CRM)、知識管理(KM)、企業資源規劃(ERP)

等各電子化相關議題。

(3) 雲端與網路相關社會管理議題包含資訊安全與行動商務等相關議題。

一年期

災害與觀光保全

(休閒遊憩領域)

繼2001年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2004年南洋大海嘯之後，世界各旅遊目的地的安全性之議題在過去

十年之間獲得高度重視。台灣於1999年發生921大地震，2003年之SARS疫情，不僅使國人對於進行國

內觀光與休閒遊憩裹足不前，更使國際來台旅客市場遭受重大打擊。以觀光與休閒遊憩過程而言，主

要需考量旅運安全、住宿設施安全，以及遊憩環境安全。防災、應變以及復原重建為災害防救之主要

體系，評估災害事件對觀光與休閒遊憩資源造成之影響，適當研擬災害預防對策、探討危機處理方式

，以及災害後復原之可行措施等，將可有效減少災害事故之嚴重性，促進觀光與休閒遊憩區域之安

全。本主題範圍包含：(1)觀光與安全之理論基礎；(2)災害對於觀光產業之衝擊；(3)災害對於旅遊目

的地之衝擊；(4)觀光事業經營者之災害風險知覺與危機管理；(5)觀光事業從業人員之災害風險管

理；(6)遊客之災害風險知覺與旅遊行為；(7)戶外遊憩地區之災害與安全管理；(8)文化觀光區域之災

害與安全管理。

一年期

社會學



都市與氣候變遷

(都市及區域領域)

全球目前有超過一半的人居住在都市地區。與都市生產與生活相關的消費活動為造成溫室氣體排放與

氣候變遷的主要驅動力；都市亦為受氣候變遷的主要衝擊對象。人類對全球氣候變遷研究的關注在逐

漸由自然科學研究轉至人文社會面向後，都市與氣候變遷的議題亦逐漸受重視。近年除了倡議低碳城

市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外，人口密集都市地區在因應極端氣候所導致天然災害所需的調適行為亦為都

市與氣候變遷研究的重點。預計於2013年完稿的IPCC 第五次評估報告(AR5)就多了專章闡述人類聚居

環境與氣候變遷的關係，舉凡都市型態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都市資能源使用、都市治理等均為論

述重點。

一年期

國際物流與供應

鏈管理(交通管理

領域)

台灣是一海島型的經濟國家，對外進出口貿易皆須經由國際海運與空運來承運，國際物流服務對於台

灣製造業供應鏈管理與國際競爭力具有重要的影響。再者，台灣位於東亞地區重要的航道上，在區域

上與戰略上具有重要的地理地位。近年來，國際物流與供應鏈管理成為學術與實務重要的研究議題，

對於台灣區域經濟的發展更具重要性。此主題規劃內容包括有國際物流、供應鏈管理、貨物運輸管

理、海運業經營與管理、貨櫃運輸、散裝航運、航空貨運業經營與管理、倉儲管理、存貨管理、需求

預測、自由貿易協定、自由貿易港區、貨物承攬、物流中心、海關通關作業、國際港埠經營與管理、

航空物流園區與貨運站、物流公司、包裝業、裝卸與理貨業者等

一年期

科技與社會研究

科技與社會研究與歐美與亞洲近年來積極拓展的新興領域，並已提出科技與社會如何相互形塑的多重

理論觀點與分析視野，包括科技的社會建構論、科技系統研究、使用者研究、科學知識社會學、實驗

室研究、行動者網絡理論、女性主義科技研究、後殖民科技研究、爭議研究、科技與社會運動、科技

的民主化等等研究視野，都開拓我們對於科技社會的理解，也發展出新興的分析工具。本計畫期許充

實此領域的圖書採購，以豐富此領域在台灣的研究與教學資源。

三年

期。請

參考過

去計畫

執行成

果

高齡化研究

老人學(gerontology)乃研究老年族群及老化過程之科學，為一跨領域學科，橫跨社會科學、生物科

學、人文、科技等學科範疇，一方面希望能夠瞭解老化歷程與年長族群的特性，另一方面亦希望能夠

藉由研究成果之累積增進年長者的生活品質。因此，舉凡心理學、社工、醫學、護理、復健、營養、

公衛、工程、法律、社會學、經濟學、公共政策、文學、大眾傳播學、建築等多元學門皆與老人學相

關。

三年

期。

跨領域

區域研

究與地

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