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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看像是蘑菇從地上長出來一般，茵綠草地上白色的知識樹

叢，架構起社會科學的知識殿堂。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價值在

於突顯對「他者」及「群體」的關懷，並為人類創造及設計能

維護人性尊嚴與福祉的制度，藉由訓練自我瞭解、群我關係、

溝通協調、及制度分析等能力，以培育未來制度革新的設計師

及社會改革的推手。

臺大社科院肩負國內社會科學發展的領銜任務，同時也是東

亞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鎮。面對多變的全球社會，目前全世界都

朝向跨學科整合的方向發展。臺大社科院積極推動跨學門、跨

追求知識真理  
學生快樂學習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是師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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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社科院除了培育國內社會科學人才，更積極與海外機

構、學術單位接軌合作與交流，打造國際化的學習與研究環境。

社科院設置國際事務單位，主要負責簽訂海外合作計畫協議、

協助國際學生與舉辦國際研討會等事宜。與社科院簽有合作協

議的夥伴大學名單持續增加中。

社科院並透過開設課程和成立研究中心促進國際交流。東亞

學程的課程以全英語授

課，讓國際生與臺灣學

生同堂探討東亞關係與

比較政治。東亞民主研

究中心是第一個由臺灣

政治學者領導的跨國調

查研究團隊。該中心積

極與東亞各國開拓合作

關係，提供完善的亞洲

民主動態研究素材與跨

國經驗性資料庫，是世

界少見擁有豐富東亞研

究資源的學術組織。

社科院各系所也在各

自的領域內擴大國際交流版圖。政治系與早稻田大學、巴黎第

二大學簽訂雙學位協議，讓學生得以同時獲取臺大和姊妹校授

予的學位。社會系強調學生學理訓練，與日本的京都、神戶大

學以及韓國的首爾、延世大學皆合作開設學術工作坊，以全英

語發表學術論文。重視實務經驗的社工系，則與美國伊利諾大

學香檳分校簽訂暑期實習合作備忘錄，讓學生前往美國社福機

構學習當地福利制度。

經濟系致力於推動海外學生參訪計畫，並從全球延攬優秀師

資來台授課。公事所與國發所積極參與海內外學術論壇，希望

透過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擴展學生知識上的廣度與深度。以新

聞實務見長的新聞所除了與復旦大學、東京大學簽有交換生協

議，多年來與《紐約時報》合作開設雲端課程，協助學生掌握

媒體趨勢。

臺大社科院廣尋合作機會，讓學生有機會到國外頂尖大學學

習，看見更寬廣的世界。除了可見的學術成果，更有看不見的

情感傳遞與多元文化的交流。同時，也要讓世界看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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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地區 
●德國 
柏林洪堡大學
杜賓根大學
●荷蘭 
萊頓大學
●比利時 
魯汶大學
●瑞士 
日內瓦大學
●瑞典 
優密歐大學
隆德大學
●西班牙 
巴塞隆納大學

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地區 
●中國大陸 
復旦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浙江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香港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珠海學院
●澳門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大學

亞洲地區不含陸港澳 
●日本 
東京大學
北海道大學
一橋大學
青山學院大學
大阪經濟法科大學 
●南韓 
高麗大學校政經大學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

美洲地區 
●美國 
紐約大學
杜蘭大學
伊利諾大學
南加州大學

臺大社科院與全球各大學國際交流示意圖

推動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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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社科院的研究主要著重以社會科學的專業基礎探討當代

社會型態與問題，因此社科院學者兼顧理論分析與解決社會面

臨的現實困境，以回饋學術研究到台灣的重大議題。在提出對

現實問題的解決時，打破專業學科的傳統邊界、營造多元化的

跨領域研究與教學，成為社科院努力的方向。

臺大社科院積極將不同系所的學者，在同一個研究主題下，

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目前社科院設有十個跨領域團隊，以

氣候變遷、能源轉型、人口變遷⋯⋯等等人類社會重大問題為

研究主軸，團隊成員由社科院各系所學者組成，攜手解決當今

複雜的社會問題。

同時，社科院教師亦積極參與跨院系的創新教學。以最近的

兩個課程創新計畫為例，「食養城市‧人文農創」計畫嘗試在

城鄉場域實踐社會價值、創造人文養分，此一計畫由不同專業、

興趣相近的臺大學者組成，有多位社科院教師參與，共同帶領

跨院、跨系、跨域、跨校的學生合作執行。

另一案例，則是由社科院教師發起、爭取教育部資源，並協

助推動的全校性跨領域計畫「無邊界大學」。社科院與其他學

院教師在教學場域帶領學生，共同面對未來都市生活的挑戰。

將理論與實務結合是臺

大社科院的重大使命，除

了放手讓學生進入社會，

社科院也企圖將社會領入

校園，同時也把民間社會

的資源帶進臺大。像是邀

請國際企業在社科院舉辦

講座，將業界的現實狀況

分享給社科院師生，讓學

術研究與實務經驗得以傳承與交流。

社科院另設有院級研究中心，協助各科系所打破研究領域界

線，解決臺灣社會面對的重大議題。最好的例子之一，是關心

全球化議題的「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該中心長期培養

學界跨領域的風險意識，結合各界學者專業應變時事，再進一

步向政府和公眾倡議。

臺大社科院重視跨領域的整合與學習，不僅止於課程上的安

排，也強調對教育和研究環境的營造。藉由多樣領域專業的刺激

和交流成長，培養社會科學學習者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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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跨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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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普及、資料不斷走向雲端，知識也快速向全球擴展。

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僅限於單域知識，許多社會結構、經濟活

動早已形成綜合性問題。臺大社科院設立六大院級研究中心，

成為院內各系之間跨域整合研究的橋樑，以回應多元化社會面

臨的挑戰。

臺大社科院致力於科際整合，長年培育頂尖師資和專業學

者，並在學術研究上建立健全的制度體系。期能以宏觀的國際

視野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同時也能掌握國內的社會脈動，並提

出具體回應。

分別來看這六大院級研究中心，「東亞民主研究中心」關注

整個亞洲地區政治變革、社會價值變遷的時代趨勢，在十四個

亞洲國家籌組團隊、進行實地調查，已能提供完善的東亞研究

素材。該中心同時也是全球第一個深入緬甸、進行調查研究的

學術單位。

因應中國興起，「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則致力於兩岸關係、

中國大陸內部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研究，以及在東南亞區

域經濟整合裡中國的角色。 

社科院院級研究中心不僅關心國際與兩岸研究，社科院也成

立「客家研究中心」，一方面協助解決臺灣客家問題，另一方

面推動「客家研究」，朝向建構「客家學」發展，以利協助臺

灣社會各族群能相互瞭解，並能共存共榮發展。

除了學術研究以外，研究中心也有履行社會責任的功能，更

展望學術研究能對政策發揮實質影響力。「風險社會與政策研

究中心」便強調，跨界風險等議題必須不斷傳達給社會大眾，

才能形成網絡、驅動社會轉型。

各院級研究中心經常不定期舉辦研討會、講座，提供研究成

果給政府與民間等相關單位參考。「公共經濟研究中心」更常

藉由跨科系、跨科際整合進行公共經濟等研究，也擔任學術圈

與業界企業交流的資訊平台。

大數據的時代已經來臨，學術研究早就不是單槍匹馬的紙上

作業。「經濟統計研究中心」蒐集政府部門提供的豐富資料，

以及歷年來社科院教授學者的研究成果，並以嚴謹的系統歸檔

整理，以供臺大社科院學者研究使用。

若說社科院各科系重視的專業能力強調的是縱向深度，那麼

院級研究中心強調的則是橫向連結。院級研究中心在團隊合

作、跨域整合的雙管齊下，已為臺大社科院打造更全面的學術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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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六大院級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成立時間 連絡方式

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2005 ntuperc@ntu.edu.tw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2005 ntuccs@ntu.edu.tw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2006 ntusprc@ntu.edu.tw

客家研究中心 2009 ntuforhakka@ntu.edu.tw

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2012 asianbarometer@ntu.edu.tw

經濟統計資料研究中心 2015 easyle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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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從天頂間灑落在攤

開的書頁上，映照著學生

認真閱讀的臉龐。辜振甫

先生紀念圖書館宛如一座

豐饒的森林閱覽室，內部

收藏的社會科學典籍，為

全國圖書館之最。外部融

合當代美學與自然景物的

建築設計，環繞在四周的

潺潺流水，到了夜晚也會

閃閃發光，已經成為臺大

的校園美景。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簡稱辜圖）大門敞開，辜振甫先生的半身石膏像就鎮坐在閱

覽室入口，散發一席的白光和長者風範。牆上鑲刻著「學而第

一」四個大字，由書法家董陽孜揮毫題字。期許社科院學者應

保有樸實真誠的學習態度，且學而時習之。此一畫面不僅映入

準備入館的學生眼簾，也打進他們的心房。

辜圖以成為國內社會科學研究重鎮的目標邁進，致力將空間

與自然合而為一，打造人性化的圖書館。館內有實體圖書約 24

萬冊，並與總圖共享 280 萬種跨學術領域的電子資源，特色館

藏為日治時代法政、經濟與東南亞研究為主的圖書文獻，數量

逾 8 萬冊。除了館藏支援外，辜圖強化學科館員服務，針對系

所教研需求，持續厚植本院學術研究的能量。

辜圖獨立挑空六米的一樓閱覽室，是辜圖最具特色的場域。

閱覽室由 88 座白色樹狀柱挑高，構成 130 個形狀不一的天窗，

採集四面八方的自然光，創造林蔭般的閱讀享受。佈滿整層樓

的竹製書架都有不一樣的弧度造型，為學生營造竹林藏書閤的

尋書體驗。

從辜圖落地窗向外望去，即是廣闊的草坪與臺大校園。正如

臺大社科院所期許，社會科學師生除了培養自身的專業知識，

也應擁有寬闊的胸襟和視野。

人在辜圖中，沒有吵嚷。浩瀚知識沒有盡頭，心裡卻更添動力。

●辜振甫圖書館

官方網站：http://web.lib.ntu.edu.tw/koolib

電話：+886-2-3366-8300 # 55600或 55601

Koo Chen-Fu Memorial Library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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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o Chen-Fu Memorial Library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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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察脈動與臺灣社會接軌

與國際社群交流    

各大系所為社會科學院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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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察脈動與臺灣社會接軌

與國際社群交流    

各大系所為社會科學院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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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是臺灣大學校園內，學士班人數高居前三

名的大系，畢業生遍佈各行各業。政治學系旨在培養學生具備

政治科學專業知識，同時成為兼具人文關懷、獨立思考與國際

視野的優秀人才。

政治學系創立於民國 36 年，大學部的課程分為一般課程與

進階課程 ( 比照美國許多學校的 honor program)。此一區分，主

要是強調讓學生除了接受政治學的基本訓練外，也能發展政治

以外的第二專長，適應時代的變化和要求。同樣地，近年來大

學部和研究所的整體課程範圍與內容，一直隨著時代演進與學

政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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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內的國際變遷趨勢，不斷進行調整和創

新，包括資訊科技的各類應用與大數據分

析，都是政治學系課程未來納入的重點。

政治學系擁有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

班。學士班分為政治理論組、國際關係

組、公共行政組，三組分別招生。政治理論組以及該組教師負

責的社科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在比較政治與民主化與選舉的

研究上，長期參與全球最重要的跨國民主化調查和資料庫，有

十分卓越亮麗的國際化出版成績。

國際關係組除了理論性、議題性、區域性的各類課程和研究

領域外，在歐洲研究部分，歐盟在臺設立的跨校研究中心聯盟，

其總部設立在臺灣大學，由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的教師負責中

心的規畫和運行。此外，當代東亞與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則

是國際關係組教學和研究的另一個重點領域。政論組和國關組

的教師，同時也長期推動社科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的研究計畫。

公共行政組致力於公共治理在理論與方法上的創新，並長期

接受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計畫委託，推動公共治理研究

中心的研究計畫，無論在公部門組織改造、各類政策的研擬制

定、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協作對話方面，都有卓越貢獻。

政治學系的另一特色是國際化，例如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

士雙學位計畫。同時，政治學系目前已建立一系列以東亞國際

關係與比較政治為主軸的全英語課程，這套課程將成為政治學

系未來與歐洲、北美及其他亞洲的高校推動建立博碩士雙學位

計畫的基礎。又如，政治學系與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和政府

管理學院之間的「臺大北大菁英交流團」也已實施了十餘年。

此外，每年與香港大學及韓國高麗大學共同舉辦在韓國與臺灣

的暑期研習營，則提供政治學系學生和韓國及香港的高校師生

共同學習與交流的機會。

政治學系培養的學生，立足於本土關懷，並放眼國際和兩岸，

兼具臺灣社會寬廣多元的特質，以及全球化時代與時俱進的能

力。多年來政治學系所培育的人才，在臺灣各領域和階層中，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既有的基礎和成就上，政治學系將持續

奮勉淬礪，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臺大政治學系

官方網站：http://politics.ntu.edu.tw

聯繫方式：+886-2-2365-3433/ politic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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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臺大經濟學系畢業的學生，回想經濟學系給予他們最有

幫助的訓練時，不約而同地提到「經濟頭腦」的概念。

「經濟頭腦」源自芝加哥學派，也就是市場運作的邏輯。更

白話地說，每個人會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做出不同的判斷；

眾人選擇的結果，最後就形成「市場均衡」。另外，「經濟頭腦」

也包括因果邏輯的訓練。表面上看似相關的變項，並不代表一

定有因果關係。從人生選擇到政策判斷，「經濟頭腦」讓經濟

學系畢業生，可以做出更宏觀的判斷。

經濟學系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使該系學生具備基礎經濟學素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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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以嚴謹的邏輯推理論證社會現象間的關聯。經濟學系更廣

設基礎經濟學課程，並開放外系所學生修習，使得該課成為臺

大修課人數最多的課程，一學年多達兩千人次修課。經濟學系

畢業系友廣布產官學界，從政策制定、教育學生、從事研究到

投入產業，處處可以見到經濟學系畢業生的身影。

臺大經濟學系期許自己成為亞洲一流的經濟學系，並全力推

動研究，積極與國際對話。系上的國際交流活動也越來越多，

來台的交換生除了亞洲學生外，其他地區的學生也不斷增加。

系上這幾年開始聘任了數位來自美國、韓國、德國的外籍教師。

更設立獎學金，鼓勵經濟學系學生到國外交流。

經濟學上自由放任的方法，同樣在經濟學系複製。學生更能

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勇敢走出自己的一片天。不但能夠自我實

現，同時更能提升經濟學系在台灣社會的影響力。

一直以來，面臨選擇科系的學生有時容易困惑，不明白經濟

學系與財金、會計領域有何不同。相較於管理學院等科系，屬

於社會科學院的經濟學系較不強調實務課程。然而，在管理學

院學生進入研究所階段，則又必須回歸經濟學領域的探索。因

為經濟學是相關實務背後的理論基礎。

經濟學系畢業生中，約有三成選擇繼續就讀碩士班。現在的

趨勢則是有更多的經濟學系畢業生投入就業、創業等選擇。經

濟學系自由的學風，可能讓甫進入大學的學生無所適從；但四

年下來，已紮實培養出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生更勇於挑戰

新創產業或選擇出國交換。

早在 1996 年時，經濟學系便向美國取經，以「長聘制」任

用教師，新進助理教授在任職六年後，必須通過考核才能升等。

檢視新進教師能力時，同時也鼓勵老師從事研究。經濟學系讓

新進老師一學期教一門課，且多數為研究所課程，讓老師的研

究與研究生的學習結合，降低老師授課負擔，也能提升雙方的

研究品質。

經濟學系在學術上非常活躍，吸引許多外籍教師進入經濟

學系任教；也時常舉辦國際學術交流，並與香港大學合作

出 版《Pacific Economic Review》 與《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等 SSCI 期刊。

●臺大經濟學系

官方網站：http://www.econ.ntu.edu.tw

聯繫方式：+886-2-3366-8448 /econma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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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良好的理論訓練與實踐，臺大社會學系堅持社會平

等、主張分配公平，並因此成為系所師生的共識。臺大社會學

系勇於提出批判，在消除特權與不平等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

他們身體力行、解決問題的身影。不但老師如此，學生也一樣。

社會學系鼓勵學生，保有對社會的多元想像，並期許學生敢

於發出與主流相異的聲音。社學系致力於培養學生「質疑」的

能力，以挑戰既有的社會框架，找出更多種社會可能的模樣，

這是創新不可或缺的思維。

社會學系設有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大學部重視社會學

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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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傳授，並以能實際應用於生活與研究社會現象為目標。

研究所則以訓練學生的專業能力為主要目的，希望訓練學生能

獨立蒐集資料、進行分析。不論是大學部或者碩博班，社會學系

希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同時具備分析社會與文化的能力。

隨著網路發展，社會學系也開始關注科技對社會的影響。藉

由累積一定的網路數據，便能反映出數據背後，人類的互動、

行為甚至是思考模式。社會學系認為，透過觀察數據，能解讀

其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甚至能描繪出新的社會樣貌。目前，有

許多網路新創產業越來越需要社會學專長的能力，也有更多的

社會學學生投入此一領域。

根據社會學系統計，臺大校園內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在畢業

前至少曾修習過社會學導論，受過分析社會的觀點熏陶。根據

社會學系畢業生流向追蹤，畢業後，有半數學生投身公部門或

者非營利機構，致力改革制度。另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將社會學

系促進公共利益的精神，帶入文化、傳播產業。另外的四分之

一則進入各種需要社會學能力的產業與部門，尤其是市場調查

與人事部門。臺大社會學系畢業的博士生遍佈許多聲譽卓越的

大學與研究機構任教或進行研究工作。

臺大社會學系自我定位為積極的社會行動者。他們勉勵學

生，日後分布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仍要將自己的力量化為有益

於社會的推力，並持續為關懷公共利益、促進社會共識而努力。

●臺大社會學系

官方網站：http://sociology.ntu.edu.tw

聯繫方式：+886-2-2368-3569 / socia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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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系的想像，不外乎是在訓練出有愛心、

富同情心的助人工作者，然而臺大社會工作學系卻不僅止於

此，他們以訓練學生「對社會需求具有高敏感度、並透過專業

技巧、以求社會正義落實」為教育目標，並作為系所發展的主

要方向。社工系 ( 簡稱 ) 創立的基礎，即在於藉著研究與實地

參與，回應社會中各種弱勢族群所面臨的問題。

社工系將自己定位為「行動者」的角色，他們對社會中的弱

勢族群不僅止於關心，而是捲起袖子、陪伴他們共同解決問

題。因此社工系尤其重視培養學生的行動力與實作能力，他們

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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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社工。」社工系透過實際行動，

解決社會問題，以落實社會正義。到目前為止，社工系已培養

出為數眾多的社工師及社工專業領導人才，對於台灣社會福利

的發展，功不可沒。

社工系原為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1981年獲准分組招生，

並於2002年正式調整成立學系，以培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

教育宗旨，設有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大學部注重基礎學

理訓練，除了基礎專業知識的教導外，同樣重視社會迫切需要

的實務訓練，所以學生均須完成至少400小時的校外實習。

為強化學生的國際觀與經驗，社工系除了與海外多所大學社

會工作學院簽定合作協議外，也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簽

定暑期實習合作備忘錄，透過嚴格的甄選制度，讓學士班與碩

士班學生到美國當地機構實習，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也藉此機

會學習當地文化與福利制度。社工系博士班學生在取得博士學

位前，也需前往國外學術單位進行短期研究或研習，以借鏡國

際、擴展研究新視野。

社工系碩士班則以進階專業知識訓練為主，以培育知識與能

力兼具的社會福利行政、研究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目標。博

士班則是以培養高階社會工作和社會政策實務工作、以及社會

工作與社會福利等相關領域之教學和研究人才為主。

社工系在教學中，除了專業能力的培養，也鼓勵學生能大膽

探索自己的興趣，並將社工系最強調的溝通協調、團隊合作、

解決問題、同理心、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以及利他精神等價

值，帶入未來從事的任何行業中。

在臺灣社工界，臺大社會工作學系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社

工系不只在社會的最前線協助解決問題，社工系教授更先後投

身公部門，擔任福利制度改革的政務官，致力推動國家政策，

期待創造更有利於弱勢生存的臺灣社會。

●臺大社會工作學系

官方網站：http://ntusw.ntu.edu.tw

聯繫方式：+886-2-3366-1243 / ntusw@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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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幾個碩士班學生在研究室裡

放著搖滾樂念書，也有人安靜地盯著電腦螢幕。學生們臥虎藏

龍，各有不同的知識背景，不只有來自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生。

在職專班學生更有現任的政務官員、立委或媒體人士，還有跨

領域就讀的醫生與教師，來源非常多元。

在少子化浪潮下，國發所（簡稱）招收碩士班學生反而成長，

在職專班的報名更是熱門。國發所除了訓練學生國家發展的基

本知識，更關注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及國族認同等議題。

國發所的教學領域分為四個組別，當代臺灣、大陸與兩岸關

係、東亞文化與思想、及全球化與發展。國發所認為這四個組

別就像四個同心圓，可以「立足台灣、跨越兩岸、環顧東亞、

放眼世界。」

與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碩士班不同的是，國發所同時

涵蓋這幾個領域的知識，並朝向更實務的面向進行研究，探討

當下的國家問題。國發所希望藉由跨領域的知識整合，培養學

生探索國家如何發展的基本能力，也希望能深化學生對於社會

問題的探討能力。因此，學生在畢業後，就業方向十分多元，

遍及各領域。

國發所認為自己最重要的任務便是教學與研究，所內二十四

名擁有各領域專才的老師，可以給予學生豐富的專業知識。國

發所對博士班學生的學術能力訓練更是嚴格，除了發表期刊論

文外，更要求選修一門外所必修，以培養跨領域思維

在國際交流上，國發所每年都會到不同的國家進行學術交流

與訪問，除了國際著名大學外，亦曾到蒙古、希臘國會，越南、

日本市政廳等地進行交流座談。他們認為，讀萬卷書亦當行萬

里路，實際探訪各國的政經與社會情況，更能了解當地國家發

展的狀況，並提供臺灣參考。

●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官方網站：http://www.econ.ntu.edu.tw

聯繫方式：+886-2-3366-3333 /ndintu@ntu.edu.tw

國家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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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研究所為臺灣第一所、也是唯一以培養高階新聞實務人

才為教育宗旨的研究所。

新聞所維護古典新聞價值，也關注新科技在新聞上的應用，

以「培養新聞傳播進階人才，提升新聞傳播專業水準」作為立

所宗旨。強調從踏入臺大新聞所的那一步開始，學生就開始學

習運用不同媒材回應新聞本質，以期未來能成為專業的新聞工

作者。

新聞所創立於 1991 年，致力建立「從做中學」的教育環境，

採取小班課程、個別討論、團隊作業等模式，學習深度報導、

採訪寫作、新聞攝影等實務技藝。新聞所同時推動「傑出記者

駐所計畫」，延攬國內外傑出新聞工作者演講、開課或舉辦工

作坊，也邀請新聞產業界與學生面對面交流，傳承工作經驗。

同時，為因應市場競爭、科技變化等對新聞的重大影響，新

聞所也鼓勵學生從事新聞研究。教師們鼓勵學生能從新聞發展

與產業中分析問題，從研究過程中培養獨立的批判意識，同樣

是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必備要件。

換言之，新聞所鼓勵學生從新聞實務與理論研究雙管齊下，

同時也鼓勵學生關心社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新聞所提供學

生學習與批判的自由空間，創造學生獨立、自主與多元性的創

意。新聞所學生在太陽花學運時期，曾自發組成「E 論壇」報

導團隊，藉由新媒體力量進行即時報導，嬴得社會廣大迴響。

新聞所為獨立研究所，學生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更因

此形塑特色。學生擁有不同的興趣與能力，能在相同議題上提

供多元觀點、理性切磋，努力實踐新聞工作者的使命。尤其，

當今社會議題的複雜度已經超越單域知識，跨領域的合作、瞭

解與溝通，也是臺大新聞所期待學生具備的能力。

為因應數位時代新聞轉型的各項挑戰，近幾年新聞所更加關

注新媒體應用，學生也充分意識到數位時代實有更多的傳播工

具，可以協助同學成為頂尖的新聞工作者。

臺大新聞所堅信，新聞追求真實的古典價值不變，然而新聞

工作者也必須與時俱進，才可能因應 21世紀的科技變化；成

為有理念、又具有實作能力的新聞工作者，進一步為提升臺灣

的新聞品質貢獻心力。

●臺大新聞研究所

官方網站：http://www.journalism.ntu.edu.tw

聯繫方式：+886-2-3366-3131/cp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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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當代公共事務學術領域的發展，民國 103 年，臺大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碩士班轉型獨立為臺大公共事務研究所。

公事所鼓勵臺灣新生代關心公共事務，也期待臺灣能與世界接

軌，共謀重大的公共議題。

 公共事務的意涵初衷，已因全球化而越趨廣泛。過去公共事

務只片面關注公部門，當代的公共事務則牽涉範圍更廣的專業

管理。包括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也出現公私合夥及政府委

外等多元治理模式。面對跨領域的公共事務，公事所認為學習

的層次，不該只侷限於政治學門而已。

也因此，公事所設所重點即在於指導學生擁有科際整合及

行政管理專業，並培養學生成為公共管理碩士（Master of Public 

Management），以期待學生能因應激烈競爭、變化快速的全球

社會。

公事所提醒學生在討論公共事務時，務必客觀、理性，並且

要講究證據及數據分析；唯有如此的政策方案，才能有效解決

問題。公事所也要求學生關心公共事務，並懷有貢獻公共事務

的理想。

 公事所教師來自政治學、化學、財經、資訊等不同專業領域，

後來則又各自攻讀公共事務（或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的博士

學位。多方領域的專業背景，成為公事所的主要特色。

公事所延續了臺大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碩士班的原有專業，

政策規畫與評估、政府預算與財政仍然是公事所的基礎領域。

另外，環境政策、人事資源管理及地方治理，也是公事所努力

深耕的範圍。近期為因應電子政府的時代來臨，關於電子治理

及科技政策，公事所也延攬多名專家學者共同鑽研。

公事所課程設計強調與本土議題結合，理論與實務並重。公

事所教師們也積極撰寫臺灣公共事務個案的教材，除了供課堂

使用外，未來也將作為政府公務人員的培訓教材。

在國際化方面，臺大公事所定期與澳洲國立大學、香港城市

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人民大學及浙江大學合

作，輪流舉辦公共事務相關論壇。期待除了解決臺灣的公共問

題外，也能放眼國際，共同研商全球問題。

●臺大公共事務研究所

官方網站：http://pa.ntu.edu.tw

聯繫方式：+886-2-3366-8453 / ntupubaff@ntu.edu.tw

公共事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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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Th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ttp://www.coss.ntu.edu.tw

院址：10607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886-2-3366-8300( 總機 )   

傳真：+886-2-2365-6460   信箱：cos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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