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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建國以降歷經對日抗戰、國共內亂、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事件，最終突破

重圍、戰勝險惡艱苦的國際情勢，創造臺灣經濟奇蹟，名列亞洲四小龍之一，並且促進

民主憲政的自由發展，晉身民主化國家之列。此傲人光環有賴於行政革新的順利推展，

以及政府效率與管理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國內公共行政專家學者的政策建議與政治

參與更是功不可沒。 

近年來，國內學界逐漸開始探討公共行政的發展現況，透過學術研討會及實務論壇

來進行回顧及省思，學者們更是紛紛提出本領域教育、課程、趨勢等面向的分析研究，

對於公共行政未來的發展提出建議。相關文獻包括：公共行政理論演進與實務發展（詹

中原，2005）、公共行政實務發展回顧（詹中原，2007）、公共行政發展趨勢回顧（吳定，

1983；江明修，1993；黃一峰，1993；吳瓊恩，2002；孫本初，1999；孫同文，2002 & 

2005）、公共行政教育省思（陳金貴，1991；汪明生，1998；孫同文，1998a；江明修，

2002；余致力、林雅惠，2005）、與外國課程比較（余致力，2000；謝俊義、王俊元，

2004）、公共行政研究與檢視（江明修，1997a、1997b；孫同文，1998b；詹中原，2003 

& 2005；盧偉斯，2002），以及對於未來公共行政教育之建議（吳瓊恩，1993；陳金貴，

2002；黃一峰，2002）。 

社會科學重視歷史的沿革與脈絡，回顧觀察公共行政學術發展歷程現況，可發現在

每個階段都會多元的學說及理論，未有一個公認標準的典範（paradigm），因此在美國

有許多公共行政學者從事學科檢視的研究。Palumbo 和 Maynard-Moody（1991）將美國

公共行政學的歷史分為 3 個階段：早期（1789-1880）、改革期（1880-WWⅡ）以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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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至今的歷史分期法。Golebiewski（1977）將美國公共行政的發展分為政治

行政分析性區隔、政治行政具體性區隔、政治行政技術性區隔、政治行政相互滲透等四

個時期；Henry（2008）認為公共行政歷經六個典範時期：政治與行政二分（1900-1926）、

公共行政原則（1927-1937）、公共行政即政治學（1950-1970）、公共行政即管理學

（1957-1970）、公共行政即公共行政（1970-1990）、治理（1990-）。 

本文透過訪談早期自大陸來臺已榮退教授和國內資深行政學者，試圖瞭解公共行政

早期在臺灣的概況，進而搭配文獻回顧，以及「臺灣公共行政及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Schoo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ffairs,簡稱 TASPAA）各系

所會員網站資料整理的方法，來匯整近期公共行政的發展成果。另一方面，採納彭文賢

教授在訪談過程中建議劃分的「張金鑑教授的創立」、「公共政策的發展」、「政大博士班

的成立」三個階段為基礎，將臺灣公共行政學術發展歷程擴充分為四個時期：民國 38

至 48 年的萌芽時期、民國 49 至 59 年的奠基時期、民國 60 至 77 年的成長時期，以及

民國 78 年至今的擴充時期。本研究將透過系所發展、師資背景、課程內容三個面向，

來探討各時期的發展概況 3。 

 

貳、 公共行政之系所發展 

為協助追隨國民政府來台之大專失學青年完成未竟學業，許多學校紛紛在臺復校。

如同美國學者 Henry（2008）分類的第三個典範時期─1950 年至 1970 年「公共行政即

政治學」，有數間學校在來臺初期便設有政治學系，包括：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東吳

大學、東海大學等。公共行政原被視為政治學的附庸，但為因應地方自治以及在美援支

持下，公共行政逐漸地由政治領域中脫離獨立出來。 

民國 38 年，台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成立並設有「民政科」，為培育實施地方自

治所需之各級地方行政幹部以及國家行政人才；民國 44 年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設置「行

政學系」，為國內獨立設置行政系的首例。民國 49 至 54 年間，在美國經濟援助之下，

3 本文係由第一作者林儀郡(原名林雅惠)之碩士論文補充改寫而成，有關訪談時間、地點及原始逐字稿，

詳見林雅惠，(2005)，「我國公共行政學發展探源」，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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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派員來臺指導政治大學成立「公共行政與企業管

理教育中心」、「公共行政學系」及「公共行政研究所」。隨後，各校陸續設置公共行政

科系尚有：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中國文化學院「行政管理學系」夜間部

以及淡江文理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夜間部等。發展至此，公共行政學系不再是政治學

系專有的附屬品，慢慢成為受到各界重視的學科。 

民國 60 年代，許多海外留學的行政學者返國任教，使得我國公共行政系所的師資

陣容更趨完善，為公共行政學術領域引入全新的活力。民國 66 年，中興大學成立第一

間公共政策研究所；同年，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分設公共行政組，該組於民國 74 年獨立

成為公共行政學系，並設置研究所。博士教育的部份，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最早於民

國 65 年成立博士班，政治大學更是於民國 78 年設置「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班」，使得

我國公共行政正式成為具有完整教育體制的學科，並開啟了國內公共行政博士教育的先

河，迄今許多畢業生已成為國內相關系所的資深教授或專任教授。 

民國 80 年以後，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成功大學政治

經濟學研究所、中央警官學校行政管理學系與行政警察學系、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

研究所、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陸續成立。此外，由於政府鼓勵私人興學，許多

私立學校開始重視公共行政的教育辦理，例如：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中華大學行政

管理學系、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義守大學公共政策暨管理學系、玄奘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學系。 

近年來，新興的相關系所尚有：開南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中央大學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暨

政治學研究所、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元智大學社會政策科學研究

所、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民國 94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

聯合會成立，提供各校師生資訊分享的互動平臺，為一強大的學術社群，目前已有 34

間系所會員，雖然名稱有公共行政學系、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行政管理學系、公

共行政/管理與政策學系的差異，其成立宗旨可謂殊途同歸。關於 TASPAA 各系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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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學制成立時間及地理區域分布圖，詳見表 1 與圖 1。 

表 1  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之系所會員成立時間表 

TASPAA 系所成員 成立時間（民國） 
學士 碩士 碩專 博士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36 46 90 65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38 66 89 83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43 80 - 87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46 59 - 95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52 53 - 78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52 - - -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53 88 92 -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66 75 - - 
元智大學社會政策科學學系 78 92 - -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80 88 - -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82 - - -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85 89 90 94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85 93 96 - 
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86 85 92 95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87 82 89 91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87 90 92 -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89 96 - -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90 - - -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90 - - -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學系 91 90 91 - 
開南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91 92 93 -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92 90 88 -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92 - -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95 97 - -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95 - - -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暨政治學研究所 97 93 96 -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 81 88 87 
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 88 - -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 90 92 -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 93 - -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 95 - -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 95 95 -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 96 91 -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 - 88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排序依據為學士、碩士、碩士專班成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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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之系所會員地理區域分布圖 
 
 

 

參、 公共行政之師資背景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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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初期的行政學者以傳統中國政治學背景的師資為主，其中對於我國公共行政學

發展有重要影響者有：王世憲、王雲五、王撫洲、左潞生、朱建民、吳英荃、林紀東、

姚淇清、浦薛鳳、陳世鴻、梅嶙高、童世荃、黃季陸、管歐、溫晉城、傅啟學、張金鑑、

張佛泉、張則堯、張彝鼎、鄒文海、劉百閔、薩孟武、酆裕坤等人。其中有在政府機關

服務者，有在大學任教者，也有兩項兼具者。當時顯學包含儒家思想、四書五經等傳統

書籍，學術研究普遍聚焦於中國古代的思想與制度層面，例如：中國政治制度、中國政

治思想史、中國政治社會史、中國與各國人事制度等。隨著時代變遷，數千年來博大精

深的中華傳統文化思想逐漸地面臨不合時宜的危機，同時也顯露出研究方法理論與架構

的欠缺。張金鑑（1983）於《行學典範》一書的序文提到：「中國在這一方面的研究，

比較落後，截至民國 20 年前，出版界尚無行政學專書，亦未聞有此專才。」 

中國行政學最早的奠基者─張金鑑教授通過河南省公費留學之申請後，到美國史丹

福大學求學，完成大學和研究所課業後，於民國 22 年回國任教，將行政學的觀念帶回

國內，並致力於推廣行政學教育，在政治大學政治學系講授行政學方面的課程。中華民

國政府遷台後初期，公共行政之師資甚為缺乏，一直到五○年代中美合作密切之時，政

治大學選派英語能力較強的研究生至美國密西根大學及匹茲堡大學進修，例如：雷飛

龍、華力進、姜占魁、張家洋、王國璋等人，學成後回國教書，才補強了國內的公共行

政師資。雷飛龍教授於接受訪談時指出：「我們出國唸書是因政大跟密西根大學合作，

選了一些人到那邊唸公共行政，我是其中一個，還有其他許多人，像華力進、金耀基、

張家洋、王國璋、董修民先生。我到密西根是 1963 到 1964 年，在那裡唸博士的就是姜

占魁先生，因為他原來唸台大外文系，英文程度比較好，所以他到那邊唸到了博士，後

來寫了一本《人群關係》。」吳定教授於訪談過程表示：「政大是國內最早成立公共行政

系所的大學，當時任教的老師主要都是政治學系的背景，他們都是念政治的，而且是政

治系畢業的，其中一部分老師，在政大密西根大學合作計畫下，前往密西根大學留學，

包括傅宗懋、雷飛龍、許士軍、金耀基、華力進、荊知仁、郎裕憲、張家洋等。」許濱

松教授於訪談時也提到：「後來政大從那些研究所畢業生中遴選一些人，選派到密西根

和匹茲堡大學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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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共行政大學教育起步之初，尚未有完善的公共行政師資陣容，在美國密西

根大學的留學計畫後，逐漸培育多位國內的行政學者，然而這些師資多集中於政治大

學。而其他早期成立的夜間部行政科系，因處於草創初期、礙於經費與規模，聘請專任

師資更為不易，故此多從其他學校與實務界延攬教師，協助規劃課程以及授課，例如：

淡江文理學院公共行政系夜間部以及中國文化學院行政管理學系夜間部。林克昌教授於

訪談過程提到：「淡江以前那時候還沒有法學院，只有一系而已，其他都是商的，而且

當時夜間部請專任老師比較困難，因為當時政大跟台大也有夜間部，那個時候張金鑑老

師會去幫他們是因為那個課程我們是在公企中心上課，那他夜間部是在城區部，就在隔

壁。」張潤書教授也於訪談中提及：「那時候師資差不多都是政大支援的，當時淡江的

張建邦校長先生很重視這方面的發展，就成立公共行政系，那時是夜間部，要讀五年才

能畢業的。」蔡良文教授於訪談時表示：「文化行管系沒有日間部，老師多來自台大、

政大、中興。選擇文大有一個好處就是各校老師都會來。行政學郭俊次老師上，當時他

在政大；組織管理是台大的陳德禹老師；政治學是盧修一主任；公共政策第一學期是台

大朱志宏先生，後來改由政大的吳定教授教；憲法是北大的董翔飛大法官；行政管理姜

﹝占魁﹞老師有來做專題；還有傅肅良先生、張劍寒、董樹藩、許慶復、張世賢老師等

等。所以在文化接觸的面，無形中就很廣，實務界的也很多，有大法官、考試委員、政

府機關中的處長、副主任委員等，也有來文化兼課的。」 

隨著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六○年代之後有越來越多留學海外的行政學者返國任

教，帶回國外最新的研究理論與新觀念，並開設相關課程，為公共行政學術領域引入全

新的活力。而留學的國家不再侷限為美國，另有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而這

些學成歸國的行政學者，不僅任教於臺灣北部或是國立大學，許多也選擇於臺灣中、南

部或是私立學校服務。我國公共行政學發展已進入 Henry（2008）的第三個典範時期「公

共行政即公共行政」，師資陣容日趨完備，各系所專任師資人數及深造國家請參見表 2。 

 

表 2  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之系所會員師資人數與最高學歷深造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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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PAA 系所會員 專任師資 專任師資之最高學歷深造國家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35 美國、法國、德國、臺灣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9 美國、日本、臺灣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22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臺灣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19 美國、英國、日本、臺灣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16 美國、德國、臺灣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16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臺灣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16 英國、德國、日本、臺灣、中國 
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16 美國、英國、德國、臺灣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14 美國、臺灣、中國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14 美國、德國、澳洲、臺灣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12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12 美國、臺灣 
元智大學社會政策科學學系 11 美國、英國、臺灣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11 美國、臺灣、中國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10 美國、英國、臺灣、中國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9 美國、臺灣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9 美國、臺灣 
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9 美國、英國、德國、日本、臺灣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9 美國、日本、澳洲、臺灣 
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9 美國、臺灣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9 美國、英國、德國、臺灣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9 美國、臺灣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8 美國、英國、臺灣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8 英國、臺灣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8 美國、匈牙利、臺灣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8 美國、英國、臺灣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8 美國、德國、臺灣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7 美國、臺灣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7 美國、法國、德國、臺灣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7 美國、法國、臺灣 
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6 德國、臺灣、中國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4 美國、日本、臺灣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3 美國、臺灣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0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排序依據專任師資人數，如師資人數相同者，依系所學程之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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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公共行政之課程內容 

民國 25 年中國政治學會第二次會員大會時，張金鑑教授等人提議將新興的行政學

列入大學政治學系之課程必修科目，有些教授因不甚瞭解行政學的內容，以為與行政法

有重覆之嫌，故反對開設行政學課程，經過折衷協商之後，始決議將行政學列入大學政

治學系之「選修課程」（張金鑑，1983；許新枝，1977）。我國公共行政學發展初期所

受到政治學者的打壓，就如同美國公共行政學所受到的壓迫一樣。Simon（1947）認為

行政原則只不過是一堆諺語（proverbs）而已，同年 Robert A. Dahl（1947）還指出公共

行政要成為一門科學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學者提出政治學勢必要繼續統治公共行政的看

法（Martin，1952）。 

來臺初期，國內以行政命名的科系包括：台灣省立法商學院行政學系、政治大學公

共行政學系所、淡江文理學院公共行政學系、中國文化學院行政管理學系、中央警官學

校行政警察學系，同時期相關科系尚有：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所、東

吳大學政治學系、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其中，淡江文理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和中國文化學

院行政管理學系因屬夜間部學制，課程規劃多由其他學校公行師資支援；中央警官學校

行政警察學系則是特重警察工作之專業知識及技能。其他四間政治學系的課程以政治核

心為主，行政學原為選修課程，直到民國 49 至 50 年間，美國派遣考察團來台協助發展

公共行政與企業管理的能力之後，教育部終於在民國 52 年修訂大學課程標準時，將行

政學列入「政治學系的必修課程」。台灣省立法商學院行政學系的課程設計是以培育國

家行政人才為宗旨，民國 44 年開設的課程有：行政學、政治學、中國憲法、行政法、

人事行政、考銓法規、中國政治思想史、兵役行政、戶籍行政、財政學、機關管理、衛

生管理等課程（喬育彬，2004），然而歷年來的課程資訊未能完整保存。因此，本文以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文獻蒐集及檔案資料分析的方式，探

討其自民國 52 年成立以來，經過民國 59 年、民國 74 年、民國 86 年，直到今（100）

年所開設的必修和選修課程的開設歷程（詳見表 3 和表 4）。 

民國 52 年，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成立第一年開設的課程包括：「行政法」、「行政

學」、「政治學」、「財務行政」、「人群關係」等核心課程，以及統計學、經濟學、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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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由於當時師資主要仍是政治學系的背景，所以有很多傳統政治系相關的課程，

例如：中華民國憲法、國文、三民主義研究、中國外交史、民法概要；另外，必修科目

尚有：數學、理則學、自然科學概論、社會心理學等課程。民國 59 年，增加了電子資

料處理、檔案與資料處理、公用事業、政治學研究法、英文秘書實務等科目。吳定教授

於訪談過程說：「政大公共行政系所當時任教的老師主要都是政治系的背景，開的課很

多都和政治系蠻相關的，不過因為强調公共行政專業，所以慢慢就形塑了公共行政的領

域的主要內涵。隨著時間不同，名稱與內容都跟著改變，同時增加新的科目。」 

民國 66 年「校際公共政策研討會」後，「公共政策」逐漸成為必修課程。吳定教授

於訪談時表示：「我們政大開公共政策的課程是在民國 69 年的時候，由我先開設的，所

以我們開公共政策的教學是比較晚一點。」另外，隨著留學學人返國帶回新的觀念，也

開設其他的新興課程，例如：行政生態學、比較行政、系統分析、公共關係等課程。另

外，「比較行政」由於涉略過廣而停開，雷飛龍教授於訪談時提到：「研究所我教的是

『比較行政』，現在很少人教，因為牽扯太多。」 

民國 74 年，停開財務行政、中國外交史、三民主義研究、哲學概論、自然科學概

論、西洋通史等課程，並新增了中國大陸研究、刑法概要等課程。八○年代開始，民法

概要課程停開，增加了行政倫理、行政學方法論、研究方法、政策規劃、政策評估以及

政策分析等課程。彭文賢教授於訪談時指出：「如果沒有郭昱瑩和蘇彩足她們進來，財

務行政幾乎被忘記了，我們當時很注重人事行政和財務行政，後來就在談人的問題了。」 

近幾年來，政大公共行政學系的開設課程有「必修科目縮減、選修科目增多」的趨

勢。成立之初，必修科目的數量明顯大於選修科目；民國六○年代，選修科目逐漸地增

多，幾乎與必修科目的數量相當；七○年代左右，選修科目數量已超越必修科目數量。

到了九○年代開始，必修課程大幅度地減少，而選修科目的數量持續增加中，不僅劃分

越來越細，同時也納入新興熱門的研究議題，包括：全球化社會、地方政府與治理、電

子化政府、政策行銷、媒體社會學、人力資源管理、政策民調實務、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38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39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41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49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表 3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必修課程之演變 

民國 52 年 民國 59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6 年 民國 93 年 民國 100 年 
行政學 

行政學名著選讀 
人群關係 
人事管理 
機關管理 
行政法 

民法概要 
財政學 

財務行政 
政治學 

中國憲法及政府 
比較政府 

西洋政治思想史 
國際政治 

政治學名著選讀 
中國外交史 

經濟學 
統計學 
數學 

理則學 
社會學 

社會心理學 
自然科學概論 

哲學概論 
國文 
英文 

三民主義研究 

行政學 
行政學名著選讀 

人群關係 
人事管理 
機關管理 
行政法 
民法概要 
財政學 
財務行政 
政治學 

中國憲法及政府 
比較政府 

西洋政治思想史 
國際政治 

政治學名著選讀 
中國外交史 

經濟學 
統計學 
數學 

理則學 
社會學 

社會心理學 
自然科學概論 
哲學概論 

國文 
英文 

三民主義研究 
公文寫作 

行政學 
比較行政 
人事管理 
行政法 
民法概要 
財政學 
公共政策 
政治學 

中國憲法及政府 
地方政府 

西洋政治思想史 
各國政府 
市政學 

中國政治思想史 
經濟學 
應用統計 
社會學 

普通心理學 
國父思想 

中國現代史 
中國通史 

行政學 
行政倫理 

行政學方法論 
國際行政 
比較行政 

組織理論與行為 
專業行政 

中國大陸研究 
人事行政 
公務管理 
行政法 
財務行政 
公共政策 
政治學 

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 
比較政府 

西洋政治思想史 
地方政府 
企業與政府 

市政學 
中國政治思想史 

經濟學 
統計學 
管理概論 
研究方法 
社會學 

普通心理學 

行政學 
行政學方法論 
人事行政 
行政法 

財務行政 
公共政策 
政治學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比較政府與政治 

經濟學 
行政統計學 

管理學 
研究方法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行政學 
行政法 

人事行政 
研究方法 

行政學方法論 
公共政策 
行政統計學 
行政學 
政治學 

中華民國憲法 
公共經濟學 

政府預算與財政 
外語能力檢定 

共 27 科 共 28 科 共 21 科 共 27 科 共 13 科 共 14 科 

資料來源：王雯玲，1997；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2004 年簡介及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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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002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004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033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036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050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053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054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000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表 4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選修課程之演變 

民國 52 年 民國 59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6 年 民國 93 年 4 民國 100 年 
國際法 

企業與政府 
各國政府與政治 

地方政府 
市政學 

都市問題 
市政問題 
中國政治史 

中國政治制度史 
中國政治思想史 

管理會計學 
普通心理學 
西洋外交史 
西洋通史 
應用文 

各國人事制度 
國際法 

政府與企業 
各國政府與政治 

地方政府 
市政學 
都市問題 
市政問題 
中國政治史 

中國政治制度史 
中國政治思想史 
管理會計學 

電子資料處理 
檔案與資料處理 

公用事業 
政治學研究法 
英文秘書實務 
普通心理學 
西洋外交史 
西洋通史 
應用文 

行政生態學 
中國大陸研究 
行政個案研究 
人群關係 
公共關係 

各國人事制度 
機關管理 
刑法概要 
商事法 

政府與企業 
中國政治史 

中國政治制度史 
政治學名著選讀 

國際政治 
管理概論 
管理心理學 

檔案與資料處理 
理則學 
系統分析 
作業研究 

英文秘書實務 
社會心理學 
應用文 

行政生態學 
中共行政制度 
行政個案研究 

組織發展 
公眾關係 

行政學名著選讀 
各國人事制度 
現行考銓制度 
女性員工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行政法專題 

財政學 
政策規劃 
政策分析 
中國政治史 
國際政治 
會計學 
理則學 

行政研究與電腦運用 
應用文 

行政生態學 
行政個案研究 

*行政倫理 
*國際行政 

*組織理論與行為 
*組織發展 
*專業行政 

各國人事制度 
女性員工管理 

*公務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非營利組織管理 
刑法概要 
法學緒論 
*財政學 
政策評估 
政策規劃 
政策分析 

*地方政府 
*西洋政治思想史 

*政府與企業 
*市政學 

*中國政治思想史 
中國政治史 

*政治經濟學 
管理心理學 
會計學 
微積分 

英文秘書實務 
談判與諮商 

全球化社會 
地方政府與治理 
電子化政府 
媒體社會學 

人口學 
政策民調實務 
績效管理 

衝突管理：倫理與談判 
政治經濟學 
行政倫理 

西洋政治思想史 
比較政府與政治 
中國政治思想史 
非營利組織管理 

公共管理 
政策行銷 
政策執行 
政策評估 

行政個案分析 
微積分 

中國大陸研究 

共 15 科 共 21 科 共 23 科 共 20 科 共 30 科 共 21 科 

資料來源：王雯玲，1997；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2004 年簡介及網站內容

4 民國 93 年的課表中，＊表示為群修課程，須從 15 門課中選修 3 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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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38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39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40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41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43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49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55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58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65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69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871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910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919001&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925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926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https://course.nccu.edu.tw/qry-tor/qryScheduleResult.jsp?fr=one&s=TASUB&semester=992&subnum=206930002&subchi=&teachi=&timchi=&timwk1=1&timwk2=1&timwk3=1&timwk4=1&timwk5=1&timwk6=1&timwk7=1&subtpe1=1&subtpe2=2&subtpe3=3&sublang1=1&sublang2=2&sublang3=9&charge1=0&charge2=1&remain=&col=&tpelist=&deptlist=&a=20&oa=0&o=uni_sub_key&f=1&willtpe=0&willtpe=1&willtpe=2&page=1


伍、結語 

在臺灣，從「行政學鼻祖」張金鑑教授不遺餘力推廣行政學教育，歷經超過半個世

紀的學術發展，國內已有超過三十多間學校設置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相關系所，各系所

皆具備相關領域專長的師資，開設課程也變得更多元化。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網際網

路的蓬勃發達，公共行政各系所間交流互動更是日漸活絡，學者們不再是象牙塔內的獨

行俠。此外，透過學術研討會和論壇的方式，促進專業教育交互相長，學術視野更加遼

闊，學科發展日益擴展。 

臺灣公共行政學術發展歷經「萌芽時期」、「奠基時期」、「成長時期」，以及「擴充

時期」，公共行政學系從「政治學系的附庸」演化為今日受到重視的獨立學科，並且自

民國 78 年以來，相關系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目前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的系所會員高達 34 間學校，名稱更是依照各系所成立宗旨有不同的理念，展現多元

化發展的盛況。其次，早前公共行政的師資原以政治背景為主，民國 60 年以後隨著歸

國學人的增加、國內公共行政博士的培育，以及其他領域的學者加入，為我國公共行政

學術社群更增添不同的色彩。最後，課程方面，為強調專業化訓練以及因應學生們不同

的需求，必修的課程逐漸縮減，選修課程則是越開越多，反映出公共行政多元複雜的內

涵。 

未來在課程設計的部份，期望能夠有一套公共行政的核心規範，以供國內相關系所

遵循。另外，藉由臺灣公共行政及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全體會員及師生的團結努力，效

法早期行政學者參與政策規劃的熱心，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進而促進公共行政學術與

實務的結合，發揮有效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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