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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級

授課
教師

開課
資料

公共行政名著導讀
詹立煒

CHAN, LI-WEI

實體課程
選修 單學期 2學分

公行四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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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所 ) 教 育 目 標

CLASSIC READING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發展多元視野，培養具備公益、民主與倫理理念的公民特質。一、

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知識的專業行政管理及政策分析人才。二、

強化法律與政策的整合分析能力。三、

養成擁有公、私部門與非營利部門跨域合作的知識與能力。四、

本課程對應院、系(所)核心能力之項目與比重

B. 公共議題整合與管理。(比重：30.00)

D. 問題分析與解決。(比重：30.00)

E. 行政互動與溝通。(比重：40.00)

本課程對應校級基本素養之項目與比重

1. 全球視野。(比重：25.00)

2. 資訊運用。(比重：25.00)

3. 洞悉未來。(比重：25.00)

5. 獨立思考。(比重：25.00)

課程目的讓同學理解什麼是理性選擇理論，掌握其基本邏輯和理論基礎，以及在

公共行政之中的重要性與應用範圍。授課方式由老師通過指定教材講解理論的基

礎概念；之後各週依照主題，由老師講解、同學探討相關案例的互動方式，讓同

學掌握本理論的重點，並且能夠運用分析相關的公共行政議題案例，以完成學期

報告。課程目的有二：第一，使同學理解何謂理性選擇理論及其意涵；第二，讓

學生學會如何藉由本理論分析公共行政的議題。課程簡介

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what 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RCT) and discuss 

its influence and topics relevant to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the 

course has two purposes: first,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foundational 

concepts about RCT, such as Arrow’s Theorem, Spatial Model, Game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Action. Second, students will realize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issues in Public Policy, such as 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 decision-making by rational, and how to design institutions.



教學目標(中文)
序
號

教學目標(英文)

本課程教學目標與認知、情意、技能目標之對應

將課程教學目標分別對應「認知（Cognitive）」、「情意（Affective）」與「技能(Psychomotor)」
的各目標類型。

 一、認知(Cognitive)：著重在該科目的事實、概念、程序、後設認知等各類知識之學習。
 二、情意(Affective)：著重在該科目的興趣、倫理、態度、信念、價值觀等之學習。
 三、技能(Psychomotor)：著重在該科目的肢體動作或技術操作之學習。

 1 使同學理解何謂理性選擇理論及其
意涵。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what 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2 讓學生學會如何藉由理性選擇理論
分析公共行政的議題。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analyze the issu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b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教學方法
序
號

教學目標之目標類型、核心能力、基本素養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目標類型
院、系(所)
核心能力

校級
基本素養

 1 講述、討論 測驗認知 BDE 1235

 2 講述、討論 測驗認知 BDE 1235

授 課 進 度 表

週
次
日期起訖 內 容 (Subject/Topics) 備註

 1 課程說明
109/03/02～

109/03/08

 2 Introduction to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 理性選擇理
論基礎介紹 一

Ch.1-3
109/03/09～

109/03/15

 3 Introduction to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I 理性選擇
理論基礎介紹 二

Ch.4
109/03/16～

109/03/22

 4 Introduction to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II 理性選擇
理論基礎介紹 三

Ch.5
109/03/23～

109/03/29

 5 Topic I: Responsiveness-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民意與公共管理

Ch.6
109/03/30～

109/04/05

 6 Topic I: Responsiveness-Incentive structure 誘因結
構

Ch.7
109/04/06～

109/04/12

 7 Topic I: Responsiveness-Who participate? 誰參與公
共事務

Ch.8
109/04/13～

109/04/19

 8 Topic II: Responsibility-Bureaucratic Neutrality 文官
中立性

Ch.9
109/04/20～

109/04/26

 9 期中考試週
109/04/27～

109/05/03

 10 Topic II: Responsibility-Democratic governance 民主
治理

Ch.10
109/05/04～

109/05/10

 11 Topic II: Responsibility-Policy analysis and political 
argument 政策分析與政治論證

Ch.11
109/05/11～

109/05/17



 12 Topic III: 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in public sector 課責與公開透明

Ch.12
109/05/18～

109/05/24

 13 Topic III: 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in public sector 課責與公開透明

Ch.13
109/05/25～

109/05/31

 14 畢業考試週
109/06/01～

109/06/07

 15 教師彈性補充教學：理性選擇理論的案例影片探討 心得撰寫
109/06/08～

109/06/14

 16 ---
109/06/15～

109/06/21

 17 ---
109/06/22～

109/06/28

 18 ---
109/06/29～

109/07/05

 修課應
注意事項

1、遵守本校相關上課規定。
2、遵守政府與本校相關防疫規定與實施措施。
3、修課學生必須要有指定教材。

陳敦源，2019，《民主治理：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調和》(3版)。臺北
市：五南教科書與

教材

電腦、投影機教學設備

參考文獻 Austen-Smith, David and Jeffery S. Banks. 2000.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I: 
Collective Preferenc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usten-Smith, David and Jeffery S. Banks. 2005.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II: 
Stategy and Structur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uchanan, James M.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Boston, MA: 
Pearson.
Ordeshook, Peter C. 1986. Game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illiam H.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San Francisco : 
W. H. Freeman.
吳秀光、陳敦源譯，William H. Riker原著，2014，《政治聯盟理論》，臺北
市：聯經。
林繼文，2005，〈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擇〉，《政治科學論
叢》，25：67-104。
謝復生，2013，《實證政治理論》，臺北市：五南。
徐仁輝、袁孝平譯，R. Miller, D. Benjamin, and D. North著，2010，《公共議題
經濟學》，臺北市：智勝。

學期成績
計算方式

篇 (本欄位僅適用於所授課程需批改作業之課程教師填寫)批改作業
  篇數

◆出席率：  25.0  %   ◆平時評量：      %   ◆期中評量：30.0  %

◆期末評量：30.0  %   

◆其他〈心得撰寫〉：15.0  %



備  考

「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csp 或由教務處 
首頁→教務資訊「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進入。

※不法影印是違法的行為。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勿不法影印他人著作，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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