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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大一必修 
台灣與現代國家的形成（Taiwa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授課老師：姚人多 
上課時間：星期三 15：20—18:10 

Email: jtyao@mx.nthu.edu.tw 
 

課程介紹 
本課程乃是一門關於「現代國家」(the modern state)的導論課。課程的目標是要

訓練學生掌握談論與理解現代國家的基本能力。換句話說，課程設計的基本精神

是試圖給予學生一個有關現代國家的整體圖像。我所選擇的單元也許不是「現代

國家」的全部，不過，這些議題大致上涵蓋了截至目前為止社會科學界研究現代

國家時的基本議題。它們包括：資本主義、階級、戰爭、族群、民族主義、國家

暴力、威權政體、民主化、經濟發展、福利國家、區域整合、全球化、社會運動

等。原則上，我們將閱讀一些著名學者在該議題上的經典文獻，在若干週次，將

搭配台灣的情形作為參考與呼應。所有週次的主題，都將以概念與架構先行，然

後請學生們把它們放進台灣的脈絡裡面來思考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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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教材 

John Hall (ed.) (1994) The State: Critical Concepts. Volume 1-3. London: Routledge.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 （2010）《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 

北：群學 
 

課程要求 
1. 本課程為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大一必修課。所有修課同學都會以人社院專業

的學術標準加以嚴格要求。 
2. 本課程將分成四個小班（組），分別由一名博士班助教負責。每週上課的第一

個小時由助教先帶大家把文本中的重要概念講解一遍。閱讀文本時如果有任

何困難，也請同學們在助教討論時間中提出。小組出席率將列入學期總成績

計算。 
3. 本課程雖然多半使用英文文本，不過份量上都不算多。而且這些文本都是由

該領域的重量級學者所寫，對於入門者實在有提綱挈領的效果。請同學們務

必閱讀，期中與期末考都會從這些文本中出題。 
4. 期中與期末考之題目會於考試現場公布。 
 

評量方式 
1. 小組出席與討論佔學期總成績之 20％ 
2. 期中考佔學期總成績之 40％ 
3. 期末考佔學期總成績之 40％ 
 

每週主題 
 
第一週 2/23 課程介紹 
 
第二週 3/2 現代國家的基本定調 
□閱讀文本：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1, pp. 331-353. 
參考讀本： 
王振寰（2010）〈現代國家的興起：從殖民、威權到民主政體的國家機器〉，黃 

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2010）pp. 101-136 
 
第三週 3/9 現代國家與階級 
□閱讀文本： 
Bob Jessop “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John Hall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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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Volume 1, pp. 81-103 
參考讀本： 
矢內原忠雄 （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第二章（台灣的資本主義 

化） 
 
第四週 3/16 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 
□閱讀文本： 
Douglass C. North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tate in Economic History”,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2, pp. 325-334. 
黃崇憲（2010）〈從開港到加入 WTO：當代台灣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結構轉型〉，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 （2010）pp. 137-170 
 
第五週 3/23 現代國家與戰爭 
□閱讀文本：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1, pp. 508-529 
參考文本 
龍應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  
 
第六週 3/30 現代國家與族群分化 
□閱讀文本： 
Donald L.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3, pp. 197-228. 
參考文本 
王甫昌（2004）〈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 

析〉，台灣社會學，9：59-117 
 
第七週 4/6 校際活動週 放假一天 
 
第八週 4/13 現代國家與國家暴力、轉型正義 
□閱讀文本： 
Wu Nai-Teh （吳乃德）（2005） “Transition without Justice, or Justice  

without Hist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 1(July 2005):77-102 

 
第九週 4/20 期中考 
 
第十週 4/27 現代國家與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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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本： 
Ernst Gellner “Nationalism and the Two Forms of Cohesion in Complex  

Societies”,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2, pp. 7-24 
參考文本： 
吳叡人 2001 「『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 

論述，1919-1931」，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 43-110。
台北：新自然主義公司。 
 

第十一週 5/4 現代國家與威權政體 
□閱讀文本： 
Guillermo O’Donnell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s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in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2, 
pp.231-266. 

參考文本： 
王振寰（1988）〈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pp.  

71-116  
 
第十二週 5/11 現代國家與民主化 
□閱讀文本：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3, pp. 345-365 
參考文本： 
吳乃德（1988）〈搜尋民主化的動力：兼談民主轉型的研究取向〉，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2：1, pp. 145-162 
 
第十三週 5/18 現代國家與社會運動 
□閱讀文本： 
Michael Mann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3, pp. 43-59 
參考文本： 
李丁讚（2010）〈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 （2010） 

pp. 313-356 
 
第十四週 5/25 現代國家與經濟發展 
□閱讀文本： 
Alice H. Amsden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 Eve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p. 7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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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6/1 現代國家與福利國家 
□閱讀文本： 
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John Hall (ed.) (1994) Volume 3, pp. 415-439 
參考文本： 
呂建德（2010）〈台灣福利國家與現代性〉，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 （2010） 

pp. 446-476 
 
第十六週 6/8 現代國家與區域整合（以歐盟為例） 
□閱讀文本： 
Michael Mann (1993) “Nation-States in Europe and Other Continents:  

Diversifying, Developing, Not Dying”, Daedalus, Vol. 122, No. 3, 
Reconstructing Nations and States (Summer, 1993), pp. 115-140 

 
第十七週 6/15 現代國家與全球化 
□閱讀文本： 
Michael Mann (1997)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4, No. 3, The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utumn, 1997), pp. 472-496 

 
第十八週 6/22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