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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彭信坤奉核定兼任所長，聘期自

96 年 8 月 10 日至 99 年 8 月 9 日。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陳志毅奉核定為助研究

員，聘期自 96 年 8 月 1 日起。 

社會學研究所謝斐宇奉核定為助研究員，聘期自

96 年 8 月 15 日起。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馬尚德奉核定為副研究員，聘期

自 96 年 9 月 14 日起。 

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貞德奉核定自 96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借調國立清華大學擔任歷史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奉核定自 96 年 8 月 1 日

至 99 年 7 月 31 日，借調國立東華大學擔任歷史學系教

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公布欄  

文哲所圖書館閉館公告 

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96年 8月 24日(星期五)舉行自強

活動，圖書館因人力不足而閉館停止圖書服務。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 

 

學術活動  

《清代詩話考述》（上、下）出版 

文哲所圖書文獻專刊 10 《清

代詩話考述》（上、下）業已出版；

清代詩話著作如林，內容宏富，為

研究中國文學批評者不可或缺之

資料。本書係在香港研究資助局

（RGC）補助下，結合臺灣、香港、

大陸等地學者，對一千多種的清代

詩話，作內容考述的工作。詳情請參考網址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board.htm  

《六經始末原流》出版 

文哲所古籍整理叢刊 13

《六經始末原流》業已出版；此

書是明末吳繼仕編纂的經學史

專著，世上幾乎不見流通，編校

者爰就個人所蒐集到原藏於日

本內閣文庫的刊本以及藏於德

國華裔學志研究所圖書館的抄

本，參互校訂，重排刊布，用供

經學史研究者參考之用。詳情請參考網址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 /home/board.htm  

「第三屆亞洲法律經濟學會年會」 

時間：96 年 8 月 16（週四）至 17 日（週五） 

地點：人文社會科學館 3 樓 (專題演講：國際會議廳， 

Session A：第一會議室，Session B：第二會議室)  

 
編輯委員：紀元文 楊大衍 楊淑美 廖弘源 羅紀琼 

排  版：林曉真  黃淑娥  德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nica.edu.tw/as/weekly/index.html,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en 

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 

地址：臺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2789-9872，2789-9408；傳真：2789-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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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術演講  

學術事務組來函更正 
週報第 1132 期公布欄「97 年度本院新增主題

研究(整合型)計畫核定公告」(一) 數理科學組：

AS-97-TP-A11 「單一奈米螢光鑽石的生物發展與

應用」主持人應為「范文祥、張煥正」，特此更正。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bo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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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 

時  間 主 持 人 講  題 / 主 講 人 

8:50- 9:00  
Welcoming Address 

Yinghwa Chang  

9:00-10:00 
Invited Speech 

Moriki Hosoe Fed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Learning from South 
Africa / Daniel Rubinfeld 

10:30-12:00  
Session A1: Contract   
 
 
Session B1: Securities 
Law 

Kotaro Uchino Alocation Rules of Litigation Cost under Hadley Rule for Violation of 
Contract / Kazuhiko Sakai 

Timing of Bilateral Breach and Remedies / Shigeharu Sato 

Breach Remedies of Contract, Settlement and Litigation / Kotaro Uchino 

Chenggang Xu An Optimal Design of Securities Laws: Revisiting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 / Iljoong Kim 

Some Thoughts on the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Securities 
Law–Some South East Asian Insights / Armin J. Kammel 

Does Financial Regulation Matter? Market Volatility and the US 1933/34 
Acts / Sheng Li, Chenggang Xu 

13:00-14:00  
Session A2: Legal 
Reform in China  
 
Session B2: Empirical 
Studies 

Stefan Weishaar Legal Reform for Commercialization of State Owned Bank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 Critical Evaluation / Richard Wu 

The Legal Regime Preventing Pre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Analysis / Stefan Weishaar 

Tadashi Mima Poverty, Inequality,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Property Crimes in Pakistan: 
A Time Series Analysis / Shabib Haider Syed, Eatzaz Ahmad 

Cost Benefit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Terrestrial Broadcasting in Japan / 
Tadashi Mima, Masashi Ueda, Hitoshi Okada, Noboru Sonehara 

14:15-15:45  
Session A3: Law and 
Economics  
 
 
Session B3: 
International Law 

Kuniyoshi Saito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with Rent Seeking / Moriki Hosoe 

A Research Note on Applying the Statistical Notion of “Confidence 
Intervals” in Tort Trials / Felix W.H. Chan, Wai-Sum Cha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ccident Externality: A Japan-U.S. Comparison / 
Kuniyoshi Saito, Takaaki Kato, Tetsuya Shimane 

John M. Connor International Cross-Regime Linkages / Vincy Fon 

Evaluate the Role of Non-State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 Suyu Liu 

Global Antitrust Prosecutions of International Cartels: Focus on Asia / 
John M. Connor 

16:00-17:15  
Session B4: Law and 
Economics II 

Meg A. Sato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ort Law: Market-based or Command and 
Control? / Tzeshiou Chien 

Divorce Asset Division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  
Euston Quah, Shuntian Yao 

Separation of CEO and Board: A Comparison of the U.S. and Japan / 
Meg A. Sato 

8 月 17 日 

Invited Speech  
9:00- 9:30 
9:45-10:30 

 
Winand Emons  
Ivan Png 

 
The Economics of Privacy / Ivan Png 
A Trust Model of Quality in North-South Trade / Eric Rasmusen 

10:45-12:15  
Session A5: Banking 
Regulation  
 
Session B5: Litigation 

Balakrishna 
Gopalakrishnan 

The Effect to the Bank Regulation by Selfish Regulator / 
Shinya Shimoda 

Law Governing Electronic Banking: Favouring Economic Growth- The 
Indian Scenario / Balakrishna Gopalakrishnan 

George Barker Plea Bargaining with Multiple Defenda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 Jeong-Yoo Kim 

Accuracy versus Falsification Costs: The Optimal Amount of Evidence 
under Different Procedures / Winand Emons, Claude Fluet 

Legal Effort and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s of the Law Firm /  
Yue Qiao, Neil Rickman 

13:20-14:20  
Session A6: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ssion B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aisaku Goto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Commercial 
Piracy / Dyuti S. Banerjee, Teyu Chou 

Rewards vers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Green Innovation / 
Daisaku Goto 

Mariko Watanabe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Improved Foreign Investor Confidence in 
Bangladesh: A CGE Analysis / Serajul Hoque 

Financial Aspects of Transactions with FDI: Enforceability in Trade 
Credit / Seiro Itoh, Mariko Watanabe, Noriyuki Yanagawa  

主辦單位：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參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cibs/activity.html, http://aslea.org/conf_announcement.html 

http://www.rchss.sinica.edu.tw/cibs/activity.html
http://aslea.org/conf_announc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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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民主化的陷阱：從威權走向假民主 

徐斯儉（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民主逆流 

近年來，由於美國布希政府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中東地區大力推行所謂「民主化」的進程遭受到很大的挫

折，除了伊拉克及阿富汗新成立的民選政府的羸弱無能、並為內在族群派系的內鬥所苦而幾乎面臨瓦解之外，巴勒

斯坦的哈馬斯在民主選舉中擊敗法塔赫取得國會過半，但是通過民主選舉所取得的政權卻受到西方的孤立、排斥及

打壓，形成類似內戰的狀態。而在過去蘇聯統治地區，在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所發生的所謂「顏色革命」，

卻引來另一波由俄羅斯和中國所主導、對西方民主的反制。從南美的政治左轉浪潮中委內瑞拉的查維斯對反對派和

媒體的打壓及尋求修憲使其能在兩任後能繼續連任，到烏茲別克勒令境內 60%的非政府組織關閉，以及塔吉克對境

外援助非政府組織的控制，到俄羅斯的普京對反對派的打壓、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非政府組織的嚴加看管，反民

主的事例比比皆是。當然，中國對維權和異議人士的恐嚇、騷擾、逮捕、羈押，對媒體網路的控制，和政府在拆遷

徵地中的強取豪奪，更是為反西方民主高唱讚歌。隨著中國與俄國一方面加強其威權鐵腕的控制，另一方面卻藉著

靈活或強悍的外交提升國力，此種「弱社會、強國家」的模式，儼然成為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效法的對象，紛紛起

而效尤，形成一股反西方民主的國際逆流（Carothers, 2006）。 

一方面受到最近這種逆流的影響，另一方面，自從冷戰結束以來，新興民主國家也遇到許多困境，許多從前蘇

聯東歐共產世界走出的政權，並沒有民主化，而是成為另一種徒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的「半民主」或「半威權」

政體（Ottaway 2003），或者是「假民主」（Pseudo-Democracy）的「混合政體」（Diamond 2002）。這些現象使比較

政治學界出現許多反省，對於天真地想要將「西方民主」輕易加諸於發展中國家的作法產生保留，在理論上也展開

了各種討論，觸及「民主化」理論的一些更為幽微的邏輯。 

非自由的民主 

Fareed Zakaria 在 1997 年底的《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文章（Zakaria 1997），

指出過去西方一直認為通過自由選舉所產生的民主政體，理所當然地應該會實現憲政自由主義，保護個人人權、財

產、及政治權利，可是愈來愈多的國家通過選舉後，卻實行違反人權、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非自

由的民主」。其實，在 1994 年第二期的《外交事務》季刊中，Zakaria 訪問李光耀，李表示美式的民主在許多發展中

國家的實踐經驗中顯示個人的權利獲得過渡縱容，其結果是擾亂社會秩序與穩定，造成許多災難，這是從價值上對

所謂「西方民主」最直接的挑戰（Zakaria 1994）。在《自由的未來》（2003）一書中，Zakaria 更清楚地表明他的觀

點。他認為，當一個社會先有「憲政自由主義」的基礎時，民主才能良好地運作。他所謂的「憲政自由主義」，包

含「法治、財產權、契約、及個人自由」等要素。他認為，缺乏這些要素而立即舉行自由選舉，是導致一個國家成

為「非自由民主」的途徑。當然，Zakaria 的觀點與李光耀畢竟是不一樣的，前者認為缺乏真正的自由主義傳統是導

致民主失敗的原因，而後者則是認為過渡的自由與民主是導致一個國家失敗的最佳配方。這其中牽涉到的價值判斷

是迥然不同的。 

導致族群衝突和對外戰爭的民主化 

另外一種對於民主化的反省是由 Edward Mansfield 與 Jack Snyder 所提出的（Mansfield & Snyder 1995）。他們認

為，傳統的看法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打仗，但他們運用過去兩百年的資料研究後發現，當國家在向民主轉型的過

程中，不僅比較容易產生戰爭，更可能與其他的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Snyder 自己的研究則闡明，當民主轉型的

過程中，許多政治菁英為了爭取選票、鞏固其政治地盤，往往喜歡以「民族主義」（nationalism）作為政治動員的手

法，對民眾進行說服，如此便很容易導致國內的族群衝突及與外國的戰爭。尤其是在民主制度羸弱（如沒有好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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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體系、民間組織與參與管道、專業的官僚體系、

及專業化的媒體）、以及原來的政治菁英懼怕民主

化會侵蝕其既得利益的情況下，此種產生族群緊

張和對外戰爭的傾向更容易出現。（Snyder 2000）

在他的《從投票到暴力》一書中，Snyder 舉出走

向這條道路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斯里蘭卡、印度、

盧安達、蒲隆地等等，此外，許多從共產主義走

出的國家也出現這樣慘痛的經驗，尤其以南斯拉

夫解體的過程尤然（Snyder 2000）。 

從威權走向半民主半威權的混合政體 

關於這些從威權或共產極權體制中轉型出

來，卻又還沒完全走到民主政體的這些國家，在

比較政治學上究竟要怎麼分類，目前仍存在不同

看法。茲以史丹佛大學的 Larry Diamond 教授的分

類作為例子，看一下在 2001 年底全世界政權型態

的分佈（Diamond 2002）。Diamond 主張，將所有政權分為六類：「自由民主」（自由之家評分在 1 到 2 分之間者）、

「選舉民主」（有民主的選舉、但在自由之家的自由評分尚程度不及自由國家之程度）、「性質模糊政權」（處於「選

舉民主」與下一個「競爭威權」之間）、「競爭威權」（容許競爭選舉、但政治與社會自由程度處於低度自由狀態）、

「霸權選舉威權」（僅有象徵性的選舉、如果不反對和挑戰政權，則容許反對黨、媒體、社會組織很有限的生存空

間）、「政治封閉威權」（不存在有意義的選舉、政治和社會自由程度處於不自由）。根據統計，2001 年底，經過第三

波民主化後，全球屬於前兩類（民主政權）的有 104 個，佔總數的 54%，超過一半。屬於中間三種「混合性政權」

的有 63 個，佔總數的將近 33%。而屬於最後兩種威權政體的有 25 個，佔總數的 13%。也就是說，在 2001 年底全

球超過一半是民主政體，另有三分之一是混合政體，剩下的 13%是清楚的威權政體（見表一）。 

表一、2001 年底全球政體分類 

政體類型 公平競爭的選舉 政治社會自由程度 
人口超過一百萬以上 

之國家個數（%） 

人口不足一百萬 

之國家個數（%） 

所有國家個數
（%） 

自由民主 有 自由 45(30.0) 28(66.7) 73(38.0) 

選舉民主 有 部分自由 29(19.3) 2(4.8) 31(16.1) 

性質模糊政權 有或有限競爭 部分自由 14(9.3) 3(7.1) 17(8.9) 

競爭威權 有限競爭 部分自由 19(12.7) 2(4.8) 21(10.9) 

霸權選舉威權 象徵性 低度自由 22(14.7) 3(7.1) 25(13.0) 

政治封閉威權 無 低度自由 21(14) 4(9.5) 25(13.0) 

總  數   150(100) 42(100) 192(100) 

摘自：Diamond (2002: 26). 

Hadenius & Teorell（2007）的研究則針對威權政體提出另一種分類法，將威權政體分為「君主威權政體」、「軍

事威權政體」、「無黨威權政體」、「一黨威權政體」、及「有限多黨威權政體」。根據他們從 1972 到 2002 年的分析，

在 1990 年代後除了民主政體開始增加以外，「有限多黨威權政體」是增加最多的一類。這類威權政體雖然可能在總

統或國會大選中允許反對黨參與競爭選舉，但可能部分族群或團體被排除在外、或者制度安排對某個族群或團體特

別有利，比較像是上述的「競爭威權」或「霸權選舉威權」。他們的研究也發現，「有限多黨威權政體」相較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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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Hadenius & Teorell (2007, 153) 

一黨威權 軍事統治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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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有限多黨威權政體 

民主政體 

圖一、各種威權政體向民主轉型的機率，197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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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政體」是最容易民主化的（見圖一）。他們還發現，從 1972 到 2003 年的這段時間內，當威權政體垮台之後，

其中只有 23%能成功地轉型為民主政體，也就是說有 77%的原威權政體轉型為另一種半民主半威權的混合政體。 

以上兩個研究都指出一項事實，既然混合政體佔了這麼大的比例，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與研究的。威權政體

的垮台不必然導致民主，更有可能的後果是另一種假民主政體的出現！ 

理論反省：民主化需要前提與順序嗎？ 

如果我們發現，竟然有這麼多的威權政體其出路是轉化為假民主，或半民主、半威權的「混合政體」，並且還

容易帶來不和平的後果和另一種壓迫，那麼是否意味著威權政體不應該輕易地進行民主化呢？ 

有些人於是認為，要進行成功的民主化是需要前提的，譬如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穩定的國家官僚機構與能力、

以及法治、和專業媒體等等。有人認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最好不要輕易地讓一個威權政體以進行全國性大選或公

投的方式民主化，否則可能導致嚴重的族群衝突、對外戰爭、反市場化改革，以及非自由的半民主政體等不好的後

果（Zakaria 2003; Mansfield & Snyder, 2005; Chua, 1998）。這種論調就是所謂的「民主化的前提或順序說」。 

對於這樣的論點，也有人提出質疑與反駁，尤其針對「先建立法治」與「先發展國家能力」作為民主化的前提

這兩個論點。Carothers（2007）指出，其實真正的「法治」是與威權統治格格不入的，而威權統治者強調要發展「國

家能力」往往成了加強其統治能力的代名詞。主張民主化需要一定的前提或順序，否則不應輕率進行民主化的論點，

往往成了延長鞏固威權的最佳藉口，這是真正主張民主化論點的人最應該小心的論述陷阱。他認為，與其主張「前

提或順序說」，不如主張「漸進論」，也就是從各方面緩緩但穩健地向著民主的方向推進，不同的社會脈絡也應有不

同的漸進方式。但整體而言，其目標是一步步讓公民社會茁壯、能逐漸形成在執政黨或團體之外有獨立性的政治結

社、並讓他們從參與地方或省的競爭性選舉開始、培養獨立自主的媒體來監督政治與政治、以及讓獨立專業的司法

機構逐漸發展成熟。但 Carothers 也強調，如果「漸進」不能實現這些目標，那恐怕也只是讓威權政體不斷拖延民主

化的另一個藉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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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日期 時間 地       點 主 持 人 講           員 講       題 

數   理   科   學   組 

8/17(五) 14:00 

天文所籌備處 

(台大凝態科學與

物理學館 716 室) 

 

Dr. Bao Ngoc Phan 

(天文所籌備處 

訪問學者) 

Discovery of New nearby late-M and L 

Dwarfs at Low Galactic Latitude and 

Future Plan to Study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Brown Dwarfs and 

Extrasolar Planets 

8/20(一) 10:30 
統計所 

2 樓交誼廳 
銀慶剛博士 

Dr. Markus Kuba 

(維也納科技大學) 
Analysis of Diminishing urn Models 

8/23(四)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呂光烈博士 

許貫中教授 

(師範大學) 

Water-Soluble Polymers: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8/24(五) 14:00 

天文所籌備處 

(台大凝態科學與

物理學館 716 室) 

 

Dr. Sujan Sengupta  

(印度理論高等天文物

理研究中心)  

Detecting Extrasolar Planets by 

Polarization 

生   命   科   學   組 

8/20(一) 11:00 
生醫所 

B1B 演講廳 
陶秘華博士 

楊文光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Post-Clinical Trial Translational Research 

- Cancer Stem Cells and Treg    

Lymphocytes as Targets for Improving 

Adjuvant Immunotherapy of Lethal 

Glioblastomas 

8/21(二) 

15:00 
多樣中心 

1 樓演講廳 
謝蕙蓮博士 

徐崇斌博士後 

(多樣中心) 

The Effects of Sediment Compaction on 

the Macrofauna in the Kaomei Wetland 

15:30 
基因體研究中心 

1 樓演講廳 
 

陳仲瑄特聘研究員 

(基因體研究中心) 

Novel Physical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8/16(四) 14:00 

人社中心前棟 3 樓

調研中心焦點團體

室 

楊孟麗博士 
杜素豪副研究員 

(人社中心調研中心) 
探索態度量表回答模式的訪員效應 

8/21(二) 

10:00 
人社中心 

B202 會議室 
 

巫毓荃醫師  

(耕莘醫院) 

消失的憤怒：一個日治時期社會心理學

實驗的場域分析 

14:30 
歐美所研究大樓 

1 樓會議室 
方萬全博士 古秀鈴小姐 

Guttenplan on Davidson's Account of 

Metaphor 

8/23(四) 10:00 
文哲所 

2 樓會議室 
鍾彩鈞所長 

張學智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系) 
江右王門王塘南的哲學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