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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歐洲統合專題

Globalization and the EU Integration

PUAD5958Z 公共行政學系

113/2

碩專

3.0/3.0選修 Elective

/朱景鵬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近20年來，全球化已變成全球政治、傳媒以及學術界討論之焦點。全球化代表著機會但也意味著更多的挑戰與威脅。
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國際化與逐步的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一種過程。全球化同時也指涉一種歷史實
質演化之過程，在全世界各個區域產生程度不一的不對稱發展之全球趨勢。簡言之，全球化是一種介於不同國度、地
區、社團、組織、機構以及各種議題與問題之全球性互賴與聯繫網絡現象。此一聯繫網絡特別指涉量的增加、質的提
升以及空間的延伸性。此外，在全球化過程中，歐盟(EU)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球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風潮
受其影響很深，而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浪潮也都直接間接和歐洲統合(european integration)有著密切的關係。
同時，在此一關係網絡中，國家、國際組織與區域組織、跨國性企業、非政府間國際組織（NGOs）與非營利組織
（NPOs）以及民間社團等均構成全球化國際舞台之行為者。本課程基於全球化議題受國際社會重視程度日增，甚至成
為21世紀國際社會發展之主流趨勢，因此，主要教學目標有四：一是較全面性引述有關全球化之歷史發展過程及其概
念輪廓與定義之分析；其次是介紹區域化與全球化之理論框架與經驗發展之分析；三是評述區域化、全球化及其國際
行為者，例如國際組織，包括IGOs、NGOs、NPOs、TNCs等之相關性；四是評述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地
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之概念框架與實踐可行性之分析；五 是有系統地將歐盟及歐洲統合的重要議題進行講
授與分析。此外，本課程將結合歐盟莫內講座(Jean Monnet Chair)，另行安排數場演講，讓本課程得以彰顯多元的
觀點比較。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由資本主義、資訊科技、交通運輸等因素促成的全球化，使得全球市場相互連接與相互依存，人類組織與活動，轉向
跨國、跨區域、跨社會、跨部門的變化，連帶影響政府的治理能力。全球化的實現，逐漸界定人類的生活及社會福祉
在全球、全國及地方三種層次的互動，本課程希望了解全球化意義與趨勢、全球化對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區域主義
及公共行政的影響、以及其對治理體制與能力的衝擊與回應。

系專業能力

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系專業能
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Dept.’s
Education
Objectives

A
具備公共行政與政策規劃分析的理論基礎與評估能力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Building the Evaluation Capabilitie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Planning Analysis

○

B
具備理論分析的邏輯思考、問題分析與問題解決能力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

○

C
具備政策研究分析、溝通協調、政策行銷與行政團隊合作的能力Ability of Policy Analysis,
Communications and Negotiation, Policy Marketing, and Teamwork Cooperatio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 ：● 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授 課 進 度 表 Teaching Schedule & Content

週次Week 內容 Subject/Topics 備註Remarks



本學期第一次課程1
2/21
  學期課程計畫及教學內容介紹
  Introduction

2
2/28
  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 Perspective國定假日

3

3/07
  全球化之定義與歷史演進
  全球化之概念輪廓及其特徵
  Part II Globalization under European integration

4

3/14
  全球化分類：經濟全球化
  文化與社會全球化
  生態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
  EU's global role and its implications

文獻報告1-45

3/21
  區域化、區域主義：概念與發展
  理論檢視：霸權穩定理論VS.新自由主義、 新制度主義
  區域主義的全球性實踐經驗

Speech Dr. Z. Ferenzcy
6

3/28
  Integration theory,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清明假期7

4/04
  全球化與地方化（localization）之討論
  全球化與國際體系之互賴：概念與理論檢視
  European regional policy and role of the Committee of Regions

文獻報告5-88

4/11
  經濟互賴與全球化：統合（integration）與聚合（convergence）
  全球化與國際互賴：結果與影響
  EU/TTIP/CPTPP/RCEP/China for discussion

期中考週9
4/18
 全球化與國際組織：全球化之行為者
  EU as international regim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本周研討會/ 國際論壇場
次

10

4/25
  國際組織之形成與歷史發展
  國際組織之定義與形成要件
  EU'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文獻報告9-1211

5/02
  國際組織之分類
  國際組織之成因
  EU's supranationalism and intergovermantalism: Policy analysis

文獻報告13-1512

5/09
  國際組織之功能與角色
  國際組織之體系與運作
  EU'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innovations

Speech by Dr. Ferenzy
Topic: The EU a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relevance and capacity
to shape globalization

13

5/16
  全球化與跨國性行為者
  國際社會行為者之分類
  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ic）vs.多元中心論（multi-centric）之世界體
系比較
  EU'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innovations

Speech arrangement14
5/23
  非國家行為者與跨國性組織：對全球化之影響



15

5/30
  全球化、全球主義與全球治理
  區域化、區域主義與區域治理
  本土化、本土主義與地方治理
  結果與討論
期末報告專題與討論1-4

16
6/06
 期末專題報告與討論 5-9

17
6/13
 期末專題報告與討論 10-14

18
6/20
 自主彈性學習周次

教  學  策  略  Teaching Strategies

課堂講授 Lecture 參觀實習 Field Trip

其他Miscellaneous:講座專題演講暨討論

分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教 學 創 新 自 評 Teaching Self-Evaluation

問題導向學習(PBL) 解決導向學習(SBL)團體合作學習(TBL)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

磨課師 Moocs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產學合作 Industy-Academia Cooperation在地實踐Community Practice

跨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s)

跨院系教學Inter-collegiate Teaching跨界教學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業師合授 Courses Co-taught with Industry Practitioners

其它 other:



測驗
會考

實作
觀察

口頭
發表

專題
研究

創作
展演

卷宗
評量

證照
檢定

其他

配分項目
Items

配分比例
Percentage

多元評量方式 Assessments

學期成績計算及多元評量方式 Grading & Assessments

平時成績 General
Performance

20%
上課出席及討論情
況

期中考成績 Midterm Exam 30% 讀書心得報告

期末考成績 Final Exam 50% 專題報告

作業成績 Homework and/or
Assignments

其他 Miscellaneous
(__________)

評量方式補充說明
Grading & Assessment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期中文獻報告20分鐘，討論10分鐘;
期末專題報告20-25分鐘，討論10分鐘

朱景鵬 《國際組織管理》,台北:聯經。2004年
李貴英 《歐洲聯盟經貿政策之新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10月
李貴英、李顯峰  《歐債陰影下歐洲聯盟新財經政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10月
朱景鵬 《歐洲聯盟的公共治理:政策與案例分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12月
蘇宏達 《歐洲聯盟的歷史發展與理論辯證》，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10月
張亞中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9月
龐中英 大危機:全球挑戰和全球治理，台北:五南出版。2024年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Title, Author, Publisher, Agents, Remarks, etc.)
-Bickerton, Christopher J. (2011),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from effectiveness to
functionality, Palgrave Macmillan.
-Blanke, Hermann-Josef.; Mangiameli, Stelio (eds.) (2012), The European Union after Lisbon:
constitutional basis, economic order and external action, Springer.
-Cini, Michelle (2013),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aig, P. P (2010), The Lisbon Treaty: law, politics, and treaty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nnelly, Shawn (2010), The regim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constructing governance of the single
market, Great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eckhout, Piet (2011), EU external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bert, Mark (2012), European integration: a concis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Glencross, Andrew (2014),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tical union or a house divided?,
John Wiley & Sons Inc..
-Kaiser, Wolfram; Varsori, Antonio (2010), European Union history: themes and debates, Palgrave
Macmillan.
-Mau, Steffen; Verwiebe, Roland (2010), European societies: mapping structure and change, Policy
Press.
-McAllister, Richard (2010), European Union: a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urvey, Routledge.
-Pappi, Franz Urban.; Thurner, Paul W. (2013), European Union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s: domestic
preference formation,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the dynamics of compromise, Routledge, 2013
-Rees, G. Wyn, (2011), The US-EU security relationship: the tensions between a European and a global
agenda, Palgrave Macmillan.
-Staab, Andreas (2011), The European Union explained: institutions, actor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iersky, Ronald; Van Oudenaren, John (2010), European foreign policies: does Europe still matt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Van Vooren, Bart. (2013), EU external relations law and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a
paradigm for coherence, Routledge.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Title, Author, Publisher, Agents, Remarks, etc.)



課程教材網址(含線上教學資訊,教師個人網址請列位於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Including online teaching information.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listed here.)

 其他補充說明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