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資訊 

學分    Credit 2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全球化議題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Issues on Globalization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沈宗瑞 

上課時間 Time W5W6 （面授時段：星期三 13:20-15:10） 

上課教室 Room 教 311 （清華大學教育館三樓 311） 

 

＊請特別注意「四、遠距教學」說明＊ 

 

課程大綱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為一整合性課程，遠溯 16世紀資本主義發展，並主要針對七零年代

後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所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諸種特質與議題作為

課程設計核心。台灣社會未來發展必然與此一趨勢息息相關，而台灣的大學生在

面對此一波以科技知識為主要動力內容的態勢中，十分必要對此全球化趨勢在政

經社各方面的發展內涵有些初步的理解，俾能在科技知識之外也能夠對人文社會

及永續發展的課題表達知識份子的關懷。  

課程設計：本課程主要採世界體系論觀點，分成五個學科面向，分別為歷史、

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領域，從此五個面向切入探討全球化的意涵及其本質，

提供學生整合的分析架構與觀點。析言之，其個別議題將包括資本主義的歷史發

展、國際政治結構與組織、全球化的經濟組織與網絡、新科技與經濟循環、國家

與跨國資本、經濟區域聯盟（歐盟、北美、東亞）、勞動力的國際移動、女性主

義、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全球公民意識、本土與全球性文化的

衝突與共存等。對於每一個議題除了照顧其間的相關性與系統性外，並將從學生

日常生活中所能觸及的經驗中切入，俾引起學術興趣及共鳴。  

 

 

二、課程大綱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緣起、主旨、綱要與作業說明 9/19      面授  

2 全球化理論派別簡介 9/26              遠距教學  

3 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及發展 10/3      遠距教學  

4 現代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 10/10        遠距教學  

5 世界景氣循環與國際政治結構 10/17      遠距教學  

6 影片賞析或相關議題討論 10/24          面授  

7 全球性經濟組織及其運作邏輯 10/31      遠距教學  



8 資本全球化、國家與全球競爭 11/7      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11/14                          面授  

10 全球化經濟與經濟民族主義 11/21        遠距教學  

11 全球化與文化霸權 11/28              遠距教學  

12 影片賞析或相關議題討論 12/5          面授  

13 全球化下的國際勞工 12/12              遠距教學  

14 性別分工與女性主義議題 12/19          遠距教學  

15 全球地方化時代的新公民社會 12/26      遠距教學  

16 敵對(rivalry)年代的三大經濟區域競合 1/2  遠距教學  

17 影片賞析或相關議題討論 1/9          面授  

18 期末考 1/16                          面授  

 

 

三、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網路教學 12講及課堂面授 6次（含期中、期末考）。 

 

 

四、遠距教學  

教學網站：http://cge.learnbank.com.tw/ 

旁聽生帳號：guest001、密碼：nthuguest（請勿更改密碼） 

暑假已選課之清大學生，已開設個人帳號為學號（數字部份），預設密碼：000000。 

欲加選學生可先以旁聽生帳號登入，瀏覽線上教學平台。登入教學平台後，

點選「我的課程」「課程教室」「全球化議題」即可進入課程專區。 

後來確定加選的清大學生與台聯大學生請到「學習互動區」「課程討論」

「填寫資料申請帳號」，俾便儘速開設個人專屬帳號。 

線上教學的內容，請到「學習互動區」「開始上課」，點選各講子標題可

以觀看沈宗瑞老師之線上教學，下方「教材列印」可以下載各講講義之 pdf檔。

目前已經開放「第一講  全球化理論流派簡介」之影片與講義供同學們瀏覽。 

「第一講  全球化理論流派簡介」屬於第二周之授課內容，同學們必須在

10/3前自行完成線上學習，並且進入「評量區」「作業/報告」「作業 001」

完成作業繳交；其後各講線上授課內容將陸續開放，同學必須在一週內（下週三

前）完成學習並繳交當週作業。 

若同學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學習互動區」「課程討論」中，「張貼」

新文章，或者「回應」相關主題，或來信與助教、老師聯絡。 

沈宗瑞老師：trshen@mx.nthu.edu.tw 

蔡佩娟助教：danapai@gmail.com 

 

 

mailto:trshen@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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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績考核（Evaluation） 

期中考 20%，期末考 20%，期末報告 30%，出席表現 10%，作業討論 20%。  

 

＊期中考與期末考：每考分為四題簡答題與兩題申論題。 

 

＊出席表現：以面授出席率及線上課程使用率綜合計算。除必須出席之期初說

明、期中考、期末考外，三次影片欣賞之面授課程若無故缺席，清大、交大學生

一次扣 3分，中央、陽明學生一次扣 2分；線上課程之網站使用時間與頻率，於

期末依綜合表現考評。 

 

＊作業討論：線上作業考核學生對線上教學的學習狀況，12次線上教學共計繳

交 12次小作業，每次 300-500字申論。 

 

＊期末報告： 

第一、寫作方式與內容原則： 

一、針對各講主題自訂題目，但要先敘述就上課內容提出你的問題意識（亦即，

報告之題目）。 

二、相關問題已有的研究與看法之彙整。 

三、你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角度或方式。 

四、整理相關資料後，進行評析或整合相關的看法。 

五、可以引伸的論點或議題討論。 

第二、報告格式： 

一、總數三千五百字左右。 

二、符合學術格式，包括題目、大綱、內文、注釋、參考資料等。 

第三、評分重點： 

一、回顧文獻彙整充分。 

二、論理與觀點清晰有據。 

三、有獨到見解。 

 

 

六、參考書目 

（一）指定用書（Text Books） 

David Held等著，沈宗瑞等譯校，2004，《全球化衝擊》，台北：韋伯文化。〈上

課教材〉  

（二）參考書籍（References） 

第一講  全球化與全球化理論派別簡介 

參考資料： 

David Held等著，沈宗瑞等譯校，2004，《全球化衝擊》，台北：韋伯文化。 



程光泉主編，2002，《全球化理論譜系》，湖南人民出版社。 

Ulrich Beck，孫治本譯，1999，《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

北：商務。 

房思宏，2001，《關於全球化論述的知識對話》，台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延伸閱讀： 

Marshall Mcluhan，1969，《地球村 ── 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Theodre Levitt，1985，「談市場的全球化」，《哈佛商報》。 

 

第二講  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及發展 

參考資料： 

沈宗瑞，1993，〈第二章〉，《略說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發展》，台北：幼獅文化。 

黃仁宇，1991，《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Braudel, Fernand，劉北成譯，1991，《論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Braudel, Fernand，顧良譯，1992，《15至 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卷一），北京：三聯。 

Braudel, Fernand，顧良．施康強譯，1993，《15至 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

資本主義》（卷二、三），北京：三聯。 

Wallerstein, Immanuel，路愛國、丁浩金譯，1999，《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 

 

第三講  現代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 

參考資料： 

沈宗瑞，1993，〈第三章〉，《略說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發展》，台北：幼獅文化。 

Wallerstein, Immanuel，郭方等譯，1998，《現代世界體系》（全三卷），台北：桂

冠。 

Wallerstein, I.,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D. Kondratieff, 1985,  “The Long Waves of Economic Life,” Review of Statistics, 

VXII, 6, pp.105-115. 

Peter J. Taylor, 1993, Political Geography---world 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TK. Hopkins & I. Wallertein, “Cyclical Rhythms and Secular Trend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Some Premises, Hypotheses, and Questions.” Discussion paper 

1978, 08, Colloquium on Crisis in the World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Stanbery（F. 

R. Germany）  

Giovanni Arrighi, 1986, “Custom and Innovation: Long Waves and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in Long Term Fluctuations”. 

 

第四講  世界景氣循環與國際政治結構 

參考資料： 

沈宗瑞，1993，〈第四、五章〉，《略說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發展》，台北：幼獅文化。 

列寧，1979，《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Beck, Ulrich et al，王學東．柴方國等譯，2000，《全球化與政治》，北京：中央編

譯。 

Reich, Robert B.，1994，《國家的作用：21世紀的資本主義前景》，上海：譯文。 

Albrow, Martin，高湘澤、馮玲譯，2001， 《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

和社會》，北京：商務。 

T. K.Hopkins &I. Wallerstien, 1978, “Cyclical Rhythms and Secular Trend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Some Premises, Hypotheses, and Questions.” 

Discussion paper in Colloquium on Crisis in the World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Starnbery（F. R. Germany）.p.17.  

Christopher Chase-Dunn, 1978, “Core-Periphery Ralations: The Effects of Core 

Competition” in B.H.Kaplan（ed.）, Social Change in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Sage, p.163 

Abert Bergesen & Ronald Schoebery, 1980, ”Long Waves of Colonial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1415-1969,”in A. Bergesen（ed.）, Studies of the Morde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240.  

 

第五講  全球性經濟組織及其運作邏輯 

參考資料： 

MoneyDJ理財網財經知識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址：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b9cc5129-5174-4f61-b

ab8-b50e36ecaccb。 

 

第六講  資本全球化、國家與全球競爭 

參考資料： 

弗朗索瓦‧沙奈著，齊建華譯，2001，《資本全球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Gray, John，1999，《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台北：時報文化。 

Longworth, Richard C.，應小瑞譯，2000，《虛幻樂園：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

台北：天下文化。 

Seitz, Konrad，張履棠譯，1998，《爭奪世界技術經濟霸權之戰》，北京︰中國鐵

道。 

朱文暉，2000，《改變世界：解讀美國新經濟》，南京：江蘇人民。 



弗朗索瓦．沙奈，齊建華．胡振良譯，2000，《金融全球化》，北京︰中央編譯。 

Dobson, Wendy & Pierre Jacquet，彭龍譯，2000，《WTO中的金融服務自由化》，

北京︰北京出版社。 

延伸閱讀：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國

際直接投資統計年鑑》（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Statistics Yearbook）。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世界投資報告（WIPS）。 

 

第七講  全球化經濟與經濟民族主義 

參考資料： 

Kees Terlouw, 2002, “The Semiperipheral Space in the World-System” , Review XXV, 

NO.1, pp. 1-22. 

維基百科：有關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等。 

 

第八講  文化全球化與文化霸權 

參考資料： 

Tomlinson, John著，鄭棨元、陳慧慈譯，2001，《全球化與文化》，台北：韋伯文

化。 

Tomlinson, John，馮建三譯，1994，《文化帝國主義》，台北：時報文化。 

Tomlinson, John，馮建三譯，2000，〈從帝國主義到全球化〉，朱立元總主編、包

亞明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後現代景觀》（第四卷），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頁 369-379。 

大前研一，1996，《民族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興起》，台北：立緒文化。 

Huntington, Samuel P.，周琪等譯，1999，《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新華。 

Robert McChesney，〈全球傳媒體系與新自由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演說，2000

年 10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網址：

http://www.xinmiao.com.hk/trad/globalize/gl044.htm。 

王寧、薛曉源主編，1999，《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 

延伸閱讀： 

房思宏，2001，《關於全球化論述的知識對話》，台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Edward W. Said著，王志弘等譯，1999，《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台北：立緒。 

Antonio Gramsci，1983，《獄中札記》，上海：人民，頁 233-238。 

Lee, H., 2005,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tective Film Policies: A Case Study of the 

Korean Screen Quota System. A Conference Paper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pp.1-38）, 2005 Annual Meeting, New York, NY. 

 

http://www.xinmiao.com.hk/trad/globalize/gl044.htm


第九講  全球化下的國際勞工 

參考資料： 

曾嬿芬，〈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 61期，2006年 3月。 

王宏仁、白朗潔，〈誰從台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

設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5期，2007年 3月。 

藍佩嘉，〈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社》第 64

期，2006年 12月。 

劉梅君，〈「廉價外勞」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8期，

2000年 6月。 

夏曉鵑，〈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 39期，2000年 9月。 

延伸閱讀： 

藍佩嘉，〈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 48期，2000年 12月。 

成露茜，〈跨國移工、台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8

期，2002年 12月。 

廖元豪，〈全球化趨勢中婚姻移民之人權保障：全球化、台灣新國族主義、人權

論述的關係〉，《思與言》第 44卷第 3期，2006年 9月。 

趙剛，〈「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2期，2006

年 6月。 

夏曉鵑，〈「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示威就是傳播：台社傳媒讀本》，台

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 

趙彥寧，〈社福資源分配的戶籍邏輯與國境管理的限制：由大陸配偶的入出境管

控機制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9期，2005年 9月。 

陳信行，〈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民社會與跨國階級政治：從台灣支援中美洲工

人運動的兩個案例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0期，2005年 12月。 

夏曉鵑, “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Grassroots Migrant Moveme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1(1) , 2009/3. 

夏曉鵑，〈新移民運動的形成〉，《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台社社會運動讀本》，

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 

夏曉鵑，〈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流動與根著：

台社都市與區域讀本》，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 

 

第十講  性別分工與女性主義議題 

參考資料： 

成露茜、熊秉純，〈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台灣個案〉，《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 14期，1993年 3月。 



藍佩嘉，2007，〈性別與跨國遷移〉，黃淑玲、游美惠編，《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

台北：遠流。 

林津如，〈「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39期，2000年 9月。 

蕭蘋，2007，〈性別與媒介〉，黃淑玲、游美惠編，《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台北：

遠流。 

延伸閱讀： 

張晉芬，〈參與趨勢：總體、性別與年齡差異〉。網址：

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市場勞動的參與趨勢：總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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