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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院 

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 

公共政策博士學位課程 

學科單元大綱 

 2021 /2022  學年 第  二  學期 

學科單元 全球化與區域合作專題 班別編號 PPOL8105 

先修要求 沒有 

授課語言 中文 學  分 3 

理論課課時 45 課時 實踐課課時 0 課時 總 課 時 45 課時 

教師姓名 許昌,李燕萍,謝四德 電 郵 
xuchang@ipm.edu.mo, 
ypli@ipm.edu.mo, 
stche@ipm.edu.mo 

辦 公 室 氹仔校區，珍禧樓，312,360,339 室 電 話 85998-709, 707, 705 

 

學 科 單 元 概 論 

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使得人類的行動能力與範圍都得到了大大的擴張，跨域行為成為普

遍現象，尤以經濟活動對此反應最為敏感，隨之形成了經濟全球化觀念。然而，任何跨域經

濟行動的展開都離不開在地化的適應，為當地的公共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課題。由此，政府

是積極主動地擁抱全球化，還是消極被動地等待全球化就成為一個選擇。與此同時，全球化

還對本地文化、原有價值與觀念等構成衝擊，全球化或區域合作成為這個時代難以避免的話

題。本課程以客觀中立的方式觀察全球化發展歷程，重點介紹經濟全球化與公共治理全球化

的熱點與難點問題，在此基礎上，對全球化哲學思潮的流變進行簡要評述。 
本科目是此項課程中的選修科目，旨在補充學員相關知識，拓寬視域，引導學員在自身專業

領域內適宜地思考有關全球化問題。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區域合作中的澳門

如何在不迷失自身的情況下又能貼合時代發展脈搏。 
 

學 習 目 標 

修習完此科目後，學生將能夠： 
1.識別全球化問題的實質根源與核心問題。 
2.描述全球化的發展歷程與預測可能的趨勢。 
3.掌握全球化問題對公共政策形成的影響及應對方法。 
4.創造性地將相關理論運用於有關區域合作實踐之中。 

mailto:xuchang@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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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內 容 

1. 主題一 (3 課時)：全球化的理論與現實基礎 
學員需要知曉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的一般進程，瞭解全球化觀念出現的歷史節點。 
學員需要掌握全球化理論的發展路徑與實踐情況 
學員能夠理解分析全球化理論內涵 
 

2. 主題二（3 課時）：民族國家解構與維繫 
瞭解民族國家的起源和發展歷程 
掌握民族國家解構的意蘊 
辨別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維繫的難點與方法 
 

3. 主題三（3 課時）：中國與全球化 
瞭解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遭遇。 
圍繞“李約瑟”之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重構中國的全球化觀念 

 
4. 主題四（3 課時）：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功能與地位 

瞭解國家改革開放的一般進程與方法 
掌握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作用與發揮條件 

 
5. 主題五（3 課時）：全球化對公共治理的挑戰與應對 

瞭解公共治理的一般規律及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以大型跨國公司為例，分析公共治理行為對全球化行動的妥協與應對原則 
 

6. 主題六（3 課時）：全球化與跨文化交流 
瞭解全球化對文化造成的影響與跨文化交流可能存在的問題 
分析澳門作為跨檔交流節點的得失及其對理解全球化下文化的意義 

 
7. 主題七（3 課時）：全球化下的法治問題 

瞭解法治主義的一般規則與全球化對法治的衝擊 
掌握全球化下的法治與法治全球化的聯繫與區別並分析具體案例 

 
8. 主題八（3 課時）：反全球化的原因與歷程 

理解反全球化與全球化的一體兩面性 
掌握反全球化的具體事例與發展特點 

 
9. 主題九（3 課時）：區域合作中的“己身”與“他者”——粵港澳大灣區的討論 

區域合作中，澳門如何突顯個性又能有效協調與其他地區的關係 
“一國兩制”對區域合作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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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題十(3 課時): 經濟全球化的問題 
瞭解經濟全球化產生的經濟危機問題 
分析經濟全球化問題帶來的什麼影響，並討論中美貿易戰與經濟全球化的關係。 
 

11. 主題十一 (3 課時): 資本壟斷 
資本壟斷是不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特點、要點?資本壟斷在經濟全球化中如何操作，如何

獲取利益最大化?它是促進經濟全球化還是破壞經濟全球化? 
 

12. 主題十二(3 課時): 區域分工與產業轉移  
瞭解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分工的一種經濟邏輯，分析產業是如何在經濟全球化下，區域深

化分工中轉移? 21 世紀的科技大爆發有沒有出現新的區域分工和新的產業轉移路徑? 
 

13. 主題十三(3 課時): 區域合作與互補性競爭  
瞭解區域合作與互補性競爭之間的一種經濟邏輯，互補性競爭是否能夠更好的促進區域

合作? 以英國脫鉤為例分析。 
 

14. 主題十四(3 課時): 區域治理  
瞭解區域治理與區域合作的不同，分析互補性競爭從區域合作到區域治理的推進，並以

粵港澳大灣區為例。 
 

15. 主題十五(3 課時): 有為政府 
瞭解有為政府的經濟功能，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有為政府是不是一種客觀發展的必

然要求? 它應對經濟全球化問題的意義何在。 
 
 

教 學 方 法  

課堂教學、短片播放、個案分析、分組討論  
 
 

考 勤 要 求 

按《澳門理工學院博士學位課程教務規章》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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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分 標 準 

採用 100 分制評分：100 分為滿分、50 分為合格。 
 項 目 說 明 百分比 

1. 課堂參與 主要根據學員課堂參與、文獻閱讀情況進行評定。 50% 

2. 書面報告 每位元學員需結合課程內容寫一篇不少於 8000 字的課程論文，請

根據《“一國兩制”研究》期刊的規定處理注釋格式，如達到發表

要求，將推薦發表。 

50% 

  總百分比： 100% 
 

教 材  

課本 
暫無 
 
參考材料 

參考書 
 
江明修主編，（2008），《第三部門與政府：跨部門的治理》，臺北：智勝。 
李長晏，（2007），《邁向府際合作治理：理論與實踐》，臺北：元照。 
陳敦源，（2009），《民主治理：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調和》，臺北：五南。 
蕭新煌、官有垣、陸宛蘋編，（2009），《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臺北：巨流。 
E. R. Yescomb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rinciples of Policy and Finance 2007，Elsevier, UK. 
Engel, The Economic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 Basic Guide 20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aftery, J., Risk Analysis in Project Management 1994, E & FN Spon, London. 
Her Majesty Treasury,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The Government approach 2000, The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Denise Chevin, Public Sector Procuremen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Smith Institute, London, 
2005. 
Patricia Ordoñez De Pablos, Dynamic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in asia 
2018, Business Science Reference, Japan. 
Robert B. Denhardt, Thomas J. Catlaw, Theori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 7th Edition 2015. Cengage 
Learning, Stamford US. 
Victor Bekkers, Menno Fenger, Peter Scholten, Public Policy in A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cy 
Process 2017,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eters, B. Guy, American Public Policy: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2018, Sage,US 
Farazmand Ali, Global Encyclopedia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18, 
Springer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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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讓全球化造福全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 
[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 年。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高煜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美]丹尼•羅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 
Ben S. Bernanke/ Timothy F. Geithner/ Henry M. Paulson Jr. Firefight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Lessons. PENGUIN GROUP (USA) INC.2019. 
 [美]邁克爾•布若威：《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譯者：李榮榮，商務印書

館出版，2008 年。 
[德]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4 年。 
齊蘭：《壟斷資本全球化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 年。 
謝作詩、李善傑、穆懷中：《壟斷理論及其演進脈絡》，載於《經濟評論》，2008 年第 2 期，

109-114 頁。 
劉光溪：《互補性競爭論—多邊貿易體制與區域集團》(第三版)，經濟日報出版，2016 年。 
盧明華：《區域新型產業分工論》，科學出版社，2019 年。 
張肅、黃蕊：《產業轉移與區域經濟平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 
 
邁爾斯．卡勒 (Kahler, Miles)/ 高木誠一郎：《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王正毅譯，上

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07 年。 
吳維庫：《競爭與博弈（第 2 版）》，機械工業出版社。 
劉瀾昌、何亦文、編著：《粵港澳共融：實現創新區域發展》，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 年。 
黃榮源：《英國地方及區域治理: 歷史、制度與變革》，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美]裘蒂‧弗裡曼：《合作治理與新行政法》，畢洪海、陳標沖譯，商務印書館，2010 年。 
朱富強：《國家性質與政府功能》，人民出版社，2019 年。 
陳光：《區域治理多元規範及其結構優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19 年。 
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徐海銘、季海宏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馬基雅維利：《君王論》，徐繼業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 年。 
洛克：《政府論》，葉啟芳等譯，商務印書館，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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