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郭銘峰 

(Ming-feng Kuo)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專任副教授（2020.08~迄今） 

臺大政治系《政治科學論叢》(TSSCI)執行編輯（2021.08~迄今） 

專長與研究興趣: 

地方治理 

公民參與 

廉政與透明治理 

比較行政與政策 

應用計量方法 

學歷與教育訓練: 

•  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公共行政組博士 

•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學術榮譽與獎勵: 

•  2020-2023 年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獎助 

•  2021 年崇越論文大賞競賽特優論文獎(指導教授) 

•  2021 年國立臺灣大學校級學術研究績效獎勵(優良期刊) 

•  2020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年會最佳期刊論文獎 

•  2020 年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士論文優良獎(指導教授) 

•  2020 年國立臺灣大學校級學術研究績效獎勵(傑出期刊) 

•  2019 年國立臺灣大學校級學術研究績效獎勵(優良期刊) 

•  2018 年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聯絡地址： 
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6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聯繫資訊： 
  Tel: (02) 3366-8385 

E-mail: mingfeng.kuo@gmail.com 
mfkuo2016@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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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於美國公共行政學會年會，獲頒 CPAR 期刊年度最佳論文 Best Article 

Award 優勝獎 runner-ups 

•  2017 年國立臺灣大學校級學術研究績效獎勵(優良期刊) 

•  2017 年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  2016 年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  2015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年會最佳期刊論文獎 

•  2015 年，學術著作論文獲評選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近十年(2005-2014）

最高被引用次數論文。資料庫來源：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  2011 年臺灣政治學會最佳博士論文獎 

•  國科會「99 學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 

•  中央研究院「99 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獎助」（※由於同時

間已獲國科會撰寫博士論文獎，故未與中研院政治所簽約） 

•  2007 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  2004 年臺灣政治學會最佳碩士論文獎 

 

歷年任職經歷: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系友聯誼會總幹事 

•  中國大陸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特聘研究員 

•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講師 

•  中華國家競爭力研究學會執行秘書 

 

學術發表:  

一、 期刊論文：  

1.  Wu, Jia-en and Ming-feng Kuo. 2022.4. “How Conjoint Analysis Contributes to 

Mitigating Intergroup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Aging Policy in Taipei City 

(Taiwan).”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SSCI Q1 in area study, scopus Q1). 

DOI: 10.1080/17516234.2022.2072167 (Accepted, 2022. 04.26) (Corresponding 

author) 

2.  郭銘峰、蔣林秀、黃心怡，2021.12，〈妥協的集體還是貪婪的個人：透明、

課責與反貪的交織效果〉，《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即將刊登。（TSSCI 期刊）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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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思廷、郭銘峰、林水波，2021，〈貪腐關乎性別? 性別刻板印象影響廉能

治理之初探〉，《東吳政治學報》，39 (3)：41-99。（TSSCI 期刊）(通訊作

者） 

4.  Chun-Yuan Wang, Jinyun Guo, and Ming-feng Kuo. 2020. The Building of 

Social Resilience in Sichuan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A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government interactions. Safety Science. DOI: 10.1016/j.ssci.2020.104662. 

(SCI; Q1; 5-Year Impact Factor: 3.923) 

5. Chung-An Chen, Don-Yun Chen, Zhou-Peng Liao and Ming-Feng Kuo. 2020. 
Winnowing Out High-psm Candidates: The Adverse Selection Effect of 

Competitive Public Service Exam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3(4): 443-464. (SSCI; 5-Year Impact Factor: 3.122; Ran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Q1、Q2) (Corresponding author)  

6.  Zhang, Yahong, Ming-feng Kuo, Jinyun Guo, and Chun-Yuan Wang. 2019. 

“How Do Intrinsic Motivations, Work-related Opportunities, and Wellbeing 

Shape Bureaucratic Corruptibi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9(4): 552- 

564. (SSCI; Q1; 5-year Impact factor: 5.765; Ran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1/47) (Corresponding author)（※本論文榮獲 2020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

系所聯合會 (TASPAA)年度最佳期刊論文獎） 

7.  謝宇琇、蘇彩足、郭銘峰，2019，〈臺灣租稅法案之功能分析：2000-2019

年〉，《財稅研究》，48(5): 72-88。 

8. 郭銘峰、丁太平，2018，〈中國大陸民眾社區權益表達行為與影響因素之分

析〉，《政治科學論叢》，77 期: 65-112。（TSSCI 期刊）(第一暨通訊作者） 

9. Kuo, Ming-Feng and Chun-yuan Wang. 2017. “In the Twilight Zone of 

Collaborative Disaster Prevention? The Experience of Flood Control in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in Taiwa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2): 

68-85. (ESCI;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本論文榮獲 CPAR 2018 最佳論文 

Best Article Award 優勝獎 runner-ups） 

10. Wang, Chun-yuan and Ming-Feng Kuo. 2017. “Strategic Styles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in Crisis Response in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49(6): 798-826. (SSCI 2014; Ran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15/47; Impact Factor: 1.263; Online First, published on August 7, 

2014 as DOI: 10.1177/0095399714544940.)(Corresponding author) (※本論文

榮獲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年度最佳期刊論文獎) 

11. 郭銘峰，2017，〈政策議程阻絕之非決策效果：臺灣 2004 年首度落實公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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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理經驗的探討〉，《競爭力評論》，19 期: 49-68。(雙向匿名審查期刊) (第

一暨通訊作者） 

12. 郭銘峰、王鼎銘、丁太平，2016，〈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社區維權：零膨脹

負二項計數模型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4): 581-622。(TSSCI

期刊) (第一暨通訊作者） 

13. 王鼎銘、郭銘峰，2016，〈投票選項模糊下之檢定與分析：2010 年高雄市長

選舉的不確定性及投票效應〉，《選舉研究》，23(2): 87-122。(TSSCI 期刊) 

(通訊作者） 

14. 姜曉萍、付玉聯、郭銘峰，2015，〈公務員聘任制改革之省思與展望—基於

公共服務動機的視角〉，《國家菁英》，11(3): 47-63。（雙向匿名審查期刊）

(通訊作者） 

15. 郭銘峰、付玉聯，2015，〈中國大陸公務員的退出制度之探討〉，《中國行

政評論》，21 (2): 47-73。（雙向匿名審查期刊）(第一暨通訊作者） 

16. 黃紀、郭銘峰、王鼎銘，2014，〈日本選民政黨支持與投票抉擇：小泉執政

時期參眾兩院選舉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8(2): 1-76。 (TSSCI 期刊）

(通訊作者） 

17. 朱金池、王俊元、郭銘峰，2014，〈從利害關係人途徑析探公部門績效管理： 

我國地方政府之經驗〉，《文官制度季刊》，6(4): 1-26。（雙向匿名審查期

刊） 

18. 郭銘峰、王鼎銘，2014，〈小泉執政時期眾參兩院選舉之定群追蹤分析：固

定與隨機效果並用法之應用〉，《選舉研究》，21(1): 127-167。(TSSCI 期刊） 

(第一暨通訊作者） 

19. 郭銘峰、詹富堯、王鼎銘，2013，〈規範認知與實然參與的罅隙：台灣民眾

在直接民主治理機制下的分析〉，《政治學報》，56(2): 27-54。(TSSCI 期

刊）(第一暨通訊作者） 

20. 王俊元、郭銘峰，2013，〈台灣高階文官面臨危機情境下之政策倡議角色認

知：領導與核心能力影響作用的檢視〉，《復旦公共行政評論》，10: 80-100。

(CSSCI 期刊） 

21. 郭銘峰、黃紀、王鼎銘，2012，〈日本眾議院選舉政黨重複提名策略與效應：

選區層次之分析〉，《政治科學論叢》，51: 161-216。（TSSCI 期刊）(第

一暨通訊作者） 

22. 郭銘峰、黃紀、王鼎銘，2012，〈並立式混合選制下兩票之連動效果：日本

眾議院選舉自民黨重複提名策略之分析（1996～2005 年）〉，《問題與研究》，

51 (2): 35-67。（TSSCI 期刊）(第一暨通訊作者） 

23. 黃榮源、張筵儀、王俊元、郭銘峰，2012，〈地方政府施政績效管理：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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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與事務人員認知之比較〉，《文官制度季刊》，4 (4): 65-85。（雙向匿

名審查期刊）(通訊作者） 

24. 王鼎銘、郭銘峰，2009，〈混合式選制下的投票思維：台灣與日本國會選舉

變革經驗的比較〉，《選舉研究》，16 (2): 101-130。（TSSCI 期刊）(通訊

作者） 

25. 王鼎銘、黃紀、郭銘峰，2009，〈2005 年日本眾議員選舉之分析：自民黨策

略與小泉魅力之影響〉，《問題與研究》，48 (2): 1-34。（TSSCI 期刊）(通

訊作者） 

26. 王鼎銘、郭銘峰、黃紀，2008，〈選制轉變過程下杜佛傑心理效應之檢視：

從日本眾議院選制變革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與研究》，47 (3): 1-28。（TSSCI

期刊）(通訊作者） 

27. 黃紀、王鼎銘、郭銘峰，2008，〈「混合選制」下選民之一致與分裂投票：

1996 年日本眾議員選舉自民黨選票之分析〉，《選舉研究》，15 (2): 1-35。

（TSSCI 期刊）(通訊作者） 

28. 黃紀、王鼎銘、郭銘峰，2005，〈日本眾議院 1993 及 1996 年選舉：自民黨

之選票流動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 (4): 853-883。（TSSCI 期

刊） (※本論文於 2015 年榮獲評選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近十年

(2005-2014）最高被引用次數論文。資料庫來源：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 

29. 王鼎銘、蘇俊斌、黃紀、郭銘峰，2004，〈日本自民黨之選票穩定度研究：

1993、1996 及 2000 年眾議院選舉之定群追蹤分析〉，《選舉研究》，11 (2): 

81-109。（TSSCI 期刊） 

 

二、 中外專書篇章與書評： 

1. 郭銘峰，2019，〈地方治理與參與式預算：各國經驗回顧與展望〉，收錄於

許立一主編，《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專書，台北：國立空

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頁 311-346。 

2. 郭銘峰，2018，〈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實驗：挑戰與貢獻〉（書評），《文官

制度季刊》，10(2): 115-124。 

3. Kuo, Ming-Feng, Chun-yuan Wang, Yan-yi Chang, and Tzung-Shiun Li. 2015. 

“Collaborative Disaster Management: Case Studies of Taiwan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Road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ed. Yijia 

Jing. Palgrave-Macmillan Publisher. Pp.147-170. 

4. Huang, Chi, Ming-Feng Kuo, and Hans Stockton. 2015. “The Consequences of 

MMM on Party Systems.”In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in 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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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Taiwan, Japan, and Beyon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hapter 1. (peer review) 

5. 黃榮源、張筵儀、王俊元、郭銘峰，2014，〈地方政府施政績效管理：政務

人員與事務人員認知之比較〉，收錄于陳金貴主編，《文官新思維：人力、

協力與績效》（頁 297-321）。臺北：考試院。（ISBN:978-986-04-1685-5）

(※ 原稿曾發表於《文官制度季刊》，後於 2014 年獲擇優收錄於專書) 

6. 王業立、蘇子喬、郭銘峰，2013，〈台灣選舉制度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吳

玉山、林繼文、冷則剛（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五南。頁

329-358。(具審查機制) 

7. 郭銘峰，2010，〈選舉制度與投票行為〉，王業立（主編），《政治學》，

臺北：晶點文化出版社，頁 371-412。（ISBN 978-986-81147-8-4） 

8. 王鼎銘、柯惠真、郭銘峰，2003，〈台日選民投票穩定與變遷的比較：九

零年代初國民黨及自民黨票源的探討〉，顧長永（主編），《全球化與區

域化：台灣的觀點》，臺北：翰蘆出版社，頁 331-358。（ISBN 957-8639-96-1） 

 

三、 近年參加學術會議論文：(Selected) 

1. 郭銘峰、蔣林秀、黃心怡，2021，〈妥協的集體與貪婪的個人：透明、課責

與反貪的交織效果〉，2021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會（TASPAA）

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8 日至 29 日，桃園：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

學院。(發表人） 

2.  黃心怡、郭銘峰，2021， “Women and Whistleblowing: Exploring the Gender 

Effect”（英文稿），2021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會（TASPAA）

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8 日至 29 日，桃園：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

學院。 

3.  Chen, Chung-An, Ming-feng Kuo, Assel Mussagulova, and Chengwei Xu. 2021. 

How to Reward High-PSM Public Servants? 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2021 TIGC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Perspectives of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29 Oct.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4. Jia-En Wu and Ming-Feng Kuo. 2021. How Conjoint Analysis Contributes to 

Mitigating Intergroup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Aging Policy in Taipei City 

(Taiwan). 2021 公共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實務論壇。12 月 3、4 日，台中：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Presenter) 

5. 郭銘峰、張亞紅、郭金云、丁太平，2020，〈官僚腐敗及成因探討：理論、

實證與挑戰〉，中國政治學會 2020 年會暨「新媒體時代下的解構與重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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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理、民主政治與國際安全」學術研討會(11 月 1 日)。台北︰世新大學。(發

表人） 

6. 郭銘峰、蘇彩足、洪美仁，2020，〈公務員人格特質與腐敗容忍度：兼論職

場「關係」文化之交織作用〉，2020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年會暨「2020 的新世代願景：全球在地化下公共治理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

術研討會（10 月 23-24 日）。台南：台南大學。(發表人） 

7. Ming-feng Kuo, Zhang, Yahong, Gin-yun Guo, and Tai-ping Ding. 2019. 

“Drivers of Bureaucratic Corruptibility: Rational, Irrational, and Beyo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9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8-12. DC, USA. (Presenter) 

8. Ding, Tai-ping and Ming-feng Kuo. 2019.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Citizens’ 

Satisfaction: A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9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8-12. DC, USA. (Presenter) 

9. Kuo, Ming-Feng, Chun-yuan Wang, Masao Kikuchi, IKUCHI, and Jinyun Guo. 

2018.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on Collaborative disaster Governance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Japan.” The sixth 

Cross-Strait Academic Forum on Public Governance. Theme: Conflict,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Governance in Greater China. Nov 2-3, 

2018.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enter) 

10. Zhang, Yahong, and Ming-feng Kuo. 2018. “The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Natures 

of Corruption among Chinese Public Serva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Sino-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 toward Good Governance. June 15-17.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1. 郭銘峰、郭金云、張亞紅、丁太平，2018，〈腐敗何以孳生？組織分權設計

下公務員尋租理性之分析〉，2018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

會暨「變動中的公共行政：新價值、新議題與新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6

月 2-3 日）。台北：東吳大學。(發表人） 

12. 周思廷、郭銘峰，2018，〈貪腐關乎性別？性別影響公務人員廉政認知之初

探〉，2018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變動中的公共行

政：新價值、新議題與新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6 月 2-3 日）。台北: 東吳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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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Kuo, Ming-Feng. 2018.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of Civic Engagement: 

Evidence from Communitie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9-13. Denver, USA. (Presenter) 

14. Zhang, Yahong, Ming-feng Kuo, Chun-yuan Wang, and Jin-yun Guo. 2018. 

“How Do Intrinsic Motivations, Work-related Opportunities, and Wellbeing Shape 

Bureaucratic Corruptib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9-13. Denver, 

USA. (Presenter) 

15. Chun-yuan Wang, Ming-feng Kuo, and Elaine Yi Lu. 2018. “The Paradox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Disaster Response: An Exam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9-13. Denver, USA. 

16. 丁太平、郭銘峰，2017，〈兩岸民眾環保事件參與之比較：治理結構、風險

認知、與行動〉，2017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民主成長與民主赤字：台灣解

嚴三十年的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11 月 11、12 日），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系。 

17. Yu-Hsiu Hsieh, Ming-Feng Kuo, and Tsai-Tsu Su. 2017.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ax Laws in Taiwan: A Comparison of the DPP Administration (2000–2008) 

and the KMT Administration (2008–201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Public 

Governance Forum in Greater China: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in Greater 

China and Australia. October 21-22. Shanghai, China: Fudan University. 

(Presenter) 

18. 王俊元、郭銘峰、郭金云， 2017，〈兩岸災害治理體系的發展與比較：系統

韌性之觀點〉，2017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

研討會（6 月 2-3 日），高雄：義守大學。 

19. 丁太平、郭銘峰、蔣林秀，2017，〈風險認知與鄰避行動：中國環境治理脈

絡下的民眾環保維權行為類型與邏輯〉，第十三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

研討會」（4 月 20-23 日），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上

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 

20. Kuo, Ming-feng, Chun-yuan Wang, and Tai-ping Ding. 2017. “Red Tape and 

Perceived Performance: Does Business-like Management Matter in Taiwan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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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17-21. Atlanta, USA. 

(Presenter) 

21. 郭銘峰、丁太平，2016，〈為何選擇沉默？中國基層治理下社區居民維權不

作為的影響要因〉，發表於 2016 年台灣政治學會「民主的挑戰與深化：臺灣

新政局的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10 月 22、23 日），台北：世新大學。(發

表人） 

22. Wang, Chun-yuan, and Ming-Feng Kuo. 2016. “Decision-making in 

Collaborative Disaster Governance: The case of the water park dust explosion in 

New Taipei City,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annual Workshop of “The 

Greater China Australia Dialogu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30-31 October. 

Guangzhou: Sun Yat Sen University.  

23. 郭銘峰、丁太平，2016，〈合作或對抗?中國大陸基層社區居民維權途徑選擇

的實證分析〉，第四屆「兩岸三地公共治理學術論壇」，台北：台大公事所

主辦；台大政治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系、

復旦大學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研究中心等共同協辦。(發表人） 

24. 王俊元、郭銘峰、郭金云，2016，〈系統設計或自我組織？大陸四川蘆山震

災的個案分析〉，2016 年「跨域公共治理：對話與合作」學術研討會（9 月

30 日），台北：中華國家競爭力學會。 

25. Kuo, Ming-feng, Chun-yuan Wang, Yahong Zhang, and Gin-yun Guo. 2016. 

“When PSM Met Burnout: Adaption or Confli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6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18-22. Seattle, USA. (Presenter) 

26. Zhang, Yahong, Ming-feng Kuo, Gin-yun Guo, and Chin-chih Chu. 2016. 

“Understanding Corruption Intentions among Chinese Public Officia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6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18-22. Seattle, USA. 

27. 郭銘峰、王鼎銘、丁太平，2015，〈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社區維權：零膨脹

負二項計數模型之分析〉，第六屆地方政府與公共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時

間：10 月 20 日，新竹：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發表人） 

28. 郭銘峰、郭金雲、王俊元、付玉聯，2015，〈公務員公共服務動機：系絡的

檢視與省思〉，2015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東西方文明衝突下的政經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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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經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間：10 月 3、4 日。台北：文化大學政治

系、行管系。(發表人） 

29. Kuo, Ming-Feng, Ding-ming Wang, and Tai-ping Ding. 2015. “Residents 

Protesting in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Trust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5 Asian Group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GPA) Annual Conference. Sept. 2-4. Seoul, Korea: 

The Korea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KIPA), Asian Grou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GPA). (Presenter) 

30. Kuo, Ming-Feng, Jin-Yun Guo, Xiao-Ping Jiang, and Zhi-Qiang Xia. 2015.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Protest Policing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Policing Research Summi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of Policing Reform. Aug. 13-17. Taipei: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Editorial Board. 

(Presenter) 

31. Kuo, Ming-Feng, Chin-chih Chu, and Chun-yuan Wang. 2015. “Do Innovative 

Managerial Tools Bring Higher Perceived Productivity? The Examination of 

Moderat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Contextual Fact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5 Social Innov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SIRC). May 21. Shanghai, China: 

Fudan University.  

32. Kuo, Ming-feng, Chun-yuan Wang, Yan-yi Chang, and Tzung-Shiun Li. 2015. 

“Collaborative Disaster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Taiwan Local Governm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5 TASPAA Annual Conference. May 22-23. Taipei,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enter) 

33. 郭銘峰，2015，〈公共服務願付價格與測量方法：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CVM）

之應用〉，「地方治理評估研討會」（4 月 17 日），四川大學、臺北大學合

辦，成都：四川大學。(發表人） 

34. Kuo, Ming-Feng, Chin-chih Chu, and Chun-yuan Wang. 2015. “The Impact of 

Citizens Trust and Institutions on Performance Perceptions Ga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5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6-10. Chicago, USA. (Presenter) 

35. 郭銘峰，2014，〈領袖魅力 vs.政黨形象：小泉執政時期自民黨政黨支持度變

化與影響因素之分析〉，2014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2 月 6、

7 日），臺北：台灣大學。(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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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Kuo, Ming-Feng, Xiao-Ping Jiang, Zhi-Qiang Xia, and Jin-Yun Guo. 2014. “The 

Self-Perceived Awarenes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 Study on Policing 

Sector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the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of Policing Reforms in Newly Industralised, Industralising, and 

Developmental States”. November 5. Taoyua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Editorial Board. (Presenter) 

37. Kuo, Ming-Feng, and Chun-yuan Wang. 2014. “Decentralization Dilemma in 

Disaster Management: Lessons of flood control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Greater China-Australia Dialogu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ximising the Benefits of Decentralisations’.” Workshop. 20-22 October. 

Hangzhou, Zhej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enter) 

38. Lin, Hen-I, Je-Liang Liou, and Ming-Feng Kuo. 2014. “Economic 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er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Taiwan-Korea-Jap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and Resources Economics. August 13. Taipei,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9. Wang, Chun-yuan, Ming-Feng Kuo, and Chin-chih Chu. 2014. “A Stakeholder 

Approach to Publ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Lessons of Taiwan Local 

Government.” Paper Present at the 2014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March 14-18. Washington, DC. 

(Presenter) 

40. 黃紀、郭銘峰、王鼎銘，2013，〈日本選民政黨支持的穩定與變遷：小泉執

政時期參眾兩院選舉的分析〉，2013 年台灣政治學年會學術研討會。時間：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發表人) 

41. Wang, Ding-Ming, Ming-feng Kuo, and Chao-Chi Lin. 2013. “Dynamic Voting 

Scenario under the Mixed Electoral System: A Comparison of Taiwan and 

Jap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3 AES (Asian Elec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30 March 2013. Taipei,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42. Kuo, Ming-feng, Chun-Yuan Wang, Jan Chung-Yuan, and Evan M. Berman. 

2013. “Organizational Happiness in Taiwan Public Agency: The Self-Perceive 

and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Middle Manag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4th ASPA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nual Conference. 18 March 2013. New Orleans, USA: A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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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郭銘峰、王鼎銘，2012，〈制度制衡 vs 領導魅力：小泉執政時期眾參兩院

選舉之跨時研究〉，2012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2 月 8 日），

臺北：台灣師範大學。(發表人） 

44. 郭銘峰、詹富堯，2012，〈深根厚植抑或揠苗助長？臺灣實踐直接民主機制

對公民政治意識的影響〉，「2012 年第 2 屆建構公民社會：治理的公共價值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日期：10 月 15、16 日，臺北：國立空中大學。(發

表人） 

45. 王業立、蘇子喬、郭銘峰，2012，〈臺灣選舉制度研究的回顧與前膽〉，中

央研究院政治所成立大會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8 月 6、7

日），臺北：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發表人） 

46. Wang, Chun-yuan and Ming-Feng Kuo. 2012. “Strategic Style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Local Government: An Explor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and 

Strategic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2 IASI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Institutes of Administration) Annual Conference. 16-21 July 2012. 

Bangkok, Thail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Presenter) 

47. 郭銘峰、詹富堯、王鼎銘，2012，〈直接民主與民主治理：探析台灣民眾對

公投機制之評價認知與實際參與表現〉，2012 年台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系

所聯合會（TASPAA）「永續治理：新環境、新願景」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6、27 日），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所。(發表人） 

48. 王俊元、郭銘峰，2012，〈策略風格與組織應變能力：台灣縣市政府經驗之

分析〉，「提昇公共管治能力 2012 年學術研討會」（6 月 27 日），澳門：

澳門大學主辦、臺北大學行政暨政策學系協辦。 

49. 郭銘峰、黃紀、王鼎銘，2010，〈並立式混合選制下之兩票連動：日本眾議

員選舉政黨重複提名策略之效應分析〉，2010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重新

思考國家：五都之後，百年前夕！」學術研討會（12 月 4 日），臺北：東

吳大學政治系。(發表人） 

50. 郭銘峰、黃紀、王鼎銘，2010，〈候選人重複提名對自民黨選票的影響：日

本眾院議員選舉之分析（1996-2005 年）〉，2010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能

知的公民？民主的理想與實際」學術研討會（11 月 7 日），高雄：中山大

學政治所。(發表人） 

51. 王鼎銘、郭銘峰，2009，〈混合式選制下的投票思維：台灣與日本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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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經驗的比較〉，「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TEDS 2008L）學術研

討會（1 月 18 日），臺北：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發表人） 

52. 郭銘峰、王鼎銘，2007，〈選制轉換過程中的杜佛傑效應分析：以九零年代

日本國會選制變革經驗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第六屆「公共事務」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3 月 10 日），臺北：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發表人） 

53. Wang, Ding-Ming, and Ming-Feng Kuo. 2006.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and Redistricting in Taiwan: An Experience from the 

Reform of Japan in 9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8th Annual Conference for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 Oct. 20-22, California,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54. 王鼎銘、柯惠真、郭銘峰，2003，〈台日穩定與變遷投票行為的比較：從九

零年代初支持國民黨及自民黨的選民來探討〉，「全球化與區域化：台灣觀

點」學術研討會（3 月 21 日），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發表人） 

◎ 國際與兩岸合作計畫案參與： 

1. 2018-迄今，「’CorPuS’– Corrup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公部門腐敗行為跨國

調查研究合作案，合作單位：德國、美國、台灣、南韓、西班牙、越南、澳

洲、義大利、挪威、瑞典、中國大陸等高校。 

2. 2018-2019，｢自治体組織のネットワーク特性が災害対応に与える影響に関

する日台比較研究：2016 年熊本地震と台南地震の事例を中心に｣合作案。

合作對象：日本明治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系。委

託單位：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会。 

3. 2017-2021，｢公務人力發展與反貪腐容忍度研究(II)(III)｣調查研究案。合作單

位：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公共事務與管理學院反腐敗研究中心、四川

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地方政府研究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4. 2015-2018 年，「地方治理與危機管理領導型人才培養」共同調查研究，合

作單位：日本明治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系、四川

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 目前執行科技部或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案 

1.  2020.08-2023.07，「制度誘因、文化系絡、行為動機：台灣、香港、中國大

陸官僚腐敗容忍度與成因之比較」，計畫編號: MOST 109-2628-H-002 -003 

-MY3。執行中。(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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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08-2023.07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國立台灣大學學術生涯發展計

畫-桂冠型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109L7755。執行中。(擔任計畫主持人) 

3.  2021.01.01-2022.12.31（兩年期），「大專校院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標竿計畫

(政治學) 」，教育部高教司。執行中。(計畫團隊協同研究人員) 

4. 2021.09- 2023.08，「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計畫編號 : MOST 

108-2424-H-002-022-MY2)。執行中。(擔任共同主持人) 

◎ 已完成或結案之研究計畫 

1. 2021.08，「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計畫編號: MOST 108-2420-H-002 -030 

-MY2)。 (擔任共同主持人) 

2. 2021.02，「治理結構、集體效能與社區治理能力之建構：台灣、日本、中國

大陸之比較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002-167 -。 (擔任計畫主持

人) 

3. 2020.01。「公共政策參與平台-提點子教案」。補助單位與委託單位：國家

發展委員會、聯經出版社。(擔任協同主持人) 

4.  2019.10，「中國大陸社區治理與居民利益表達：結構、策略、與行動」，擔

任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2 -007 -MY2。(擔任計畫主

持人) 

5.  2017.12，「臺灣公共治理指標調查及公共治理相關議題研究：臺灣公共治理

指標調查」期末報告。計畫總主持人：國立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蘇彩足

教授。(擔任研究員) 

6.  2017.12，「國軍機關(構)廉政評鑑架構與指標之研究」，計畫主持人：世新

大學行管系葉一璋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 

7. 2018.03 ，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 編號 : 

107-2914-I-002-009-A1) 。美國公共行政學年會(ASPA)。(擔任計畫主持人) 

8. 2017.03 ，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 編號 : 

106-2914-I-002-009 -A1)。美國公共行政學年會(ASPA)。(擔任計畫主持人) 

9. 2015-2016年，「公務人力發展與反貪腐容忍度研究(I)」調查研究案，合作單

位：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公共事務與管理學院反腐敗研究中心、四川

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地方政府創新研究中心。(擔任共同主持人) 

10. 2015-2016年，四川省政府委託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執行「四川省市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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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評估」計畫。(四川省大型面訪調查研究計畫，擔任共同主持人） 

11. 2015-2016年，四川省政府委託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執行「四川省行政審批

制度改革第三方績效評估」計畫。(四川省大型面訪調查研究計畫，擔任共同

主持人） 

12. 2014，《四川省“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研究計畫（擔任協

同研究員） 

13. 2014，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102年度氣象預報資訊價

值分析—農糧作物生產者的評估」二林鎮面訪問卷調查計畫（擔任特約研究

員） 

14. 2013，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102年度氣象預報資訊價

值分析—農糧作物生產者的評估」全國性面訪問卷調查計畫（擔任特約研究

員，計畫編號：MOTC-CWB-102-M-08） 

15. 2012、2013，《日本眾參兩院雙軌選制之分析：選舉制度與政治效應之跨時

序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延攬科技人才計畫（擔任博士後研究員，

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2-073 -MY3） 

16. 2011. 11，《並立式混合選制下兩票之連動效果：日本眾議員選舉自民黨重複

提名之策略與成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結案報告（擔

任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NSC 99-2420-H-002-014-DR） 

17. 2011. 10，《「兩票並立制」選票結構下選民投票一致性的動態分析：從日本

眾院選制變革過程來觀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三年期專題研究計畫成

果結案報告（擔任博士級研究助理，計畫編號：NSC 96-2628-H-002-076-MY3） 

◎已畢業或指導中之學生論文 

1.  徐子傑，題目待定，國立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進行中。 

2.  李苡瑄，《公共服務動機與揭弊行為：一項調查實驗的設計》，國立台灣大

學「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進行中。 

3.  郝嘉昕，題目待定，國立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進行中。  

4.  羅敏心，2020，《參與式預算與公民培力—以臺北市北投區為例》，國立台

灣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科技部大專生計畫獎勵。 

5.  吳嘉恩，2020，《分配政策的新解—以聯合分析法論析台北市老人政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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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國立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已畢業。(※本論文榮獲2021年崇

越論文大賞競賽特優論文獎) 

6.  鄭佳玟，2019，《地方創生與社會影響評估—以基隆市太平社區為例》，國

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科技部大專生計畫獎勵（編號 : 

108-2813-C-002-228-H）。已畢業。(※本論文榮獲2020年國立臺灣大學學士

班學士論文優良獎) 

7. 周靓，2018，《同心協力或貌合神離：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醫養結合模式政社

關係之探析》，國立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已畢業。 

8. 吳嘉恩，2018，《雪中送炭抑或雨露均霑？ - 台北市重陽敬老禮金政策執行

效益的探討》，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科技部大專生計畫獎勵

（編號: 107-2813-C-002-008-H）。已畢業。 

◎ 專業技能： 

• 電腦技術: Word, Excel, PowerPoint, Access, ASP, Dreamweaver.. 

• 統計套裝軟體: Stata, R, SPSS, SAS, Limdep, LEM, NLOGIT. 

• 空間分析軟體: GeoDa, QGIS, Arcview. 

• 其他: AHP 層級分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