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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马来西亚林登大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政治大学（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简称政治大学或政
大（NCCU），创立于1927年，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北市文山区一所人文社科特别是文法商管传播
领域的dingjian学府。作为台湾公认的台、清、交、成、政五大dingjian高校之一，政治大学已通过AACSB
商业认证、会计认证以及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认证，并为全球高水平商学院合作
平台成员高校之一，是入选台湾地区迈向dingjian大学计划的高校，也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智库，
被誉为是公务人员培养的摇篮。政治大学前身为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首任校
长为蒋介石。1929年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中央政治学校与1944年三民主义青年团创
立的“中央干部学校”正式合并，定名“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大学于1954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台北木栅
复校，并于1955年成立大学部。截至2020年1月，学校占地面积107.24公顷，设有34个学院（系）；10个研
究中心；有专任教师653人；有普通本科生9237人，硕士研究生3805人，博士研究生949人。许多政大的毕
业生担任了各大行业的lingjun人物，包括中国特殊教育奠基人陈云英、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丽安，上海东方卫视记者张经义，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
院士曾志朗等一批杰出校友。根据2021年软科世界yiliu学科排名，该校新闻传播学排在世界76-100名区间
，位于全中国第二名。 [25] 中国国民党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负责北伐期间国民党干部
的教育训练。1927年，蒋中正以“清党”铲除党内中国共产党势力后，原先准备成立“宣传训练院”，
但后来代之以“中央党务学校”。中央党校校训与1924年成立的黄埔军校相同，并于1927年经首任校长
蒋中正敲定。创校初期借用国立东南大学校舍，至该校改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接收校产以为为yongji
u之校址。课程着重党务及社会运动、政治宣传，授课内容则分为理论、历史、地理和组织。 政大正门
口校碑中央党务学校因属“党国一体”时代重要的党国菁英培训学校，蒋中正亲任校长表示重视之程度
。但蒋氏并无暇管理中央党务学校校务，实际负责学校运作者乃副教务主任罗家伦、副训育主任谷正纲
及副总务主任吴挹峰等人。1929年，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初设政治、财政、地方自
治、社会经济四系，后来又增设教育和外交等系。蒋中正先生雕像蒋中正先生雕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后中央政治学校迁至重庆小温泉，并将科系调整为法政、经济、外交、新闻、地政五系，尔后又成立新
闻事业专修班、新闻专修科、地政专修科、会计专修科、统计专修科、语文专修科。功能上说，中央政
治学校是中国国民党训政时期培育国家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地位类似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党校”
。1944年，为扩大训练青年干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创立“中央干部学校”，以重庆复兴关为校址，由蒋
中正担任校长，蒋经国出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一职。初设研究部，主要研究政治、经济，主要招生对
象为各国立大学毕业生，3期共培训干部五百余人。后增设专修部，计有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
生产科等四科，并增设东北青年训练班。抗战后期，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时，中央干部学校开始附设



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由蒋经国兼任班主任一职。中央干部学校在性质上，可对应至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之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百年楼内陈百年先生雕像百年楼内陈百年先生雕像1946年“
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政治大学”。改制后的国立政治大学于南京红
纸廊（今南京建业路168号）原址复校，正式纳归国家教育体系。校长改为专任制，但依旧由蒋中正担任
yongjiu名誉校长。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中国国民党来台后，因为原计划反攻大陆，
并无在中国台湾恢复大陆地区“国立大学”的构想。但随着反攻无望逐渐明朗，党政高层开始思索增设
高等院校之计划，进而意识到培养本地高等教育人才之急迫。由于政大以往为中国国民党党校，具指标
性；且曾为培育高等公务员的摇篮，素有口碑，加上当时日据时代留存的高教机构已无法负荷人口遽增
的升学需求等因素，1954年台当局行政管理机构批准台湾政治大学在台北县木栅（今台北市文山区）复
校，成为嗣后大陆各“国立大学”如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等，在台复校之先驱。政大在台设校
首任校长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哲学学者陈大齐先生，初设行政、公民教育及新闻
等三个研究所。1955年恢复成立大学部，有教育、政治、新闻、外交、边政五学系。2017年9月7日，台
湾政治大学召开“马拉松式”校务会议，上午确定校歌新旧版本并行，下午通过2座蒋介石铜像迁移1座
。至于是保留学校后山圆环道的“蒋介石戎马像”，还是中正图书馆里的“蒋介石马褂坐姿像”，将留
在下次校务会议讨论。 [2] 学术研究 播报研究成果dingjian大学计划拔尖研究团队在台当局教育主管部门5
年500亿dingjian大学计划的支持下，学校以“两岸关系与中国研究”、“选举研究”、“创新研究”三拔
尖研究团队获得第二期dingjian大学计划支援。此三主轴综整了学校相关研究领域资源，也成为学校重要
的发展特色；2011年至2014年三拔尖研究团队也产出丰富的研究成果。1、两岸关系与中国研究在研究产
出上，此计划团队出版专书49本（ 含5本英文专书），SSCI 期刊43篇，TSSCI共54篇、THCI Core共9篇，
规画中预计出版的英文专书7本和中文专书16本。本计划每季对全球发行中英文电子报，与中国研究学圈
分享各项成果。同时，本计划强化既有之英文《Issues and
Studies》期刊，中文《中国大陆研究》季刊，以及英文之《Strategic Vision》（政策研究）；同时，人文
中心亦发行《东亚观念史集》，法学院则已于102年出版新的中、英文期刊《NCCUChina Law
Review》。2、选举研究“民主选举与公民参与”（Elections andCitizen Participation，简称ECP）计划自20
11年4月起开始执行，计划执行单位为学校选举研究中心。ECP团队成员共发表了99篇期刊论文（包括18
篇SSCI、2篇SCI、54篇TSSCI期刊论文）、65篇专书专章、167篇研讨会论文。专书方面，中文专书《2012
年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变迁与延续》、《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TEDS）方法论的回顾与前瞻》均已
于102年出版。英文专书《Elections inTaiwan and Japan under the Mixed-MemberMajoritarian
System》、《The Taiwan Voter》2016年出版。ECP团队以第一期顶大计划；“亚洲选举研究”（Asian
Election Studies,AES）建立的平台为基础，近年继续推动在韩国（2011、2014年）、日本（2012年）与中
国台湾（2013年），分别举办AES第三至六届国际研讨会，并开始规画2015年在日本举办第七届AES国际
研讨会。3、创新研究此团队共出版专书28本，SCI、SSCI、A&HCI类论文140篇，TSSCI共37篇。此外，
结合产学力量，推动多项以中国台湾当前关键议题有关之产学合作计划，如与中华电信合作“蹲点�台
湾”暑期驻点拍摄暨志工服务计划 。 与 中央社、雅虎奇摩合作 “ Y o u rNews”；与公共电视合作公民
记者校园采访中心。与宜兰县数位中心进行产学合作，研发出uvoyage服务平台。与创意引晴旅游手札合
作FunTrip、HuayuNavi、Plastory App；与故宫合作，探讨如何有效地利用公司或组织的社群媒体或APP
游戏进行创意行销；与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进行产学合作，追踪调查中国台湾民众暖化意识，透过记者
会发布合作结果，做为环境教育与宣导参考。论文成果2010至2014年度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统计类别2010年
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累计SSCI128138154142171733SCI(E)137104102122118583AHCI9171181156TSSCI16
815212797124668参考资料 [3-4]  研究奖项四维堂四维堂1、赵顺良教授荣获201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
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致力于欧陆比较文学研究，英国语文学系助理教授赵顺良以一本专书与一篇zhimi
ng国际期刊论文，剖析“诡态诗学”与人类情感、美学间的关系，获颁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
科学组“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2、李蔡彦教授荣获2013年中国台湾计算机会议NCS2013zuijia论文奖。
3、阮若缺教授荣获2013年学术骑士荣誉勋章。4、陈志铭教授等72人荣获台当局科技主管部门2013年度奖
励特殊youxiu人才措施奖励；车行健教授等72人荣获台当局科技主管部门103年度奖励特殊youxiu人才措
施奖励。5、陈明吉教授荣获2013年度台当局科技主管部门大专学生参与专题研究计画研究创作奖指导教
授。6、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助理教授陈圣智以《社群网路作为人际关系载体之资料探勘代理人》获得
第十九届资讯管理暨实务研讨会“zuijia论文奖”，以及2013年温世仁服务科学新苗奖，接连获学术界肯
定。7、何万顺教授荣获2014年度台当局科技主管部门杰出研究奖。8、唐揆教授2014年荣获第58届中国台
湾教育主管部门学术奖。9、唐揆教授2014年荣获台湾地区“科技管理学会”院士。10、苏伟业教授荣获
2014年台湾公共行政群，各院系所下也设立各研究中心。2013-2014双年报卓越研究与公共事务系所联合



会zuijia论文奖。11、梁定澎讲座教授于2014年荣获美国资讯系统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Information Syste
m，AIS）“LeoAward”终身成就奖，这是资管领域崇高荣誉，也是这项奖项设立以来，首位华人得主。
12、英文系副教授卜道（David Blundell）2014年以“曙光：安贝卡博士与他开创的印度新纪元
”（Arising Light：Dr B. R. Ambedkarand the Birth of a New Era in
India）纪录片在越南举办的联合国卫赛节（United Nations Day of Vesak）的影展中代表中国台湾获得zuijia
纪录片。科研平台校级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洲暨欧洲研究所（第一研究所）亚洲暨太平洋研究
所（第二研究所）中国政治研究所（第三研究所）中国经济暨社会研究所（第四研究所）选举研究中心
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公民社会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创新与创造力研究中心台湾研究中心中国大陆研究中心
人文研究中心心智、大脑与学习研究中心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院属研究中心文学院宗教研究中心、现象学
研究中心、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身体与文明研究中心、人权史研究中心、东亚文学研究中心、图书资
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台湾文学研究所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公法研究中心、刑事法学研
究中心、基础法学研究中心、财经法研究中心、劳动法与社会法研究中心、中国大陆法制研究中心、法
律科际整合研究所理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社会科学学院台湾房地产研究中心、人工智
能经济学研究中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地方政府研究中心、财税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国防事务研究
中心、国土政策研究中心、预测市场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所、劳工研究所、社会工作研究所教育学
院校长培育研究中心、华文测验与教育评鉴研究中心外国语文学院翻译中心、伊斯兰文明与思想研究中
心、欧洲文化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中心、外文中心、语言学研究所国际事务学院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
心、加拿大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独联体研究中心、两岸政经研究
中心、东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所传播学院研究暨发展中心商学院商业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研究中心、
国际商情预测中心、国际经贸组织与法律研究中心、亚太金融研究中心、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银行
研究中心会计发展研究中心、统计推广研究中心、财务工程暨衍生性商品研究中心、新兴资本市场研究
中心、信义不动产研究发展中心（信义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捐赠下，于200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电
子商务与投资理财研究发展中心、科技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投资人研究中心、资料采矿研究中心、保
险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中小企业创新育成中心、民意与市场调查研究中心、北区中小企业研训中心、台
湾智慧资本研究中心、品牌研究中心、服务科学研究中心、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企业管理研究所（MBA
学位学程）、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参考资料 [5-6]  学术资源学术期刊《问题与研究》为一TSSCI
等级的学术性季刊，以探讨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区域研究、国际经济等问题为宗旨。 [7]
期刊荣获2017年“台湾最具影响力人社期刊奖”。 [8] 《中国大陆研究》为一TSSCI等级的学术性季刊，
研究中国大陆问题之学术性、资讯性刊物，著重探讨大陆之意识形态、党政、经济、文教、社会、军事
诸方面问题。期刊荣获2017年“台湾最具影响力人社期刊奖”。办学条件 播报院系设置根据2021年1月学
校官网显示，学校设有10个学院，分别为文、理、社会科学、法、商、外国语文、传播、国际事务、教
育学院及创新国际学院，34个学系、4个学士学位学程（东南亚语言与文化学士学位学程、传播学院传播
学士学位学程、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电子物理学士学位学程）、1个院大一大二不分系（传播
学院大一大二不分系）、43个硕士班、12个硕士学位学程、34个博士班、4个博士学位学程及1个院设博
士班，另设有12个硕士在职专班及7个全英语学位学程（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位学程、国际经营管理英语
硕士学位学程、国际传播英语硕士学位学程、国际研究英语硕士学位学程、亚太研究英语博士学位学程
、应用经济与社会发展英语硕士学位学程及社群网路与人智计算国际研究生博士学位学程）。 [9] 截至20
16年10月，学校有教授309人，副教授233人，助理教授122人，讲师17人。优势学科《泰晤士高等教育》2
009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分领域调查，政大在“社会科学”一项获评为全球第240名（全台第二）。2012年
远见杂志与104人力银行针对大学品牌力所做的大学评鉴，政大综合排名居岛内第5，其中在“商管/财经
”学群中及“法律/政治”学群排名第一lingxian全国。2013年，根据远见杂志公布的2013全台大学声望调
查，政治大学是全台湾高中生"“最想就读学校”第2名"""，若依照九大学科领域做分项排名，政大夺下
“商管∕财经”、“语言∕人文∕社会科学”、“法律∕政治”、和“媒体∕传播”共四项最想就读学
校第一，超越台大的“资讯∕工程∕电机”、“数理化∕生命科学”、“医疗∕卫生∕护理”三项分组
第一。根据2016年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台湾政治大学在政治、国际研究、传播与文化传媒学科上位居
世界baiqiang，文学与人类学位居世界二baiqiang。根据2018年ARWU世界yiliu学科排名，政大的“政治学
”处于世界300-400名，“经济学”处于300-400名，“新闻传播学”处于101-150名，“教育学”处于300-
400名，“工商管理”处于200-300名，“金融学”处于101-150名，“管理学”处于200-300名，“公共管
理”处于101-150名。 [12] 根据2019年QS亚洲大学排名，政大处于全亚洲84名。 [13] 根据2019QS世界大学
学科排名，政大“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门”处于世界152名，“艺术与人文学门”处于237名。 [14]  “政
治学与国际研究”处于世界51-100名，“传播学与媒体研究”处于101-150，“当代语言”处于101-150，



“法学”处于151-200，“经济学”处于151-200，“语言学”处于151-200，“会计与金融”处于151-200，
“工商管理”处于151-200，“教育学”处于201-250，“英国语言文学”处于251-300，“社会学”处于25
1-300，“计算机科学”处于251-300。根据2020QS世界大学排名，政治大学处于世界排名551-560。 [15] 
教学建设综合楼综合楼政治大学为培养政治、管理及新闻人才的主要机构，中央政治学校时期，曾与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新闻学院，并同燕京大学及复旦大学为当时中国新闻学院三校之一。 [16] 中央政治
学校是当时国家唯一的司法官训练中心，并负有国家文官学院的职责，培训通过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及普
通考试的人员。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同称为是中国的“文武两校”，为国家培养军官与文官。政治大学
为首间提供中文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学府，商学院同获得了AACSB及EQUIS认证，并与美国密西根大学
合作，设立公共行政及企业管理教育中心。该校现阶段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现与多所
高等教育机构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等校签有合作交流协
议。 [17]  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有学术交流往来。 [18] 中正图书馆中正图书馆政大设有公
共行政及企业管理教育、社会科学资料、电子计算机、国际教育交流、附设公务人员教育、国际关系研
究、选举研究、第三部门研究、创新与创造力研究、中国大陆研究与台湾研究等中心。除此之外，并有
附属gaoji中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及幼稚园一所，该校拥有自幼稚园、小学、中学以迄大学、硕、博士
班的一贯完整学制。在教学与研究方面，该校每年均聘请国内外学者专家，担任各项课程教学与研究，
有专任教师六百余人，研究员七十余人，兼任教师二百余人，高学历教师年年增加，师资阵容日益壮大
。学校将传承人文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发扬追求宇宙真善美之大学精神，培养具备“人文关怀、专业
创新、国际视野”之新世纪领导人；拥有丰实的文、理、社会科学基础学门，同时保有法、商、传播、
公共事务、国际事务、外语、教育、数位科技等专业智能，进一步强化人文、科技与社会的对话能力，
涵养公民智慧与素养。并以美国哈佛大学为标竿，契合时代脉动、引领教育创新、开拓知识社会，成为y
iliu的人文学术殿堂，在教学、研究、服务、校园、国际化等各方面，展现该校duyiwuer的特色。商学院
大楼-台湾第一商学院商学院大楼-台湾第一商学院除此之外，政治大学拥有附属gaoji中学、附设实验小
学及幼稚园。政大拥有自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硕、博士班的一贯完整学制，在校学生人数共150
00余人，专任教师600余人，研究员40余人。未来政大将传承人文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在人文、社会、
法、商、传播等学术领域中，兼重教学与研究、并行理论与实务、均衡国际化与本土化，强化人文、科
技与社会之间的对话，促成学术研究的多元发展，以打造国际yiliu的人文社会学术殿堂为愿景，培养具
有“人文关怀、专业创新、国际视野”的新世纪领导人。政治大学为接受“迈向dingjian大学计划”补助
的研究型大学之一，与同为在台复校的台湾清华大学及台湾交通大学为中国台湾地区zhiming院校之一。
政大是台湾地区zhiming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dingjian大学，在法商、传播、国际事务、外语等领域尤其
zhiming，并且为发展国际yiliu大学及dingjian研究中心计划获选学校之一。政大历年大学联考人文社会组
科系录取分数在中国台湾各大学中位居前二志愿，自然科学组科系录取分数也位居前五志愿，为许多高
中生所向往。唯其因学术发展以人文及社会科学为主，研究强项也主在国内与区域议题，且理学院规模
较小，皆不利于在以“国际期刊发表数量”作为评量指标的排名表现，因此政大在许多世界大学排名皆
较难minglieqianmao，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仅被评为“全球第400至500余名的大学”，另据英国高等教
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2012年亚洲zuijia大学排行榜，政治大学名列第113位，相较于2011年上升14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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