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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學領域
當代政治理論、論述分析理論、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生命政治、冷戰研究、邊界與
遷移

研究發表

（一）期刊論文
2021，〈尋找「群眾」〉，《文化研究》，第32期，頁394-402。
2016，〈例外與範例──Giorgio Agamben的政治存有論初探〉，《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論》，第56期，頁1-67。
2015，〈從「過渡」到「過渡中」的主體：Etienne Balibar對於歷史唯物論的解讀〉，《社

會分析》，第11期，頁107-152。
2015，〈空、遭遇與延續：晚期阿圖塞的機緣唯物論〉，《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52期，頁1-61。
2014，〈創作論：Jacques Rancière的政治與歷史書寫〉，《中外文學》，第43卷第4期，

頁17-58。
2014，〈阿圖塞的社會形構分析：多重決定、意識型態召喚與階級鬥爭〉，《政治與

社會哲學評論》，第48期，頁1-59。
2009 ‘The “Popular Democracy vs. Civil Society” Debate in Taiwan Revisi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14, no. 3, pp. 22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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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拉克勞（Ernesto Laclau）霸權理論中的敵對於異質性〉，《政治科學論叢》，
第30期，頁97-130。

2005，〈人民作主？民粹主義、民主與人民〉，《政治社會哲學評論》，第12期，頁
141-182。

2004，〈傅柯論權力關係與主體〉，《中山人文社會科學集刊》，第16卷第1期，頁
117-150。

2003，〈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條件〉，《政治社會哲學評論》，第4期，頁29-72。

（二）專書
2020，主編《疆界、主權、法》，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三）專書論文
2020，〈序言〉，林淑芬主編《疆界、主權、法》，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4 ‘Traversing the Dispositif: Th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tai Islands Revisited’,

European-East Asian Borders in Translation. Eds. Joyce C. H. Liu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London: Routledge.

2010， （與薛熙平合著），《例外狀態》導讀，Giorgio Agamben著，薛熙平譯《例外
狀態》，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7，〈後結構主義論述理論與政治學研究〉，收錄於李炳南主編，《邁向科技整合
的政治學研究》，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出版。

2007，〈人民作主〉，收錄於殷海光基金會《自由主義與新世紀台灣論文集》。
2006，〈序：付諸行動〉，斯拉維‧紀傑克著，王文姿譯，《歡迎光臨真實荒漠》，台北

：麥田出版社，頁9-25.
2005，〈導讀：從敵人變成對手？〉，慕孚著，《民主的弔詭》，台北：巨流出版社。
2003,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national Activism and

Human Right Movement as a Critique’, in Anders Uhlin and Nicola Piper eds,
Contextualizing Transnational Activism - Problems of Power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四）翻譯
2011，（與劉紀蕙、薛熙平、陳克倫合譯），洪希耶（Jacques Rancière）著 《歧義》，台

北：麥田出版社。 
2005，珊妲‧慕孚著（Chantal Mouffe）《民主的弔詭》（The Democratic Paradox），台

北：巨流出版社。

（五）評論
2018，〈公投與人權：社運工作者民主難題〉，苦勞網。
2007，展評：〈主權承認與見證：評論赤裸人〉，《文化研究》，第4期。 
2006，書評《回歸政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16期。 
2005，書評Re-Imagining Taiwan: Nation, Ethnicity, and Narrative,《台灣民主季刊》

，第2卷，第3期。 
2000，書評David Kelly and Anthony Reid eds., Asian Freedoms: The Idea of

Freedo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perback,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六）會議論文 （過去五年）
1. 2020/10/15-16, The Refugee Problem, paper presented in Post-Cold War

Inter-Asia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Post-Cold War Cultural Shadow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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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09/24-25, Populism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Political Reflections on
Democracy and Modernity: In Memory of Professor Ing-Wen Tsai, Academia
Sinica.

3. 2018/5/11-2018/5/12, “The Paradox of Human Right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in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co-authored with
Hsi-Ping Schive)

4. 2016/8/24-2016/85, “Homo Oeconomicus and Homo Nationalis: 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Justice, Liberty and
Equality: The Normative Implications of Modernity,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五）其他
2015，編輯校閱，João Biehl 著 《求生意志》（Will to Live），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

版社。
2010，編輯校閱，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著，薛熙平譯《例外狀態》 （State of

Exception），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6，編輯校閱，斯拉維‧紀傑克（Slavoj Žižek）著，王文姿譯，《歡迎光臨真實荒

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5，編輯校閱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Circle of Rights: Economic, Social &

Cultural Rights Activism: A Training Resource）教科書。 

研究計畫
1. 【冷戰研究學術網站II】，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22/01/01-2022/12/31
2. 【冷戰研究學術網站 I】，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21/07/01-2021/12/31
3. 【難民體制與生命政治】，科技部109-2410-H-009 -017 -MY3,

2020/8/1-2023/7/31
4. Co-PI, Broker & Employer Practic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Foreign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2019-2020),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 ICCS NCTU,
Taiwan.

5. 【自由或合作？19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中國》與《新社會》】，科技部
103-2410-H-009-012-MY3, 103/08/01-106/12/31

6. 【Balibar, Badiou, Rancière的政治、倫理、美學思想】，國科會，NSC
98-2410-H-009-034-MY, 98/08/01~101/07/31

7. 【左派閱讀馬基維利】，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NSC 96-2414-H-031-011-MY2,
96/08/01~98/07/31

8. 【超越性，內在性與基進民主II】，國科會，NSC 95-2414-H-031-010,
95/08/01-96/07/31

9. 【超越性，內在性與基進民主】，國科會，NSC 94-2414-H-031-005,
94/08/01~95/07/31

10. 【後結構主義中的倫理-政治問題II】，國科會，NSC 93-2414-H-031-003-
93/08/01-94/07/31

11. 【後結構主義中的倫理-政治問題】，國科會，NSC 92-2414-H-031-001，
92/08/01 ~ 93/07/31。

12. 【現代性】，教育部顧問室前導計畫2003/1/1-20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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