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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嘗試揭開美國總統以行政命令採取片面行動的黑箱。在美國

三權分立的憲政設計下，由於這種片面決策被視為憲法賦予的理所當

然權力，故從未深思在理性的預期下，片面行動可能引起國會與司法

體系的反制，進而可能讓總統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因此不是一種會

被濫用的權力。本書所展現的驚奇，就在於從看似平凡之處，問出一

個不凡的問題：什麼因素讓美國總統願意採用此一策略。本書第二個

驚奇，在於結合形式理論與經驗研究的設計，找出一個可信的測量方

式，檢證可能的影響因素。這努力讓本書作者走出形式理論的曲高和

寡的舞台，建構起和廣大政治學者更大的對話空間。雖然本書提供的

答案─政黨力量在此間扮演的角色，並不算很有驚奇效果的說法，但

本書細緻的推論與嚴謹的證據，展示了學術作品所應具備的條件，值

得此一獎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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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訪義目前擔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他於 年

獲得普林斯頓大學（ ）公共事務博士學位。研究興

趣包括行政政治、立法政治、以及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在

美國與台灣政治發展上，並發表這些相關議題研究在國際著名期刊上，

包括 與 等期刊。

他最近出版的新書－

，發展互競理論和新的測量，

探討美國總統單邊行動與權力謎樣的關係。他曾獲選為全球青年學會

（ ）會員（ ），並曾獲得

及國內幾個重要研究獎項，同時也是 年亞洲政治學方法論

研討會主要主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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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igma of Presidential Power: Parties, Policies, and 

Strategic Uses of Unilateral Action

由於立法僵局普遍存在，美國總統往往藉由單邊行動（例如總統

所發布的行政命令），以突破僵局推動其政策， 但也因此讓不少政治

學者與法學學者憂心，單邊行動造成總統權力獨大，破壞權力制衡。

本書結合理論模型與經驗分析，探討美國總統單邊行動與權力謎樣的

關係。詳言之，此書提出三個互競賽局模型： 單邊主義模型（在此

模型中，單邊行動比較不受國會的牽制）； 國會院會控制模型（總

統在使用單邊行動時，會受到院會的牽制）； 國會多數黨控制模型

（總統在使用單邊行動時，會受到國會多數黨的牽制）。後兩者模型

的相同點是，國會可以使用立法之外的手段（包括總統政治任命的審

查權、預算、國會的議題設定等等），以施壓或影響總統的政策推動；

這兩個模型的不同處，在於是否國會的中位議員或者多數黨控制這些

手段。從這三個模型可導出分別的假說與預測，為了檢驗哪一個模型

受到較多資料上的支持，蒐集美國總統在 年到 年間所發布

的行政命令。這些資料統計分析的結果，發現前面兩個模型並不受到

資料上的支持，但第三個模型獲得資料上很堅強的支持，這顯示整體

而言，總統在使用行政命令上，是受到國會多數黨監督與制衡。此書

針對不同政策類型的行政命令做分析，以判定上述三個模型是否受到

資料上的強烈支持，是否受到政策類型的影響，此書發現總統的外交

行政命令通常是第一個模型受到較多支持，總統在使用外交單邊行動

上比較不受國會制衡，國會也很難插手；有關內政的行政命令，則國

會和政黨發揮的影響就較為明顯。 最後，此書也針對單邊行動使用

上，政黨所扮演不同角色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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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研究成果的背後，有很多方面及層次的助力。首先，在中央

研究院歷任院長副院長及政治所歷任所長帶領下，創造出極為優良的

研究環境，以及完備的學術制度，使所內所有研究員可以專心研究，

互相砥礪，所長與同仁的支持居功厥偉。同時，中央研究院與政治所

在本人過去的學術生涯當中，在經費上提供非常必要及迫切性的支持，

使本人在資料蒐集上、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與國際學者切磋、以及移

地研究上可以順利進行，這些支持對於國際學術交流與互動扮演非常

關鍵性角色。最後，在國去幾年研究期間，受到國內外政治學為主的

前輩們，在研究上與經驗上各種鼓勵與指導；在研究資料蒐集上，我

的助理們辛苦的努力；在生命旅途上，家人的默默支持。這些都是本

人研究過程中很關鍵的資糧，銘心感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