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文欽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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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簡評： 

吳文欽助研究員的專長領域為比較威權主義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主題則

是運用宏觀與微觀的經驗資料，試圖解釋民主化文獻的關鍵議題：何以某些威權

政體能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保有高度制度韌性以抵抗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民主

轉型壓力？這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研究課題。本次申請所提之三篇代表作，



 

皆在具影響力的國際期刊發表，且研究成果具系統性，殊屬不易。一位審查人指

出申請人「為不可多得的新進研究人才，不僅著作相當豐富，且作者受到相當嚴

謹的方法訓練，並且嫻熟各種統計方法」。另一位審查人則總評：「綜觀其代表

作，其研究發現均有深遠的影響，將對於比較威權主義的體制開放，貿易政策偏

好以及政體存續性，產生極具潛力的議題領導與方法論上的啟發」。基於此，申

請人的研究已達主要國際期刊發表水準，在持續努力下，未來學術潛力應可預期。 

 

 

得獎人簡歷： 

    吳文欽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學系（2002）與政治學研究所（2007），並取得比

利時魯汶大學歐洲政治與政策碩士（2006）、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2012）。他曾在 2013-2014 年間，擔任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博

士後研究員，同時參與朱雲漢院士所領導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研究團隊，後

於 2014 年 11 月獲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聘為助研究員至今。 

 吳文欽的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與政治經濟學，他迄今的研究成果沿著以下三

個面向而開展。首先是威權國家的貿易政治，旨在探討不同型態的威權主義如何

影響貿易政策之制訂，以及貿易政策對威權政體統治與存續之影響。其次，他利

用民調資料分析威權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民眾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取向，並探討選

舉成敗、社會階級、以及所得分配不均等因素，如何影響民眾對政體的支持與滿



 

意度，以藉此描繪民主鞏固與威權存續的微觀基礎。此外，他目前也關注中國在

世界舞臺的崛起過程中，其經濟實力如何對國際政治、兩岸關係、以及其它發展

中國家的內政與外交帶來衝擊。 

 吳文欽曾獲得 2007 年教育部留學獎學金、2012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研究方

法最佳論文獎、以及 2015 年科技部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他發表的論文

也獲選為 2015 年與 2016 年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得獎著作簡介： 

我此次提列的三篇論文，以貿易政治為主題，探討威權國家貿易政策的成因

與影響，解釋為何貿易開放帶來的經濟成長，未能成功催生民主化。 

首先，我在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發表的論文，探討威權國家在何種條件

下會開放貿易。本文主張貿易開放是威權國家降低民主化壓力的政策工具。由於

所得分配不均會帶來政治不穩定，領導人必須就窮人與富人之間對於所得分配議

題的偏好取得平衡。因此，我發現當威權國家內部的所得分配惡化時，該國隨後

的貿易開放程度也會隨其勞力充沛程度而增加。基於前述發現，張嘉哲博士和我

在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發表的論文中，採用自由貿易協定做為貿易開放的指

標，發現簽署貿易協定不但會降低威權國家的經濟不平等，同時也延長其政體存

續。在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發表的文章中，我分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的資料，發現由於許多東亞國家依循「發展型國家」的路徑追求經濟成長，使其



 

人民具有「大政府情結」，容易接受政府以提升社會福祉為由而實施保護主義，

換言之，國家可以透過貿易政策干預市場，藉此取得統治正當性。 

總括來說，前述三篇論文皆指向一個結論：威權國家可以透過貿易政策來鞏

固政權。這項發現為當今世上最大、也最重要的威權國家—中國—在世界經濟舞

臺的崛起過程中，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委員的肯定，謹藉此機會向我學術生涯的貴人致謝。感謝中研院政

治所歷任所長、行政人員、助理、以及研究同仁，他／她們建造了一流的研究環

境；感謝政大新聞系的薰陶，還有引領我一窺政治學堂奧的師長——特別是張嘉

哲、林繼文、何思因、冷則剛老師；感謝博後期間提攜我的朱雲漢院士與張佑宗

教授；感謝學術同行的砥礪。特別感謝我的妻子潘欣欣博士在學術與家務的支持。

最後，謹將此獎獻給我已故的姐姐吳佩玲與祖母吳黃祝英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