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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婷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得獎著作： 

 Yi-ting Wang*, 2018, “Clientelistic Parti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Party Politics. 

 Yi-ting Wang*, Kiril Kolev, 2018, “Ethnic Group Inequality, Partisan 

Networks and Political Clientelism”,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Eitan Tzelgov*, Yi-ting Wang, 2016, “Party Ideology and 

Clientelistic Linkage”, Electoral Studies, 44: 374-387.  

得獎簡評： 

申請人在「侍從主義與政黨政治」的議題上有相當突出的研究表現，並

展現如下的特點：第一、進行了對於侍從主義（政黨以實質利益來換取特定

群體的政治支持）有組織、全面性的探討，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成績，包括侍

從主義的根源（族群的顯著性、經濟階層化，和政黨的政策綱領（左 vs 右）

對侍從主義興起的作用），和侍從主義的影響（主要是全體民眾和侍從主義

的既得利益階層對於民主的評價），而這些議題也就是其三篇代表作主要探

討的內容。一位年輕的學者，能夠如此全面性地發展此一重要的領域，是非

常難得的。第二、侍從主義並非申請人博士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這代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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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從獲得博士學位以來，已經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而不是停留在熟

悉的議題當中，從這裡可以看出其開創性。第三、申請人參與了數個主要國

際資料庫的建置與跨國研究計畫（如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Linkage 

Project (DALP)，和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Project）的運作，使其得

以進入重要的學術網絡，並獲得充分的資源來展現其研究成果。第四、申請

人論文發表的期刊在比較政治研究的領域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可以

預期其未來能持續在此一研究軌道上發展並做出醒目的研究表現。 

得獎人簡歷： 

王奕婷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政治所；2013 年於美國杜克大學取得

政治學博士學位，期間曾參與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Linkages Project, 

協助關於政黨可責性策略（accountability strategies）與組織特徵的資料搜集。

後於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系 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V-Dem 多元民

主計畫）擔任博士後研究，負責民主相關概念的測量模型與指標建構。2015

年加入成功大學政治系。 

王奕婷的研究主要關注民主政體的轉型與維持，尤其是國會與政黨的

運作及制度特徵如何能使民主更不易崩潰。近期研究主題包含 1）侍從主義 

（clientelism）作為政黨的一種可責性策略，其原因與影響何在，而民眾在

何種狀況下會更容易受到其他可責性策略的吸引；以及 2）民主政體中橫向

制衡（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機制對民主表現的影響，與其弱化的可能原

因。研究之外，近年也努力於政治學科普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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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著作簡介： 

政治學以往認為政策立場的競

爭（programmatic politics）是政黨用

來爭取選民支持的主要方式，然而

「侍從主義（clientelism）」在新興民

主與發展中國家相當普遍。在侍從

主義下，政黨提供好處給特定一部

份的選民或小團體，希望獲得那些

選民的支持。這三篇著作試圖解釋

在民主國家中，政黨採用侍從主義

競選策略的原因與影響、以及與其

他可責性策略間的關係。透過跨國

量化資料進行驗證，並採用不同 

的模型設計、以確認變項間的影響

方向與因果機制。  

Clientelistic Parti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探究侍從主義對民

主滿意度的影響。由於侍從主義的

資源分配方式損害了民主平等的原

則，因此在侍從主義較普遍的國家，

民眾整體對民主運作的滿意度較

低；然而在各國家之內，侍從主義

政黨的支持者其滿意程度則較非支

持者高，因為這些支持者往往是侍

從主義下獲得物質利益的受益者。

Ethnic Group Inequality, Partisan 

Networks, and Political Clientelism 

則探討侍從主義的成因，指出若各

族群間的所得差距較大，則政黨傾

向依賴侍從主義。當不同的族群團

體間經濟條件顯著不平等，以族群

為範圍的認知會增強，而廣泛的公

共政策則較不具吸引力。另外，既

有的族群網絡能讓政黨克服組織與

資訊上的難題、降低侍從主義的成

本。Party Ideology and Clientelistic 

Linkage 分析侍從主義與政策立場

之間的關係，並指出由於意識形態

的親近性、右派政黨更常發放針對

商業團體/企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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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也感謝成大政治系同仁學生、與合作計畫成員的

信任與支持。政治學的研究環境並不理所當然存在。只有在自由的社會，政

黨競爭、差異與反對才有辦法被談論，在地經驗需求才能夠被珍視，而不是

作為誰的邊陲或附屬；在這樣的狀況下，真實的政治學研究也才可能出現。

謝謝勇敢堅持使民主台灣成為可能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