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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權、專制到民主：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題》，臺北 

 市：聯經出版公司，2015 
 

得獎簡評： 

過去我國對於民主政治發展的研究，多半針對憲政規範、政府體制，

或是政黨政治等制度面向的討論，鮮少有學術著作從政治思想作為論述核

心，爬梳民主政治的發展脈絡與爭議。本書補足我國學界在民主政治發展

與轉型討論的空白之處，從古典希臘公民社會、中世紀神學、近代社會契

約、公平正義等政治思想家，汲取當代民主政治發展有重要影響的論點，

並歸結到當代公共領域、極權主義的罪惡，以及公平正義的省思。作者雖

以西方民主政治理論作為討論對象，但重點仍是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作者

指出，分權政治對於政府治理的損害、政黨政治對於民主治理的癱瘓、民

眾受到媒體報導的操弄，以及財閥取代貴族政治的地位等四大現況，都是

當代民主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作者對於我國威權體制轉型後以往政府體

制功過評價的問題，建議以鄂蘭提出「罪惡之平庸性」觀點作為借鏡，建

議加強公民「批判性的判斷」能力，以解決我國民主轉型的困境。 

 

得獎人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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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政治思想研究專

題中心研究員，他於 1978年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自 1980年至 1996

年任教於東海大學歷史系，於 1986 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在 1987 年負

笈英國約克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在 1992 年取得 D.Phil.（博士

學位），並於 1996 年從東海大學轉職於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在任職期間，他於 2001 年 8 月以訪問學人的身分到英國劍橋大學的

Wolfson 學院研究政治理論。自 2004 年至 2016 年擔任中研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之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的執行長。蔡英文博士早年研究中國

政治思想史，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他於 1985 年出版《韓非的法治思想及

其歷史意義》；留學英國後，他轉向西方政治思想，以《麥克‧歐克秀與

漢娜‧鄂蘭的歷史與政治思想》取得博士學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後，專

致於西方政治哲學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特別探討西方民主的思想，重要

的出版計有：《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想》（聯經出版

公司，2000 年），《當代政治思潮》（三民書局，2009 年）及《從王權、專

制到民主：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題》（聯經出版公司，2015 年），以

及諸多單篇論文出版於國內各個學術期刊。他現致力於研究西方國家理性

的概念，以及民主的政治與倫理的問題。 

 

得獎著作簡介： 

《從王權、專制到民主：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題》 

From Autocratic to Democracy: The Unfolding of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 

 

    本書作者以臺灣民主轉型的困境為問題意識，探究西方民主思想之開

展。作者認為民主源於西方，若要深究民主的發展及其問題，有必要了解

歐洲如何從王權與帝國體制轉向民主的歷程，以及在民主化過程中所遭遇

的問題。西方比其他各個地區更早經歷民主轉型，針對轉型所帶來的問題，

歐美各國有其解決之道：了解這個複雜的歷程，或許有助於深化臺灣公民

的民主見識。作者在本書中以政治思想史的進路，上溯民主觀念的起源，

下探當代民主的論議，闡述了歐洲民主轉型的思想經驗，以及現代民主如

何在人民主權的動力與憲政法治秩序之間的辯證中開展，並分析民主內在

的矛盾張力。除此之外，作者亦解釋了當代三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施密特、

鄂蘭與列弗對民主政治的診斷。 

 

得獎感言： 

    拙著《從王權、專制到民主》很幸運地獲得本院今年度人文及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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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術專書獎，本人深感榮幸。這一次能獲獎，本人深深感謝中央研究院

提供的學術研究自由的氛圍及優良的研究設施，也特別感謝個人所屬的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的同仁長久以來培養的學

術研究的友誼。此次得獎，對我而言，是對國內政治思想研究的鼓勵，在

當前社會科學的研究取向為實證所主導的處境中，特別有其意義。拙著一

方面肯定民主體制的成就，但也闡發民主體制所遭遇的困境與難題。相對

於西方民主的發展，臺灣的民主資歷尚淺，民主化的過程尚處於掙扎的境

況，欲求民主的穩固，在現階段，端賴我們的民主是否兼顧政治自由、人

權保障與國家安全與經濟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