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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娟娟學術著作          2021/2/19 

期刊論文  

1. 董娟娟，2005，〈詮釋新加坡發展的新路徑：監視社會研究的新解與展望〉，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頁 107-151。(TSSCI 觀察期刊) 

2. 葉連祺、董娟娟、楊世英、陳仁海、蕭芳華，2005，〈大學學生評鑑教師教學

量表之編製〉《測驗學刊》，第五十二輯第一期，頁 59-82。 (TSSCI 觀察期刊) 

3. 董娟娟，2004，〈威權政治與知識經濟並進下的監視社會發展：以新加坡的網

路管制體制為例〉，《東南亞學刊》，第一卷，第二期，頁 85-135。（經匿名審查

後刊登） 

4. Tung, Chuan-Chuan.  1997.  “Taiwan’s Labor Movement in the New I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Vol.2, No.1, 33-49. 

（經匿名審查後刊登） 

5.  Tung, Chuan-Chuan.  1997.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Labor 

Movement in Taiwan”, Industry of Free China, 87(2):49-70.（經匿名審查後刊登） 

6.  董娟娟，1992，〈弱勢福利運動團體與婦女運動團體之介紹〉，《國家政策雙週

刊》，第 25 期，頁 13-18。 

7.  董娟娟，1991，〈八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社會福利預算之評估〉，《國家政策雙週

刊》，第 6 期，頁 7-8。 

8.  董娟娟，1991，〈行政院長的社會福利觀〉，《國家政策雙週刊》，第 4 期，頁 2-3。 

9.  董娟娟，1990，〈臺灣社會保險的困境〉，《國家政策研究季刊》，第 6期，頁 28-33。 

 

專書與專書論文 

1. 董娟娟，2020，〈新加坡新冠疫情及其大選後之政經局勢〉與談稿，收入銘傳大

學兩岸研究中心等編「後新冠疫情下國際與臺海形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3-26

頁，新北市：法務部調查局。 

2. 董娟娟，2012，〈蘭花進化：新加坡民主發展與未來〉，收入宋鎮照、左正東等

合著「茉莉花革命浪潮下的新世紀民主化課題與前景：經濟發展、資訊傳播與政

治民主」，257-291 頁，台北：五南。 

3. 董娟娟，2007，〈東南亞國家網眼中的台灣〉，收入宋鎮照、魏玫娟主編「2006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卷—台灣與東南亞之歷史、社會和文化研

究」，199-227 頁，台北：五南。（經匿名審查後收錄） 

4. 董娟娟，2006，〈深化新加坡監視社會的研究：「歷史」的轉進〉，收入淡江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主編「2004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論文集—台灣東

南亞研究的十年回顧」，211-229 頁，淡水：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編印。（經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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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審查後收錄） 

5. 董娟娟，2005，《新加坡監視社會之分析》，台北：憬藝出版。 

6. 李文志、董娟娟，2004，〈從知識經濟的觀點重建政府的角色〉，收入孫以清、郭

冠廷主編《政治與資訊科技》第六篇，381~413 頁，台北：揚智。（經匿名審查

後收錄） 

7. 董娟娟，2002，〈全球化下監視社會的初探—以新加坡為例〉，收入顧長永、蕭新

煌主編《新世紀的東南亞》，281~293 頁，台北︰五南。（經匿名審查後收錄） 

8. 董娟娟，1999，〈治安未來學―更生保護〉，收入林志鴻、董娟娟編《社會未來學》，  

293-319 頁，台北︰華泰。 

9. 林志鴻、董娟娟，1999，〈未來學的特性、實用性與限制性〉，收入林志鴻、董娟

娟編《社會未來學》，43-69 頁，台北︰華泰。 

10. 董娟娟，1998，〈從亞洲金融風暴展望跨世紀亞太區域整合〉，收入張建邦編著

《回顧與前瞻—走過未來學運動三十年》，127-146 頁，台北︰淡江大學。 

11. 林本炫、董娟娟、張人傑，1991，《國有土地問題之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業

強。 

 

會議論文 

1. 董娟娟，2020，〈從人權相關公約的簽准展望新加坡民主未來―一個初步的

探索〉，「2020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跨界深思：過去、現

在與未來」，2020 年 6 月 22~23 日。主辦單位：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

究專題中心。（審查通過後發表） 

2. 董娟娟，2019，〈科技不再賦權民主了嗎？一個從Surveillance Society Studies

的觀察〉「2019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在虛實之間：關鍵時代的台灣社會與社

會學」，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主辦。（審查通過後發表） 

3. 董娟娟，2019，〈邁向更平等的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社會福利策略的初探 

〉，「2019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東南亞的未來民主發展：

關鍵選舉與政治参與」，2019 年 6 月 21~22 日。主辦單位：淡江大學東協研

究中心等。（審查通過後發表） 

4. 董娟娟，2019，〈青年參與服務學習課程的回饋分析：埔里鎮的研究〉，2019

年 4 月 12 日。主辦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華中師範大學。主辦單位：華中

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5. 董娟娟，2016，〈比些什麼？怎麼比？回顧台灣與新加坡發展研究之內容分

析〉，  「2016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轉型政治下的東南亞 

共創以民為本新議程」，2016 年 9 月 22~23 日。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審查通過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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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娟娟，2016，〈公共事務跨領域教學研究之議題分析〉，「台灣公共行政與

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2016年年會：臺灣公共行政的自省與躍升：

學術與實務整合學術研討會議」，2016年5月27~28日。主辦單位：臺北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7. 董娟娟，2014，〈監視治理與民主的辯證—兼論台灣的監視社會化趨向〉，

「 2014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當前全球民主實踐的再思考：困境、挑戰

與突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12月6~7日。主辦單位：臺灣政治學會、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審查通過後發表） 

8. 董娟娟，2014，〈新加坡監視治理策略的游移：從罷工與暴動事件引發的思

考〉，「跨界的流動」，2014年4月25日~4月26日。主辦單位：中研院人社中

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審查通過後發表） 

9. 董娟娟，2013，〈新加坡客工巴士司機罷工事件的未來輪轉法分析〉，「東亞

區域經濟整合下的台灣與東南亞」，2013年5月31日~6月1日。主辦單位：佛

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暨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

研究專題中心。（審查通過後發表） 

10. 董娟娟，2013，〈新加坡抗議2013人口白皮書的未來輪轉法分析〉，「 2013年

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續階：對臺灣

公共行政之檢討與展望」，2013年5月24~25日。主辦單位：臺灣公共行政與

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審查通過

後發表） 

11. 董娟娟，2012，〈監視與民主關係的初探—以新加坡民主化轉型為例〉，「 2012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遷徙與生/失根：東南亞的移民及再

移民」，2012年4月27~28日。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

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審查通過後發表） 

12. 董娟娟，2011，〈新加坡民主發展與未來〉「 茉莉花革命浪潮下的新世紀民

主化課題與前景：經濟發展、資訊傳播與政治民主」學術研討會」，2011年

12月28日。主辦單位：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財團法人台

灣民主基金會。 

13. 董娟娟，2011，〈台灣與新加坡社會信任的比較—以2006年的調查為例〉

「 2011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不確定的未來?」－東協

建構共同體與區域整合」，2011年4月29~ 30日。主辦單位：淡江大學亞洲研

究所暨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審查通過後發表）。 

14. 董娟娟，2010，〈不信任的公共治理導向—以公部門資訊安全監控的發展趨

勢為例〉「 2010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預見

下一個台灣社會」，2010年12月4~5日。主辦單位：台灣社會學會、天主教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主辦。（審查通過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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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董娟娟，2009，〈全球政經動盪年代中「監視治理」的照見與反思〉「 TPSA2009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研討會：動盪年代中的政治學：理論與實踐」，2009

年11月21~22日。主辦單位：玄奘大學、台灣政治學會。（審查通過後發表） 

16. 董娟娟，2008，〈一九九０年代後台灣勞工運動的危機？轉機？—鼎立罷工

事件的啟思〉「 TPSA2008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研討會：全球競爭、民主鞏

固、治理再造」，2008年11月22~23日。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台

灣政治學會。（審查通過後發表） 

17. 董娟娟，2007，〈誰來說東南亞和台灣的學術故事？論述路徑的跨國比較〉

「 2007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台灣與東亞社會的比較研究」，2007年11月

24~25日。主辦單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台灣社會學會。（審查通過後發

表） 

18. 董娟娟，2006，〈網路文本中的台灣建構：東南亞他者的觀點〉「 2006年社

會學會年會：國科會專題研究論文」，2006年11月25日~26日。主辦單位：東

海大學社會學系、台灣社會學會。（審查通過後發表） 

19. 董娟娟，2006，〈東南亞國家網眼中的台灣〉「 2006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年度論文研討會」，2006年4月27~ 28日。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

（審查通過後發表） 

20. 董娟娟，2005，〈從監視社會理論看公民信任—一個理論連結的初探〉，「公

共服務績效與公民信任—理論與實務的創新研討會」，2005年5月20日。主辦

單位：東海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審查通過後發表） 

21. 董娟娟，2005，〈「東南亞」國家的網路想像：一個虛擬建構的初探〉，「 2005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東南亞研究新視野：在地觀點的

開拓與紮根」，2005年4月28~29日。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

究所。（審查通過後發表） 

22. 董娟娟，2004，〈從「歷史 」轉進新加坡監視社會的研究〉，發表於2004年4 

月 22日~4月23日「2004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淡江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主辦。（審查通過後發表） 

23. 董娟娟，2004，〈科技化社會控制的升高與對抗：監視理論的發展與挑戰〉，

發表於2004年15日~4月16日「第四屆政治與資訊科技研討會」，宜蘭：佛光

人文社會學院。（審查通過後發表） 

24. 董娟娟，2003，〈從監視社會理論看新加坡抗SARS戰役〉，發表於2003年11

月29日~30日「2003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台北：台灣社會學會與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主辦。（審查通過後發表） 

25. 董娟娟，2003，〈監視社會理論的省思—以新加坡的網路管制體為例〉，發表

於2003年4月25日~4月26日「2003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台北：中研院亞太研究計劃主辦。（審查通過後發表） 

26. 董娟娟，2003，〈科技民主賦權論的省思—以中國大陸的網路控制為例〉，發

表於2003年4月9日~4月11日「第三屆政治與資訊研討會」，宜蘭：佛光人文

社會學院。（審查通過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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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董娟娟，2002，〈全球化下監視社會的初探—以新加坡為例〉，發表於2 002

年   4月26日~4月27日「2002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高

雄：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辦。（審查通過後發表） 

28. 李文志、董娟娟，2002，〈從知識經濟的觀點重建政府的角色〉，發表於2002

年4月11日~4月12日「第二屆政治與資訊研討會」，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審查通過後發表） 

29. 董娟娟，1991，〈社會福利預算與臺灣人民福祉〉，發表於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主辦之《八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會》，1991年4月20日,台北。 

專題計劃 

1.  2004，國科會研究計畫，《網路社群中的「台灣與東南亞想像」－虛擬認同下「台

灣」與「東南亞」的相互建構》。NSC93-2414-H-260-003，20040801～20050731。 

2.  2003，蘇玉龍、楊瑩、葉連祺、蕭芳華、董娟娟、陳仁海、楊世英，《教學意

見調查表之改進研究》，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5 月執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務處專案研究計畫。 

3.  1998，黃榮護、余致力、董娟娟，《更生保護人人力運用與就業服務策略》，勞

委會職訓局委託世新大學研究計畫。 

其它著作 

1.  李文志、董娟娟，2002，〈從知識經濟的觀點重建政府的角色〉，國政研究報告，

內政(研)091-045 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2.  Tung, Chuan-Chuan.  199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aiwan ： A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Georgia.  (博士論文) 

3.  Tung, Chuan-Chuan.  1989.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Black Male 

Joblessness and Black Family Instabil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Georgia.  (碩士論文) 

學術獎勵與榮譽 

1.  1998 國科會甲種獎勵 

   2.  200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究獎勵 

 

經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副教授       2005.8~迄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助理教授     1999.8~2005.7 

淡江大學 未來研究組                   助理教授     1997.8~1999.7 

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社會文化組助理研究員             1989.9~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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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A社會學系與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研究、教學助理  1991.9~1994.6 

喬治亞大學(UGA)社會學系  研究助理                  1987.9~19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