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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達琪教授 

 

現任專職：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最高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政治學博士  

 

主要經歷： 

校內(由近到遠) 

時間 職稱 

2012/08-2015/07 

2009/02-2011/07 

2004/08-2006/07 

中山大學政治所所長 

2009/01-2012/12 中山大學募款策略規劃暨推動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委員 

2000/09-2002/09 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兼美國中心主任 

1996-1999 中山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1993/08-1998/01 中山大學政治所副教授 

1990/10-1993/07 中山大學中山所副教授 

1981/08-1990/09 中山大學中山所講師 

 

校外(由近到遠) 

時間 職稱 

2021/7/9-2024/6/16 臺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 

2020/9 臺歐盟多邊科研暨創新合作推動平台諮詢委員 

2019/4/1-2021/3/31 高雄市政府國際關係小組委員 

2018/07- Board member, Research Committee of Legislative 

Specialists (RC08),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PSA) (國際政治學會立法專家研究委員會編

輯委員) 

2017/06- 社團法人台灣開放民主守望協會理事長 

2017/01- 內政部居住臺灣地區之人民受歧視申訴審議小組委員 

2015/12- 第 8 屆國家檔案管理委員會委員 

2015/10-2016/05 

2011/10-2013/09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2014/07-2016/06 行政院政務顧問 

2013/08-2017/06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 9-10 屆董事 

2013/03-2016/05 文化部廉政會報委員 

2012/07-2016/04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委員 

2010/08-2016/08 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委員 

1999，2008，

2009，2010，

行政院「政府服務品質獎」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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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 

2009/08-2012/07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8/08-2009/07 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 8 屆委員 

2006/08-2007/07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教授 

2005/02-2007/02 第三屆臺灣政治學會會長 

2004/10-2005/03 教育部 93 年度技術學院評鑑委員會委員 

2001/12-2002/12 

2006/01-2009/12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特約研究員 

2001/08-2002/08 

2006/01-2009/12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憲政法制組」特約研究員 

2000/03-2000/09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訪問學者 

1999/09-2000/02 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系訪問學者 

1993-1999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 

 

獲獎事蹟(由近到遠) 

時間 職稱 

2018/08 9th Asia's Education Excellence Awards are presented by 

World Education Congress, CMO Asia with CMO Council. 
2018/07 Marquis Who's Who, 2018 Albert Nelson Marqui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2017/12 執行 106 年度教育部委託之「建置 iconcern 學生事務與公

民培力無障礙平臺計畫」，監製之《番茄》影片，入圍文

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金穗獎」提名。監製之《陽

光和煦的午後》影片，入選在「2018 東京台灣未來電影

週」上映；海峽論壇海峽影視季青年微電影競賽「最陽光

微電影獎」；福爾摩沙國電影櫥窗入圍「最佳男主角」、「最

佳音效」、「最佳聲音處理」、「評審團大獎」、「最佳台灣

獎」、「最佳劇情片」 

2017/01-2017/12 中山大學 106 年度教學領航教師 

2014/11 新竹女中第一屆傑出校友 

2013 台灣政治學會「指導有方」獎：指導學生論文榮獲台灣政

治學會 2013 年最佳碩士論文獎 

2011/09 國立中山大學感謝狀—從事教學工作屆滿 30 年，克盡職

責，獲教育部致贈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 

2011/08-2012/07，
2013/08-2020/07 

中山大學學術研究績優教師(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 

2010/08-2011/07，
2012/08-2013/07 

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2010/02 榮獲中山大學產學營運中心頒贈產學卓著獎 

2009/03 2000 Outstanding Intellectuals of the 21st Century 

(2009/2010)，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Cambridge, 

England. 

2007- 名列 Marquis Who’s Who 出版之 Who’s Who in the World. 

2006/08-2007/07 獲「國科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及「學

術交流基金會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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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研究 

2004- 名列中央通訊社出版《台灣名人錄》 

1995 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 

1992，1996，

1998，1999，2000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甲種獎，2002 至今皆有主持人費 

1984-1989 行政院研考會社會科學人員出國進修全額獎學金 

 

專長：比較政治、比較議會、地方政府與政治、組織理論、政黨、民意選舉、資訊與

政治。 

研究論文曾發表於 Asian Survey、World Encyclopedia of Parliaments and 

Legislatures、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Handbook of Global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ina Perspectives、Perspectives Chinoises、 Issues & 

Studies、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山社會科學季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台灣政

治學刊》、《政治學報》、《政治科學論叢》、《國家政策論壇》、《臺灣民主季刊》、

《立法院院聞》、《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東吳政治學報》、《問題與研究》，

以及《理論與政策》等學術期刊。 

 

近五年(2016-2021)著作目錄 

a. 期刊論文 

1. Lin, Fu Ren, Da Chi Liao, and De Hao, 2016/1, “Automatic Content Analysis of 

Media Framing by Text Mining Techniques.” Proceedings of the 49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HICSS49), pp. 2770-2779. Kauai, 

Hawaii, January 5~8. (NSC98-2410-H-110-015-MY3)  

2. 廖達琪、陳月卿，2016，〈半總統制下國會監督實際作為之初探-台灣立法院與法

國國民議會之比較〉，《政治科學論叢》，第 69 期，頁 27-74。
(MOST104-2420-H-110-002-MY2)(RDEC-RES-100-004) (TSSCI) 

3. 張慧芝、廖達琪，2016，〈2016 選舉透露出台灣政治新趨勢〉，《台灣研究》，第 1

期，頁 12-1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7&recid=&file

name=TWYJ201601006&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Q&pr=&urlid=&y

x=&v=MjA5MDR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eWVaK1Z1RnlyZ1VM

L0xNVHJTWkxHNEg5Zk1ybzlGWW9SOGVYMUw= 

4. Liao, Da-chi, and Yueh-ching Chen, 2017/12, “The Effect of Social Movements on 

Representative Deficit: A Study of Two Taiwanese Case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73-106. (有雙向匿名審查制度的期刊)(MOST 

106-2420-H-110-001-MY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7&recid=&filename=TWYJ201601006&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Q&pr=&urlid=&yx=&v=MjA5MDR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eWVaK1Z1RnlyZ1VML0xNVHJTWkxHNEg5Zk1ybzlGWW9SOGVYMUw=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7&recid=&filename=TWYJ201601006&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Q&pr=&urlid=&yx=&v=MjA5MDR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eWVaK1Z1RnlyZ1VML0xNVHJTWkxHNEg5Zk1ybzlGWW9SOGVYMUw=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7&recid=&filename=TWYJ201601006&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Q&pr=&urlid=&yx=&v=MjA5MDR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eWVaK1Z1RnlyZ1VML0xNVHJTWkxHNEg5Zk1ybzlGWW9SOGVYMUw=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7&recid=&filename=TWYJ201601006&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Q&pr=&urlid=&yx=&v=MjA5MDR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eWVaK1Z1RnlyZ1VML0xNVHJTWkxHNEg5Zk1ybzlGWW9SOGVYM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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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廖達琪，2018/3，〈公民如何能知？--iVoter 的民主實作經驗檢視〉，《臺灣民主季

刊》，第 15 卷第一期，頁 121-128。(MOST105-2410-H-110-012-SS3)(TSSCI) 

6. 廖達琪、劉正山、陳柏宇，2018/6，〈馬英九主政下臺灣民族主義的檢視：普遍

崛起及務實傾向〉，《社會科學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頁 63-107。(有雙向匿名

審查制度的期刊) 

7. 林顯明、廖達琪，2019/7，〈社群網站與社會資本：比利時臺灣移民使用經驗之

初探〉，《資訊社會研究》，Issue 37，頁 49-86。(雙向匿名審查) 

http://ccis.nctu.edu.tw/issueArticle.asp?P_No=48&CA_ID=419 

8. 陳月卿、廖達琪，2019/6，〈半總統制下國會議長中立是不可能的任務：以太陽

花社運後的立法院院長為實證案例〉，《國家發展研究》，第 18 卷第 3 期，頁 45-97。 

9. Liao, Da-Chi, Hsin-che Wu, and Bo-yu Chen, 2020/4.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Logic of Communitive Action.” Asian Survey, 60 (2) 

(March/April): 265-289. (MOST 106-2420-H-110-001-MY2) (SSCI) 

https://doi.org/10.1525/as.2020.60.2.265 

10. Liao, Da-Chi, Wen Bin Chiou, Jinhyeok Jang, and Shao Hua Cheng, 2020/6, 

“Strengthening voter competence through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iVoter in Taiwan.”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9 (2): 

(MOST 105-2410-H-110-012-SS3) (Scopus)  
https://doi.org/10.1108/AEDS-03-2020-0043 

11. Lin, Hsien-Ming, Ching-Lin Pang, and Da-Chi Liao, 2020/9. “Home Food Making, 

Belonging,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in Belgian Taiwanese Immigrant Women’s 

Everyday Food Practices.” Journal of Ethnic Food 7, 29. 

https://doi.org/10.1186/s42779-020-00061-5 

12. Lin, Hsien-Ming, Ching-Lin Pang, and Da-Chi Liao, 2020/12. “Work, life,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in a foreign land: A study of Taiwanese Working Holiday Makers 

in Belgium.”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2 (2-3): 

194-209. https://doi.org/10.5130/ccs.v12.i2-3.6946 

13. Lin, Jiun-Chi Lin, Leen d’Haenens, and Dachi Liao, 2020/12. “Does the left-right 

ideological distinction help differentiate ‘populist’ communicative patterns on social 

media?”《政治科學論叢》，第 86 期，頁 1-30。(TSSCI) 

14. 陳月卿、廖達琪，2021/3，〈半總統制下的立法課責：台灣與法國國會制度面的

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60 卷第 1 期，頁 75-128。DOI：

10.30390/ISC.202103_60(1).0003 (TSSCI) 

 

b.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Liao, Da chi, Bo yu Chen, and Michael J. Jensen eds., 2016,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echnology: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 East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Hardback 

ISBN: 978–1–137–52206–1。E-PUB ISBN: 978–1–137–51897–2。E-PDF ISBN: 

978–1–137–51892–7。DOI: 10.1057/9781137518927。
(NSC98-2414-H-110-015-MY3) (NSC101-2410-H-110-040-MY4) 

http://ccis.nctu.edu.tw/issueArticle.asp?P_No=48&CA_ID=419
https://doi.org/10.1525/as.2020.60.2.265
https://doi.org/10.1108/AEDS-03-2020-0043
https://doi.org/10.1186/s42779-020-00061-5
https://doi.org/10.5130/ccs.v12.i2-3.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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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ensen, Michael J., Da chi Liao, and Bo yu Chen, 2016, “Introduction.” In Da chi 

Liao, Bo yu Chen, and Michael J. Jensen ed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echnology: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 East Asia, pp. 1-14, Palgrave Macmillan. ISBN: 

978–1–137–52206–1。E-PUB ISBN: 978–1–137–51897–2。E-PDF ISBN: 

978–1–137–51892–7。DOI: 10.1057/9781137518927。
(NSC101-2410-H-110-040-MY4) 

3. Liao, Da chi, and Bo yu Chen, 2016,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Development of the 

iVoter Website in Taiwan.” In Da chi Liao, Bo yu Chen, and Michael J. Jensen ed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echnology: 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 in East Asia, pp. 

67-90, Palgrave Macmillan. ISBN: 978–1–137–52206–1。E-PUB ISBN: 

978–1–137–51897–2。E-PDF ISBN: 978–1–137–51892–7。DOI: 

10.1057/9781137518927。(NSC101-2410-H-110-040-MY4) 

4. 程紹華、廖達琪、黃三益、羅珮綺，2016/12，〈以網路新聞分析民進黨與時代力

量之競合關係〉，梁定澎主編《電子商務與網路社會新境界 2017》，高雄：國立

中山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頁 222-243。ISBN: 978-986-05-1631-9 (經審查) 

5. 鄭子儀、廖達琪、黃三益、張家瑄，2016/12，〈以網路新聞資料探勘看國民黨換

柱過程的兩岸論述〉，梁定澎主編《電子商務與網路社會新境界 2017》，高雄：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頁 244-259。ISBN: 978-986-05-1631-9 (經審查) 

6. 程紹華、遲友宣、廖達琪，2017/12，〈立法委員臉書經營與其立法表現關聯的初

探〉，梁定澎主編《電子商務與網路社會新境界 2018》，高雄：國立中山大學電

子商務研究中心，頁 232-249。ISBN: 978-986-05-5112-9 (經審查) 

7. 林駿棋、詹婷棋、王怡茹、廖達琪，2017/12，〈蔡英文網路聲量與一般民調喜好

度之比較分析〉，梁定澎主編《電子商務與網路社會新境界 2018》，高雄：國立

中山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頁 282-299。ISBN: 978-986-05-5112-9 (經審查) 

8. Liao, Da-chi, Cheng-shan Liu, and Bo-yu Chen, 2018/5, “Taiwanese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Predominance and Pragmatism in the Ma 

Ying-jiu Era.” In André Beckershoff and Gunter Schubert ed., Assessing the 

Presidency of Ma Ying-jiu in Taiwan: Hopeful Beginning, Hopeless End? Chap. 3, pp. 

59-89. Routledge. ISBN: 978-1-138-48659-1. 

9. Liao, Da-Chi, 2018/8, “How Can Citizens be Informed Examining the Democratic 

Practices of iVoter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IcoSaPS 2018). Vol. 241, pp. 207-241. (MOST 

105-2410-H-110-012-SS3) https://doi.org/10.2991/icosaps-18.2018.1 

10. 廖達琪、李清水，2018/12，〈大數據與政治學研究〉，梁定澎主編《人文社會大

數據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頁 124-175。ISBN: 

978-986-05-8361-8 (經審查) 

11. 劉子昱、廖達琪、孫玉霖、黃三益、蔡芸琤、林炳宏，2018/12，〈立委的臉書使

用與政見的關聯性探討〉，梁定澎主編《智慧電子商務研究》，高雄：國立中山

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頁 293-314。ISBN: 978-986-05-8360-1 (經審查) 

12. Chen, Ian Tsung-yen, and Da-chi Liao, 2019/1, “The Rise of the New Power Party 

https://doi.org/10.2991/icosaps-18.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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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wan’s 2016 Legislative Election: Reality and Challenges .” In Wei-chin 

Lee ed., Taiwan's Political Re-Alignment and Diplomatic Challenges, pp.71-96. 

Palgrave Macmillan. ISBN: 978-3-319-77124-3. DOI: 10.1007/978-3-319-77125-0 

13. 廖達琪、陳月卿，2019，〈半總統制下國會監督實際作為之初探：台灣立法院與

法國國民議會之比較〉，黃秀端主編《國會立法與國會監督》，台北：五南，頁

177-222。 

14. Daniel Davies、廖達琪、彭鈺紜、楊雅汝，2019/12，〈誰最使用民粹主義的語言？

2018 年六都市長候選人臉書內容的比較分析〉，梁定澎主編《智慧電子商務研究. 

II》，高雄：國立中山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頁 270-289。ISBN: 978-986-98685-0-1 

(經審查) 

15. 廖達琪編，2020/2，《網路崛起的社會運動對台灣的影響》，高雄：中山大學。 

(MOST 106-2420-H-110-001-MY2) ISBN: 978-986-92114-9-9. (中山大學送外審通

過，獎助 5 萬元) 

16. 廖達琪、陳月卿，2020/2，〈社會運動能修補代議赤字？--以臺灣紅衫軍(2006)及

太陽花(2014)社運對立法院運作的影響為例〉，廖達琪編《網路崛起的社會運動

對台灣的影響》，高雄：中山大學，頁 1-52。 (MOST 106-2420-H-110-001-MY2) 

ISBN: 978-986-92114-9-9. 

17. 陳月卿、廖達琪，2020/2，〈半總統制下國會議長中立是不可能的任務—以太陽

花社運後的立法院院長為實證案例〉，廖達琪編《網路崛起的社會運動對台灣的

影響》，高雄：中山大學，頁 53-110。 (MOST 106-2420-H-110-001-MY2) ISBN: 

978-986-92114-9-9. 

18. 廖達琪、林駿棋、劉岱宜、楊雅汝，2020/12，〈社群媒體是邊陲政黨的選舉動員

利器？--台灣 2020 國會大選五政黨「臉書」使用之比較〉，梁定澎主編，《智慧

電子商務研究 III》，高雄：中山大學電子商務中心，頁 332-353。 

 

c. 研討會論文 

1. 廖達琪、陳月卿，2016/4/30，〈半總統制下國會監督實際作為之初探 – 台灣立法院

與法國國民議會之比較〉，第七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 

2. Liao, Da-chi, Yueh-ching Chen, San-yih Hwang, and Shan-lin Chang, 2016/7/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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