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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履歷 
 

蕭高彥 
Carl K. Y. Shaw 

 
 
辦公室地址：                             辦公室電話：02-27898163 
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辦公室傳真：02-27854160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mail：carl@gate.sinica.edu.tw 
 
學歷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1993 年 5 月（修業年份：1988/9-1993/5） 

論文：Hegel’s Ethical Liberal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Supervisor: Dr. Steven B. Smith）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1988 年 6 月（修業年份：1986/9-1988/6） 
 論文：市民社會與國家——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之研究 

（指導教授：吳庚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學士，1984 年 6 月（修業年份：1981/9-1984/6）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系工商管理組（修業年份：1980/9-1981/6） 
 
現職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2017/7-） 
 
經歷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2003/3-2004/7, 2006/8-2014/6, 2016/1- 
2017/9）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合聘研究員（2004/8-2014/6, 2016/1 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合聘教授（20013/9-2014/6, 2016/8 迄今）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2014/7-2015/1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2010/7-2014/6） 
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副執行秘書（2010/10-2013/5）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合聘教授（2007/9-2014/6）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2004/8- 2006/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2003/3 - 2004/7）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兼任教授（2004/2 - 2004/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1997/3 - 2003/3）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兼任副教授（1993/9 - 2004/1）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1993/7 - 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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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政治思想史 
當代政治社會理論 
 
榮譽與勳獎 
1. 科技部 2017 年傑出研究獎 
2. 2016 年中央研究院胡適院長講座 
3. 2016 年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長講座 
4. 第三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2014） 
5. 國科會／科技部「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五年期：2013/8-2018/7） 
6. 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2012-2013 年） 
7. 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2011-2012 年） 
8. 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2009- 2011） 
9. 國科會八十六年度研究獎助傑出獎 
10. Fulbright Exchange Scholar (1998-1999) 
11. 國科會三十六屆補助出國研究人員（八十七年度） 
12. 國科會八十九年度研究獎助甲等獎 
13. 國科會八十八年度研究獎助甲等獎 
14. 國科會八十五年度研究獎助甲等獎 
15. 國科會八十四年度研究獎助甲等獎 
16. 國科會八十三年度研究獎助優等獎 
17. Ya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Fellowship（1992-1993） 
18. Bradley Foundation Fellow（1990-1992） 
19. Honorable Mention, Robert A. Dahl Prize for the best paper i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1990） 
20. Yale University Fellowship（1988-1992） 
21. 鄒文海先生獎學基金會碩士論文獎（1988/6） 
 
專業服務 
1. Editorial Boar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6/9- 
2. 《思想史》編輯委員（2013 迄今） 
3. 台灣政治學會理事（2013-2014） 
4.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委員（2012/8-2014/6） 
5. 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委員（2007-2011） 
6.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總編（2009/9-2011/9） 
7. 《政治科學論叢》編輯委員（2005/8-2011/7） 
8. 國科會政治學門召集人（2007/01-2009/12） 
9.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執行編輯（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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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國政治學會理事（2004-2006） 
11. 台灣政治學會執行委員（1996-1998） 
12. 《台灣政治學刊》編輯委員（1995-1996） 
 
科技部／國科會研究計畫 
《社會契約、歷史與現代國家觀念發展史》（一〇二至一〇六年度） 
《民國時期政治思想史研究與政治哲學的發展(1911-1949) 》（一〇〇至一〇二年度） 
《民主時代前之民主想像》（九十八至九十九年度） 
《劍橋學派的政治理論》（九十五至九十七年度） 
《主觀自由的超克：黑格爾與鄂蘭對盧梭與法國革命思想之批判》（九十二至九十四年

度） 
《西洋現代國家理念—一個觀念史的考察》（九十、九十一年度） 
《現代公民社會常用觀念解析》（九十、九十一年度）國科會整合型計劃共同主持人 
《西洋政治思想基本觀念研究》（八十八、八十九年度） 
《公民共和主義與民主理論》（八十五至八十七年度），國科會三年期整合型計劃「民

主政治理論專題研究」之子計劃 
《多元文化論︰一個政治哲學的分析》（八十四年度） 
《愛國心與自由主義式社群》（八十三年度） 

 
著作目錄 

 

一、 專書 
1. 蕭高彥，2013，《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 2013 年 6 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本書榮獲 2014 第三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二、 期刊論文 
1. Carl K. Y. Shaw, 2016, “Yan Fu, John Seeley and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37(2), 
pp.306-335, Summer 2016. (A&HCI) 

2. 蕭高彥，2014，〈《民約論》在中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思想史》，第三

期，2014 年九月，頁 105-158。 

3. 蕭高彥，2014，〈五〇年代臺灣自由觀念的系譜：張佛泉、《自由中國》與新儒家〉，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六卷第三期，2014 年九月，頁 387- 425。
（TSSCI） 

4. 蕭高彥，2012，〈張佛泉自由主義中的憲政與民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四十二期，2012 年九月，頁 1-38。（TSSCI） 

5. Carl K.Y. Shaw, 2010,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Michael Sand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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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urAmerica: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40:4, pp.923-945. (TSSCI; THCI Core) 

6. 蕭高彥，2009，〈霍布斯論基源民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二十九期，

2009 年六月，頁 49-93。（TSSCI） 

7. 蕭高彥，2007，〈《聯邦論》中的憲政主義與人民主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二十二期，2007 年九月，頁 86-108。（TSSCI） 

8. 蕭高彥，2006，〈共和主義、民族主義與憲政理論：鄂蘭與施密特的隱蔽對話〉，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七期，2006 年三月，頁 113-146。（TSSCI） 

9. 蕭高彥，2004，〈國族民主在台灣：一個政治理論的詮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論》，第十一期，2004 年 12 月，頁 1-33。（TSSCI）。 

10. Carl K.Y. Shaw, 2003, “Quentin Skinner on the Proper Meaning of Republican Liberty,” 
Politics, 23:1, pp.46-56. (有審查制度，英國政治學學會刊行， indexed in ABC POL 
SCI and PAIS Bulletin, abstracted in Sociological Abstract, Historical Abstracts and 
abstracted and indexed in Human Resource Abstra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11. 蕭高彥，2002，〈史金納與當代共和主義之典範競爭〉，《東吳政治學報》，第十

五期，2002 年八月，頁 33-59。（TSSCI） 

12. Carl K.Y. Shaw, 2002, “Modulations of Nationalism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sues and 
Studies, Vol.38, No.2 (June 2002), pp.122-147。(SSCI) 

13. 蕭高彥，2002，〈共和主義與現代政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一期，2002
年六月，頁 85-116。（TSSCI） 

14. 蕭高彥，2002，〈西塞羅與馬基維利論政治道德〉，《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六期，

2002 年六月，頁 1-28。（TSSCI） 
15. 蕭高彥，2001，〈立法家、政治空間、與民族文化──盧梭的政治創造論〉，《政

治科學論叢》，第十四期，2001 年六月，頁 25-46。（TSSCI） 
16. 蕭高彥，1998，〈馬基維利論政治秩序──一個形上學的考察〉，《政治科學論叢》，

第九期，1998 年六月，頁 145-172。（TSSCI） 
17. 蕭高彥，1997，〈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民主憲政：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省

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六期，1997 年六月，頁 1-27。（TSSCI） 
18. Carl K.Y. Shaw, 1996,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Hegel’s Ethical Liberalism,”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8:2 (September, 1996), pp.305-338. 
19. 蕭高彥，1996，〈共同體的理念：一個思想史之考察〉，《台灣政治學刊》第一期，

1996 年七月，頁 257-295。（TSSCI） 
20. Carl K.Y. Shaw, 1995, “Esoteric Critique of Political Decisionism: Hegel’s Theory of 

Monarchy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70 (June, 1995), 
pp.291-308. 

21. Carl K.Y. Shaw, 1992, “Hegel’s Theory of Bureau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 no.2 (June 1992), pp.381-389.（SSCI） 

 
三、 有審查制之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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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蕭高彥，2017，〈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在中國：嚴復與張相文的概念轉譯〉，

收錄於楊貞德編，《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傳播者》，頁 43-73，台北，南港：中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 蕭高彥，2013，〈近十年台灣政治思想與規範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吳玉山、

林繼文、冷則剛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頁 21-37，台北：五南。 

3. 朱雲漢、林碧炤、蕭高彥，2011，〈中華民國政治學發展史〉，收錄於王汎森主編，

《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冊），頁 259-285（台北：政大、聯經，2011/10
出版）。 

4. 蕭高彥，2007，〈台灣的憲法政治：過去、現在與未來〉，收錄於殷海光基金會主

編，《自由主義與新世紀台灣》（台北：允晨文化），頁 129-170。 

5. 蕭高彥，2001，〈從共和主義到激進民主——盧梭的政治秩序論〉，收錄於蔡英文，

張福建編，《自由主義》，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1 年四月，

頁 1-24。 

6. 蕭高彥，1998，〈多元文化與承認政治論：一個政治哲學的分析〉，收錄於蕭高彥、

蘇文流編，《多元主義》，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8 年三月，

頁 487-509。 

7. 蕭高彥，1995，〈愛國心與共同體政治認同之構成〉，收錄於陳秀容、江宜樺編，

《政治社群》，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5 年十一月，頁

271-296。 

8. 蕭高彥，1995，〈理性與公民共同體：黑格爾民主理念之重構〉，收錄於張福建、

蘇文流編，《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1995 年八月，頁 73-91。 

 

四、 專書論文 
1. Carl K. Y. Shaw, 2017, “Toward a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s,” in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Reorienting the Political, Kai Marchal and Carl K. Y. Shaw 
eds., Lexington Books, pp. 37-57 (ISBN: 978-1-4985-3626-4). 

2. 蕭高彥，2004，〈西耶斯的制憲權概念：一個政治理論的分析〉，發表於《公法與

政治理論：吳庚大法官榮退論文集》，2004 年十月，頁 79-114。 

3. 蕭高彥，2003，〈民主化與國家認同在台灣：一個政治理論的分析〉，發表於江宜

樺、李強編，《華人世界的國家結構》，2003 年三月，頁 131-175。 

 
五、編輯之專書 
1. Kai Marchal and Carl K. Y. Shaw, Feb., 2017,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Reorienting the Political, in print by Lexington Books, (ISBN: 
978-1-4985-3626-4; Website: 
http://covers.nbnbooks.com/ISBN/9781498536264/Carl-Schmitt-and-Leo-Strauss-in-the
-Chinese-Speaking-World-Reorienting-the-Political# ). 

http://covers.nbnbooks.com/ISBN/9781498536264/Carl-Schmitt-and-Leo-Strauss-in-the-Chinese-Speaking-World-Reorienting-the-Political
http://covers.nbnbooks.com/ISBN/9781498536264/Carl-Schmitt-and-Leo-Strauss-in-the-Chinese-Speaking-World-Reorienting-the-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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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毓生（主編），錢永祥、蕭高彥、蔡英文、沈松橋（編輯小組），2014，《公民

社會基本觀念》，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3. 昆丁‧史金納著，蕭高彥編，2014，《政治價值的系譜》（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 1），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4. 蕭高彥（主編），2009，《憲政基本價值》，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六、他類論文 
1. 蕭高彥，2013，〈民主是普遍價值嗎？〉，《知識饗宴》，系列 9，臺北市 : 中央

研究院，頁 231-250。 

2. 蕭高彥，2011，〈死刑存廢：政治思想與哲學的省思〉，《思想》，第十七期，2011
年一月，頁 123-141。 

3. 蕭高彥，2006，〈文化政治的魅力與貧困〉，《思想》，第三期，2006 年十月，頁

205-235。 

 
七、 學術會議論文 
1. Carl K. Y. Shaw, 2017, “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nd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eld at the Hilto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ugust 31 - September 3, 2017. 

2. Carl K. Y. Shaw, 2017, “Liberty and Democracy contra Confucianism: Yan Fu and the 
Liberal Beginning in Modern China,”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Voices of Democracy in Confucianism” held at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November 15- 16, 2017. 

3. Carl K. Y. Shaw, 2014, “Toward a Fundament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Philosophies across the National Context: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in Sinophone World,” held at the Center for Political Thought, RCHS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ROC, Sep.1-2, 2014.（修改後為專書論文第 1 項） 

4. 蕭高彥，2012，〈張佛泉的自由之路：一個共和主義的詮釋〉，發表於「現代認同

的多重維度：個人、社會、國家與天下」國際學術研討會，東華師範大學中國現代

思想文化研究所主辦，2012 年六月 23-24 日。 

5. Carl K. Y. Shaw, 2011, “Yen Fuh, John Seeley and the Idea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mocracy, Empire, and Geopolitics, held by Research Center fop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December 10-12, 2011. 

6. Carl K. Y. Shaw, 2011, “Yen Fuh, John Seele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in 
Modern China: An Exercise in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Unfinished Revolution held by th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shiung, Taiwan, November 11-1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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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蕭高彥，2009，〈絕對主義與現代政治秩序：「國家主權」與「人民制憲權」的對

立〉，發表於《政治秩序與道德秩序：現代性的規範涵蘊》學術研討會，2009 年四

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8. 蕭高彥，2009，〈民主體系與政治領導：政治思想史的考掘？〉，發表於《領導與

公民意識》學術研討會，2009 年三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9. 蕭高彥，2008，〈霍布斯論民主與代表〉，發表於《政治秩序：以 Hobbes 為中心之

討論》學術研討會，2008 年十二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修改

後刊登，為期刊論文第 6 項） 

10. Carl K.Y. Shaw, 2007, “Democratic De-legitimization in Taiwan,” “Taking Unreason’s 
Measure: Facing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Polit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Honor of 
Professor John Dunn,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Political Thought,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December 13-15, 2007. 

11. Carl K.Y. Shaw, 2006, “Power and Authority in Constitutional Theory: Hidden Dialogue 
between Hannah Arendt and Carl Schmitt,”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o be held at the Marriott, Philadelphia, August 
31-September 3, 2006. 

12. Carl K. Y. Shaw, 2005, “Republican Liberty and the Modern State: Quentin Skinner’s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ambridge School,”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Cambridge Moment: Virtue, History, and Public Philosophy” held at 
Chiba University, Japan, December 11-13, 2005. 

13. 蕭高彥，2005，〈共和主義、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鄂蘭與施密特的隱蔽對話〉，

發表於「思想史上的認同問題：國家、民族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辦，2005 年十月。（修改後刊登，為

期刊論文第 8 項） 

14. 蕭高彥，2005，〈台灣的憲法政治：過去、現在與未來〉，發表於「思想史上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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