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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軒個人履歷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研究員  
（更新日期：2024/3/22） 

     
一、聯絡方式 
通訊地址：（115）台北市南港區研究院路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電話：886-2-26525337 

傳真：886-2-26546011 

電子信箱：whtsai@gate.sinica.edu.tw 

 

二、主要學歷 
1. 台中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今為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畢業

（1999/6）  

2.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畢業（2005/6）  

3.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畢業（2010/5）  

 

三、主要經歷 
1. 政治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2010/7-2012/8）  

2. 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2011/9-2019/1） 

3. 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2012/8-2017/3） 

4.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短期訪問學人（2015/3-2015/5） 

5. 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2017/4–2020/8） 

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2016/9-2018/9） 

7. 中國政治學會「政治學報」（TSSCI）執行編輯（2017/11–2021/12） 

8. 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2019/1-） 

9.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合聘副教授（2019/2-2021/2） 

10. 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2020/9–） 

11.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合聘教授（2021/2-） 

12. The China Journal (SSCI) 編輯委員（2021/3-） 

13. 中國政治學會「政治學報」（TSSCI）編輯委員（2022/1-） 

mailto:whtsai@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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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e China Quarterly (SSCI) 編輯委員（2022/9-） 

15.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東亞研究」編輯委員（2022/10-） 

16.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研究」（TSSCI）編輯委員（2023/3-） 

17. 遠景基金會季刊（TSSCI）編輯委員（2024/1-） 

 

四、研究領域 
中共政治發展 

中共政治制度 

中國大陸地方治理 

比較威權政體   

 

五、獲獎 
1. 2006年，獲得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頒發之「駐校獎學金」  

2. 2008年，獲得中華發展基金會（隸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頒發之「獎助赴大

陸研究獎學金」  

3. 2009年，獲得中研院政治所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劃」獎助 

4. 2009年，獲得國科會「獎勵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 

獎助（因與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劃」重疊，因此未執行） 

5. 2013年，獲得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補助 

6. 2013 年，獲得 The China Quarterly 的 Gordon White Prize。那是頒給每年發表

在該期刊，最具原創性的論文。（獲獎論文：Secret Code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Unknown System of Writing Teams） 

7. 2014 年，獲得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8. 2016 年，獲得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9. 2020年，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六、著作  
博士論文 

蔡文軒，中國大陸省級政治改革的邏輯：「政績─派系」模式的解釋，2010年，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指導教授：寇健文；口試委員：楊開煌、吳玉山、徐

斯儉、張執中。  

 



 3 

專書與專書篇章 

蔡文軒，中共政治改革的邏輯：四川、廣東、江蘇的個案比較（台北：五南出版

社，2011年）。本書通過「中國大陸研究」（TSSCI）的雙匿名審查，並獲

得「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專書出版補助。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台北：五南出版社，2012

年）。 

蔡文軒，「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政權調適：『學習型列寧體制』的運作與意涵」，

收錄於陳德昇（編），中共「十八大」菁英甄補與治理挑戰（台北：印刻出

版有限公司，2015年），頁47-75。 

寇健文、蔡文軒，「中國大陸幹部任命制下的年齡困境及其解決途徑」，收錄於

陳周旺、耿曙、李輝（編），中國政治科學年度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16年），頁235-249。 

蔡文軒、陳蓉怡，「尋找兩岸民主轉型的制度性因素：幹部預備軍的觀點」，收

錄於鄭維偉（編），民主理論與中國政治發展（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16年），頁157-175。 

蔡文軒、王國臣，「派系視角下的中共將領流動：以習近平時期為例」，收錄於

董慧明（編），2016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2016年），頁281-320。 

Tsai, Wen-Hsuan, “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CP’s Mishu System: Unrestricted 

Informal Politics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ed.,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1 (Leiden; Boston: Brill, 

2017), pp. 304-335. 

Tsai, Wen-Hsuan,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ed.,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3 (Leiden; Boston: Brill, 2017), pp. 1049-1074. 

Tsai, Wen-Hsuan, “How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was operationalized in China: 

methods and procedures of public opinion control”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ternet,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1-14. 

蔡文軒，「中央行政體制：國務院與全國人大」，收錄於王信賢、寇健文（編），

中國大陸概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20年），頁65-83。 

Tsai, Wen-Hsu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Onlin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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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Towards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ris Shei and Weixiao Wei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493-504. (peer-reviewed) 

Tsai, Wen-Hsu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lebrates Its Centennial: Xi 

Jinping Asserts His Authority over Cadres and the Masses,” in Anna Scott Bell 

ed., Past as Prologue: Studying Party History for Xi’s New Era, Party Watch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dvanced China Research, 2021), pp. 

64-71. (peer-reviewed) 

蔡文軒，「『黨政融合』與習近平中國的集權化領導」，收錄於吳玉山、寇健文、

王信賢（編），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台北：五南

出版社，2022年），頁109-130。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The Survival of a Resilient Regime: Problems 

of Power Sharing and Control in Xi Jinping’s China, about 70,000 word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Press, forthcoming.  

Tsai, Wen-Hsuan, The Inner Court of Communist China: Elites and their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in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1921-2022), about 73,000 

words, Signed a contract with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June 29, 2023. 

蔡文軒、蔡儀儂，「『二十大』政治經英與習近平的網路關係」，收錄於陳德昇

（編），中共「二十大」政治菁英甄補（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24

年），頁109-136。 

 

期刊論文   

 

英文期刊 

1. Tsai, Wen-Hsuan, and Peng-Hsiang Kao, “Public Nomination and Direct Election 

in China: An Adaptive Mechanism for Party Recruitment and Regime 

Perpetuation,” Asian Survey, vol. 52, no. 3 (May/June 2012), pp. 484-502. (SSCI)   

2. Tsai, Wen-Hsuan, and Nicola Dean,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China Journal, no. 69 (January 2013), pp. 

87-107. (SSCI) ∗該文入選為中央研究院102年度之重要研究成果 

3. Tsai, Wen-Hsuan, and Peng-Hsiang Kao, “Secret Code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Unknown System of Writing Teams,” China Quarterly, vol. 214,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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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394-410. (SSCI) ∗該文獲得China Quarterly在該年度頒發的Gordon White 

Prize 

4. Kou, Chien-Wen, and Wen-Hsuan Tsai, “‘Sprinting with Small Steps’ towards 

Promotion: Solutions for the Age Dilemma in the CCP Cadre Appointment 

System,” China Journal, no.71 (January 2014), pp.155-175. (SSCI) 

5. Tsai, Wen-Hsuan, and Nicola Dean, “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in Local 

Conditions: Cas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Guangdong and Sichuan,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 218 (June 2014), pp. 339-358. (SSCI) ∗該文入選為中央研究院

103年度之重要研究成果 

6. Tsai, Wen-Hsuan, and Nicola Dean, “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CP’s Mishu System: 

Unrestricted Informal Politics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na Journal, no. 

73 (January 2015), pp. 158-185. (SSCI) 

7. Tsai, Wen-Hsuan, and Chien-wen Kou, “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na Quarterly, 

vol. 221 (March 2015), pp. 1-20. (SSCI)  

8. Tsai, Wen-Hsuan, “The CCP’s Neican/Pishi Model: A Unique Pattern of 

Policy-Making in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Asian Survey, vol. 5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5), pp. 1093-1115. (SSCI) 

9. Tsai, Wen-Hsuan, “Delicacies for a Privileged Class in a Risk Socie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pecial Supplies Food System,” Issues & Studies, vol. 52, no. 2 

(June 2016), pp. 1-29. (Scopus) 

10. Tsai, Wen-Hsuan, “How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was Operationalized in 

China: Methods and Procedures of Public Opinion Contro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1 (September 2016), pp. 731-744. (SSCI) 

11. Tsai, Wen-Hsuan, “Framing the Funeral: Death Ritua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 China Journal, no. 77 (January 2017), pp. 51-71. (SSCI) ∗該文

入選為中央研究院106年度之重要研究成果 

12.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Concentrating Power to Accomplish Big 

Things: the CCP’s Pishi System and Ope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4 (March 2017), pp. 297-310. (SSCI) 

13. Tsai, Wen-Hsuan, and Yen-lin Chung, “Model of Adaptive Mobiliz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CCP’s Diaoyan Politics,” Modern China, vol. 43, no. 4 (July 



 6 

2017), pp. 397-424. (SSCI) 

14. Tsai, Wen-Hsuan, “Enabling China’s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World: Idea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ternal Propaganda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64, no.3-4 (2017), pp. 203-213. (SSCI) 

15.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The Authority, Functions, and Political 

Intrigue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Journal, 

no. 80 (July 2018), pp. 46-67. (SSCI)  

16. Tsai, Wen-Hsuan, “Medical Politics and the CCP’s Healthcare System for State 

Lead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4 (December 2018), pp. 

942-955. (SSCI) 

17. Liao, Xingmiu, and Wen-Hsuan Tsai, “Clientelistic State Corporatism: The 

United Front Model of “Pairing-up” in the Xi Jinping Era,” China Review, vol. 19, 

no. 1 (February 2019), pp. 31-56. (SSCI) 

18. Liao, Xingmiu, and Wen-Hsuan Tsai, “Managing Irregular Petitions in China: 

Two Types of Social Control Strategy within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9, no. 1 (March 2019), pp. 1-18. (SSCI) 

19. Tsai, Wen-Hsuan, and Wang Zhou, “Integrated Fragmentation and the Role of  

Leading Small Groups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 82 (July 2019), pp. 

1-22. (SSCI) 

20. Tsai, Wen-Hsaun, and Zheng-wei Lin,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Rumo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apons of the Weak,” 

Asian Survey, vol. 59,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9), pp. 870-888. (SSCI) 

21. Tsai, Wen-Hsuan, Xingmiu Liao, and Chien-Min Chen, “Intermediate Agents in 

the Resistance Process: Petition Brokers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7, no. 4 (November 2019), pp. 155- 

167. (SSCI) 

22.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The Impending Rise of the ‘Tsinghua 

Clique’: Cultivation, Transfer, and Relationships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8, no. 120 (November 2019), pp. 948-964. (SSCI) 

23. Liao, Xingmiu, Wen-Hsuan Tsai, and Zheng-Wei Lin, “Penetrating the Grassroots: 

First Secretaries-in-Residence and R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67, no. 2 (2020), pp. 169-179.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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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Mobilizing Cadre Incentiv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 Chinese County,” China Information, vol. 

34, no. 1 (March 2020), pp. 45-67. (SSCI)    

25. Liao, Xingmiu, and Wen-Hsuan Tsai, “Strengthening China’s Powerfu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under Xi Jinping, with a Case Study at 

County Level,” China Journal, no. 84 (July 2020), pp. 29-50. (SSCI) 

26. Tian, Gang, and Wen-Hsuan Tsai,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Training 

at a County Party School: Shaping Loc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Journal, no. 85 (January 2021), pp. 1-25. (SSCI) 

27. Tsai, Wen-Hsuan, and Ruihua Lin, “How Policies are Adapted: The Roles of 

Local Think Tanks in China’s New Era,” China Review, vol. 21, no. 2 (May 2021), 

pp. 153-176. (SSCI) 

28. Tsai, Wen-Hsuan, Hsin-Hsien Wang, and Ruihua Lin, “Hobbling Big Brother: 

Top-level Design and Local Discretion in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China 

Journal, no. 86 (July 2021), pp. 1-20. (SSCI) 

29.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A Mechanism of Coded Communication: 

Xinwen Lianbo and CCP Politics,” Modern China, vol. 47, no. 5 (September 2021), 

pp. 569-597. (SSCI) 

30.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fluences, and 

Historical Junctures in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 248, no. S1 (November 2021), pp. 161-180. (SSCI)  

31. Kou, Chien-Wen, and Wen-Hsuan Tsai, “The Dual Elite Recruitment Logic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under Xi Jinping,” Issues & Studies, vol. 57, no. 4 

(December 2021), pp. 2150015(1-20). (Scopus) 

32. Lin, Ruihua, Hsin-Hsien Wang, and Wen-Hsuan Tsai, “China’s Cloud 

Governance: The Big Data Bureau and COVID-19 Crisis Management,” China 

Review, vol. 22, no. 1 (February 2022), pp. 135-158. (SSCI) 

33. Lin, Zhengwei, and Wen-Hsuan Tsai,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Cultural Position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11, no. 1 (2022), pp. 107-123. (Scopus) 

34.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Fast Track Promotion for Grassroots 

Cadres: The Xuandiaosheng System in Xi Jinping’s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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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no. 1 (March 2022), pp. 2150018 (1-24). (Scopus) 

35. Tian, Gang, and Wen-Hsuan Tsai,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County Cadres: Political Instrument and Flexible Local Governance,” China 

Information, vol. 36, no. 1 (March 2022), pp. 23-45. (SSCI)  

36. Tsai, Wen-Hsuan,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nd Party Politics in China under Xi 

Jinping,” Georgetow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vol. 8, no. 1 (July 2022), pp. 9-13. 

(Peer-reviewed research essays, Publisher: Georgetown University Library) 

37. Lin, Ruihua, and Wen-Hsuan Tsai, “A Supplement to Heilmann’s 

‘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Xi Era,” China Perspectives, no. 130 (2022), pp. 43-52. (SSCI)  

38. Tsai, Wen-Hsuan, and Gang Tiang, “The Role of Chinese County-level Research 

Offices in Policy Adapt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no. 4 

(December 2022), pp. 661-679. (SSCI) 

39. Tsai, Wen-Hsuan, and Gang Tiang,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for Grassroots 

Cadres in a Chinese County: The CCP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d Its Alarm 

Function,” Modern China, vol. 49, no. 1 (January 2023), pp. 63-92. (SSCI)  

40. Zhou, Wang, and Wen-Hsuan Tsai, “Water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Xi’s China,” China Quarterly, Accepted, 23 January, 2023. 

(SSCI) 

41. Tsai, Wen-Hsuan, and Chih-Wei Yu, “China’s Hong Kong Affairs Bureaucracy: 

Factional Politics and Policy Consistenc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1, no. 1 (February 2023), pp. 70-87. (SSCI) 

42. Tsai, Wen-Hsuan, Gan Li, and Weiqing Song, “Agent Politics of Chinese Think 

Tanks and Cultural Industry Governance in China’s ‘New Er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1 (2023), pp. 20-39. (SSCI)  

43. Tsai, Wen-Hsuan, Ruihua Lin, Hsin-Hsien Wang, “Urban Management in 

Authoritarian China: How the Smart City Can Enhance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ccepted, 21 July, 2023. (SSCI) 

44. Tian, Gang, and Wen-Hsuan Tsai,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Policy 

Inspection Teams, and Grassroo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2, no. 144 (2023), pp. 951-962. (SSCI)  

45. Tsai, Wen-Hsuan and Wang Zhou, “Institutional Centralization: Th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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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China,” China Review, Accepted, 7 December, 2023. 

(SSCI) 

 

46. Tsai, Wen-Hsuan and Wang Zhou, “Centralizing Rules: How Party Regulations 

Are Reinforcing Cadre Loyalty in Today’s China,” China Journal, Accepted, 22 

March, 2024. (SSCI) 

 

中文期刊 

1. 蔡文軒，「中共『二線分工』變遷之研究：歷史制度主義的觀點」，政治學

報（2004年6月），第37期，頁207-235。（TSSCI）  

2. 蔡文軒，「中共『派系政治』途徑的分析：以『大躍進』起源為例」，中國 

大陸研究，第48卷第1期（2005年3月），頁85-104。（TSSCI）  

3. 趙建民，蔡文軒，「毛澤東時期『二線分工』的運作及其對決策過程的意涵」，

中國大陸研究，第48卷第2期（2005年6月），頁1-30。（TSSCI）  

4. 蔡文軒，「『社會主義民主』對羅斯托模型的挑戰：以中國大陸為例」，遠

景基金會季刊，第7卷第1期（2006年1月），頁207-242。（TSSCI）  

5. 趙建民，蔡文軒，「中共菁英政治的『結構-行動者』模式」，中國大陸研究，

第49卷第1期（2006年3月），頁1-26。（TSSCI）  

6. 蔡文軒，「中國該往何處去？知識社群的思考」，政治科學論叢，第29期（2006

年9月），頁123-158。（TSSCI）  

7. 蔡文軒，「『雅安模式』的發展與侷限：『制度張力』的解釋」，遠景基金

會季刊，第9卷第1期（2008年1月），頁75-118。（TSSCI）  

8. 林祈昱、蔡文軒，「共黨意識型態的『再功能化」』與政權存續：中共『三

個代表』的『啟發式個案』研究」，政治學報，第46期（2008年12月），頁95-132。

（TSSCI） 

9. 趙建民、蔡文軒，「『黨管一切』或是『部門利益』：以三峽大壩與青藏鐵

路的決策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53卷第2期（2010年6月），頁39-71。（TSSCI） 

10. 蔡文軒，「解釋中國大陸省級的政治改革：『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

政治科學論叢，第44期（2010年6月），頁105-144。（TSSCI） 

11. 蔡文軒，「重塑黨國體制？中國大陸地方『大部制』改革的探討」，公共行政

學報，第41期（2011年12月號），頁73-102。（TSSCI） 

12. 蔡文軒、陳蓉怡，「尋求兩岸民主轉型的機會之窗：從團系興衰看政治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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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性」，亞太研究通訊，第10期（2012年7月），頁1-20。（匿名審查期

刊） 

13. 蔡文軒、寇健文，「揉合區域研究與學科導向的中國研究：以當代東亞所學

術社群的英文著作為例」，東亞研究，第49卷第2期（2018年12月），頁51-82。

（匿名審查期刊） 

14. 蔡文軒，「『中國研究』國際期刊投稿經驗分享」，東亞研究，第51卷第2期（2020

年12月），頁115-128。（匿名審查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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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文軒，「從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展望十八大變動」，亞太和平月刊，第3

卷 第 12 期 ， 2011 年 12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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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蔡文軒，「『六四事件』25周年回顧與展望」，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4

年6月，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47710474517.pdf。 

19. 蔡文軒，「習近平的反腐肅貪與政治權力鞏固」，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4

年7月，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482111175074.pdf。 

20. 蔡文軒，「北戴河會議與習近平政治路線的辯論」，展望與探索，第12卷第9

期（2014年9月），頁1-4。 

21. 蔡文軒，「中國大陸反腐敗與內政發展」，戰略安全研析，第119期（2015

年3月），頁36-45。 

22. 蔡文軒，「2016年大陸兩會與對台政策之研析」，交流，第146期（2016年4

月），頁38-41。 

23. 蔡文軒，「中國大陸2017年『兩會』政經觀察」，交流，第152期（2017年4

月），頁29-32。 

24. 蔡文軒，「大陸國務院機構改革與人事改組意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6卷第4期（2018年4月），頁8-14。 

25. 蔡文軒，「2019年中國大陸全國兩會觀察與分析」，交流，第164期（2019

年4月），頁31-34。 



 12 

26. 蔡文軒，「從COVID-19事件看中國大陸的治理」，展望與探索，第18卷第3

期（2020年3月），頁25-30。 

27. 蔡文軒，「中共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評析」，展望與探

索，第18卷第11期（2020年11月），頁9-14。 

28. 蔡文軒，「中國大陸修改『全國人大代表會組織法』研析」，展望與探索，

第19卷第6期（2021年6月），頁1-6。 

29, Tsai, Wen-Hsuan,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Xi 

Jinping’s China,”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no. 59 November 24, 2021, 

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168-7590.  

30, Tsai, Wen-Hsuan, “Analysis of China’s Strategy toward Taiwan after the Two 

Sessions,”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no. 14 March 15, 2022. 

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168-7962. 

31. 蔡文軒，「『中國式民主』是民主嗎？中共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評析」，

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1期（2022年1月），頁15-20。 

32. 蔡文軒，「2022年中國大陸兩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4期（2022

年4月），頁10-15。 

33. Tsai, Wen-Hsuan, “Why Is Xi Jinping Insisting on Zero-COVID? Politics in 

Command and 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no. 27, May 

10, 2022, https://www.pf.org.tw/tw/pfch/13-8355.html. 

34. Tsai, Wen-Hsuan, “Chinese youth under Xi Jinping’s Red Fla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a route to riches,” ThinkChina (思想中國), September 19, 2022, 

https://www.thinkchina.sg/future-china-chinese-youth-under-xi-jinpings-red-flag-

political-participation-route-riches. 

35. Tsai, Wen-Hsuan, “The Future Ruling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Twentieth National Congress,”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no. 62, 

October 26, 2022, https://www.pf.org.tw/tw/pfch/13-9738.html. 

36. Tsai, Wen-Hsuan, “The Most Destabilising Factor with the Whole of China 

United under Xi,” ThinkChina ( 思 想 中 國 ), November 9, 2022, 

https://www.thinkchina.sg/most-destabilising-factor-whole-china-united-under-xi. 

37. Tsai, Wen-Hsuan, “Did Jiang Zemin Pave the Way for Greater Centralised Rule in 

China?” ThinkChina ( 思 想 中 國 ), December 7, 2022, 

https://www.thinkchina.sg/did-jiang-zemin-pave-way-greater-centralised-rule-chi

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168-7590
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168-7962
https://www.pf.org.tw/tw/pfch/13-8355.html
https://www.thinkchina.sg/future-china-chinese-youth-under-xi-jinpings-red-flag-political-participation-route-riches
https://www.thinkchina.sg/future-china-chinese-youth-under-xi-jinpings-red-flag-political-participation-route-riches
https://www.pf.org.tw/tw/pfch/13-9738.html
https://www.thinkchina.sg/most-destabilising-factor-whole-china-united-under-xi
https://www.thinkchina.sg/did-jiang-zemin-pave-way-greater-centralised-rule-china


 13 

na. 

38. Tsai, Wen-Hsuan, “All in the Plans: Social Protests Have Little Chance of 

Weakening Xi Jinping’s Leadership,” ThinkChina (思想中國), January 25, 2023, 

https://www.thinkchina.sg/all-plans-social-protests-have-little-chance-weakening-

xi-jinpings-leadership. 

39. Tsai, Wen-Hsuan, “Analyzing the CCP’s Strategy on Taiwan from China’s Two 

Sessions Report,”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no. 13, March 14, 2023, 

https://www.pf.org.tw/tw/pfch/13-9980.html. 

40. Tsai, Wen-Hsuan, “CCP Achieved its Objectives with Ma Ying-jeou’s Visit,” 

ThinkChina ( 思 想 中 國 ), April 10, 2023, 

https://www.thinkchina.sg/ccp-achieved-its-objectives-ma-ying-jeous-visit. 

41. Tsai, Wen-Hsuan, “China’s Abrupt Leadership Changes Reveal Xi’s Grip on 

Power,” ThinkChina ( 思 想 中 國 ), August 15, 2023, 

https://www.thinkchina.sg/chinas-abrupt-leadership-changes-reveal-xis-grip-powe

r?fbclid=IwAR1ZLrvyMamoh0zG97kg4DI2JOWIjqyLtW8DyjVT6Nb-UWVLrC

JudweHUIw. 

42. Tsai, Wen-Hsuan, “Wave of Military Purges in PLA Unlikely to be Over” 

ThinkChina ( 思 想 中 國 ), February 27, 2024, 

https://www.thinkchina.sg/wave-military-purges-pla-unlikely-be-over?page=1. 

 

書評或推薦序 

1. Tsai, Wen-Hsuan, “The Fight for China’s Future: Civil Society v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Willy Wo-Lap Lam,” China Journal, no. 86 (July 2021), pp. 

125-127. (SSCI) 

2. 蔡文軒，「中國大戰略是長期計畫，還是只是歷史的偶然？」，收錄於Rush Doshi

著，李寧怡譯，長期博奕：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台北：八

旗文化，2022年），頁17-20。 

3. Tsai, Wen-Hsu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Juniority and 

Responsiveness in a Party Youth Organization”, by Konstantinos D. Tsimonis,” 

Pacific Affairs, vol. 96, no. 2 (June 2023), pp. 384-386. (SSCI) 

 

 

https://www.thinkchina.sg/did-jiang-zemin-pave-way-greater-centralised-rule-china
https://www.thinkchina.sg/all-plans-social-protests-have-little-chance-weakening-xi-jinpings-leadership
https://www.thinkchina.sg/all-plans-social-protests-have-little-chance-weakening-xi-jinpings-leadership
https://www.pf.org.tw/tw/pfch/13-9980.html
https://www.thinkchina.sg/ccp-achieved-its-objectives-ma-ying-jeous-visit
https://www.thinkchina.sg/chinas-abrupt-leadership-changes-reveal-xis-grip-power?fbclid=IwAR1ZLrvyMamoh0zG97kg4DI2JOWIjqyLtW8DyjVT6Nb-UWVLrCJudweHUIw
https://www.thinkchina.sg/chinas-abrupt-leadership-changes-reveal-xis-grip-power?fbclid=IwAR1ZLrvyMamoh0zG97kg4DI2JOWIjqyLtW8DyjVT6Nb-UWVLrCJudweHUIw
https://www.thinkchina.sg/chinas-abrupt-leadership-changes-reveal-xis-grip-power?fbclid=IwAR1ZLrvyMamoh0zG97kg4DI2JOWIjqyLtW8DyjVT6Nb-UWVLrCJudweHUIw
https://www.thinkchina.sg/wave-military-purges-pla-unlikely-be-over?page=1


 14 

研討會論文和演講（選擇性） 

1. 蔡文軒，「毛澤東時期二線分工變遷之研究：歷史制度主義的觀點」，東亞 

所第三十六屆所慶－研究生論文計畫發表會，政治大學，台北，2005年1月8 

日。 

2. 蔡文軒，「中共菁英政治的『結構-行動者』模式」，「知青新思維－兩岸關 

係與中國大陸問題研究」研究生論文研討會，淡江大學，台北，2005年10月8 

日。 

3. 蔡文軒，「中共執政典範的轉移：『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

『自由主義』的思考」，2005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中國政治學   

會，台灣大學，台北，2005年10月2日。 

4. 蔡文軒，「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小崗村：『雅安模式』的探討」，第一屆中

國研究駐校獎學金研究成果發表會，清華大學，新竹，2007年1月12日。 

5. 蔡文軒，「中共語境下的『民主』原型：概念的分析」，第四屆研究生當代

中國研討班，香港中文大學，香港，2008年1月10日。 

6. 蔡文軒，「『黨管一切』或是『部門獲利』？中共決策的議題取向研究」，

中國大陸決策研究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北，2008年4月。 
7. 蔡文軒，「西方『中國研究』典範轉移的微觀基礎：原始資料的分析」，「兩

岸關係與大陸研究」論文研討會，中國文化大學，台北，2008年5月30日。 

8. 蔡文軒，「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制度邏輯：『幹部考核制』的解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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