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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賢 (Dr. Lee, Mei-Hsien) 學術履歷 

 

現職與主要學術經歷 

1. 終身免評鑑教授，起始年：2012  

2. 特聘教授：106.8～ 

3.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105年度 

4.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106年度（點數最高獎勵等級） 

5. 美國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Senior Fulbright Scholar 

6. 國立暨南大學 97 學年度學術研究績獎 

7. 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中心訪問學人，2012 

8.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eatrice Bain Research Group訪問學人 2011 

9.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訪問學人 

2007 

10. 推動本校東南亞研究中心、東南亞學系與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簽署

合作交流備忘錄 2015 

11. 國科會台澳科學合作協定--雙邊人員互訪計畫，訪問單位：澳大利亞 

Murdoch University, Asia Research Centre，訪問學人 2013 

12. Senior Fulbright Scholar(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助 ), 

2011-2012 

 

期刊論文  

1. 李美賢（2020年 12月）。印尼的規範「情色」與道德衝突：《花花公子》、

Lady Gaga、世界小姐選美、情人節事件個案 。《亞洲文化》新加玻亞洲文

化學會。  

2. Lee, Wooi-Han and Mei-Hsien Lee (2019, May). An Alternative 

Subjectivity: A Case Study on Elite Muslim Women in Malaysia.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ccepted). 本人為通訊作者.  

3. 李美賢、闕河嘉（2018 年 06月）。〈台灣東南亞「新⼆代」的形象建構〉。

《傳播、文化與政治》台北：媒體改造學社。本人為第一作者。  

4. Lee, Mei-Hsien (2014, Jul). A Pursuit of ‘False Civilization?’: The 

State-led Modernization Projects on Gender Equality in Post-colo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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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and Indonesia . Journal of Research in Gender Studies. 2014, 

Vol. 4 Issue 2, p206-214. , 4 (2), p206-214.  

5. 李威瀚，李美賢（2015 年 04月）。李光耀時代經濟成功背後的威權統治模

式的反思。戰略安全研析月刊，120(4), 45-52。本人為通訊作者。 

6. 李美賢，李威瀚（2014 年 08 月）。印尼 2014 年的國會與總統選舉分析。

戰略安全研析月刊，112(8), 20-27。  

7. 李美賢（2011年 10月）。「再遲到的現代性」與馬來西亞的「308 事件」。

當代評論，1期，P.10-P.15。（其它）。國科會：99-2410-H-260-041。  

8. 李美賢 （2010 年 06 月）。「遲到的現代性」的追逐：台越跨國婚姻中的

「羞辱」與「尊嚴」 。Asian Culture/亞洲文化，34期，P. 122- P.145。

（其它）。國科會：98-2410-H-260-042。。  

9. 李美賢（2009年 12月）。越南「1959婚姻與家庭法」與北越婦女的「解放」。

亞 太 研 究 論 壇 ( 中 央 研 究 院 ) ， 46 期 。 （ 其 它 ） 。 國 科 會 ：

96-2414-H-260-001-MY2。  

10. 李美賢（2008年 06月）。『中國興起』與後蘇哈托時期印度尼西亞『新客

華人』的認同傾向。Asian Culture/《亞洲文化》(新加坡)，32期, P. - P.。

（其它）。國科會：92-2414-H-260-003。  

11. 李美賢，陳雅莉（2007 年 10月）。後蘇哈托時期雅加達中產階級華裔印尼

人的認同傾向與教育選擇。台灣東南亞學刊，4 卷 2 期, P.25-P.52。國科

會：92-2414-H-260-003。 

12. 李美賢（2007年 06月）。評析：「新馬印華人—族群關係與國家建構」。

Asian Culture/《亞洲文化》，31期, P.248-P.252。（其它）。國科會：

92-2414-H-260-003。  

13. 李美賢 (2007, Mar). Does a Country’s Politics Reflect the Design of 

Its Culture? —the Case of Indonesia.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Spring.  

14. 李美賢  (2000, Dec). Consensus and Contentious Morality Policy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2, pp. 223-239. (SSCI).  

15. 李美賢, Christopher Z. Mooney (1999, --). The Temporal Diffusion of 

Morality Policy: The Case of Death Penalty Legisla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 27, No4, P.766-P782. (SSCI).  

16. 李 美 賢 , Christopher Z. Mooney (1999, --). Morality Policy 

Re-Invention: State Death Penalties.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66, P.80-P.92. (SSCI).  

17. Lee, Mei-Hsien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eath Penalty Policy 

in the U.S. State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U. S. States Death 

Penalty Policy Adoptio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87-230.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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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ooney, Christopher Z. and Mei-Hsien Lee (1995). Legislating Morality 

in the American States: The Case of Pre-Roe Abortion Regulation 

Refor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599-627. (SSCI).  

19. Mooney, Christopher Z. and Mei-Hsien Lee (1995). Pre-Roe Abortion 

Regulation Reform in U.S States: Diffusion, Reinvention, and 

Determination. Essex Paper i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97. UK: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20. 李美賢 林開忠*（2006年 06月）。「東南亞客家人的『認同』層次。客家

研究，創刊號 P.211-238。國科會：93-2414-H-260-006。  

21. 李美賢（2006年 04月）。「越南『好女性』的文化邊界與『越南新娘』：

『尊嚴』vs.『靈魂之債』」。台灣東南亞學刊，3(1) , pp. 37-62。國科

會：93-2414-H-260-006。  

22.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2005 年）。東南亞

的客家會館: 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8, 185-219.。  

23.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李美賢、林開忠、謝偉倫（2004 年）。東南亞

客家研究相關書目。亞太研究論壇，23, 210-247.。  

24. 李美賢（2002年 04月）。人格特質、政治歷程、權力轉移—李光耀及馬哈

地比較研究。海華與東南亞研究。國科會：89-2414-H-260-002。  

25. 李美賢（2001年 01月）。解析政治文化與印尼政黨政治發展的(無)關連性。

海華與東南亞研究，1期, p. 105-p. 132。。國科會：88-2414-H-260-001。  

26. 李美賢（1999年）。「亞洲式民主」與政治危機—印尼個案研究，1997-1998。

問題與研究，38(8), 1-20。  

27. 李美賢（1997 年）。印尼的政黨政治：走上「非自由民主」之路？。東南

亞季刊 ，2(1), 43-67。  

28. 李美賢（1997年）。1997 年印尼國會大選與「開放政治」。東南亞季刊 ，

2(4), 27-50。科技部：87-2418-H-260-004-S5。  

29. 李美賢（1996 年）。印尼「新秩序」時期的威權政治機制與官僚政治。東

南亞季刊 ，1(4), 27-50。  

 

專書  

1. 李美賢（2015年 05月）。印尼新秩序時期的政治治術。高雄：麗文文化事

業。  

2. 李美賢（2005年）。《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台北：三民。  

3. 李美賢（2003年）。印尼簡史。南投埔里:國內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

心。  

4. 李美賢（2003 年）。新加坡簡史。南投埔里：國內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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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論文與學術專書翻譯與推介序文 

1. 沈豪挺、李美賢(通訊作者)（2019年 04月）。桃園後站東南亞街區的變遷

脈絡。桃園學。桃園：中央大學。  

2. 李美賢（2018）.<「模範生」和她的「壞男友」>推薦序<<印尼etc. 眾神遺

落的珍珠>>台北，聯經出版。 

3. 李美賢（2012年）。在印尼，誰是「優勢族群」？。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

台北：群學。  

4. 李美賢（2009 年）。拋出「鳥瞰」導出「蟲洞」。東南亞--多元與發展。

台北：亞太文化交流基金會/賽尚圖書。  

5. 李美賢，楊昊（譯）。Leinbach, Thomas R. and Richard Ulack（著）（2009

年）。東南亞—多元與發展/ Southeast Asia: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台北：賽尚圖書公司 。(56萬字)。  

6. 李美賢譯。戴鴻超著。 （1989年）。東方的發展途徑：對東亞文化與經濟

關係的一個假設。《問題與研究》。Vol. 28, No. 5: 41-60。  

7. Lee, Mei-Hsien. The Cultural Boundary of ‘Good Women’ in Vietnam 

and ‘Vietnamese Brides. Cross-Border Marriages with Asian 

Characteristics?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between Southeast and 

Northeast Asia.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2006.  

8. 李美賢. 「『伊斯蘭』vs『西方』」情境與馬來穆斯林世界國家的政治困境. 

《新世紀的東南亞》. 台北: 五南. 2002. NSC 91-2401-H-260-004.  

9. Mooney, Christopher Z. and Mei-Hsien Lee. The Temporal Diffusion of 

Morality Policy: The Case of Death Penalty Legislation in the U.S. 

States. The Public Clash of Private Values. Chicago, USA: Chatham 

House. 2001: P.170-P.186.  

10. Lee, Mei-Hsien. The Revival of the ‘Failed’ Multiparty System in 

Indonesia: The Birth of a New Political Culture?. The Symposium on 

East Timor, Indonesia and the Region. Lisbon, Portugal: New 

University of Lisbon. 2000. NSC 88-2414-H-260-001.  

11. Mei-Hsien Lee. When Will ‘Asian Democracy’ Go Wrong?”—The Case 

of Indonesia. The Symposium on East Timor, Indonesia and the Region. 

Lisbon, Portugal: New University of Lisbon. 2000. NSC 

87-2418-H-260-004-S5.  

12. 李美賢（2008年 10月）。後殖民東南亞國家發展的困境。（P.137-P.160）。

五南書局。  

13. 李美賢（2005年）。 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認同傾向：公民民族主

義？多元文化民族主義？種族文化民族主義？---以《呼聲》雜誌為例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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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國科會：

92-2414-H-260-003。  

14. 李美賢（2005 年）。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生育相關問題之探討—原生文化與

在地適應 。「婦幼衛生健康照護論壇」論文集。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國科會：93-2412-H-001-021。  

15. 李美賢（2005 年）。東南亞各國之去殖民化及後殖民發展困境。東南亞文

化教學參考手冊（整合版）（57-78）。台北：教育部。  

16. 李美賢（2005 年）。東南亞的去殖民化：後殖民國家發展困境。東南亞文

化教學參考手冊（專論篇）（80-99）。台北：教育部。  

17. 李美賢（2003 年 12 月）。離鄉 跨海 遠嫁 作他婦:由越南性別文化看"越

南新娘"。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 （P. 215-P. 248）。台北：

中央研究院。  

18. 李美賢（2003年）。後「911」時代台灣的東南亞政策。迎接全球化、超越

二００八—外交戰略。台北：財團法人國家展望基金會。國科會：

91-2414-H-260-004。  

19. 李美賢，陳丁輝（2000年）。從民主原則檢驗馬來西亞 1999年全國普選。

2000 選舉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國科會：

88-2414-H-260-001。  

 

研討會論文  

1. 李美賢（2020.10）<回應他者：一個實踐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的方案>。台北：

科學教育館 

2. 李美賢（2020）<meWatched: O+N社區的結晶體.> 教育部議題導向跨領域敘

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議題 X 場域」論壇 6月（疫情，線上會議） 

3. 趙祥和、李美賢 (2021). <自我-他者的行動敘事：探戈搖滾跨域知識力AO

站的教育實踐>教育部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2021 年跨

領域創新教學實踐工坊」 

4. 李美賢、趙祥和（2020）<南方知識論對創新教育的意義：以敘事「落後異

鄉人」為例，教育部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2020 年跨

領域創新教學實踐工坊」 

5. Lee, Mei-Hsien & Wooi-Han Lee (2015, Dec).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Legislating Gender-related Moralities in Post-colonial 

Indonesia: Mapping the "Chaotic Evolution"". The First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Asia Conference, Kyoto, Japan, Dec 12-13, Kyoto, 

Japan.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6. Peng, Yi-Ja and Mei-Hsien Lee (2015, Jul). “Who Has Benefited from 

Development?”- Indonesian Development Plan and the 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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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Quality of Life.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Australia, Adelaide, Australia. MOST 

102-2410-H-260-023-MY2. 本人為通訊作者.  

7. Lee, Mei-Hsien (2013). Re-belated Modernity and the “Distrust” 

Votes in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al States: The Case of Malaysia.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 Macau 

University, Macau. NSC 98-2410-H-260-042.  

8. Lee, Mei-Hsien (2012, May). De-patriarchalization without 

“Conscientization"? : A Discourse Analysis on Elite’s Public Talks 

on Malaysia’s “Polygamy Club” and “ Obedient Wives Club". The 8th 

European Feminist Research Conference, Budapest, Hungary. NSC 

99-2410-H-260-041.  

9. Lee, Mei-Hsien (2011, Jun). A Pursuit of ‘False Civilization?’: The 

State-led Modernization Projects on Gender Equality in Post-colonial 

Vietnam and Indonesia. Accepted for the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Gender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Bucharest, Romania. NSC 98-2410-H-260-041.  

10. Lee, Mei-Hsien (2010, Dec). "Belated Modern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in Post-Colonial Indonesia. Asia Pacific 

Sociological Conference 201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NSC 

98-2410-H-260-042.  

11. Lee, Mei-Hsien (2010, Dec). De-patriarchalization’ without 

‘Conscientization’: Belated Modern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in Post-Colonial Indonesia. Asia Pacific Sociological 

Conference,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December 8-11.  

12. Lee, Mei-Hsien (2010, Mar). ‘Re-belated Modernity’ and the 

‘Distrust’ Votes: An Explanation to the Upheaval of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 in 2008.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Malaysian Studies Conference (MSC7),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 Penang, Malaysia. NSC 98-2410-H-260-042.  

13. Mei-Hsien Lee (2006). People’s Consciousness, Shared Values, and 

Asian Commun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 Toward 

Creation of Wisdom and Networking,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August 26.  

14. Mei-Hsien Lee (2003). Islam vs. ‘the West’: 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Indonesia in the post-「911」Era. Asian Political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vember 27-December 1.（NSC 91-2414-H-260-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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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ei-Hsien Lee (2001). The Abandonment and Readoption of A Multiparty 

System in Indonesia: Does Political Culture Matter?. The 5th ASEAN 

Inter-University Seminar,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May 23-25.  

16. Mei-Hsien Lee (2000). The Revival of the ‘Failed’ Multiparty System 

in Indonesia: The Birth of a New Political Culture?. Symposium on East 

Timor, Indonesia and the Region, Lisbon, Portugal. July 10-15.  

17. Mei-Hsien Lee (2000). When Will ‘Asian Democracy’ Go Wrong?—The 

Case of Indonesia. Symposium on East Timor, Indonesia and the Region, 

Lisbon, Portugal. July10-15.  

18. Mei-Hsien Lee (1999). ‘Asian Democracy’: A Stable System As They 

Believe?—A Lesson From Suharto’s Fall. The 4th ASEAN 

Inter-University Seminar, Pattani, Thailand. June 16-18.  

19. Mei-Hsien Lee (1999). ‘Asian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Succession—The Case of Indonesia, 1997-98. The 16th Berkeley annual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Berkeley: California, USA. 

February 20-21.  

20. Mooney, Christopher Z. and Mei-Hsien Lee (1998). Morality Policy 

Re-Inven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The Case of Death 

Penalty Policy. The annual meetings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September 2-5.  

21. Mooney, Christopher Z. and Mei-Hsien Lee (1997, Mar). Moral Conflic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Death Penalty Legisla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since 1838.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ucson, AZ, USA.  

22. Mooney, Christopher Z. and Mei-Hsien Lee (1997). Morality Policy in 

Distinctive Political Contexts: The Determinants of Death Penalty 

Reform in the US States, 1956-1983.. The 17th World Congres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oul, Korea. August 

17-21.  

23. Mooney, Christopher Z. and Mei-Hsien Lee (1996, Aug). Why Not Swing？

The Diffusion of Death Penalty Legisla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 Since 

1838.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San Francisco, CA, USA..  

24. Lee, Mei-Hsien (1993, Oct). Regulating Morality in U. S. States.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West Virginia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untington, West Virginia, USA..  

25. Mooney, Christopher Z. and Mei-Hsien Lee (1993, Sep). Pre-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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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tion Law in the U. S. States: Diffusion, Determination, and 

Reinvention.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USA. 

26. 李美賢、趙祥和（2019年 11月）。南方知識論對創新教育的意義：以敘事

「落後」異鄉人為例。教育部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2019 中區社

群共創議題論壇，台中市。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27. 沈豪挺、李美賢（通訊作者）（2018年 10 月）。桃園後站東南亞街區的變

遷脈絡。經緯桃園-2018桃園學研討會，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本人為通訊

作者。  

28. 李美賢（2016 年 09 月）。極端現代性方案與「家/鄉女性出外工作『這件

事』」：文獻與爪哇個案的對話。2016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討會，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部：104-2410-H-260-014-MY2。2016年 9 月 22 日至 

9 月 23 日。  

29. 李美賢，闕河嘉（2015 年 12 月）。臺灣「東南亞新二代」的形象建構 。

東亞聚焦：2015 第六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

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本人為第一作者。2015年 11月 30日至 12 月 2日。  

30. 李美賢（2014年 04月）。印尼的規範「色情」與道德衝突： 《花花公子》、

Lady Gaga、世界小姐選美、情人節事件個案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研討

會。科技部：102-2410-H-260-023-MY2。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1. 李美賢, 徐友連, 王興國（2013 年 09 月）。"華語熱"與身分認同:新世代

華裔東南亞人的個案 。2013 東亞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北:師範大

學。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2. 李美賢（2013年 05月）。後殖民印尼性/別道德政策演化的初步觀察。2013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科技部：102-2410-H-260-023-MY2。

本人為第一作者。  

33. 李美賢（2012 年 04 月）。後殖民印尼的婚姻/家庭現代化：以 Raden Ayu 

Kartini 給 Stella Zeehandelaar的信為個案。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

研討會 2012，南投: 國立暨南大學。國科會：99-2410-H-260-041。已發表。  

34. 李美賢（2010年 04月）。「『民主化』？『再遲到的現代性』與馬來西亞

的『308事件』--馬華知識青年個案初探」。2010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

年度研討會」，台南：台南藝術大學/成功大學。國科會：98-2410-H-260-042。  

35. 李美賢（2009年 04月）。「遲到的現代性」的追逐：台越跨國婚姻中的「羞

辱」與「尊嚴」。2009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研討會，台北南港：中央研

究院。國科會：96-2414-H-260-001-MY2。  

36. 李 美 賢 （ 2008 年 09 月 ） 。 ‘Gender Equality’ in Indonesia: 

Officially-defined Discourse vs. Local Cultural Discourse.。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slam for Peace and Sustainability: New 

Perspective on Islamism and。國科會：96-2414-H-260-001-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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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李美賢（2008 年 04 月）。中央政策的現代性辯證vs.邊陲生命的傳統喃喃

敘事：越南「去父權政策」個案。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國科會：

96-2414-H-260-001-MY。  

38. 李美賢（2007年 11月）。後殖民東南亞家的在地政治文化與民主化。亞洲

太平洋民主聯盟主辦「認識緬甸研討會」，台北：國家圖書館。2007 年 11

月 17日。  

39. 李美賢（2006年 10月）。『國家疆界』治理或是『種族邊界』維持：台越

/台印跨國婚姻個案 。第三屆「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治理．生存．

運動，台北：世新大學。2006年 10月 7至 8日。  

40. 李美賢（2006年）。以公共政策規範『婚姻/移民』的道德困境：『台越跨

國婚姻』個案 。2006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2006

年 9月 16至 17 日。  

41. 李美賢（2006 年）。從越南性別文化看『越南新娘』：國族的『壞女孩』

vs. 家庭的『好女孩』。「台灣與越南關係的深化與強化」國際研討會，南

投：國立暨南大學。2006年 5月 23至 24 日。  

42. 李美賢（2006 年）。『我們』為什麼要管『他們』的家務事？--從「我族

認同」的道德識域看「台越」婚姻移民政策 。2005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年度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2006 年 4月 27至 28日。  

43. 李美賢（2005 年）。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生育相關問題之探討—原生文化與

在地適應。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主辦「婦幼衛生健康照護論壇」 ，台

北：集思國際會議中心。2005年 9月 1至 2日。(NSC-93-2412-H-001-021; 

NSC-93- 2414 -H-260-006)。。  

44. 李美賢（2005年）。階級、文化邊界與國家政策：從「68/2002/NĐ-CP」決

議案及後續相關法規命令看「越南新娘」。2005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

年度研討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5 年 4 月 28 至 29 日。

南投：埔里。(NSC-93-2414-H-260-006)。。  

45. 李美賢（2004 年）。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認同傾向：公民民族主

義?多元文化民族主義?種族文化民族主義?—以《呼聲》為例。淡江大學東

南亞研究所主辦「2004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淡水：淡

江大學。。2004 年 4月 22至 23日 。  

46. 李美賢、蕭新煌等 （2004 年）。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分析—以會館

為例。2004 台灣的社會學會年會，新竹：清華大學。2004 年 12 月 4 至 5

日。  

47. 李美賢、陳育章 （2004年）。泰國勞工輸出仲介網絡之研究。東亞區域結

構變遷與台灣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台中：中興大學。2004年 3月 26日。  

48. 李美賢、林開忠（2004 年）。東南亞客家人的『認同』流變：一些初步的

觀察。2004 台灣的社會學會年會，新竹：清華大學。2004 年 12 月 4 至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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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美賢 （2004 年）。誰是弱勢？：隱匿在印尼『弱勢族群』瞳孔內的帝國

光芒。教育部計畫「移民與社會」舉辦「帝國之眼—優勢國家如何看待劣勢

國家—跨校座談會」。2004年 4月。(working paper) 。  

50. 李美賢（2003年）。後『911』時代台灣的東南亞政策。迎接全球化、超越

二００八—外交戰略研討會，台北：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2003年 10月

5日。  

51. 李美賢（2003 年）。離鄉˙跨海˙遠嫁˙作「他」婦：由越南性別文化看

「越南新娘」。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中心主辦「2003 年台灣的東南亞

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台北：南港。2003 年 4月 25至 26日。  

52. 李美賢（2002 年）。『伊斯蘭』VS『西方』--馬來穆斯林世界國家的政治

困境：以『911事件』印馬對美外交政策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

心主辦，「2002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高雄：西子灣。

2002 年 4月 26 至 27日。  

53. 李美賢，陳丁輝（2001 年）。人格特質、政治歷程、權力轉移—李光耀及

馬哈地比較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1 年台灣的

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南投：埔里。。2001年 5月 3至 4日。  

54. 李美賢（2000 年）。印尼『已失敗』的多黨政治的復活：新政治文化的誕

生？。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0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

研討會」 ，台北：淡水。2000年 5月 11 至 12日。  

55. 李美賢（1999年）。「亞洲式民主」與政治危機—印尼個案研究，1997-1998。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主辦，「1999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

研討會」，台北： 南港。1999年 4月 16 至 17日。  

 

社會評論與其他 

1. 李美賢 2020.2.05. 抗疫缺多語：凸顯東南亞人才荒。蘋果日報。 

2. Lee, Mei-Hsien (2012, Feb). The ‘Moral Pain’ in Post-colonial 

Indonesian Women’s Movement: the Cases of Kartini and Indonesia's 

First Women Congress. Seminar at The Beatrice Bain Research Grou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USA.  

3. 李美賢（2015年）。「新住民第二代」？叫他們「我們」就好了！ 。原刊

登於《李美賢／反身專欄》，獨立評論@天下。  

4. 李美賢（2015 年）。在那五秒,我差點也陷「新移民及其子女」於不義 。

原刊登於《李美賢／反身專欄》，獨立評論@天下。  

5. 李美賢（2014年 10月）。從文化對等中，蓄積進步的能量。收錄於張正<<

外婆家有事:台灣人必修的東南亞學分>>。  

6. 李美賢（2014年）。超越國族邊界,看越南的「513 暴動」。原刊登於《李

美賢／反身專欄》，獨立評論@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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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美賢（2014年）。五月，表揚「模範」的季節：注意「陷阱」!。原刊登

於《李美賢／反身專欄》，獨立評論@天下。  

8. 李美賢（2013年）。來/去那個水黃黃的地方。原刊登於《李美賢／反身專

欄》，獨立評論@天下。  

9. 李美賢（2013 年）。別「菲律賓」了好嗎?──「再/遲到現代性」的焦慮

與痛苦。原刊登於《李美賢／反身專欄》，獨立評論@天下。  

 

科技部及其他研究型計畫補助 

1. 李美賢 2020.8.1-2023.7.31 <回應他者：一個實踐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的方案

> (109-2511-H-260-003-MY3)  (三年期計畫) 

2. 105年08月01日至106年07月31日：104-2410-H-260 -014 -MY2 極端現代性方

案與「家/鄉女性出外工作『這件事』」：印尼的四個個案(第二年期) 

3. 104年08月01日至105年07月31日：104-2410-H-260 -014 -MY2 極端現代性方

案與「家/鄉女性出外工作『這件事』」：印尼的四個個案(第一年期) 

4. 李美賢（Mei-Hsien Lee）. 2012. 8th European Feminist Research Conference. 

Budapest. NSC: 101-2914-I-260-005-A1. 

5. 103年08月01日至104年07月31日： 後殖民印尼「性/別道德」規範過程的歷

史 比 較 分 析 -- 「 混 沌 演 化 」 背 後 的 理 路 及 其 意 涵 ( 第 二 年 期 ) 

102-2410-H-260-023-MY2 

6. 102年08月01日至103年07月31日： 後殖民印尼「性/別道德」規範過程的歷

史 比 較 分 析 -- 「 混 沌 演 化 」 背 後 的 理 路 及 其 意 涵 ( 第 一 年 期 ) 

102-2410-H-260-023-MY2 

7. Lee, Mei-Hsien. 2012. 8th European Feminist Research Conference 

2012. 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匈牙利，布達佩斯。 

8. Lee, Mei-Hsien. 2011. Catching-up Belated Modernity?: The Myth behind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Rights to Gender Equality in Post-Colonial 

Indonesia and Vietnam. Fulbright Foundation （美國國務院富爾布萊特

資深研究人員獎助 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 Beatrice Bain Research Group

研究訪問） 

9. 李美賢，(民100)，「遲到現代性的追趕？--後殖民馬來西亞與越南促進婦女

權益與兩性平權政策。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中心專題研究計畫 

10. Lee, Mei-Hsien. 2012. The ‘Moral Pain’ in Post-colonial Indonesian 

Women’s Movement: the Cases of Kartini and Indonesia's First Women 

Congress    

11. 李美賢，(民99.8-100.7)，「遲到的現代性與後殖民東南亞國家的現代化：

印、馬、越三國比較研究」。主持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劃編

號 NSC-99-2410-H-26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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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美賢，(民98.8-99.7)，「後殖民東南亞國家現代性制度建制的知識考古:

代議政制、婚姻制度、公共衛生」。主持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

劃編號 NSC-98-2410-H-260-042. 

13. 李美賢，(民97.8-98.7)，「中央的政策邏輯與邊陲的生命邏輯：幾個東南亞

國家弱勢權益政策的深描與分析」。主持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

劃編號 NSC-96-2414-H-260-001-MY2. 

14. 李美賢，(民96.8-97.7)，「中央的政策邏輯與邊陲的生命邏輯：幾個東南亞

國家弱勢權益政策的深描與分析」。主持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

劃編號 NSC-96-2414-H-260-001-MY2. 

15. 李美賢 2007. 「後殖民東南亞國家女性地位比較研究：律法規範與在地文

化風俗論述」補助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訪問研究。國科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NSC-96-2918-I-260 -001 - 

16. 李美賢，(民95.8.- 96.7)，「『我們』為什麼要管『他們』的家務事？」--

從「我族認同」的道德識域看「台越/台印」婚姻移民政策」主持人。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95-2414-H-260-003. 

17. 李美賢，(民94.8.- 95.7)，「國族政治、族群認同與國際婚姻：『台印婚姻』

與『台越婚姻』個案(II)」。主持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94-2414-H-260-006。 

18. 李美賢，(民93.8.- 94.7)，「國族政治、族群認同與國際婚姻：『台印婚姻』

與『台越婚姻』個案(I)」。主持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93-2414-H-260-006。 

19. 李美賢，(民93.8.- 94.7)，「疆界、權力與性別：以『越南新娘』為研究對

象 」 國 科 會 整 合 型 研 究 計 劃 ， 共 同 主 持 人 。 國 科 會 計 劃 編 號

NSC-93-2412-H-001-021。 

20. 李美賢，(92.8-94.3) 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政治認同:公民民族主

義?多元文化民族主義?種族文化民族主義?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

劃編號 NSC 92-2414-H-260-003。 

21. 李美賢，(民92.5-92.12)，「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 馬來西亞、新加坡、

印尼西加里曼丹」。協同主持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計畫。 

22. 李美賢，(民91.8.- 93.3)，「『伊斯蘭』vs 『西方』：馬來穆斯林世界國家

的政治困境， 1990-200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91-2414-H-260-004。 

23. 李美賢 1999.4.補助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東南亞研究第16屆年會。國科會補

助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 

24. 李美賢，(民88.8.- 89.7)，「領袖人格特質與『亞洲式民主國家』的政治繼

承—蘇哈托、馬哈地、李光耀比較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劃

編號 NSC-89-2414-H-260-002。 

25. 李美賢，(民87.8.- 88.7)，「由後唯物主義看『亞洲式民主國家』的政黨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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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印尼、新加坡個案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88-2414-H-260-001。 

26. 李美賢，(民87.8.- 89.7)，「東亞國家民主化」國科會專題整合型研究計劃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我角色之分析」之子計劃，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87-2418-H-260-004-S5。 

 

跨領域創新教學暨社會實踐計畫 

1. 教育部議題導向敘事力創新教學發展計畫「探戈 w/ 保羅大叔：修煉批判敘

事力，以『東南亞』為方法」（共同主筆人、推動核心教師） 2020/8/1~2021/7/31 

(NT$ 5,000,000) 

2. 教育部議題導向敘事力創新教學發展計畫「探戈 w/ 保羅大叔：修煉批判敘

事力，以『東南亞』為方法」（主筆人、主責推動、共同主持人） 

2019/2/1~2020/7/31 (NT$ 4,200,000) 

3. 教育部資科司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搖滾畢拉密：社

區翻轉、文化翻滾，以『東南亞』為方法」（共同主筆人、主責推動）

2017/2~2018/1 (NT$ 6,500,000);     

4. 教育部資科司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搖滾畢拉密：社

區翻轉、文化翻滾，以『東南亞』為方法」（主筆人、主責推動）

2018/2~2019/1(NT$ 6,500,000) 

5. 台中市政府委託「東協廣場溝通互動平台」計畫暨「SEAT｜南方時驗室計畫

主持人」 2016.11~2017.12.31 (NT$ 2,111,984);  

6. 台中市政府委託「東協廣場溝通互動平台」計畫暨「SEAT｜南方時驗室計畫

主持人」2018 (NT$ 2,400,000 ); 

7. 台中市政府委託「東協廣場溝通互動平台」計畫暨「SEAT｜南方時驗室計畫

主持人」2019 (NT$ 2,400,000 ); 

8. 台中市政府委託「東協廣場溝通互動平台」計畫暨「SEAT｜南方時驗室計畫

主持人」2020 (NT$ 1,760,000 );  

9. 李美賢、陳珮芬、陳怡如 2015.「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參與式

人文社會科學跨文化課程建置：東南亞區域人才培育」：東南亞學系、國際

企業學系、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共同主持人）（補助經費＄1,800,000） 

 

 

政府社會重大議題政策委託案 
 

1. 教育部新住民及其子女國外國民中小學學歷認證計畫(109-110, 主持人, 計

畫金額：990,000) 

2. 教育部新住民及其子女國外國民中小學學歷認證計畫(108.6-109.5, 主持人, 

計畫金額：948,923) 

3. 教育部新住民及其子女國外國民中小學學歷認證計畫(107.4-108.3, 主持人, 

計畫金額：947,989) 

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展全國性親職教育宣導方案」(主持人，105, 計

畫金額：2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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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部新住民及其子女國外國民中小學學歷認證計畫(105.5-106.6, 主持人, 

計畫金額：1,571,584) 

6. 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策略規劃-緬甸/寮國/柬埔寨(105.9-105.12; 主持

人，計畫經費: 1,650,000) 

7. 2016 特色大學試辦計畫之子計畫：東南亞語言師資與課程強化暨「東南亞文

化與經貿訊息走廊」建置(主持人，計畫經費：3,850,000) 

8. 2017 教育部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東南亞與課程方案及區域文化及經貿人才養

成方案 (主持人，計畫經費$3,560,000) 

9. 2017.8-2018.3 教育部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團隊召集

人（補助經費 700,000 暨大/ $8,000,000（跨校聯盟總經費） 

10. 2018.8-2019.3 教育部菲律賓經貿產學資源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團隊召

集人（補助經費 700,000 暨大/ $8,000,000（跨校聯盟總經費） 

11. 2018 新南向計畫-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學術型領域聯盟(商管

與社會) （計畫經費：$700,000暨大/ $5,000,000 跨校聯盟總經費） 

12. 2015 教育部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補助第三期第一階段「獎勵大學校院辦

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東南亞語言人才培育方案計畫 (主持人, 計

畫經費$700,000)  

 

委訓計畫(含政府、企業及其他單位委託計畫)： 
 

1. 李美賢「越南、印尼肝病之流行病學資料庫建置暨防治」計畫（主持人, 

104.1-105.6 NT$648,900）台中市肝病防治協會委託  

 

科技部補助學術研究會議辦理 
 

1. 李美賢 2017 年第十九屆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總召，爭取到科

技部補助「東協 50：主體、多邊與跨界的東南亞 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

亞教研廿週年」（主持人，科技部補助：＄4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