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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年表 

蔡啟清教授著述年表 

徐振億 *編 

1939 年(民國 28 年)，1 歲 

8 月 1 日，出生於台北市。 1 

1946 年(民國 35 年)，7 歲 

就讀台北市日新國小。 

1952 年(民國 41 年)，13 歲 

就讀台北市市成功中學初中部。 

1955 年(民國 44 年)，16 歲 

就讀台北成功中學高中部。 

1958 年(民國 47 年)，19 歲 

10 月，考進東海大學外文系。 

1959 年(民國 48 年)，20 歲 

轉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1962 年(民國 51 年)，23 歲 

5 月，撰寫學士論文《契約學說之發展的研究》。 

6 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 

同月，發表〈談東海足球校隊〉，見《東風》第 2 卷第 7 期。 

隨即進入軍旅，服預官役，在國軍行政學校擔任教育考核官。 

1963 年(民國 52 年)，24 歲 

春，通過赴日的留學考試。 

1964 年(民國 53 年)，25 歲 

2 月，負笈東瀛，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專攻政治學， 指

導教授為日本行為科學先驅--吉村正教授。 

1966 年(民國 55 年)，27 歲 

2 月，取得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學碩士，考進博士課程進修。 

10 月，辨休學，接受母校東海大學聘請，擔任政治學系講師 2，是為當

                                                 
* 東海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 
1 本年表參考何鴻明編《蔡啟清教授與東海政治四十年》，民國 94 年 1 月 20 日 
2 見民國 55 年 11 月 2 日《東海大學校刊》第 3 版「55 學年度教職員人事動態」。又，

民國 62 年 10 月 11 日《東海大學校刊》第 3 版，「蔡啟清校友榮任系主任」報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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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最年輕的省籍歸國學人。 

1969 年(民國 58 年)，30 歲 

1 月，翻譯日本吉村正《現代政治機能與構造》，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 

11 月，適逢台北市首屆市議員選舉，主持「台北市選民政治行為之研

究--第一屆市議員選舉實態調查」。 3 

1970 年(民國 59 年)，31 歲 

2 月。再度赴日本早稻田大學修習博士學程。 

指導東海大學政治系政治研究所碩士生朱俊彥完成論文《貿易政策在

戰後日本經濟外交中的角色研究》。 

12 月，發表「臺北市選民政治行為的研究」，收入《東海大學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研究叢書》，後收入《選舉行為之研究》。 4 

1972 年(民國 61 年)，33 歲 

2 月，取得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科之博士課程結業。 

升等為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7 月，發表〈日本選舉過程中所發生的諸問題〉，見《東海學報》第 13

卷。 5 

12 月，主持「台北市選民政治行為之研究--第二屆市議員選舉實態調查」。 

1973 年(民國 62 年)，34 歲 

9 月，接任東海大學政治學系主任一職，一直到 1982 年 6 月卸任。 

11 月 15 日，發表〈杜威(John Dewey)的基本政治理論〉，見《思與言》。 

1974 年(民國 63 年)，35 歲 

7 月，發表〈臺北市選民投票行為研究〉，見《東海學報》第 15 卷，後

收入《選舉與選舉行為》。 

                                                                                                                              
四屆政治系校友蔡啟清先生於五十一年六月畢業本校後，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深造，

五十五年獲政治學碩士學位，返問母校任教。五十九年三月，再度赴日，六十一年

二月在早大修畢博士課程後，仍回母校擔任講師，同年八月升任副教授，今年八月

一日繼杜蘅之主任之後，榮任政治系主任，此為校友在母校出任系主任之第一人。」 
3 參見《選舉與選舉行為‧自序》，徐氏基金會，民國 75 年。 
4 按，該篇標題下題：「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選舉」，《選舉行為之

研究》的〈前言〉說：「兩次實態調查研究，曾蒙東海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環境

科學研究中心資助；各文亦曾在《社會科學研究叢書》、《組織與訓練》及《東海學

報》先後刊載。」 
5 按，《選舉與選舉行為》之第一篇第四章〈日本的借鏡〉，其第一節〈日本選舉過程中

之各項問題〉(58-67 頁)，與本篇僅前言之少數幾個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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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參加省府研考會委託進行的「鄉鎮市區公所作業櫃檯化」之研究。 

1975 年(民國 64 年)，36 歲 

4 月，出版《選舉行為之研究》
6
，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 

接受台灣省政府法規委員會委託，進行「合作法規便民革新民意調查」。 

1976 年(民國 65 年)，37 歲 

11 月 12 日，發表〈由美國選舉制度看台灣地方選舉〉，見《職合報》。 

美國立國 200 週年慶，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訪問美國一個月。 

1977 年(民國 66 年)，38 歲 

升等為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6 月，發表〈民主生活化〉，見《自由論壇》第 7 期。 

9 月，參加省府研考會委託進行的「加強村里行政業務--各種村里組織

如何配合聯繫」之研究方案。。 

11 月，主持「大眾傳播媒體對投票行為影響之研究--第六屆省議員選

舉台中市實態調查」。 

11 月 15 日。發表〈由美國選舉制度談臺灣地方選舉〉，見《中國論壇》，

第五卷第三期，後收入《選舉與選舉行為》。 7 

12 月，發表〈從此次選舉看我國地方自治〉，見《中國政治學刊》第

6 期。 

1979 年(民國 68 年)，40 歲 

2 月，接受省政府研考會委託，進行「加強村里行政業務--各種社會組

織如何有效配合聯繫」。 

6 月，發表〈理性的個人主義〉，見《自由論壇》第 9 期。 

因中美斷交，我國首次舉辦「國建會」，參與「政治外交組」，提出安

定國家的建言。 

1980 年(民國 69 年)，41 歲 

5 月至 10 月，主持省政府法規委員會委託之「合作法規便民革新民意

                                                 
6 按，是書〈前言〉提及：「筆者自從民國 55 年歸國任教以來，一直重視選舉行為之研

究。尤其認為透過實態調查研究以瞭解選民的投票行為，為我國內學術界仍少受人

採用。臺北市改制後的兩次市議員選舉，著者都曾以不同的抽樣方法、調查方法，

分析方法從事北市選民政治行為及投票行為之研究。」全書分：「前言」，「一、公職

選舉之當選過程」，「二、台北市選民政治行為之研究」，「三、台北市選民投票行為

研究」，「四、日本選舉過程中之各項問題」，「附錄：英文摘要」。 
7 按，參見《選舉與選舉行為》第一篇第一章第二節，兩篇內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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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方案。。 

東海大學奉准成立法學院，政治學系改隸於法學院。 

7 月，榮獲台灣省選委會頒贈「監選有功」獎牌一面。 

11 月 1 日，發表〈建立選舉法的威信〉，見《聯合報》。 

12 月 13 日，發表〈選舉法的適用與檢討〉，見《台灣日報》。 

1981 年(民國 70 年)，42 歲 

8 月，接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進行「強化櫃檯化作業改善工作環 境

及工作條件以提高服務品質之研究」。 

8 月 29 日，發表〈如何加強選舉監察功能〉，見《聯合報》。 

9 月至隔年 6 月，主持中國人權協會委託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政治

人權調查研究」方案。 

12 月，〈大眾傳播媒體對投票行為的影響--第六屆省議員選舉臺中市實

態調查〉，於《政治學報》第 9 期，後收入《選舉與選舉行為》。 8 

1982 年(民國 71 年)，43 歲 

1 月 14 日，發表〈從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談民主政治的發展〉，見《台

灣日報》。 

3 月 15 日，發表〈臺灣地方自治制度與世界地方自治制度之比較及其

成就〉，見《地方自治》第 514 期，後收入《選舉與選舉行為》附錄。 

7 月 31 日，卸下系主任一職。 

7 月，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研

修一年。 

10 月，接受中國人權協會委託，進行「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政治人權調

查」之研究。 

1984 年(民國 73 年)，45 歲 

6 月至隔年 2 月，主持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委託之「民眾希望執政

黨作些什麼服務工作」的民意調查方案。 

12 月 25 日，發表〈憲政成長與政治文化〉，見《台灣日報》。 

1985 年(民國 74 年)，46 歲 

1 月，主持南投縣政府委託之「南投縣縣政建設民意調查」案。 

                                                 
8 按，參見《選舉與選舉行為》第二篇第二章「大眾傳播媒體對投票行之影響」之第一

節「第六屆省議員選舉，臺中市實施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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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發表〈哈佛大學研究生活雜記〉，見《自由論壇》？期。 

11 月，主持「第六屆、第八屆省議員選舉台中實態調查之比較」。 

12 月，發表〈美國聯邦議會制度：議會組織、運作、權限與立法程序

(譯作)〉，見《憲政思潮》第 72 期。 

1986 年(民國 75 年)，47 歲 

6 月，發表譯文〈英國的議會制度：議會組織、運作、權限與立法 程

序(譯作)〉，見《憲政思潮》第 74 期。 

9 月 4 日，出版《選舉與選舉行為》
9
，台北：徐氏基金會。 

12 月，接受台中市政府委託，主持「台中市選

民投票行之研究」。 

12 月 ， 發 表 〈 從 選 民 投 票 看 此 次 中 央 民 代 選

舉〉，見《中央日報》。發表〈輔選！輔選！

「從政黨員」總動員〉，見《台灣公論報》。

發表〈初選過後的省思〉，見《自立論壇》。 

1987 年(民國 76 年)，48 歲 

6 月，接受台灣省議會委託，主持「省議會現

行之質詢制度之研究」。 

                                                 
9 按，〈自序〉云：「民國五十七年臺北市第一屆市議員選舉，啟清首次著手選舉實態調

查研究，該次研究結果，在我國政治學界，被列為投票行為研究的開拓性業績。第

二屆臺北市議員選、舉第六屆及第八屆省議員選舉時，所從事選舉實態調查，都可

歸類為投票行為研究的成績。」是書有梅可望〈序〉及〈自序〉，全書共分兩篇，第

一篇〈選舉專論〉，分：第一章通論，收：第一節〈公職選舉之當選過程〉，第二節

〈由美國選舉制度談台灣地方選舉〉，第三節〈從六十六年五項公職選舉看我國地方

自治〉，第四節〈七十二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特色〉，第五節〈選舉對民主治發展的

意義〉，第六節〈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樣式〉，第七節〈淺談選舉諸貌〉，第八節〈當

前我國選舉活動之特色〉；第二章〈選罷法的認識〉，收：第一節〈我國選舉制度的

特質〉，第二節〈加強對選舉罷法的認識〉，第三節〈選罷法的認識與檢討〉，第四節

〈促進民主憲政更上層樓〉；第三章〈選舉監察工作〉，收：第一節〈選監工作之檢

討〉，第二節〈如何從根本上改進競活動〉；第四章〈日本的借鏡〉，收：第一節〈日

本選舉過程中之各項問題〉，第二節〈日本自民黨組織活動展望〉。第二篇〈選舉行

為之研究〉，分：第一章〈臺北市選民政治行為之研究〉，收：第一節〈第一屆市議

員選舉實態調查〉，第二節〈第二屆市議員選舉實態調查〉；第二章〈大眾傳播媒體

對投票行為之影響〉，收：第一節〈第六屆省議員選舉，臺中市實態調查〉，第二節

〈第六屆、第八屆省議員選舉，臺中市實態調查之比較〉；第三章〈從民意調查看近

一世代我國自由地區公民的政治參與〉。附錄〈臺灣地方自治制度與各國地方自治制

度之比較及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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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發表〈「自力救濟」與「公權力」的調適〉，見《中國政治學刊》

第 15 期。又見《民眾日報》1988 年 3 月 4 日第 3 版。 

1988 年(民國 77 年)，49 歲 

3 月 13 日，發表〈現行選舉區制不宜輕言更改〉，見《中國時報》。 

8 月 13 日，發表〈政黨政治理論與實際運作〉，見《中央日報》。 

11 月，主持「民眾對當前政治建設的評價與期待之研究」。 

1989 年(民國 78 年)，50 歲 

發表〈建立我國政黨政治之道〉10，收入《中華民國政黨政治發展之展

望》
11

，台北：三民書局。 

9 月，發表〈我國選民投票行為研究--臺中市選民投票行為實態調查〉，

見《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第 3 期。 

12 月 2 日，發表〈理性的選民是民主政治最佳保障〉，見《自立早報》。 

1990 年(民國 79 年)，51 歲 

擔任澳州西澳大學訪問學人。 

1991 年(民國 80 年)，52 歲 

4 月，主持「民眾對當前時政之看法研究」。 

5 月，發表〈日本派閥政治〉，見《日本學報》第 11 期，後收入《政黨

與選舉論著集》。 

6 月，榮獲教育部頒贈「80 學年度大學優良教師」獎牌一面。 

11 月 5 日，接受專訪，以〈第三屆亞洲展望會專訪〉為題，見《政治

人》？期。 

11 月 15 日，發表〈獨立性、批判性選民增加〉，見《遠見雜治》？期。 

發表〈參院改選後日本的政黨政治〉，見《自立論壇》。 

1992 年(民國 81 年)，53 歲 

3 月，接受台中市政府委託，主持「台中市民對市政的評估與期待民

意調查」。 

指導碩士生朱俊彥完成《貿易政策在戰後日本經濟外交中的角色研究》。 

                                                 
10此篇是參加中國政治學會舉辦的研討會的文章，該書版權頁未標示出版日期。 
11按，此書分「引言」、「第一部份」、「第二部份」、「結論」等四個單元，「引言」收魏

理事長鏞及高董事育仁兩人的話；「第一部份」收林嘉誠〈國內主要政黨的組織、綱

領與活動的評析〉，楊泰順〈政黨初選制度與我國政黨政治發展的展望〉；「第二部份」

收陳德禹〈當前我國規範政黨政治的法規之分析與評估〉，蔡啟清〈建立我國政黨政

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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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民國 82 年)，54 歲 

指導碩士生陳淑玲完成《台灣的利益團體政治--1980 年代迄今之工會

運動》。 

指導碩士生林忠伸完成《中國國民黨提名政策之研究--民國八十一年臺

中縣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 

1994 年(民國 83 年)，55 歲 

3 月 15 日，接受台灣省政府政風處邀請，講演「從政黨政治談民主法治」。 

4 月 27 日，發表〈吳德耀校長於東海大學永垂不朽〉一文，悼念吳前

校長德耀博士，見《東海大學簡訊》。 

1995 年(民國 84 年)，56 歲 

2 月，發表〈台灣的地方自治〉(日文)，見《日本自治研》。 

指導碩士生邱英智完成《臺灣地區公職人員選舉賄選問題之研究》。 

指導碩士生今井大《日本對中華民國外交政策之研究》。 

7 月，發表〈論「地方自治」與「中央地方政府關係」〉，見《研考報

導》第 32 期。 

9 月，接任東海大學研發處執行長，到 1997 年 7 月卸任。 12 

11 月，發表〈日本政黨政治發展的借鏡〉，見《政策月刊》第 10 期。 

1996 年(民國 85 年)，57 歲 

3 月 25 日，發表〈中央民代應以國家利益為重〉，見《自由時報》。 

4 月，發表〈論選舉的功能，選舉制度與議員的角色定位〉，見《台灣

省議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8 月，發表〈破解政治迷思〉，見《申齊雜誌》。 

9 月 17 日，接受台灣省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主持「省屬公

務員與電腦作業態度意向調查研究」。 

11 月 17 日，參加台教會主辦之「族群關係學術研討會」。 

指導碩士生林勝發完成《日本聯合政府之研究》。 

發表〈系友會的展望與未來〉，見《政治系友通訊》？期。 

翻譯〈人類環境宣言〉，見《環境科學通訊》？期。 

發表〈日本政治剖析〉(國際事務研習社座談會演講)，見《北極星》10 期。 

                                                 
12此據《東海大學教職員名錄》，蔡老師在〈我與早稻田大學〉說：「民國九十年，東海

大學王亢沛校長邀請擔任『研發長』職，負責學校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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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選舉民調多，選民應避免被誤導〉，見《中華日報》。 

接受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委託，進行「民眾希執政黨做些什麼 服 務

工作」。 

1997 年(民國 86 年)，58 歲 

6 月 8 日，發表〈破解政府體制的迷思〉，見《台灣日報》。 

12 月，發表〈論當前建立「政黨政治」之道〉，見《政策月刊》第 29 期。 

1998 年(民國 87 年)，59 歲 

6 月，榮獲行政院頒贈「連續任滿三十一年服務獎章」。 

指導碩士生林順德完成《我國政黨初選與提名制度之研究--比較第四屆

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民進黨與新黨初選制度》。 

指導碩士生林憶琳完成《「凍省效應」與台灣地方派系轉變之研究》。 

指導碩士生史世儀完成《政府體制與政治穩定--政黨制與選舉制度》。 

主持東海大學「地方議會：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10 月 21 日，參加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之「世紀末的選舉」研討會。 

11 月，參加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主辦「『中』日關係新發展」研討會 

12 月 31 日，發表〈臺灣省議會議員選舉制度之研究〉，見《台灣文獻》

第 49 卷第 4 期。 

1999 年(民國 88 年)，60 歲 

1 月，到沖繩國際大學(東海組妹校)進行短期研究。接受沖繩國際大學

邀請進行專題演講「台灣政治過程」(日語) 

1 月 20 日，發表〈「選制改革」會影響我們的政治生活〉，見《東海政

治人》。 

3 月，受邀參加日本東京舉行之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 

指導碩士生王心儀完成《國家元首選舉制度改革之動力及影響--台灣與

南韓比較研究》。 

指導碩士生吳坤鴻完成《我國立法院「政黨協商制度」之研究》 

11 月 ，發表〈 日本地方自 治監督與運 作 〉，見《 東海大學政 治系地方

自治研究中心》。 

接受《東海政治人》的專訪，以〈專訪蔡啟清老師--民意調查的先驅〉，

見《東海政治人》。 

2000 年(民國 89 年)，61 歲 

4 月 30 日，發表〈「日本地方行政革新」對我國地方自治的啟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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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本研究學報》。 

發 表 〈 中 華 民 國 的 政 治 民 主 化 --台 灣 地 區 市 民 選 舉 參 與 的 考 察 〉 (日

文)，見《富岡市中華文化協會學術研討會》。 

9 月，榮獲台中市政府頒贈「台中市八十學年度特別優良教師」。 

發表〈對東海政治人的期待〉，見《自由論壇》。 

發表〈政治公開辯論值得推廣〉，見《民眾日報》。 

主持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及台灣政治學會合辦「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主持東海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辦「公共行政研討會」。 

2001 年(民國 90 年)，62 歲 

10 月 25 日，受聘為總統府籌組的「政府改造委員會」學者專家之委員。 

11 月，出版《政黨與政治論著集--東海政治三十五年》13，台中：東海

大學政治系。 

指導碩士生林義傑完成《我國政黨體系與憲政體

制關係之研究》。 

指導碩士生岳宗明完成《半總統制與政治穩定之

比較研究：法國、俄羅斯、南韓與我國》。 

2002 年(民國 91 年)，63 歲 

指導碩士生王為民完成《總統選舉制度採相對多

數決？或絕對多數決？--民主政治理論的省思》。 

                                                 
13按，是書收錄發表在各期刊報紙的論著，分數個章節，第一章〈政黨與選舉〉，分：「選

舉篇」，收：〈從此次選舉看我國地方自治〉、〈選舉法的適用與檢討〉、〈從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談民主政治的發展〉、〈從選民投票參與看此次中央民代選舉〉、〈輔選輔選總

動員〉、〈初選過後的省思〉、〈現行選舉區制不宜輕言更改〉、〈理性的選民是民主政治

最佳保障〉、〈選舉制度平議〉、〈獨立性、批判性選民增加〉、〈中央民代應以國家利

益為重〉、〈學者：慎挑選將素質，政黨致勝秘訣〉、〈選舉民調多選民應避免被誤導〉、

〈台灣省議會議員選舉制度之研究〉；「政黨篇」，收：〈萱茲徐乃德的「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理論與實際運作〉、〈建立我國政黨政治之道〉、〈論當前建立「政黨政治」

之道〉。第二章〈民主憲政〉，收：〈破解政治迷思〉、〈破解政府體制的迷思〉、〈談我

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憲政成長與政治文化〉、〈「自力救濟」與「公權力」的調適〉、

〈「地方自治」與「中央地方政府關係」〉、〈人類環境宣言〉。第三章〈日本政治〉，

收：〈日本政治剖析〉、〈應邀赴日短期研究札記〉、〈日本派閥政治〉、〈參院改選後日

本的政黨政治〉、〈日本政黨政治發展的借鏡〉、〈日本地方行政改革〉。第四章〈學校

教育三十五年〉，收：〈民主生活化〉、〈理性的個人主義〉、〈政治公開辯論值得推廣〉、

〈對東海政治人的期待〉、〈哈佛大學研究生活雜記〉、〈第三屆亞洲展望會議--專訪〉、

〈吳德耀校長於東海大學永垂不朽〉、〈民主的家庭開放的心〉、〈訪問蔡啟清主任〉、

〈政治教育者的執者〉、〈以〉〈「政治教育」為終身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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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接受全國商業總會邀請，為「高階軍官管理班」演講「政

治改造的策略與績效--談選制之改革」。 

10 月 19 日，參加政治大學舉辦「2001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

術研討會。 

12 月 13 日，參加中正大學及台灣政治學會主辦「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2003 年(民國 92 年)，64 歲 

1 月 10 日，參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主辦「兩岸地方管理比較研究」學

術研討會，擔任評論人。 

3 月 15 日，參加時報文化基金會主辦「再造公義的社會與理性空間研

討會」。 

出版《政治學講義》，作為通識課程教材。台中：東海大學政治 學 系 。 

2004 年(民國 93 年)，65 歲 

當選「中琉文經學會」常務理事。 

指導碩士生林振余完成《我國選舉監察制度組織與功能之研究》。 

指導碩士生林繼農完成《我國立法院表決方式之研究》。 

2005 年(民國 94 年)，66 歲 

1 月 20 日，東海大學政治學系舉辦「蔡啟清教授的榮退茶會」，感念師

恩。14政研所何鴻明編《蔡啟清教授與東海政治四十年》，贈與會來賓。 

2 月，受聘為東海大學榮譽教授。 

指導碩士生蔡英志完成《政治生態變遷下地方派系與政黨互動之 研 究

--以嘉義縣陳明文模式為例》。 

2006 年(民國 95 年)，67 歲 

指導碩士生林大然完成《新選制下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之研究-日本施行

經驗之借鏡》。 

2007 年(民國 96 年)，68 歲 

5 月 27 日，接受東海校園解說員社第十三期賴宥倫、黃佩瑩以〈命運

安排 東海之緣--專訪東海大學第四屆政治系蔡啟清校友〉。 

2008 年(民國 97 年)，69 歲 

指導碩士生王洲明完成《我國賄選與反賄選行為研究--以 2005 年三合

                                                 
14參見 2005 年 2 月 28 日《東海大學校訊》第 3 版，「陶鑄英才，教澤永霑，政治系舉

辦歡送蔡啟清教授退休茶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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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選為例》。 

參與出版《現代日本政治事典》(內田滿原編著；徐興慶、蔡啟清編校；

吳明上、楊鈞池譯；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2009 年(民國 98 年)，70 歲 

指導碩士生楊舒偉完成《新竹縣客家族群選舉動員變遷之研究》。 

2010 年(民國 99 年)，71 歲 

指導碩士生邱琇瑛完成《我國地方議會質詢制度之研究：以臺中 市 議

會為例》。 

2011 年(民國 100 年)，72 歲 

6 月 3 日，參在世新大學民意調查中心舉行的「民意調查--民調 50 年

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 15 

2012 年(民國 101 年)，73 歲 

指導碩士生李文元完成《我國不分區立委選制之探討—立委職能 表 現

之比較》。 

2015 年(民國 104 年)，76 歲 

協同幾位校友於政治學系推行「政治學系勵學獎學金」。 

2016 年(民國 105 年)，77 歲 

3 月 29 日，參加由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與東海大學政治學

系聯合主辦，在東海 IBA 餐廳舉行的「蔡啟清榮譽教授卓越校友講座」

第一場演講，講題為「公民的政治生活」。 

4 月 27 日，參加由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與東海大學政治學

系聯合主辦，在東海 IBA 餐廳舉行的「蔡啟清榮譽教授卓越校友講座」

第二場演講，講題為「民主政治與選舉」。 

5 月 26 日，參加由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與東海大學政治學

系聯合主辦，在東海 IBA 餐廳舉行的「蔡啟清榮譽教授卓越校友講座」

第三場演講，講題為「任教東海五十年」。 

2017 年(民國 106 年)，78 歲 

11 月，接受李佳芳專訪，以〈台灣選舉研究的啟蒙導師 東海大學 春

風化雨 50 載--蔡啟清〉，刊登於《早稻田大學 2017 台灣校友會特刊》16。 

                                                 
15按，與會者有：梁世武、蔡啟清、陳義彥、林東泰、丁庭宇等教授。 
16見早稻田大學台灣校友會年度大會紀念特刊，2017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