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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執中學術著作 

 

院長  :張執中教授 

辦公室  :行政大樓 N216 

電  話  :(03) 341-2500 轉 4001、4002 

傳  真  :(03) 270-5218 

電子郵件: cczhung@mail.knu.edu.tw 

 

學    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博士 

研究專長: 中國研究、質性研究、兩岸關係與政策、全球化與區域發展、談判與溝通、

公共管理 

教授課程: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兩岸政經與文化、兩岸關係與政策專題、民主憲政發展 

 

經歷(校內) 

 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授兼院長 

 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兼副院長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校外) 

 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大陸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委員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共黨政研究小組召集人 

 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 

 國家公務人員考試暨特種考試命題委員 

 東亞研究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 

 中國行政評論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 

 臺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理事 

 嶺東技術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致理技術學院兩岸經貿研究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中華歐亞基金會兼任副研究員、顧問 

 立法院國會助理 

 陸軍步兵少尉排長、輔導長、副連長 

 

一、 期刊論文 

 

1. 張執中、趙建民，2023，「中共『二十大』與政治導向的菁英管理：習時期高層幹部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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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案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66 卷第 3 期，頁 1-38。TSSCI 期刊 

2. 張執中、楊博揚，2021，「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江澤民到習近平時期

的分析」，政治學報，第 71 期，頁 61-99。TSSCI 期刊 

3. 張執中，2020，「協調與分工：中國大陸『合憲性審查』的發展路徑」，東亞研究，第

51 卷第 1 期，頁 77-113。 

4. 張執中，2018，「黨國意識形態的權力與制度：習近平時期的觀察」，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4 期，頁 71-88。 

5. 張執中、王占璽、王瑞婷，2015，「中共地方領導幹部選任機制變革：『票決制』與『公

推直選』之研究」，臺灣民主季刊，第 12 卷第 3 期，頁 135-183。TSSCI 期刊 

6. 張執中，2015，「九合一選舉後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展望」，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1 期，頁 87-107。 

7. 張執中，2013，「党国統治下のガバナンス—-中国の政治発展にかかる分析」，問題と

研究（日文版），第 42 卷第 2 期，頁 29-72。 

8. 張執中，2012，「十八大前的中共菁英衝突問題」，全球政治評論，第 39 期，頁 15-19。 

9. 張執中，2008，「後極權威權政體的政治改革路徑：以中共『黨內民主』為例」，社會

科學論叢，第 2 卷第 2 期，頁 63-112。  

10. 張執中，2008，「十七大」の政治報告と党規約による中国共產党「党內民主」改革

の分析，問題と研究（日文版），第 37 卷第 1 卷，頁 21-70。 

11. 張執中，2006，「中國選舉制度的變遷—對四次修正『選舉法』之分析」，政治學報，

第 42 期，頁 79-124。TSSCI 期刊 

12. 張執中，2005，，「從『依法治國』到『有限政府』？-—中國法制道路的路徑依循」，

東亞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頁 91-130。 

13. 趙建民、張執中，2005，「組織內捲與列寧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中國共產黨個案分析」，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第 2 期，頁 299-341。TSSCI 期刊 

14. 張執中，2002，「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實踐與黨內民主的前景」，中國事務，第 10

期，頁 39-57。 

15. 張執中，2002，「兩岸對政治談判的評估及因應策略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1

期，頁 25-50。TSSCI 期刊 

16. 張執中，2001，「不對稱談判權力結構下的強制策略：以中共『不放棄對台動武』為例」，

東亞季刊，第 32 卷第 3 期，頁 1-29。 

 

二、 會議論文 

 

1. 張執中、趙建民，2022，「中共『二十大』的政治意涵：政治導向的菁英管理模式」，

發表於「中共『二十大』政治菁英甄補：趨勢與挑戰」學術研討會，12 月 8 日，台北，

政治大學。 

2. 張執中，2022，「找回『初心』－習近平時期黨紀處分與政治秩序的重建」，發表於「中

共『二十大』與習近平執政十週年政策分析」學術研討會，6 月 17 日，台北，政治大學。 

3. 張執中，2021，「中共『百年決議』與黨的領導」，發表於「中共全會之《決議》與國

家現代化」學術研討會，12 月 23 日，台北，銘傳大學。 

4. Chang, Chih-Chung, 2019.10, “Supervision from Within: CCDI’s Inspection into the Local 

During Xi’s Era (2013-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es in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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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State in the Xi Jinping Er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5. 張執中，2019，「中共巡視制度下的中央地方關係：習時期巡視成果分析」，發表於「『五

四運動 10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 日—4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 

6. 張執中、楊博揚，2018，「中共中央與省級紀檢菁英結構與流動—14 屆至 19 屆的觀察」，

發表於第十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12 月 22 日，台北，政治大學。 

7. 張執中，2018，「菁英政治與習近平個人統治之鞏固」，發表於「第 5 次首爾—臺北戰

略論壇」，12 月 7 日，韓國首爾。 

8. 張執中，2018，「中共菁英流動路徑分析：以省級紀委書記為例」，發表於「中國大陸

改革開放 40 年」學術研討會，11 月 29 日，台北，國家圖書館。 

9. 張執中，2018，「習近平時期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威權韌性之觀察」，發表於「第 5

屆建構公民社會：創新與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10 月 19 日，台北，國立空中

大學。 

10. 張執中，2018，「黨國意識形態的權力與制度：習近平時期的觀察」，發表於「習近平

時代的中國：發展、際遇與挑戰」國際研討會，3 月 17 日，台北，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11. 張執中，2017，「中共『十九大』與政治發展」，發表於「第 4 次首爾—臺北戰略論壇」，

12 月 1 日，韓國首爾。 

12. 張執中、楊博揚，2015，「中共反腐與政治動員—以周永康案為例」，發表於「2015 年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東西方文明衝突下的政經多樣性與政經發展」研討會，10 月

3 日，台北，文化大學。 

13. 張執中，2015，「2014 年中國大陸政治情勢總結及未來發展趨勢」，發表於「2014 年中

國大陸情勢總結及未來發展趨勢」研討會，1 月 6 日，台北，文化大學。 

14. 張執中，2015，「中國大陸違憲審查的民主意涵」，發表於「中國大陸改革與民主轉型」

研討會，1 月 2 日，台北，文化大學。 

15. 張執中，2014，「清黨或反腐？比較習近平與胡錦濤接班初期的反腐運動」，發表於「深

化與創新：大陸變局」學術研討會，9 月 25 日，台北，國家圖書館。 

16. 張執中，2013，「美國再平衡戰略背景下的南海局勢與我國家安全政策」，發表於 2013

年公共安全學術研討會「安全研究與情報學之發展」，11 月 27 日，桃園，中央警

察大學。 

17. 張執中，2013，「美國再平衡戰略背景下的南海問題：兩岸關係的視角」，發表於第九

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8 月 2 日，哈爾濱，黑龍江大學。 

18. 張執中、王占璽、王瑞婷，2013，「『推選』與『票決』制下的中共幹部選任機制變革」，

發表於中國大陸基層選舉與公共治理：回顧、突破與展望研討會，7 月 29-30 日，

台北，台灣民主基金會。 

19. 張執中，2013，「習李體制與政治改革策略：取向與前景」，發表於習李體制、人事調

整與政策取向：持續與變遷研討會，3月 29日，台北，政治大學。 

20. 張執中、王瑞婷，2012，「不只二線：中國大陸精英退場與流動的路徑分析」，發表於

2012 年第七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學術研討會，4 月 27 日，桃園，開南大學。 

21. 張執中、王瑞婷，2012，「中共菁英退場與流動：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例」，發表於中

共「十八大」精英甄補與政治繼承：變遷、政策與挑戰國際研討會，4 月 21 日，

台北，政治大學。 

22. 張執中、王瑞婷，2011，「菁英循環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專業化研究」，發表於 2011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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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年會，10 月 3 日，台北，政治大學。 

23. 張執中、曾娟娟，2011，「正視現實 vs.建立互信：兩岸 CBMs 的台灣視角」，發表於第

七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7 月 28 日，長春，吉林大學。 

24. 張執中、謝政新，2010，「課責或究責? ─對中國大陸黨政幹部問責制的實證分析」，發

表於 2010 中國研究年會，12 月 18 日，台北，政治大學。 

25. 張執中、謝政新，2009，「對中國大陸黨政幹部問責制的實證分析」，發表於 2009 年中

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1 月 7 日，三峽，台北大學。  

26. 張執中，2009，「統治下的治理—談中國大陸的問責『風暴』」，發表於「經濟社會發展

與民主政治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10 月 26 日，杭州，浙江省委黨校。  

27. 張執中、謝政新，2009，「『問責風暴』何以產生？—中國大陸黨政幹部問責制度的政

治邏輯」，發表於第四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3 月 31 日，桃

園，開南大學。  

28. 張執中，2008，「統治下的治理—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評析」，發表於第四屆「兩岸和平

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12 月 25-26 日，台

北，政治大學。  

29. 張執中、吳奎光，2008，「對我國推動募兵制的可行性評估」，發表於第三屆「全球化

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 日，桃園，開南大學。 

30. 張執中，2007，「『議行合一』與胡錦濤時期的政治改革」，發表於「胡錦濤政權之續與

變」學術研討會，6 月 14 日，台北，銘傳大學。 

31. 張執中，2007，「從四級黨委換屆探討中共黨內民主規劃」，發表於「中共『十七大』

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4 月 15 日，台北，政治大學。 

32. 張執中，2007，「中國人大制度與民主規劃」，發表於「中國問題與兩岸關係」學術研

討會，1 月 5 日，台中，靜宜大學。 

33. 趙建民、張執中，2006，「中國大陸『違憲審查』的制度抉擇與路徑依循」，發表於 2006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憲政、民主與人權」學術研討會，9 月 16 日，台北，政

治大學。 

34. 張執中、賴榮偉，2006，「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治理與權力重構：以社區居委會黨組織為

例」，發表於「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2 日，桃園，開南大學。 

35. 張執中，2006，「中國大陸違憲審查的發展與侷限」，發表於中國大陸憲政與法制學術

研討會，1 月 6 日，台北，政治大學中山所。 

36. 張執中，2005，「中國選舉制度的變與常—對四次修正『選舉法』之分析 」，發表於全

球化與中國大陸發展學術研討會，12 月 25 日，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37. 張執中、馬浩然，2005，「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合法化困境：以 W 市商會為例 」，發

表於整合全球化與在地化：21 世紀政治學研究的新趨勢學術研討會，12 月 24 日，

台中，東海大學。 

38. 張執中，2005，「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的選舉制度分析：以 W 市社區居委會為例 」，

發表於 2005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多元社會、和解政治 共識民主」學術研討

會，10 月 15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 

39. Chao Chien-min and Chang Chih-Chung, 2003. 11, “Transformation of the CCP and 

China’s Democratiz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erational Change and 

China’s Futur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40. 張執中，2002，「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實踐與『黨內民主』的前景」，發表於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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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與兩岸關係研討會，9 月 28 日，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三、 專書 

 

1. 張執中，2022，從上而下的改革：習近平時期中共幹部監督與動員，台北，五南。 

2. 張執中，2008，中共黨國邊界的設定與延伸：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台北，韋伯。 

3. 張執中，2003，從組織內捲化途徑分析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博士論文） 

4. 張執中，1994，中共南海政策：外交與軍事手段之運用（碩士論文）。 

 

四、 專書篇章 

 

1. 張執中，2022，「找回『初心』－習近平時期黨紀處分與政治秩序的重建」，收錄於吳玉

山、寇健文、王信賢主編，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周年的檢視，台北：

五南。（ISBN: 978-626-343-358-8） 

2. 張執中，2022，「2021 年黨政綜述」，2022 年中共年報，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3. 張執中，2021，「新冠疫情對中共領導及治理體系之影響評估」，2021 年中共年報，台北：

中共研究雜誌社。 

4. 張執中，2020，「舉國體制—新冠疫情初期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防疫措施之連動」，銘傳

大學兩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中共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後新

冠疫情下國際與臺海情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9-87。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ISBN: 978-986-5443-40-5） 

5. 張執中，2020，「習近平時期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威權韌性之觀察」，收錄陳啟清、張

執中等著，全球化與行政治理（三）：「全球化與在地化發展」論文選集，頁 163-183。

台北：維高文化。(ISBN: 978-986-90127-2-0) 

6. 張執中，2019，「回顧美國再平衡戰略以來的南海局勢：兩岸關係的視角」，收錄陳啟清、

張執中等著，全球化與行政治理（二）：邁向十五週年論文選集，頁 313-350。台

北：晶典文化。(ISBN: 978-986-92540-5-2) 

7. 張執中，2019，「中國大陸政治體制與基層民主發展」，收錄於大陸委員會編著，中國大

陸研究專書—「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的發展與變遷，頁 84-116。台北：大陸委

員會。(ISBN: 978-986-05-9618-2) 

8. 張執中，2018「習時代中共黨建工作分析」，2018 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9. 張執中，2017「中共紀檢監察工作與體制改革之研析」，2017 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

研究雜誌社。 

10. 張執中，2016「習近平時期中共統戰工作與組織調整之研析」，2016 年中共年報，台北：

中共研究雜誌社。 

11. 張執中、謝政新，2016，「『問責風暴』何以產生？—中國大陸黨政幹部問責制度的政治

邏輯」，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十週年選集，台北：晶典文化。 

12. 張執中、王瑞婷，2012，「中共菁英退場與流動：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例」，收錄於陳德

昇主編，中共「十八大」菁英甄補：人事、政策與挑戰，台北：INK 印刻。 

13. 耿曙、張執中，2011，「中共政治體制」，收錄於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主編，中國大

陸暨兩岸關係研究。台北：巨流，頁 10-40。 

14. 張執中，2008，「中共黨內民主規劃：從四級黨委換屆探討」，收錄於陳德昇主編，中共

「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INK 印刻，頁 29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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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張執中，2007，「議行合一與胡錦濤時期的政治改革」，收錄於楊開煌主編，胡錦濤政權

之續與變論文集，台北：問津堂，頁 33-84。 

16. 張執中，2007，「政治體制與政治改革」，收錄於李英明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巨

流，頁 25-52。 

17. 張執中，2005，「中國大陸政治體制與發展」，收錄於趙建民主編，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

台北：晶典文化，頁 3-22。 

18. 張執中，2005，「中國大陸黨政軍關係」，收錄於趙建民主編，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台

北：晶典文化，頁 23-40。 

19. 張執中，2003，「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與信仰」，收錄於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台北：

揚智文化，頁 50-68。 

20. 張執中，2003，「中國大陸的黨政體制」，收錄於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台北：揚

智文化，頁 71-93。 

 

五、 研究計畫 

 

（一）國科會【科技部】計畫 

年度 國科會(科技部)專題計畫 

2024 
中共「二十大」後對台政策的調整：習近平中央的決策視野與議題設定 

計畫編號：NSTC 113-2410-H-424-002-（主持人） 

2022 

中共領導人決策視野與議題設定—注意力觀點模型在習近平時期的詮釋 

與運用 

計畫編號：MOST 111-2410-H-424-004（主持人） 

2021 
解決代理困境—習近平時期中共中央對部門與地方巡視工作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424-002（主持人） 

2019 
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運動式治理的結構與制度 

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424-008（主持人） 

2018 
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之研究（第二年度）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424-007（主持人） 

2017 
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424-007（主持人） 

2016 
︱ 

2014 

政左經右?中國大陸習李體制下的政權意識形態與改革路徑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424 -002 -MY2（主持人） 

2013 
包容性或階層性政體？—中國大陸非共黨菁英政治參與空間的調查 

計畫編號：NSC 102-2410-H-424-011（主持人） 

2010 
進退流轉？—中國大陸黨政幹部『職務終身制』與『待遇終身制』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99-2410-H-424 -006（主持人） 

2009 
中國大陸黨政幹部問責制之研究 

計畫編號：NSC 98-2410-H-424 -007（主持人） 

2007 

政治孤島現象：中國大陸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民薦候選人』與『自薦競

選者』的參選門檻分析（I） 

計畫編號：NSC 96-2414-H-424 -003（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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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黨內民主的切入點？中共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之成效與省思 

計畫編號：NSC 94-2414-H-424 -002（主持人） 

2004 「違憲審查」在中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適用性分析 

計畫編號：NSC93-2414-H-275-001（主持人） 

 

（二） 科技部補助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 

2021 2021 年第十六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學術研討會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S11008（主持人） 

2020 2020 年第十五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計畫編號：MOST 109-2916-I-424 -002 -A1（主持人） 

2019 2019 年第十四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計畫編號：MOST 108-2916-I-424 -001 -A1（主持人） 

 

（三） 中央政府委託研究計畫 

年度 委託計畫 

2024 「習近平「反腐」鬥爭：策略、成效與影響」， 

陸委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員） 

2017 
「中共『十九大』後政策、制度及人事觀察」 

陸委會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 

2012 
「中共『十七大』以來『黨內民主』試點經驗之評估」 

陸委會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 

2011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專家會議制度與審議民主之實現」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 

2011 
「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影響之研究」 

陸委會委託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 

2010 
「我國環境風險評估之公眾參與和專家代理機制探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 

2010 
「中國大陸對台工作組織體系與人事」 

陸委會委託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 

2008 
中國社會運動與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第二年度） 

陸委會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 

 

 

六、 政策分析 

 

1. 張執中，2024，「2024 年中共對台工作會議與對臺統戰方略」，戰略安全研析，第 185

期，2024 年 4 月。 

2. 張執中，2023，「中共推進醫藥領域反腐工作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23

年 9 月。 

3. 張執中，2023，「政治動員與政治安全優先的緊縮格局」，中共研究，第 57 卷第 3 期，2023

年 9 月。 

4. 張執中，2022，「中共 20 大的兩岸論述與前景」，展望與探索，第 20 卷第 11 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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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5. 張執中，2022，「大陸情勢總觀察 －疫情與外交夾擊下的中共政經局勢」，中共研究，第

56 卷第 2 期，2022 年 6 月。 

6. 張執中，2021，「大陸情勢總觀察 －美中競逐下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研究，

第 55 卷第 4 期，2021 年 12 月。 

7. 張執中，2021，「大陸情勢總觀察 －中共建黨百年與『二十大』前的重要布局」，中共研

究，第 55 卷第 2 期，2021 年 6 月。 

8. 張執中，2020，「2020 中國大陸『兩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8 卷第 6 期，2020 年

6 月。 

9. 張執中，2019，「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7 卷第 11 期，2019 年

11 月。 

10. 張執中，2019，「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9

年 11 月。 

11. 張執中，2019，「中共修訂《黨政幹部選拔任用條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7 卷第 5

期，2019 年 5 月。 

12. 張執中，2019，「中共省級『兩會』召開情形」，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9

年 2 月 

13. 張執中，2018，「2018 兩會評析」，交流雜誌（海基會），第 158 期，2018 年 4 月。 

14. 張執中，2018，「中共 19 屆 2 中與 3 中全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3 期，2018

年 3 月，頁 8-15。 

15. 張執中，2017，「對中共『十九大』的政治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7

年 11 月。 

16. 張執中，2017，「習近平在中共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講話評析」，展望與探

索，第 15 卷第 9 期，2017 年 9 月。 

17. 張執中，2017，「中共『十九大』與建構習近平思想」，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

2017 年 9 月。 

18. 張執中，2016，「中共推動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之意涵及影響」，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

委會），2016 年 12 月。 

19. 張執中，2016，「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11 期，2016 年

11 月。 

20. 張執中，2016，「中共通過問責條例簡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6 年 8 月。 

21. 張執中，2016，「2016『兩會』後中國大陸省部級幹部異動情形簡析」，大陸與兩岸情

勢簡報（陸委會），2016 年 5 月。 

22. 張執中，2015，「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5 年

11 月。 

23. 張執中，2015，「近期大陸反腐趨勢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5 年 8 月。 

24. 張執中，2015，「大陸成立『國務院推進職能轉變協調小組』初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

報（陸委會），2015 年 5 月。 

25. 張執中，2015，「大陸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初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

委會），2015 年 2 月。 

26. 張執中，2015，「中共中央巡視組反腐工作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3 期，2015

年 3 月。 

27. 張執中，2014，「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會的法治道路」，交流雜誌（海基會），第 138

期，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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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張執中，2014，「從第十八屆四中全觀察中共內部權力新動向」，亞太和平月刊，第 6 卷

第 11 期，2014 年 11 月。 

29. 張執中，2014，「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會後反腐制度改革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

報（陸委會），2014 年 11 月。 

30. 張執中，2014，「中共 2014 年對台工作會議解析，亞太和平月刊，第 6 卷第 3 期，2014

年 3 月。 

31. 張執中，2013，「2013 年大陸「十八屆三中全會」會後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

委會），2013 年 12 月。 

32. 張執中，2013，「當前中共反貪腐評析」，亞太和平月刊，第 5 卷第 3 期，2013 年 3 月。 

33. 張執中，2013，「近期大陸反腐作為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3 年 2 月。 

34. 張執中，2013，「習近平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路」，交流雜誌（海基會），第 127 期，2013

年 2 月。 

35. 張執中，2012，「中共『十八大』會前總體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2

年 9 月。 

36. 張執中，2012，「從陳光誠事件看大陸人權保障概況」，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

2012 年 6 月。 

37. 張執中，2012，「2012 年兩會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2 年 4 月。 

38. 張執中，2012，「大陸『十八大』前基層人大換屆之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

委會），2012 年 1 月。 

39. 張執中，2011，「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與文化體制改革」，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

委會），2011 年 11 月。 

40. 張執中，2011，「大陸紅歌現象與精神文明重建」，亞太和平月刊，第 3 卷第 9 期，2011

年 9 月。 

41. 張執中，2011，「胡錦濤『七一講話』關於強化維穩工作之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

報（陸委會），2011 年 9 月。 

42. 張執中，2011，「2011 年兩會評析」，亞太和平月刊，第 3 卷第 4 期，2011 年 4 月。 

43. 張執中，2010，大陸「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概況，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0

年 11 月。 

44. 張執中，2010，對中共推動「黨務公開」之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10

年 9 月。 

45. 張執中，2010，「大陸政府預算公開與財政透明化的問題」，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

會），2010 年 6 月。 

46. 張執中，2010，「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與效應」，亞太和平月刊，

第 2 卷第 6 期，2010 年 6 月。 

47. 張執中，2010，「習近平倡導優良文風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6 期，2010 年 6

月。 

48. 張執中，2010，「對大陸修改『選舉法』『4/1』條款的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

會），2010 年 3 月。 

49. 張執中，2009，「大陸因應『十一』反恐維穩概況」，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

2009 年 11 月。 

50. 張執中，2009，「中共 17 屆 4 中全會與未來黨建方向」，中共研究，第 9 期（總 513 期），

2009 年 9 月。  

51. 張執中，2009，「中共強化黨員與幹部教育培訓工作研析」，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9

期，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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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張執中，2009，「大陸黨政幹部問責制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2009 年

8 月。  

53. 張執中，2009，「中共應對社會穩定的治理模式」，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 2009

年 3 月。 

54. 張執中，2008，「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6 卷第 11 期，2008 年 11

月。 

55. 張執中，2008，「社會情勢」，大陸情勢季報（陸委會），2008 年 10 月。 

56. 張執中，2008，「中共國務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與效應」，大陸與兩岸情勢

簡報（陸委會），2008 年 7 月。 

57. 張執中，2008，「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

2008 年 3 月。 

58. 張執中，2008，「社會情勢」，大陸情勢季報（陸委會），2008 年 4 月。 

59. 張執中，2008，「中共第十七屆二中全會評析」，歐亞研究通訊，第 11 卷第 3 期，2008

年 3 月。 

60. 張執中，2008，「社會情勢」，大陸情勢季報（陸委會），2008 年 1 月。 

61. 張執中，2007，「中國頻繁礦災背後的資源爭奪」，歐亞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12 期，

2007 年 12 月。 

62. 張執中，2007，「社會情勢」，大陸情勢季報（陸委會），2007 年 10 月。 

63. 張執中，2007，「何以『看病難、看病貴』？」，歐亞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7 期，2007

年 7 月。 

64. 張執中，2007，「社會情勢」，大陸情勢季報（陸委會），2007 年 7 月。 

65. 張執中，2007，「反腐與和諧社會」，歐亞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4 期，2007 年 4 月。 

66. 張執中，2007，「社會情勢」，大陸情勢季報（陸委會），2007 年 4 月。 

67. 張執中，2007，「社會情勢」，大陸情勢季報（陸委會），2007 年 1 月。 

68. 張執中，2006，「中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之評析」，歐亞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10 期，

2006 年 10 月。 

69. 張執中，2006，「社會情勢」，大陸情勢季報（陸委會），2006 年 10 月。 

70. 張執中，2006，「中共四級黨委換屆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8 期，2006 年 8 月 

71. 張執中，2006，「從『協商民主』看中共政治改革—評中共 85 週年黨慶」，歐亞研究通

訊，第 9 卷第 8 期，2006 年 8 月。 

72. 張執中，2006，「從四級黨委換屆看中共的幹部制度改革」，歐亞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 

73. 張執中，2006，「中國大陸十屆人大四次會議評析」，歐亞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4 期，

2006 年 4 月。 

74. 張執中，2006，「大陸全國人大『專職常委』的設立與前景」，和平論壇電子報，第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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