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彩足著作目錄 

(Su, Tsai-Tsu) 

 

期刊論文 (Journal Articles) 

1. Tsai-Tsu Su, Richard Walker, Lan Xue (2013). Reform and Transi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Greater China. Pulbic Administration, 

91(2), 253-260.  

2. Andrew Podger,  Jun Ma, Hon Chan, John Wanna, Tsai-Tsu Su (2013). 

Recalibrating a Dynamic Balance: Local Autonomy within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s Able to Adjust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ustrali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72(3), 189-200.  

3. Andrew Podger, John Wanna, Hon Chan, Jun Ma, Tsai-Tsu Su (2012). Putting 

the Citizens at the Centre: Making Government More Responsive. Australi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71(2), 101-110.  

4. Hon Chan, Tsai-Tsu Su (2009).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Governance in Greater 

China .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68(s1), 1-4.  

5. Tsai-Tsu Su, Mark S. Kamlet, David C. Mowery (1993). Modeling U.S. 

Budgetary and Fiscal Policy Outcomes: A Disaggregated, System-wide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1), 213-245.  

6. Sung Deuk Hahm, Mark S. Kamlet, David C. Mowery, Tsai-Tsu Su (1992).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mm-Rudman-Hollings Act on Federal Budgetary Outcomes, 

1986-1989.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1(2), 207-234.  

7. Mark S.Kamlet, David C. Mowery, Tsai-Tsu Su (1988). Upsetting National 

Priorities? The Impact of Ronald Reagan on the Federal Budget, 1981-8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4), 1293-1307.  

8. Mark S. Kamlet, David C. Mowery, Tsai-Tsu Su, (1987). Whom Do You Trust? 

The Role of Economic Forecasts in Budgetary Formulation.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6(3),365-384.  

9. 蘇彩足（2013 年）。我國公共治理之挑戰與因應。公共治理季刊，1(1), 

52-60。  

10. 蘇彩足（2012 年）。公共治理之國際趨勢與發展：公私協力治理模式。政

府審計季刊，32(2), 3-11。  

11. 蘇彩足（2012年）。後金融海嘯時代政府預算管理之國際趨勢。主計月報，

670, 52-60。  

12. 蘇彩足（2004 年）。美國聯邦政府結合績效評估與政府預算之模式。主計

月報，582, 36-45。 

13. 蘇彩足（2002年）。論地方財政之透明化。中國地方自治，55(7), 25-31。 

14. 蘇彩足（2002 年）。美國聯邦政府之中程計畫預算機制。主計月報，558, 



21-29。 

15. 蘇彩足（2001 年）。機動公共支出刺激景氣與預算制度之研究。自由中國

之工業，91(2),25-52。 

16. 蘇彩足（2000 年）。政府預算研究之省思：何去何從。政治學報，31, 

472-494。 

17. 蘇彩足（2000年）。歐洲地方政府之財政自主性。主計月報，504, 41-47。 

18. 蘇彩足（1999 年）。民主化對於政府預算決策的衝擊與因應之道。理論與

政策，11(3),47-64。 

19. 蘇彩足（1999 年）。臺灣與主要國家預算之比較。國家政策雙週刊，9, 

15-17。 

20. 蘇彩足（1998年）。因應「公共預算新紀元」之危機。中國行政評論，8(1), 

23-42。 

21. 蘇彩足（1996 年）。美國平衡預算修憲案之啟示。國家政策雙週刊，150, 

11-12。 

22. 蘇彩足（1996 年）。我國政府總體經濟預測之評估。公共政策學報，17, 

1-42。 

23. 蘇彩足（1996年）。『平衡預算修憲案』能消弭美國聯邦預算赤字嗎?。財

稅研究，28(1), 113-125。 

24. 蘇彩足（1995 年）。『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政府歲入與歲出之因果

關係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2), 207-222。 

25. 蘇彩足（1995 年）。公債上限與預算赤字之控制:中美經驗之比較。理論與

政策，9(2), 119-129。 

26. 蘇彩足（1994 年）。政府預算決策模式之探討：從中央政府預算案之編制

談起。中山學術論叢，12, 227-242。 

 

專書 (Books & Edited Volumes)  

1. Caiden,Gerald, and Tsai-Tsu Su, (eds.). The Repositioning of Public 

Governance: Global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 Taipei: Taiwan Public Affairs 

Center. 2007.  

2. 蘇彩足(主編) （2014 年）。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臺灣經驗。臺北：民

主基金會。  

3. 蘇彩足、徐仁輝、李顯峰（2000 年）。財政部與行政院主計處整合之利弊

分析。臺北：行政院研考會。  

4. 曹俊漢、蘇彩足、丘昌泰（1999 年）。行政院幕僚機關業務整合之研究。

臺北：行政院研考會。  

5. 蘇彩足、施能傑、孫煒（1999 年）。各國行政革新策略及措施比較分析。

臺北：行政院研考會。  

6. 蘇彩足（1997 年）。政府預算審議制度:理論與實務之探討。臺北：華泰書



局。  

7. 蘇彩足（1996年）。政府預算之研究 。臺北：華泰書局。  

 

專書論文 (Book Chapters)  

1. Tsai-Tsu Su, Kun-I Liu. The Senior Civil Service Training in Taiwan: Current 

Concerns and Future Challenges. Civil Service Capacity Building for Better 

Governance .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 Tsai-Tsu Su.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Taiw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sia.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10: 609-626.  

3. Tsai-Tsu Su. Public Budgeting Reform in Taiwan. The Repositioning of Public 

Governance: Global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 Taipei: Taiwan Public Affairs 

Center. 2007: 321-345.  

4. 蘇彩足（2002 年）。論地方財政之透明化。政府再造：政府角色功能之新

定位（331-342）。臺北：新臺灣人基金會。  

5. 蘇彩足（2000 年）。民主化對於政府預算決策的衝擊與因應之道。行政管

理論文選輯（14, 333-356）。臺北：銓敘部。  

6. 蘇彩足（2000 年）。政府預算研究之省思：何去何從？。邁入廿一世紀的

政治學（471-494）。臺北：中國政治學會。  

7. 蘇彩足（1999 年）。以BOT模式推動公共建設之政策分析。行政現代化兩

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89-517）。臺北：臺灣大學。  

8. 蘇彩足（1998年）。漸增預算之迷思。行政管理論文選輯（12, 393-414）。

臺北：銓敘部。  

9. 蘇彩足（1998 年）。美國聯邦預算赤字之起源與控制。中美資源配置政策

評估（131-157）。臺北：中央研究院。  

10. 蘇彩足（1993 年）。國防部非營業迴圈基金之評析。我們對預算編審的看

法（120-128）。臺北：民主基金會。  

11. 蘇彩足（1993 年）。立法院加強經濟預測與財政預測功能之探討。我們對

預算編審的看法（71-74）。臺北：民主基金會。  

12. 蘇彩足（1993 年）。設置立法院預算局強化預算審議功能。我們對預算編

審的看法（75-80）。臺北：民主基金會。  

 

研討會論文 (Conference Papers)  

1. 蘇彩足、孫煒、蔡馨芳 (2015)。政府實施參與式預算之可行性評估。臺灣

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暨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度研討會，臺

北。 

2. Kuo, Nai-ling, Louis Liou, Tsai-Tsu Su (2013). From Transparency to 

Accountability: Budget Reforms in Taiwan. 2013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 New Orleans, USA. 本人為通訊



作者.  

3. Tsai-Tsu Su, Chen-Dong Tsao (2009).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in East Asia .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 Santiago, 

Chile.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4. Tsai-Tsu Su (2008). Budget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aiwan. Forum 

on Public Management in East Asia, 廣州.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5. Tsai-Tsu Su (2006). Public Budgeting Reform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KAPA on Government Reform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韓國.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

訊作者.  

6. 顏子傑、蘇彩足（2010 年）。為何政府失靈？「離島建設基金」之執行與

評估。2010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台北。  

7. 蘇彩足（2009 年）。地方財政透明與公共課責之關係。中國人民大學公共

管理學院主辦「城市治理理論與實踐高端論壇」，北京。 

8. 蘇彩足（2004 年）。美國聯邦政府結合績效評估與政府預算之模式。臺灣

大學會計學系主辦「九十三年國內主計學術專題研討會」，台北。 

9. 龔意琇、蘇彩足（2003 年）。臺灣垃圾跨區域處理之個案分析：以臺北市

與基隆市垃圾跨縣市處理合作案為例中山大學主辦「第四屆兩岸公共事務與

跨世紀發展研討會」。中山大學主辦「第四屆兩岸公共事務與跨世紀發展研

討會」，高雄。  

10. Tsai-Tsu Su（2002 年）。The Impact of September 11 on the U.S. Budge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es of US Government and Policy After the 

September 11th Attacks，Taipei。 

11. 蘇彩足（2002年）。美國聯邦政府中程計畫預算機制之研析 。世新大學主

辦「預算平衡與中程計畫預算制度」學術研討會，台北。 

12. 蘇彩足（2000年）。政府預算研究之省思：何去何從？。空中大學主辦「行

政管理學術研討會」，台北。 

13. 蘇彩足（1999年）。 以BOT模式推動公共建設之政策分析。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主辦「行政現代化兩岸學術研討會」，台北。 

14. 蘇彩足（1999 年）。民主化對於政府預算決策的衝擊與因應之道。臺灣大

學政治學系主辦「民主化對經濟發展之衝擊與因應之道」學術研討會，台

北。 

15. 蘇彩足（1998 年）。因應「公共預算新紀元」之危機。行政院研考會與中

興大學所主辦「跨世紀政府再造研討會」，台北。 

16. 蘇彩足（1998年）。「聚合」或「分歧」? -- OECD各國政府資源配置之演

變趨勢。行政院主計處與世新大學所主辦「政府預算的改進」學術研討會，

台北。 

17. 蘇彩足（1996 年）。美國聯邦預算赤字之起源與控制。中央研究院歐美研



究所主辦「中美資源配置政策評估研討會」，台北。 

18. 蘇彩足（1992年）。國防支出之最適規模分析。國家政策研究中心主辦「國

防管理論研討會」，台北。 

 

委託研究報告 (Project Reports) 

1. 蘇彩足、王宏文（2015 年）。審計機關導入方案評估之策略。審計部委託研

究報告。 

2. 蘇彩足、孫煒、蔡馨芳（2015 年）。政府實施參與式預算之可行性評估。

臺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3. 蘇彩足、劉志宏、郭乃菱（2012 年）。財政透明與公共課責之研究。臺灣

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4. 蘇彩足、劉志宏、郭乃菱（2011年）。APEC經濟體財政透明化程度之比較

研究 。臺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5. 蘇彩足、方凱弘（2011 年）。審計機關組織改造策略之研究。審計部委託

研究報告。  

6. 蘇彩足、方凱弘（2009 年）。審計機關策略管理與績效評估機制。審計部

委託研究報告。  

7. 蘇彩足、左正東、陳朝建（2009 年）。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評估。行

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  

8. 蘇彩足、彭錦鵬（2008 年）。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及對策。行政院

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  

9. 蘇彩足、左正東（2008 年）。政府透明化分析架構建立之研究。行政院研

考會委託研究報告。  

10. 蘇彩足（2007 年）。推動大專院校國際化計畫政策建議書。行政院研考會

委託研究。  

11. 蘇彩足、陳淳文、孫煒（2006 年）。建立行政機關組織評鑒制度之研析。

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  

12. 蘇彩足、陳淳文（2005 年）。我國行政機關中科技研發相關部門行政法人

化之可行性分析，國科會委託研究報告。國科會委託研究。  

13. 蘇彩足、林繼文、王鼎銘（2005 年）。政治學出版精進研習會計畫報告。

國科會委託研究。  

14. 蘇彩足（2004年）。政府預算之政策斷移模型。國科會研究報告。  

15. 蘇彩足、黃錦堂、彭錦鵬、孫煒（2004 年）。後SARS臺灣重建計畫－SARS

事件的社會與經濟衝擊研究－從SARS的因應檢討臺灣的行政治理模式。國

科會委託研究。  

16. 吳玉山、林繼文、蕭高彥、蘇彩足（2003 年）。國內政治學專業期刊評比。

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17. 彭錦鵬、黃錦堂、蘇彩足、陳淳文（2003 年）。退伍軍人權益保障法草案。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18. 蘇彩足（2003 年）。我國政府資本支出與經常支出之比較研究。國科會研

究報告。  

19. 黃錦堂、蘇彩足（2003 年）。臺北市作為首都應有之功能與法制之研究。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0. 蘇彩足（2002年）。臺灣地區縣市政府歲入估測之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21. 蘇彩足（2002年）。臺灣地區縣市政府歲入估測之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22. 蘇彩足、孫煒（2002年）。施政績效評估與績效導向預算編列制度之檢討。

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3. 蘇彩足、賴美淑（2002 年）。醫事人員人事條例實施成效評估。行政院衛

生署委託研究報告。  

24. 蘇彩足（2001年）。省政府補助款之政治因素分析。國科會研究報告。  

25. 蘇彩足（2000 年）。世界主要國家預算制度及其運作情形之研究。行政院

主計處委託研究報告。  

26. 蘇彩足（2000 年）。評估政府預算改革：英美紐澳四國比較。國科會研究

報告。  

27. 蘇彩足、徐仁輝、李顯峰（2000 年）。財政部與行政院主計處整合之利弊

分析。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  

28. 許振明、蘇彩足（2000 年）。機動公共支出之研究。行政院經建會委託研

究報告。  

29. 曹俊漢、蘇彩足、丘昌泰（1999 年）。行政院幕僚機關業務整合之研究。

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  

30. 蘇彩足（1998年）。「聚合」或「分歧」? OECD等國政府資源配置之演變

趨勢。國科會研究報告。  

31. 蘇彩足（1997 年）。各國行政革新策略及措施比較分析。行政院研考會委

託研究計畫報告。  

32. 蘇彩足（1996年）。政府預算審議制度之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33. 蘇彩足（1995 年）。我國現階段總體經濟與財政預測制度之研析。國科會

研究報告。  

34. 蘇彩足（1993 年）。我國中央政府公共支出之結構與趨勢分析。國科會研

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