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尚儒 博士 

 
電子信箱: yusangju@gmail.com 

連絡電話: 0988278535 

現職 

• 2025~ 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學歷 

• 2017 英國劍橋大學地理學博士 (Thesis tittle: The Complexity of 

Waterfront Regeneration: A Case Study of Kaohsiung, Taiwa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Ash Amin) 

• 2011-2012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博士班 

• 2009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區域與都市計劃碩士(thesis: Distinction) 

• 2002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研究領域 

• 都市規劃與更新(Urban Planning and Regeneration) 

• 基礎建設與鉅型計劃(Infrastructure and Megaproject) 

• 城市治理與政策創新(Urban Governance and Policy Innovation) 

• 智慧城市與智慧治理(Smart City and Smart governance) 

• 情感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y) 

• 碳權與淨零轉型(Carbon credit and Net-zero transition) 

 

經歷 

• 2025 ~ 教育部推動學習型城市計畫核心委員 

• 2024 ~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專家代表） 

• 2024~2025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 2020~2024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 2023/08/01~ 2025 中山大學碳權研究與服務中心營運組長 

• 2021 ~ 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 2022 ~ 中華民國地理學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 2021 ~ 中華民國數位金融交易暨個人資料保護協會理事長 

• 2018 ~國家文官講座 

• 2018 ~ 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 

• 2012 ~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任秘書  

• 2006 ~ 2012 高雄市政府市長辦公室機要秘書 

mailto:yusangju@gmail.com


 

獲獎 

• 2020-2022 國立中山大學 逸仙新進管理學者獎  

• 2020-2022 國立中山大學 新進教師獎勵 

• 2020-2024 國立中山大學 教學優良課程獎勵  

• 2020 中華民國總統府三等功績獎章 

 

學術榮譽與補助 

• 2023 獲邀擔任 Sigma Xi 科學研究學會會員(Sigma Xi 科學研究學會

是世界上最古老、且規模龐大的科學組織之一，超過 200 位的諾貝

爾獎得獎學者均為 Sigma Xi 成員，著名學者如 Albert Einstein 就是

該學會成員) 

• 2023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審查通過，擔任 Fellow。 

• 2012-2015 台灣劍橋獎學金 (由教育部與劍橋大學合作設置之全額獎學

金，每年提供五位名額至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 2014 獲斯洛維尼亞盧比雅那大學台灣研究中心邀請專題演講 

• 2014 獲選參加由哈佛燕京學社與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合辦之’都

市研究與中國經驗’高級研修班 

 

期刊論文 

• Yu, S. J. (2024). Unfolding Affective Atmospher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risis: The Constitution of Affective Governance in Taiwan. 

GEOFORUM,148, 103940 (SSCI, Q1)  

• 游尚儒 (2023)。「情感」視角下的大型公共建設：空間、氛圍與治理的

情感動能。地理學報，105，139-175。（TSSCI 第一級） 

• Yu, S. J. (2022). Urban collage: how can affective dynamics shape waterfront 

landscapes? Landscape Research, 47:1, 68-86 (SSCI, Q2)  

• Yu, S. J. (2020). The emergence of ‘performative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waterfront regeneration in Kaohsiung, Taiwan.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5 (4), 409-426. (ESCI, Q1)  

• Yu, S. J. (2019). Can affective atmospheres justify megaprojects? A case 

study of the ‘Asia New Bay Area’ in Kaohsiung, Taiwan.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31, 1-9. (SSCI, Q2)  

 

國科會計畫 



• 計畫主持人：游尚儒（2022/08/01~2024/07/31），COVID-19 疫情危機下

的情感地理學：情感氛圍與情感治理的動態複雜性，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 

• 計畫主持人：游尚儒（2021/03/01~2022/02/28），變動中的公共空間本

質與治理策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10-2410-H-110 -006 - 。 

• 跨區協同主持人（2022-2024）：游尚儒（2022/08/01~2024/07/31） 「國

科會 HISP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中山大學社會實踐與發展研究

中心) 

• 協同主持人：游尚儒，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第五期。 

 

產學合作計畫 

 

生成式 AI 所涉之人權議

題及其潛在影響 

共同主持人 2023/09/01~2024/08/31 國家人權委員會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小港林園線委託專案管理

(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依國家及市府政策擬定相

關法規及作業 

共同主持人 2023/10/01~2024/09/30 高雄市政府捷運局 

高屏澎區域運輸中心：偏

鄉公共運輸跨部會資源整

合之示範推動 

子計畫主持

人 

2023/03/01~2024/12/31 交通部 

產學合創‧在地共融─建構

大學合作式培力推廣服務

計畫（子計畫 3）教育部

推動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 

子計畫主持

人 

2020/03/01~2022/12/31 教育部 

 

國發會計畫 

• 計畫諮詢委員：游尚儒，國家發展委員會 110 年度「促進離島永續發展

策略規劃」委託辦理計畫案。 

 

研討會論文 

• 2023 從工業地景到太陽光電地景，第十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永續:氣候

行動、公正轉型與海洋的未來」學術研討會，國立海洋大學，10/28-29。  



• 2023 The Constitution and Performance of Affective Governance in Taiwan. 

EATS Conference 2023: 2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UK.  

• 2022 Unfolding the Affective Atmospher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risis. The 10th East 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 in Alternative 

Geography:NEW GEO-POLITICS IN EAST ASIA, Taiwan.  

• 2022 Smart Governanc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2022 E-Society 

Summit: Digital Governance—Explorations, Practices, and Criticisms, 

Taiwan. Keynote speaker  

• 2021 游尚儒，變動中的公共空間本質與治理策略:氛圍生產與情感治理，

第十三屆發展研究年會 「後疫情時代的區域發展轉型與大學社會實踐」

學術研討會，台北，10/30-31。 

• 2015，水岸再生的複雜性-以高雄為例，英國劍橋大學地理學系 

• 2016， Imaginary or Reality? The politics of fear with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in Hong Kong under the Xi era”. 習近平治理下

的中國人權” 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2017， Infrastructures within Affective Atmospheres: A Case Study of 

Kaohsiung，「第九屆發展研究年會暨未來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

2050 」 (The 9th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esight: Asia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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