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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訪問研究概述：

依據本部與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之合作計畫，職於本(九
十)年四月至六月以「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身分赴
該校亞太研究中心 (A/PARC, Asian-Pacific Research
Center)做三個月的短期研究，由該研究計畫主持人、我
中研院院士劉遵義教授負責指導，每星期三就研究主題
之內容與進度會談乙次。另鑒於該校東亞系春季學期
(Spring Quarter)特別舉辦一系列有關台灣議題之研討
會，延請美國各校對台灣及兩岸議題素有研究之學者專
家前來演講，例如：目前任教加大聖地牙哥分校的 Susan
Shirk(謝淑麗)、麻州 Smith College的 Steven Goldstein等
布朗大學的 Shelley Rigger，職皆與會並適時發言說明我
政府立場。職另旁聽 Prof. Larry Diamond的「鞏固民主」
及 Prof. Scott Sagan的「國際安全」兩門課程，受益良多。

二、 研究主題：

職之研究題目為「美日安全同盟中的台灣因素」 (The
Taiwan Factor i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全文請參
閱附件)。由於國際關係之現實因素，美日同盟中的正式
文件中幾無「台灣」之字眼，因此需要從非官方的文件
及學者專家之論述中獲取間接相關資訊。在研究過程
中，劉教授及該中心美日安保問題專家 Prof. Daniel
Okimoto對專題之架構及內容給予多方指導，職並訪問相
關學者專家，俾充實專題報告內容。

該報告之基本論點為：後冷戰時期，美日安保體制仍為
確保亞太地區安全之重要支柱，惟美日安保體制目前面
臨許多中長期挑戰，仍需美日兩國合作予以克服，惟在
短期內，由於美日兩國目前對如何處理可能發生之台海
危機並無共識與合作反制機制，一旦台海發生危機，日
本或將無法採取與美國同一步調，而可能導致美日同盟
之瓦解，進而危害到整個亞太地區之穩定與安全。因此，
如何避免台海發生危機成為極重要之課題，故區域相關



各國均應採取具體行動，以確保中共不對台發動戰事。
職於完成專題報告寫作後，由劉教授安排並主持一發表
會(presentation)，請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Dr. Henry Rowen
等約廿位教授及訪問學者與會，並提問講評，歷時約兩
小時。

三、 心得與建議

(一) 史丹佛大學的師資與設備均屬一流，進修環境頗為優
良，該「國際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及其所屬的「國際安全暨合作中心」(CISAC,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亞太研究中心」
等智庫與學者，頗受美國政府之重視。我倘能與該中心
持續合作計畫，派遣人員進修，應有助於維持我與該中
心之友好合作關係，我進修人員亦可適時在該校各種場
合說明我政府相關政策，以爭取認同或平衡該校學者專
家對兩岸關係之看法。

(二) 根據雙方之合作計畫，該中心均於期末舉行研討會讓進
修人員公開發表所撰之論文，惟每位進修同仁僅有三個
月的進修時間，就時程而言，似嫌過短，建議延長進修
時間為六個月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