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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一一一一、、、、    赴赴赴赴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學術學術學術學術會會會會議議議議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本次出席會議係由中國大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所舉辦之 2011 年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動盪與趨勢」，個人於本次學術會議中參加多項會議討

論行程，包括：參與「中國崛起的周邊戰略」專題討論小組，並以「競爭與合作中的

美中關係」為題發表學術論文；出席「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科建設中的問題和挑戰」

圓桌論壇並擔任發言人，並於會議期間並抽空旁聽「聯合國與全球治理」、「文化與國

際關係：研究路徑（approach）和研究方法（method）」、「政治學定量測量方法與品質

評估」等專題小組討論，以及朱雲漢教授主持之「王道思想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

圓桌論壇等多項議程，並於會議空暇時間與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地學者進行交流。 

 

二二二二、、、、    赴赴赴赴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成成成成果果果果報報報報告告告告 

本人於 2011年 7月 11日至 7月 13日應北京政法大學（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邀請赴北京進行學術參訪，在三天的行程中，與北京方面進行學術

交流，分別為於北京政法大學對該校學生進行演講與對談，演講以「全球化下青年創

業」為題，和大陸青年分享有關全球化之現象與產業發展之應對，並透過與當地學生

之對談，瞭解大陸學生對兩岸關係之觀點與理解程度以及與北京當地企業人才與台商

進行對話，並以「危機管理與問題分析」為題，從策略規劃的角度與企業人士暢談。

同時並與當地企業人士和台商針對近期兩岸交往現況之發展交換意見。也透過本次北

京行程進行田野調查，觀察北京市的整體發展概況與社會結構，並透過直接接觸與對

話，釐清對岸一般民眾對兩岸關係與中國發展的認知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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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參訪目的參訪目的參訪目的參訪目的 

一一一一、、、、赴赴赴赴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學術學術學術學術會會會會議議議議 

    本次會議之主辦單位為中國大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其宗旨係致力

於構築學科共同體成員之間遵循自由、平等和自主的原則，交流研究成果、研究方法

和研究思想的知識平台，使處於創新前沿的學者俱有更多的學術話語權，促進學術同

仁之間崇尚求實的學術爭論和知識創新，實現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等相關學科的相互啟

發和共同發展。該會於 2008 年成立後旋即迅速成長，首屆年會僅 15 個討論小組，約

200 餘人參與，隨後逐年增長，去年(2010)申請討論小組達 60 個，並有超過 500 位學術

研究人員共襄盛舉，使該學術會議已成為目前中國大陸地區在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

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會議之一。本次會議主題為「動盪與趨勢」，共有超過 65 個專題

討論小組及 12 個圓桌討論會議，近 500 位來自世界各國之學者參與，過程盛大。藉由

參加此次重要之學術會議，與中國大陸方面之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增進兩岸學者學術

上的對話。 

 

二、赴赴赴赴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 

此次受到北京政法大學（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邀請，前往

該校與學生進行演講與對談，透過與當地學生之對談，瞭解大陸學生對兩岸關係之觀

點與理解程度。此外也透過與北京當地的企業人士及台商進行對話，進而瞭解當地企

業人士與台商對於近期兩岸交往現況之發展的意見。最後也藉此次機會，在北京進行

田野調查，觀察北京市的整體發展概況與社會結構，並透過直接接觸與對話，釐清對

岸一般民眾對兩岸關係與中國發展的認知觀感。 

 

貳貳貳貳、、、、    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紀要紀要紀要紀要 

一一一一、、、、    赴赴赴赴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學術學術學術學術會會會會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 「「「「中國崛起的周邊戰略中國崛起的周邊戰略中國崛起的周邊戰略中國崛起的周邊戰略」」」」專題討論小組專題討論小組專題討論小組專題討論小組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2011年 7月 9日（星期六) 

以「競爭與合作中的美中關係」為題發表學術論文，與多位大陸地區的學術

研究同好針對中國崛起與周邊國家之應對模式進行深入的意見交換。 

 

 

 

(二二二二) 「「「「政治學與政治學與政治學與政治學與國際國際國際國際關係學科建設中的問題和挑戰關係學科建設中的問題和挑戰關係學科建設中的問題和挑戰關係學科建設中的問題和挑戰」」」」圓桌論壇圓桌論壇圓桌論壇圓桌論壇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2011年 7月 1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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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此圓桌會議中擔任發言人，與政治學與學術共同體秘書長陳琪、清華

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閻學通院長、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史志欽主任、

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張勝軍副院長等對岸國際關係資深研究

學者進行對話，並就國際關係之理論與學科發展進行意見分享。 

 

二二二二、、、、    赴赴赴赴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 

(一) 與北京政法大學進行演講與對談 

演講演講演講演講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1年 7月 11日（星期一)  

此次演講以「全球化下青年創業」為題，針對現今因各種科技進步所帶來之

全化化的現象與大陸青年分享，以及在全球化下的產業發展以及其應對方式，

幫助政法大學學生對全球化有更深入且廣泛的認識，進而思考其身處於該環

境下的自我調整，以及日後進入職場後，該如何幫助產業於全球化效應下發

展與因應。並於演講後進行與學生們的對談，在與學生的交流中，掌握大陸

學生對兩岸關係之觀點與理解程度。 

 

(二二二二) 與北京當地企業人士與台商進行對話與北京當地企業人士與台商進行對話與北京當地企業人士與台商進行對話與北京當地企業人士與台商進行對話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2011年 7月 12日（星期二) 

以「危機管理與問題分析」為題，從策略規劃的角度與企業人士和台商暢談。

同時並與當地企業人士和台商針對近期兩岸交往現況之發展交換意見。 

 

參參參參、、、、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一一一、、、、赴赴赴赴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北京參加國際學術學術學術學術會會會會議議議議 

首先感謝國科會補助個人本年度國科會計畫，使個人有機會參與這項在大陸舉

辦之重大學術活動。本次於北京舉辦之研討會規模龐大，總與會人數估計應超過 500

人，較之國內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僅從參加人數與文獻發表之規

模，即可見到當前中國大陸在有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領域之學術研究的蓬勃發展。 

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性國力的持續攀升，以及國際地位提升後對外關係的發

展，不少中國國際關係的理論研究自覺在學界漸成風氣。在經歷了以引進國外理論

為主的階段之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如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和完備體系的「中國學

派」這一問題，日益為學界所關注。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的發展，對於長期佔據

相關領域研究之話語霸權的美國而言，勢將帶來一定的挑戰。儘管目前中國學界在

相關研究的平均的素質尚難與美國相抗衡，但在研究的規模與發表數量上已然有相

當驚人的成長。從本次出席會議所參與的多項專題討論中，發現中國目前雖未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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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完整的理論創新，但正積極透過對研究方法論與研究途徑的探索，嘗試發展出一

條與歐美主流學派不同的道路。例如「國際關係理論：創新與發展」、「政治學定量

測量方法與品質評估」、「政治學方法論的發展與應用」等專題討論小組，其中對於

國際關係研究的方法與理論創新方面提出許多頗具價值的觀點。另外，個人也注意

到近來中國學界對於如何透過文化途徑來研究國際關係有相當多的研究，例如在「文

化與國際關係：研究路徑（approach）和研究方法（method）」、「心理、文化與國際

關係、國家形象及其跨文化傳播」等專題討論，這方面的發展值得持續關注。 

    在本次參與會議的過程中，個人與多位大陸學者尤其針對中國崛起與國關理

論中國學派的發展等兩項議題有相當深入的意見溝通，這是單單透過在國內進行

文獻資料閱讀所無法獲得的經驗知識。而本次的交流經驗包含了許多大陸學者對

歐美主流理論的觀點，對於本研究計畫所欲達成之建構主義「理論進步」與「模

型化」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助益。而建議如下： 

(一) 本次研討會規模之龐大與各項創新的討論議題，讓人明顯感受到中國學術界

在國際關係研究方面向外拓展的野心與實力。透過舉辦此類大型的國際學術

研討會，可以大量催生相關研究成果的發表，並透過密集的意見交流產生大

量的學術能量。且儘管本次研討會的參與者仍是以大陸學者為主，但仍吸引

了不少國際學者的目光，對於主辦單位與協辦的各大專院校亦有相當好的宣

傳效果。建議國內應多補助有能力之學術社群，鼓勵舉辦大型之國際學術研

討會，對於我國學術研究的發展應可以相當正面之功效。 

(二) 本次研討會參加者眾多，各項專題討論議程與圓桌論壇主題皆由有意願的學

者自行向主辦單位申請，並開放自由投稿。這種開放式的議程不拘泥於特定

議題領域，因此能吸引更多有興趣的研究人員投稿，或自行開啟廣泛的討論。

相較一般國內學術研討會，由於規模較小、研究議題有限，因此經常無法吸

引到更多元的發表，而在會談中的交流的深度也經常因時間的不足而僅止於

單方的意見表述。未來在舉辦研討會時建議可參考此類模式，可進一步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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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思想的交流。 

(三) 中國大陸學者之學術研究相當強調中國特色的營造，尤其針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重視，使得大陸學術界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上逐漸發展出自身的獨特性。

台灣的學術空間較為有限，要發展出具有台灣獨特性的研究困難度相當高，

由於兩岸在地緣與文化上的接近性，相互影響的可能性也較高。未來國內的

學術研究可以大陸的研究為借鏡，並嘗試在兩岸學術研究得比較中同中求異，

以凸顯台灣研究的特色。 

 

二二二二、、、、赴赴赴赴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學術交流    

    近期我國針對兩岸交流幾項重大政策推行，其中放寬大陸地區居民來台觀光限

制(陸客自由行)與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學與承認大陸學校學歷等兩項重大政策，對

於兩岸社會與文化交流帶來極大的影響。由於兩岸人民的交流日趨頻繁，經濟性與

社會性的接觸與摩擦自然也大規模提高，從而對兩岸人民之政治認同與民族認同帶

來衝擊。因此所謂的「一中原則」與「一中各表」等「原則」或「共識」，除了政治

語言的意義外，於庶民文化層次上的意義，將可能成為影響兩岸關係的重大因素。 

    大陸學者普遍認同目前兩岸持續朝向有好的發展方向，而此種進程將有助於兩

岸在長期分裂後重新建立共識。目前中國政推展「和諧世界」之外交政策，其主軸

一方面是在軟實力方面的提升，將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進一步對外輸出；另一方面，

則是藉由持續成長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重新形塑周遭區域的秩序。我國政府目前

所推行之「活路外交」政策，強調兩岸間的和解與外交休兵，並擱置雙方主權爭議

的作法，與中國在持續推動其和諧世界政策有相當正面的契合。而雙邊經貿與社會

文化交流的頻繁化，可能在兩岸一般民眾的認知中達成實質的「一中各表」，並促進

兩岸人民對國族認同的共識，甚至產生擴溢效應(spill over)由下而上改善雙邊政治關

係。 

(一) 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不僅對兩岸人民有利，也是國際環境所樂見的。目

前兩岸各自的「活路外交」與「和諧世界」政策相當契合，我國政府應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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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利用政策所創造的國際空間，積極推動各項國際組織的實質參與，並鞏

固與邦交國間關係。 

(二) 儘管目前兩岸處於擱置主權「爭議」的階段，但政府仍應在適當的場合提

出我國主權的立場，並且在兩岸對談時，謹守「對等、互惠、尊嚴」的原

則，避免造成主權立場的喪失，導致主權本身被擱置。 

(三) 針對兩岸民眾的交流，應注重對一般大眾的宣導，避免自我矮化，或對大

陸人士有歧視性的行為。同時也應加強相關的配套措施，例如司法交流、

衛生通報等，以避免良性交流變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