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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政治大學第二期頂大計畫的「兩岸關係與中國

研究」系列研究主軸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平台。目前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鄭端耀教

授主持、個人協助的計畫工作重點係籌組《東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亞》專書團隊

並進行系列座談與研討會為主。 
在 2011 年 3 月與 12 月，本跨校研究團隊已各舉行一次專書研討會議，特別

是在第一次座談會（3 月）後，與會作者均同意將擴大邀請東亞國家的國際關係

理論研究學者共同籌組跨國研究團隊，因此希望能邀請香港、澳門或東南亞國家

的學者共同參與。 
在此前提下，個人開始進行邀集東亞國際研究學者參與本計畫的籌備工作。

本次前往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便是邀請香港教育學院對外關係統籌主任暨香港中

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學程（the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Program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MGPE）主任沈旭暉教授加入研究團隊，並就政治大學

頂尖大學計畫的跨校、跨國研究團隊籌備工作會議。 
 

貳、 過程 

在訪港期間，與沈教授共商《東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亞》專書寫作規劃，並

邀請沈教授於 12 月 5 日訪台並參加該專書第二次論文發表會，討論過程相當順

利，並獲得沈教授同意提供鴻文乙篇，從次主權與非國家行為者的角度來討論東

亞國際關係的發展，並循此檢視東亞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機會、挑戰與限制。 
個人在同一時間亦受沈教授之邀請，前往該學程「全球體系的挑戰：世界之

險」（GPEC5002 Challenges to the Global System: Insecurity of the World）課程進

行一場客座演講。本次演講的講題為「台灣東南亞研究的新領域：邊境政治」

（Invigorating Border Politics and New Perspectiv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aiwan）。 

在本次演講中，個人除了引介台灣的東南亞研究發展情況，同時也向在座參

與者強調政治大學在國際事務與中國研究上的優勢與長期學術累積成果，並進一

步介紹目前政大在發展「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系列研究主軸時所推動的計畫團

隊、各項整合型研究計畫與未來發展方向（如圖一、圖二、圖三所示）。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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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個人在從事東南亞邊境政治比較個案研究時的心得引介作為結語。 
 
 

 

 
 

參、 心得 

個人在本次訪港的行程中有三項心得：其一，香港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

並不算多，但相關研究人員的學術能量與發表產能卻有相當耀眼的表現，甚至不

劣於台灣國際關係研究學界。特別是諸如沈旭暉教授等年輕學者，除了積極參與

國際研究社群，與國際重要學者有密切的互動暨合作關係，更活躍於各種國際評

論場合，成為香港社會的新生代意見領袖。這些新生代學者的成功經驗，值得我

國年輕國際研究社群借鏡。 
其二，香港中文大學與其他頂尖大學在培育國際事務人材方面不遺餘力，以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學程為例，有興趣修讀相關課程的研究

生在課堂上均表現出對於國際政治、國際經貿整合以及東亞區域安全動向的高度

興趣。其對於課堂的主動參與、答辯與所提出的問題，都展現出香港學界對於國

際事務人材培養的努力。 
其三，香港學界對於東亞國際研究頗為重視，對於中國研究更是高度關切。

香港有其地緣親近性，從香港看中國，的確可以呈現出特有的詮釋角度與立場。

不過，相較之下，台灣因為兩岸關係的結構因素，早已打造出特有精準研究中國、

詮釋中國的獨特優勢。特別是政治大學目前是國內從事中國研究執牛耳的頂尖大

學，目前以中國崛起與兩岸關係研究為重點的整合研究團隊，在未來將可以密切

地與香港學界及頂尖大學推動共同研究團隊的建立，以鍛鍊出全球數一數二的中

國研究團隊群。 
 

肆、 建議事項 
個人從本次訪港的經驗中，整理出三項建議，分別針對跨校合作項目、面向

社會的知識連結、以及未來頂大計畫研究工作的區域投入（regional input）與產

圖一演講題目圖二 2011 年政大中國崛起與兩岸關係 
研究頂大計畫引介 

 
 
圖三  2012 年政大中國崛起與兩岸關係研究 

頂大計畫預計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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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regional output）方面進行說明： 
 
1. 跨校合作的新方向：建議政大可透過各計畫團隊，以年輕學者跨國網絡

的培養，由下而上地建立起有實際研究生產能量的跨國研究團隊。藉著

邀訪、駐校、學者交換等計畫的扎根，養成年輕學者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並擔任海外合作校務的先鋒，如此將能擴大政大的國際化能量。 
 

2. 面向社會的知識連結：政大與香港類似定位的大學一樣，除了在追求國

際化、落實頂尖計畫，更需要面向社會，透過建立社會知識連結來發揮

人文社會科學頂尖大學的社會影響力。沈旭暉教授主編一份《國際研究

月刊》，在香港民間深獲好評。該刊物在台灣並無代理機構出版，沈教授

對此表示高度關切，亦希望能與政大出版社合作。建議政大可在短期內

評估與《國際研究月刊》出版團隊合作在台發行的可行性，並繼續在中、

長期發展計畫中出版、發行以政大為核心，以代表台灣社會科學暨國際

事務研究領域網絡為團隊的代表性刊物，藉此向華人社會、甚至是國際

社會宣達台灣的國際視野與台灣觀點。 
 

3. 未來頂大計畫的區域投入與產出方面：在本次出訪行程中，其實可以感

受到香港的學者對於政大國關中心在東亞學術社群中的地位高度推崇。

國關中心長期以來所建立起的跨校、跨國、區域與全球學術網絡，對於

政大的國際聲望是大幅加分的，絕對不是負分的包袱。國關中心的發展

與轉型長期受到關注，不只是國內研究社群，就連國際間都高度關切。

政大對於國關中心的歷史遺緒應該要有更包容的關照與更豐富的支持，

這將有助於未來頂大計畫在東亞區域中邀集更多的投入力量。中心同仁

近年來也逐漸透過更與時俱進的態度、立場與心情來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並打造一個與政大整合、帶領國內中國暨國際研究社群的新平台。謹在

此強烈建議校方可以更全面、深入地聆聽國關中心每一位同仁對於中心

現有定位暨未來方向的看法，並嘗試理解、接納中心每一位同仁對於參

與學校研究計畫、教學方案的態度與立場。相信未來頂大計畫在國關中

心的積極參與下，將會凝聚更多的國際投入，並將直接提升研究的能量

與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