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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一（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赴美參加「變遷中的世界政治經濟與
權力分析：亞洲經驗」國際研討會 

 

 

 

 

 

服務機關：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姓名職稱：楊昊助理研究員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10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 

報告日期：101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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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頂尖大學計畫「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的支持

下，積極推動國際研究的學術活動與出版計畫。其中，由第二所所長蔡增家教授

所主持的分項計畫，以兩年的時間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講座教授 B. J. 
Cohen 博士合作，籌劃出版《變遷中的世界政治經濟與權力分析：亞洲的經驗》

（Power in Changing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Lessons from Asia）一書。本書在

2011 年 7 月於台北召開概念論文討論會議，當時引起各界的重視，並正式籌組

跨國研究團隊。 
 
在 2012 年 3 月底，研究團隊在 Cohen 教授的帶領下，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

校舉辦專書論文定稿研討會。本次會議在政治大學頂尖大學計畫的支持下，與中

興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政治學系、台灣研究中心合辦，邀請來自於臺

灣、美國、英國、日本等學者參與研討，同時也開放給政治系其他訪問學者與研

究生加入討論。與會同仁深入探討並重新檢視了權力的內容、機制、發展邏輯、

應用、挑戰與限制，更清楚地提供了來自於亞洲的多種經驗政治參照，為當前國

際政治經濟學界的權力分析提出更精確也更及時的註腳。 
 
本次出國參與國際會議之目的，便是希望能促進政大學術研究的國際化，特別是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界執牛耳的 Cohen 教授的協助下，來自於臺灣的政大研究團

隊與國際頂尖政治經濟學者之間有相當豐富的學理對話，並朝下一階段的出版工

作邁進。 
 

二、過程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楊昊博士參與了本次的會議，在美國加州

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會議期間與該校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杜國清先生共同討論了

臺灣研究與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現況，杜教授亦建議未來新生代學者應該更積極

參與國際學界盛會，並且積極地向海外學界提出臺灣角色的系統性研究。 
 
在會議中，楊昊博士發表了「權力轉換問題的重新檢視：中國-越南不對稱關係

與北京睦鄰外交的極限」（The Fungibility Problem of Power Revisited: 
China-Vietnam Relational Asymmetry and the Limit of Beijing’s Good 
Neighbor Diplomacy）一文，主要針對權力資源（power resources）、權力手

段（power means）與權力結果（power outcomes）各自與彼此間的轉換問題

（interchangeability）進行論述，這是過去國際研究學界較少討論、但卻不容忽

視的重要議題。 
 
與會評論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Miles Kahler 教授、南加大教授 SaoriKatada
針對本文提出了相當精闢的建議，特別是 Katada 教授，更進一步提供了權力防

火牆（firewall of power）的概念作為拙文在修訂上進一步概念化與操作化參考

的依據。Cohen 教授在會議中特別提到，拙文對於本書將有相當重要的貢獻，

除了在理論上吻合其所提出的權力分析概念與主張，在經驗上從中-越關係的發

展作為解釋切入點，將能提供及時的個案分析，為權力轉換的討論找尋當代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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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國際學界對於權力分析的討論如汗牛充棟，但近年來隨著權力資源與內容逐漸豐

富，權力研究的理論似乎未能及時地建立起新的解釋框架來說明新的權力施展狀

況。對於權力分析的研究還是停留在 1990 年代的理論框架中。在理論層面，過

去從事理論建構的學者多半為歐陸與北美研究社群的領銜人物，鮮少有來自於亞

洲或臺灣的理論建構學群。本次由政大頂大計畫所支持的跨國研究合作，在

Cohen 教授的帶領下，將有助於臺灣的國際研究學者致力於國際理論的前沿研

究工作。 
 

四、建議事項 
 
1. 感謝政治大學頂大計畫對於國際關係相關學術活動與研究活動的支持，建議

中心同仁未來應在頂大計畫的支持下，結合個人專業研究，或開創新的研究

主題，以求積極參與學術出版與國際研究合作計畫。 
2. 本專書計畫將進入後續出版階段，未來中心同仁亦可依循本專書出版模式，

尋求國際研究重要學者的合作建議與帶領，與國際頂尖學術與研究單位進行

實質的出版或交換學者計畫。 
3. 由於本書內容仍有未涵蓋的區域、國家（如韓國、越南以外的東協國家、俄

羅斯、印度以及更多元的臺灣經驗），這些經驗個案的深入研究或比較研究可

以作為本書後續發展（如期刊特刊、第二本專書）的新起點。建議未來頂大

計畫亦可持續支持系列出版工作，以強化政大與國關中心在國際學界的研究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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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二（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赴美參加「變遷中的世界政治經濟與
權力分析：亞洲經驗」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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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101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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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文 

一、目的 

 

個人為求立足台灣，放眼國際，將台灣的學術研究與世界接軌，近年來戮力推動

國際交流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為這兩年主持的分項計畫，以兩年的時間與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講座教授柯漢（B. J. Cohen）博士合作，籌劃出版

《變遷中的世界政治經濟與權力分析：亞洲的經驗》（Power in Changing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Lessons from Asia）一書。在 2011 年 7 月本書撰寫團隊已於台

北召開「概念論文討論會議」，當時引起各界的重視，並正式籌組跨國研究團隊。 
此一計畫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頂尖大學計畫「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

全」的支持下，結合國內中興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政治學系、台灣研

究中心等國內外頂尖研究學者，持續推動國際研究的學術活動與出版計畫。 
 
2012 年 3 月底，所有研究團隊成員在柯漢（Cohen）教授的帶領下，進一步在加

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舉辦專書論文定稿研討會。台灣團 
隊參與者，來自於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台灣大學與國立中興大學，美方代表則以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政治學系為主，同時也接受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台

灣研究中心的贊助，邀請來自於臺灣、美國、英國、日本等合作伙伴參與討論。 
 
在兩天的會議中，與會者以「權力」的角度，重新審視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的

各種相關機制與發展邏輯，並釐清此一概念的應用、挑戰與限制，此一研討會為

國內政經學界深化前沿概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合作機會，同時也得以讓台灣的研

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界所分享。 
 
由於過往台灣優秀的研究，鮮少在國際受到足夠的注目。因此，本計畫的推動，

具有指標性意義，特別是本次出國參與國際會議，除了能夠第一手接受國際政治

經濟學前沿知識的洗禮，也能將台灣優秀學者的研究直接與國際權威學者對話，

除了感謝國立政治大學頂大計畫之贊助，也要感謝執國際政治經濟學界執牛耳的

柯漢（Cohen）教授頂力支持，才使此一國際性頂尖政治經濟學者之間的合作計

畫得以成行，並且得以朝下一階段的出版工作邁進。此一經驗不但是少數亞洲研

究團隊親身參與的國際性研究計畫，也為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界的權力分析提出

更精確也更及時的註腳。 
 

二、過程 
 
在本次會議籌備期間，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蔡增家博士與國立中興

大學邱明斌副教練經過多次討論，並且和柯漢（Cohen）教授多次書信往返，最

後敲次此次的會議。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會議期間，本人與專治日本

金融政治的波士頓大學葛來姆斯（William Grimes）教授、南加州大學專治區域

貿易的片田さおり（SaoriKatada）教授以及我國任教於理奇蒙大學（Richmond 
University）的王維正（Vincent Wang）教授針對專書撰寫與未來合作的研究計畫

均有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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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王文岳博士合寫的「製造創新：日本區域創新社群的創

造與演進」（Manufactured Innovation: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Japan’s 
Regional Innovation Communities）論文與波士頓大學的葛來姆斯教授同場發

表，葛來姆斯教授是美國研究日本金融政治的權威，他與本人的作品成為與會中

討論國內政治權力運用的最重要兩篇文章，我們在文章中解釋了權力的不同面向，

並且說明全球化以後，日本國家逐漸改變其權力運用方式，使日本的國家權力出

現了向上與向下流動的情形，展現了權力的不同面向。 
 
與會評論人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塔賓莎女士（Benny Tabitha），之後， 
柯漢教授、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凱勒（Miles Kahler）教授、南加大片田教授

（SaoriKatada）與其他與會者，也針對本文提出了相當精闢的建議。特別是同

場發表的葛來姆斯教授，進一步說明了全球化以後，發展型國家的創新分工，以

及與區域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現象，以作為拙文在修訂上進一步概念化與操作化

參考的依據。Cohen 教授在會議中特別提到拙文在本書中將有重要的貢獻，除

了首先將權力的概力延伸入國內層次以外，也提供了罕見的創新案例作為經驗分

析，勢必能使權力的概念更具實質上的意義。 
 
三、心得 

 

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中，近十年來逐漸由制度分析進一步走向建構與歷史後設分

析的方向，在相關的研究中，對於近年來國際關係學界至為盛行軟實力（soft 
power）缺乏足夠的討論；而權力分析更是政治經濟學少有能夠結合國關理論與

經濟分析的重要切入點。唯多數的權力分析雖然古典，但是政治經濟學者對於權

力的使用，缺乏形而上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物質層面，這使得國際政治經濟學界

無法吸納權力解釋框架來說明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現象。以亞洲地區而言，在中國

崛起，美國重返亞洲的態勢下，新的權力分佈與權力分工正在進行之中，這也說

明了傳統（1990 年代之前）的權力分析，也不敷當今使用。在這種情形下，本

次研討會得以開創新局，透過台灣與國際合作的方式，首先建立前沿的理論建構

學群，有利於台灣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在國際學界發展上佔有一席之地。相信在

政大頂大計畫所鼎力支持與柯漢（Cohen）教授的帶領下，此一學術成果將極為

豐碩，並且達到預先期待的成果。 
 

五、 建議事項 
 
1. 本次的研究團隊成行，要先感謝政治大學頂大計畫對於國際關係相關學術活

動與研究活動的支持，未來中心同仁更應在全球學術社群的發展方向上，積

極貢獻，利用頂大計畫的資源，開創新的研究路徑，以追求參與國際學術出

版的機會。 
 

2. 本次的研究模式為首度嚐試，在台美雙方的合作中，已經建立起良好的互動

與互信模式，在雙方理論建構與案例分析的深入討論下，奠定了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與國際接軌的重要里程碑。此一學術經驗可以分享給未來中

心同仁，以利於進行學術卓越追求，暨尋求國際頂尖學術研究單位合作之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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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書此次的研究框架以理論為主，案例為輔；然而，在本次的討論經驗中，

美方學者對於強化東亞案例研究，具有高度的興趣，特別是台灣案例亦有高

度的需求。在此一情形下，建議可以本書的合作經驗進行延伸，進一步與日

韓暨東南亞接軌，使台灣作為東亞研究社群的樞鈕，並且成為新的研究計畫

之起點，以強化政大與國關中心在國際學界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