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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人於今（102）年參與美國中西部政治學年會，期間共參與三個場次：第一場次為文章發表人；

第二場次為與談人，第三場次為主持人兼任評論人。本活動除每年舉辦一次外，亦為政治與國際關係

領域之重要學術活動。期間與世界各地學者交流，並期望能藉由自身參與，為政大提升在國際學術間

的能見度略盡心力。最後，感謝政大研究發展處的經費補助，使本次參與國際學術會議得以順利成行。 

1



 
  

 

目次 

壹、此次出國參加學術會議之緣起………………3 

貳、 會議議程與進展……………………………..3 

參、感想…………………………………………….7 

肆、建議……………………………………………8 

伍、附件…………………………………………….9 

 

2



 
  

 

壹、 此次出國參加學術會議之緣起 

此次出國參加學術會議，是參與在美國芝加哥所舉辦的「美國中西部政治學年會」（簡稱 MPSA）。

MPSA 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科學年會之一，總計吸引了超過五千人與會，會議本身也包含了百餘個議

程場次。 

有幸參與此次盛會，讓本人能夠在眾多學術先進前發表自己的學術研究，再者，在會議中擔任與談人

與主持人，也能夠接觸在政治科學領域最新的研究，並且與眾多的學者專家進行互動與交流。 

有關於此場會議的特色與重要性，請參考以下由 MPSA 所提供的資訊： 

「美國中西部政治學年會」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科學年會之一，此年會在每年的春天定期舉辦。2013

年的 MPSA，估計有來自美國與其他 55 個國家，超過 5700 位的發表人，在此發表了超過 4700 篇文

章。經過學科領域的劃分，此次會議包含了超過 70 個議程場次，而大部分的場次都是探討跨學科的

領域，吸引了來自不同領域的專家學者參與此次盛會，使此次會議呈現多元並存的面向。  

(MPSA 網站：http://www.mpsanet.org/Conference/tabid/75/Default.aspx)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大規模的學術盛會，並未見於在台灣或是亞太的其他地區，因此出國參與這樣

的學術會議，對於提升本身的專業與提高學校在國際學術界的能見度，實屬必要。 

 

貳、 會議議程與進展 

此次會議舉辦時間是從 2013 年的 4 月 11 日(四)至 4 月 14 日(日)，舉辦地點是在芝加哥的 Palmer House

飯店(詳見從 MPSA 官網上下載的附件)。本人是於美國中部時間的 4 月 10 日抵達芝加哥，並於 4 月

15 日早上離開芝加哥。 

一、 文章發表 

如要在 MPSA 上發表文章，必須在會議開始的數個月前，向籌備委員會提交文章的摘要。經過籌備

委員會及其下的學術委員會的審核，再決定是否接受此篇文章的發表，以及確定是以口頭報告或是海

報的形式發表，最後再決定口頭報告的分組場次。 

本人的文章這次是以口頭報告的形式發表。關於分組場次的形式，請詳見 MPSA 的說明如下： 

場次：一個場次會發表四至五篇文章，包含一位主持人與兩位與談人。主持人負責介紹場次、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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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以及與談人，主持人須掌控文章的發表時間，並且確保討論的順利進行，而每位發表人則會發

表精簡後的文章。大會議程會列出每篇文章精確的發表時間、與談人的評論時間以及開放給觀眾提問

的時間。與談人會針對每篇文章作出回應及評論，接著則會由觀眾進行評論、提問與討論。主持人則

會掌控每篇文章的發表時間，確保每篇文章都享有同樣的時間。 

發表人：每位發表人會在特定的時間長度內發表自己經過精簡後的文章。與談人會給予每篇文章回應

及評論，接著則會由觀眾進行評論、提問與討論。 

我在此次會議發表一篇名為“ A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Pretty Please? Mitt Romney’s Criticism of 

Barack Obama’s Foreign Policy”的文章。(文章全文及發表時所用的投影片請見附件)。我的場次如下： 

發表人 

19-3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4 月 11 日(四) 下午 4:35-6:15  

 

摘要 

魯尼(Mitt Romney)如何批評歐巴馬( Barack Obama)的外交政策? 回答這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該問題

的重點在於共和黨候選人對外交政策的理解。本篇文章探討了幾個假設，而支持這些假設的最佳證明

便在於魯尼試圖將歐巴馬描繪成不同於美國外交政策主流的非干涉主義者。 

 

討論 

對於本篇文章的回饋和討論多半是正向的。討論者認為本篇文章可以更著墨於選舉情勢的動態過程，

特別是候選人抹黑競爭對手以爭取中間選民支持的趨勢。 

 

 

二、 主持人及與談人之角色 

要符合與談人的資格，必須是在過去幾年間擁有博士學位及出版學術作品。無論是自告奮勇擔任與談

人或是受邀擔任與談人，籌備委員會都會將其分派到相關的議題場次，也希望與談人能自願擔任主持

人。 

有關於 MPSA 對於主持人及與談人的角色定義，請詳見以下網站： 

http://www.mpsanet.org/Conference/ConferenceProgram2013/SessionFormatsRoleDescriptions/tabid/702/D

efault.aspx 

主持人：主持人負責場次、每一位發表人以及與談人。除此之外，主持人會掌控每一篇文章的發表時

間，確保不會超過議程上所排定的發表時間，且維護討論的品質與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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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海報發表與談人：與談人會針對口頭發表或是海報發表的文章給予回應，點出優點及需要

改進之處，與談人也需要針對議程的主題，作更深入及更廣泛的探討。 

在此次會議中，除了發表文章，我還擔任了主持人兼評論人以及與談人，參與的場次如下： 

與談人 

19-5Foreign Policy and China 

4/12(五) 早上 10:25-12:05 

本人討論了數篇有關中國大陸外交政策以及其對該政策認知的文章。討論過程將焦點放在方法論上，

以便引導出我認為應該在文章中被提到的論點。因此，我相信對於原作者將有更多實質上的幫助。至

於文章中特定案例的價值也是討論過程中的主題。 

 

 

主持人兼評論人 

19-12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4/13(六) 下午 2:40-4:20 

本人在此討論了從理論觀點理解外交政策的數篇文章。我討論的重點多半著重在尋求更廣泛的文本回

顧，以及尋求更宏觀的論文素養，而非僅是將純哲學或歷史研究方法套用至文章中，這些都是研究政

治科學常見的問題。本次討論也激起許多火花，因有些作者本身並未注意到這些問題，部分聽眾也舉

出某些文章為例，認為該文章並未適切地將分析方法建立在相關文本上。 

 

三、 其他活動 

除了本身發表、與談與主持的場次，我還參與了其他場次，領域如下：國際關係、國際關係理論、比

較政治、美國外交政策與理論。 

15-3 IPE and Conflict 

4/11(四) 下午 2:40-4:15 

這些文章聚焦於由於各種不同貿易策略和經濟政策而導致的衝突。這些資料對我來說極具價值，因本

人開始在大學部教授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且正積極尋求對於相關領域的理解。 

 

10-12 Wired for Change?: The Internet, Mass Media, and Chinese Political Attitudes 

4/13 (六) 早上 10:25-12:05 

本場次主要討論中國大陸公眾意見的當代研究，包含對於中國大陸民族主義不同的詮釋觀點。這也讓

我對該議題產生一些有趣的疑問，也就是說，究竟透過檢視部落格和網路資源，研究者可以觀察到多

少的資訊? 以及研究者該如何以其視角來觀察中國大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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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Domestic-International Linkages 

4/12 (五) 下午 4:35-6:15 

本場次提供中國大陸國內政問題及對於國內政體所追求的國內策略和國際關係實踐兩者之間連結性

之探討。這些對我來說也極具價值的，因本人研究興趣在於由國內層級因素解釋外交政策活動，透過

此會議，我得以將此分析方法套用於對中國大陸的研究上。 

 

34-22 Approaches to Justice, Piety, and Civic Education in Homer, Thucydides, and Aristotle 

4/13(六) 下午 12:45-2:25 

本場次也具有相當的價值，因公民教育和公民共和主義的建立也是本人研究興趣範圍。本場次也以古

希臘和對修習堤底斯(Thucydides)的新觀點作為對比，以引導出本場次的主題。 

 

19-13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4/13 (六) 下午 4:35-6:15 

本場次主要討論不同小國家、衝突和危機中之外交決策。這對於我在教授國際關係理論有莫大的幫

助，因該議題觸及到了以不同於國際關係主流理論的觀點來實行外交決策的面向，因此提供我在研究

理論上一個有趣的對比。 

 

 

除此之外，我在會議上遇到許多在該領域享譽盛名的學者權威，並與他們進行交流與互動，以求專業

知識上的精進。在會議上也遇到了中華民國外交部駐芝加哥的組長 Andy Tseng，並在他的邀請下與其

他來自台灣的與會者共進晚餐。在那並得以認識許多首次碰面的台灣同事，包含了中央研究院和台灣

大學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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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感想 

這次出國參加學術會議，讓我獲益良多，針對我自己發表的文章，我得到了非常寶貴的回應與評論，

讓我在學術專業上能夠更加精進，同時，參與此次會議也讓我從中累積更多最新的研究與教學想法，

特別是中國大陸外交政策、中國大陸政治、公民教育和國際政治經濟學領域上。無論是在研究或教學

上，都能跟上並掌握學術的脈動。最後，藉由此次會議，我得以與更多的學術先進以及各國官員代表

交流與互動，在一個如此大規模的政治科學年會，與這麼多專家權威齊聚一堂，彼此間的切磋與交流，

每每激盪出燦爛的思想火花。對我而言，這不但是提升自身專業與學術的寶貴機會，也是提升政治大

學在國際學術界能見度的最佳機會。 

中西部政治學會(MPSA)會議的優點在於其呈現了大量論文的提報，每個政治科學領域的相關主題或

特別議題，例如民主化、發展和女性主義等等，都有數個場次。雖然中西部政治學會不像美國政治科

學學會（APSA）具有選擇性機制，但事實上前者論文的品質和後者是並駕齊驅的，且有時甚至更具

有價值，因部分的碩士生會透過該學會來報告他們的論文。中西部政治學會也吸引更多來自不同國家

的參與者，因此相較於美國政治科學學會和美國、太平洋區域性協會，更具有國際性水準。 

我將於今年八月參加美國政治科學學會會議並擔任受邀人演講，但我不確定是否會申請 2014 年中西

部政治學會的報告。現在較棘手的情況是中西部政治學會在春季中旬舉行，而美國政治科學學會是在

秋季之前便開始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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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 

一、 此次出國參加會議，感謝有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的經費補助，讓我得以順利成行。然而，此

次只獲得部分的旅費補助，在旅費的運用上略顯困難，未來如有機會能夠獲得全額旅費補助，將

會使出國參加會議的經驗更臻完美。除此之外，根據規定，如要申請出國參加學術會議的經費補

助，必需先申請國家科學委員會，作業費時冗長，也希望學校能考慮取消此項規定，使申請流程

能更有效率。 

二、 此外，台灣有成立一個能夠討論全球性議題，並將焦點聚集在國家邊境問題以及更容易讓外

國學者參與的年度會議的迫切必要。目前台灣國內的國際關係和政治科學會議多半仍是台灣中

心，僅將焦點放在兩岸關係或東亞議題上，且將中文作為會議的主要語言，因此導致會議格局的

窄化。這也使研究興趣不在台灣或東亞的學者被迫到國外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和更專業的交流活 

動。目前有這種會議窄化傾向的國家，也包括澳洲和紐西蘭。他們把重點放在國內政治、亞洲事

務以及其他與自身有關之議題。對於此問題，台灣可先謹慎地將外國學者來源拓展至太平洋地區

(包括東亞、澳洲和紐西蘭，甚至是南亞)，接著再將其延伸至美國、歐洲和非洲。會議可以以英

文作為主要語言，並在台北、高雄、 新竹或其他設有國立大學的大城市舉辦。 

 

三、 除了上述討論的會議問題，學者在台灣政治研究領域上的相互協調合作更應有所精進。台灣 

  政治學會(TPSA)的功能是受限的且仍以中文為主要語言。中央研究院可作為這種協調工作的 

  要角，並應積極出版相關研究以及在院內舉辦會議和工作坊，如此便能吸引更多台灣政治科學學 

  者，並創造出更有活力的知識社群。 

 

 

 

 

 

 

 

 

 

 

 

 

 

 

 

 

 

8



 
  

伍、 附件 

1. 會議議程 

2. 會議論文發表之該場次資料 

3. 會議論文 

4. 會議論文投影片檔 

5. 擔任主持人及與談人之該場次資料 

6. 討論及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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