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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於4月1日至10日赴捷克，參加由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與捷克帕拉茨基大學(Palacky University)共同舉辦之「中國之社會經濟轉型：機遇與威

脅」(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國際學術研討會，筆

者出席本次會議除與國際學者交流外，亦發表探討台海兩岸關係之「馬習領導下的兩

岸關係：由經濟互動邁向政治對話?」(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Ma-Xi Leadership: from 

Economic Interactions to Political Dialogue?)之論文一篇。於訪問捷克期間，除參加國際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外，並至查理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和大都會大學(Metropolitan 

University)發表演講。 

在與推動台灣與東歐交流方面，筆者提出兩點建議：一、將台灣塑造為亞洲整合

研究的樞紐；二、推動本校與東歐國家簽訂雙聯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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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此研討會由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與捷克帕拉茨基大學

(Palacky University)，以及“CHINET”計畫共同舉辦。“CHINET”計畫是由歐洲

社會基金和捷克教育、青年和體育部資助，帕拉茨基大學亞洲研究學系協調

執行。CHINET 專注於中國研究，在捷克建立了一個大型的跨學科研究團隊。

此次研討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國不同背景的學者，討論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

中國的政治經濟活動對全球產生的影響，以及中國社會及其政府所面臨的挑

戰，會議的主題專注於中國即將面臨的機遇和潛在的威脅。筆者出席本次會

議除與國際學者交流外，亦發表探討台海兩岸關係之「馬習領導下的兩岸關

係：由經濟互動邁向政治對話?」(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Ma-Xi Leadership: 

from Economic Interactions to Political Dialogue?)之論文一篇。 

 二、過程： 

    筆者於 4 月 1 日出發，4 月 2 日抵達捷克，4 月 9 日搭機離開捷克。於訪問捷

克期間，非常感謝我國駐捷克代表處薛美瑜代表的宴請，副參事楊美照先生

無微不至的照顧與協助以及李佳燕秘書的接機，除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外，並至查理士大學 (Charles University)和大都會大學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發表演講，行程臚列如下。 

1. 查理士大學演講 

時間：4 月 3 日早上 8:00 

地點：查理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社科院政治系 

講題：中國大陸在亞洲經濟整合及地緣政治所扮演之角色(China’s Role in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Geopolitics)  

演講大要：國際關係經貿化、世界經濟區塊化與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大

陸決定利用東協對北京態度轉趨正面，亞洲價值強化的難得機會，採取積極

主動的 FTA 與 WTO 政策，旨在獲取東亞經濟整合的領導地位與融入世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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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系，目的是在取代日本的東亞經濟領導地位後，成為三分天下（NAFTA

與 EU）局面裡的東亞區域領導，並與美國型塑 G2 的共同領導世界的地位。

而當歐巴馬總統推出重返亞洲政策後，中國大陸則以高鐵外交回應，試圖構

建亞歐主導世界，大陸坐實世界盟主的寶座的終極目標，如此將使陸權國取

代二次大戰以來海權國主控世界的全球權力板塊的重劃。 

  

2. 參加「中國之社會經濟轉型：機遇與威脅」(Conference on the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時間：4 月 4 日下午 14:40-15:10 

地點：帕拉茨基大學(Palacky University, Olomouc, Czech Republic) 

論文題目：馬習領導下的兩岸關係：由經濟互動邁向政治對話? (Cross-Straits 

Relations under Ma-Xi Leadership: from economic interactions to political 

dialogue?) 

 

3. 查理士大學演講 

時間：4 月 7 日早上 8:00 

地點：查理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社科院政治系 

講題：馬習領導下的兩岸關係：由經濟互動邁向政治對話? (Cross-Straits Relations 

under Ma-Xi Leadership: from economic interactions to political dialogue?) 

演講大要：2008 年馬英九就任總統以來，與之前民進黨政府的大陸政策最大的不

同是將兩岸的經貿互動由單向變為雙向，由間接轉為直接，由商品貿易與投

資為主的經貿互動擴大為含括觀光、教育等服務業的多元互動。在其第一任

內海基會與大陸的海協會舉行中斷近九年的會談，並完成兩岸直航與觀光，

人民幣在台灣匯兌合法化，取消兩岸股票投資的禁令。2010 年 6 月兩岸簽署

經濟合作協議架構（ECFA），使兩岸互動制度化與經濟整合加速。去年習近

平就任國家主席以來，多次表示盼兩岸開始政治對話。今年 2 月陸委會主委

王郁琦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上海舉行兩岸首度的部長級官方對話，因

而使世人對馬習會的期待提升。我方矚意 APEC，但大陸表明願見馬習會，但

非在 APEC 峰會，陸方有間接提議博鰲論壇，我方則未回應。而今反服貿學

生團體佔據國會議場事件顯然已使今年舉行馬習會的可能性降低，因為馬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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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勢將會更加小心行事。此一事件也凸顯兩岸要想從經濟整合邁向政治整合

殊非易事。 

 

4. 查理士大學演講 

時間：4 月 8 日早上 10 點 

地點：查理士大學政治系 Room#4014, the faculty building in Jinonice 

講題：解析金正恩暨北韓外交政策 (Deciphering Kim Jong-un and North Korean 

Foreign Policy) 

演講大要：從金正恩崛起的軌跡與其清除李英浩與張成澤的謀略來看，他絕非省

油的燈，而是善於謀略。金正恩上台迄今，透過李英浩與張成澤的肅清已使

北韓由其父所強調的「先軍政治」轉變為「以黨統軍」的方向，目的在防止

軍人專政與政變，並將軍人原先主控的財政來源轉移至內閣，使政府有財政

來源來進行經改，且再次啟用經濟官僚專家朴鳳柱為總理。雖然金正恩政權

與其父金正日主政時代的外交政策行為都是偏好戰爭邊緣策略，目標都是在

獲取經貿利益以及與美日建交，但所不同的是，金正恩所面臨的外交困境困

難的程度更高，因為習近平為致力構建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對北韓認真

施壓。而美日南韓又聯手對北韓採取戰略耐心的策略，即北韓沒有明確棄核

的行動就不上桌與北韓談判。儘管如此，不同於其父，金正恩則一方面借重

其妹金與正進行形象塑造工程，試圖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與正面的國內形

象，另一方面，嚐試以務實作為，利用日本與南韓別有用心，達成與日本建

交以及與朴槿惠政府改善關係獲取經援。 

 

5. 大都會大學演講 

時間：4 月 8 日下午 17 

地點：大都會大學亞洲研究系(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MUP), Prague, Czech 

Republic ) 

講題：解析金正恩暨北韓外交政策(Deciphering Kim Jong-un and North Korean 

Foreign Policy) 

詳 見 外 交 部 網 站 ：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Detail/8f13c7b2-8fe8-4041-b5f7-009bd7b

a3a5e?arfid=40b330c1-17d9-48d8-90e0-d31fadfdf0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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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由共產國家轉型的東歐國家對於亞洲的發展情勢非常關注，且對政治民主化

與經濟自由化成功的我國極為友善，值得我國與我校積極拓展關係。台灣學

者的優勢除中文為母語，能夠迅速了解中國大陸的一手資訊外，同時擁有優

越的英語能力，能夠迅速傳達並分享研究心得。此外，筆者此行觀察到捷克

的聽眾對於北韓議題尤為關注。因此，筆者認為在推動台灣與東歐的學術合

作方面，台灣的利基在於將台灣塑造為亞洲整合研究的樞紐，台灣的學者不

僅擅長中國大陸、兩岸關係與台灣研究、對於南北韓、日本議題都有長年鑽

研累積的學術成果與精闢的見解與研究，東歐國家學者與學生到台灣即可了

解亞洲各國的發展趨勢。對台灣而言，推動與東歐的學術交流也是互利互惠

的，本校只要與東歐國家簽訂雙聯學程，即可獲得歐洲各國的承認。由於歐

洲各國承認本校的學歷者不多，因此藉由與東歐國家簽訂雙聯學程，將有助

於本校畢業生赴歐洲進修及就業。不僅如此，本校亦可藉此招收東歐當地優

秀學生，一方面促進國際交流，一方面則有助解決我國少子化現象帶來的招

生困難問題。同時，我們也發現東歐來的學生上課認真，英文亦有相當實力，

有助於提升本校的國際化品質與國際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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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2. 參加「中國之社會經濟轉型：機遇與威脅」(Conference on the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國人姓名 

（2 人以上，以 1 人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劉德海           教授兼系主任             外交系        

出國類別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其他: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例如國際會議、國際比賽、業務接洽等） 

出國期間：103 年 4 月 1 日至 103 年 4 月 10 日 報告繳交日期：103 年 5 月 6 日 

出國人員

自我檢核 

計畫主辦

機關審核 
審      核      項      目 

   ■ 

■ 

■ 

■ 

■ 

■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事項」） 

3.無抄襲相關資料 

4.內容充實完備 

5.建議具參考價值 

6.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 

7.送上級機關參考 

8.退回補正，原因： 

（1）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2）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 

（3）內容空洞簡略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4）抄襲相關資料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5）引用相關資料未註明資料來源  

（6）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理    

（7）未於資訊網登錄提要資料及傳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9.本報告除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外，將採行之公開發表： 

（1）辦理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說明會），與同仁進行知識分享。 

（2）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3）其他                     

10.其他處理意見及方式： 

出國人簽章（2 人以

上，得以 1 人為代表） 
計畫主

辦機關 

審核人 

一級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章 

 
  

說明：  

一、各機關可依需要自行增列審核項目內容，出國報告審核完畢本表請自行保存。 

二、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不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為原則。 

 8 


	摘要
	一、目的：
	二、過程：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