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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赴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與美國軍方、智庫進行中國大陸軍事議題研究交

流互動的目的包括瞭解當前亞太區域安全局勢，以及增進中共軍事事務研究之

國際能見度。參訪期間，訪團先後前往「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亞洲安全研究

中心」、「東西文化中心」，以及「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進行

學術交流互動。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際化已成為任何人、任何組織必備的條件。因此，

從學術交流活動總體成效而論，此次交流活動達成以下效果：第一，行程安排

兼顧軍文多元觀點；第二，議題討論涵蓋理論實務層次；第三，成員組成包容

專業傳承設計；第四，效益展現凸顯文化交流優勢；第五，交流互動奠定國際

友好形象。 

當前中共軍事事務研究已成為各國關注焦點，此亦為我國可善加運用之研

究優勢，未來若能更加深化交流成效，亦提出以下建議酌參：第一，編列定額

公務交流預算，將中共軍事議題學術研究交流活動訂為年度軍中外事活動主要

項目之一；第二，納入亞太區域安全重要成員，保持與「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良好綿密之互動；第三，邀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東西文化中心」、「美國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研究員蒞國防大學參訪交流；第四，薦派國

防大學教師（官）適員參加智庫定期舉辦之區域安全研習課程；第五，賡續培

養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專業人才；第六，充實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

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研究能量，推升成為亞太區域研究解放軍、戰略安全等相關

議題之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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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赴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與美國軍方、智庫進行中國大陸軍事議題研究交流

互動的目的有二： 

（一）瞭解當前亞太區域安全局勢 

自從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以來，共軍在「中國夢」

論述下，展現積極的強軍策略，以實現富國之強軍夢為目標。中共及其軍力將以

何種方式與態勢崛起，甚而挑戰當前以美國主導的「一超多強」國際體系，始終

是國際間關注的焦點，對於國軍而言更具有研究之必要性與重要性。在此區域安

全發展格局之下，無論是我國於今(2016)年 5 月 20 日完成第 13、14 任總統與副

總統政權交接，美國於 11 月 8 日完成第 58 屆總統選舉，抑或是中共即將於明

(2017)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美中臺三角關係、兩岸關係，

以及共軍軍事改革皆是影響未來亞太地區新局發展之重要觀察指標。因此，瞭解

中共軍力發展最新動態、戰略意圖，以及可能影響亞太區域安全局勢之各種變數，

不僅與國防事務與國軍建軍備戰息息相關，更攸關國家安全與發展。 

（二）增進中共軍事事務研究之國際能見度 

當前無論在國內外，中共軍事研究隨著「中國崛起」議題備受全世界關注，

亦成為研究國際政治、戰略安全，以及中國大陸問題，甚至兩岸關係領域學者極

為重視的議題。其中，政治作戰學院對於中共解放軍的研究已有悠久的歷史與經

驗，再加上甫於今(2016)年 11 月 1 日在學院下正式成立「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藉由國際化之交流，由院長率該所專任教師，以及國防大學對中共軍事議題富有

研究專長之教師（官）共同組成研究交流訪問團，對於汲取外國之中共解放軍研

究經驗，以及增進本校中共軍事事務研究之國際能見度皆具有積極正面之意義。

且符合本校關注共軍硬實力、軟實力軍力發展，融合各軍事學院、基礎學院之研

究資源，在校內建立起整合研究的機制，並且與國內、國際研究智庫進行研究交

流，拓展研究視野，追求準確掌握共軍發展與亞太區域安全、中共對臺策略等攸

關我國國家安全之研究功能與目標。 

      

二、過程： 

本次參訪主要區分美國軍方、智庫兩大主軸。首先，在美國軍方部分，訪團

成行前即依照行政作業規範，聯繫「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ion in Taiwan)，

協調參訪「美軍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並以簡

報方式進行中共軍事議題研究交流。其次，在智庫部分，則是透過「駐檀香山臺

北經濟文化辦公處」(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軍事聯絡組，確

認「亞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APCSS)、「東西文

化中心」(East-West Center, EWC) ，以及「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

(Pacific Forum, CSIS)之參訪交流事宜。以下按照交流活動期程，分別說明活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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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一）亞太安全研究中心（11 月 7 日） 

訪團依照既定行程規劃，於當天下午 13 至 16 時參訪亞太安全研究中心，並

於中心會議室舉行座談，研討主題為：習近平推動軍隊改革的影響。此次會議由

本校院長余宗基將軍，以及亞太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James T. Hirai 共同主持。此

外，除訪團成員外，另有傅文成副教授、軍事聯絡組聯絡官袁先正中校共同參加。

在美方代表部分，計有：Alexander Vuving 教授、W. Brent Christensen 主任、 Jennifer 

Harlan 中校、Stephen D. Terstegge 中校等人。 

在會議中研討的要點包括： 

1、習近平推動軍隊改革的動機，除裁減 30 萬部隊外、目的在重新建構軍隊

新的指揮體系，共軍現行指揮體系為 1940 年代所建立，已無法滿足信息化戰爭

及聯合作戰方式。因此，習近平將過去「中央軍委會、四大總部、軍區」的三級

指揮模式，調整為「中央軍委會、戰區」的二級指揮模式，同時將共軍長期大陸

軍主義逐步調整為各軍平等，逐步將陸軍將軍員額釋放予各軍種，未來戰區之司

令員可能由空軍、海軍、陸軍輪流擔任，進而落實聯合作戰的精神。 

2、習近平推動軍隊改革，要求軍隊訓練以實戰為主，以打贏信息化戰爭為

建軍目標，軍隊的任務即在維護「核心利益」及「利益邊疆」。鄧小平主張「韜

光養晦」，習近平主張「有所作為」，促使中共海軍由近海防禦向近海防禦、遠海

護衛的戰略轉變。軍事戰略轉變，導致共軍海軍近年積極強化遠海訓練，穿越第

一、二島鏈。換言之，共軍海軍戰略就是馬漢「海權論」的運用。 

3、中共為維護利益邊疆，將海軍軍事戰略由「近海防禦」向「近海防禦、

遠海護衛」轉變。近年來，共軍海軍艦船、核能潛艇經常遠洋出航，並於緬甸莫

貴群島設置前進基地，吉布地設立後勤保障基地，投資各國港口建設等作為，彰

顯共軍海軍已由過去防禦為主的建軍思維，向攻擊為先的戰略觀轉變。 

4、習近平推動「一帶一路」戰略，雖然為促進「一帶一路」參與國家的經

濟發展。事實上，其核心目標仍為軍事，企圖利用參與國家的地緣關係，逐步建

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合作關係。中共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初期，軍事作為並

不明顯，現階段經濟與軍事作為相互結合，軍事目的日愈突出，但仍在「摸著石

頭過河」階段，後續發展殊值觀察。 

5、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訪中，與美關係惡化，惟菲律賓安全仍有賴美國，轉

向中共的目標在爭取經濟投資，中共願與菲國共舞，旨在分化美菲盟友關係，企

圖將菲律賓由敵對關係轉化為非敵對關係，進而造成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缺

口。菲律賓不會完全抛棄美國轉投中共。 

會議結束前，亞太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建議：雙方此一交流模式，研討成果

豐碩，期望能持續交流。另外以後有機會訪問中華民國時，希望能到國防大學訪

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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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訪團於亞太安全研究中心交流情形 

 

（二）美國太平洋司令部（11 月 9 日，因安全保密要求，禁止攜入攝影、通信、

資訊器材） 

訪團成員於預定時間抵達「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由該司令部外展指揮部（J9 

Pacific Outreach Directorate）主任 John Randolph Wood 博士親自接待。期間除了進

行短暫的相互介紹外，John Wood 博士於早上第一場次圓桌論壇全程參與馬振坤

教授、楊太源上校之議題簡報與討論。在這個場次中，議題聚焦於中共領導人與

共軍戰略思維，楊太源上校並以中共十九大召開後之黨政軍高層人員異動提出精

闢分析，引起與會人員熱烈討論。 

在各方提問中，第一場次主要以亞太區域地緣政治，以及中共中央權力核心

架構為討論主題。其中馬振坤教授主要提到中共的軍事戰略觀，並以東南海區域

安全局勢為例。其中，在領土主權的認定方面，中共假設自己為世界中心，其中

又可區分三個範圍，第一為漢民族組成的國家；第二為有封建或朝貢制度的關係

國家；第三為邊緣的民族，在歷史的觀點上，北韓和越南是屬於漢朝的藩國，所

以中共到現在還是很在乎這兩個國家的政策與中國關係。此外，欲瞭解中共與共

軍的戰略思維，必須關注戰略防禦（以戰略防禦方式達到攻擊目的）之意涵。戰

略防禦不是防禦而是攻擊，例如：在中日關係、釣魚臺等議題方面，中共採取經

濟制約或民眾愛國情緒處理，原因是在中共的辯證邏輯中，若戰爭後的損失大於

利益，那麼中共就不會發動戰爭解決爭端。在中共的大戰略思維中，中共欲把握

戰略機遇期加速國家發展，所以必須確保國內外的和平狀態。其次，楊太源上校

則是分別介紹了中共領導人權力繼承的時間、觀察重點以及中共黨軍高層權力運

作模式，例如：在十八大時期，胡錦濤打破往例，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轉

移」模式（即是先交「黨」、「軍」，再交「政」的權力轉換模式）。此外，集體領

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亦為當前中共黨軍高層權力運作原則，中

共重大政策公布前，至少經過 1 年以上，7 個步驟的政策制定，納入各方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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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利益交換。因此，中共各項重大政策，較不因人事更迭而廢止，僅因時空

環境改變而做適時微調。  

在下午的第二場次中，因 John Wood 博士另有要公，改由聯合機構協調小組

(J-98 Joint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Group)處長 Joel Gartner 上校主持，並且全程參

與、聆聽董慧明助理教授、林志龍助理教授的議題簡報，並且進行廣泛討論。其

中，在中國大陸國防科技工業發展現況分析方面，董慧明助理教授先後分析中共

在不同時期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的策略，並將重點聚焦於當前中共採取的軍民融合

發展模式。在軍轉民、民參軍的制度設計下，中共希望藉此同步帶動軍力現代化

與國家經濟發展。然而，就現階段發展情形而論，保密安全仍是中共極為關注的

重點，且同時在國有、私營企業之間形成認知不同的差異。然而，中共力求發展，

此一發展策略的主軸仍不會改變，儘管其發展程度仍落後於歐美工業大國，惟自

主能力仍在提升，這是後續觀察中共軍力現代化必須關注的重點。其次，在林志

龍助理教授的簡報中，巧妙的將毛澤東時期人民戰爭的思維，與習近平的對外戰

略思維做了一次比較，其中融入東西方文化差異，以及非軍事武力手段取勝等因

素，林志龍助理教授提出了一套有別於西方國家評估中共軍力運用與發展的觀察

論點。其中，包括中共利用愛國主義，鼓勵每個中國人民成為英雄的想法，也在

會議中引起不同觀點的相互討論。 

在參訪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行程中，訪團 4 人分別提出讓美方感到興趣，且欲

進一步深入瞭解的議題。因此，若從交流互動的成效而論，活動已達預期成效。

此外，美軍對於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成立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亦表現高度興趣，

雙方皆為未來的持續交流互動形成共識。 

 

（三）東西文化中心（11 月 10 日） 

訪團成員按照既定行程於早上 9 至 12 時參訪東西文化中心，並於中心會議

室舉行座談，研討主題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影響與解放軍現代化。本次會議由

本校院長余宗基將軍及東西文化中心高級研究員 Charles B. Salmon 共同主持。參

與座談人員除訪團成員外，尚包括傅文成副教授、軍事聯絡組副組長袁先正中校。

另東西方文化中心計有：Denny Roy 博士、Amanda Ellis 特別顧問、David R. 

Greenberg 博士、David R. Stilwell 高級研究員、Brittney Roy 顧問等人。 

在會議中研討的要點包括： 

1、川普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各國擔憂美國是否會從亞太地區撤出，是否

會走向保護主義。川普於競選期間主張產業移回美國生產、美國退出亞太地區、

放棄 TPP 協定、與俄羅期發展更緊密關係、調整美國在北約組織的責任、放棄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雖多為選舉語言，仍對各國造成影響。川普是位成功

生意人，他的算計多著眼於生意，美國有一套運作機制，川普對外政策是否有所

改變，應該看他任命誰擔任國務卿、白宮幕僚長、國安會幕僚長、國防部部長。 

2、美國與俄羅斯關係，隨著兩個軍事大國在歐洲、中亞甚至全球對立局面

不斷惡化。依據戰略三角分析，美、俄對抗有利減輕中共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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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牽制美國對亞太區域的整體戰略投入。川普於競選期間主張與俄羅斯發展更

緊密關係，顯然亦是運用戰略三角理論，改善與俄羅斯關係，避免美國陷入中俄

聯手對抗的不利局面。因此，川普著手改善美俄關係是必然的選項。 

3、川普對中華民國政策，應會延續美國歷任總統的政策，不會有大幅修正。

川普可能會要求中華民國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增加武器採購，提昇民眾抵抗意志。 

4、美國與中共關係，隨著川普當選總統，執政重心在提高美國的就業率，

改善美國經濟，美國可能要亞太地區國家承擔更多費用，適度修正「亞太再平衡」

戰略。因此，習近平會力推「新型大國關係」，逐步改善雙方關係。 

5、共軍現代化建設，在國防預算挹注下，初期會呈現快速現代化，惟隨著

時間推移，需要投入更多經費，現代化速度會呈現牛步化。2016 年共軍國防預算

高達 9000 多億人民幣，人員維持費高達 58%，促使習近平必須裁減軍隊員額，

且隨著各軍種高科技武器納入序列，部隊人才不足問題，將會制約共軍現代化速

度，人才問題亦會導致高科技武器，難於達到設計目標。共軍每年招收大學畢業

生入伍當兵的需求數為 15 萬人，惟自 2009 年推動大學畢業生入伍當兵優惠政

策，提高各項補貼，但每年均未達到需求目標，對共軍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建設

將產生不利影響。 

6、蔡英文總統就任迄今，新的軍事戰略預於明年一月公布，與馬英九總統

的「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應會有所微調，亦會適度增加國防預算，落實國防

工業自主，推動「國機國造」、「國艦國造」，深化國防自主決心與強化全民國防

意識。 

 

  

  

圖 2 訪團於東西文化中心交流情形 

 

（四）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11 月 10 日） 

訪團按照既定行程，於下午 13 至 16 時參訪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

論壇，並於中心會議室舉行座談，研討主題為：共軍軍隊改革對亞太區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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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由本校院長余宗基將軍及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總裁

Ralph A. Cossa 共同主持。參與座談人員除訪團成員外，尚包括傅文成副教授、軍

事聯絡組組長宋振亞上校、副組長袁先正中校，以及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

平洋論壇 Carl W. Baker 主任。 

在會議中研討的要點包括： 

1、習近平運用軍隊內部反腐抓緊軍權，藉肅貪逐步清洗親江澤民將領，以

破格晉任年輕將領逐步建立「習家軍」。習近平推動軍改目的在重新建構能維護

國家核心利益的軍隊。因此，習近平要求軍隊訓練、演習均要實戰化，部隊演訓

以遠程機動開始，進入陌生地域在複雜電磁環境下進行對抗，部隊訓練方式改變，

訓練強度亦提高。海空軍編組艦隊(機隊)，定期遠赴西太平洋、南海海域、東海

海域舉行紅藍對抗演習，核動力潛艦赴印度洋等，均是強化共軍遠洋作戰能力。 

2、美國對中共軍隊現代化建設與軍改，持續保持觀注。美軍仍會執行「航

行自由」，特別是南海與東海問題。中共在南海海域吹沙造島，對主權爭議的解

決沒有任何助益，將會造成周邊國家競相採購武器，強化監偵系統，形成軍備競

賽，不利區域穩定。 

3、共軍軍區改戰區，原南京軍區改制為東部戰區，其任務為監視東海及臺

海動態。換言之，東部戰區將承擔對臺作戰之責，未來參戰部隊均歸東部戰區，

對我防衛作戰構成更大威脅。對臺作戰是中共最後選項，習近平對臺政策仍以「軟

硬兩手」，要求蔡英文總統必須明確表態承認「九二共識」，對臺採取逐步升壓，

迫使我政府接受「九二共識」，同時對臺灣民眾持續給予讓利，以民逼官，以商

圍政的政策。兩岸關係在雙方各自堅持主張下，短期內難有所改善。 

 

  

  

圖 3 訪團於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交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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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際化已成為任何人、任何組織必備的條件。特別是從

事教學研究者，以及學校，保持活躍的國際交流能量不僅能夠提升校內師資水準，

拓展學校國際視野，最重要的是藉由研究交流活動引進更多元的觀點，對於提升

單位專業度、國際能見度，都是極有助益的作法。此次政治作戰學院以中共軍事

事務交流為主軸，納入校內相關專長師資，整合教學研究資源，可以算是一次成

功的經驗。尤其在當前國防預算緊縮趨勢下，運用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效益應

是執行公務交流活動首要考量。因此，從學術交流活動總體成效而論，這項國際

性的交流互動未來仍有持續辦理的必要與意義，並藉此提出交流心得。 

      

（一）行程安排兼顧軍文多元觀點 

此次學術交流行程規劃的特色之一便是在檀香山市停留期間，一一造訪美軍

以及當地的重要智庫。尤其訪團抵達時間適逢美國總統大選，除了原本設定的中

共軍事事務議題外，藉由討論區域安全相關議題時，亦能從許多資深的文職研究

員口中，聽到渠等對於美國未來在亞太政策方面的分析與研判。這種行程規劃安

排，能夠在較於保守的美軍觀點之外，從宏觀的角度思考亞太區域安全的變與不

變因素。 

其次，從「美國太平洋司令部」主任 John Randolph Wood 博士、處長 Joel Gartner

上校，以及「亞太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James T. Hirai 、「東西文化中心」高級研

究員 Charles B. Salmon、「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總裁 Ralph A. 

Cossa 等多位軍文職專家學者親自接待與層級而論，皆可看出美國對於本校參訪

交流之重視。誠如太平洋司令部 John Randolph Wood 博士所言，本校訪團帶來的

是來自臺灣的觀點，而這也是美國關切亞太區域安全事務、美中臺關係，甚至是

兩岸關係不可忽視的觀點。 

 

（二）議題討論涵蓋理論實務層次 

此次學術交流由於訪團成員於行程前已針對提出的簡報充分討論，使得議題

互動的焦點亦能涵蓋理論與實務層次。例如馬振坤教授提出的中共「戰略防禦」

戰略思維、林志龍助理教授提出中共決策高層展現新的「人民戰爭」策略，皆是

屬於理論層次的再思考，並且引起持傳統西方論點之專家學者之研究興趣。 

其次，在實務議題的討論方面，無論是楊太源上校針對中共黨軍高層權力繼

承、運作，並且進行縝密的黨軍人員異動預測，或是董慧明助理教教授對中國大

陸國防科技工業發展現況進行特點分析，並且客觀指出面對的問題、挑戰與影響

效應，對於關切中共黨政、軍事現代化之專家學者而言，亦引來高度關切。 

事實上研究中共軍事議題與從事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相同的是要注重議題的

廣度與深度，利用適當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做出客觀、合理的分析。因此，儘管訪

團成員提出的觀點並不見得獲得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同，惟這正是學術交流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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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之處，藉由多元的思考與激盪，而獲得更佳的研究結果。 

 

（三）成員組成包容專業傳承設計 

此次學術交流除了前述包融了本校有關中共軍事研究專業師資外，另一特點

即是在院長余宗基少將率領下，訪團成員包括資深的教授、教官，以及年輕一代

的教師。這種由資深人員帶領年輕學者投入國際交流活動的作法，有利於未來本

校教學研究工作國際化推展。尤其軍中涉外事務不僅是個人研究能量的展現，對

外更代表學校、國軍，甚至國家。因此，無論是人員互動、外事協調、行政事項

規劃，皆有賴於「傳」、「幫」、「帶」之經驗傳承，而從此次參訪活動中，亦做出

了相對應之設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參訪活動中，除了馬振坤教授富有多次國際交流

經驗，多數訪團成員是初次在美國正式場合進行研究議題分享。但是在所有團員

皆具有必須圓滿完成此次學術交流共識下，彼此皆能相互支援，並且共同分擔參

訪準備工作，也讓這次出訪行程更加順利。 

 

（四）效益展現凸顯文化交流優勢 

此次學術交流的另一個特點便是凸顯東西方不同文化與價值觀在解釋亞太

區域安全、中共軍事戰略思維、黨軍關係變遷，以及國防科技工業發展策略會出

現認知不同的現象。但是這些相異的認知，並非衝突，而是交融與揉合。此也體

現當前在進行涉及到亞洲事務研究時，必須加入傳統的東方文化觀點，且已無法

用歐美國家過去發展的理論或文化價值觀進行分析或是判斷。特別是在此次交流

中，充滿臺美雙方多元論述的觀點，有的學者保持純西方式的觀點主張，有的學

者本身對中國傳統文化涉入甚深，熟悉中文，亦能認同非西方式的思維邏輯，再

加上訪團成員提出各自的分析觀點，交織出豐富的精彩的交流經驗。 

從在美軍和智庫參加研討的專家學者反映中可發現，訪團成員在充分表達加

入傳統中國文化價值觀的論述或研究方式時，總能凸顯我國在學術研究方面確實

擁有不同於西方，同時也領先多數亞洲國家在區域安全與中共軍事議題研究方面

之文化優勢，且為美方所重視。 

 

（五）交流互動奠定國際友好形象 

國際化的交流機制建立是雙向而非單向的。在此次學術交流活動期間，無論

是在正式場合的交流參訪，或是在非正式場合的聯誼活動中，訪團成員皆能展現

熱情與正面形象，這對於許多從未到訪臺灣的專家學者而言，莫不興起訪臺以及

希望亦能至國防大學進行研究訪問之高度興趣。這種藉由雙向交流互動的作法，

正是本校在國際化過程中一種良好形象的塑造，尤其藉由提升國防大學在中共軍

事事務研究之能量與質量方面，更是建立國防大學正面形象之軟實力發揮。 

此外，我國在國際現實環境之下，外交處境相對而言較為不利，若能運用有

利議題，為形塑國家在國際間友好形象開啟新機，應為可持續應用與投資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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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亞太區域安全局勢仍充滿諸多不確定因素情形下，實可善用對於中共軍事

事務研究之既有基礎，與相應的國際研究機構對接，形成可用之軍事外交能量與

資源。 

 

四、建議事項： 

項次 建  議  事  項  內  容 

1 
編列定額公務交流預算，將中共軍事議題學術研究交流活動訂

為年度軍中外事活動主要項目之一。 

2 
納入亞太區域安全重要成員，保持與「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良

好綿密之互動。 

3 
邀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東西文化中心」、「美國戰略暨國

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研究員蒞國防大學參訪交流。 

4 
薦派國防大學教師（官）適員參加智庫定期舉辦之區域安全研

習課程。 

5 賡續培養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專業人才。 

6 
充實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研究能量，推

升成為亞太區域研究解放軍、戰略安全等相關議題之重鎮。 

 

五、附錄： 

參訪行程規劃 

Sunday, 6 November 

0800/CI-018  Arrival China Airlines【桃園(TPE)→檀香山(HNL)】 

Rest of Day  Scheduled by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 (TECO-

Honolulu)  

Monday, 7 November (1300-1600) 

1230       Escort Members from Hotel to Asia 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APCSS) 

1300       Introduction by APCSS/NDU Leadership 

1300- 1530  Roundtable Academic Discussion 

 Professor Ma Cheng-kun (General Topic: PLA Deepening Reform and 

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Strategy) 

 Colonel Yang Tai-Yuan (General Topic: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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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ssistant Professor Tung Hui-Ming (General Topic: PRC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Recent Development) 

 Assistant Professor Lin Jhih-Long (General Topic: Mao Zedong 

People's War will Reappear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Art of War) 

1530-1600  Q&A 

1600       Conclusion by APCSS 

Tuesday, 8 Novemb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ay  Scheduled by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 (TECO-Honolulu)  

Wednesday, 9 November (0900-1530) 

0830       Escort Members from Hotel to 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 

0900       Introduction by PACOM/NDU Leadership 

0910- 1100  Roundtable Academic Discussion 1 

 Professor Ma Cheng-kun (General Topic: PLA Deepening Reform and 

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Strategy) 

 Colonel Yang Tai-Yuan (General Topic: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1100- 1130  Q&A 

1130- 1300  PACOM Lunch 

1300- 1500  Roundtable Academic Discussion 2 

 Assistant Professor Tung Hui-Ming (General Topic: PRC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Recent Development) 

 Assistant Professor Lin Jhih-Long (General Topic: Mao Zedong 

People's War will Reappear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Art of War) 

1500-1530  Q&A 

1530       Conclusion by USPACOM 

Thursday, 10 November (0900-1600) 

0830       Escort Members from Hotel to East-West Center (EWC) 

0900       Introduction by EWC/NDU Leadership 

0910- 1100  Roundtable Academic Discussion 

 Professor Ma Cheng-kun (General Topic: PLA Deepening Refo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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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Strategy) 

 Colonel Yang Tai-Yuan (General Topic: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ssistant Professor Tung Hui-Ming (General Topic: PRC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Recent Development) 

 Assistant Professor Lin Jhih-Long (General Topic: Mao Zedong 

People's War will Reappear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Art of War) 

1100-1130  Q&A 

1130       Conclusion by EWC 

1330       Escort Members from Hotel to Pacific Forum CSIS 

1400       Introduction by CSIS/NDU Leadership 

1400- 1530  Roundtable Academic Discussion 

 Professor Ma Cheng-kun (General Topic: PLA Deepening Reform and 

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Strategy) 

 Colonel Yang Tai-Yuan (General Topic: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ssistant Professor Tung Hui-Ming (General Topic: PRC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Recent Development) 

 Assistant Professor Lin Jhih-Long (General Topic: Mao Zedong 

People's War will Reappear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Art of War) 

1530-1600  Q&A 

1600       Conclusion by CSIS 

Friday, 11 November 

The US Veteran Day   Site Visit/ Social Program  

Saturday, 12 November 

1200/ CI-017  Depart China Airlines【檀香山(HNL)→桃園(T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