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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人經過外交部之甄審，依據「外交部選送中、高

級同仁出國進修實施計畫」獲得補助，於 107 年 9 月申

請至倫敦政經學院就讀為期一年之「國際戰略與外交」

在職碩士專班。該專班是為在職人士所開設，相較一般

國際關係學程更為注重實務面之訓練。 

    本專班之特色為戰略思考與實戰演練並重，經過一

年的研習，除了知識的增長，眼界的開拓外，本人最大

的收穫是透過多次雙邊以及多邊之談判協商模擬，更懂

得如何以對手的立場預擬回應策略。  

    本年專班共錄取 15 個國家且跨公、私領域之 32 位

學員；尤其中國外交部每年均指派優秀之資深外交官申

請本專班，對身為台灣外交人員實為難得機會，不僅可

直接第一線觀察對手的策略與模式，亦可從旁了解來自

其他國家的同學對中國外交官員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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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進外交部服務逾 10 年，日常業務繁忙，為求問題能儘 

速解決，常陷入見樹不見林之思維侷限；復考量自身非外交

或政治之科班出身，爰擬藉此次公務進修之機會，重新充電，

盼能習得以宏觀之戰略角度而非僅以微觀之戰術角度面對

問題。 

選擇倫敦政經學院，主因該校為國際關係領域之翹首，

聘請之師資均為世界頂尖，學員能因此貼近大師視角；且慕

名而來之各國學生均為各界菁英，彼此激盪更能相互成長。

選擇就讀國際戰略與外交專班，係體認我國之特殊外交處境，

身為第一線之外交人員，實需具備隨機應變與盱衡全局之戰

略觀與戰略能力；爰期許自身能藉由在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戰

略與外交專班進修之機會，學習如何快速掌握詭譎多變之國

際動態，並據此強化自身之戰略觀與戰略能力，以因應 21 世

紀瞬息萬變之全球變局。 

此次申請「外交部選送中、高級同仁出國進修實施計畫」，

最主要目的是訓練自身對於國際趨勢之判斷能夠精準，對於

國際情勢之剖析能夠精闢，對於全球議題之瞭解則能夠深廣。

並期許自身能藉此培養國際戰略思維與全球宏觀視野，透過

與不同領域之各國菁英互相激盪，從而跳脫既有思維框架，

並以創新之角度看待外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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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過程 

本專班與其他碩士學程不同之處在於其隸屬於倫敦政

經學院國際政治領域之知名智庫「LSE IDEAS」，課程內容專

為在職人士所設計；因此非常注重實務演練，目的在增強學

員之戰略思考並培養外交談判技巧，訓練學員在瞬息萬變之

國際環境中，洞察趨勢、預見挑戰及擬定戰略。本專班理論

與應用並重，本人以為本專班之最大特色為課程實務演練非

常逼真，仿效真實危機情境，安排許多最新即時狀況，使學

員必須保持彈性，臨場應變以隨時調整其因應策略。 

本專班為期 12 個月，除最後 3 個月讓學員自行尋找研

究題目並撰寫 1 萬 5 千個字的論文外，前 9 個月之研習均以

講課及分組座談方式進行，3 季共 9 個單元。 

(一) 第一季專班課程講師除倫敦政經學院任教之教授外，

亦根據議題屬性邀請在職及退休之英國駐外大使（包括

駐美、駐阿根廷及駐北韓）至專班分享其實務經驗。課程

進行方式則為講座與討論並行，課前均先要求學員進行

大量文獻閱讀，講座後則立即將學員分組就講座主題進

行深度討論與輪流報告，分述如下： 

1. 「新世界的戰略性思考」：包括戰略性思考的理論與實

務，除探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國家之戰略，並介紹

目前美國制訂國家安全及反恐戰爭之戰略性思考模式。

此外，本單元亦概述美蘇冷戰期間核武興起後所發展出

之嚇阻理論等。 

2. 「戰略性行為：21 世紀的新舊強權」：此單元從重大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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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及美蘇冷戰探討國際政治中 

大國的角色，分析大國在國際政治情勢不明或危機下之

戰略思考方式。另針對美國、俄羅斯、德國及印度等國

目前所面臨之國際現狀與挑戰進行討論，最後並針對中

國崛起做專題研討。在中國專題講座之問題與討論時間，

筆者亦多次發言質疑部分與談學者主張中國和平崛起

之結論，並以中國在南海之軍事擴張與霸凌臺灣之作為

反駁中國和平崛起之相關論點。 

3. 「戰略趨勢：過渡中的全球化經濟體系」：探討全球化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目前全球化發展所遇到的問

題。本單元探究國際貿易與保護主義的發展、全球經濟

治理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

機構角色，以及全球化所帶來之發展不平等，如南、北

發展不平等及西方國內之不平等議題。 

4. 實務演練：主要為演練雙邊國家針對不同議題之對應戰

略，包括（1）分別以美國、俄羅斯及歐盟之立場，研

擬對中國崛起之主要關切議題與戰略，學員當場抽籤分

組，並限定在兩小時內完成議題資料收集，進行小組討

論，最後做成簡要之議題與對策建議。本人被分配到俄

羅斯針對中國在中亞國家之勢力擴張提出對策。（2）北

韓半島危機演練：學員當場分成美國、俄羅斯、日本、

中國及南韓組別，依各國對北韓核武之關切議題制訂可

行性戰略，並向由學院教授扮演之各國元首報告其戰略

與背後思維。各國在制訂可行性戰略時，除須考慮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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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之政治角力，亦須考量到南韓及日本亟欲在北韓危機

中扮演之角色。 

5. 報告提交：共同題目「國家決策過程中是歷史還是權力

具有決定性影響？」，學員須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回答，

並以個別國家政策佐證其立論基礎。筆者以社會建構理

論分析中國的對臺政策，並論述中國之政策決定過程中，

歷史因素實有決定性影響（請參考附件一）。 

(二) 第二季專班課程著重個案研究與實務演練，透過外交

史上之真實案例，以歐洲、非洲及拉美之相關和平協議為

主，分析其成功與失敗之原因。課程講師除倫敦政經學院

任教之教授外，如上季課程，亦邀請在職及退休英國駐歐

盟及俄羅斯大使分享其實務經驗。 

1.「區域性戰略：制度與地區」：主要是針對非洲、歐洲 

中東地區及拉丁美洲之區域政治研究。非洲地區探討 

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之衝突根源，並以南蘇丹危機為 

案例研究；中東地區則著重探討該區域現階段發展局 

勢，包括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衝突，美國、伊朗與俄 

羅斯在該區域之角力；拉丁美洲則討論該區整體國際 

情勢，以及區域整體外交方向。 

2. 「外交與談判」：分析歐盟之外交政策與工具，探討 

外交制度的歷史與沿革以及 21 世紀之外交與和平協 

議等，另以哥倫比亞停火協議以及伊朗核子協定為個 

案討論。 

3.「國際秩序之挑戰：新興安全議程」：此單元探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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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際安全議題，包括移民跨境問題、氣候變遷、跨 

國毒品犯罪，以及從伊波拉疫情剖析全球衛生制度之 

缺失。此單元另安排聯合國專題，除講授聯合國成立 

背景與依據、目前所面臨之困難，以及聯合國在全球 

治理所扮演之角色。筆者則在聯合國專題時，發言說 

明臺灣不斷被拒於聯合國門外實有悖聯合國之宗旨 

與理念。 

4. 實務演練：本季實務演練主要為多邊談判之練習， 

包括（1）模擬英國與歐盟主要國家間（德、法、愛 

爾蘭、西班牙、比利時等）核心關切議題如北愛邊境與 

人員流動問題之多邊談判，以及（2）美國、俄羅斯以 

及歐盟就如何解決烏克蘭危機之三方談判。 

5. 報告提交：本季報告題目為「何謂修昔底斯陷阱

（Thucydides Trap）？美中能否避免該陷阱？」學員須

以國際關係理論論述兩國關係並以實例佐證其論述。本

人則以社會建構主義之國家認同角度分析美中關係之

基本差異，並論述美、中之根本差異與相互對待方式實

已為雙方設下修昔底斯陷阱（請參考附件二）。 

（三）第三季專班課程除單元講座外，本季實務演練比重較

高，專班甚至聘請由英國離任或退休之外交人員組成之

談判顧問公司帶領學員進行分組練習。在每次談判前各

組須先設定談判目標、最佳策略與談判底線，並在時間

壓力下，各組除模擬雙邊及多邊之談判協商，亦須輪流

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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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衝突導火線」：主要探討美國及俄羅斯在中東之 

  競逐對敘利亞內戰的影響、極端伊斯蘭主義及發動全 

球聖戰之危機、民粹主義重新席捲世界對全球秩序所 

造成之挑戰等議題。 

2.「協商談判之實戰演練」：分別就本季及前三季單元已 

探討過之議題進行雙邊與多邊協商、危機處理及談判 

後之聯合記者會演練等，主題包括（1）敘利亞內戰之 

多邊談判：學員分成美國、歐盟、俄羅斯、土耳其、伊 

朗、沙烏地阿拉伯及卡達等國就如何解決敘利亞內戰 

問題進行多邊談判，並輪值當主席國主持談判會議。（2） 

非洲假想國危機處理之三方談判：課程設計某一非洲 

國家發生軍事政變，外僑成為叛軍之人質，學員則須以 

該國政府、英國、德國及法國之立場擬定危機應變策 

略，就不同國家在該國之政治利益有所衝突情況下如 

何合作拯救人質等，且談判時每半小時即有最新變化， 

使學員必須不斷地更新對策。（3）美、中於南海衝突之 

雙邊談判：模擬 2001 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情境談判， 

談判時須考量期間不斷發生之最新情況（如中國漁民 

送醫途中死亡、美中貿易談判不順、中國軍機飛越台海 

中線等），談判後並模擬中美聯合記者會，並當場回應 

教授扮演國際記者之尖銳提問。 

3. 「面對未來之戰略性思考」：此單元為課程最後階段， 

除就未來世界情勢可能之發展演變與因應策略作綜合 

座談討論，並講授有關論文之研究方式與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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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建議：共同議題為「烏克蘭危機」，政策建議對象 

則自美國、中國及歐盟擇一，筆者選擇對歐盟主席為政 

策建議對象（請參考附件三）。 

（四）第四季專班並無安排課程，本季重心為論文計畫與論 

文寫作，期間須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題目與方向，並須在 

論文計畫通過審查後方得開始著手論文研究與寫作。經 

與指導教授多次討論，筆者之論文題目擇定為中美關係 

對臺灣外交（含兩岸）政策之影響，並於論文計畫通過後 

至離英前兩個月埋首於論文研究與寫作（如附件四）。 

 

三、心得及建議 

（一） 中國外交部每年派員參加，課堂上企圖改變歐洲對中

國之印象，課後則積極進行公眾外交：本年為本專班

開設以來第 7 年，學員國籍多元，單一國籍比例不逾

15%，主要來自歐洲與美國，亞洲則以新加坡為主。

學員職業公私部門各半，公部門多為外交（19%）、其

他政府單位（17%）、軍事及情報單位（5%）；私部門

則多為投資業界（20%）及顧問公司（10%）。據學院

老師告稱，針對在職人士設計之本學程，過去未曾有

台灣學生更遑論臺灣外交部人員參加；惟中國外交部

每年均指派資深外交官員參加本學程，上（2018）年

錄取 4 位中國外交部官員，本年則僅同意招收 1 位。

從該員課堂發言可感受其試圖改變各國學員對中國

政府之想法，私下則努力與個別學員建立關係。 



11 
 

（二） 專班課程整體安排反映英國學界對亞洲僅重視中國、

印度與北韓，且對中國崛起無危機感：專班區域政治

課程安排重心仍圍繞美國、歐洲、中東、拉丁美洲與

非洲，亞洲地區著重探討中國、印度與北韓，反映英

國學界對亞洲其他國家較不重視之情況。另對於中國

崛起之現象，相較於美國學界與民眾對中國多保持警

覺，英國則僅將俄羅斯視為頭號威脅，對於中國崛起

仍抱持正面看待立場。如本專班之中國專題學者，倫

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教授培里布贊（Barry Buzan），

為英國學派之大師，即對中國崛起持正面樂觀看法；

本人則藉此機會以中共近年對臺的文攻武嚇，反駁此

類觀點。 

（三） 除英國學界外，英國公民普遍對中國抱持好感：除英

國學界對中國崛起持樂觀中性立場外，本人課餘時間

與學生交流時之觀察，發現英國公民亦對中國同樣抱

持此類正面態度。相較於美國人對中國崛起多懷有疑

慮甚至敵意，英國傳統的務實立場及所處之地理位置，

使英國人一般而言對中國在全球政治上之強勢作為

並不會感到威脅，且對中國在經濟上之快速成長更是

覺得機會難得。因此英國對於中國在全球布建之孔子

學院多表歡迎之意，具有歐洲最多、全球第二多之孔

子學院也就不令人意外（註：美國最多，惟近幾年美

國已開始警覺紛紛中止與孔子學院之合作），英國近

年甚至開始接受中國大學畢業生階段性在國、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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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免費教授中文與中國文化並塑造中國之正面形象，

由此可見英國社會對中國透過文化包裝之銳實力滲

透毫無防備之心。 

（四） 建議：1.政府應提供誘因鼓勵公務員進修：我鄰近國

家如日本、韓國與新加坡等國政府均挹注可觀資源培

訓公務員，培養人才不遺餘力。反觀我國政府多數公

務員因缺乏誘因而不願長期出國進修，甚至視為畏途；

長期而言，公部門官員將亦復缺乏國際觀與視野。建

議我政府宜從培育人才之角度，提供進修誘因，如寬

列進修生活費補助費或當年考績從優考量等誘因，方

能吸引有心提升之同仁出國進修，重新充電。2.鼓勵

我國外交人員參與本專班，就近觀察中國外交人員之

策略與作法：本年中國籍學員為已有 20 餘年資歷之

外交官，曾派駐薩摩亞、聯合國及愛爾蘭，並曾擔任

使館發言人。本人以為中國外交部指派資深外交官參

與此類多在公部門任職學生為主之課程，其目的除在

有關課程上替中國政府及政策辯駁，另亦藉公眾外交

企圖改變西方人對中國官員之負面印象。3. 鼓勵我

國外交人員除對國際現勢外，對於我國兩岸關係之歷

史及現狀均應有深度掌握，始能隨時向國際人士說明

兩岸問題之糾葛：本人以臺灣外交人員身分出國進修，

所遇之國際人士與同學對兩岸關係及台灣政治均十

分好奇，同學間除原本即對亞洲區域有興趣之人士外，

多對兩岸議題及臺灣政治情勢有所誤解甚至不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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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人也藉機向彼等說明兩岸歷史問題，以及臺灣人

對中國的兩難情結等等。本人感覺西方國家人士多盼

透過臺灣觀察角度瞭解中國，建議本部出國進修人員

相關研究主題多著墨中國議題或兩岸關係，除可藉機

做深度研究外，亦可掌握在相關議題上之發語權與主

動權。4. 鼓勵或補助我國民間藝文團體至英國交流，

以平衡中國對英國社會之影響力道：相較於中國政府

對英國民間滲透之努力，除廣設孔子學院舉辦大量藝

文活動，甚至透過免費教學進入英國初等學校；我國

雖無法與之相比，惟對英國之社會文化影響力實過於

薄弱。英國社會公民非常重視環境及動物保護相關議

題，甚至因此推廣純素飲食；而我國已有許多民間團

體在關注此類議題，建議我政府可多鼓勵或補助相關

民間團體與英國交流，甚至可推廣我國民間已發展成

熟之精緻簡約素食文化，展現臺灣多樣風貌，也藉此

讓英國社會人士感受不同性質的華人文化。 

 

四、 附件 

（一） 附件一：書面報告「國家決策過程中是歷史還是權

力具有決定性影響？」 

（二） 附件二：書面報告「何謂修昔底斯陷阱（Thucydides 

Trap）？美中能否避免該陷阱？」 

（三） 附件三：政策建議報告「烏克蘭危機之政策建議」 

（四） 附件四：論文「中美關係對臺灣外交（含兩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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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影響」(謹按:為減少附件頁數，已調整所附論文

格式，倘依學院制式格式 ，附件論文將達 80 頁) 

（五） 附件五：LSE 評分標準表[謹按:本人報告成績均為

佳(Merit)與優(Disti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