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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習目的：美國防部所屬智庫「井上健-亞太安全研究中

心（DKI-APCSS）」自 1996 年起每年辦理開辦 2至 3個梯

次「印太事務簡介課程」（Indo-Pacific Orientation Course, 

IPOC）（原稱「亞太事務簡介課程 （Asia Pacific 

Orientation Course, APOC）」），每梯次課程為期一週，邀

請「印太區域」國家主管相關議題之軍/文職官員參與，

簡介地區內政治、經濟、軍事、歷史、文化等面向之變

遷及挑戰，旨在強化各國負責安全相關政策人員

（security practitioner）對區域之瞭解，也藉此建立彼此

聯繫網絡。 

貳、 課程規畫： 

一、 「印太區域介紹課程」（IPOC）課程概述：職奉派參

加上（108）年第 3梯次課程，內容密集充實，涵蓋印

太地區政治、國防、經濟、社會及環衛等領域之現況

與未來趨勢，並納入歷史及文化等人文因素剖析當前

區域情勢，使參訓學員以更宏觀之視角，瞭解印太區

域情勢及各國對外政策，以及美國在該區域之利益及

挑戰。 

二、 參訓學員組成：本梯次參訓學員為歷年最多，共計

167 位，其中美籍學員約佔整體之 85%；非美籍學員

包括來自我國、法國、澳洲、紐西蘭、日本、南韓、

新加坡等國之政府官員。IPOC目前僅限美國盟友參與，

據告尚無中國官員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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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綱要及特色（課程表詳附件）：本梯次課程為期 5

天，每日授課時間自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內容包括

專題講座（lecture），主題涵蓋整體印太地區、次區域

及跨國性議題，以及針對特定區域議題之選修課及中

午學術餐會（Brown Bag Lunch, BBL）。另有分組討論

（seminar），學員可就專題講座之各項議題充分交換

意見。APCSS 秉持「Non-attribution policy」，要求學

員返國後不得引述其他學員之姓名及言論，以鼓勵參

訓學員坦承分享己見。 

（一） 專題講座（lecture）：由APCSS專家學者向學員授課，

學員雖可於課堂中提問討論，惟仍以講師單向傳授

為主，又可分為全體學員共同參與之大班課及各學

員自行選擇之小型選修課及中午學術餐會，茲簡述

如下： 

1. 印太區域簡介：針對印太地區之地緣政治、經濟發

展及安全架構進行通盤介紹，並以 2017 年「國家安

全戰略」（NSS）及 2018 年「國防戰略」（NDS）等

兩份報告闡述美政府「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FOIP）之戰略。 

2. 印太次區域（sub-regional）議題：分別介紹大洋洲、

東南亞、南亞及東北亞等 4 個次區域之動態安全情

勢發展，以及美國對該等區域之政策立場及挑戰。 



3 

 

3. 跨國界議題介紹：包括經濟安全、氣候變遷、恐怖

主義、性別、海事等跨國界議題。 

4. 選修課程（elective）：每位學員均得依據個人興趣

或業務需求自行選擇 3 堂選修課程，相關課程主要

係針對區域內當前最受矚目之議題進行深入分析，

職依據平素研究興趣及業務內容選擇「習皇帝？中

國派系政治之歷史及展望」、「2019 年香港反送中抗

爭之意涵」、「安倍之日本安全政策：動力、限制、

機會及挑戰」等 3項課程。 

5. 中午學術餐會（BBL）：共舉辦 4 場，主題分別為

「網路安全」、「朝鮮半島之地緣政治」、「印太區域

人口趨勢」及「恐怖主義線上激進化」，學員需選擇

參與至少 2場。 

（二） 分組討論（seminar）：由 APCSS 衡酌學員國籍及專

業背景進行分組，各組約 12 至 14 名學員，每組指

派該中心 2 位學者專家擔任導師（facilitator），引導

學員就主題授課之各項議題充分交換意見，並平衡

各議題討論時間及學員發言狀況。 

參、 重要課程內容摘整： 

（一） 美「印太戰略」及相關作為：美白宮 2017 年 12 月

公布川普政府任內首份 NSS 報告，美國防部並於

2018年公布 NDS報告，強調美國在「印太區域」以

國家利益至上，點名美國面臨之威脅包括中、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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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主義，並直言中國為美國之戰略競爭對手，提出

美國將透過擴大軍事力量、提升戰備能力、強化傳

統盟邦及深化區域內多邊組織之合作交流等，維護

自由、開放、公平貿易及尊重法治之國際秩序，以

及提升美國在區域之影響力。儘管美國在「自由開

放的印太區域」之目標逐漸明朗化，多數學員認為

具體政策、實際執行方式、如何因應中國破壞現狀

之挑戰仍有待觀察。 

（二） 東北亞區域安全現況：東北亞之緊張局勢源於歷史

恩怨、核武、領土及主權爭議，如 2019 年日韓兩國

因二戰期間徵用勞工訴訟問題引發貿易戰。加諸近

年來中國武力持續提升以及軍事挑釁頻仍，如南海

軍事化、軍機繞台等，使區域情勢不斷升溫。朝鮮

半島局勢亦變化多端，2018年及 2019年已二度舉行

「川金會」，川普總統更是在 2019年跨越北緯 38度

線，成為首位踏上北韓領土之現任美國總統，惟朝

鮮半島無核化仍未見實質進展。 

（三） 東南亞區域安全現況：東南亞地緣上具有連接印度

洋及太平洋之戰略重要性，使該區域之局勢長期受

全球貿易及大國角力影響，另一方面，區域內多數

國家為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快速，中產階級崛起，

可說是充滿進步（progress）、風險（peril）及希望

（promise）之所在。東南亞各國逐漸在國家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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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building）及嘗試區域整合的過程中發展出

ASEAN Way，使彼此在不干涉他國內政之前提下，

強化各國及鄰近強權之交流。 

（四） 大洋洲區域安全現況：太平洋國家普遍經濟脆弱、

政府管理能力有限、缺乏法治基礎及種族爭議不斷，

復以近來受氣候變遷威脅，使區域發展受限。美、

紐、澳、法等國過去係該區域主要行為者，惟中國

近年來在該區域活動頻繁，試圖利用低價搶標惡性

競爭、金錢外交等「債務陷阱」遂行其擴張影響力

及擴展地緣政治利益之意圖，2019 年更誘使索羅門

群島及吉里巴斯兩國與我國斷交。美國如何透過如

「太平洋島國論壇」（PIF）等區域現有之對話機制，

加強與大洋洲各島國及其所依賴強權之連結，將係

一大挑戰。 

肆、 參與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課程內容多元豐富，且皆屬初階：本計畫係印太區域介

紹課程，授課範圍雖涵蓋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及大洋

洲等不同區域，惟因課程時間有限，且除國務院及少數

具外派經驗之軍職學員外，多數學員對印太地區情勢較

陌生，故授課內容著重於基礎介紹。此外，部分授課講

師來自不同國家，在課程中納入歷史、文化、民族性等

人文因素，提供學員多元觀點掌握區域各國戰略思維。 

二、 學員普遍對中國近來破壞區域穩定之行徑已有高度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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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主題授課或分組討論，各國學員頻頻提及中國，

且因 2019 年香港反送中抗爭，美駐香港外交官個資遭中

共官媒刻意曝光；美國職籃（NBA）休士頓火箭隊總經

理 Daryl Morey推文支持香港民眾爭取自由，引起中國全

面抵制NBA，甚至迫使NBA出面道歉等時事，皆讓學員

對中國觀感普遍不佳。另中共武力鎮壓反送中抗爭民眾、

透過華為向外提供 5G技術並藉以監控他國通訊等例，亦

多讓學員體認到無法透過交往改變中共威權體制。 

三、 本課程提供與區域內各國官員意見交流之機會，有助增

進各國對我之瞭解及支持，建議持續選派本部同仁參與：

參訓學員多對台美關係及合作現況瞭解有限，職多次於

分組討論時介紹「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之合

作成果、川普總統上任後美五度對台軍售、美國會友我

法案之發展，藉此說明台美緊密夥伴關係。此外，職所

在分組之組員多對台灣議題甚感興趣，引導討論之導師

（facilitator）亦頻請職分享台灣案例，有助增進學員對

我國之認識。綜上，建議我國宜續以派員參加相關計畫

課程之方式，建立與區域各國工作階層之聯繫網絡，並

向區域國家說明政府政策立場及台美合作現況，強化友

我人脈，為未來區域內雙邊及多邊合作增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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