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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期以來，我國國際生存空間在中共蠻橫無理打壓下受到嚴重壓縮，加上臺灣

與美國缺乏正式邦交關係，必需仰賴更多元的管道建立溝通機制，提供美國民間、

政府部門與決策單位正確、客觀的資訊，短期之內可形成友我之輿論與氛圍，長

期可催化有利我國家之政策制定，而智庫就是可以達成這個目標的重要途徑，也

是目前外交部在華府積極推動的「二軌外交(Second-track Diplomacy)」的工作重

點；而大西洋理事會經評比為 2019 年全美影響力排名第 8 的重要智庫，在全球

的「外交政策與國際事務(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影響力排名第

15 名，具有相當大的國際影響力。 

  由於國內在甄選過程除須撰擬研究計劃書，亦需檢附合格托福成績並通過臺美

雙方一連串中英文面試，本人很榮幸通過甄選並指派至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

夫戰略與安全中心(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下設之「亞洲安全

倡議(Asia Security Initiative)」擔任訪問研究員，該智庫與中華民國國防部已有超

過 16 年的合作經驗，雙方互動良好，因此本人格外珍惜此次出國研究機會，此

期間除參與各項學術活動，藉對話、訪談來了解美方人士決策思維模式，另積極

透過投稿文章的方式來進行時事議題分析，分享我國的戰略安全觀點，總計於智

庫研究一年的研究期間，共計獲大西洋理事會刊出五篇議題式分析文章於網站上，

直/間接推介我中華民國民主自由發展的成果與軟實力，其中本人於四月份所撰

寫的「臺灣的防疫傳播學：幾點經驗的分享(Lessons from Taiwan’s experience with 

COVID-19)」一文受到美國閱聽大眾的青睞，三週內點閱次數超過 23,000 次，榮

獲大西洋理事會全智庫當月超過 250 篇文章中點閱次數第一名，成功對外宣揚臺

灣的防疫經驗，也為我國防疫外交工作適時做了有效國際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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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壹、 目的 

  一、任務與願景 

  二、組織介紹(美國大西洋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 of United States) 

貳、過程 

  一、個人研究主題 

  二、各項研討會參與 

  三、審查通過發表 5 篇分析文章 

  四、殊榮與成就 

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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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美國，智庫(think tank)扮演了許多不同的角色，經常透過政府、媒體、公眾

與企業關係的關係經營，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資訊，或建構社會輿論框架，直、間

接將知識轉化成政策的共同想法，它們也企圖建構政策支持，盡可能協助創造共

識，框架出重要議題與觀點，引導官員進行外交政策的選擇1。由於智庫在美國國

家政策網路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議題倡導及政策方案供給的角色，歷來許多重要

的政府官員亦多由智庫中借調任用，形成人才與政策的重要供輸中心。 

  我國國防部每年均會選派國軍中高階軍官赴美國智庫進行研究，希望能透過交

流合作的方式，近距離觀察美國政治運作流程，使國軍軍官了解美國政治文化脈

絡下的決策思維，掌握美國國會最新議程議案；此外，台美雙方軍文職人員在學

術上的交流互動，除了可以推介我國民主政治及建軍備戰的成效，更可進一步獲

取美方更為深入的政策觀點，據以進行適切之戰略研析，提供具體有效的區域安

全合作政策建議。  

 

   

壹、目的 

一、任務與願景 

  美國社會的自由、繁榮與和諧，得益於其遵循了美國《獨立宣言》所確立的原

則，以及美國憲法所體現的規則，蓬勃發展而成熟的公民社會力量，美國公民以

各種形式參與公共事務，並透過各種管道來監督、影響、改變政府決策，實踐美

國憲政體制所確立的「權力制衡」原則。美國聯邦憲法在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

的三個分支、國會兩院、州和聯邦政府間清楚劃分權利，限制了授予政府的權利，

也確保個人自由與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為了避免某一勝選的政治團體壟斷

一國的政治經濟決策，造成過度擴權或制定不切時宜的政策，美國政府相關部會

為廣徵各界意見、提升決策品質，多以自行編列預算支持或重點贊助政策智庫，

具半官方色彩的智庫部分，如藍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及美國海軍部所屬之

海軍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NA)，均具有「聯邦贊助之研發中心」

(federally-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FRDC)身分，可直接受政府委

託進行研究計劃；而強調非營利的民間智庫更是蓬勃發展，其研究議題從兩性平

權、全球暖化、社會福利、軍事戰略等等議題無所不包，目的主要在於藉由學術

與政策之研究，進而誘導、影響或改正政府之特定政策2，前美國駐北約大使杭特

(Robert E. Hunter)曾為文提到「智庫在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上扮演日趨重要

的角色…美國智庫已結合各界菁英領袖，以專業的方法協助美國領導人了解各種

                                                      
 1 杭特(Robert E. Hunter)，〈智庫：有助形塑美國外交與安全政策(Think Tank: helping to Share U.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2000 年 3 月 3 日，網址<http://www.ait.org.tw/infousa/zhtw/E-

JOURNAL/EJ_FPMaking/pj51hunt.htm>。 
2 黃介正，〈美國政策研究智庫之特質與我應有之認識〉，《國政評論(NPF Commentary)》，2001 年

12 月 5 日，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NS/090/NS-C-090-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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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共政策有關的議題，不僅結合國會力量形成未來政策，並且教育了美國百姓」
3，因此，美國智庫對於其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可見一般。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20 年 3 月間公佈的

《2019 全球智庫報告(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GGTTI)》，2019

年全球共有智庫 45,969 家，其中美國排名全球單一國家中擁有最多數量的智庫，

共計 2,881 家。其篩選與排名指標中，不論是區域研究的影響力、與政府及大學

的從屬或依附關係(Affiliated)、與其他智庫的連結互動、政策報告與研究產出、

國際會議數量、外部媒體或公眾參與計畫(Public Engagement Programs)、媒體使

用、公共政治策影響力…等等指標，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仍蟬

聯全球智庫影響力第一名，入選全球頂尖智庫評鑑(2019 TOP THINK TANKS 

WORLDWIDE)前廿名的名單中，美國智庫就囊括 8 席4，顯示美國知識社群成熟

的運作機制已經形成了全球的政策分析與理念倡議中心5。 

  鑒於中共長年對我施以武力威脅與政治打壓，致使我國國際生存空間受到一定

的侷限，在無法與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狀況下，現階段積極採取軟性、多元、

非官方的二軌對話(Track-II Dialogue)外交管道，是與其他國家政府及民間建立關

係、促進交流與認識的最佳途徑。我國因具有穩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加上近年已

發展出成熟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環境，非常適合透過民間智庫或非政府組織

等學術研究機構的交流，建構跨國倡議或相關政策網絡，而國防部每年均編列預

算，甄選國軍中高階幹部赴國外相關智庫進行研修，目的即在於以人員交流及研

習方式，針對雙方國防政策、軍事思維及建軍概念與學者專家交換意見，分享中

華民國的民主價值與區域安全合作理念，期能有效爭取對我區域安全角色之認同

與支持，並進一步推動雙邊軍事各層面的二軌交流合作。 

  本人於 108 年通過國防部公費甄選，奉派至美國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 

of United States, ACUS)進行為期一年的智庫研究，並於 109 年 9 月結訓返國，以

下為研究期間的各項內容說明。 

                                                      
3 郭壽旺，《華府智庫對美國臺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6 年），頁

10。 
4 該份年度全球評比報告中，位於華盛頓 DC 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為全球智庫第一名，「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則排名第四，顯示美國智庫的研究能量與影響力處於全球領先地

位。詳細報告請參閱 James G. McGann,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pril, 2019.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8&context=think_tanks>. 
5 部分學界人士認為，美國智庫之所以興盛，植基於兩種層面的需求，一是思想需求，二是人才

需求。所謂思想需求又分為三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層面是指美國政府面臨復雜的國內國際局

勢，需要智庫提供的思想支持；第二個層面是指美國媒體需要智庫以輿論領袖和輿論精英的身

份提供政策解讀和創新觀點，而智庫需要借助媒體傳播影響力；第三個層面是指廣大社會公眾

對智庫的需求，智庫在公眾與政府之間開闢了一個政策交流的平台，從某種意義上承擔了哈貝

馬斯所追求的“公共空間”的功能；第四個層面是人才需求，係是指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對政治

人才的需求很大，而智庫承擔了為下一屆政府培養人才、輸送人才的作用。王莉麗，〈美國智

庫影響力形成機制及面臨挑戰〉，《人民網》，2013 年 1 月 28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128/c49157-20347745-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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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介紹(美國大西洋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 of United States, 

ACUS) 

  美國智庫係由若干專家、學者、顧問組成之團體，主要功能在提供政府各項政

策所需資訊及服務，並且為新任政府提供相關專家和幕僚人員。根據研究，美國

每任新總統(或白宮辦公廳主任)在當選後必須延聘約 3,000 位官員、幕僚或顧問

人員，而其中將近 800 人需要獲得參議院批准6；而卸任的前政府官員則因為經

驗豐富，幾乎成為所有智庫延聘的目標，有的擔任單位主管或者顧問職務，部分

智庫甚至設有政府關係辦公室，專門負責促進智庫與政府官員的關係，在政策研

究上，智庫亦會定期向國會各委員會提供專家證詞或外交政策諮詢，形成許多政

策專家在政府部門和政策研究機構之間來回穿梭，在美國部分學者則將智庫比喻

成「候任政府」，亦可證明智庫在美國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目前美國的許多智庫每年均設有訪問學者名額，鼓勵美國國內或海外其他國家

具有相關議題研究能力之學者或政府官員申請交流，促進多方互動。而位於華府

的著名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定期偕同美國商界及政府高層赴台拜訪我國歷任總統，

與我國有深厚的情誼，在立場上相當支持我方，長期以來以各種研究報告、研討

會及各項交流方式，針對兩岸政策進行研究，並透過適當管道，定期提供美國政

府決策機構參考，1993 年我國前總統李登輝能突破中共打壓，順利至美國康乃

爾大學演講，以及後續推動美國學術界對於我國加入聯合國一案之注意與討論，

當時的「大西洋理事會」與其他華府智庫的大力鼓吹就扮演關鍵角色，因此與相

關智庫保持密切聯繫與良好互動，是目前我國政府(外交部)與美國相互溝通的重

要管道之一。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創立於 1961 年，其成立的初衷是於二戰後

透過與北約組織的合作與交流，促進美國與歐洲的安全合作，屬於「大西洋公約

協會(Atlantic Treaty Association)」在美國的分支機構，是一個跨黨派的政策智庫，

冷戰結束後，逐漸將政策研究的重心轉向大西洋與太平洋。根據《2019 全球智庫

影響指數報告(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hank Index Report)》，大西洋理事會是

2019 年全美影響力排名第 8 的重要智庫，在全球評比部分，該智庫在全世界「外

交政策與國際事務(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影響力排名第 15 名
7。該智庫董事會成員與研究員、專家、學者均為美國政界及學界具有聲望之人

士，曾積極推動我加入聯合國一案，近年對於臺美關係交流的推動不遺餘力；在

安全研究部分，目前該智庫研究領域包含歐、亞、非、美洲，並致力於中國崛起

                                                      
6
 例如美國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Jim Steinberg)曾擔任布魯金斯研究院副院長、前國務院亞太助

卿坎博(Kurt Campbell)曾擔任 CSIS 副會長及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執行長、國務院前政策計

畫處首席副處長 Derek Chollet 曾擔任 CSIS 資深研究員；白宮國安會東亞事務前資深主任貝德

(Jeff Bader)曾擔任布魯金斯研究院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前國防部主管亞太安全首席助理部

長米德偉(Derek Mitchell)曾擔任 CSIS 資深研究員等等。馬博元 (2011)，「智庫在華府」，外交部

通訊，29 卷第 2 期。 
7 James G. McGann(2020),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hank Index Report, " 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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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美國的威脅研究，定期產出的研究報告與政策建議對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及

外 交 決 策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資料來源：大西洋理事會網站截圖 

 

  該智庫目前設有 14 個研究中心，每個研究中心之下另有若干個研究部門，以

「斯科克羅夫戰略與安全中心(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部門為

例，其下另分設「亞洲安全倡議(Asia Security Initiative)」、「跨大西洋安全倡議

(Transatlantic Security Initiative)」、「中東安全倡議(Scowcroft Middle East Security 

Initiative)」、「前瞻戰略和風險倡議(Foresight, Strategy, and Risks Initiative)」、「網

絡治理倡議(Cyber Statecraft Initiative)」等 5 個部門，而國防部每年派訓的訪問學

者就於「亞洲安全倡議」編制之下，從事亞太地區各種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政策

研究，以便為美國及其盟國制定新的戰略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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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貳、過程 

一、個人研究主題 

  自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8 年 3 月簽署備忘錄，宣布以「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

權和商業秘密」為由，指示美國貿易代表依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開始對

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雙方以關稅報復為手段的貿易戰開始，也造成世界

經濟局勢的重大波動。川普對於中國經濟威脅的論述，主軸圍繞於「中國近年經

濟快速成長是來自於竊取美國商業機密，並以不公平的手段從美國獲取利潤」，

因此，這樣的做法已形成對美國造成重大國家安全影響。哥本哈根學派學者

Buzan 在其著作《Security :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中，提出了「安全化」

大西洋

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

斯科克羅夫 戰略與安全中心(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

亞洲安全倡議(Asia 

Security Initiative)

跨大西洋安全倡議
(Transatlantic Security 

Initiative)

中東安全倡議
(Scowcroft Middle East 

Security Initiative)

前瞻戰略和風險倡議
(Foresight, Strategy, and 

Risks Initiative)

網絡治理倡議(Cyber 
Statecraft Initiative)

拉菲克·哈里中心和中東計劃(Rafik Hariri Center 

& Middle East programs)

艾德麗安·阿什特 拉丁美洲中心(Adrienne Arsht 

Latin America Center)

未來歐洲倡議(Future Europe Initiative)

非洲中心(Africa Center)

歐亞中心(Eurasia Center)

洛克菲勒基金會復原中心(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silience Center)

全球商業與經濟計劃(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ogram)

數位法庭研究實驗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

全球能源中心(Global Energy Center)

千禧年領導力計劃(Millennium Leadership Program)

南亞中心(South Asia Center)

土耳其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 in Turkey)

地質技術中心(GeoTe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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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Securitization Theory)，認為安全是物質、主觀的概念，可透過主體間的互動

而建構出來，具體的操作是安全化行為者(Securitizing Actors，一般指國家和政府)

透過言語-行為(Speech-act，指一些具體的官方論述、宣傳或行動)指涉某一對像

或社群(Referent Objectives)具有存在性威脅，因此政權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利用

特權去任意動用社會資源解決這「安全問題」如清算異己。而學者 Collins 認為

哥本哈根學派在國內層次的安全化分析模型，著重於特定議題如何由非政治化、

政治化到安全化的階段過程分析，而安全行為體通常是國家及其政治菁英8。雖

然哥本哈根學派擴大了安全的概念，但其理論偏重於處理相互主體間威脅的建構，

而明顯忽略安全化前緣「文化、認同的根源」、過程中「安全話語內容架構的分

析」，以及最後成效上關於「系統本身與安全化行為體、受眾如何互動」等問題，

若不補足這樣的缺陷，安全化分析只能詮釋「歷史當中發生了哪些事情?」無法

進一步解釋「這些事情如何及為何發生?」 

  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境，本人藉由此次獲得公費赴美國大西洋理事會進行研究的

機會，結合本身研究領域，試圖以哥本哈根學派安全化理論為基底，在認識論的

取徑上，借鑒批判建構主義(Critical Constructivism)安全研究中關注的文化、認同、

語言等因素，納入「安全化行動」分析過程，以深入探究特定族群或政治菁英的

文化背景，如何建構指涉對象的安全論述；在研究個案上，選定 2018 年 3 月間

美國總統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處(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依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對從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而揭開的「美

中貿易戰」做為案例進行探討9；在研究方法上，則規劃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

談」，確認中美貿易戰安全化過程中各環節可能影響因素及權重，另輔以及文字

探勘(Text mining)的方法，擷取美國官方相關文本(包含總統聲明、白宮文件、參

眾兩院紀錄、公部門政策白皮書與報告等)進行語言內容架構的量化關聯性分析，

試圖以新的分析框架，來比對與檢證美中貿易戰過程中「言論-行動」的話語路徑

及實際成效，相關研究成果已投稿研討會及學術期刊審查中。 

 

二、各項研討會參與 

  美國數量眾多的智庫主要是以議題倡導、理念推介、政策建議以及人才供給為

主，在議題與領域上相當多元，目前華府著名的智庫中，布魯金斯基金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屬美國民主黨政務官人才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及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是共和黨執政人才

                                                      
8 Collins, A. 2005, “Securitization, Frankenstein’s Monster and Malaysian Education”, Pacific Review, 

18(4), pp.565-586. 
9 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於 2019 年 6 月專文提到，川普總統就任後的兩年裡，許

多貿易制裁手段已經使美國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近期川普政府手段愈

加激進，將國家安全無限上綱的結果，使得美國動輒以各種手段制裁其他國家，不但改變中國、

歐洲、日本、墨西哥等國家關係，也使美國陷入與幾乎所有貿易夥伴（包括長期盟友）的經濟戰

爭中。Ana Swanson and Paul Mozur, “Trump Mixes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Plunging the U.S. 

Into Multiple Fight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019, 

〈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08/business/trump-economy-national-security.html〉（Retrieved 

Sept. 3,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08/business/trump-economy-national-secur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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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則是與共

和、民主兩黨熟稔，並與美國行政部門關係密切，承攬國防部、國務院、能源部、

中情局等單位的重大議題研究案，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與位在

紐約的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是資深卸任政務官的跨黨

派智庫，而且智庫內多位成員擁有可以直接與美國總統或部長通話的特殊背景10。 

  美國華府為全世界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之一，因此各類型智庫每年度辦理的研

討會數以千計，本人所處的大西洋理事會目前研究領域包含歐、亞、非、美洲等

地區，定期產出的研究報告與政策建議對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及外交決策扮演重

要角色，其推介方式就是辦理各種不同的研討會、論壇，並出版相關刊物來影響

政府部門的政策制訂，若以美國學者 Simon 所定義的第二軌對話管道，智庫經常

性辦理的這些活動，通常可以扮演 1.提出新概念和建議，獲得決策者關注；2.運

用媒體在國際上引起公眾注意11等功能，惟今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全

球肆虐的影響，美國自 3 月初便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各州公私部門、營業場

所皆停止營運或運作，大西洋理事會亦於 2 月底正式宣布所有員工居家辦公

(Working from home)，依據規定所有民眾非必要不得外出，因此各智庫例行研討

會均無限期推延，本人所處的大西洋理事會往年所辦理的各類型研討會議將近有

百場之譜，但自 2020 年 3 月之後亦多數取消，致使與其他學者交流或獲取新觀

點的機會大為減少，甚為可惜。 

 

三、審查通過發表 5 篇分析文章 

  長期以來，我國國際生存空間在中共無理蠻橫的打壓下受到嚴重壓縮，加上臺

灣與美國缺乏正式邦交關係，必需仰賴更多元的管道建立溝通機制，提供美國民

間、政府部門與決策單位正確、客觀的資訊，短期之內可形成友我之輿論與氛圍，

長期可催化有利我國家之政策制定，而智庫就是可以達成這個目標的重要途徑，

也是目前外交部在華府積極推動的「二軌外交(Second-track Diplomacy)」的工作

重點，而大西洋理事會經評比為 2019 年全美影響力排名第 8 的重要智庫，在全

球的「外交政策與國際事務(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影響力排名

第 15 名，具有相當大的國際影響力；因此，本人於智庫研究期間除參與各項學

術活動，藉對話、拜訪與交流期間了解美方人士決策思維模式，另積極透過投稿

文章的方式來進行時事議題分析，分享臺灣的戰略安全觀點，總計於智庫一年的

研究期間，共撰寫並投稿了《After the 2020 Taiwan election: Strengthening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等七篇文章，而經審查及多次編輯修正後，最後獲大西

洋理事會通過刊出五篇於網站上，以下為各篇分析文章的內容與重點摘要： 

 

 

 

 

 

 

                                                      
10 曾復生，〈時論－中美智庫 腦力比一比〉，《中時電子報》，2014 年 11 月 5 日，〈網址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05000715-260109?chdtv〉（檢索日期：2019 年 9 月

28 日）。 
11 Simon, “Evaluating Track II Approaches to Security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the CSCAP 

Experience,”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1, p.81.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05000715-260109?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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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次 

日期 題目 內容摘要 備考 

一 2020.2.12 <After the 2020 

Taiwan 

election: 

Strengthening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中華民國總統及國會大

選於 2020年 1月 11日落

幕，此次超過 1450 萬人

參與投票，總投票率為

74.9%，而蔡英文得票率

超過 57%，以創歷史新高

的 817 萬票連任第 15 任

總統，同時也再次率領民

進黨取得國會 113 席中，

61席的過半席次。同一時

間，美國國務卿龐畢歐、

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

等 60 多個國家與國際組

織的政要及友人透過致

函、賀電及在社群平台貼

文表達祝賀之意。 

  本文由台灣國內政治

及國際政治角度(對美國

及中共的影響)進行分析

說明，文末並提出臺美之

間應深化國防與各項安

全合作的理由及利基。 

 

 
(略) 

 
文章網址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after-the-2020-taiwan-election-strengthening-defense-

and-security-cooperatio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after-the-2020-taiwan-election-strengthening-defense-and-security-cooperatio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after-the-2020-taiwan-election-strengthening-defense-and-security-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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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0.3.31 <China’s 

ineffective 

coronavirus 

response could 

create its own 

Black Swan> 

2020年是中共計劃「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

五規劃(第 13個 5年期經

濟社會發展規劃)」驗收

之年，因此， 2020 年對

中國十分重要，肩負重要

的象徵使命。隨著開春以

來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

炎）疫情持續蔓延，這波

疫情嚴重衝擊中國內需

與金融體系，對外又有美

中貿易戰第二階段談判，

中國經濟前景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中共目前面臨

更加嚴峻的考驗，就是避

免武漢肺炎成為影響中

共政治安全上的「黑天

鵝」。 

  對中共而言，經濟上，

不久前才遭遇逢美中貿

易戰的衝擊以及未來可

能的經濟發展遲緩；政治

上，高度集權的黨中央竟

然無法有效處理國內疫

情，引起部分反對勢力對

習近平領導能力的質疑；

而社會上，封城隔離的生

活與嚴重擴散的疫情破

壞人與人的互信基礎，更

直接挑戰席近平倡導的

「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

穩定(維穩)」。在這些內外

在因素相互加乘之下，已

可預期，持續擴散的疫情

將是未來席近平執政時

期的黑天鵝。中共未來如

何在後續處理中，盡力降

低死亡率、穩定民心，不

僅考驗中共國家的醫療

基礎工程與政府的治理

能力，也是習近平的政治

挑戰。 

 

 
(略) 

 

文章網址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hinas-ineffective-coronavirus-response-could-create-its-

own-black-swa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hinas-ineffective-coronavirus-response-could-create-its-own-black-swa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hinas-ineffective-coronavirus-response-could-create-its-own-black-s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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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0.4.7 <Lessons from 

Taiwan’s 

experience with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

19)疫情已於全球肆虐，美

國亦無法倖免於難，美國

國內近期所採取的隔離和

封鎖措施，已大規模阻斷

人員交流。自 3 月份起多

個州紛紛頒布「居家令

(shelter-in-place)」，要求民

眾非必要不要離開家門，

許多聚眾的店家如餐廳、

酒吧也被勒令暫時停業。

由於消費者支出減少，大

型活動和消費行為也因此

急劇下滑，連帶使商業經

營與企業投資推遲，對美

國整體經濟造成重大影

響。  

  臺灣擁有 99.9％的全民

健保覆蓋率，被全球「健

保 指 數 (Health Care 

Index)」評鑑為世界第一，

透過早期介入、靈活的指

揮架構、熟練的防疫戰略、

整合的醫療大數據，以及

主動的資訊揭露等措施，

讓距離中國只有 81 英里

(約 130 公里)且人口密度

極高(2300 萬人口多居住

於西半部)的臺灣在近幾

個月來只出現極少的確診

病例，疫情至今並未失控，

臺灣政府在防疫資訊傳播

的許多措施可以分享，本

文提出四個重要經驗提供

美國執政當局參考。 

 

 
(略) 

 
 

文章網址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lessons-from-taiwans-experience-

with-covid-19/ 

四 2020.6.16  <How the 美中兩國於 2020 年 1 月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lessons-from-taiwans-experience-with-covid-19/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lessons-from-taiwans-experience-with-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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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has 

deepened the 

US-China 

ideological rift> 

15 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

議，讓雙方在經濟層面為

時一年多的爭議暫時落

幕。而近期因為 COVID-

19 疫情在全球肆虐，美國

國內在確診病例與死亡人

數上雙雙躍升為全球之

冠，整體經濟亦因大規模

的隔離措施造成嚴重影

響。近期，美中兩國在冠

狀病毒來源、疫情初期通

報與管控、新聞記者採訪

等議題上再次針鋒相對，

緊張局勢迅速升級，由於

雙方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

的差異，美中關係已面臨

最根本的障礙，因為相互

信任和友好的雙邊關係不

僅取決於對於彼此「國家

核心利益」的理解，雙方

是否能夠構建「兼容的國

家身份」更是重要關鍵。 

筆者使用資料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2 日

期間，中共外交部所公布

的 336 則重要公告及文

件，以及美國政府重要官

員所發表對中共的談話及

聲明，透過大數據分析軟

體 CORPRS 及 Power BI

來評估美中雙方於此段期

間對於彼此身分認知與威

脅感知。因為雙方對於彼

此「合作夥伴」、「競爭對

手」或者「爭執對抗」的

身分界定情形，也將進一

步造成後疫情時期世界權

力板塊位移。 

 

 
(略) 

 

文章網址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he-coronavirus-has-deepened-the-us-china-

ideological-rift/?fbclid=IwAR16yeXF4tVll5uI4U6CDBtl9n1fL8DZCq2zvqJ1Z4V3mAdOBbKrbINJ6NI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he-coronavirus-has-deepened-the-us-china-ideological-rift/?fbclid=IwAR16yeXF4tVll5uI4U6CDBtl9n1fL8DZCq2zvqJ1Z4V3mAdOBbKrbINJ6NI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how-the-coronavirus-has-deepened-the-us-china-ideological-rift/?fbclid=IwAR16yeXF4tVll5uI4U6CDBtl9n1fL8DZCq2zvqJ1Z4V3mAdOBbKrbINJ6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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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20.8.11 <Under second 

Tsai 

administration, 

Taiwan looks to 

champion 

global 

democracy> 

中華民國(台灣)第  15 

任總統蔡英文於 5 月 20 

日正式宣示就職並發表演

說，與全世界每一位總統

的就職演說內容一樣，都

代表未來對國民的承諾、

對國家的治理願景、對國

際社會角色與責任的回

應。而此次台灣四年一度

的總統選舉及就職典禮期

間適逢 COVID-19 疫情在

全世界爆發，台灣在政府

積極治理及全國人民的 

合作下，有效控制疫情，

也讓本次就職典禮具有特

別的象徵意義。 

本研究分析發現，此次

蔡總統就職演說使用詞彙

出現次數前 5 名的詞依序

是「台灣、產業、全球、

國家、發展」，與上一任期

就職時所提出的「台灣、

政府、國家、經濟、社會」

相比，這次「產業」一詞

出現的比例提升最多，也

驗證演說內容中對於未來

四年對於國家「經濟發展」

的重視。本文由國防安全、

兩岸關係、台美合作等三

個面向進行分析說明，最

後並呼籲全球理念相同的

國家應共同合作，積極捍

衛人權及民主自由等普世

價值觀，共同遏止反民主

力量蔓延。 

 

 
(略) 

 
文章網址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under-second-tsai-administration-taiwan-looks-to-

champion-global-democracy/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整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under-second-tsai-administration-taiwan-looks-to-champion-global-democracy/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under-second-tsai-administration-taiwan-looks-to-champion-global-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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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殊榮與成就(推介台灣防疫成果) 

  本人於四月份所撰寫的「臺灣的防疫傳播學：幾點經驗的分享(Lessons from 

Taiwan’s experience with COVID-19)」一文，接獲智庫主管告知榮獲大西洋理事

會全智庫當月超過 250 篇文章中點閱次數第一名(三週點閱次數超過 23,000 次)，

成功對外宣揚臺灣的防疫經驗。由於此次研究期間適逢全球疫情爆發，而臺灣在

COVID-19 的防疫成效十分卓越，加上近期美國親臺反中的政治氛圍，此篇分析

文章因而受到美國閱聽大眾的青睞，為我國防疫外交適時做了有效國際宣傳。  

  此篇分析文章有四大論述主軸，分別為一、政府主導、公私協力(Effective 

government-led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二、整合大眾傳播媒體機制

(Integration of mass media)；三、替代性社交禮儀與生活習慣的改變(Alternative 

social etiquette and lifestyle changes)；四、對於不實訊息的重視與澄清(Identific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而結語則引用美國前總統

歐巴馬(Barack Obama)所提到的「理解與互助比恐懼更強大(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assistance are stronger than fear)，呼籲美國政府和人民應該要更嚴肅、謹慎

的去看待這次疫情，而全球各國亦應齊心合作，攜手度過難關。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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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事項 

  目前美國的許多智庫每年均設有訪問學者名額，鼓勵美國國內或海外其他國

家具有相關議題研究能力之學者或政府官員申請交流，促進多方互動。而位於華

府的著名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定期偕同美國商界及政府高層赴台拜訪我國歷任總

統，與我國有深厚的情誼，在立場上相當支持我方，長期以來以各種研究報告、

研討會及各項交流方式，針對兩岸政策進行研究，並透過適當管道，定期提供美

國政府決策機構參考，1993 年我國前總統李登輝能突破中共打壓，順利至美國

康乃爾大學演講，以及後續推動美國學術界對於我國加入聯合國一案之注意與討

論，當時的「大西洋理事會」與其他華府智庫的大力鼓吹就扮演關鍵角色，因此

與相關智庫保持密切聯繫與良好互動，是目前我國政府(外交部)與美國相互溝通

的重要管道之一。 

  我國國防部與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已有超過 16 年的合作經驗，歷年均考選一位

國軍現役軍官至該智庫「斯科克羅夫戰略與安全中心 (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下設之「亞洲安全倡議(Asia Security Initiative)」擔任訪問

研究員，雙方互動良好。鑒於我國在亞太安全戰略、中共解放軍研究、區域安全、

中共意識形態、中國政治經濟分析、臺美中三邊關係等領域具有一定的專業研究

能量，不論是我國民間智庫或國防大學，若能與美國著名智庫建立穩定之合作交

流管道，對於提升我國國際聲譽、輸出臺灣安全戰略觀點將有重要功效，因此建

議不論政府部門、民間智庫或國防大學未來應積極拓展與歐美智庫交流合作，並

簽訂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藉由刊物交流、文章刊

登、人員互訪、意見分享等各面向合作，建立穩定互動關係，直/間接將我「戰略

觀點」輸出，讓美國及全世界能更了解在中共崛起後，臺灣在亞太地緣戰略的重

要性，亦可間接推介我中華民國民主自由發展的成果，這些都是我國際宣傳的重

要「軟實力」，也是未來進行戰略溝通的重要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