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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職奉令於 111年 9月 1日至 112年 8月 31日期間，前往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院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擔任為期⼀年的客座研

究員。在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IPRI）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經驗。職的主要目的為

提升國家安全思維及強化外語能力，據以投入更深入的國防研究或領導工作，同時擴大派訓

的影響力。在 SIPRI期間，職參與了研討會、進行研究報告等，並聚焦於東亞地區的地緣政

治問題和台灣的安全挑戰。 

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凸顯了國際安全問題的重要性，並可能對台灣及其周邊地區

的安全產生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職提出了以下建議：加強軍隊國際交流與學習機會、建

立跨部門合作機制、推動實務經驗分享、參與國際會議與研討會，以及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這些建議旨在提升國軍在國際安全領域的參與和影響力。 

此次擔任客座研究員心得包括積極參與學術討論、研討會，提供政策建議，深入研究烏

克蘭和俄羅斯戰爭對台灣的影響，並就台海安全部分提供國際學者自己的見解。在 SIPRI的

經驗不僅職增加職的國際視野、國防安全新知，進而培養職相關國軍戰略知識。 

國際合作和多元角色參與對於解決全球安全挑戰的重要性，希望在未來的工作和研究中

繼續運用在 SIPRI學到的知識和經驗，為國軍和國際安全事務做出更多實質性的貢獻。本報

告內容包含目的、受訓過程、學習心得及相關建議事項。 

 

 



2 

 

 

    目        次                                                頁次 

壹、目的……………………………………………………………………………………………3 

貳、過程……………………………………………………………………………………………4 

參、心得……………………………………………………………………………………………5 

肆、建議……………………………………………………………………………………………7 

伍、結語……………………………………………………………………………………………8 

陸、附件……………………………………………………………………………………………9 

 

 

 

 

 

 

 

 

 

 

 



3 

 

 

壹、目的 

筆者有幸獲選於 2022年 9月 1日至 2023年 8月 31日期間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

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擔任為期一年的客

座研究員。 

本次受訓主要目的在於提升筆者的語言能力和國家安全思維，以更好地投入國防研究或

領導工作，並進一步擴大派訓的影響力。筆者在 SIPRI期間，通過參與研討會、參加訓練課

程以及進行研究報告等方式，積極進行交流和培訓。這些活動對於提升筆者的思維能力、深

入理解國家安全議題以及加強對外溝通能力都具有極大的幫助。 

值得注意的是，瑞典面對著蘇俄的威脅，這種客觀情況在某種程度上與台灣面臨的地緣

政治限制和多元人口結構相似。瑞典的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台灣如何應對大國威脅」的策略

和運作顯示出相當大的興趣。這也為筆者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能夠就軍事專業的部分提

供意見，進一步豐富並深化我們之間的交流內容。 

最近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進一步突顯了這些國際安全問題的重要性。烏俄戰爭不

僅對烏克蘭和俄羅斯兩國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對世界各地的國際安全格局造成了巨大挑戰。

這種地緣政治的變化和區域衝突的不穩定性，無疑會對台灣及其周邊地區的安全產生影響。 

烏俄戰爭可能引發了國際間的政治和經濟動盪，並對歐洲的安全格局造成變動。同時，

這種戰爭可能激發了其他國家在區域安全問題上的關切，進一步加劇了國際間的競爭和衝

突。這種情勢提醒我們，國際安全問題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台灣必須密切關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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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變化，制定適應性的安全策略，以確保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期待通過在 SIPRI的學習和研究，能夠深入了解國際安全議題的

複雜性，並探索台灣如何更好地因應和處理潛在的安全挑戰。同時，筆者也將在研究過程中

綜合考慮烏俄戰爭對台海安全的影響，為台灣的國家安全政策提供更具深度和前瞻性的建

議。 

貳、過程 

一、智庫介紹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縮寫：SIPRI）成立於 1966年，是一家獨立的國際智庫，致力於研究全球安全和和平議題。

該機構總部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被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領域的重要研究中心之一。以下為

該智庫的主要特點和活動領域： 

1. 使命與目標：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的使命是促進全球和平、安全和可持續發

展。其主要目標包括深入研究國際安全議題、提供政策建議、促進對話與合作，以及推動有

效的武器控制和裁軍。 

2. 研究領域： SIPRI在多個領域進行研究，包括軍備控制、武器裁軍、衝突解決、恐

怖主義、軍事支出、核武器、軍事技術等。其研究涵蓋全球範圍，通過數據分析、政策分析

和學術研究，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有價值的洞察力。 

3. 數據庫與報告：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維護著豐富的數據庫，包括全球軍事支

出、核武器庫存、武器交易等數據。該機構還定期發布報告和出版物，通過系統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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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際社會提供有關和平和安全議題的深入見解。 

4. 國際合作： SIPRI與許多國際機構、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研究機構保持緊密合作

關係。通過促進國際間的對話與合作，該機構努力實現全球和平與安全的目標。 

5. 研討會與交流：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定期舉辦研討會、會議和學術交流活

動，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促進了國際和平與安全領域的學術交流。 

二、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下轄三個組別 

1. 和平與發展（Peace and Development）： 

這個分組關注如何促進和維護全球的和平，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研究可能包括如何解

決經濟不平等、環境問題以及其他阻礙和平與發展的因素。這也可能涉及探討如何通過國際

合作和政策來實現更穩定和包容的社會。 

2. 衝突、和平與安全（Conflict, Peace, and Security）： 

這個分組聚焦於研究衝突的成因、影響以及解決方法。它可能探討如何透過和平協商、

外交努力和國際合作來減少衝突的影響，並促進持久和平。同時，這個分組可能關注國際安

全議題，包括恐怖主義、非國家行為體等。 

3. 軍備與裁軍（Armament and Disarmament）： 

這個分組探討軍備的發展、控制和裁減。研究可能包括軍備競賽、武器現代化、軍事支

出等方面的分析，並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以促進武器的合理控制和裁減，從而維護全球和

平。 

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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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擔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IPRI）的客座研究人員期間，除增進軍事本職學

能、提升外語能力外，更獲得了一系列深刻的心得體會。 

筆者在擔任客座研究人員期間，參與「衝突、和平與安全」東亞小組並成為其中成員，

這個小組的主要聚焦點在於探討與分析東亞地區地緣政治問題以及台海地區相關的安全問

題。在這段時間內，筆者投入了深入研究，尤其關注了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對台灣及

其周邊地區的影響。這場戰爭引起的地緣政治變動和區域安全動盪，對於台灣的穩定和和平

產生了巨大的潛在挑戰。 

筆者積極參與了各種學術討論、研討會，並參加了訓練課程，不僅提升了學術思考和分

析能力，還努力提供了實際的政策建議。筆者目標不僅僅是關注理論，更是探討如何在面對

地區安全挑戰時，制定適切的應對策略，以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和穩定。 

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不僅對於全球的安全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樣也可能深遠

影響著台海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透過深入的研究、精準的分析以及與專家學者的交

流，為台海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議題提供了有價值的建議。 

作為 SIPRI的客座研究人員，深刻體會到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並充分利用這個平台，

積極參與「衝突、和平與安全」小組的研究，為國際和平與安全議題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時，與其他專家學者共同交流，攜手努力，推動全球和地區的和平穩定。這段經歷不僅豐

富了我的專業知識，更加深了我對於國際事務和安全議題的理解。 

在這段時間裡，筆者不僅在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IPRI）進行了個人研究，也

積極參與了對於一些重大事件的討論和交流。這些討論和交流不僅豐富了我的個人研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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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同時也受到了研究院同仁的高度重視。筆者來自台灣，對於台海地區以及南海海域的動

態變化有著觀察和經驗，尤其在作戰管制體系的建立以及軍艦系統的操作與管理方面具有專

業經歷。 

這些經歷引起了研究院同仁的注意，因此在研究院內部和公開的座談會議中，筆者曾多

次被邀請進行訪談，進行專案簡報，或充當諮詢人員的角色。筆者有幸就以下專案進行了深

入的簡報： 

•建立軍事互信與危機管控熱線-中國與台灣熱線的案例分析 

在這個專案中，筆者著重分析了建立軍事互信和危機管控熱線的重要性，並以中國和台

灣之間的熱線為例進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這不僅有助於增進雙方之間的溝通與了解，也能

有效降低誤解和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透過研究和分析，筆者嘗試提出了在軍事互信和危

機管控領域的一些建議，以期為地區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 

這段經驗不僅讓筆者能夠深入參與國際和平與安全議題的討論，也能夠充分發揮筆者的

專業知識和經驗，將其應用於實際情境中，並對相關議題提供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在這個

過程中，深刻體會到了與其他專家學者的交流對於拓展思維和視野所帶來的重要影響。未來

期待將這些心得與經驗運用於未來的研究和工作中，期待為國家提供更多貢獻。 

肆、建議 

基於此次駐點研究經驗和學習，提出以下建議： 

1. 軍隊國際交流與學習機會： 建議國軍積極推動軍隊成員參與國際智庫、研究

機構的學習和交流計畫。這有助於拓展軍人的國際視野，提升對全球安全情勢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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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並為國家安全政策提供更多元的角度。 

2.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 國軍與智庫、學術界的合作有助於整合不同領域的專

業知識。建議國軍建立與研究機構的合作機制，共同研究解決國際安全議題，並形成

更全面的政策建議。 

3.推動實務經驗分享： 國軍在實戰中積累了寶貴的實務經驗，這些經驗對於國

際安全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建議國軍將實務經驗進行系統化整理，分享給智庫和學

術界，從而豐富國際安全研究的實質內容。 

4.參與國際會議與研討會： 國軍派訓出國人員可以成為國際會議和研討會的重

要參與者。建議國軍積極派遣代表參與國際安全相關的會議，分享國軍的經驗和觀

點，同時也學習其他國家的最佳實踐。 

5.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國際安全議題不僅受到政治和軍事因素的影響，文化交

流也起著重要作用。建議國軍在派訓出國人員中，加強文化學習和交流，增進不同文

化間的理解，從而提升國際合作的效果。 

伍、結語 

作為國軍派訓出國人員，這次在 SIPRI的研究經驗使筆者更加確信，國際合作和多元角

色的參與對於應對全球安全挑戰至關重要。此次經歷使筆者更深入地理解國際安全議題的複

雜性，並透過學術交流拓展視野。同時也瞭解到國際和平研究機構的重要性，它們為各國提

供了深入研究和政策建議的平台，有助於共同應對全球的安全挑戰。 

這段經歷進一步強化了對於專業知識的追求，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的渴望。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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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努力，將在 SIPRI學到的知識和經驗運用於未來的工作和研究中，為國軍和國際安全

事務做出更多實質性的貢獻，確保我們的國家和地區能夠繼續保持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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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圖 1、筆者在 SIPRI官方網站介紹之頁面(客座研究員任職資料) 

圖 2、筆者與 SIPRI董事會成員、研究同仁之年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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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筆者與 SIPRI董事會成員、研究同仁之年度合影

 

圖 4 筆者於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院實施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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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筆者於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院實施論文發表

 

圖 7 2023 年 8 月份 SIPRI 全體會議(線上及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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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023 年 8 月份 SIPRI 全體會議(線上及線下) 

 

圖 9 SIPRI院長頒發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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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SIPRI結訓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