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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疫情時代」下，東亞所的學術和學生活動相當熱絡。對此，我們對所有的活

動歸類為六項：「中共『二十大』系列活動」、「研究方法系列座談」、「中共黨史系列活

動」、「東亞與其他主題演講」、「對外學術交流」及「學生相關活動」。 

榮譽榜 
⚫ 教師： 

 恭喜本所合聘教授 蔡文軒 老師 榮任 

  《The China Quarterly》 編委會成員（2022 年 9 月起） 

  《The China Journal》  編委會成員（2021 年起） 

 恭喜本所專任副教授 孫采薇 老師 榮獲 

  政大 11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 學生： 

 恭喜本所博士班 鄭婷文 同學 榮獲  

  德國杜賓根大學 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Tuebingen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訪問學者計畫（2023 年 1 月） 

 恭喜本所碩士班 胡碩恩、江典祐 同學 榮獲 

  國防大學主辦之第 12 屆 2022 跨國戰略社群兵棋推演：優秀領導獎 

⚫ 獎學金： 

 恭喜本所博士班 高慧敏 同學 榮獲 

    碩士班 林文皓、郭昱岑、林廷勳、胡偉峰、張興祥 同學 榮獲 

  東亞所研究生獎學金 

 恭喜本所碩士班 廖恒德 同學 榮獲 

  碩一新生入學獎學金 

掃我！看往期 

《所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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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共「二十大」系列活動，自 2022 年 8 月起至 2023 年 1 月，總計舉辦六場相關座談： 

  本所於達賢圖書館七樓羅家倫講堂，舉辦《一個人或一個時代：

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新書發表會。本書由中研院院士吳玉山、

特聘教授寇健文和王信賢共同主編，邀集本所成員和傑出學界所

友合著而成，內容旨在檢視 2012 年以來習近平執政期間中國大

陸內外領域的重要發展和變化。 

 

 

另外，以中共二十大系列座談為主題的其他五場座談，則如後： 

 

  該座談邀請本所名譽教授邱坤玄演講「馬習會的歷史回顧和兩岸關係

的發展前景」，由本所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特聘教授王信賢，以及日本

法政大學教授福田圓與談。邱坤玄的演講內容主要分為：從李登輝主政時

期開啟兩岸交流、「馬習會」會議前的決策和籌備過程、會議實際進行的過

程，以及此一雙邊最高層會晤對兩岸關係日後發展的影響。 

 

  2022 年 10 月 23 日中共召開二十屆一中全會，本所特針對其

在兩日後邀請學界所友，舉辦「中共『二十大』及一中全會的政治

觀察」座談會。由本所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邀請特聘教授王信

賢，以及致理科技大國貿系副教授張弘遠、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蔡

文軒和助研究員張廖年仲，各就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及兩岸關

係各面向詳細分析。 

 

  本所與文大國發大陸所、中研院政治所及臺大政治系共同主辦「巨變

中國：二十大與中共的再集權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分為四個

場次：第一為「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或挑戰」，第二為「兩岸關係與外交的

發展或挑戰」，第三為「社會與文教的發展或挑戰」，第四為「習近平時代

的執政特色與理念」。共計發表 14 篇高品質的中、英文學術論文。 

中共「二十大」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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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座談邀請台經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陳華昇、工

總大陸組組長黃健群進行專題演講，由兼任副教授兼本院兩岸政經

研究中心主任魏艾主持。魏艾、陳華昇及黃健群分別就中共二十大

造成的國內外影響、以霸權轉移觀點觀察及分享實務見解。 

 

 

 

 

  本所與國務院兩岸政經研究中心、輔大日本暨東亞研

究中心舉辦「中共二十大後中國大陸政經情勢與對外關

係」學術座談會，由本所兼任教授、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

任魏艾主持。本次座談會的與談學者包含本所教授兼所長

鍾延麟、名譽教授邱坤玄、教授黃瓊萩、輔仁大學日本暨

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研究員曾淳良，以及外交暨國

際事務學程副教授柯玉枝。討論議題涵蓋：中共黨政情勢、

中國大陸經濟、兩岸關係、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和東南亞

問題。 

 

 

 

 

 

 

 

  該座談邀請所友，現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的

林雅鈴演講，由薛健吾副教授主持。她在本所取得碩、

博士學位，自碩班起便前往中國大陸田調，迄今累積諸

多豐富且廣泛的田野調查經驗。林雅鈴分享田調方法的

議題、具體進行方法及實際的操作經驗，也分享許多在

中國大陸的經驗。 

 

研究方法系列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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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東亞所著重在研究方法亦舉辦另外五場演講，如後： 

  

 該座談邀請所友，現任廈門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的張鈞智演講，由所

長鍾延麟主持。他透過質性比較分析（QCA）研究發現，「國弱社強

的互動策略」、「無媒體參與」及「跨政府部門和多回合互動」結合下

較易產生政策變遷。張鈞智亦針對相關研究方法的侷限提出反思，並

提出未來從事中國研究所面臨的研究方法挑戰的問題。 

 

 

   

  該座談邀請所友，現任師大東亞系副教授的邵軒磊

演 

講，由薛健吾副教授主持、鍾延麟教授兼所長開場。邵軒

磊特別專精於將文字探勘方法與社會科學的議題結合，

在近年來致力於建立中國研究知識圖譜的資料庫。邵軒

磊也分享透過文字探勘的技術所建構而成的「中共政治

菁英關係網路」資料庫。 

 

  該座談邀請淡大歷史系教授陳琮淵演講「東南亞華人研

究：我的田野調查與文獻收藏」。由本所特聘教授楊昊主持。

陳琮淵以馬來西亞村鎮研究、東南亞相關議題探究為主，並

出版《搭橋引路：華僑華人與一帶一路研究》等。陳琮淵提

到從 1960 年代以降，東南亞研究主要關注在歷史學與社會

學傳統研究上面，針對問題的背後原因，以直觀性的描述其

發展；當今的東南亞研究，則是透過知識群的建立，觀察現

象的發生，並且歸納相似現象形成理論。 

 

  該座談邀請到國關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倪世傑演講「浮沉於辭海，

發人間幽微：淺談文本探勘」，由副教授薛健吾主持。他認為以政權

的性質而言，文本探勘是觀察中國近期發展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

本次工作坊包含文本探勘基本的概念介紹，與在 R 軟體上的實作練

習。他點出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之下，進行中國研究的困境，鼓勵同

學嘗試多元研究方法，相信能減少了解中國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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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座談邀請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張廖年仲演

講「中共外交的經驗研究方法：以中國的夥伴關係為

例」，由教授黃瓊萩主持、所長鍾延麟開場。張廖年

仲在演講的過程中，他先介紹質化與量化的研究方法

以及各自的優缺點，接著開始討論不同的研究方法與

中國研究之間的關係。關於國關研究的數據，他也推

薦 Correlates of War 和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等兩個開放的資料庫供

同學參考使用。 

 

 

 

 

 

 

  關於中共黨史系列活動，自 2022 年 8 月起至 2023 年 1 月，總計舉辦四場相關座談： 

  東亞所與國關中心在國關中心一樓國際會議廳舉

辦「以史知今：中共歷史經驗與習近平執政」國際學術

研討會，邀請眾多外國學者與會。除台灣教授外，外國

學者包括孫萬國、齊慕實、唐志學、周傑榮、熊倉潤及

毛升等教授。 

 

另外，東亞所在中共黨史系列活動層面，亦舉辦另外三場演講，如後： 

 

  該演講邀請澳洲蒙納許大學教授孫萬國講授「華國鋒與中

共高層政治」，由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孫萬國教授表示，縱

使探求中共歷史真相的路途艱辛，他仍願意不辭辛勞地用盡各

種方法，只為做好學術研究以追求真實的歷史。他也分享正在撰

寫的書稿，即《扭轉乾坤的老實人──華國鋒政治臉譜長篇初稿

（1971-1981）》，其中彙整經年累月蒐集而來的華國鋒重要一

手史料。孫萬國相信其出版後，必將豐富和深化世人對華氏個人，

以至中共「改革開放」前後歷史的認識。 

中共黨史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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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演講邀請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蘇聖雄演講，由教授

兼所長鍾延麟主持，日學程助理教授楊雯婷也受邀出席。蘇

聖雄從「戰爭責任與戰爭創傷」、「歷史記憶」與「中華民國

接收臺灣」、「東亞變局」四個方面，討論中日戰爭的現實意

義，並提醒兩岸人民在相關歷史記憶上存在的差距。 

 

  該演講邀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常成進行專題演講，由

本所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張廖年仲以線上

方式參與。常成在演講中提出韓戰分作「領土之戰」與「戰俘之戰」

兩階段。常成介紹曾訪談過的中國籍戰俘，分散在臺灣各地，其中一

位就是本校對面「四川飯館」老闆楊樹芝，可惜楊老先生已於 2023

年初病逝；另外常成遠赴阿根廷訪問富商程立人，他當時選擇前去中

立國，最終成為當地頗有名望人士。常成強調所著關於韓戰戰俘的專

書：「乃要獻給所有的戰俘，無論他們選擇的去向為何，因為事實上

他們的選擇無多。」 

 

 

 

 

 

  關於東亞與其他主題演講，自 2022 年 8 月起至 2023 年 1 月，總計舉辦四場相關座談： 

  該演講邀請臺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執行長裘振宇演

講「求求幫裘裘：臺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的土敘邊境難

民援助發展」為與會同學帶來一場精采震撼的心靈饗宴，由副

教授孫采薇主持。原本在土耳其畢爾肯大學建築學系裘振宇教

授，七年前意外接手難民援助專案，卻憑藉著執著與熱情，在艱

辛背景限制下，設立「臺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提供土

耳其當地貧困家庭及敘利亞難民的庇護安身之處與維持生計的

工作機會。台灣時間 2023 年 2 月 6 日，土耳其與敘利亞邊境

發生規模 7.8 強震，祈求天佑土敘。 

東亞與其他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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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東亞所就東亞與其他議題演講部分，亦安排另外三場演講，如後： 

  該座談邀請臺大政治系助理教授蘇翊豪演講「經濟制裁

如何運作──脅迫、約束及示意：研究對北韓和俄羅斯的經

濟制裁」，由金美英教授主持。蘇翊豪首先介紹經濟制裁如何

運作，並探討國際上對北韓和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以及臺灣在

此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討論到烏俄戰爭後，國際上對俄羅

斯進行的經濟制裁，以及對其所造成的脅迫、約束及示意效

應。對於俄羅斯的脅迫以及示意效應的方面上，蘇翊豪也探

討臺灣在對於二國經濟制裁中所扮演的角色、違反制裁的案

例以及規範的難處。 

 

  

  該座談邀請前美國國防部中國／臺灣事務辦公室資深主

任 Tony Hu 與和平與安全中心計畫主持人閻鐵麟演講。 

首先由 Tony Hu 當採購國欲向美方採購時，可先與美軍

執行單位協商，以確認需求定義及技術，此後並可提交 LOR

進行詢價。美國總統之後將通知國會並確保無異議，隨後，若

採購國已認可 LOR 中 P&A 的資訊，完成建案計畫編列預算，

美國國防部便會向採購國提供 LOA。閻鐵麟則探討了臺灣的

工業合作政策對臺的效益，並介紹 offsets 以及其在美國對

臺軍售中的用途。 

 

 

  該演講邀請中經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

演講「臺灣作為美國半導體供應鏈的合作夥伴」，並由東亞所兼任教

授金美英主持。徐遵慈在演講中介紹臺灣的半導體供應鏈、其在國

際上的競爭力、美中貿易戰的衝擊、疫情的影響，以及台積電赴美

設廠一事。徐遵慈表示由於美中貿易戰以及疫情的影響，自給率及

供應鏈的韌性成為各個國家重視的議題。在美中貿易衝突之下，美

國對中國大陸採行 301 條款，對其產製商品加徵額外關稅。此舉

及疫情等因素，促使以中國大陸為供應鏈中心的臺灣投資及運營公

司，大舉遷廠至東南亞、拉丁美洲或回流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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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東亞所的對外學術交流，自 2022 年 8 月起至 2023 年 1 月，共有九場相關交流： 

  本所與中國人大國關院以視訊座談形式，舉辦第十

八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近期

兩岸關係和區域情勢發展」。本所教師與所友包括：鍾延

麟、邱坤玄、寇健文、王信賢、劉致賢、黃瓊萩、王韻，

以及趙春山、趙建民及張登及。中國大陸方面包括：人

大國關院教授兼院長楊光斌、教授黃嘉樹、金燦榮、王

英津、林紅，副教授李晨、刁大明，以及中國社科院台

研所副所長朱衛東和復旦大學台研中心主任信強。 

另外，東亞所其他對外學術交流，如後： 

  本所與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舉辦「2022 年臺韓

智庫政策對話」。本所教師與所友包括：鍾延麟、邱坤玄、丁樹

範、寇健文、王信賢、蔡文軒、陳德昇、何思慎，以及副教授張

弘遠。韓方的出席人員有：Korea Foundation 理事長金起煥、

現任駐臺北韓國代表部代表鄭炳元、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李熙玉、教授張榮熙、成均館大學政治外交系名譽教

授馬仁燮、梨花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崔大錫、漢陽大學中國問題研

究所教授文興鎬，國民大學教授、前韓國駐臺代表楊昌洙，以及

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研究委員楊甲鏞、世宗大學教授崔弼洙。 

  由本校國務院中共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歐盟研究學分

學程、本所，以及國關中心主辦，教育部標竿計畫「策略

亞太安全治理」補助的「動盪時代的挑戰與機遇：多元視

角與反思」工作坊順利舉行。本次活動不僅邀請來自美國、

蒙古、越南和臺灣的各領域學者專家，現場也聚集海內外

的青年學者與研究生，彼此交流熱烈，一道試圖理解這個

動盪的時代。教授黃瓊萩在最後的總結時提示現場聽眾可

以注意四位講者皆依據自己的出身和所從事的研究，形成

各自獨特的關懷。 

  對外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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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座談邀請澳大利亞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教授黃呂琛（Roger Lee Huang）來

校 訪 問 ， 並 以 「 緬 甸 失 敗 的 『 戒 律 式 民 主

（Disciplined Democracy）』」為題發表英文專題

演講。由王韻副教授主持。黃呂琛除了快速的介紹

緬甸歷史、地理位置，主要剖析了緬甸 2010 年民

主轉型，到 2021 年政變發生這失敗的十年歷程。 

 

 

  本所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學

系傑出講座教授葉文心，參訪本所並進行座談。

葉文心先後擔任加大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

主任、東亞研究所所長，以及校長資深東亞國際

學術事務顧問，促成柏克萊東亞圖書館的興建。

此次與葉文心座談，參加人員為本所教授兼所

長鍾延麟、特聘教授寇健文、王信賢，以及合聘

教授蔡文軒。鍾延麟在會上介紹東亞所的歷史

沿革、辦學宗旨、師資組成、課程設計、國際合

作、資源特色，以及去年下半年以來辦理的學

術、學生活動和對外交流情形。 

  本所於今年 1 月上旬，陸續接待來自韓國、日

本和德國的學術研究單位和人員。韓國方面，1 月

5 日忠南國立大學政治學和外交學系教授金智云、

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教授張榮熙訪問本所，

與本所教授鍾延麟、王信賢，以及致理國貿系副教

授張弘遠，進行座談。13 日，韓國統一研究院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院長高

有煥、高級研究員田炳坤、研究員徐輔赫、李在榮、

副研究員黃琇煥前來訪問。由本所教授劉致賢、丁

樹範、薛健吾，以及社科院教授蔡中民、本院助理

教授楊雯婷出面接待。日本方面，1 月 9 日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院長兼教授加茂具樹訪問

本所，同鍾延麟、王信賢進行會晤。另外 1 月 12 日鍾延麟、本所合聘教授蔡文軒，以及這學期

曾來本所分享田野調查經驗的淡大歷史學者陳琮淵，一同會見位在美國的「德國歷史中心」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研究員 Sören Urba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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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東亞所針對學生的活動，自 2022 年 8 月起至 2023 年 1 月，也開展了七個活動： 

  本所舉辦 112 學年度招生說明會，這是疫情發

生三年以來首次以實體方式舉行。到場聆聽和線上

參加的學生，來自國內多所大學，除有多名本校生

之外，還包括臺大、金大、高師、東吳等，學院類別

則有社科院、文院、外院、教育學院，甚至農學院。

此或可反映：以中國研究和東亞問題見長的東亞研

究所，在年輕世代中所受到的普遍關注。本次說明

會由本所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鍾延麟著重介紹

本所的辦學歷史、情況、特色、資源和優勢。本所與

會的老師們皆強調，無論是選擇甄試或考試渠道入

學，在面試或筆試的準備上，應宜對中國大陸各個主要面向和領域皆有所注意和掌握，並及時更新和

了解最新的現勢動態發展。 

另外，東亞所其他對外學術交流，如後： 

 

  今年東亞 54 所慶上特別安排了碩博生研究論文發表，

期以透過論文發表方式，增加碩博生的發表經驗，除曾有參

加研討會的同學外，亦有數位同學是第一次這樣發表。兩個

場次共計有九篇學術論文，學生們的研究論文，也不單一只

侷限在特定領域，多屬於跨領域結合的綜合性探討。內容橫

跨中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也包括東南亞研究。 

 

  第一場職涯座談，所上特別邀請所友：目前正在媒體

業服務的陳冠宇、在智庫服務的鄧巧琳、在國關中心服務

的許奕祥，以及兩位在學同學，包括有參與兵棋推演經驗

的林文皓、參與過兵棋推演且曾於中經院實習經驗的蕭士

傑。第二場職涯座談，則邀請到呂爾浩與黃健群。他們共

同向與會同學分享業界工作的經驗。第三場職涯座談，則

邀請到現任教於美國芝加哥羅耀拉大學的高頡，向大家分

享從其從東亞所畢業到美國取得教職的學思歷程。 

 學生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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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主辦「2022 全球變局下的中國大

陸、兩岸關係與國家發展博碩士研究生學

術論文研討會」。此研討會於本次是第三屆，

由本所具體承辦。本次研討會的籌備工作，

包括：主題設定、文章徵選、場次設計、人

員安排，乃由本所教授兼所長鍾延麟偕同

其他四校的負責教授：陳建甫、郭育仁、劉

佩怡、劉性仁，共同合作。本次研討會共分

為四個場次：第一為「中國對內治理」，第

二為「中國對外關係」，第三為「兩岸關係

與臺灣對外問題」，第四為「東亞文教議題」。總計五校 19 位博碩生發表論文。本所有六名學生發表

論文，佔發表文章總數（19 篇）的近三分之一，是五校之中發表文章最多的單位。會議閉幕式由鍾

延麟致詞，他期許此次發表論文的研究生，認真依照評論人給予的意見和建議進行修正、持續精進，

除了作為未來畢業論文的重要部分，更應該勇於嘗試投稿期刊，爭取正式發表。會議並宣布明年第四

屆將由中山大學具體主辦，「相見南臺灣！」 

 

 

 

 

   

  兵棋推演由國防大學、中興國政所共

同舉辦，我所學生組團參與。此次兵推由國

防大學國際與國防事務學院院長李少將主

持。推演過程採用電腦決策治理軟體，另外

也培養、訓練溝通與談判等技巧，此些技巧

不但是學術訓練，亦是對未來職涯也有所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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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於 2022 年 12 月 24 日在綜合院館三樓

演講廳，舉辦 54 週年所慶活動，內容包括：圓桌

論壇、碩博生學術論文發表會，以及所慶餐會。 

  教授兼所長鍾延麟在所慶開幕式的講話中表

示：「本所創立時代背景正值中共文革高峰，其後

中國大陸歷經各階段的重大變化，本所都一直站在

觀察相關發展脈動的最前沿。」圓桌論壇邀請本所

歷屆所長趙春山、施哲雄、邱坤玄、魏艾及王信賢，

就「中共『二十大』之後的趨勢與展望」主題進行

深入剖析。本所所友中研院院士吳玉山，以及本校退休教研人員李明、丁永康也共同參與討論。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共有 9 位本所博、碩士生發表文章，兩個場次的主持人和 9 位評論人都是學

術界的優秀所友擔任，增加所友與在學生之間的連結，強化大家對所上的向心力。在所慶餐會上，鍾

延麟向所友們作所務重要活動報告，他指出半年以來本所舉辦超過三十場的學術和學生活動，歸功於

所上所有老師和各方所友們的積極參與和共同支持。期待 55 週年所慶的到來！ 

  由本所和《中共研究》雜誌社共同主辦之「2022 年中國大

陸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趨勢觀察論壇」，在國關中心國際會議廳

舉行，校內師生、外國駐臺人員（韓、星）、多家媒體和校外人士

到場參與。此論壇是本所這學期的最後一場學術研討會議，韓國

駐臺副代表表示，曾參加本所去年舉辦之中共「二十大」學術活

動，印象深刻，今天特地與會致意。 

  教授兼所長鍾延麟在開幕講話中表示：「此一論壇舉辦宗旨

是仔細回顧過去一年中國大陸主要領域的發展情況，進而此基礎

上，對於今後的重要議題與可能走向提出評估。」此次是本所連續第四年與《中共研究》雜誌社合辦，

感謝其之重視與支持。本次論壇共分為兩個場次，第一場次之主題為「2022 年大陸黨政、經濟、社

會情勢總結與展望」，由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張執中主持，由

本所合聘教授蔡文軒、國防院副研究員林雅鈴及本所副教授王韻，分別

就黨政、經濟和社會層面予以引言，並邀請本所教授劉致賢與談。 

  第二場次的主題為「2022 年大陸軍事、外交、兩岸情勢總結與展

望」，由本所名譽教授邱坤玄主持，由國防院國安所所長兼代副執行長

沈明室、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張廖年仲及國研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偉

峯，分別就軍事、外交及兩岸層面進行引言，並邀請本所名譽教授丁樹

範與談。 

 東亞 54 所慶與中國大陸情勢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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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所史資料 

書寫個人回憶 

 

 

 

 

 本所成立將屆半世紀，走過風風雨雨，有歡笑、有汗水。從早期的獨霸中共

研究，到今天中國研究的百花齊放，都少不了各位所友們的努力與足跡。 

 本刊秉持著「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的精神，誠摯邀請所友們

分享您在東亞所的求學經歷、生活經驗與個人故事，用各位所友的回憶，撰寫本

所共同的歷史。 

Your story, our history. 

 -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若您願意與學弟妹分享自身的故事，煩請與我們聯繫。若有需要所上提供任

何協助，請洽 張惠梅助教，我們可以派人前往現場取件、翻拍照片或是安排見

面訪談，待整理之後再將原件歸還給您。 

  您也可以將資料郵寄至「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 段 64 號綜合院館北棟

8 樓」，註明「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 收」，或是直接傳真（02）2939-1445。我

們殷切地期盼各位學長姊們分享您的故事！ 

網址：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 

電話：(02) 2939-3091 #50801 

電子郵件：eastasia@nccu.edu.tw 

主編：孫采薇 副教授 

執行編輯：林廷勳、劉醇陽、李奕蓉 

  

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
mailto:eastasia@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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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57年秋，東亞所正式創立，至今已逾半世紀，師生與所友間情誼

綿綿，英才現已遍布各界。承蒙前輩篳路藍縷，為了繼續培養東亞後進及所

上永續發展，期望能在有限的學術資源之外，我們誠摯的邀請您參與東亞所

未來發展之推動，藉此提供所上學子獎助學金、田野調查補助經費及所務發

展所需資源。東亞所全體師生會珍惜您的每一份情，我們真誠感謝您。 

  捐助金額隨喜，捐款方式則請請參考後附「捐政同意書」，自行參酌採

行適當的捐助方式，並請記得捐款內容勾選特定用途「東亞所學術發展基金」。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隨時洽詢所辦公室，再次感謝您。 

 

 

【捐款方式】 

 

1.捐款意願書「捐款內容→捐款用途」

請勾選 指定捐贈 東亞研究所  

2.可現金捐款、支票捐款、郵政劃撥、

銀行匯款與 ATM 轉帳、信用卡捐款、

線上捐款、海外捐款 

3.相關捐款內容請參見政大「捐政」：

http://donation.nccu.edu.tw/ 

 

 

捐款方式 

 

捐款意願書 
 

 

http://donation.n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