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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變局時代的中國研究取向：繼承與創新 
2020 年 12 月 26 日，東亞所所

友和師生重返東亞所舊址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校區，舉行 52 周

年所慶。系列活動計有三項：包含

「大變局時代的中國研究取向：繼

承與創新研討會」、所慶餐會及國關

中心巡禮。 

研討會上首先由邱坤玄名譽教

授專題演講─「百年馬拉松與東亞

所」拉開帷幕，緊接著場次一主題

為「中共黨政與經濟社會」，由魏艾教授主持，張執中、張弘遠、王占璽等三位於

他校任教的所友進行引言。張執中老師以「習時期與威權鞏固」為題，剖析習近

平時期政治發展及預測中國政治未來；張弘遠老師以「中國經濟研究的歷史制度

取向」為題，以限電疑雲為主軸，輔以歷史制度主義和中國研究經濟面向作為討

論；王占璽老師則以「中國社會研究的關懷、視野與方法」為題，從自身對於中

國社會研究的經驗分享視野、關懷和研究方法實作。場次二主題為「兩岸及國際

外交」，由趙建民教授主持，張五岳、張登及、黃瓊萩等三位老師引言。張五岳老

師以「變動中的中共對台政策解讀：以發言層級與媒體報導為例」為題，以其自

身研究經驗分享中共對台政策發言層級和媒體的解讀；張登及老師以「國際秩序

變動下的中共外交研究」為題，分享以「體系」概念與國際研究和中國研究的交

集；黃瓊萩老師以「變動中的中國研究：研究議程的歸零與重組」為題，從「歸

零」和「重組」兩層面探討中國研究之遇到的問題。 

研討會閉幕式，由本所與政治系合聘特聘教授兼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寇健文教授進行國研中心現況簡介，並且播放國關中心圖書館搬遷的感動紀錄片；

吳玉山、趙建民及魏艾老師亦分享了早期東亞所暨國關中心的歷史使命，最後與

會所有師生則為本所碩士班第十屆所友，亦於本校服務三十餘年的李明老師舉辦

榮退儀式，東亞所的濃厚情感使嚴肅的研討會更加溫馨。所慶餐會上與會校友及

所友敘敘舊、憶當年，恆如往年熱鬧非凡，所慶就於所長帶領近二十位東亞所新

生巡禮，介紹當年的東亞所和國關中心的老基地中結束。 

重返老根據地：東亞所 52 周年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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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山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關中心） 
相信提到國關中心，東亞所的師生都特

別有感觸。國關中心與東亞所之間擁有千絲

萬縷的聯繫，在過去，國關中心曾為東亞所

學生宿舍及課堂教室的所在地，因此，這裡

對於許多所友而言，不僅是學習、做研究的

重要場域，更是日常生活的「老根據地」。 

國關中心的歷史沿革與整個國際大環境

的變遷息息相關。冷戰時期，國關中心曾為

我國政府重要的智庫，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及時事分析，在此項繁複且重要的

任務下，國關中心圖書館（簡稱國研圖）遂於民國 74 年 7 月破土興建，並於隔

年 9 月正式啟用。國研圖的館藏以中國研究與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為主，很大程

度能夠反映出政府在冷戰時期的國際戰略思維，換句話說，將館藏的檔案資料

視為歷史的見證人也不為過。 

不過，隨著國際局勢的改變，近年國關中心面臨轉型。為配合校方政策，

國研圖決議遷館，並於民國 108 年 9 月將主要館藏移入達賢圖書館，其為海內

外中國研究及國關研究提供研究服務的任務也在此暫告一段落。但是，國關中

心的歷史使命並未因此停滯，未來國關中心仍將持續透過出版刊物、不定期舉

辦論壇及研討會等，繼續陪伴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成長茁壯。 

同時，學校未來將在指南山莊校區東側興建新的學生宿舍，預計提供 1800

個床位。指南學生宿舍區規劃如下圖。(取自台北市政府環保局) 

 

拆遷動工：記憶中的校園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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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敬外舍 

莊敬外舍(四~八舍)建成至今已

有 30 多年，現作為大學部男(四、

五舍)、女生(六~八舍)宿舍使用。

學校自民國 96 年起便積極爭取捷

運環狀線南環段於政大設站，後決

議提供莊敬外舍作為捷運建設用

地。 

由於捷運南環段將於 110 年動

工，莊敬外舍將於 110 年 7 月淨空

拆除。大學部學生宿舍床位將一口氣減少近 1300 個床位。由於指南學生宿舍區

無法在 110 年前蓋成，為了彌補床位短缺的問題，校方提出久康街社會住宅、

景文高中宿舍、新店國際學舍等替代方案。然而這些替代方案所能提供的床位

有限，在價格與距離上也會為學生們帶來較大的負擔，因此對於校方該如何解

決宿舍拆遷帶來的住宿問題仍然有相當大的爭議。 

 

 

 

⚫ 憩賢樓 

憩賢樓於 1975 年建成並啟用，至今已

四十六個年頭，早期由於校內原有膳廳不

廣故不敷使用，乃進而重新訂約發包憩賢

樓建設工程，作為本校學生餐廳之使用。 

憩賢樓歷經政大多代風華，自是富有

政大歷史之建築，如今面臨校方重新規劃

因素，將新建法學院院館及生活服務中

心。生活服務中心完工後預計一樓有書

城、合作社、體育用品、美髮部等，二、

三樓規劃為學生餐廳與特色餐廳，四樓則

會設計為空中花園與咖啡廳。而在生活服

務中心興建期間，原校內學生餐廳則將遷

至集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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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英樓 

集英樓位於新聞館的後方，完工

於 1978 年。起初是為了作為學生第二

餐廳而建。完工後歷經多個單位做為

不同用途使用，包括醫務室、實習法

庭、演講廳、餐廳、學生社團辦公室

等。 

自 1981 年合作社供銷部進駐集英

樓一樓至今已有近 30 年。然而，為了

配合憩賢樓拆遷計劃，合作社供銷部

於 2020 年 8 月底移至風雩樓。而空下來的集英樓一樓將在憩賢樓拆除後至生活

服務中心完工前，作為過渡期的暫時學餐使用。並且預計由校方以中央廚房形

式經營、不再招租外部廠商。 

 
註：本專欄資訊來自政大官網、政大大學報、政大學聲、政大記憶網、政大校史網、政大研

學會臉書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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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中國大陸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趨勢觀察 論壇 
 

  由東亞所、中共研究雜誌社主辦、漢聲廣播電

台協辦之「2020 年中國大陸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趨

勢觀察」論壇，於 2021 年 1 月 8 日假本校綜合院

館五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現場吸引了近百位師生、

媒體參與。本所王信賢所長於開幕致詞表示，該論

壇連續兩年由本所和中共研究雜誌社共同主辦，本

所是我國第一個鑽研中國大陸問題之研究和教學

機構，作為歷史悠久和研究最為深入的研究所，非

常感謝中共研究雜誌社的邀約與共同承辦。 
2020 年，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是「百年難得一見

之大變局」，面臨中美長期競爭、新冠肺炎情及更多

制度外因素多重影響。在多方面的衝擊下，使用傳

統的研究方法將無法全面了解當代中國，且現今中國大陸面臨長期性、結構性、

偶然性及風險性的交雜，瞬息萬變的時代環境，未來勢必以全新視角認識中國大

陸，未來東亞所亦會舉辦更多相關研討會，一同探討「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 

論壇第一場次主題為「2020 年大陸黨政、經濟、

社會情勢總結與展望」，由政治系暨東亞所特聘教

授寇健文主持，邀請師大公領系黃信豪教授、東亞

所呂冠頤助理教授及淡大大陸所曾偉峯助理教授

分別就黨政、經濟及社會情勢做出總結與預測，再

由國關中心研究員陳德昇教授與談總結。第二場次

主題則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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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戰略

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研究員、東亞所薛健吾副教授

及《展望與探索》郭瑞華研究員就軍事、外交及兩

岸情勢進行回顧與推判，最後由本所名譽教授丁樹

範教授與談並做出總結。本所王信賢所長於論壇閉

幕式提到，現今兩岸深受疫情所苦，深切期盼未來疫情和兩岸關係能往良好道路

發展。本論壇同時兼顧深刻剖析與熱絡討論，許多與會師生多表示收穫良多。 

 

 年度盛事：中國大陸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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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於 106 學年度起舉辦「東亞論壇」。這是一個讓所上老師們一展長才

的學術交流平台，希望為本所老師們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發表論壇。藉由定期

舉辦一場場的演講、小型研討會，展現東亞所豐沛的學術能量，並與所內外師

生分享近期研究成果，透過討論相互切磋，增進所上的學術風氣。本學期共舉

辦三場「東亞論壇」系列活動： 
 

 時間 演講人 題目 

Ⅰ 109.10.15 陳佩修老師 田野調查與東南亞研究 

Ⅱ 109.11.14 陳至潔老師 科技與政治：中國研究之數位化途徑 

Ⅲ 109.12.16  張貴閔老師 台海兩岸的宗教治理與交流——深度訪談

法的應用 
 

   

演講中陳佩修老師指出，

田野調查是一項技藝，做

田調會有「三個獲得」，

分別是得到不同的資料及

觀點、得到不同的人脈，

以及得到不同的接近感；

同時也會需要「三個

間」，即長時間、置換空

間（換位思考）和合作無

間。陳老師熟稔東南亞事

務，諸如台灣教育學院、

泰國學生運動都是本次演

講的範疇。此外，陳老師

也以自身經驗進一步聚焦

泰國個案，介紹同學們東

南亞田調的資源獲取管道

和重要關鍵字如 Coup d’

etat、Privy Council 等。 

此次演講以工作坊形式進

行，分為上、下午兩個場

次。上午陳至潔老師主要

聚焦在設定 RStudio 的使

用環境，認識 R 語言的資

料結構型態，以及文字資

料處理的基本步驟。下午

場次，陳老師則帶領同學

們進行實作，以人民網的

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數據

庫為例，教導學員如何從

網站爬取特定資訊，並將

資料轉換成能進一步分析

的表格。此外，陳老師也

特別準備微信文檔，教導

同學清理、抽樣與分詞，

最後再計算 tf-idf 關鍵詞，

並做簡單的視覺化呈現。 

本次演講聚焦在赴陸田調

技巧與兩岸宗教交流。張

貴閔老師從其與道教的結

緣開始說起，以「神緣之

橋」、「深度訪談」、「虛實

之間」及「宗教統戰的作

用力與反作用力」等四個

面向切入主題，並仔細說

明兩岸宗教團體交流與統

戰的關係。在中國大陸對

宗教及社會管控日趨嚴格

之際，張老師也強調仍可

善用自身人脈網絡進行田

調，並建議同學們在田調

時把握「送客」、「會外

會」、「續攤」等時機擴大

訪談廣度，透過非正式場

合補足正式訪談的缺漏。 

東亞論壇：論學術、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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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04我的研究人生：回看來時路 吳玉山老師專題演講 
國際事務學院與東亞所於

2021 年 1 月 4 日共同邀請中央研究

院院士，同時亦是本校國際事務學

院兼任講座教授吳玉山院士蒞校

演講。本次講座先由本所王信賢所

長主持，並由國際事務學院前院長

鄧中堅教授代表頒發續聘證書。吳

玉山院士為本所碩士班所友，其父

吳俊才先生更是本校東亞所創辦

者，故此次演講同時兼具學術專業

與濃烈情感，著實令人著迷。 

吳老師此次演講主題尤是特別，不同於過往的學術演講，此次為師生帶來的

是「我的研究人生：回看來時路」，向與會師生無私分享自身學習歷程，自年幼時

父親的啟蒙與導引，使他著迷於政治、歷史和國際關係領域；於中學、大學及研

究所時期，對於臺灣國際處境艱困的感受讓吳老師選擇政治系，投身國關領域研

究，同時學習俄文以鑽研中蘇共研究，更報考以中國研究聞名之本所，更赴美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任教，後於臺大和本校任教，又至中研院創

立政治學研究所。在吳老師的學習歷程、研究道路方向之選擇當中展現之家國情

懷，均使與會師生感動不已。 

此外，吳老師以他出版的三本著作

分享他研究的「三個跨越」，分別是「從

單一經驗案例『跨越』到比較案例研究」、

「單純經驗或單純理論『跨越』到理論指

引的經驗探究」及「人文與社會科學：『跨

越』學門與方法」，並強調最理想的學術

研究應是多元的，更巧妙利用譬喻凸顯

研究範疇之間的跨域交流能夠使學術圈

增添活力和創造力。吳老師於分享自身

的研究歷程當中，不忘提醒大家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研究不僅是學術研究，亦是攸

關臺灣生存的政策研究，此次演講也在真摯情感流露和眾多迴響中落幕。 

所上活動快遞：屬於東亞所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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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5 東亞所職涯發展座談：特考考試準備及公職生涯經驗

談（國安局、調查局） 

東亞所職涯發展座談旨在邀請已畢

業服務於公、私部門的所友回到東亞所

向學弟妹們分享自己的職業生涯經驗，

協助同學們釐清未來志向。在此次座談

會中，所上邀請到目前任職於國安局及

調查局的所友來談談自己任職單位的工

作性質，以及平時在工作場域可能會面

臨到的突發狀況和業務範疇。 

由於國安局及調查局的工作性質較為特殊且富有神秘感，外界對於這兩個單

位往往充滿許多好奇與想像空間，也因為這層因素，座談內容多了不少的趣味

性。例如，所友們在座談會中都分享了自己「受訓期間」印象深刻的趣事以及

甘苦談，也讓同學們進一步認識到若

有志報考國安局及調查局，在考試通

過後的受訓期間將會面對到哪些不同

的挑戰。最後，所友們也向學弟妹分

享自己考試的準備過程，如籌組讀書

會的經驗等等。特別的是，由於與會

的兩位調查局所友當初報考的是不同

的語言組別，讓有意報考非英文組的

學弟妹們也得到不少寶貴的建議。 

 

⚫ 學術能量再提升：「東亞所學術發展基金」 

本學期東亞所獲得青年企業家李董事長慷慨捐款，本所將以募款經費成立

「東亞所學術發展基金」，推動各項獎補助計畫，提昇我們的教學與研究能量。

「東亞所學術發展基金」預計從四方面提升本所學術能量：(1)設立學生出國研

究獎學金、東北大學大學院法學部雙聯博士學程獎學金，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

流，提升學生研究能量及國際移動能力。(2)聘請各地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來

訪本所，並且增設專題、政策或實務課程增進師生中國研究知能。同時推動跨

校跨國教學與研究合作，擴展教學視野、深化教學品質。(3)頒發研究生論文獎

學金、師生期刊發表獎勵金，鼓勵師生發表期刊及學術專著。(4) 出版學術期刊

及專書、舉辦學術及政策會議並推動國際交流，提升本所學術聲望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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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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韻助理教授 

執行編輯：賴昱心、林廷勳、劉醇陽 

美編排版：賴昱心、林廷勳、劉醇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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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http://donation.nccu.edu.tw/ 

 

 
捐款方式 

 
捐款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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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