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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8 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 53 週年所慶 

照片自左至右依序為 

魏艾教授、趙春山教授、吳玉山院士、王信賢教授、施哲雄教授、邱坤玄教授及寇健文教授 

  

掃我！看往期 

《所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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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1 

「亞太中國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有鑑於臺灣在世界局勢愈趨重要，廣泛多

元進行亞太地區對中國學相關研究，有其重要性

與必要性，因此配合本校新生代學者培養計畫，

本所特規畫本研討會，邀請本所外籍博士生撰寫

專文，分析其母國的中國研究發展。首場由邱坤玄老師主持，他指出從韓國的中國研究學界，可

清楚看見海峽兩岸對培育韓國學者的能量差異。第二場次由韓國全北大學教授趙英喆主持。臺

大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及印尼總統大學教授賴劍文，探討在印尼獨立前後，以及 1998 年 5 月後，

來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印尼人對中國的理解和身分認同。中研院政治所賴潤瑤表示，該研討會

突顯出天朝和儒家正統對現代中越關係的影響，並提出傳統思維如何塑造當代越南對華的外交

政策。下午場次由國關中心袁易研究員主持，其提到越南研究是主導世界政治的主角，智庫角色

與民意間的互動關係，對越南當局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最後由黃瓊萩老師總結，表示了解各

國對中國學研究的探討是延續與深化臺灣與亞太國家關係的重要依據。期盼透過亞太中國學研

究，為日後臺灣的中國學術研究與實務交流貢獻力量。 

2021/11/10 

師生參訪法務部調查局青溪園區 

  為了讓師生瞭解法務部調查局兩岸處的組

織運作及其典藏資料，本所於 11 月 10 日前往調

查局青溪園區參觀訪問。在兩岸處處長劉文斌等

要員的熱情接待與解說下，師生先後參觀史料特

藏室、數位閱覽室、期刊閱覽室、圖書資料庫及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參訪時兩岸處人員介紹申請調閱資料程序、電子檔案的查閱及紙本檔案

數位化保存等工作，亦瀏覽該局歷年編纂之相關出版品。也羅列許多中國大陸各報刊雜誌等定

期更新之紙本資料，並說明有關公開資訊之真假研判。雜誌社執編介紹該期刊日常工作，如收

件、校稿、發布等事宜，最後鼓勵同學踴躍投稿。交流座談會中劉處長詳盡介紹兩岸處，包含工

所上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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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性、編組職掌、工作內容、單位交流等。為使同學了解該處負責範圍，除史料導覽、議題研

析、專書（刊）出版外，更認識肩負大陸情勢與國家安全研析之重任及犯罪防制等重要工作任務。

另分享親身備考的經驗，讓將來有意報考公職學生有具體準備方向。王所長表示，本所許多畢業

所友於調查局任職，因此參訪時特別有感。鍾老師則贊同該處提出「史料活化」的開放方向，表

示未來將考慮結合本所的中共黨史相關課程，以使同學的學習內容更多元、也更貼近歷史本身。 

2021/11/24 

職涯座談──中央社兩岸處朱建陵 

  朱學長在演講中分享自身當初選擇從事媒體業

的過程，並細數他在中國大陸採訪新聞長達半甲子

之久的寶貴經驗。為何選擇媒體這條路？朱學長回

顧源自於就讀本校期間的一場籃球中，球友提供《中

國時報》的徵人消息，以及他就讀本所時中國研究課

程的啟發和訓練。朱學長利用人生經歷、時間軸與大事紀等向度，介紹長年來臺灣媒體記者在中

國大陸的採訪情況和趨勢走向；分享其在中國大陸各省市跑新聞時的攝影照片和特殊經歷，讓

在場聽者聽得津津有味。關於所友選擇從事新聞媒體產業，具體分布的情形，朱學長分析多任職

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及中央通訊社，而每家公司的待遇基本差不多。他並介紹和比較不同

的媒體，對同一新聞的相異處理方法和報導方式。本次專題演講的問答與交流相當熱烈，王信賢

老師針對臺灣記者在中國大陸是否仍存在優勢提出疑問。鍾延麟老師則向講者請教近年來臺灣

記者駐陸採訪時的境遇情況與其間變化。與會學生也紛紛提問，包括如果未來有志於從事媒體

業，在校修課時應如何配合？跑「大陸線」的記者的報導題材和尺度，應如何拿捏、有何「撇步」？

媒體業的薪資行情與前景為何？朱學長都一一詳細回覆。 

2021/12/16 

職涯座談──國防智庫工作談 

本所於 12 月 16 日舉辦職涯發展專題演講，

邀請本所所友、現於國防安全研究院擔任政策分

析員的劉姝廷、鄧巧琳，及現於亞太研究基金會

擔任助理研究員的黃引珊進行與談。首先，劉分

析員姝廷先簡介國防院的相關背景。在編制部分，

分為國家安全所、中共政軍所、網路安全所及戰

略資源所；除行政人員外尚有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政策分析員等四項；研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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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研究出版、研究交流及智庫交流。其次，由黃助理研究員引珊介紹遠景基金會和亞太和平研

究基金會。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研究領域：遠景基金會主要研究以國際關係為主的議題和學術

政策發現，而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則以中國大陸的黨政、社會、經濟、軍事或外交為研究的主要

目標，也會邀請專家學者發表觀點。再次，由鄧政策分析員巧琳介紹其過往工作的台灣經濟研究

院研究九所。台經院研究九所主要研究內容是新興市場發展研究、區域經濟整合與合作、教育科

技文化產業之趨勢、政策及法規研究。而在特性上面，在台經院需要面臨政策分析報告的急迫

性，但其也帶來多面性，能夠接收不同部會的議題面向。最後，與會學生也與學長姐們熱切的交

流意見和 QA 問答，王信賢所長提出政策報告和學術報告的異同，與會同學則針對媒體產業和

智庫連結做出詢問。學姊們和老師再次強調無論進入何種智庫，均要增強外語能力、培養即時反

應的能力，以及除了自己擅長的領域外，也要多多涉獵其他領域，以摸索更多的可能性。 

其他相關學術活動 

多所合作研討會 

⚫ 2021/11/13 

「中共建黨百年與當代中國的挑戰」 國際學術研討會 

⚫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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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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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 110-1 學期共舉辦三場東亞論壇，邀請了三位學者專家來所分享其研究成果。邵

軒磊教授介紹他如何應用文字探勘與機器學習，建構中國研究資料庫與知識圖譜；蘇翊豪

教授則以中國大陸反外國制裁法為例，介紹新興的研究方法─「厚資料研究方法」；福田圓

教授則以重要史料作為研究主體，結合人文歷史學科與社會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方法，解析

1970 年代的兩岸關係。 

2021/11/11 邵軒磊教授 

機器學習與文本探勘的應用：中國研究資料庫與知識圖譜 

  本場論壇邀請所友、現任教於台師大

東亞學系邵軒磊教授擔任主講人。演講一

開始，邵軒磊老師解釋道，「機器學『習』，

是透過電腦機器的程式和系統去研究習近

平，是我的小巧思」。邵老師表示，隨著科

技時代的來臨，研究者取得資料的速度和

難度也有所改善，而電腦機器即是不可或

缺的元素。因此，他決定自行架設中國研究

的資料庫與知識圖譜。 

該資料庫以建立「臺灣學者的中國研

究論文資料庫」為目標，除了藉由「中國研究、大陸研究、中共」等詞語作為期刊查找的

關鍵詞，也利用國內學者文章之「篇名、摘要及關鍵字」為基礎欄位從而建立資料庫。此

外，更使用隱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演算法來發掘臺灣學者研

究主題分類。在得到主題分類後，進一步以社會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繪出「知識圖譜」。 

2021/11/16 福田 圓教授 

國際統戰與對台統戰—從《蔣經國日

記》解析 1970 年代的兩岸關係 

  本場論壇邀請所友、現任教於日本法政

大學國際政治學系的福田圓教授擔任主講

人。福田圓教授指出，1970 年代蔣經國一直

待在政府高層，故從他的日記中可以觀察當

時的國際關係，進而拼湊出國際和兩岸的互

動輪廓。她發現，《蔣經國日記》可能為蔣經

  東亞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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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向其父親蔣中正進行業務報告的文件，或可從中觀察兩蔣的實際互動以及該時期的內政

外交情勢。福田圓教授表示，其解讀日記的觀點在於一個背景和兩個面向。分別為在以國

際關係（特別是美中台的三角關係）及兩岸關係的互動背景下，進而從 1970 年代中共統戰

工作的重建與蔣經國對局勢的認識、對應與戰略方針兩個面向出發。演講最後，福田圓教

授和與會師生分享三項研究成果：一、從蔣經國日記看 1970 年代的兩岸關係：能夠發現國

際情勢變化和中共笑臉外交，對應到的是中國大陸的文革時期。在中華民國逐漸被國際社

會孤立的背後，可以觀察到中共統戰工作的角色和重要性；二、中華民國和台灣的定位：

蔣經國時期逐漸將施政的著力點放在加強台灣內部的團結，以及對於中共統戰工作的警戒

與應對；三、蔣經國日記的其他啟發：主要有二，包括國民黨內權力轉移的混亂和決策的

複雜性，以及蔣經國對於中共統戰工作的警戒心，得以借鑒並運用於當前局勢。 

2021/12/01 蘇翊豪教授 

厚資料研究設計：以中國大陸反外國制裁法為例 

  本場論壇邀請現任教於

台大政治系的蘇翊豪教授擔

任主講人，並由黃瓊萩老師擔

任主持人。在本次演講中，蘇

老師首先以共機擾臺次數與

行蹤為例，談研究者處理資料

與數據時可能會遭遇的困境

與研究缺陷。厚資料研究方法

即起因於此類綜合性考量而

生的新興研究方法。厚資料分

析採取厚描的方式，將情境脈

絡賦予在數據生成與分析過

程，以挖掘人類行為、政治事件意義，屬於混合研究法，以質化模式加強量化數據的說服

力。其中，在執行層面，先以因果路徑形式呈現現象與事件，再以指標凸顯分析對象的變

異程度，最後採納民族誌或論述方式詮釋資料之間的關聯。其優點包含提高量化研究的數

據意義，而非只呈現變項間數量關係；並且能擴展質化研究的通則解釋力，而非侷限在個

案說明。 

 接著，蘇老師藉由他近期的研究說明厚資料研究的操作方式。他以中美管轄權較勁為

題，研究中國大陸在制裁與反制裁等領域的發展脈絡。其中，蘇老師提及，中國大陸雖在

反制裁層面已完成立法，但尚未實施任何針對性制裁或制定黑名單。因此，在研究時必須

在北京的每個抉擇點提供厚資料分析基礎，像是中國商務部 2019 年 5 月宣布將設立「不

可靠實體清單」以及 2020 年 9 月宣布正式版本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同時也關注人

大 2021 年 8 月推遲在香港實施反制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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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所 53 歲生日快樂！ 

  2021 年 12 月 18 日，東亞所跟隨去年的腳步，再次回到位於萬壽路 64 號的「老根據

地」—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 53 週年所慶—「中國研究接力賽：東亞所的傳承與創新」

座談會及所慶餐會。 

  座談會在吳玉山老師勉勵致詞後揭開序幕，吳玉山老師以「四個之間」指出東亞所在

中國大陸研究領域的壓力和挑戰，分別是「教學與研究」、「研究與政策」、「區域與學科」

及「質化與量化」等四大項。接下來則邀請歷任六位所長—趙春山老師、施哲雄老師、邱

坤玄老師、魏艾老師、寇健文老師及王信賢老師，與在場師生分享東亞所的歷史背景、個

人在教學、研究與政策工作的經驗分享，以及對東亞所與現在師生的未來期許。多位東亞

所所友們如趙建民老師、李明老師等，也陸續加入了交流分享，大家熱切的交換意見，不

僅喚醒許多東亞所友前輩們的珍貴回憶，也給予現在的東亞所學生要「傳承」東亞所在中

國大陸研究的火炬！座談會後依例舉行所慶餐會，在溫馨的氣氛中，東亞所 53 週年所慶便

圓滿順利完成。 

   

 五三東亞所慶 與 中國大陸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趨勢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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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國大陸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趨勢論壇 

 

  今年 1 月 11 日本所與中共研究雜誌社主辦、漢聲廣播電臺協辦之「2021 年中國大陸

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趨勢觀察」論壇，在本校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吸引近百位

師生、學者與媒體朋友到場聆聽。所長王信賢於開幕致詞時特別提及，本所已連續三年和

中共研究雜誌社合辦中國大陸情勢年度總結與未來發展趨勢觀察論壇。作為我國研究中國

大陸最具傳統的研究所，肩負總結與前瞻未來的重責大任，既是使命也深感榮耀，特別感

謝中共研究雜誌社的支持。 

  本次論壇共分為兩場，第一場次主題為「2021 年大陸黨政、經濟、社會情勢總結與展

望」，由本所丁樹範名譽教授主持，分別邀請中研院政治所蔡文軒研究員、遠景基金會林雅

鈴研究員、本所王韻副教授就黨政、經濟及社會三方面做出年度總結和預測，最後由鍾延

麟教授進行與談。蔡研究員特別著重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個人作為的討論，包含黨史與

黨慶、打貪反腐政策、省部級人事異動及共黨黨內的終身問責等議題。林研究員首先回顧

2021 年中國大陸經濟工作，接著以今年中共將召開二十大，她預期中國政府會透過各項政

策維持經濟穩定發展，諸如投資、消費、房產、國家戰略科技及債務問題等方面。王老師

則指出 2022 年將會是驗收習近平「制度」的重要之年，並從國家碳排政策、新冠疫情清零

政策及宗教中國化，乃至於新疆議題等，其議題發酵或成效均可能於 2022 年看到結果。 

  第二場次主題為「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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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別邀請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助理教授林穎佑、本所薛健吾副教授、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偉峯，就軍事、外交及兩岸三方面做出年度總結與預

測，最後由國防安全研究院副執行長暨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研究員沈明室進行與談。

林老師以軍事裝備、軍事宣傳及解放軍人事變化角度觀察中共軍事的變化，並提出關注中

共軍委會人事和軍事變革之情形。薛老師則回顧 2021 年中國與主要大國和組織的外交互

動情形，並對 2022 年提出展望，他提及在雙邊及多邊對話機制的框架下，中美雙方擦槍走

火機率不大，各國仍有避險空間。曾老師回顧 2021 年中共對臺的軟硬措施、疫苗競爭情況

及外交戰的激烈競爭情形，指出臺灣應以自身優勢建立戰略，並增進信心構築戰略布局，

方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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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獲獎 
凃京威 《教廷外交：如何面對分裂與主權爭議國家》 

指導教授：王韻 老師 畢業時間：109 年 9 月 

 

1.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21 年度國際關係研究 最佳碩士論文獎 

2.台灣政治學年會「碩士論文獎」 

3.「財團法人臺北市公民教育基金會」 2021 年度「雷飛龍教授獎學金」首獎 

➢ 在校學生獲獎 
蕭士傑、林文皓 榮獲 

2021 全國戰略社群聯合兵棋推演 優秀學員獎 

 

阮功松 榮獲 

「中央研究院 111 年度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 獎學金 
杜承璋、楊宇倫、劉奕宏、李苡岑 榮獲 

碩一新生入學獎學金 

 

林疋愔、宋定強、郭昱岑 榮獲 

東亞所研究生獎學金 

 

林廷勳、林文皓 榮獲 

本校潘思源校友捐贈碩士生優秀獎學金 

 

 

編輯群的話： 

  在當前舉世關注中國大陸發展、中國研究成為學術熱點的情況下，我們本所全體師生

努力承續東亞所過往的優秀傳統和打拼精神，以加倍的努力和前瞻的擘畫，與時俱進、厚

實實力。雖然目前教育資源有限，但我們有著所友們的支持與鼓勵，師生們在諸多方面仍

是屢傳佳績。期待您未來持續關心並協助所務發展與推動，我們將珍惜所有資源，砥礪前

行，奮發不懈，期以維持在國內中國研究學界的領先地位。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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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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執行編輯：林廷勳、劉醇陽、李奕蓉 

美編排版：林廷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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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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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