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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特聘教授兼所長王信賢與國際關係中心主任寇健文共同主編的《中國大陸概

論》，於 9 月 14 日正式出版。這是「東亞所系列叢書」繼去年《從一所看一學科：政

大東亞所與臺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之後的第二本專書。 

 

所長王信賢表示，我國一方面承受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另一方面兩岸間貿

易額卻又節節高昇，此種「與狼共舞」現象，再加上兩岸關係與美、中、臺三角關係

紛紛擾擾的此時，無論對於中國大陸有何立場，都更應該知己知彼，理性地了解中國

大陸的發展。就此中國大陸研究對臺灣而言，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是攸關臺灣未來發

展的「政策研究」。 

 

相較於各國的中國研究領

域，臺灣具備語言、文化優勢，

結合西方社會科學的背景，使得

臺灣能以更深入的角度分析中國

大陸。與此同時對岸近年學術自

由趨向緊縮，讓其學者在議題研

究及跨國學術交流頗受限制，卻

也因此讓臺灣的研究獲得重視，

與國際學術機構交流趨於頻繁。

雖然各國都做中國大陸研究，但

是也想參考臺灣的看法，這樣的

機會也成為我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一大助力。 

 

東亞所自民國 57 年（1968 年）設立，作為臺灣第一間專職研究中國大陸事務的

學術機構，本應責無旁貸匯集幾十年來教師與畢業所友從事相關教研的經驗。因此出

版《中國大陸概論》一書，有系統的建立讀者對於中國大陸研究所需要的知識基礎。

本書以中國大陸研究為核心，透過國內與國際兩大格局，以「黨史與政治體制」、「經

濟改革與企業發展」、「社會轉型、環（境）衛（生）與傳媒」、「對外關係、軍事與兩

岸關係」等四大部分，共計十八章，全面解析中國大陸。隨著時局變遷，東亞所在過

往傳統基礎上，加入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訓練。本書不但可以作為教科書，更是想深

入瞭解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國際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的讀者不可不讀的

最佳精神食糧。 

  

  新書快遞：東亞所《中國大陸概論》專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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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學長，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第十

屆東亞所碩士班所友。1988 年獲得維吉尼亞大學博士學

位後，返國先就職於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2 年奉

調外交系服務迄今，曾任外交系系主任、本校國際事務

學院院長，在本校服務逾 32 年。本期《所友通訊》很榮

幸訪問到李明學長，請他分享到政大東亞所讀書的心路

歷程與給學弟妹的建議。 

 

 

 
 

 所友通訊：您當時在本校東方語文學系唸大學部，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心得? 

後來又為什麼會就讀東亞所? 

 

 李明學長： 

我原本就讀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韓文組，在大學的時候韓語的學習還算不

錯，在韓語組同學、特別是男生裡算是較有心得的。相較文學相關領域，我更偏

好社會科學，對政治或外交等經世致用的學科更感興趣，所以大二時選了外交系

當輔系（那時尚無雙主修）。在大學時曾考慮兩個畢業後選項，一是去韓國繼續唸

書、但也不見得是唸文學；另一是留在國內讀碩士班。雖然當時也去考教育部的

韓文檢定，得了 82 分，算是很高的成績了，但我同時也對大陸問題產生興趣，便

努力衝刺報考東亞所。 

東亞所當時是全國研究大陸問題的重鎮，其他各校大多還沒設立大陸所。後

來東亞所博士班畢業學生多了，各大學院校的大陸所才由於東亞所培養的師資先

後設立。我在 1977 年幸運地以當年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東亞所，因此去韓國深

造的那條道路就暫緩不去了。反倒是 1988 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到政大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工作後，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韓國事務。 

當時在東亞所時，教授們個個學養俱豐、著作等身，許多教授本身就是活字

典，曾實地參與大陸時期的國家建設、與中共高層有過交手經驗、深知中共意識

形態內政外交。我曾悠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比較研究、思維不斷衝撞洗滌，

初具寬廣多元的視野。二年級時我請求譚溯澄教授擔任指導教授，當我向譚教授

稟明來意，他向我提出三個要求，一是老師將嚴格指導，二是碩士班要讀三年，

三是畢業時老師不會幫我「安排工作」。我想，老師講得直率、我也回答乾脆，譚

  所友專訪：政大外交系李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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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欣然答應。 

結果三年內，我唸的書遠超過大學四年，而在東亞所所學中共黨史、馬克思

主義理論、社會主義運動史、共產黨哲學批判、聯共黨史、東北亞、東南亞各科

目，對我日後教書，尤其是和大陸同道往來都很有幫助。談到中共事務，大陸同

道都驚訝於我對中共的瞭解，我在這個領域的豐富知識也讓自己比較客觀。回想

起來，我發現東亞所的教育奠定我後來再度進修與未來從事教職重要的基礎。 

 

 

 所友通訊：為什麼在東亞所畢業後又選擇出國就讀國際關係呢? 

 

 李明學長： 

1980 年我在碩士班畢業後，先去當時台北縣某商專擔任英文講師，一個學期

之後，偶然的機會得知行政院新聞局招考國際新聞人員，就抱著一試的心理，一

面教書、一面準備應考。三個月的時間不長，卻以第一名錄取新聞局國際新聞人

員韓文人員，顯然我的韓語和基本學識還足堪應付，想來更要感謝東亞所對我的

教育之恩。在新聞局工作期間，常發現自己難能理解曾經駐外的長官思考問題的

專業和周密，羨慕他們見識寬廣、見解全面周到。東亞所的教育已經相當紮實，

但是廣度似仍不敷所需。在新聞局工作一年半之後，新聞局本想派我駐外，但我

在 1981 年暑假考取中國國民黨頒發「中山留學獎學金」，所以選擇赴美讀書。 

東亞所三年的教育，使我有了國際關係和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識基礎，在申請

美國大學時，我錄取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碩士班，1982 年入學，

兩年後再進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攻讀國際關係博士。SAIS 作為

一個專業學院，教育偏重在政策和實務研析，而維吉尼亞大學就回到學院派的理

論研究，我很幸運地能在這兩個不同學風的名校接受洗禮。 

我 1982 到美國，至 1988 回國，這六年都是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任內。

我認同雷根總統的穩健堅韌，冷戰期間他與蘇聯周旋，提出了一句名言：「相信，

但須驗證」（Trust, but Verify），也儼然成為我的為學處事標竿。在美國讀書期間，

我們一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也都深具愛國護國的熱誠。當趙紫陽、李先念之類中

共高官訪美，我們一群同學或從華府、或從其他外州，到華府康乃狄克大道

（Connecticut Avenue）中共使館前匯集表達抗議。我則攜家人從維吉尼亞大學開

三個小時車到華府參加示威，這些時日雖然久遠，記憶卻特別鮮明。 

做為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在國家和社會需要我的時候，我會毫無保留

地熱誠奉獻。過去當學生時，勤奮唸書幾至廢寢忘食；學成之後，回國服務當作

天職、不畏任勞任怨。我返國後一路在母校服務三十餘年，有點像效法政大、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維吉尼亞大學的前輩教授們，一輩子奉獻給一所學校，不見

異思遷、也不圖回報！我很感謝母校給我這樣的環境，讓我成就自己、也進而成

就許多人。在這三十多年裡，我已寫了兩千多封推薦信幫助學生升學與就業，這

些學生許多都已學成，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使我非常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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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友通訊：學長有什麼建議想要給東亞所的學弟妹們？ 

 

 李明學長： 

我現任職的外交系好幾位教授都是學外語出身的，可能東亞所也不乏具類似

背景的同仁。我常鼓勵同學多學點外語，外語可讓大家有更多機會直接理解和關

心國際事務、為自己國家創造利基。我今年在外交系為畢業生撥穗典禮時，曾給

同學們一項「臨別贈言」，我願在這裡分享給東亞所同學們。讀國際關係的人都會

知道「金磚五國」的縮寫是「BRICS」，每一個字母都代表一個國家。而我要給同

學們的是「六塊磚頭」（BRICKS），這裡每個字都代表一種修養，可成為同學們

邁向成功的「敲門磚」。第一個字 B 是 Bravery（勇氣），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

事，不要向當局諂媚，更不要踐踏弱勢。第二個字 R 是 Responsibility（責任感），

勇於負責，自己責任自己擔負、不懈怠自身的責任，答應的事情就要使命必達。

第三個字是 I，Integrity（正直），大家要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切勿見異思遷，也

不見風使舵。第四個字是 C，即 Creativity（創造力），能做到創新又有創意，讓

自己有高附加價值、受更多重用。而第五個字 K，則是 Knowledge（求知），它是

我們一生的工作和努力，我們經常給自己增添活水，每天看書看新聞是我使自己

年輕的不二法門，畢業後不再看書是很可惜的。第六個字是 S，Service（服務），

是關心自己也關心別人。如同  國父所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而不是以掠奪為

目的」，如此則走遍天下、大業功成。倘能秉持追求「BRICKS」為核心的理念，

同學們必然前程遠大。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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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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5.27 石之瑜老師 旗袍文化與上海的浪漫主體：後西方國際

關係的再開展 

Ⅱ 109.06.04 黃基禎老師 認識中共網路戰略思維 

Ⅲ 109.06.17 張珈健博士 經濟不平等、財政金融策略與戰爭動員─

兼論東亞國家面對 COVID-19 的防疫策略

選擇 
 

   
石之瑜老師反思主流國際

關係理論強調的主體性、

地域性、空間性，提出應

跳脫出以領土、國家、地

域等物質性與人的肉體所

占據的空間聚合思考模

式。石老師以旗袍為例，

指出旗袍的複雜性與產生

出來的意象，並不是由旗

袍本身，而是穿旗袍的人

以及觀眾所決定的，並且

其意義是可以隨時改變

的。他主張旗袍可做為一

種 social site，取代國際關

係理論往往只以領土或空

間作為 site，減少對他者

壓迫的可能。 

黃基禎研究員以 2010 年

美國飛彈訊號失聯為例，

闡述「網路戰」的重要性

攸關軍事安全。黃研究員

介紹了解放軍網路戰略相

關組織建制及網路部屬特

性。他認為，中國宣告的

「網路主權」，可能成為

其正當化網路戰的方法，

也是重要的戰略指引。他

也指出在西太平洋的跨洲

海底電纜連結分布中，台

灣的網路節點具有戰略價

值，因此台灣必須建立與

維繫強大的網路戰略夥

伴，來防止與日俱增的跨

國網路威脅。 

張珈健博士分析美國政府

面對韓戰與越戰兩個戰

爭，來探討國家行為者在

面臨重大財政壓力時的政

策選擇。張博士指出，戰

時可能採取的政策選擇有

徵稅、刪減非軍事支出、

舉債與印鈔票等，而政府

的選擇會受到國家經濟是

否相對平等影響。同時，

張博士也認為此種國家的

策略選擇邏輯同樣也能適

用於當今的新冠肺炎疫

情。在疫情中，政府也會

指揮口罩的分配與管控口

罩的價格等干預舉措。 

 東亞論壇：論學術、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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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5/5 舒耕德教授 Battling the Coronavirus: Western and 

Eastern Mindsets and Their Political Repercussions 
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

灣研究中心主任舒耕德教授

（Prof. Dr. Gunter Schubert）應政

治系、亞太博以及本所之邀，在

政大舉行一場英文演講，講題為

Battling the Coronavirus: Western 

and Eastern Mindsets and Their 

Political Repercussions。舒教授討

論大陸、東亞（含台灣）、歐洲

以及美國的疫情治理，如何因為

不同「心態」（mindset）而有不同的作為與結果。大陸以民族主義

（nationalism）為主要心態，採取威權的專業官僚途徑；東亞與台灣是儒家的愛

國主義（Confucian patriotic），歐洲是 Etatist-Deliberative，美國則是 nationalist 

resentful。演講結束後，舒教授為本校師生介紹其創立的「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

心」，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除了積極推動台灣研究，也重視歐洲與台灣優秀

學者與學生的學術交流。舒耕德教授介紹該中心的交流項目，包括年輕學者工

作坊及訪問學者獎學金計畫，鼓勵有興趣的博士生、博士後研究員申請，曾赴

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交流的薛健吾老師亦進行經驗分享。 

  

 

所上活動快遞：屬於東亞所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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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10 東亞所職涯發展座談：畢業所友公職生涯經驗分享 

此次座談邀請在公部門工作

的所友分享自己的公職生涯經

驗。座談會中，任職於海基會、

外交部、陸委會等部門的所友們

介紹各單位的工作性質以及在工

作場域中可能會面臨到的突發狀

況與實際業務範圍。座談會上，

多位所友也提到東亞所訓練對於

實務工作的幫助，邏輯思維、理

論訓練與對歷史的瞭解，可以提

升實務工作中對時事判斷的敏銳

度，以及辨別正確資訊來源的重

要性。學長姐們也特別提到投身公職考試前可以先找出自己的誘因、設定考試

目標，並透過完善的時間規劃、考古題練習，對於準備考試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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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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庭劭、郭淨源、賴昱心 

美編排版：賴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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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