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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 花清荷/攝影: 許芷婕】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暨國際事務學院連

弘宜院長，年輕時赴俄深造，成為臺灣著名俄國研究學者，今（2023）年則以《普京時期的

俄羅斯與歐盟關係：俄羅斯與東歐國家關係及俄羅斯與西歐國家關係之比較研究》通過國科

會二年期研究計畫補助，是連弘宜的俄羅斯與歐亞大陸主題研究中的第五項研究案。 

陰錯陽差赴俄 點燃學術熱忱 

 

爽朗的笑聲、大方的神情，「來！找一個喜歡的地方坐」，初次見到連弘宜教授，感受到的是

一股從容不迫、優雅得體的氣質，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及外交學系教授，專

攻俄羅斯研究的他，也時常到各大媒體向大眾分析烏俄戰爭局勢，善盡社會責任，但令人沒

想到的是，對他而言，當初選擇研究俄羅斯，其實也帶著某些因緣際會，或可謂命中注定。 

 

連弘宜大學就讀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因為對所學有興趣，決定報考公費留學，繼續出國

深造。原先外交學門的公費考試國家大多以美國和法國為主，意料之外的是，在他報考當年，

公費留學的目的地國家改為「獨立國協」，可自由選擇獨立國協中的其中一個國家就讀。 

「大家可能覺得前往俄國會有一點陌生，但其實當時的國際關係就是在講美蘇對抗。」連弘

參透國際關係 暸解戰策謀略 外交學系連弘宜傾心俄羅斯研究 
 

▶連弘宜目前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擅長俄羅斯研究（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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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指出，他大學時期在臺灣學習，當時的學術風氣主要多以美國視角觀看蘇聯，到了俄羅斯

後，便能學習以俄羅斯視角觀看美國，真正瞭解雙方對待這段歷史背景的箇中差異，以及因

應陣營、環境不同所產生的各項觀點，因此當時並沒有太多遲疑，評估過後他便毅然決然地

選擇前往俄羅斯求學，也從此開啟人生新方向。 

 

善盡社會責任 秉持客觀論點 

 

在俄國修讀國際關係雖

收穫良多，不過，國際局

勢總是瞬息萬變，這也

是每位外交學者都需要

面對的情況。連弘宜分

享，2013-2014 年他曾

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訪

問學者一年，該校戴維

斯 研 究 中 心 （ 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是冷

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研

究重鎮，在學術上具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連弘宜抵達時便發現，有關俄羅斯議題的研討會始終門可羅雀，與會者

的年齡層也偏高，反觀有關中國議題的研討會則是座無虛席。 

 

在歷史課本中，美蘇對峙無疑是二十世紀晚期最熱門的國際議題，但在現實中，隨著蘇聯解

體、世界局勢改變，同時也連帶著外交學界的研究重心轉移。連弘宜説：「美蘇對峙結束後，

俄羅斯的議題基本上也隨之冷卻。」冷戰後的世界究竟發生什麼，之後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

美國更加壯大、中國崛起，在蘇聯消失後，俄羅斯也快速息影於世界強權國家。 

 

不過，對連弘宜而言，過去所學並沒有隨著世界局勢改變而式微，反而在對應現今國際事件

時，他總能開創出不同於臺灣主流媒體的視角。他分享，自己在俄羅斯所學習到俄國和美國

兩者差異，同時也能應用到近期的以巴事件中，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他指出：「如

果站在美國過去傾向同情弱者的標準來看，美國應該要協助的應該是巴勒斯坦，但只要提到

以色列，美國都是無條件的力挺。」以赴俄羅斯求學的經驗，他跳脫臺灣輿論經常普遍親美

的趨勢，點出如今西方強權國家在具有主宰權的前提下，在決策方面經常缺乏統一標準，造

成「球員兼裁判」的現象。 

 

▶連弘宜長年投入俄羅斯國際關係研究，以所學專業善盡社會責任（攝影：

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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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對於臺灣主流媒體有關國際局勢普遍只有單一論點，他也感到擔憂。連弘宜提到：

「我認為媒體應該適時提出不一樣的聲音，如果都是同樣的意見，對於要思考任何議題並沒

有太大的助益。 」除了提出建議，連弘宜也身體力行，過去時常在媒體節目中分析烏俄戰

爭局勢，以自身的專業背景，在相關議題中向大眾發表自身觀點。「我認為這是大學的社會

責任。」他篤定地說。 

 

因應世界局勢 俄歐關係成目前研究重心  

 

談及如今俄羅斯在

世界版圖中的地位，

連弘宜也提到，俄羅

斯經濟成果已經大

不如前，除了須注意

毀滅型武器外，這個

國家對美國已無足

輕重。而俄國其實希

望能和美國保持良

好關係，但經過2007

年，美國希望在波蘭

和捷克設置反飛彈

系統及雷達站，遭俄

國質疑破壞當初雙

方同意北約可以東擴但武器不部署在新加入的國家之默契，以及 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

俄國受到美國及歐洲國家制裁後，便轉而投靠歐亞大陸的另一邊，同為泱泱大國的外交夥伴

－中國。 

 

「中俄兩國是必須背對背合作，才能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壓力。」連弘宜指出，也由此可知，

在如今分為美中兩派的世界版圖下，俄羅斯與中國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及革命情感。而為了

因應俄國不斷變化的外交情勢，連弘宜自 2014年便開始研究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在軍事

策略及對外政策中的演變，同時，也已經對於俄國和中國、東亞、東南亞、南亞及中東做過

深入剖析，今年則以《普京時期的俄羅斯與歐盟關係：俄羅斯與東歐國家關係及俄羅斯與西

歐國家關係之比較研究》獲得國科會二年期研究計畫補助，正式將研究地圖深入歐洲。 

 

若提及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連弘宜也提出自身見解，他認為東歐國家分成「蘇聯東歐」及

「俄羅斯東歐」。「俄羅斯東歐」便是過去的蘇聯國家，例如烏克蘭、白俄羅斯等，而「蘇聯

東歐」則為過去實行共產主義、鄰近蘇聯的國家，包含：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在這次的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外交領域學院，時常有來

自各國的外賓造訪，圖中海報的造訪人士為來自烏克蘭的訪問學者 Dmytro 

Burtsev（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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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中，他希望對於這些曾在歷史中具有特殊背景的東歐國家，深入探討他們加入歐盟後，

是否會有哪些不適應之處，或是為何他們總在歐盟中扮演強力反對俄羅斯的角色，以及其和

西歐國家的差別。 

 

同時，綜觀連弘宜過往的俄國研究，不難發現其將研究類型分為「戰略研究」及「關係研究」

兩部分，他也補充說明，「戰略研究」主要重點是具有執行的可能性，雙方均有共識或有能

力執行的策略，或是元首間時常交互往來，關係密切；而假如只有想法，但雙方是處於排斥

狀態或執行可能性較低，便會命名為「關係研究」，重點是將關係提升，而非更有計謀性的

戰略。也是因為如此，歐盟和俄國的關係目前仍然處於低落期，因此將本次的研究案命名為

「關係研究」。 

 

鼓勵學生行萬里路 未來盼開拓北極研究  

 

連弘宜的俄國對外關係及戰略研究，從中國開始，繞行亞洲、東南亞、南亞、中東後，如今

來到歐洲，而提及未來，他眼神一亮地說道：「再來當然就是美國，就暫時完成繞行歐亞大

陸的任務。」但他並不打算就此停下，非洲、中南美洲、大洋洲等領域尚在他的待辦清單中，

除此之外，他也希望能夠進行俄國的北極政策相關研究。「俄羅斯的領土基本上有一半都鄰

近北極區，如果北極航道開放通行後，國際地位一定會愈趨重要。」同時，他也希望再深入

研究俄羅斯的國內政治，包括政權權力的基礎及傳承等議題，內外兼修，更全方位地瞭解這

個國家。 

▶雖同時擔任教職與繁忙的行政職務，連弘宜提及未來研究規劃時，依舊充滿學術熱忱（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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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豐富學術經驗的連弘宜也強調，研究一定要包含自身興趣，而議題的發想也同等重要。

自己剛好在年輕時到了俄羅斯，從此找到研究志向，他也鼓勵同學們：「年輕的時候多出去

走走看看，都很有助益。」此外，他也肯定多方接觸的重要性，在擔任外交學系教授及國際

事務學院院長期間，很幸運能夠不斷地與來臺的俄國同學交流，彼此激盪出更多元的論點，

也刺激他對於新研究題目的想法。 

 

投身適合自己的研究領域，除自身的努力外，總也需要些因緣際會，如同連弘宜與俄羅斯的

相遇。在年輕時前往一個離家鄉 4369 公里、時差 5 小時的異國城市，再用往後的人生持續

研究，深入暸解、探索，所投注的情感就有如第二個家鄉一般，連弘宜以寶貴的人生時光，

撰寫外交研究領域的專業、勇敢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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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即日起受理 11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大批）補助申請案，國立

政治大學收件截止時間為 113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止，請校內教師和研究人員

踴躍提案申請計畫補助。為避免網路擁塞，建請儘早使用該會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

完成相關提案申請作業。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校內截止日期 

113 年度工程處學門主題式計畫 

 

• 112年 12 月 29 日 
 （五）下午 5時 

113 年度「工程科技中堅躍升研究計畫」 

 

• 112年 12 月 29 日   

 （五）下午 5時 

11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大批） • 113年 1月 2日  
  （二）上午 9時 

113 年度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 113年 1月 2日  
  （二）上午 9時 

113 年度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 113年 1月 2日  
 （二）上午 9時 

113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 • 113年 1月 2日  
 （二）上午 9時 

113 年度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 113年 1月 2日  
 （二）上午 9時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 11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 113年 1月 2日  
 （二）上午 9時 

113 年度防災科學與技術學門專題研究計畫 • 113年 1月 2日   

 （二）上午 9時 

113 年度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 113年 1月 8日  
 （一）上午 9時 

113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研究計畫 • 113年 1月 9日  
  （二）下午 5時 

2024年臺愛（NSTC-ETAg）邊合作人員交流互訪計畫 • 113年 1月 9日  
  （二）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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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學術榮譽 

•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2 年 11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32 篇，文學院 1

篇、理學院 5 篇、社會科學學院 6 篇、商學院 8 篇、外國語文學院 4 篇、教育學院 1 篇、

資訊學院 4 篇、華語文中心 1 篇、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4 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

篇、東南亞研究中心 1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s://reurl.cc/nLKLyl 

 

 

113 年度無人機關鍵技術前瞻研發計畫 • 113年 1月 16 日  
  （二）下午 5時 

2025年臺德（NSTC-DFG）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 113年 1月 29 日  
  （一）下午 5時 

113 年度以社會需求為核心之跨領域研究計畫 • 113年 2月 19 日（一） 

  下午 5時 

113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卓越計畫」 • 113年 2月 22 日（四） 

  下午 5時 

成功參與歐盟跨國團隊科研暨創新計畫 

 

• 隨到隨審 （本計畫徵求期 

  間：自 110年 1月 1日至 

  116年 12 月 31日止） 

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簡稱拋光計畫） 

 

• 採隨到隨審，並應於計畫 

  執行始日 2個月又 4個工 

  作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112 年度台電公司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 預告主題 

113 年度委託科技計畫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 預先揭露 

11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 教育部 

 

• 113年 1月 31

日（三）下午 5

時 

https://reurl.cc/nLKL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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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訊】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辦公室於 11 月 28 日辦理本（112）年第四場研究

倫理教育訓練，課程邀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曾育裕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主講

人，講題為：「一般審、簡審與免審之迷思」，吸引校內外師生參與講習，講師深入淺出的

演講，讓與會師生來賓深感收穫豐碩。 

 

 

 

 

 

 

 

 

 

 

 

 

 

 

•【研究發展處訊 記者/廖嘉嘉】研究發展處舉辦「國科會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

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獲獎人經驗分享座談會」在 11 月 30 日登場，特邀請教育學院余民寧教

授兼院長、企業管理學系朴星俊副教授、中國文學系廖棟樑教授、台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

以及 11 名獲獎人參與論壇，其中 6 名獲獎人現場分享論文撰寫期間的各式心路歷程與建

議。 

 

國家科學及技術科學委員會為（下稱國科會）致力於培育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人才，訂

有「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作業要點」。該獎勵計畫預計每年 1

月公告申請資訊，截止受理時間為 3 月期間，旨在獎勵具有研究潛力之博士候選人，專注於

撰寫博士論文，提升論文品質與學術研究水準，每位獲獎人每月新臺幣 4 萬元獎勵金，獎勵

期間自當年度 8月 1 日起至次年 7月 31日止，總計獎勵金額為 48 萬元整。 

今年度共計七院 17人獲此殊榮，獲獎博士候選人（指導教授）分別為：金融系匡顯吉（張

興華老師、林士貴老師）、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陳哲斌（蔡政憲老師）、企業管理學系余相

賓（蔡維奇老師）、企業管理學系陳怡安（黃國峯老師）、企業管理學系玎公明（朴星俊老

師）、教育學系蔡介文（余民寧老師）、法律學系莊士倫（王曉丹老師）、亞太研究英語博

士學位學程林佳玲（蘇彥斌老師）、東亞研究所黃韻如（黃瓊萩老師）、政治學系張育瑄（葉

▶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邀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曾育裕教授主講（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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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老師）、中國文學系錢瑋東（廖棟樑老師）、中國文學系詹秉叡（車行健老師、劉德明老

師）、中國文學系李蘋芬（劉正忠老師、周志煌老師）、台灣文學研究所林新惠（紀大偉老

師）、英國語文學系陳欣愉（鍾曉芳老師）、語言學研究所陳怡臻（蕭宇超老師）與台灣史

研究所陳佳德（薛化元老師）。 

 

研究發展處林淑芳副研發長表示，今年國立政治大學在全國獲獎情形名列第一，舉辦座談會

不僅是對獲獎學生的鼓勵，也是啟動未來研究發展的契機，期待各位能夠取得更加豐碩的成

果。 

 

教育學系余民寧教授認為做學術研究是一種可以忘我沉浸的潮流，相信學生們投入研究是正

確的選擇，並表示以獲獎學生為榮。中國文學系廖棟樑教授則表示博士論文可以最大展現學

生們的潛能，而該獎項僅為學術研究之路的起跑點，勉勵大家未來繼續努力。企業管理學系

朴星俊副教授也用英文獻上對各位獲獎人的祝福，並表示堅持下去才可以收穫最好的結果。 

 

經驗分享首先由企業管理學系余相賓開場，他認為應善用資源，謙虛向指導教授與學長姐

們請教建議，在計畫內容中完善預期理論與指數貢獻的部分，並向審查人員展示計畫的價

值。此外，他特別提醒未來的申請者們，應即時更新國科會個人基本資料與申請時的相關

資料，避免後續忙於計畫內容而在申請資料上有所疏忽。 

 

法律學系莊士倫則跟大家分享自己面臨大幅修改計畫方向的經歷，他表示除了要按照興趣

選題外，更要注意該題目是否能夠與學術界對話與接軌，並同時建議不擅於運用過多文獻

資料的申請者，比起拓寬豐富文獻，嘗試將更多的心力放在深入探討代表性文獻上會更有

幫助。 

▶ 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指導教授、獲獎生與參與者合照。前排左起：中國文學系廖棟樑教授、教育學系余民

寧教授、研究發展處林淑芳副研發長、企業管理學系朴星俊副教授（照片來源：廖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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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蔡介文表示該獎項是一種優勢，可以讓後續研究更無後顧之憂，而不管是否申請獎

項，論文都是畢業的其中一環，因此不妨大膽將計畫投書審查，同時他也強調應主動索取評

審意見，藉此修改自身論文不足之處。 

 

政治學系張育瑄提到許多申請者會過度完美要求計畫初稿，卻因此太晚提交給指導教授，導

致雙方可以討論修改的時間縮短，不如提早讓指導教授過目，再去完善內容。同時她也表示

因獎項的審查人員需閱覽大量的計畫書，每篇論文的閱讀時間極短，所以如何將重點摘要濃

縮並展現是一大課題。 

 

英國語文學系陳欣愉分享自己因疏忽個人資料的填寫導致差點無法準時申請的經歷，提醒申

請者們申請資料的準備皆需提前完成。她認為撰寫研究計畫的秘訣，包含提出具體的學術貢

獻、文章邏輯清晰、可以圖表輔助文字內容、撰寫論文的時程要詳細列出。她在分享同時，

也播放其指導教授鍾曉芳錄製的勉勵影片，鍾老師除恭喜陳欣愉獲獎，並期許她可以完成博

士畢業的夢想。 

 

東亞研究所黃韻如提醒申請者以校內截止收件時間為準，強調國科會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

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獎助計畫申請時間相近，鼓勵申請者可以嘗試兩種獎項一起申請。在計

畫選題上，她建議可以選擇較為創新的議題與理論，比起熱門議題更佔優勢。 

台灣史研究所陳佳德同時也製作了講義，分享自身經驗。他建議可以先申請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獎助計畫，在期間完成論文初稿後，再以未完成稿重新撰寫研究計

畫申請國科會獎項，並在國科會補助期間完成博士論文。如此便可以連續兩年獲得獎助。至

於計畫內容，他認為除了問題意識需突出，相比碩士論文應更有格局。除此之外，應先行有

所研究、奠定研究架構與基礎後再來撰寫博士論文。 

▶ 獲獎生與指導教授合照，左起：蔡介文、錢瑋東、余相賓、莊士倫、陳欣愉、張育瑄、黃韻如、

匡顯吉、陳怡臻、玎公明、企業管理學系朴星俊副教授（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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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薛化元也特地趕至現場，勉勵與會同學不要放棄，應勇於嘗試申請獎項，並表示申

請成功機率不會太低，不用過於擔心。 

 

此外，其餘十位獲獎人也大方分享他們的經驗與心得。金融系匡顯吉認為撰寫研究計畫有三

大要點，第一為清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為完整的文獻回顧章節，第三則為明確寫出預

期貢獻與文獻的差異。他表示申請過程中最好能與指導教授保持聯繫與溝通。專注，認真，

對自己研究的領域要有熱忱，以及要有自信。 

 

企業管理學系玎公明則認為研究主題需具時效性與可行性，確保能夠找到充足的研究資源來

協助完成計畫，且在研究設計上應多參考該專業領域公認的學者資料，將文獻探討加深加廣，

來凸顯計畫可解決的知識缺口。 

 

語言學研究所陳怡臻表示，研究背景與目的章節應精簡點出過去文獻的不足、研究計畫可以

帶來的補足與突破。文獻回顧章節則應詳細說明過去文獻的各式差異，並務必在計畫中提及

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必讀文獻。而研究方法章節要詳細說明研究步驟與選擇該方法的原因，並

清楚點出過去文獻研究方法的利弊。她同時表示計畫前三節尤為重要，應用最精簡俐落且最

具條理的方式來呈現，讓審查委員可以輕鬆了解內容。 

 

中國文學系詹秉叡則認為應嚴格遵守國科會的既定格式，將論題背景、文獻回顧與對方法論

的反思三點清楚劃分等比例開展，避免在論述上的混淆。同時他也提到申請步驟繁瑣，流程

掌握十分重要，應善加利用研發處的專業資源與協助。 

 

中國文學系錢瑋東提到可以先讓同儕過目初稿，請他們給予建議，並藉此補足論述不足與不

清晰之處。他也提到審查人員重視計畫的可行性，而計畫的完整度往往對此有直接影響，因

此應提早撰寫計畫，預留時間修改，保證計畫的完整性。 

 

完善研究內容後，接踵而來的是一系列申請流程，對此，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林佳玲

表示應提供可以證明學術活動的文件，並確保資料皆完整填寫，若在申請過程中感到疑惑，

應大膽提問。 

 

談及獲獎者應具備什麼特質，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陳哲斌認為具獨立思考與在國外發表論文

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台灣文學研究所林新惠表示許多獲獎者未來會以學者的身分出國訪

問，應明確知道自己的研究與學習目標，才不會因環境而迷失研究方向，並同時抱持開闊的

心胸去拓寬人脈與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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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也想申請的學子們，企業管理學系陳怡安建議博一、博二就應開始準備期刊發表與

構思論文架構，並與指導老師逐步討論發展研究計畫。中國文學系李蘋芬表示應認知撰寫計

畫不只是對學界的探索，更是一種挖掘個人對學術關懷的過程，反覆琢磨才能得到期望中的

結果。 

 

總體而言，在本次論壇的經驗分享過程中，獲獎人除了突顯時間規劃和堅持不懈的重要性外，

也特別強調選擇與自身興趣相關且符合學術價值的主題，並時刻關注執行進度。此外，還從

他人的回饋中學習，並用以填補計畫申請內容的缺失。這些寶貴的看法與經驗，對於與會者，

或者嗣後將積極提案的申請人，都有莫大的助益。 

 

 

•【研究發展處訊】大學作為高等知識教育的神聖之地，在培育莘莘學子的學識之餘，大學

教師亦持續研究新知、深耕學術領域，肩負著學術發表的責任。研究發展處於 12月 5日邀

請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李曉惠教授，分別從撰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的多年期跨國比較與審查委員視角切入，分享申請經驗與執行秘訣，盼能激發校園創新研究

能量，共創欣欣向榮的學術殿堂。 

 

長期耕耘高等教育政策和品質管理等領域的研究，並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侯永琪教授建

▶ 獲獎生（左上至右下）：金融學系匡顯吉、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陳哲斌、企業管理學系余相賓、企業管理學

系陳怡安、企業管理學系玎公明、教育學系蔡介文、法律學系莊士倫、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林佳玲、

東亞研究所黃韻如、政治學系張育瑄、中國文學系錢瑋東、台灣文學研究所林新惠、中國文學系詹秉叡、中

國文學系李蘋芬、英國語文學系陳欣愉、語言學研究所陳怡臻、台灣史研究所陳佳德，恭喜得獎同學。（照

片來源：獲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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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以嘗試申請多年

期研究計畫，「多年期對

我來說，時間比較彈性

一點。」她提到多年期的

計畫，讓學者研究期間

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研

究規劃，同時，也有機會

更進一步擴展到其他領

域，使研究富有更大的

延展性。 

 

「從重要的國際組織中，

深入暸解該領域長期受

到關注的議題，以尋找新

的洞察。」以高等教育領

域為例，侯永琪提及關注 UNESCO（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發展，探究各國的教

育政策在制度面、評鑑指標等改革的同時，從中獲得靈感啟發。她也建議「在熟悉的領域中

尋找具前瞻性的議題」，立基於先前的研究基礎，藉由當期相關領域的重大會議主題、國際

期刊，在大架構下循著脈絡找出議題新意。 

 

「在撰寫國科會計畫時，不僅應考慮申請過程，更應思考未來成果是否適合發表。」侯永琪

提醒大家要跳脫臺灣框架，將研究主題與其他國家相關議題做連結，她舉例臺灣隸屬於亞洲

國家，建議將研究規模

擴大至包含多個發展良

好的亞洲國家，進而去

說服研究洞察能對臺灣

或其他地區產生實質幫

助，待研究計畫有成果

後，請務必進行公開發

表，這將有助於未來再

次向國科會申請計畫補

助。 

 

李曉惠教授曾任教於香

港大學，專攻供應鏈管

理等領域，在擔任國立

▶ 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強調撰寫國科會計畫時，不能只想著要投，要想到

未來可不可以發表，並跳脫臺灣框架，與其他國家相關議題的狀況做連結 

（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 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李曉惠教授分享「計畫書是一個說服審查委員值得

投資的過程」（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505/part_15709_2516247_3479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505/part_15709_2516247_3479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505/part_15709_8071353_34792.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505/part_15709_8071353_3479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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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教職期間，更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作為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她深入分析審查

流程並分享申請訣竅，強調「計畫書是一個說服審查委員值得投資的過程」，將研究計畫比

喻為新創企業，兩者都需要資金去實踐理想，進而說服投資者的支援和補助。因此在撰寫研

究計畫時，她建議強調計畫在文獻或實務上的貢獻，以突顯其發展潛力。 

 

除了選擇重要的主題外，李曉惠教授表示亦須證明「為什麼你是最適合執行這個計畫的人？」

申請人應該展現對該領域文獻和研究方法的熟悉度，並闡述其能夠成功執行計畫，並實現預

期目標的能力，以說服審查委員，認為申請人是該計畫主持人的最佳人選。 

 

在審查階段，李曉惠教授談及已有論文發表之申請者，更能說服審查委員該計畫案可以成功

執行完成。然而，申請人如果曾在掠奪性期刊發表過，則應考慮避免將該發表列入經歷，以

符合學門領域的期待；對於從未發表過論文的新學者，國科會同時將評估其相關能力和經驗，

並在評選時考量予以鼓勵，期待能培育年輕學者成為未來的研究人才。 

 

在意見交流過程中，多位師長詢問有關「申請三年期計畫最終卻只拿到兩年期」的窘境，兩

位教授回應指出，通過計畫的年期數，將視當年經費、通過率與排名分數決定，並會視申請

者先前發表的論文是否曾刊登在重要期刊，而影響評選結果。最後，她們鼓勵教授們將多年

期研究計畫作為申請目標，持續在學術領域努力不懈和耕耘。 

 

最後，廣告系林淑芳教授兼副研發長總結說明，藉由此次活動經驗分享，能有效給予各位教

研同仁增能與激勵，同時勉勵更多教師以申請國科會多年期計畫為目標，共同投入邁向頂尖 

•研究之路。另外她鼓勵教研同仁踴躍於 113年 l月 2 日上午 9時校內截止收件前，提交個

人研究計畫申請書。為避免網路擁塞，儘可能提早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 活動吸引眾多新進老師參與，現場互動熱烈（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505/part_15709_5566478_3479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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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訊 記者/許巧昕】 研究發展處於 12 月 14 日舉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下稱國科會）111 年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頒獎典禮暨獲獎人經驗分享論壇，活

動邀請了 5 位榮獲研究創作獎的學生分享他們執行研究計畫的心路歷程。當天活動現場不

僅有多位老師蒞臨參與，還吸引許多對大專研究計畫感到興趣的同學前來聆聽。 

 

為了提早培育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科學、應用科學之優秀研究人才，國科會制定「補助大

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該補助計畫預計每年 12 月公告申請資訊，截止受理時間為次

年 2 月期間，旨在鼓勵大學生能儘早接受研究訓練、學習研究方法、加強實驗及實作能力。

經過研究計畫審查通過的學生，國科會將提供每位獲選學生為期 8 個月、每月 6,000 元的

研究助學金。對於被評定為成績優良且具創意的研究成果，國科會將頒發研究創作獎，以

鼓勵並肯定學生的研究才華。 

 

今年國立政治大學共有 5 名學生榮獲研究創作獎之殊榮，自全國近 3,000 名列入研究創作

獎之評獎範圍學生中脫穎而出，獲獎者來自外國語文學院、法學院及理學院等各系所學生，

分別為：斯拉夫語文學系王晨羽（指導教授魏百谷）、法律學系力維佑（指導教授何賴傑）、

土耳其語文學系韓慶叡（指導教授羅麗君）、英國語文學系李彥庭（指導教授陳音頤）、心

理學系朱莫亞（指導教授顏乃欣） 

 

 

典禮主持人林淑芳副研發長首先恭喜獲獎同學，身為老師，她感到非常開心地看到許多同

學對學術研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同時，她深深感謝指導教授的陪伴與教導，並鼓勵在場

的學生積極申請和爭取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她表示，「政大同學們的表現，一直以來都非常

超卓」。 

 

▶ 副研發長、外語學院院長、指導教授與獲獎生合照。左起：研發處林淑芳副研發長、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

院長、心理學系顏乃欣教授、韓慶叡、李彥庭、力維佑、法律學系何賴傑教授、俄羅斯研究所魏百谷副教

授、王晨羽（照片來源：許巧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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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外國語文學院共有三位同學榮獲研究創作獎，因此，外語學院鄭家瑜院長親臨現場，

對同學的優異表現給予高度肯定。「機會是留給那些有準備，且願意踏出第一步的人。」鄭

院長讚揚同學具有嘗試並執行研究計畫的勇氣，她認為跨出第一步的勇氣，以及在面對未

知題目時的應變能力，不僅能在研究過程中派上用場，也有助於應對人生的各種困境。 

 

「最終成果會是完美的！然而，最初的想法未必會是成熟的，且過程不一定很順利或完善。」

首位分享人心理學系朱莫亞因在國外交換，以影片方式分享。她提到一開始擔心自己的想

法不完美而卻步，導致後面可運用的時間被延誤。她表示，自己做研究的過程像是「滾雪球」

般，藉由他人的回饋看到自己研究的不足，並即時做出改正，所以越接近尾聲，成果變得越

豐富完整。她也鼓勵欲參與計畫的同學，遇到問題時要及時尋求協助，給自己多一點包容，

「有做事就是好事，適時休息很重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作息，多多去嘗試，能讓研究

過程更加順利。 

 

斯拉夫語文學系王晨羽盼藉由跨領域研究，讓自己在未來申請研究所時能有所助益。他表

示，自己在選題時，以本身擅長的俄國文化與國際關係為考量，結合興趣、其他專業領域

的知識，作為題目的發展方向。不過他坦言，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因為自己非經濟、資

訊科學系的學生，所以很多知識必須額外自學，像是他運用國外大學的線上課程，在學習

其他領域的技能之餘，還能獲取課程證照，增加自己的履歷。計畫結束後，他也以原計畫

中的文字探勘技術，繼續拓展其他研究。 

 

土耳其語文學系的韓慶叡以「難民於庇護國建立家園感之生活世界的可能性」為題，榮獲

研究創作獎。在他的致謝中表達對指導老師的感激之情，同時也感謝國科會對他研究成果

的肯定。他承認自己的研究過於聚焦於純理論，忽略了現實實踐的層面。回顧過去，他認

識到這個不足之處。作為一位以學術工作者為目標的研究者，參與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被視

▶ 副研發長、獲獎生與師長及參與者合照，前排右起：俄羅斯研究所魏百谷副教授、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

長、研究發展處林淑芳副研發長、法律學系何賴傑教授、心理學系顏乃欣教授、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柯玉佳助理教授、資訊科學系孫士勝助理教授；第二排獲獎生（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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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研究發展的起點。這也為他提供了許多機會，讓他能夠練習釐清問題、整理文獻並

撰寫論文。此外，透過參與這些計畫，能有機會與教授進行一對一的互動交流，這有助於

他提前適應碩士班的學術生活。 

「『法學』真正的價值並不只是無盡的背誦，而是在不同價值與領域的碰撞下，誕生出應遵

循、保障的價值。」法律學系力維佑表示，此次參與研究計畫，讓他更知道自己的所學究

竟為何、對於知識的追求更感興趣。他提到，雖然研究計畫以單一主題為方向，但在過程

中需要從不同面向去思考、不斷擴張自己的視野，因此在每次的思辨中，都能提升發現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在他的分享中，他也傳授許多做研究的小技巧，例如透過新聞與社論察覺時

事和實務的動向，有助於找到可發展的題目。 

 

喜歡《哈利波特》小說的英國語文學系李彥庭，試著結合自己的興趣與課堂上學到的知識，

以成長小說為骨幹，比較《哈利波特》與狄更斯作品《遠大前程》的異同。他笑著分享當初

展開研究計畫的動機，只是因為教授在課堂中短短 5 分鐘的分享，下課後便找老師談了近

半小時，當時甚至連研究主題都有了方向。儘管開頭十分順遂，但計畫執行時，他正在備考

研究所，要一邊準備考試，一邊完成研究，可謂是蠟燭兩頭燒。他建議欲參加計畫的同學，

要特別注意壓力調解和時間管理，按部就班地完成進度。 

 

心理學系顏乃欣教授表示，朱莫亞在大二時就加入她的實驗室參與研究計畫，彷彿師徒一般

地共同學習。她認為，大學階段的同學們，無論是透過進行研究還是實踐，都應該找到適合

自己的道路，並在參與的過程中暸解自己喜愛的事物，找到可以自我實現的領域。 

 

法律學系何賴傑教授聽完同學們的分享，才知道原來學生在研究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但

同時他認為痛苦的過程是值得的。他坦言，自己的工作較繁忙，時間相對有限，不過只要

同學有心想做，身為老師的他會大力支持。他也肯定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的設立，「大學因為

課程的設計，不見得能針對學生個別喜歡的議題去深入暸解。」研究計畫讓同學有機會深

入暸解自己喜歡的領域。 

▶ 「111年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頒獎典禮暨經驗分享論壇」現場實況、座無虛席（照片

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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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研究所魏百谷副教授兼副院長認為，指導老師就像是陪伴者，在學生會遇到挫折與

困境時，可以提醒他們如何面對和調整。他發現，學生有很多特殊的觀點，但身為老師的

他卻沒有發現。面對講求創新、跨域人才的社會，他鼓勵所有同學善用國立政治大學的資

源、多去修習外系的課程，可以讓視野跟觀點獲得啟發。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文學院訊】由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中國文學系及國立中央大學中

國文學系共同開設的「明清文學專題研究」密集式課程於 11 月 23 日圓滿落幕。課程共舉

辦六場演講，分別邀請中國、日本、法國和臺灣等海內外知名學者主講，從時代背景、文學

理論及小說文本等角度，使學生全面認識明清文學。兩校除了與外地學者進行三地線上交流，

來自法國的教授戴文琛遠道親臨國立政治大學進行連續兩天的演講，為疫情後復常之外國學

者面授講座。 

 

首場演講聚焦於文學理論，由中國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蔣寅教授擔任講師，帶來「袁枚詩學

▶ 獲獎生（左上至右下）：斯拉夫語文學系王晨羽、法律學系力維佑、土耳其語文學系韓慶叡、英國語

文學系李彥庭、心理學系朱莫亞，恭喜得獎同學。（照片來源：獲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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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論」，從其詩學淵源、「性靈」的

意涵、詩學理論及《隨園詩話》之內

容與造成的影響，最後以對女性詩

歌的倡導作結。兩校學生踴躍提問，

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做到教學相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鴻泰

研究員則於國立中央大學主講「成

為文人──明清士人的知識歧路與

文藝抉擇」，與國立政治大學師生進

行線上互動交流。演講從明清社會

文化特色與動因出發，講述文人的

定義、當時的文人文化及知識基礎、

詩之社交性與科舉，揭示明清文人的學習生活及進仕之路。 

 

自第三講開始，講師們深入分析文本，為學生帶來多元解讀，甚至分享實地考察的經驗及研

究生涯之點滴。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圍教授繞著「冒襄、董小宛及其周邊」

講述明清文學與青樓文化。除了文本研讀，更帶學生從地理暸解當時風月，再以其親訪蘇浙

的照片進行說明，分享應有的治學態度，帶來有趣又深刻的一課。 

 

來自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戴文琛教授於 11 月 15 日至 16 日進行演講，國立中央大

學中國文學系師生於首日實施移地教學，親睹講師風采並與國立政治大學師生進行實體交

流。第一場演講「入冥場面在明清通俗小說的敍事作用及宗教意義」，在使用不同文本作綜

合說明之餘，戴文琛還以《西遊記》為例子進行深入分析，最後分享到中國訪問的經驗。第

二場演講「花的神話和通俗文學︰以瓊花和桃花為例」則屬於戴文琛近年關注的研究，在演

講之餘，與學生討論二花的意涵，以及分享法國漢學的研究現況。 

 

最後一講則由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高桂惠教授主講「在具象與抽象之間︰明清小說中的

物質文化」，主要以《西遊記》及《紅樓夢》來解構文本中藏有的物質符號及文化符碼，說

明作者如何以具象勾勒抽象。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秉持教學創新實驗與引介國際漢學研究趨勢的計

畫主軸，邀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陳碩文助理教授與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李宜學副

教授共同開設「明清文學專題研究」課程，以提供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師生嶄新學術交流及共

學機會。兩校除了多位研究生選修，亦吸引校內外，甚至國內外之研究者透過遠距方式旁聽

▶國立中央大學多位老師於 11 月 15 日移地國立政治大學，
參與來自法國的戴文琛教授之演講。（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47/part_15583_3027638_5709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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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獲得廣大迴響與良好成效。期待未來延續此跨校合作模式，為國立政治大學之教學、

研究注入更多實驗與創新的可能性。（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理學院 

自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以來，為了控制疫情，預測未來趨勢，流行病傳播方面相關研

究成為了熱門的主題。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中，科學家們發展出各種數學模型，以不同的觀點，

來描述病毒的傳播模式，以期提供預測與制定有效措施有力的理論根據。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在班榮超教授兼系主任及洪芷漪副教授的帶領下，與博士班學生

蔡承育、吳昱良和鄒礎揚組成研究團隊，針對這個時下最受關注的病毒傳播議題，進行深

入研究，目的在建立能夠描述傳播特徵與陳述實際問題的數學模型，並藉由此模型來研究

與分析病毒在長時間傳播後的極限行為。 

高教深耕 跨領域合作之教學與研究 

 

研究團隊中的班榮超教授的研究專長為遍歷理論、微分方程、隨機微分方程、網格動態系

統，而洪芷漪副教授的研究專長為機率論、隨機過程與數學分析。兩人原屬數學裡不同的

研究領域，然而透過這個難得的跨領域合作機會，開始一連串的交流與對話，結合兩大數

學領域的知識背景，共同來探討解決實務上的問題。 

 

團隊成立的契機回溯到三年前國立政治大學開始鼓勵教師組成教研團隊，校方希望藉由合作

來精進學術研究並強化研

究與教學之整合。國立政

治大學應用數學系一直致

力於發展學者間的交流合

作來深化數學研究，同時

透過教學與實作的融合，

來深化學生的知識，提升

問題解決的能力。 

 

在研究團隊成立之後，以

問題解決導向模式來規劃

學習內容與討論方式，並

且透過團隊分工合作，彼

此激盪，除了教師本身研
▶ 應用數學系班榮超特聘教授（右二）及洪芷漪副教授（左二）帶領

研究團隊（照片來源:應用數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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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能量獲得提升，研究生也透過實際的參與增加研究與應用的經驗。團隊近年來有許多研

究成果並多次獲得高教深耕計畫中的教研團隊（D計畫）的補助。 

從不同的研究領域出發 透過分享尋找共同的研究目標與互相支持的立論 

 

在合作的過程中，班榮超教授與洪芷漪副教授先開起一連串的對話，透過分享，暸解彼此領

域的共通性與相異處，掌握住團隊預定發展的軸心方向，開始聚焦在置換動態系統

（substitution dynamical system）與分支過程（branching processes）的結合。接下來

透過每週固定的團隊會議，老師與學生同步一起開始學習另一個研究領域的知識，慢慢地建

立起共同語言。 

 

由於當時剛好新冠疫情爆發，研究團隊發現透過這兩個領域的結合，可以發展出一個用來描

述病毒傳播模式的數學模型。於是，團隊分別從置換動態系統與分支過程的角度，提出「決

定性」的（deterministic）拓樸擴散模型與「隨機性」的（random）隨機擴散模型。這兩

類系統有一個很大的共通之處，就是可以透過各自系統的 𝜉𝜉-矩陣與 offspring 平均矩陣來

描述其傳播行為的演進與特徵，而矩陣的可計算性在研究病毒傳播現象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與優點。 

 

此外，這兩類傳播模型之間相異之處，在於是否有隨機性存在。在拓樸傳播模型中，假設每

一類傳染個體的傳播模式（pattern）是個定的，而在隨機傳播模型裡，允許每一類的傳染

個體可以以不同的機率出現不同的模式。因此，隨機傳播模型可視為拓樸傳播模型的延伸，

在實務上可以更廣泛應用。 

 

然而，由於拓樸傳播模型在具體的病毒傳播數量與模式上有精確的刻畫，因此在探討分析病

毒傳播演進上可以有更佳與更一般的結果，而且其結果往往可以做為隨機擴散模型在預測上

的指標。研究團隊從不斷地在拓樸與隨機模型中轉換思考，充分利用兩個數學領域的研究分

析工具，逐步地解決問題。團隊的第一篇合作學術論文在 2021 年被《Chaos, Solitons & 

Fractal》期刊所接受。 

因應實際狀況  調整傳播模型  提供更加預測 

 

提出拓樸與隨機傳播模型後，研究團隊開始思考，如何讓數學模型能更貼近現實狀況。藉由

討論，發現病毒在傳播的過程中，帶病個體的傳播力往往會持續一段時間。同時因為社交活

動的關係，同一段時間內每個人可能被多個帶病個體所影響。因此，需要一個傳播模型是可

以描述當擴散模式是受到過去某一段時間內個體的型態組成所影響的現象，來反映出更實際

情況。於是研究團隊提出了拓樸與隨機的m-傳播模型（topological and random m-spread 

models），並且檢驗傳播模型的長期行為，證明長時間的擴散率可預測，並與拓樸模型的𝜉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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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陣與隨機模型的 offspring平均矩陣各自的最大特徵值（eigenvalue）及相應的特徵向量

（eigenvector）有關。 

 

此外，在大流行期間，疾病的防治措施如隔離、戴口罩等，能夠有效降低病毒的傳播，建

立於先前的工作，研究團隊亦提出了具有凍結型態（frozen type）的拓樸與隨機傳播模

型。在模型中，當稱一個型態（type）為「凍結型態」時，意味著具有這個型態的每個個

體只能產生一個相同型態的個體，使得該型態無法再進一步傳播，因此改變了整體病毒傳

播的模式，同時也會改變傳播率。型態的凍結可代表一些個體接受流行病控制的強迫措施

（例如：隔離），具凍結型態的模型可描述實施控制手段後擴散模式之變化。 

問題解決  提出新方法  理論與數值模擬相輔相成 

 

在提出凍結系統後，團隊發現新系統中的𝜉𝜉-矩陣與 offspring 平均矩陣並不滿足古典理論

中的 Ferron-Frobenius 定理的要求，因此無法直接透過既有的理論來預測擴散率。為了

解決這個問題，團隊建立了一個新的演算法，能夠以廣義的方式「明確」計算出兩者模型

的擴散率，並將擴散率與兩者矩陣的特徵向量連結起來，此一成果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

《Chaos》上。 

 

具體來說，團隊證明𝜉𝜉-矩陣存在限制性的擴散率，並決定當𝜉𝜉-矩陣在某些可分解的情況下，

擴散率何時為正。並將古典的結果延伸到凍結形態的隨機模型，證明帶病固體的數目呈現幾

何增長（增長速度與最大特徵值有關），而不同種類的帶病個體其型態組成的極限與矩陣最

大特徵值相關的左特徵向量成正比，並找出擴散率。 

 

每次在提出傳播模型後，除了數學理論的推導與證明外，團隊同時進行數值計算，用實際

例子的模擬數值結果來佐證所提出的理論，並且讓研究成果能更具體地呈現出來。 

跨領域合作 教學與研究 創新與傳承 

 

研究團隊已有多篇學術論文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上，同時更多面向的研究內容也正不斷地

進行中。透過跨領域的合作，讓研究對話更具多元性，而在師生彼此的激盪中，許多新的

想法就會不斷出現。 

 

然而，除了這些具體的學術成果以外，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這幾年也透過系上的研究

團隊，提供與分享教研資源，來深耕大學部與高中的數學教育。團隊中的老師與碩博士生

除了致力於自己的學業與研究工作外，同時也帶領國立政治大學各科系與高中對於數學研

究有興趣的大學生與高中生定期且長期進行小組書報討論或專題研究，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與學習多元化，來開啟他們的學術研究之路，同時培育未來的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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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社會科學學院 

•【政治學系訊】社會科學學院歡慶創院 30 週年，政治學系與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協同選舉研究中心於11月16日及11月20日，邀請美國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

政治學系 Brett V. Benson副教授，以「臺灣民意與兩岸關係研究」為焦點，分別以「Economic 

Dependence, Political Leverage and War」與「The Window Before: The Politics of 

Alliance Implementation」為題進行兩場演講，同時邀請政治學系陳陸輝系主任、選舉研

究中心游清鑫主任擔任主持人，希望透過此次兩岸講座，促進臺美學術交流。 

 

第一講 Economic Dependence, Political Leverage and War 

 

Benson 副教授首先闡述國際關係研究中各學派

關於「貿易衝突論」（ Trade and Conflict 

Debate）的論點。古典自由主義學派從貿易互賴

的利益面出發，認為貿易可抑制戰爭促進和平；

現實主義學派從互賴的成本與國家間不對稱關

係出發，認為貿易會引發衝突發生。在此脈絡下，

他提出「經濟依賴何時、如何決定貿易或衝突？」

之具體研究問題。 

 

Benson 副教授從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

角度切入，提供一個量化模型來調和兩種相互衝

突的立場，主張貿易會產生經濟利益，也會產生

調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國家之間的經

濟依賴性日益增強，貿易可能會受內生性與外生

性因素影響而中斷。研究結果發現，在穩定的情

況下，戰爭期間失去貿易的高調整成本會阻礙各

國進行戰爭。然而，當經濟依賴性日益增強或貿

易中斷的風險增加時，這些相同的調整成本可能

會增加戰爭的可能性。據此他舉了兩個歷史案例

進行解釋，其一，日本於二戰期間攻打東南亞，是因為日本絕大多數戰略物資依賴東南亞地

區，其二，1856 年第二次中英鴉片戰爭，及 1860 年太平軍攻入上海，英國協助清朝共同

攻打太平軍，都是其害怕失去在中國市場的鴉片商業利益而引發的戰爭。最後他也討論了臺

灣與中國的經濟相互依賴性，臺灣目前在半導體供應上居世界領先地位，兩岸在經濟需求上

具有一定互賴程度，這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具有一定貢獻。 

▶ 美國范德堡大學政治學系 Brett V. Benson

副教授以「臺灣民意與兩岸關係研究」為題進

行兩場專題演講（照片來源：政治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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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The Window Before: The Politics of Alliance Implementation 

 

實行軍事聯盟會引發戰爭嗎？軍事聯盟結合了成員的作戰能力，使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發生

了巨大的變化。不過，當敵對國家試圖加入一個強大的聯盟時，這種相對力量的巨大變化，

可能會讓當事國感到擔憂。新聯盟目標國家何時會使用武裝衝突或其他手段來阻止敵對聯

盟？此次演講中，Benson副教授提出一個關於實施聯盟的過程何時可能危險，以及各國如

何避免武裝衝突的理論與模型，內容貫穿聯盟形成、承諾問題及預防性戰爭等三個核心概念，

並將安全合作視為一個受時間影響的動態過程。 

 

首先 Benson 副教授指出軍事聯盟的好處並不會立即見效，相反地，聯盟的實行成本高且耗

時，除了談判、簽署與批准聯盟等過程，潛在盟友間還必須整合不同的軍事技術與指揮系統，

才能實現聯盟成員的軍事利益。而聯盟作戰能力的延遲，為敵對國家創造機會之窗去使用軍

事力量，阻止聯盟生效後帶來的權力轉移。接著，Benson 副教授以賽局的「均衡」

（equilibrium）解析，如何不引發預防性戰爭的實行和平聯盟。他指出實行聯盟成本不能

太高，並且聯盟產生的權力轉移需要夠大，才能合理化實行成本，但又不能太高，以致聯盟

提出的報酬（payoff）可以補償敵對國在聯盟生效後所損失的討價還價（bargaining）能力。

然而，如果聯盟的權力轉移大到無法阻止敵對國發起戰爭，那潛在的盟友該如何權衡聯盟的

風險與利益？他點出如果實行聯盟的速度越快，那敵對國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可能性就會越

低。其次，如果該聯盟生效可能性高且回報很高，那麼嘗試實施危險聯盟的風險會更值得。

綜上所述，如果聯盟的權力轉移發生相對較小的變化，那麼議價可能會讓聯盟和平生效，例

如德國統一加入北約；但如果聯盟引起了更大的轉變，和平聯盟僅有在敵對國開戰前儘快生

效才會發生，例如 2008年喬俄戰爭。 

 

Benson副教授運用賽局理論分析經濟依賴、軍事聯盟等兩大議題，同時將兩岸的重複賽

局帶入模型，吸引多位對該議題有興趣的學者與同學與會，透過提問和討論，各方的觀點

進行交流。（摘錄自校訊新聞） 

 

•【國家發展研究所訊】國家發展研究所林義鈞教授於 12 月 5 日邀請來自美國西點軍校軍

事學院 Hitoshi Nasu（那須仁）教授至所交流，Hitoshi Nasu 教授為日籍國際學者，畢業

於日本青山學院大學與澳洲雪梨大學，曾任英國 University of Exeter、澳洲國立大學國際

法教授、澳洲國立大學軍事與安全法律中心以及澳洲日本法律網路中心聯合主任，目前擔任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國際法中心高級研究員與英國 University of Reading法學院首席訪問研

究員。 



 

 

- 26 - 

作為國際公法學界的重要學者，

Hitoshi Nasu 教授長期關注國際安

全法、武裝衝突法和武器法，研究議

題涵蓋集體安全、和平維持、武裝衝

突中平民保護，以及海洋、網路與太

空領域等的國際安全法，提出了許多

關於新興科技（如奈米技術、人工智

慧）軍事應用下產生各類法律問題，

以及印太地區安全挑戰的因應方案。 

 

國家發展研究所劉曉鵬所長邀請

Hitoshi Nasu 教授主講「國際法與臺

灣」專題，演講聚焦於國際法對於臺

灣的重要性，他淺顯地舉例說明，當代國際社會成員要學會使用法律（Law）來實現戰略

（Strategic），能知「法」，「法」就能幫助你，不僅能使事情獲得好轉，同時也能避免風

險，就像好律師能助一般民眾擺脫困境。 

 

Hitoshi Nasu 教授認為國際法對於臺灣更加重要，臺灣更需要知道國際法，這能夠保護臺

灣，避免衝突。臺灣長期受制於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壓制，國際承認有限，臺灣更應該善加

利用國際法來保護自己。 

 

Hitoshi Nasu 教授認為，當臺灣面對中國大陸的威脅時，應該採取和北京進行政治協商？

還是與華府為首的同盟國一起抵抗呢？不管臺灣如何選擇，事實上，這兩項方案都各自有其

隱藏的風險，臺灣應該思考開啟一個保險方案，也就是利用國際法來保護自己。 

 

以共機繞臺為例，臺灣到底該如何面對這項難題，是直接反擊，嘗試把繞臺共機打下去嗎？

但是，事實是共機並沒有飛越臺灣領空，Hitoshi Nasu教授認為可以採用「自衛權」進行主

張，「自衛權」屬於國際法的範圍，臺灣如果積極主張自衛權，即使中國大陸政府宣稱臺灣

是國內問題，不適用國際法，但全球各國都主張享有自衛權，即使是政治實體也不例外，臺

灣更能獲得聲援，也可以展示臺灣獲得國際承認的事實。他強調主權就必然牽涉到政治，而

政治往往會模糊焦點，但國際法是普遍得到國際共識的規則。因此，臺灣要學會靈活利用國

際法來捍衛自己的國家安全，臺灣如果不能善用國際法，就等同自我放棄自己的權益。 

 

講座的尾聲，Hitoshi Nasu 教授與學生熱烈討論講座的內容，國家發展研究所同學也紛紛

提問，例如：釣魚臺列嶼的爭議，是否也能運用「自衛權」的主張？跨國詐騙犯的臺灣居民

被送交中國大陸，而不是臺灣，是否適用於國際法？以及國際法是否真的足以成為一個國家

▶ 國家發展研究所劉曉鵬所長致贈紀念品予 Hitoshi Nasu

教授（照片來源：國家發展研究所）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01/part_15661_5695860_0722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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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Hitoshi Nasu 教授指出國際法體系是各國在國家生存與利益競逐中，透過雙邊、

多邊條約或機制，逐漸形成各國能都接受的國際交往、行為的規範，就像各國的法律，也是

在人類生存與權利維護中，逐漸發展出來的人際互動的最低約束，儘管國際法的效力範圍與

強權國家的勢力範圍始終相互競爭、拉扯，但是在新興科技一日千里、全球日益一體化的現

實下，國際法更將是國際各國避免零和，維護生存與安全的基礎。臺灣如果能善知國際法、

善遵國際法、善用國際法，就能讓國際社會更重視臺灣的影響力，保障臺灣的生存與安全。

（摘錄自校訊新聞） 

 

•【社會科學學院訊】美國知名智庫林肯土地政策學會（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以及該學會在亞洲的合作單位；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以及國際

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d Policy Studies and Training）於

12 月 11 日聯袂拜訪社會科學學院。來訪成員包括林肯土地學會 Kathryn Lincoln 理事主

席、George McCarthy 執行長以及 Roy Bahl資深研究員、Gary Cornia 資深研究員；北京

大學林肯研究院劉志主任；以及國際土地政策中心許桂森主任、林紀玫副主任。除了介紹三

個機構歷史沿革以及主要工作，也由林肯土地學會分享對於亞洲財產稅的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陳樹衡副校長致歡迎詞時，特別提到林肯土地學會與經濟學家的密切合作。諾

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William Vickery 以及 Elinor Ostrom 兩位教授都曾經為林肯土地學會

撰文，甚至擔任該學會理事。社會科學學院楊婉瑩院長也分享自身經驗，在美國求學擔任研

究助理時，首篇文章就是有關土地改革。這也反映了土地政策與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學科

的密切關連。 

 

Kathryn Lincoln 談到祖父約翰林肯（John Lincoln）受到美國政治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 林肯土地政策學會 Kathryn Jo Lincoln 理事主席介

紹學會歷史演變（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 Roy Bahl 教授講述亞洲財產稅的特色（照片來源：

社會科學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1/part_15700_4063495_204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1/part_15700_4739576_204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5/part_15538_6362267_1408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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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演說的感動，成功經營林肯電器（Lincoln Electric）後，成立林肯土地學會前身，

致力推廣合理的土地課稅理念，以求兼顧經濟成長與分配公平。她的父親大衛林肯（David 

Lincoln）及自身延續林肯家族的傳統，持續推動合理的土地課稅以及政策。該學會並且在

1968 年與中華民國政府合作，在桃園成立國際土地政策中心。該學會之後於 2007 年再與

北京大學合作，成立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她也特別提及，社會科學學院林子欽副院長今年

受邀擔任該學會理事，就是借重他對於亞洲地區的知識。George McCarthy進一步介紹林

肯土地學會在北美、中南美、亞洲、歐洲以及非洲地區的研究現況，以及該學會與國際組織，

例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s）還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合作內容。劉志主任

接著介紹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如何推動中國房產稅改革，許桂森主任也說明，國際土地政策

中心累積參訓已達 130餘國、超過 18,000名學員的傲人成績。 

 

Gary Cornia接著簡述財產稅的精神，以及對於美國財產稅演變的觀察。他指出經濟學界普

遍接受財產稅兼顧效率與公平，但是許多地方政府卻更依賴所得稅以及消費稅。這是因為推

動財產稅改革的過程，往往受到政治力以及大地主的抵抗。他特別提到亞洲四小龍二戰後的

快速經濟成長，其實都與當年成功的土地政策有關。Roy Bahl 接著分享林肯土地學會於

2021年出版的亞洲財產稅（Property Tax in Asia）專書，分析亞洲 13 個國家的實施經驗。

他強調財產稅的成功與否，關鍵往往不是理論，而是在於如何執行，這必須透過跨國制度比

較才能深入了解。他也提到，林肯土地學會目前已經出版非洲以及亞洲財產稅專書，歐洲財

產稅專書也正在進行中。（摘錄自校訊新聞）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訊】社會科學

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領導與管

理專題」專題講座，12 月 9 日邀請

到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局長趙式隆，

以「智慧城市：數位公共服務創新實

踐」為題，以自身經驗與同學分享公

共服務的數位與創新之實踐。 

 

趙式隆為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碩士，19歲開始創業，成為國立

臺灣大學電機學系有史以來最年輕

的博士候選人，創辦的 BravoAI 洽

吧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更是臺灣保險科技領導品牌。除了創辦洽吧智能、學悅科技外，同時

他也曾任臺灣矽谷創業家協會創會理事長、行政院青年顧問、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

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他也曾是廣播主持人，主持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創青宅

急便」節目，在 2022 年被延攬至臺北市政府資訊局擔任局長一職。 

▶ 社會科學學院楊婉瑩院長（中）與公共行政學系蕭乃沂系主

任（右）共同致贈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趙式隆局長（左）感謝狀。

（照片來源：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04/part_15707_2932502_3336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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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式隆以求學時代作為開場，鼓勵同學在歷程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並且培養終

身學習的能力。同時，也不要忘記累積自我的人脈，因為在求學或是工作上，團隊合作是非

常重要的課題。他隨後則以生活經驗為主軸，帶領同學一同回顧了臺灣近 20年來的網際網

路科技發展與網路生活的變遷。透過分享自身創業的經歷，提醒同學適應環境的重要性。他

強調面對不連續創新的未來，培養快速適應的能力，是成為環境變換的適應者，提升競爭力

的關鍵。同時他也以網路公司 Dcard 在臺大創意創業學程的 idea 發想，呈現現在 Lean 

Start-up 創業模式，強調在早期積極接觸使用者經驗、接收回饋，並積極改善營運模式的重

要性。（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 法學院於 11

月 21日舉辦「指南沙龍」講

座，邀請陳惠馨退休教授以

「性別、身分、史學：三位一

體的教學與研究生涯」為題，

分享在法學院任教 30 年，直

到 2019 年退休後的所思所

感。戴瑀如副院長為講座開場

致詞，介紹陳老師全方位、跨

領域的研究經驗。現場聚集法

學院多位師生，聚精會神聆聽

分享。 

 

陳惠馨教授提到，過往在教學與研究之際，參與社會運動和婦女運動，使她的生活充滿忙

碌。退休後，她在清理研究室的過程中，特地保留了法制史和性別相關的書籍，她表示： 

「這不僅是對物理空間的整理，更是對未來研究方向的梳理」，出於對學術的堅持和對知識

的熱愛，她在退休後不僅嘗試錄製法普知識的 podcast，也持續從圖書館以「搬書磚」方

式大量閱讀文獻，完成《中國法律史：比較法觀點》等著作。 

 

陳惠馨教授也提到，退休後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樂詞網」的翻譯工作，透過翻譯法律專有

名詞，使外國人能夠更容易理解臺灣的法律發展。目前這項工作已有取得良好的成果，她歡

迎各位老師未來加入翻譯工作，共同推動法學知識的跨語言傳播。 

 

▶ 沙龍講座由陳惠馨教授（右）主講，法學院戴瑀如副院長（左）
主持（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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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馨教授分享過往在法學領域的經歷，特別是參與性別平等教育法制定過程中的反思。她

認為：「法律訂定後會有自己的生命，在社會的力量和氛圍作用下，可能產生制定者不曾想

及的結果。」因此在該法通

過後，選擇退出研議小組，

「我不願意被當成『性平

法之母』。」她說道。她認

為性別相關的法律，牽涉

到政治立場的問題，當社

會中不同立場要進行對話

時，需要每個人、尤其年輕

一代的努力，「期待臺灣社

會朝著更加公平正義的方

向前進」她懇切地說道。 

 

最後陳惠馨教授回顧長期

對法社會學的研究興趣，

源自大學一年級在國立政

治大學民社系（現民族學

系）的人類學、心理學和社

會學課程的啟蒙，因此她呼

籲同學們不要低估老師在

課堂上傳授的知識，因為

「它們可能會啟蒙生命的

想像」；至於對法哲學的研

究興趣，她則認為這是法律

人最終需要理解的事物，也

提到目前法哲學多以西方

觀點為主，期待未來更多從

思考本土與臺灣社會脈絡

觀察的學術研究。 

 

講座後的問答時間，法學院朱德芳教授提到過去陳教授參與公共事務不遺餘力，有豐富的修

法經歷，因此請教其如何促進與部會之間的溝通？陳惠馨教授以修性平教育法為例，當時已

有親屬法修法經驗的她，明白法案要產生影響，必須在社會已經產生覺醒和共識的時候進行

推動。因此為了要推動性平教育法修訂，她參與 30多場全臺舉辦的討論會議，積極與地方

學校交流。 

▶多位法學院教師及同學參與沙龍。第一排第二位右起：許政賢院長、

黃琴唐助理教授、戴瑀如副院長、王曉丹教授及王千維教授（照片來

源：法學院） 

▶法學院謝如媛教授與講者交流（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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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王曉丹教授則提及過去與陳教授的對話，啟發了思考法律規範的本質，以及看待這些

社會結構的方式。謝如媛老師提問：「學者肩負教學研究與社會責任，兩者該如何取得平衡？」

陳惠馨建議若思考後需要做出取捨，儘量及早拒絕，讓對方有處理的空間。黃琴唐老師問到

該如何消除政策或學術體系的對立性？陳惠馨教授認為，任何的批評都是一種可能，她表示：

「只要有人願意提問、願意討論，我們的思維就能開始蓬勃發展。」（撰文：李元熙）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1月 25日舉辦「當臺灣的職業運動遇見勞動法」研討會圓滿落幕，

由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主辦，國立政治大學運動產業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台灣體育

運動暨娛樂法學會等單位共同協辦。研討會當日邀請諸多對於職業運動及勞動法律有深入研

究的實務專家與學者共襄盛舉，針對運動勞動法中不同面向的議題進行討論，並和來自各地

的與會者對話，對於現今職業運動的相關勞動權益爭議，增進理解。會議由 Trinfinity Sports 

Consulting 品牌顧問繆葶擔綱總主持人，並邀請法學院許政賢院長、台灣體育運動暨娛樂

法學會理事長及國立體育大學陳國儀副校長為活動拉開序幕。 

 

第一場次主題為「職業運動員初識勞動法：一些觀察」，由中華職棒球員工會法律專員陳玠

宇、臺北市職業籃球員工會前辦公室焦佳弘副主任擔任與談人。陳玠宇就現今職業運動員因

排除勞基法的適用，進而衍生出勞動權益問題，進行深入說明。他自選手契約、增訂協議、

勞動習慣的三個面向說明，於選手契約的部分，可能涉及雇主懲戒權及調動原則的規定，如

契約中訂定違約的賠款協議、約定球員於不同聯盟的球隊中調動等等；增訂協議中亦可能約

定選手於違約或違反道德規定時的賠償條款；最後於勞動習慣，更可能具有雇主對於勞動條

件的不利益變更、濫用懲戒權的問題，常見的爭議包含將一軍球員下放到二軍的扣薪規定、

▶ 與會人員會後合照（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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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坐的禁假處罰等等。焦佳弘

則於社會保險、工會法的面向

進行說明，於投保勞保、職災

保險時，職業運動員將面臨如

何界定雇主責任與勞工負擔

的問題，例如於勞保、職災保

險投保時，若運動員被要求自

行投保並負擔保費，此舉是否

屬於合法投保；他並以工會法

現有的三種工會，分別於企業

工會、職業工會、產業工會的

不同面向，說明職業運動員於

組建工會時面臨的艱鉅挑戰。 

 

第二場次主題為「職業運動員是勞工還是受任人」，由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張承中副秘書長及

法學院林佳和副教授擔任與談人。張承中副秘書長以自身對於審閱職業運動員契約的豐富經

驗，分析契約定性的特徵與困難，並簡介籃球協會近年來訂定的經紀人制度。林佳和副教授

指出，應該就各職業運動的的契約分析契約定性，然而，職業運動員通常實踐上就是勞工。

同時他說明我國勞基法對於勞動權益全有全無的立法缺陷，這樣的立法設計使只符合特定特

徵的工作者，特別是職業運動員，將被排除於勞基法之外而產生權益受損的問題。 

 

第三場次主題為「職業運動員

的私領域有那麼重要」，邀請

創拓國際法律事務所司徒嘉

恆資深顧問、國立中興大學法

律系洪瑩容助理教授擔任與

談人。司徒嘉恆律師指出球隊

與球員間的契約，經常限制球

員不得在未經許可下從事高

危險的活動，並要求球員本身

必須維持一定形象。其目的在

從事代言活動時，不危及代言

品牌的價值及商譽，這種契約

條款即為所謂的「公眾形象」

條款。他並以美國 NBA 職業運動為例，說明實務上針對職業運動員形象之契約限制。對此，

洪瑩容則以勞工之工作外行為義務探討，雇主是否具有要求職業運動員避免從事特定活動或

▶ 場次一與談人們與談中。由左至右為台北市職業籃球員工會前辦公

室焦佳弘副主任、中華職棒球員工會陳玠宇法律專員（照片來源：

法學院） 

▶場次二與談人們及與會先進們。前排由左至右為中華民國籃球協

會張承中副秘書長、法學院林佳和副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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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自身形象的義務。針對

前者，可來自勞動契約主給

付義務外之確保給付能力

之附隨義務；針對後者，運

動員所為之特定言論或在

公開場合之行為是否違反

契約義務，則需依照個案判

斷進行利益衡量。 

 

第四場次主題為「戰力外就

掰掰：職業運動員宿命？」，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陳建文副教授、聯誠

國際財產權事務所吳俊達律

師擔綱與談人。吳俊達律師以球隊是否因球員球技不佳，作為提前終止雙方定期契約之問題

作為切入點說明。若契約中對於提前終止具有明確約定，如「情節重大」或「有損球隊聲譽」，

則需要存在相應的具體情況方能構成合法終止；而若契約中並未明確規定，則球隊需要進一

步援引民法第 549 條之委任契約任意終止權、或民法第 489 條定期僱傭契約遇重大事由之

提前終止權。陳建文副教授

以「私法當事人地位對等原

則」說明如何透過規範設計

發揮制衡效果，使契約雙方

具有平等地位，進而維護雙

方權益。具體方法可透過限

制強勢方契約自由，協助弱

勢方建立對抗力量以及促

成雙方平等參與。陳建文進

一步檢視職業運動員作為

職業之特性，並以中華職業

棒球大聯盟之選手契約書

為例，說明職業運動員契約

中如何維護雙方權益。 

 

研討會四個場次各與談人深入分析職業運動中潛藏的勞動法爭議，與會來賓、聽眾亦踴躍提

問，使議題得到深入的探討，讓職業運動的勞動法問題受到重視，更能增進對職業運動員的

保障。（撰文：駱渝璇） 

▶場次三與談人們與談中。圖片由左至右為主持人 Trinfinity Sports 

Consulting 繆葶品牌顧問、與談人拓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司徒

嘉恆律師、與談人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洪瑩容助理教授（照片來

源：法學院） 

▶場次四與談人與談中。圖片由左至右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陳建文副教授、聯誠國際財產權事務所吳俊達律師（照片來源：

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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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臺灣法理學會與政大法學院「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於 11月 27 日邀請尤伯

祥大法官、郭銘禮法官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顏厥安教授，以「法理學與我的法律職涯」為

題進行分享。座談會由主持人法學院王曉丹教授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許家馨研究員開

場，而在許家馨研究員提出「法理學有何用？」的問題，以及顏厥安教授以自身作為法理學

研究者而對於「法理學的實用性有信心」的勉勵中，聚焦了座談會的目的：讓與會者瞭解法

理學的功用何在，以及為何

對於我們的法律職涯有所

幫助。 

 

郭銘禮法官分享擔任律師

時期參與「律師登錄執業區

域上限」的聲請釋憲案，隱

約指出了法理學與人權保

障間的關聯性。此外，他分

享到接觸國際人權公約後

發現憲法中有些價值需要

被兩公約填補，以及國際人

權公約還未國內法化時，就

已經能在大法官釋字看見

▶嘉賓及全體大合照。前排由左至右為法學院林佳和副教授、創拓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司徒嘉恆

律師、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理事長及國立體育大學陳國儀副校長、法學院許政賢院長、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建文副教授、聯誠國際財產權事務所吳俊達律師（照片來源：法學院） 

▶會議主持人及主講人，由左而右分別為：法學院王曉丹教授、中央研究

院法律所許家馨研究員、司法院尤伯祥大法官、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郭銘

禮法官、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顏厥安特聘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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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公約的身影，均隱含著法理學的思維有助於國際人權公約及其價值接軌、充實本國

法體系。最後，他以擔任法官期間處理「受刑人得否於監所投票」之經驗，說明了法理學的

思維可以使法官於裁判時更有能力「挑戰不合理的法律見解」，從而「探求法律價值」，並且

得以回應國際人權公約價值落實與公約懷疑論的爭辯。 

 

尤伯祥大法官指出，法理學基本問題是「What is law?（何謂法律？）」，而法律實務工作者

更深刻的問題應該是「What is rule of law?（何謂法治？）」，如果法律人沒有思考過這些問

題，對法律就只會停在零碎的認知中，意味著法律人對於法律應該具備更宏觀的思維，否則

對於法律的認識僅會停留於法條文字的層面。此外，他以曾參與過的釋字 582 號徐自強案

為例，說明法理學的學習幫助他「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法律邏輯與思想」，使他在面對個案時

不易被零碎觀念拘束，從而提出了「對質詰問權保障」的釋憲聲請理由，彰顯了法理學在人

權促進與翻轉司法威權上的功用與價值。最後，他以「太陽花學運」中涉及刑法第 306 條

侵入住居罪以及刑法第 153 條煽惑他人犯罪罪的爭議，說明了法理學思維在刑法領域的作

用，不僅是重新思考法條背後所保護法益（侵入「住居」是否包含侵入「公署」），更可以使

我們注意到特定法律制定的歷史脈絡（煽惑他人犯罪罪與德意志帝國秩序控制思想的關聯）；

再由具體個案層次往上提升，對於法律現狀提出批判、尋找新的法律論點、如何塑造理想中

的自由主義法治國圖像以及整理論點的方法論，均是法理學對於法律實務界的貢獻。 

 

顏厥安教授與許家馨研究員在兩位實務家分享完各自法律職涯的故事後，對於法理學的作用

與功能提出總結。顏厥安提到，法理學是嫁接法律與各個領域的橋樑，人們得以透過法理學

的知識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從而將心靈視野擴大，這些便是法理學的迷人之處。許家馨研究

員提到，法理學是對於「法律想像的創造力」來源，使我們可以重新理解法律體系、理解現

實，並且反映法律所具備的有機動態發展歷程，進而促進法律變革。 

 

 

 

 

 

 

 

 

 

 

 

 

 
▶會談環節（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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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問時間，王曉丹教授提出了「社會結構與社會權力如何轉譯到法律體系之中，法理學的

思維如何與之產生連結」的問題。許家馨說到，法理學的作用在如何將實證的觀察透過規範

性論述嫁接到法釋義學體系中。郭銘禮法官回應，會將自己對憲法的理解加以用國際人權公

約解釋。而尤伯祥大法官則以平等原則說明，關鍵是用什麼觀點來詮釋某個理論。他也表示，

想法在激盪過後所得出來的結論會最接近真相。顏厥安也提及，近代社會意識越來越蓬勃，

因此具有社會意識的法理學研究也很重要。 

 

而與會來賓法律系周伯峰副教授提出適足居住權和民法之間的爭議，也提到現今公約意識不

足的問題，郭銘禮法官則以參與過的實例回應。與會來賓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程源中助理教授

也提出，公約懷疑論是否是一種對於論證不足的懷疑。對此，尤伯祥大法官認為，思考的層

次如果放在人權這個大方向比較不會感到困惑，他也強調國際公約是詮釋基本權重要依據。 

 

在座談會的最後，顏厥安教授總結：「當老師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學生變成自己的老師，今

天也從各位老師這邊學到很多，這是我最大的幸福。」由此可見，法理學的討論除了提供法

律人對於法律體系更加全面的思維，以及意識到法律與社會間具有更多的研究價值外，亦是

法律人彼此間教學相長的搖籃，座談會也在眾人洋溢心靈成長氣息的眼神交會中，畫下圓滿

的句點。（撰文：王津今） 

 

 

 

▶與會人員全體合照（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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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民法中心邀請世新大學法律學系翁

逸泓副教授、黃相博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洪瑩

容助理教授演講，主題為「人工智慧與法律工作坊──民

事法場次」，由法學院呂彥彬助理教授主持。 

 

•【法學院訊】法學院民法中心於 12 月 8 日舉行新世代

民事法之發展研討會，上午為財產法場次，前兩場由法學

院楊淑文兼任特聘教授主持，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張柏淵

助理教授報告〈淺談（英國法之）蛋殼頭蓋骨理論〉，東

吳大學法學院黃心怡副教授與談；東吳大學法學院牛曰

正副教授報告〈民法成年年齡下修後「年輕消費者」之保

護課題與省思〉，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專業學院劉姿汝副教

授與談。後一場由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向明恩教授主

持，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歐陽勝嘉助理教授報告〈出賣人非因過失不知標的物為盜贓遺失物時

之權利瑕疵責任—最高法院 77 年台上字第 2422 號判決解釋〉，東海大學法律學院李君韜

助理教授與談。 

 

下午為身分法場次，前半場由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林秀雄榮譽講座教授主持，東吳大學法學院

陳重陽助理教授演講〈民法第 1022 條之再定位〉，法學院陳惠馨退休教授、山河法律事務

所紀冠伶主持律師及華嚴法律事務所賴淳良主持律師與談。後半場由陳惠馨教授主持，輔仁

大學法律學院陳明楷副教授演講〈婚前財產之婚後贈與的若干案型檢討〉，林秀雄教授與臺

北士林地方法院少家庭郭躍民法官與談。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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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院公法學中心與中華民國憲法學會、中國地方

自治學會於 12 月 12 日，共同邀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院博士

學院主任暨德法學術研究社群理事長 David Capitant 教授專

題演講，主題為「法國違憲先決問題審查的最新趨勢」，由憲法

學會理事長蘇永欽教授主持，東吳大學法學院李鎨澂講師口

譯。 

 

•【法學院訊】法學院刑法中心於 12 月 13 日邀請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陳昱奉檢察官進行演講，講題為「AI、科技、法律、

財富與人生」。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2 月 15 日邀請英國倫敦瑪麗皇后大

學 Ioannis Kokkris 教授演講，主題為 Digital Markets 

Regulation 

 

 

 

 

 

 

 

 

 

 

 

 

 

 學術與實務活動   商學院 

•【會計學系訊】「2023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於國立政治大

學盛大舉辦。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為我國最大且具代表性之會計教育學術社團，每年舉辦的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更為國內外會計界之年度盛事，本年度由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與該學會主辦，李先庚會計文教基會、國立政治大學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會計與智慧資

本研究中心協辦。 

 

隨著近年社會大眾對於永續議題之關注，各界積極推動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發展，此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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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討會以「會計與 ESG」為主題，邀請國際知名 ESG 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透過學術論

文研討、實務專題座談等形式，探討會計在推動 ESG 之定位與功能。大會由會計學系俞洪

昭主任及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劉順仁理事長揭開序幕，並邀請日本會計學會理事長 Usui Akira、

韓國會計學會理事長 Han Jong Soo 介紹本次來訪之日、韓會計學會代表團成員。 

研討會安排二場專題演講，邀請美國會計學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理事

長 Mark H. Taylor 及國際知名的 ESG學者、牛津大學教授 Karthik Ramanna 進行專題演

講。Mark H. Taylor 以「Revolutionizing Accounting Education: Rebuilding the Pipeline」

為主題，分享會計教育之現況及未來，除談論對於會計教育之個人見解外，更著重於如何吸

引並留住人才之議題，並特別強調未來的會計人才培育應涵蓋資料整理、資料分析及視覺化

等多面向領域。此外，他亦透過多樣化的數據分析資料，分享其於南佛羅里達大學的教學實

務，以及會計教育革新等應用經驗。 

 

第二場專題演講由 Karthik Ramanna 以「Accounting for Climate Change」為主題，分

享環境負債的觀念及益處，會中強調透過附加價值的概念、資訊科技的協助，將有助於及時

且準確的蒐集各項產品和服務的碳排放，進而將碳排放等相關資訊回饋管理者，使之就產品

之設計、生產及銷售等面向推動減碳作為，為企業、環境永續盡一份心力。 

 

作為疫情解封後首次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年會，今（112）年度的年會相當國際化，與會貴賓

涵蓋美國、英國、挪威、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尼、中國大陸等 300多位海內外知名學者

共襄盛舉。研討會共有六場實務專題座談，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TEJ及國立政治大學企業

永續中心主講、二場臺、日、韓三國會計教育學會聯合場次及 26場學術論文發表場次。研

▶會計學系俞洪昭主任、TAA 劉順仁理事長、大會潘健民總幹事、Keynote Speakers 及 JAA、KAA

代表團合影（照片來源：會計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92/part_15642_2567081_18015.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92/part_15642_2567081_180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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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議題涵蓋臺灣 ESG資訊揭露現況、IFRS永續揭露準則之發布接軌及因應、歐盟 CBAM 法

規與碳資訊申報、企業永續與 ESG 價值管理趨勢與策略、管理會計及 ESG、數位轉型與會

計實務、新世代企業威脅管理與防範等相關議題。此外，會中之學術論文發表主題相當多元，

包含 ESG 與公司策略、ESG 與市場價值、ESG 與風險、ESG 報告與確信、ESG 與 CEO 特

質、以及 ESG 創新與稅務等議題。（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於 11 月 25 日邀

請輔仁大學楊承淑特聘教授，以〈台灣歷史上的譯者與現代譯者的角色〉為題，分享至今對

日治時期、戰後初期譯者的研究，並提出譯者未來在 AI 時代下的角色與因應，現場吸引校

內外師長、學生及一般民眾共 60 餘人與會。 

 

楊教授首先深入說明日治時期的譯者養成，介紹 19 世紀末翻譯教育機構與通譯官的薪水，

並從舊慣調查分析日本帝國對臺灣的民俗調查與譯者功能。此時，法院與警察群體成為控制

臺灣社會的重要力量，法庭通譯可謂日後譯者職業群體的開端。楊教授從警察通譯考題分析

警民對話，並梳理考題背後反映出的日本帝國力量的介入與對在地知識、文化的掌握。 

 

戰後初期，臺灣省編譯館成立，前幾任館長以淺顯中文譯介祖國文化和國際資訊，並在肯定

日文學術成果的前提下延續先前民俗文化研究。此外，日文隨著權力萎縮而至退場，由外省

公教軍職青年組成的譯

者群體積極譯介歐美科

學、醫學、文藝、傳記等

作品，其中《今日美國》、

《今日世界》等刊物更影

響了臺港華文文學與英

文教學。 

 

最後，楊教授以輔仁大學

翻譯學研究所的創立為

例，談教育現場口筆譯技

能與專業知識如何結合、

與國際接軌的會議口譯

員如何養成，以及學生如

何善用翻譯成為轉向金

融、法律、醫療、保險、遊

▶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右二）、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林侑毅主

任（右一）、日本語文學系金想容助理教授（左一）與輔仁大學楊承淑

特聘教授（左二）合影（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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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科技、專利等領域的敲門磚。面對 AI時代下的譯者，楊教授認為翻譯已迎來空前變革，

期許譯者積極運用科技、挑戰科技，要與 AI同步進化，發揮跨領域優勢。 

 
 

•【外國語文學院訊】 第六屆臺灣學校辯論賽（以下簡稱 TSDC）於 11 月 25日至 26 日在

國立政治大學舉行，由「說匠」（Speech Craft）公司策劃，英國語文學系合辦。此次比賽

採用新版世界學校辯論比賽制度，每場比賽由 3名學生組成，兩隊進行對決，共有 38 支隊

伍參賽（包含 18 支國中／國小隊），最遠來自高雄，共 139名學生參加。 

開幕時，除了賽事召集人 Jeff Tsai、裁判長 Daryl Isla 及 25 名特別邀請的裁判外，現場擠

滿了參賽的學生、陪同的家長及教練。高中組及國中／國小組各選出八隊進入前四強公開賽。

經過四輪比賽的捉對廝殺，最終成功晉級的隊伍是兩支零敗績的強隊—「Betch」隊及「guess 

who」隊，最後在總決賽一決勝負。比賽在頒獎典禮後劃下完美的句點，「Betch」隊的 Enzo 

Wu獲得高中組最佳辯手獎，「Overcooked」隊的 Janet Chuang獲得國中／國小組的最

▶ 翻譯大師講座大合照（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 英國語文學系鍾曉芳系主任致詞歡迎選手參加第六屆臺灣學校英語辯論比賽（照片來源：英國

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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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辯手獎，靜心高中的 Johan Wong 獲得最佳裁判獎，「Uwu」隊獲得國中／國小組冠軍

獎盃，Sarah Lin 獲得國中／國小組總決賽最佳辯手獎，而零敗績的「guess who」隊伍獲

得高中組冠軍獎盃，Valerie Huang獲得總決賽最佳辯手獎。 

 

國立政治大學團隊也參加此次活動，比賽協辦者—英文系鄭傳傑（Michael Cheng）老師榮

獲最佳十大裁判殊榮。修習其辯論課的學生陳秉升、李思妤、宋雨珊、吳絜也在比賽中獲得

實習裁判的經驗。英文系研究生 Carolyn Wu 也在裁判排名中名列前茅，惟因未能擔任足夠

場次的裁判，可惜無法獲得最佳十大裁判獎。 

比賽結束後，Jeff Tsai 和 Daryl Isla 感謝國立政治大學能共同主辦這場比賽及提供良好的場

地，讓比賽得以順利進行，許多家長亦對校園完善的設施及安靜優美的學習環境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鄭老師覺得這場比賽完成了一個使命：創造了一個讓學生（最小是國小 5 年級的學

生）在現場即席的現實世界環境中，測試自己英語能力的機會，並且也磨練了他們批判性思

考的技能，同時他也很榮幸向臺灣眾多頂尖高中生及其家長推薦所服務的頂尖大學──國立

政治大學。 

▶ 賽事召集人 Jeff Tsai（左一）和裁判長 Daryl Isla（最右）跟比賽前 10名獲獎者合影（照片來

源：英國語文學系） 

▶ 裁判會議主席 Johan Wong宣布 Betch 和 guess who 哪一隊獲得冠軍（照片來源：英國語文

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 43 - 

 

•【外國語文學院訊】由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主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教育

部、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協辦之第九屆斯拉夫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形式

與意義：什克洛夫斯基一百三十周年誕辰紀念」於 11 月 11、12 日舉行，來自俄羅斯、捷

克、美國、德國、日本等 16 個國家的研究者齊聚國立政治大學，共同探討當代斯拉夫語言、

文學、文化研究的重要議題。 

 

研討會在陳樹衡副校長及斯拉夫語文學系柯瓊鎣系主任的致詞中揭開序幕。陳樹衡副校長歡

迎遠道而來的賓客，並以近年來臺灣與捷克等中、東歐國家日漸緊密的合作為例，肯定該系

在臺灣與斯拉夫世界之政治、經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今年適逢俄羅斯作家、文藝批評家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130 周年誕

辰。他是俄國形式學派的代表人物，對 20 世紀以降的文學、藝術理論和人文知識的發展影

響深遠。此次研討會一方面聚焦他的理論創見與文學實踐，一方面延伸俄國形式主義的核心

關注，探討語言、文化中形式與意義之間的互動關係。 

 

▶ 與會者合影（照片來源：英國語文學系） 

▶ 研討會在陳樹衡副校長及斯拉夫語文學系柯瓊鎣系主任的致詞中揭開序幕（照片來源：斯拉夫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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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大會主題演說分別由不同的角度檢視什克洛夫斯基和俄國形式主義的文學傳統。美國普

林斯頓大學教授烏沙金（Serguei Oushakine）深入解析什克洛夫斯基文學、電影批評中的

「重複」概念如何與蘇聯文藝思想的時間感、歷史觀對話。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卡里寧

（Ilya Kalinin）從俄國形式主義的美學論述出發，在早期蘇聯歷史的脈絡下探索「陌生化」

理論的政治、社會內涵。卡里寧並代表什克洛夫斯基之孫尼基塔．什克洛夫斯基（Nikita 

Shklovsky）向臺灣及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者轉達問候之意。最後，俄羅斯科學院語言學研

究所研究員費先科（Vladimir Feshchenko）討論俄國形式主義詩歌語言理論和 1960、1970

年代美國語言詩運動的連結。 

 

研討會分為 20場次，以實體、線上形式同步進行，共計有近 90 篇中、英、俄語論文發表，

除了「什克洛夫斯基：當代觀點」、「什克洛夫斯基：歷史脈絡與比較研究」、「陌生化作為方

法」和「俄國形式主義與詩歌理論」之外，討論主題亦包括「斯拉夫語言的形式與認知」、

「敘事與當代媒介」、「跨文化溝通視角下的再現形式」、「捷克語／華語／俄語的對比與互

動」、「斯拉夫民族言語創作的幽默挑釁形式」、「俄語日常話語：教學與翻譯層面」等，涵蓋

語言學、文學、歷史、文化等領域，充分展現當代斯拉夫語文、文化研究的寬闊視野與豐沛

能量。 

 

研討會於日前圓滿落幕，閉幕式上柯瓊鎣系主任特別感謝大會主題講者、各場次主持人與全

體與會者的熱情參與。來訪貴賓亦讚許此次研討會「在形式與意義上都有一流的水準」，創

造了寶貴的學術交流機會，並期待未來能夠更進一步延續對話，開展更多可能。 

 

 

 

 

▶ 開幕式後與會來賓合影留念（照片來源：斯拉夫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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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訊】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 11 月 18 日在國立政治大學舉行年會暨論文研討

會，這場盛會由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所共同主辦，今

年吸引超過 300 人共襄盛舉。會中特別邀請美國兩位重量級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分別是美

國喬治亞大學傳播學院 Sun Joo Ahn教授及賓州州立大學傳播學院 Shyam Sundar 講座教

授。他們從延展實境與人工智慧等前瞻角度，探討中介真實如何影響和改造人類生活與認知

行為，提供與會者嶄新視野與思考。 

 

▶ 第一天研討會結束後，主辦單位設席天成大飯店，與會學者進行會場外的文化交流（照片來源：斯拉夫

語文學系） 

▶ 研討會分為 20場次，以實體、線上形式同步進行，共計有近 90篇中、英、俄語論文發表，圓滿落幕

（照片來源：斯拉夫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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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眾多學者專家及業界人士

雲集，國立政治大學李蔡彥校

長、玉山學者李金銓教授親自出

席支持。來自業界的熱情贊助更

增添了活動的豐富性，包括

TWNIC、永慶房屋、前程文化、

意藍資訊等合作夥伴，透過產學

互動交流激發更多新思維，HTC

更特別贊助 VR 頭戴顯示器，讓

與會者免費體驗沉浸式虛擬科

技，出席活動的來賓一整天下來

收穫豐富。 

 

年會以「中介的真實 Mediated 

Reality」為主題，匯聚不同領域

對數位科技與人類社會、生活和心理的研究討論。包含臺灣傳播資料庫、台灣網路大調查在

內的 17 場學術研討、學生論文競賽頒獎、兩場重量級專題演講以及產業論壇的多元觀點交

流。聚焦科技賦能如何提升正向心理與幸福感之餘，也檢視數位世界中的不實訊息、個資隱

私與管理議題。 

 

其中喬治亞大學格雷迪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 Sun Joo Ahn 教授透過講題「Extended 

Realities：How Multimodal Experiences Lead to Behavior Change」，分享 XR 如何透過

時間、空間、感知的不同維度，運用沉浸式的多重體驗模式，改變個人認知與參與行為，並

提出如新冠疫苗接種、流感預防及虛擬寵物的 VR實驗案例佐證。 

 

賓州州立大學貝勒沙里歐傳播學院 Shyam Sundar講座教授則以「AI-Mediated Reality：

Thinking Psychologically, Designing Responsibly」為題，探討 AI 進入人類生活後對社會

和心理的深遠影響，包括 AI 的偏見和挑戰，呼籲開發運用 AI時必須審慎社會責任並強化監

管資訊的透明度。 

 

產業論壇主題「以中介真實促進人類福祉」，邀請科技業界人士分享專業洞察分析，財團法

人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董事長暨執行長表示，人工智慧及科技的成熟發展為業界帶來機會卻

也伴隨著風險，期許科技與社會的互動能造福終端使用者。HTC 簡瑞春資深業務處長和

Meta 陳奕儒公共政策總監則不約而同呼籲，元宇宙創新技術平臺和生態系統發展需要全方

位的參與，期待未來學界與業界的交流合作，能吸引更多人才共同推動數位科技、增進社會

健全發展。 

▶ 左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陶振超教授（左一）、

賓州州立大學傳播學院 Shyam Sundar 講座教授、喬治亞大學

傳播學院 Sun Joo Ahn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林日璇特

聘教授（照片來源：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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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學會理事長暨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林日璇特聘教授表示，在 AI 與元宇宙變化快

速的時代，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希冀發揮橋樑功能，擴大學界與產業界的學習交流，促進

跨界對話與合作，讓學術研究與產業實際應用更貼近，未來也會舉辦更多研討會及交流，共

同推動數位科技對社會的正向發展。（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東亞研究所訊】東亞研究所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12月 8日共同舉辦「2023 當代中國

國家社會關係工作坊」，邀請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者專家及研究生們，共同以中國的「國家—

社會」關係為主題，發表近來的研究成果。工作坊由東亞研究所王信賢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曾偉峯助理研究員共同主持，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

研究所蔡文軒研究員進行與談。 

 

工作坊共分為四個場次，分別為：國家能力、思想文化、基層治理及數位治理，共有八篇優

秀論文著作進行發表。工作坊並不侷限於社會科學領域討論，更邀請了傳播學院新聞學系鄭

宇君教授參與，利於跨領域、跨學科及不同視角進行學術角度的區域研究。 

 

王信賢特聘教授表

示，盼透過此工作坊，

建立長期穩定的「中

國國家社會關係」此

一研究領域的學術交

流平臺。在學術視角

下共同交換與討論建

設性的意見，將助於

研究成果的淬鍊與全

面。曾偉峯助理研究

員相當認同此工作坊

作為學術交流與論文

發表平臺之角色，也

期許未來每一年都能

如期召開，進而建立

工作坊的傳統與慣

例。（摘錄自校訊新聞） 

▶ 東亞研究所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第一屆「2023當代中國國家社會

關係工作坊」（照片來源：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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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於 12月 8日迎來本學期臺灣安全系列論壇第六場：「矽

盾能保護我們多久？」論壇邀請四位學者進行多角對談，由國際事務學院盧業中副院長擔任

主持人，講者分別為國防安全研究院王綉雯助理研究員、國防安全研究院林佳宜政策分析員、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陳秉逵副教授及戰略專班執行長，從經濟、關係、國際等角度討論矽

盾外交，再進行綜合討論及問答時間。 

 

王綉雯助理研究員將此次論壇概分為六個主題，其一，究竟何謂「矽盾」，介紹其定義，而

臺灣半導體究竟在全球供應鏈扮演何種角色。高達百分之六十的晶片在臺灣生產，若封鎖臺

灣，全球多數產業將因缺乏晶片導致生產停滯造成影響，而中國對於臺灣半導體的依賴，在

近十年間臺灣賣給中國的物品遠大於中國賣給臺灣，自 2000 年開始中國重金挖角臺灣人

才，透過竊取技術、駭客等方式欲求得半導體技術，加上美國對於中國晶片的禁令，使中國

自給率下降，過程牽涉到科技戰，只得透過他國黑市轉買晶片，臺灣藉由半導體強化國際合

作，形成一道臺灣所無法複製的優勢。最後她認為臺灣半導體優勢，至 2030 年還不會被取

代或超越，但仍需積極發展 AI 技術，才能夠加強自我。她透過兩個面向聚焦矽盾是否足以

保護我國，以及究竟能夠保護多久著眼講述，進行各層次的剖析。 

 

林佳宜政策分析員透過美中晶片的賽局中分析美中雙方的科技角力競爭關係，美國削弱中國

晶片技術，以期達到最終目的：牽制、發展中國 AI 的發展。自拜登上任後，美國企業對於

中國投資有更多規範，阻止中國開

發軍事，其他國家礙於與美國關係，

如荷蘭、日本對於中國也採取相對

應的措施，像是管制出口事前批准

變得嚴格許多，這也造成中國輸出

先進設備增加困難，而中國的反制

之道是撻伐拜登的行政命令背離了

市場秩序，並且限制鍺等物質出口

各國。面對全球化的轉型，美國則是

分散供應鏈，轉而減低對於東亞半

導體的需求，在地緣政治與全球化、

美中關係緊張多重壓力之下，美國

紛紛拉攏亞洲四國的援助，形成抗

中聯盟，最後希望密集部署、拉攏各

國，使各國供應連重新洗牌，她透過

政策面、政治面的角度下手，舉出實

際政策、案例聚焦在美中這場賽局

的競爭在全球化的因應。 

▶左起：中華民國花東防衛指揮部李韋德副指揮官、國防安全

研究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柯永森委任研究員、安全研究所

林佳宜政策分析員、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所王綉雯助理研究

員、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連弘宜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

長、外交學系盧業中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陳秉逵副

教授兼戰略專班執行長、國防安全研究院劉蕭翔博士，國立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鄧中堅教授暨國際事務學院前院長、國際

事務學院狄馬博士級研究人員（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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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秉逵副教授首先提出一個問題：「為何矽盾為盾？究竟它的防衛機能為何？」並指出矽產

業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容易受到軍事攻擊瓦解，所以他認為矽盾防衛是不成立的，再者，各

國對於保衛臺灣或者自身發展產業的比較，也是他所反對矽盾保護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各國

自我發展半導體產業比維護臺灣來得划算，我國還必須思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是可被超越、

會被改變的，因此在矽盾這個議題出現之時，各國紛紛在自家設立半導體工業試圖替代，但

都無法取代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優勢，他國思考若今日臺灣被中國佔領，要如

何從他處取得所要的晶片，在面對矽盾這個議題的席捲及流行之下，造成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利，也就是過度擴廠之下，使得需求量降低，因此思考的面向必須擴及更

廣，所以面對科技戰、全國化之下，晶片產業面臨的問題就日益漸多。最後他談到美國對於

晶片的政策的方向，有別於前兩位講者，他反對矽盾保護的角度也讓與會者看到、思索更多

不同面向。（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國際學院 

 
•【創新國際學院訊】創新國際學院與海洋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共同合辦建立永續海洋

淨零公正轉型的社會協商計畫，以情境式模擬劇場方式作為公眾教育及溝通之途徑。協商劇

場為臺北市立北美館 2020 雙年展所引進之結合藝術展演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教學法，希

望達成公共教育之目標，能夠營造出彈

性與反思的空間。由楊智元老師與陳品

蓉導演擔任製作與導演工作，此次展演

以「離岸風電進行式」為主題，針對風電

開發計畫所面對鯨豚生態保育、鳥類生

態監測、漁業經濟資源、漁權轉型共存爭

議、地方溝通等議題進行展演，透過學生

與公民演員擔任六大類利害關係人，非

人動物代表也參與其中的公開展演來讓

公眾了解爭點與矛盾所在，並思考如何

在科學不確定之下暫時安置爭議。 

 

學生與公民演員有一定的自主詮釋空間，探求多方的角色立場之關連性，並展演議題內部

的多樣價值取捨。以記錄劇場精神為出發點，角色之間的相互對話是重頭戲，演員將與現

場觀眾互動，進行非正式自由協商，經由重複對話與彼此結盟的過程，重新進行協商，希

望能夠探求在既定結構外的可能性，開啟永續海洋與公正轉型之未來性共同思考。 

▶ 創新國際學院張佳康副教授指出，國際法之於全球治理

的重要性在於涵蓋了國家主權、尊重人權、規範武器使用

等多個重要範疇（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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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利害關係人講座課程 

 

展演籌備期間，舉辦三場深入的利害關係人系列講座，提供學生演員更深入的背景資訊，

以更好地扮演不同利害相關者的角色，同時也分別根據其立場發問，可見對接下來的展演

也有了更深入對話的準備；且講座皆為公開入座，也是希望能夠藉此激發更多公民對此議

題的關注，以促進公共議題討論。 

第一場講座於 9月 23 日舉辦，以「離岸風電的在地溝通與生態監測」為主題，邀請到哥本

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的地方關係詹羑律資深專員分享她在台灣離岸風電發展中的寶貴

經驗。詹專員回顧了臺灣離岸風電發展的不同階段，包括 CIP 投資的風場和政府招商過程的

關鍵轉變。她強調 CIP的在地化計畫，包括如何協助在地廠商提升生產標準以符合國際工安

標準，以及如何進行社會溝通，特別是與多元社區利害相關者的互動。講座的問答時間成為

了參與者討論的重要環節，學生和聽眾提出了多個問題，包括 CIP如何與漁民社群、環保團

體和地方政府進行互動，以及如何因應綠能發展政策的不一致性等。對協商劇場團隊來說，

講座除了有助於對開發商於風場建置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更多理解，CIP 的地方適應經驗

也展示了如同協商劇場般，在環評場域以外的溝通可能。面對質疑時，如何將離岸風場的工

程技術議題、生態影響、與漁業經濟衝擊等，借不同利害關係的著力點，盡可能納入多樣的

立場與意見，不僅是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是協商劇場作為另類公眾溝通平臺與教學實驗的重

點。 

 

 

▶ 陳品蓉導演（右一）擔任製作與導演工作（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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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進行以「離岸風場對漁業的潛在影響」為主題的第二場講座。邀請漁民權益暨環

境永續中心（以下稱漁環中心）鍾瀚樞主任和吳斐竣研究員，從漁民社群的角度深入分析了

離岸風電開發對臺灣漁業的可能影響。吳斐竣研究員介紹漁業管理和政策方面的問題，尤其

關注漁業空間的擠壓、區漁會政治和跨縣市管理等問題。鍾瀚樞主任更進一步指出離岸風電

開發引起的諸多爭議，並強調能源轉型並非僅是能源結構變遷，更是社會與生態的系統性改

變。再來，學生

和聽眾對於政

策與漁民的代

言合法性問題

也有更深入的

討論，如漁會

理事長如何整

合漁民意見、

環 評 委 員 立

場，以及如何

不讓鯨豚觀察

員制度淪為形

式等，突顯出

漁業管理、政

▶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的地方關係資深專員詹羑律（右一）分享了在臺灣離岸風電

發展中的寶貴經驗（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鍾瀚樞主任（左二）和吳斐竣研究員（左一）與楊智元

助理教授（右一）深入分析了離岸風電開發對臺灣漁業的可能影響（照片來源：創

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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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執行和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挑戰。在這片多重經濟、生態、物種與技術物同時存在的海

域，不同行動者如何處理從陸域到海上的政治、社會與利益關係，漁環中心的精采分享帶領

聽眾從漁民的視角，重新爬梳與理解離岸風電的相關議題。 

最後，10月 14 日下午以「風電施工中的鯨豚保育與救援」為主題的第三場講座，邀請到中

華鯨豚協會的曾鉦琮秘書長，分享在鯨豚保育和救援方面的寶貴經驗，接續前兩週由開發商

與漁環中心的經驗與立場分享後，中華鯨豚協會又提供了另一種觀看海域的視角，以及其中

被長期忽略的生態政治觀點。曾秘書長強調了離岸風電開發對鯨豚生態的可能影響，特別是

與水下噪音和海上活動的關聯，他指出了政府和開發商目前只關注水下噪音規範，卻忽略了

海上行為可能對不同種類的鯨豚造成的影響，以及鯨豚保育政策的局限性。同學與聽眾在問

答環節亦十分熱烈，包括如何評估鯨豚的聽力受損情況、鯨豚擱淺與族群數量變化的影響、

以及如何處理環評委員立場不一致的情況，可見鯨豚保育和環境政策方面的多重挑戰。 

 

兩天成果展演：協商劇場中的離岸風電爭議 

11 月 4 日，彰化縣台湖鄉公所，成為政治大學協商劇場團隊的表演舞臺，揭開了一場引人

入勝的「離岸風電進行式」協商劇場展演的序幕。這場協商劇場的目的在於協助參與的學生

演員更深入地理解離岸風電開發對不同利益相關者所帶來的挑戰，並呈現這個議題背後的社

會溝通複雜性。 

 

展演由環境部部長（化名，楊智元老師飾）開場，在主持人（同學飾）的引領下，將觀眾帶

入劇場的世界。開場時，觀眾進一步認識各位角色，這些角色扮演者不僅介紹自己的生活背

▶楊智元助理教授（右一）邀請中華鯨豚協會的曾鉦琮秘書長（左一），分享在鯨豚保育和

救援方面的寶貴經驗（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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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也分享了他們與這些角色之間的共同關聯，通過物件（如帽子、名牌、眼鏡、包包、衣

服、手套、黑面琵鷺玩偶等）的使用，角色扮演活動開始，帶領觀眾逐步深入劇情。 

 

在上半場的劇場展演中，焦點圍繞在離岸風電開發，開發商、刺網漁民、漁會理事、海漁署

（化名）、非營利環保團體等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動和衝突。開發商提供了關於風場資

訊、漁業聯絡制度、地方發展基金和海藻養殖計畫等的簡報，以促進地方認同的社會溝通策

略。 接著，各利益相關者進行發言，劇場團隊透過不同角度的拍攝和切換，試圖在這個虛

擬的會議中展現可能出現的緊張和衝突。觀眾可以感受到這些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立場的主

要差異和衝突點。 

 

下半場的劇場展演則聚焦在「人與非人」、「在與不在」的想像對話和互動。在現實生活中，

並非所有重要利益相關者都能親自發言，因此劇場特別設計了情節，讓黑面琵鷺和中華白海

豚進入會議空間，與人類對話，這引發了觀眾對他們的聲音和可能受到的對待方式的好奇。 

劇中的角色們提出了各種議題，包括鳥類影響評估、水下基礎工法、打樁噪音、魚網纏繞的

問題等，引起了觀眾的思考和關注。 

 

這個協商劇場活動的獨特之處在於，演員們為每個角色精心準備了詳盡的對應策略，觀眾也

積極參與其中，提出問題和參與討論。劇場團隊還設計禮物交流和非正式協商的環節，以促

進角色之間的聯繫和妥協，呈現協商的可能性。 

而接續昨日的劇情走向，11 月 5 日的協商劇場場景設定是兩個月後，在行政院環境部第十

會議室（化名）舉辦的環境影響評估專案小組會議進行演出，將政府、開發商、漁會以及其

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和辯論帶給觀眾，讓人深思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和妥協。 

▶協商劇場活動的獨特之處在於讓學生扮演利害關係人（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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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的開場將觀眾引入「綠能政策搖擺不定」的情境中，與前一天不同的是，演員們特意更

換了角色的服裝，以示不同時間段的延續性。隨著新角色的加入，包括環評主席、環評委員、

以及開發商所請的外國技術顧問，劇場的重點轉向真實會議中的對話和辯論，尤其是關於科

學數據的有效性和代表性。 

 

場景設定從地方說明會到中央環評會議，此場次的展演即聚焦在實際會議中政府單位、環評

委員與開發商間的對答，尤其是針對「科學數據」的合理性、代表性進行質問，試圖透過這

樣的設定來突顯環評會議場合與說明會截然不同的氛圍，以及相關陳述意見內容的不同，也

讓觀眾感受「類實際會議」中的來回攻防，與對於一般參與者來說的理解難易度。 

 

比方說，開發商的簡報內容在本場次大量被使用，裡面一頁頁的表格、堆滿的數據與繁雜的

文字，皆成為多方討論的爭執重點；但同時對觀眾（或是特定角色）來說，也呈現實際環評

會議當中，專業術語的轉譯問題；又或者是在外國技術顧問發言，關於開發商風機的水下基

礎將使用沉箱式工法的介紹環節，更是全程用英文說明，途中便出現如漁民王阿志與其他角

色出聲打斷，表現聽不懂或不耐煩的態度，也是同樣在展現會議當中如實存在的專業／常民

知識的隔閡。 

 

劇場團隊的精心準備使各角色能夠提出深入的問題和觀點，這些問題涵蓋地質許可、鯨豚觀

察員訓練、水下噪音等多個方面，凸顯了各方之間的差異。觀眾也能在互動環節中參與討論，

提出對環評制度公平性、鯨豚觀測技術和風場退役計劃等議題的質疑。 

  

下半場呈現不會出現在實際環評會議中的情境，包括禮物交流和非正式自由協商。 禮物交

流通過「物」的交換暗示了共同利益的結盟，讓觀眾理解到妥協和合作的重要性。 最後的

非正式自由協商讓演員和觀眾進一步互動，並公佈了環評結論報告和協商結果，以此作為收

尾，展現了協商劇場的意義不僅是在展演針對公共議題可以操作的另類參與方式，同時也是

向社會提出未來離岸風電開發在工程設計、生態影響監測、以及社會溝通上可以納入考慮的

幾個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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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四 蔡尚圃 演員感想 

 

扮演開發商公共事務部經理的法律四蔡尚圃同學表示，這次協商劇場讓他對整個離岸風電產

業與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尤其身為公共事務部經理，必須閱讀大量資料，暸解不同利害關

係人在意的面向，以此去思考與擬定地方溝通策略。在協商過程中也讓他體認到，地方溝通

的重點不在於廠商能給多少，而是「瞭解地方需求」，唯有真正聆聽在地並積極回應，方可

能取得地方信任。此外，他也表示：「這次協商劇場更看見公民教育的不同可能性，正如帶

領此次劇場的不二容

戲劇工作室陳品蓉導

演所言：『劇場是現實

社會的擾動』，劇場與

現實若即若離的關係，

讓展演保有一定彈性，

這層空間不僅促使我

們反思現實世界，更讓

台灣的公民社會看見

更多未來的發展可能

性，我認為這也正是這

次協商劇場最彌足珍

貴之處！」 

 

▶展演聚焦在實際會議中政府單位、環評委員與開發商間的對答（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扮演開發商公共事務部經理的法律四蔡尚圃同學（右一）表示，這次協商劇場

讓他對整個離岸風電產業與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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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國際學院訊】越南富布賴特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副教務長 Mira 

Seo 率領 Mark Frank、Elsa Costa 和 Tobias Burgers教授，於 11 月 6 日來訪創新國際學

院，除了深化今年 9 月創國代表團造訪 FUV 胡志明市校區的雙方合作，積極與國際創新學

院建立夥伴關係，更進行圓桌討論，交流題目涵括在碩士與學士課程中實踐雙語教學的挑戰

與願景，以及東亞歷史、科技與社會（STS）研究與教學的經驗等。FUV代表分享的見解不

僅具啟發性，更為在場教師們提供了不同的教育視角。考量越南是創新國際學院招募優秀學

生的目標國家之一，此次訪談為教職員工提供深入暸解越南教育體系的寶貴機會。來自創新

國際學院的越南學生也積極參與了這場交流會，並踴躍發問與分享。 

 

此外，Burgers 也分享將以東南亞的 STS 文化為題，於《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國際期刊》

（EASTS，目前由國科會委託創國執行）發展主題專輯，代表 EASTS 主編杜文苓教授與會

之副主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陳嘉新教授兼所長，也樂見此學術發展。此

次交流會進一步鞏固 FUV 與創國在教學與研究等方面的基礎，厚植未來更廣泛而深遠的合

作。 

 

 

 

 

▶FUV 代表團與社會科學學院關秉寅名譽教授、創新國際學院歐子綺助理教授、Deasy 

Simandjuntak、Le Thi-Nham 等師生，與 EASTS 副主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

所陳嘉新教授兼所長（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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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訊】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CIDS）統籌的國科會「科技、民主

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計劃，於 11月 21 日至 27 日由杜文苓主任及連賢明副主任率隊

前往捷克，進行國際智庫交流，此次交流活動，DSET成功與 Sinopsis、SCRC 等多個智庫

建立緊密合作關係，深入討論地緣政治與科技發展相互影響，尤其在半導體、淨零、軍民兩

用技術領域等的密切連動，深化臺灣對歐洲事務的研究與影響，同時打造堅固的國際合作機 

制。 

 

 

 

 

 

 

 

 

 

 

▶ DSET 成員與 Bakala Foundation Senior media program director Greg C. Bruno（左三）、

Sinopsis Director Dr. Martin Hala（右三）合影留念（照片來源：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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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一起來看見偏鄉教師的挑戰，以及師長們如何善用在地特色，

為孩子們打造有感學習的特色課程：善用自然環境，發展戶外教育課程，讓孩子用出能力，

並從登山溯溪之中培養恆毅力與耐挫力；天燈之鄉的平溪，其實飽受廢棄天燈的垃圾之苦，

有一群師生為了回應在地議題，設計出取代鐵絲骨架的環境友善竹木骨架。 

 

同時學校與鹿樂合作，引進多元的學習資源：烘焙、跆拳道、打鐵、瓦楞紙藝術、縫紉等，

讓鄉村學校的孩子也有機會拓展學習觸角，對未來有更多想像，歡迎所有對於偏鄉教育有熱

忱的人，都可以透過鹿樂找到讓自己揮灑教育熱情的地方。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臺灣離島地區的生活，則與海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豐富

的海洋資源、傳統的漁業捕撈技能、以及漁船製造技術等，是在地珍貴的文化資產與記憶。

在離島地區的學校，是學生的學習場域，也是社區文化的中心；學校師長扮演著引導學生學

習成長之重要角色，也成為推展社區活力、傳承文化等十分重要的力量。 

 

隨著地方文化與工法技藝逐漸消失，離島地區的小校正是絕佳的傳承教學場域。學校發掘社

區資源與需求，向專家學者請益學習，同時強化地方的凝聚力與合作，將傳統智慧設計成學

生能夠參與的教學方案。 

▶打破藩籬，一起來認識偏鄉教育吧！（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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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澎湖縣鳥嶼國小積極研發在地文化、風土民情與學校之間的特色課程，像是潮間帶生

態觀察、海廢藝術品、食魚教育等，善用澎湖最豐富的自然海洋，研發屬於在地獨有的社會

與人文海洋課程，希望透過踏查、實作等教學活動歷程，鼓勵孩童以行動實際關心自己的家

鄉土地。深入閱讀，鹿樂專欄：https://ruro.tw/theme-column/column/37/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十一月的課程中，X 計畫和創意與設計的同學都開始了自己

的創作，為年底的展覽做準備，X 計畫的十一月包含了大堂課的展演及老師回饋、大山北月

的創辦人莊凱詠老師和咖啡評審陳康寧老師的經驗分享，以及隔週的社資中心藝術駐地導

覽。過程中，學生對不同創作方法有了更多暸解，也即將完成自己的作品，創意與設計的課

堂多半在社資中心發生，整個十一月，學生在社資分享自己的創作練習、給予彼此回饋、學

習作品欣賞、探索空間，以及思索期末的作品呈現。在一次次和助教及老師討論的過程中，

作品慢慢成形。 

▶離島地區的學校，是學生的學習場域，也是社區文化的中心（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

研究中心） 

 

▶學生在創意實驗室期中展演（照片來源：創新與創

造力研究中心） 

▶學生在社資中心觀看期中展覽作品（照片來源：創

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https://ruro.tw/theme-column/column/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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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台灣研究中心 
 
•【台灣研究中心訊】台灣研究中心於 11 月邀請到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 Brian Knight 教授

為我們帶來「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Evidence from the Moral Majority and the 

Jimmy Carter Presidency」演講。 

 

Brian Knight 教授是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且是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他先前曾在聯準會

研究和統計部擔任經濟學家，並曾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他於 1992 年在

邁阿密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並於 2000 年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研究興

趣包括政治經濟學、財政聯邦制和地方公共財政。 

 

 

 

 

 

 

 

▶講者 Brian Knight 教授（左三）、台灣研究中心執行長連賢明教授（右三）（照片來源：台

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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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研究中心訊】台灣研究中心與國立陽明交

大健康創新中心、台灣健康經濟學會於 12月 6日

聯合舉辦國際演講，此次演講活動邀請到長江學

者 Shiko Maruyama 特聘教授來臺進行主題為

「 How unexpected birth outcomes alter 

parents’ life? Uninsured life-long risk in a 

welfare state」的演講。 

 

Maruyama 教授為 Health Economics 副主編、

Asian Workshop on Econometrics and Health 

Economics 召集人之一，以及 iHEA Board of 

Directors 亞洲區代表。研究領域包含 Heatlh 

Economics, Family Economics 與  Labor 

Economics等。目前任職於廣州暨南大學經濟與

社會研究所，過去曾於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與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任教。 

 

 

學術與實務活動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第一屆「心智與

腦科學」心理、神經、大腦科普寫作徵文活動於 11

月 23 日圓滿結束，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在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政大辦公室與理學院補助之

下，與神經科學研究所、心理學系共同主辦，以台

聯大系統之學生為對象進行徵稿，作為學生與社會

大眾分享腦科學新知之溝通交流平臺。 

 

 

 

 

 

 

 

▶講座海報（照片來源：台灣研究中心） 

 

▶講座海報（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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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受教育部委託辦理「第8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

此次計 34件作品入選，頒獎典禮於 11 月 16日假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玉山國際廳舉辦。 

 

當天由本屆高齡 84歲的入選者林清美老師在祈福儀式中揭開序幕，教育部林明裕政務次長、

李毓娟司長、殷家婷科長，原民會 Calivat‧Gadu 鍾興華副主委、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馬耀‧谷木董事長蒞臨現場給予鼓勵與祝福。教育部林明裕次長表示教育部積

極推動原住民族語文字化，並鼓勵參與族語寫作，培育更多寫作人才，國立政治大學李蔡彥

校長進一步提到臺灣族群與文化的多元，傳承要從舌尖變成筆尖，從口說變成文學創作，各

界均期待原民文化在族語文學上展現活力，並盼望更多語別加入族語創作的行列。族語文學

獎頒獎典禮更多故事將刊登於《原教界》114 期（https://web.alcd.center/aew/），敬請上

網瀏覽。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教界》114 期出刊！主題

為「土地文化教育與國土計畫」。自《國土計畫法》於2016

年公告實施以來，對於原鄉空間的運用有著深遠的影

響，但因其作業體系缺少對於原住民族土地文化的理

解，導致各縣市陸續傳出諸多疑問，刊物欲扮演原住民

族土地文化和國土計畫的溝通媒介，特別邀集部會人

士、學者專家及業界顧問撰文，從政策闡述、實務經驗、

原民文化、土地教育案例分享這四個面向，引領讀者認

識其中的衝突、取捨與調整，同時引入國外案例作為借

鏡，希望讓讀者從文章中了解傳統文化和政策法令應如

何相互配合，才有助於國土發展。 

 

▶ 教育部第八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與會者合照（照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教界 114期（照片來源：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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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 11 月 17 日至 18 日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七屆為期兩日之「華人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後疫情時

代的教導、關懷與宣教」學術研討會。 

 
 
 
 
 
 
 
 
 
 
 
 
 
 
 
 
 
 
 
 
 
 
 
 

▶首日會議合影，前排左起：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王韻諮詢委員兼東亞研究所副教

授、宗教研究所李玉珍所長、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羅素娟副司長、財團法人台

北市教會聚會所周復初長老兼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呂妙芬研究員（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首日會議合影，前排左起：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王韻諮詢委員兼東亞研究所副教

授、宗教研究所李玉珍所長、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羅素娟副司長、財團法人台

北市教會聚會所周復初長老兼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呂妙芬研究員（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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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為推廣與提升宗教學術教育，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與華人宗

教研究中心聯合舉辦宗教學術營。第一段課程已於 10 月 28 日至 29 日舉辦，並於 11 月 4

日至 5 日完成第二段課程。 

 

 

 

 
 
 
 
 
 
 
 
 
 
 
 
 

▶2023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學術營活動照（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2023國立政治大學宗教學術營海報（照片來源：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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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研究中心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以下稱 AI 中心）於 11 月至 12 月

期間舉辦 AI 跨域應用系列講座，邀請 3 位國立政治大學教師及 2 位校外業師主講，講座主

題包含 AI與延展實境（XR）的技術應用、AI未來市場與展望、AI與糖尿病症預測模型、AI

與社群傳播、AI 與識才預測，5 場不同應用領域之專題演講吸引全校近 550 人報名，各場

次講座詳細資訊如下： 

 

《場次一》AI 中心於 11 月 24 日舉辦由國立政治大

學資訊科學系蔡欣叡副教授主講的「 Future 

Technology Interaction: XR, Haptics & AI」講座。

此講座深入介紹延展實境（XR）的最新研究，以及 XR

結合大型語言模型（LLM）之 XRAI 如何提升使用者

之心理體驗，並以電影《一級玩家》中呈現的科技技

術為例，期許伴隨人工智慧的飛速發展，更真實的人

機互動（HCI）的體驗能於未來實現。 

 

《場次二》AI 中心於 12月 1日辦理講座，邀請工業

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技術經理沈志聰博士

主講，講題為「人工智慧的技術應用與市場展望」。

此場講座以 AI深度學習技術為主軸，討論其應用帶

來的契機，如利用深度學習演算法和深度學習軟硬

體更快速的解決複雜問題，亦探討 AI 結合物聯網所

帶來的創新可能，如：AIoT智慧相機與 AIoT智慧環

境感知機器人的應用。最後，沈志聰博士分享未來 AI

跨域場域實作潛力及市場展望，期望運用 AI 技術創

造更多可能。 

 

《場次三》AI 中心於 12月 4 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理

學院院長陸行教授主講的「人工智慧跨域應用－第二

型糖尿病併發症的風險評估機制」講座。此場講座探

討糖尿病與監測工具的重要性。現今，全球第二型糖

尿病（type 2 diabetes，T2D）的發病率已達到流行

病規模，平均每 8 秒就有一人死於糖尿病，陸行院長

分享透過資料庫，估計糖尿病相關併發症的機率和發

生時間，並開發出適合亞洲 T2D族群的預測模型之經

▶講座海報（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

究中心） 

 

▶講座海報（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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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期待未來將在健康決策科學領域進行更廣泛的應用，以預估第二型糖尿病發病的可能。 

《場次四》AI中心於 12月 6日舉辦由新聞學系劉慧雯教授主講的「社群媒體輿論分析：從

數字到意義」講座。此場講座以社群媒體為主軸，劉慧雯教授分享其從量性資料的研究成果，

逐漸轉向意義分析，並且將輿論風向連結到政治參與與市場行銷之經驗。在現今社會中輿論

是政治與經濟所關注的對象，因此，社群媒體的輿論分析在現今社會更為重要。在最後，劉

慧雯教授亦向與會者分享在 AI世代中，社群媒體中的生成式 AI（AIGC）之意識形態議題，

並期許與會者能培養自身的媒體素養。 

 

《場次五》AI中心於 12月 12日舉辦由周千翔博士（Dr. Devin Chou，Vice President of 

Sales，Greater China at PerceptionPredict AI）主講的「AI識才預測：用 AI 協助企業找

到對的人」講座。此場講座介紹 AI識才預測，以及 Perception Predict系統在企業中如何

發揮績效預測的作用、如何優化既有的招聘任用方式，並展示提升選才公平性與效率的相關

說明與案例。 

 

 

 

 

 

 

▶ 講座海報（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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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國立政治大學加入榮台聯大合作研究計畫第二年，AI 中心吳

致勳助理教授延續先前與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北榮）合辦 12週的智慧醫療課程：「認識神

隊友—AI」系列培訓講座」之合作經驗，於今（112）年向榮台聯大提出跨域研究計畫申請，

獲得榮台聯大跨域研究計畫補助。 

 

AI 中心吳致勳助理教授

擅長大數據分析、精準醫

學、生物資訊，先前曾帶

領國立政治大學學生開

發非侵入式癌症偵測系

統，多家媒體爭相報導，

在 AI 與醫學之跨域研究

上，將再與臺北榮民總醫

院家庭醫學部合作，進行

「BRAF 抑制劑抗藥性黑

色素瘤微型 RNA 與微環

境機制」研究。該主計畫

包含兩子計畫：子計畫之

一將探討分子和臨床層

面，另一個探討生物資訊。 

 

吳致勳助理教授曾研究發現部分關鍵 miRNA 對於黑色素瘤細胞和 BRAF 抑制劑抗藥黑色

素瘤細胞有所影響。將於 113 年執行計畫時藉由兩個子計畫相互呼應，從細胞生物學和生

物資訊角度研究關鍵miRNA在黑色素瘤和抗藥黑色素瘤的抗腫瘤機制、信號傳遞路徑、標

靶基因，建構分子交互作用和藥物網路，深入研究腫瘤微環境調控，達到促進基礎和轉譯醫

學的進展。 

 

國立政治大學近年致力推動智慧科技與 AI 醫療服務的結合，今年再度獲得榮台聯大合作研

究計畫兩項補助，期許研究團隊於計畫執行期間投入更多心力與智慧，為相關領域帶來更多

的創新成果。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中心吳怡潔助理教授受邀於印尼國立

日惹大學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Muhammad Akhsin Muflikhun 教授課堂上演講，以 Artificial 

Intelligent in Different Application 為主題，分享 AI 各界之應用。此外，吳怡潔助理教授

級約聘教學人員亦跨國指導印尼國立日惹大學學生並參與其碩士論文口試。 

 

▶ 吳致勳助理教授級約聘教學人員帶領國立政治大學學生開發非侵入式

癌症偵測（照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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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會後，吳怡潔助理教授級約聘教學人員

亦與Muhammad Akhsin Muflikhun 教授

討論未來合作之規劃，目前規劃將以 AI 材料

物理為研究合作主軸，研究方向包含時間與

空間分析測量、場景理解，跨界複合材料、

物理、電腦視覺等不同領域，期望於未來能

有更多合作之成果展現。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人工智慧跨域

研究中心組建四大跨領域研究團隊，推動專

業領域研究方向，分別介紹如下: 
 

《團隊一》陳昭伶助理教授級約聘教學人員

組建「未來媒體實驗室（NCCU Future Media 

Lab）」跨域研究團隊，主要研究方向包含媒

體化，智慧家庭，智慧媒體，人工智慧生成內容（AIGC）等，應用橫跨 AI 藝術跨域，新媒

體，互動裝置等領域，目前團隊包含 14 位校內外教師與學生，詳請參：

https://www.futuremedialab.tw/ 

 

《團隊二》吳怡潔助理教授級約聘教學人員組建「史料影像探勘」跨域研究團隊，主要研究

方向包含外語史料辨識與爬梳、外語史料資料庫等，應用橫跨歷史史料、人文計算、外國語

言、資料科學等領域，目前團隊包含 5 位校內外教師與學生。 

 

《團隊三》吳致勳助理教授級約聘教學人員組建「不動產大數據」跨域研究團隊，主要研究

方向為不動產大數據資料庫建置，應用橫跨資料視覺化、不動產市場供需等領域，目前團隊

包含 5 位校內外教師與學生。 

 

《團隊四》吳致勳助理教授級約聘教學人員組建「精準醫療」跨域研究團隊，主要研究方向

包含新康健社會、智慧醫療、多癌辨識等，應用橫跨資癌症辨識、系統生物、生物資訊等領

域，目前團隊包含 6位校內外教師與學生。 

 

AI 中心致力於推動跨領域應用 AI 之教學與研究，非常歡迎各單位與中心聯繫商討跨域合作

之可能，延續跨域研究團隊之組建，AI 中心亦規劃於 113 年擴增跨域研究團隊為研究社群，

中心期許能成為 AI跨域交流合作之平臺角色，促成國立政治大學更多 AI 跨域發展，誠摯邀

請各單位同仁與 AI中心中心聯繫開展合作。 
 

▶ 吳怡潔助理教授受邀演講活動海報（照片來源：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