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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 教師： 

本所與政治系特聘教授 寇健文 老師榮獲 國立政治大學 110 學年度 

  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教師 

本所專任副教授 孫采薇 老師榮獲 政大 110 學年度 

  專業課程教學優良教師 

本所專任教授 鍾延麟 老師榮獲 政大 112 年度 

  資深優良教師（十年） 

⚫ 學生： 

博士班 高慧敏 同學 獲選 112 學年度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碩士班 郭昱岑、林文皓 同學榮獲 111-1 中國大陸概論課程 

  優良 TA（鍾延麟老師指導） 

⚫ 所友： 

曾于蓁（碩 38 屆、博 28 屆） 榮聘 國防大學國際與國防事務學院戰略研究所 副教授 

鄭家琪（博 31 屆） 榮聘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阮功松（博 37 屆） 榮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 獎學金： 

博士班 鄭婷文、陳仲暄 同學 榮獲 東亞所研究生獎學金 

碩士班 林廷勳、蕭士傑、楊宇倫 同學 榮獲 東亞所研究生獎學金

掃我！看往期 

《所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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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3「中共『兩會』的總體觀察」 

本所於 3 月 13 日舉辦「2023 年中

共『兩會』的總體觀察」學術座談會，由

本所教授兼所長鍾延麟擔任主持人，邀

請與談學者包括：本所名譽教授邱坤玄、

教授黃瓊萩、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兼本

所合聘教授蔡文軒、致理科大國貿系副

教授張弘遠，以及本校國研中心助研究

員曾偉峯。座談會討論議題涵蓋：中共黨

政情勢、中國大陸經濟、國家—社會關

係、對外關係和兩岸關係。 

2023/03/28中國政策制定過程新型態 

本所於 3月 28日中午舉辦 Series of East 

Asian Speech，主講人為美國 Middlebury 

College 政治系教授 Jessica C. Teets，以

「 Beyond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Institutional Conversion and Coordinated 

Policymaking」為講題。活動由鍾延麟教授兼所

長主持，與會者有本校亞太博講座教授 Harry 

Harding、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暨本所合聘教授

蔡文軒、本所副教授王韻。演講主題是關於中國政府政策形成過程之研究。她認

為中共的政策形成與執行過程，在習近平時代開始出現漸進的制度變遷。 

2023/03/30習近平與改革時代的終結 

本所於 3 月 30 日中午舉辦專題演講，邀請

法國 CY 塞爾奇—巴黎大學教授張倫主講「習近

平與改革時代的終結」。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

並邀請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兼本所合聘教授蔡

文軒擔任與談人。出席者還有副教授王韻。張倫

在演講中時首先對中國大陸的改革歷程做一歷

史性回顧，進而在宏觀的國際、國內環境之視野

框界下，對習近平主政以來的各方面發展進行檢視和評價。 

專題演講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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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0 洋怨懟即報國恩：戰後香港佛教的政治迎送 

本所於 4月 20日中午邀請本校宗教

研究所客座副教授劉宇光以「洋怨懟即報

國恩：戰後香港佛教的政治迎送」為題進

行專題演講。由本所副教授王韻主持，出

席者有民族系助理教授陳乃華。劉宇光首

先點題演講名稱，解釋其所發想之「洋怨

懟」三字內涵，以使與會者有一基本理解。

接著，便詳細分析戰後香港佛教跨境的政

治與宗教互動關係的變化。 

2023/05/03《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要點與特色 

本所於 5 月 3 日與俄研所共

同邀請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

政治學科教授熊倉潤，主講「《新

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要點

與特色」。由本所教授兼所長鍾延

麟主持。與會學者有：俄研所所長

魏百谷、本特聘教授王信賢、教授

黃瓊萩、副教授薛健吾。熊倉潤強

調其新著是臺灣第一本系統分析中共管制新疆 70 年歷程的專書，並在演講中著

重介紹蘇聯對新疆地區和中共對當地治理的重要影響和演變過程。 

2023/05/04「日本的『台灣有事論』與其防衛戰略的轉變」 

本所於 5 月 4 日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

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演講「日本的『台灣有事論』

與其防衛戰略的轉變」。本所特聘教授王信賢主持、

名譽教授邱坤玄與談。與會師長有本所教授兼所長

鍾延麟、名譽教授丁樹範和副教授薛健吾、俄研所

所長魏百谷、日學程教授李世暉、助理教授石原忠

浩、楊雯婷。法國 CY 塞爾奇—巴黎大學教授張倫

與聯合報副總編輯郭崇倫亦全程參與。松田首先彙

整近期美國重要官員對於中共可能動武時間之推

論，強調習近平個人意志及其判斷愈趨重要；也整

理自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間，日本各界對

此議題的論述與民意。他特針對前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曾說「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進行內容澄清，強調派兵協防臺灣從來不在

日本的政策選項之內；最後更指出備戰才能嚇阻有效以至避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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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9「『中國研究』新脈動──法國篇」 

本所於 5 月 9 日開啟「『中國

研究』新脈動」系列座談，首場邀

請法國CY塞爾奇—巴黎大學教授

張倫，以「法國的『中國研究』」為

題進行演講。由本所教授兼所長鍾

延麟主持，與會學者包含特聘教授

王信賢、副教授王韻。張倫以法國

的中國研究為經，以其之歷史、機

構、特點、人員及趨勢為緯，並加

上個人實際經歷與學術研究體悟，

向與會師生深入淺出介紹法國的漢學研究到當代中國研究的發展脈絡。 

2023/05/24美中台三角關係系列演講 

理解美中拔河：拜登，國會，及台灣的未來 

本所於 5 月 24 日邀請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政治系副

教授翁履中，演講「理解美中拔河：拜

登、國會及臺灣的未來」。由特聘教授

王信賢主持。與會師長還有教授兼所

長鍾延麟、特聘教授寇健文、副教授王

韻、薛健吾、助理教授呂冠頤、國研中

心副研究員蕭琇安、助研究員曾偉峯，

法國 CY 塞爾奇-巴黎大學教授張倫亦全程參與。翁履中從美國內政的視角出發，

首先提供有關美國涉台的各項民調和資訊，其次深入分析「美國『挺台』法案」，

並破除對之一般的簡單化理解，最後再與現場聽眾進行深度的對話與交流。 

2023/05/26美中台三角關係系列演講 

美國印太戰略布局與台海安全前景 

本所於 5 月 26 日邀請美國聖湯瑪斯大

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兼政治系系主任葉耀

元，演講「美國印太戰略布局與台海安全前

景」。由王信賢特聘教授主持，與會師長有教

授兼所長鍾延麟、副教授王韻、薛健吾、助

理教授呂冠頤、國研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偉

峯。葉耀元教授從美國國家視角出發，將整

場演講分成四部分剖析，包含「美國的戰略目標」、「美國『綜合威懾』國防戰略」、

「不對稱戰力」及「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會後師生仍持續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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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30 Does Negative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Backfire? A 

Case Study of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本所於 5 月 30 日邀請中研院政治

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

中國研究中心非常駐合作研究員林宣佑

博士，演講「Does Negative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Backfire? A 

Case Study of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本所孫采薇副教授亦

全程參與。 

林宣佑首先從美國前總統唐納・川

普的貼文模式進行分析，比較川普的社

群媒體貼文有關於國內政治與國際外交

事務之分別，並且其社群媒體貼文會受

到新聞傳播媒體的高度關注。 雖然既有

研究已經知道：貼文能有更廣的傳播，但無法得知民眾的評價是什麼。因此，林

宣佑提出兩種假設予以論證。 

在問答環節時，師生互動十分熱烈。林宣佑亦特別強調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的重要性，期勉同學在研究領域扎根發展，並且以嚴謹態度、清楚的邏輯意識來

面對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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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7「中國『清零政策』」專題演講 

 

國研中心、政治學系及本所於 2

月 17 日邀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教授肖逸夫（Yves Tiberghien），

以「中國清零政策」為題，針對中國

疫情政策的變遷，以及放棄清零後可

能造成之影響進行英文演講。 

 

 

2023/02/21對北方文化的多方考察：基於兩岸與兩韓的視角 國際學術

研討會 

東亞所、俄研所與韓國

外國語大學國際地區研究

中心，以及 HK+ 國家戰略

事業研究團於 2月 21日舉

辦「對北方文化的多方面考

察：基於兩岸與兩韓的視

角」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亞所相當重視此一

韓國訪問團的來訪，因為其

團長康埈榮（碩十九屆、博

九屆）和幹事孔裕植（碩廿

五屆、博十五屆）皆為所友。

另外，基於韓方此行的研究主題涉及俄羅斯和中亞，東亞所和俄研所決定共同承

辦接待。本所教授兼所長鍾延麟表示：「這次學術活動不僅有力促進臺韓兩校以

至兩國的學術交流，事實上也是東亞所和俄研所首次攜手合作，別具意義」。 

本校出席人員包括：本院院長連弘宜、副院長兼俄研所所長魏百谷、東亞所

所長鍾延麟、東亞所名譽教授邱坤玄、外交系兼任教授李明、劉德海、民族系教

授藍美華，以及俄研所副教授許菁芸。韓方的出席人員有：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

區域研究中心、HK+ 國家戰略事業研究團團長康埈榮、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鄭

起雄、鄭寶恩、尹志煥、李垠京、李光泰、鄭善美、金浩楨、成晉石、金真亨、

李柱成、金度勳、孔裕植及李基鉉。 

跨院校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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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9 社會科學類期刊編輯群的現身說法 

本所於 4 月 19 日與國

務院中共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外交學系及社科院國發所，

共同舉辦「投稿學術期刊這

件『小事』？社會科學類期刊

編輯群的現身說法座談會」。

集結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與本院所屬相關學術期刊編

輯群，從編輯的角度分享收

稿經驗、考量與投稿注意事

項等。本場活動由本所教授、

Issues & Studies 執編黃瓊萩主持，與談者包括：《中國大陸研究》主編王信賢

（本所特聘教授）、執編王韻（本所副教授）；《問題與研究》主編張文揚（外交

系教授）、執編林義鈞（國發所教授兼所長）；《東亞研究》主編鍾延麟（本所教

授兼所長）、執編薛健吾（本所副教授）；《國際關係學報》執編陳秉逵（外交系

副教授）、副執編李佳怡（外交系教授）。 

黃瓊萩先於開場時表示，舉辦此場活動之目的，在於從期刊經營者的角度分

享期刊如何審查與篩選稿件，也讓博士生可知道期刊經營者的想法。陳秉逵首先

說明《國際關係學報》期待的投稿議題、領域及範圍，強調文章完整性的重要，

除了符合期刊格式與完整的章節安排外，也需要有引人入勝的研究問題與支持論

點的足夠證據，而非單純的敘事與評估。薛健吾介紹《東亞研究》討論的議題，

並建議學習寫作從模仿開始，可從一般期刊文章的章節安排檢視自己的文章是否

符合要求。張文揚介紹《問題與研究》的審查程序，包括主編及執編如何送外審

進行雙向匿名機制審查，若兩個審查人都予以通過，最後會開編輯委員會決定是

否刊登該文章等過程。王韻則介紹《中國大陸研究》與《問題與研究》收稿領域

的差異，前者收錄範圍是以中國大陸與周邊關係等政治學研究為主，後者則以泛

國際關係研究為主。王韻更認為在投稿期刊前可以多參加研討會發表文章，蒐集

第一輪的修改建議，且期刊經營者也會看各研討會不錯的論文，甚至主動邀稿。

黃瓊萩除了補充幾位講者的建議外，更鼓勵若想嘗試投稿英文寫作的同學可投稿

屬於收錄在 Scopus 資料庫的 Issues & Studies。 

在 QA 時間，有多位博士生提出問題。包括收到審查意見如何回應審查者、

學術文章與政策文章的差異、以及學術倫理考量等。對此林義鈞與李佳怡均認為，

即便認為審查者的意見未見合理，仍應盡可能地細加修改，並回應審查者的意見，

或仔細說明某些建議窒礙難行，以展現負責和誠懇的態度。王信賢則認為，擅長

做政策研究的同學，可從其中某些難以短期推論因果脈絡的議題著手，進一步發

展成學術研究。期刊編輯們皆鼓勵與會者將審查意見視為必經過程，應轉換心情

並積極投稿。 



8 

 

 

 

 

 

 

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自民國四十二年成

立至今已屆滿七十周

年，於今年三月舉辦

系列活動，期盼能使

社會大眾更加了解國

研中心的歷史、現在

及未來。 

特別的是，過去

東亞所也在這塊饒富

歷史意義的「老根據

地」──國研中心內，自我成長、發展和茁壯。相當有必要予以紀錄與慶賀。3

月 3 日至 3 月 15 日，於台北市中山堂二樓展覽，同時有東亞所學生協助導覽。 

 

國研中心於中山堂的展

期結束後，為使政大教職員

和學生能夠更加了解國研中

心的歷史脈絡，特安排於校

內進行移展，並安排東亞所

學生提供定時導覽，為觀展

人士簡介國研中心七十年來

的歲月與展望未來。3 月 20

日至 3 月 31 日，於本校行

政大樓二樓大廳展覽。 

 

在此，東亞所全體再次恭賀國研中心七十周年生日快樂，

未來亦有無數個七十年，學術能量豐沛，續做政大乃至於

臺灣與世界之間的橋樑！ 

 

 

國研中心七十周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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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新資訊時代的來臨，以及赴陸田野調查不若既往方便的情況，本所特

別規劃在 9 月開始的新學期（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首次開設新課程： 

「資料科學與東亞研究」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特別延請國內三位嫻熟相關研究方法的專家學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邵軒磊 老師 

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曾偉峯 老師 

本校博士後研究員        倪世傑 老師 

共同授課。 

6 月 7 日中午，所上負責研究方法課程的薛健吾老師，特別邀集邵軒磊老

師、曾偉峯老師、倪世傑老師，以及鍾延麟所長，一同開會討論課程內容。希望

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初學者克服恐懼，一步一步地拾級而上，掌握基本要義，

為將來的活學活用奠定堅實基礎！ 

 

 

 

新時代、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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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9國家公職考試暨生涯規劃分享會 

本所於 3 月 29 日中午舉辦「國家公職考

試暨生涯規劃分享會」，由鍾延麟教授兼所長

主持，邀請畢業所友黃宇松、趙皓嵎向與會師

生分享在學期間何時確定報考、如何準備各種

公職考科、如何善用所上資源協助應考，以及

應當具備和訓練什麼能力等個人經驗，亦真情

分享自身受訓期間和正式工作後的調適過程

和經歷軼聞。整場氣氛輕鬆，多有實用的建議。 

2023/04/24所辦工讀生經驗分享會 

本所辦公室於 4月 24日舉辦所辦工讀生經

驗分享會，邀請陳冠宇學長、鄧巧琳學姊兩位所

辦資深同仁發揮「傳幫帶」精神，回所與談分享。

歷任與現任的所辦同仁齊聚於校園附近的惜惜

咖啡，藉由餐敘一同話家常在所上就學與協助所

務工作的點點滴滴。本所師生情誼正如大家庭

般，彼此相互提攜共同成長。席間，鍾延麟所長

感謝各位所辦工讀同學於在學期間願意為所上

付出，在所辦助教—張惠梅張姊的帶領下一起「把家看好」。整場分享會在和風

細雨兼具輕鬆歡樂的氣氛中，順利圓滿結束！ 

2023/05/27院撥穗 

 

5 月 27 日是政大 111 學

年度畢業典禮，本所所在的國

際事務學院，舉辦院級撥穗典

禮。活動主角為碩二應屆學生，

本所鍾延麟所長、劉致賢副院

長、薛健吾副教授以及張惠梅

助教出席觀禮。希望同學們都

能順利、及早畢業，敬祝前程似

錦、平安順心！ 

學生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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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8國務院盃運動會 

國務院與外交系學會於 5 月 28 日共同主辦國務院盃運動會，本所也積極參

與，動員畢業所友返校一同運動，並參與籃球與足球兩個運動項目。足球部分獲

得冠軍，籃球項目則獲得殿軍。 

2023/06/06東亞所 110級團拍 

 

後疫情時代，臺灣各大專院校多

恢復實體畢業典禮與團照拍攝。此次

天公作美。東亞所安排在 6 月 6 日中

午，為擔綱主角的碩二 110 級進行畢

業團體照片，除了於東亞所所在之綜

合院館以外，亦趁著好天氣前往操場

拍攝，學生的青春洋溢、笑顏盡顯。特

別感謝助教的規劃、所上教師們的撥

冗出席，當然還有本次活動的真正主角：碩二 110 級的同學們！ 

2023.06.15東亞所參訪調查局與烏來所遊 

 

本所於 6 月 15 日舉辦法務部調查局參訪活動。鍾延麟所長帶領二十多位學

生前往調查局青溪園區參訪兩岸情勢研析處。適逢學期課程結束之時，亦於參訪

後至烏來老街步行，踏入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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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所史資料 

書寫個人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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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stasia.nccu.edu.tw/Page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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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stasia.nccu.edu.tw/Page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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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