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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孫采薇老師榮獲 111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獎 

 

➢ 學生： 

碩士班 吳逸群同學獲選 112-1 學期中國大陸概論課程優良 TA(鍾延麟教授

指導)  

博士生 陳泰勳獲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外國學生書卷獎 

 

➢ 獎學金： 

博士生 陳泰勳獲中央研究院 113 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112-2 研究生獎學金： 

博班：林疋愔、鄧巧琳 

碩班：顏捷伃、廖恒德 

  

掃我！看往期 

《所友通訊》 

榮 譽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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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2 東亞所國際交流--韓國仁川國立大學來訪座談 

 
接待韓國仁川國立大學中國學術院學者訪

問團，並進行訪問座談。韓方學者包括仁川國

立大學教授兼中國學術院院長安致潁、副院長

曺亨真、常任研究員具滋善、研究教授朴桂

花，以及忠南國立大學和平安全研究所研究教

授張榮熙；臺方出席者有：本所特聘教授兼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信賢、合聘教授暨中

研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致理科技大學國際

貿易系副教授張弘遠、以及本校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偉峯。本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鍾延麟正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進行學術訪問，

為表對此訪問團的重視，則以視訊方式參加。 

 
 

 
雙方分別對各自所屬學術單位進

行簡介，並針對眾多議題進行熱切交

流和探討，包括：臺韓之間的學術交

流與互動、彼此的研究領域與近來發

現、中共黨史與書籍出版、世界的中

國研究視角與重點、中國研究的資料

蒐集面臨之困境與應對之道、歷次中

共歷史決議之意涵及其影響、中共政

治的權力與人事問題、國際關係與兩

岸關係，以及甫結束的臺灣選舉與政

黨互動等。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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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3/19 黃恩浩談中共武警部隊改革與發展 
東亞研究所於 3 月 19 日舉辦第一場中共軍事與臺海安全局勢系列演講，邀請國防安全研

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黃恩浩，以「中共武警部隊的改革與發展」為題進行演

講座談。黃恩浩是本所第 31 屆碩士班所友，研究專長為國防戰略研究、國際關係戰略文化、

中國海洋戰略與印太區域安全議題等。本次演講由本所特聘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並邀請

本所名譽教授丁樹範擔任與談人，本次演講亦吸引滿場師生到場聆聽。 

    黃恩浩指出，習

近平時期的武警部隊

改革，主要將其轉向

為角色一元與軍委領

導。經由歷史過程的

回顧，可以看見當時

武警部隊的改革，存

有削減政法委與公安

部門權力過大的考

量，遂將武警部隊收

歸為中央軍委領導。

現今的武警部隊有著

三項核心任務：國內

維穩、戰時支援與海

上維權。從《新時代

的中國國防》白皮書

可見：中共為要求國

內維穩，在西部地區

部署不少省級武警支

隊，以快速因應各地方情況。另外，武警部隊在戰時除支援解放軍作戰之外，也會同地方政

府與後備部隊組成區域聯合防守力量，以進行反空襲、反心理戰與反滲透破壞等。至於海上

維權方面：武警的海警部隊戰略部署除執行監視與騷擾任務外，也執行岸防與海上執法功

能。 

最後，黃恩浩提到，面對中共海警的常態化巡查與其對臺海的安全威脅，我國海巡時常面臨

海巡執法的困境。中共武警部隊參與海外反恐、維安、維和、維權的活動越來越頻繁，目的

就是要強化對境外與海洋安全的掌控。中共以國家安全或利益為理由派遣武警部隊前往海外

周邊，將對區域安全造成兩難困境。 

 

⚫ 2024/4/2 林穎佑談中共對臺資訊戰發展與應對 
本次演講由東亞所特聘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並邀請國防安全院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

研究所副研究員曾怡碩擔任與談人，東亞所名譽教授丁樹範、教授薛健吾全程與會。 

 所上活動快遞：屬於東亞所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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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穎佑指出，在 2016 年中共解放軍進行軍改後成立戰略支援部隊，就此整合情報單位與

網路駭客，在技術層面也有大幅進展。因此對於網路安全的重視，應該從能力導向轉變為威

脅導向，對於有價值的資產進

行鑑別與風險評估。對於認知

作戰的近期發展，可以總結地

發現其主要目的不變，但手法

不斷翻新。 

林穎佑最後總結，應對不

實訊息的資訊作戰，可以結合

科際整合、媒體層面的行銷學

與傳播學，並配合全民國防意

識的加強以作有效反制。資訊

安全處於時時變化的進程，而

非一成不變的產物，因此在資

訊安全的重視上，應該要有與

時俱進的認知與應對作為。 

 

⚫ 2024/4/9走進世界：東亞所出國交換學習經驗分享會 

分享會由碩士生楊宇倫、博士生黃引珊

主講，東亞所特聘教授兼所長鍾延麟主持與

談。他鼓勵學生善用國家、校內、院內和所

內各種資源和渠道，進行出國交換和學術交

流，強調這是在學生涯相當重要的環節、經

歷，這不僅有助課業，還能增廣見聞、拓展

視野。他也肯定地表示：這幾年本所學生出

國訪問和交流的情況愈形活躍，連續三年都

有博士生獲選補助訪問德國杜賓根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而本所與杜賓根大學東方研究所

中國研究專業也已基本談成博士班雙聯學位

計畫，如此將有助本所學位加值，並讓畢業

生更具國際競爭力！ 

楊宇倫透過學校的「彩虹計畫」，上學期前赴北京大學交換，他分別從學校重點設施、北

京週邊知名景點、所內所學與中國大陸交流的優勢，以及修課經驗分享等面向，一一仔細分

享。他也強調出去交換、走進世界是很重

要的，作為交換生的身分，也能藉機向當

地師長請教、學習。 

黃引珊則以赴德國和日本訪問研究的

經驗，向與會師生分享兩段訪問研究的過

程。她在德國期間，由於研究領域與其他

訪問學人較為不同，因此受到相當多的注

意和好奇，她也妥善利用這份特殊的關

懷，藉此進行深度的交流；有關日本訪

問，其則主要分享當地智庫交流的嚴謹與

專業。她最後也提供許多出國訪問研究補

助的管道供同學參考。 

 



5 
 

⚫ 2024/4/17東亞所 AI座談會 張詠淳談生成式 AI 於社會科學的機

會與挑戰 

本所邀請台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數據處副數據長張詠淳進行演

講，並由本所教授薛健吾主持，特聘教授兼所長鍾延麟、副教授王韻、合聘教授蔡佳泓、外

交系教授陳秉逵等老師出席，也吸引了三十多位學生到場聆聽。 

張詠淳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與生成式 AI 對於全世界帶來的影響進行破

題，指出雖然人工智慧確實使人類生活更為便利，但也衍生出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張詠淳

分別介紹 AI 的數項功能，張詠淳提醒大家 AI 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較為正面的應用是幫助

我們在廣告、時尚等等各種產業上的自動化，而負面的影響則是以假亂真的假新聞和假消息

的升級。 

張詠淳指出，ChatGPT 如同貼身顧問，能夠協助知識的自動化，且縮小語言造成的鴻

溝，也讓寫程式的門檻變低了，但張由於目前 AI 使用者的主要年齡範圍為 18 至 34 歲，但目

前各行各業的主要決策者（年齡範

圍在 45 至 54 歲之間）使用的比率

偏少，這或許是未來值得著力之

處。張詠淳也提醒，ChatGPT 等 AI

工具雖能夠提供創意，但須注意是

否過度外包大腦進而喪失創意，以

及資訊正確性的問題。 

在演講的尾聲，張詠淳指出 AI

並不會取代人類，而是會取代那些

「不會使用 AI」的人，未來將會是

個通才的時代，建議在場同學能夠

更專精於自己的專業，並且勇於發

表自己的想法，培養提問能力、自

我學習與適應能力，以及終身學習

的能力。 

 

⚫ 2024/4/17賴潤瑤暢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批判視角 

中研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賴潤瑤，以「國際關係理論中批判性的視角：從全球、區域、

本土知識的觀點出發（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R Theory: Reflections on global, regional, and local 

knowledge）」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本場演

講除本所學生外，亦有十餘位本校與校外

學生參加。 

賴潤瑤首先點出國際關係理論中批判

視角的重要性，即重新思考基於西方歷史

經驗的國關理論，在當代是否有不足之

處，並從其他區域的歷史與文化反思全球

與區域的互動。她進而指出全球國關

（Global IR）作為研究議程的重要性，在

於包容多樣性跟複雜性，以及與主流國關

理論對話，然而，進行此類研究亦須避免

落入文化相對論的陷阱。 

賴潤瑤更以「中國學派」為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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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其國際關係學界對於當代的西伐利亞主權國家體系有所反思，如有學者

主張從春秋戰國的政治思想著手，亦有學者主張從天下體系理解當代。賴潤瑤更指出臺灣亦

可對國關理論與全球國關做出貢獻，不論是當前熱門的美中臺關係、經濟整合與政治衝突之

間的關係，乃至臺灣身分認同的轉變如何形塑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賴潤瑤更鼓勵在場學生從

臺灣自身經驗出發，反思主流國關理論。最後，在場師生更針對建構主義與全球國關的關

係、從事研究的案例選擇邏輯，以及如何避免落入文化相對論的陷阱進行討論。 

 

⚫ 2024/5/1 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信訪制度 

本次邀請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杜魯斯分校歷史、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美國華人社會

科學教授協會主席方強進行演講。方強的研究領域包含中國法律與中國政治。由本所合聘教

授蔡文軒主持，吸引滿場師生到場聆聽。 

方強先從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信訪制度「詣闕」談起，信訪是人民為了要伸冤、追求公

平。西方國家也有相似制度，無論是訴願、向上申訴等，目的是提供一條途徑供民眾反映民

情。根據農民平等主義、民本思想與天理抗爭，中共理解必須接受人民向上申冤的管道，在

其建政前的陝甘寧邊區就有接受上訪一事。1950 年代的中國中央政府，每年至少收到 200 萬

至 300 萬件的信訪，這尚不包括走訪的數量。然而在 1957 年反右派運動時，很多民眾擔心因

為上訪獲罪，便不敢上訪。一直到了文化大革

命時期，仍持續有著為數不少的上訪。 

 
從中共的觀點而言：人民之間的內部矛盾

可以透過信訪解決，而敵我矛盾沒有信訪、只

有刑罰。改革開放之後，上訪件數越來越多，

其中前去中央集體上訪的佔比也逐漸增加，又

以退伍軍人、下崗工人、農民抗爭等三大群體

的上訪更具擴散與影響力，連帶地推動社會維

穩體系的建立。然而，各地也擔心信訪成為治

理績效評估的標準，因此也有地方到中央攔截

上訪的截訪出現。到了 2000 年以後，上訪內容

主要圍繞在農民負擔過重、農村徵地、城市動

遷等社會與民生議題層面。藉由方強豐富田野

調查的案例分享，師生在提問與討論環節有許

多對信訪議題的思辨與啟發。 

會後本所特聘教授兼所長鍾延麟、本所特

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信賢、蔡

文軒特地邀請方強共進晚餐、共話學術，希望

雙方將來有更多、更深入的交流。 

 

⚫ 2024/5/10 東亞所研究方法系列演講--孫懋嘉談「中介」分析入

門 
本次演講邀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教授兼政戰學院大數據中心執行長孫懋嘉，以

「研究生統計分析入門：快速上手『中介』與『調節』分析」為題進行演講。孫懋嘉在美國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取得新聞學博士，研究專長為傳播統計分析，本次演講由東亞所教授薛

健吾主持，東亞所副教授王韻一同參與演講，當天也吸引了滿場的同學到場聆聽。 

孫懋嘉在演講開始先進行基礎的迴歸分析介紹。在基礎的迴歸分析介紹之後，他接著進

入了本場演講的重點：「中介效果」分析。在自變項發生之後，其所產生的「中介效果」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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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的影響又可稱為「間接效果」，孫老師先比較了傳統的「中介分析」與「條件程序分析」

的不同之處，讓台下同學更了解進行量化分析及搜集數據時需注意的事項。 

 
本場演講除了理論的講述之

外，也讓參與聽講的同學們一起

實機操作，孫老師以「網路監控

（自變數）是否會讓網路使用者

產生焦慮感（中介變數），而使

他們減少了在社群媒體發文的頻

率（依變數）？」作為範例題

目，並輔以演講中所提供的數據

資料匯入軟體進行分析。除此之

外，孫懋嘉也介紹「中介分析」

在進階的操作中也可以同時套用

多個中介變項，來看各個中介變

項對於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中

介效果是如何。在演講與實機操

作的過程當中，他也經常與同學

們進行互動，了解同學們的聽講和實機操作狀況，讓第一次學到的這個研究方法的同學們也

能毫無障礙地完成第一次的中介分析，許多與會同學都表示收穫良多。 

 

2024/5/16東亞所研究方法演講--廖興中介紹地理資料收集與分析工

具運用 

邀請本校公行系教授廖興中，以「跨國研究的空間素養──地理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工具

的運用」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本次演講由本所教授薛健吾主持，特聘教授兼所長鍾延麟、副

教授王韻一同出席。廖興中畢業於美國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都市事務管理學院，其研究專長包

括：地理資訊系統、空間統計與分析、公共服務資源可近性分析，以及廉政治理等。 

廖興中首先介紹 GIS 地理資訊系統，其強調地理空間思維的建立，有助基礎問題的建立

與延伸，先是事物（發生）在哪裡？到它周邊、相關的事物位置在哪裡，以及其相關屬性問

題。地理資訊系統還包含地理資料（空間位置）與屬性資料（特性描述）。他也進一步介紹地

理資料模式有向量式與網格式資

料，其在不同的需求上各有其適

用的情境，前者適合都市空間的

資料與儲存，後者則常見於森林

監控或汙染擴散分析。在社會科

學的空間思維當中，他則依序介

紹圖像化、距離、空間群聚與空

間異質分析等概念。 

在基本概念的理解與建立

後，廖興中進而向與會師生介紹

其所發表的數篇文章，並詳細分

析其所利用的空間概念與撰寫技

巧，透過實例向同學們分析地理

資訊系統工具如何運用於文章議

題的探討與應用。與會師生共同

討論，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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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5/31東亞所研究方法演講--李宣緯分析機器和統計學習的社

會科學應用 

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所與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合聘助理研究員李宣緯，以「機器和統

計學習在社會科學的應用」進行演講。李宣緯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取得數學博

士，研究專長為社會網絡分析，而研究領域橫跨社會學及公共衛生領域。值得一提的是，其

父親是本所所友、外交系退休教授李明。為表示對此次活動的重視，本所特聘教授兼所長鍾

延麟、教授薛健吾、副教授在演講前與李宣緯、李明老師伉儷共進午餐。 

本次演講由薛健吾主持，李明夫婦、王韻一同參與演講，當天也吸引許多同學到場聆

聽。李宣緯首先講解社會網絡的基本概念，透過資料科學的工具，可以將許多社會中的不同

關係網絡建立出對應的社會網絡模型，再經由機器學習、統計學習及賽局理論的方法去驗證

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設。社會網絡是由節點（Node）及邊（Edge）所組成，透過對於各個節點

與連結性質的不同設定，這個分析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對社群網站上的意見傳送（如個人在社

群網站中的發言的性質和影響力）以及傳染病的傳播（如各種不同條件下 Covid-19 的傳播速

度分析）等等問題提供很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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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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編輯：廖恒德、吳允中 

美編排版：賴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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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