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國際事務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大綱 

 
本文 
 

 領域界定 ...............................................................................................................1 

 領域重要性 ...........................................................................................................1 

 領域發展趨勢 .......................................................................................................1 

 國內外相關領域發展現況 ...................................................................................1 

 本校特色與條件分析 ...........................................................................................2 

 未來發展的問題與挑戰 .......................................................................................3 

 五年發展標竿及願景 ...........................................................................................3 

 具體發展計畫與年度工作項目 ...........................................................................4 

 資源需求與外部資源整合 ...................................................................................9 

 執行團隊 .............................................................................................................10 

 績效指標與查核點 .............................................................................................10 

 諮詢與考核機制 .................................................................................................12 

 過去執行績效 .....................................................................................................12 

 

附件 
 
約翰霍普金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簡介 

國際事務學院中東區域研究計畫 

國際事務學院「創意夢想學校」課程計畫 

國際事務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95-99 年計畫書經費概估表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邁向頂尖大學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際事務學院 95、96 年度工作成果表 

國際事務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諮詢與考核委員會名單 



國際事務學院以約翰霍普金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為標竿（詳見附

件），期發展成為兼顧理論及實務、培養國家領導人才及基本工作幹部的專業學

院，並建立台灣的觀點，使本校成為研究中國大陸及國際（特別是亞太）關係的

重鎮。 
 

 領域界定及重要性 
 
古語有云：「內政修明，國富兵強，行有餘力則以外交」；現在則說，外交是

內政的延伸。總的來說，外交是一個國家綜合國力的體現，它的根本目的是為了

維護國家利益、擴大國際影響和發展與各國的關係。外交所衍生出來的種種議

題，內容甚至涵蓋國家安全、經濟民生、社會文化、醫療環保等範疇，由此觀之，

它的重要性不言可喻。而台灣由於與中國大陸情況特殊，使的我們在面對各種與

國際社會相關議題時無法不納入「中國因素」，因此，對台灣而言，外交與中國

因為皆為政府決策的重大議題，亦為本領域未來發展的重點項目。 
 

 領域發展趨勢 
 
國外對於國際關係學科的研究起步相當早，著名的學校也很多，如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Columbia University、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itsumeikan University 等等。在國內，國際關係學科可以細分成「兩岸/中國研究」

和「外交/國際關係研究」兩大領域，著名的有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系暨政

治所、淡江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等等。但政大卻是

全國唯一設有國際事務學院的學校，除此之外，政大還設有校級單位的「中國大

陸研究中心」，以及歷史悠久、貢獻卓著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本校對「兩岸

/外交」領域研究的專業與重視程度，是國內其他從事「兩岸/外交」的學術研究

單位所難以望其項背的。 
 

 國內外相關領域發展現況 
 

比較國內和國外的研究單位，我們可以發現，國內在國際關係領域的研究還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相較於國外或中國大陸早已經將國際關係視為一個成熟的學

科而言，國內對相關領域的研究與關注稍嫌不足；而在兩岸關係方面，雖然台灣

大學和清華大學已經紛紛投入研究行列，不過由於發展背景的限制，兩者皆侷限

在當代中國的現象分析與研究，重視田野調查或實證研究，偏向從當前的現象來

論述兩岸關係。這種缺乏整體的歷史觀和研究縱深的分析與研究，只能從表向上

的微觀面去論述與分析當前的兩岸關係，難以深入的從宏觀與具歷史高度的視野

去盱衡整個研究的內涵。因此，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學習借鏡他們在田野和實證



方面的研究經驗和作法，但卻必須更凸顯我們在整體研究上的能力。 
 
而國外和中國大陸的國際關係研究的研究機構或單位，我們可以將他們的作

法歸結為下列六點：1.學術研究與實務發展並重；2.關懷多元議題；3.自我定位

明確；4.強調科際整合；5.推動國際化發展；6.對「區域研究」的重視。 
 
上述的研究機構或單位的發展方向有其共同趨勢，這是我們必須正視、面對

進而學習、借鏡的。但是我們不能以此而滿足，而必須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的發

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這才是我們所要努力的方向。 
 

 本校特色與條件分析 
 

政大國際事務學院為全國唯一一所專業的「國際事務學院」，本院成立於民

國 90 年，當時設定的教育理念為培養處理外交、國防、兩岸事務、國際關係與

中國大陸研究領域的高級人才，並接受政府與民間機構委任進行特定專題研究或

擔任諮詢工作。另外，我們可以分成下列三點來說明本院的研究和教學現況： 
 
1、教學單位：該院下隸外交系（含碩、博士班）、東亞研究所（含碩、博士

班）、俄羅斯研究所（含碩士班）共一個學系二個研究所，並有「戰略與國際事

務碩士在職專班」和「國家安全與中國大陸研究在職進修碩士專班」以及跨領域

的「涉外事務與談判學程」。 
 
    2、研究單位：本院已相繼成立「WTO 研究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獨

立國協研究中心」、「兩岸政經研究中心」、「戰略與國際安全研究中心」、「澳洲研

究中心」、「世界宗教與遺產研究中心」、「東亞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以及「印度研

究中心等，這些中心在相關議題的研究上成果豐碩，除了定期舉辦研討會或座談

會進行學術交流外，也會將研究成果集結成冊並出版刊物或專書。 
 
    3、國際學術合作：該院與美國美利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American 
University)、澳洲福林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 Adelaide, Australia )、日本北

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法學部、大學院公共政策學共同研究部及公共政策

學教育部、澳洲國立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簽

署合作交流協議，並且進行師生交換互訪；此外並積極與加拿大不列顛哥倫比亞

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

日本京都大學、新加坡國立大學等接洽合作事宜。 
 

很明顯的，國際事務學院的教學理念相當明確，在教學、研究以及發展國際

合作等方面獲得相當優秀的成果。但是正所謂「百尺竿頭，更進一步」，國際事



務學院仍希望通過分析與借鏡上述國際知名國關學院的長處，同時反思自身的資

源、優勢與條件，在現有的基礎往下面幾個方向努力邁進與發展，期使該院能成

為具有國際競爭力的專業學院。 
 

 未來發展的問題與挑戰 
 

SWOT 分析 

Strengths 
1. 對國家外交與大陸政策政策走向具有

相當影響力 
2. 培養許多學界、媒體傳播界、政府單

位、企業界與政界菁英 
3. 與中國政治學會合作編輯《政治學報》

（該刊已納入 TSSCI 名單） 
4. 跨國學術交流網絡基本建構完成 
5. 與校內外各學術單位跨領域合作頻繁 
 

Weaknesses 
1. 需進一步統合校內相關單位的力量 
 

Opportunities 
1. 我國國家之發展與外交處境，需要大

量外交與兩岸事務人才 
2.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事務人才將於跨

國網絡中扮演更重要的角色 

Threats 
1. 面臨國內外其他相關單位之強烈競

爭 
2. 國內學術發展偏重理工科技，人文社

會科學較少受到重視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國外的一流國關學院或相關研究單位幾乎

都朝向學術研究與實務發展並重、關懷多元議題、發展自我特色、強調科際整合、

重視「區域研究」以及推動國際化發展等方向在努力。而政大作為一個一流學府，

必須通過自身的優勢和條件，一方面學習借鏡他人的長處，另一方面則發展出屬

於自己的特色。 
 

 五年發展標竿及願景 
 
主軸目標： 

一、 進一步提升本院國際學術能見度和聲望 

二、 鞏固並提升本院國內的學術地位和影響力 

三、 確立本院成為亞太地區中國研究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重鎮 

四、 提升本院成為國際著名之一流國際事務專業學院 

 

「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School）位於美國紐約，是跨國性的國際事務教育協會，其成員包括美國、歐洲

和亞太地區的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本院擬於未來三年內設法加入該協會，並接受

該協會評比。 

 

本院未來計畫以「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前述所要求的評比指標作為努力

目標。為此，本院除繼續發揮本院的傳統外，擬以國際知名且亦為「國際事務專

業學院協會」會員的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 (The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作為本院之標

竿學院，並且擬定短、中、長期目標如下，期使本院能成為具有國際競爭力的專

業學院。 

 

一、短期目標：1.鼓勵外國研究生來本院進修、邀請國際知名學者來本院參加

研討會發表論文、開設課程或講座，並推動師生交換計畫，以增加本院國際學生、

國際教師之比例；2.為增加課程開設之質量與種類，亦擬將與本校外語學院合作

加開多種外語課程、與商學院合作加開國際經濟領域課程，並增加英語教學課程

數，以強化本院學生的外語能力與國際經濟知識；3.增加本院學生出國研究實習

機會、鼓勵學生積極參與國內外國際學術活動與研討會，甚至進行論文發表，開

展本校知名度。 

 

二、中期目標：1.強化區域研究，將與本校外語學院、國關中心、商學院與外

校及外國著名區域研究所、研究中心合作開課或設置雙聯學程，期望擴大本院區

域研究之領域；2.重視中國研究領域，與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刊物合作舉辦學術

研討會，甚至爭取經費與國際知名大學研究團隊合作至中國大陸做移地研究，以

成為國際中國研究重鎮為目標。此外，亦爭取經費獎勵本院教師於國內外知名期

刊發表論文，以及教師赴國外知名大學進行教學、研究、進修，以提升本校國際

學術地位。 

 

三、長期目標：1.成立學制外的研究所等級之暑期與在職進修專業課程或學分

班，期望吸引多元領域之大學畢業生，與國內外公私部門涉外單位之在職人員來

本院進修，大幅增加畢業生服務於外交單位、跨國組織、跨國企業等國際事務單

位的人數，並成為國際事務人才在職訓練的基地；2.與國際知名之國際關係領域

專業學院合作設立或自行設立海外分院或研究中心，奠定本院在國際關係領域教

學與研究之國際學術地位及影響力。 

 
 具體發展計畫與年度工作項目 

 
研究部分 
 



一、 國際事務學院將與中國大陸研究中心、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協同合作成為國

際中國學研究和國際關係研究網絡的重要環節。 
1. 協助推動本校跨領域之「中國研究團隊」。 
2. 與全球知名大學研究團隊合作，至中國大陸做移地研究。 
3. 與中國大陸知名的學府，如復旦、南京大學、中國人大、北大、吉林、

清華等合作推動國際關係理論的發展，並計畫合作出版專書。國際事務

學院已和復旦大學建立年度定期學術交流機制，並持續合作舉辦有關國

際關係理論與實務討論的研討會，其成果並已發表在院內相關學術刊

物，如東亞所《東亞研究》、中國政治學會刊物《政治學報》；此外，本

院東亞所也和中國人民大學建立年度定期學術交流機制，推動有關國際

關係和中國大陸研究的發展。 
4. 參與本校中國研究相關主題之重要學術活動。 
5. 推動博士後研究計畫，延攬國內外人才來校進行中國研究相關議題之博

士後研究，並進行成果發表，如舉辦研討會、出版論文集、投稿國際知

名期刊（如 SSCI 期刊）、出版專書等。 
二、 研究成果出版： 

1. 國際事務學院已和中國政治學會合作，負責編輯該學會刊物－「政治學

報」（該刊物已納入 TSSCI），提供發表管道。 
2. 本院擬於未來一年推動東亞所的《東亞研究》及俄羅斯所的《俄羅斯學

報》收錄於 TSSCI，並期外交系的《國際關係學報》於未來三年內能收

錄於 TSSCI，同時也期待未來本院的刊物能收錄於 SSCI。 
3. 本院已與巨流圖書公司合作於 96 年 3 月出版《中國研究的多元發展》，

並將於 96 年 9 月出版《中國研究》教科書。此外，本院亦將規劃有關

國際關係的教科書。 
4. 本院計畫舉辦全國性學會的學術年會，並出版年度研討會論文集；本院

預計於 96 年 11 月舉辦「台灣政治學會」的年會；並爭取於 97 年舉辦

「中國政治學會」年會，並出版年會研討會論文。 
5. 國際事務學院將支持出版《WTO 研究》的刊物。 

三、 國際事務學院中東區域研究之規劃： 
教育部於 96 年 4 月 25 日以台高（一）字第 0960059397B 號函致本校，

指示有關中東區域研究部分，應納入「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第二梯次之重點發展領域內規劃申請。根據上述教育部之指示，並

依本院報教育部核定之「培育中東語文與區域研究人才」計畫，本院中東

區域研究之規劃如下（詳如附件）：1.設立中東研究中心；2.拓展與中東地

區知名大學之學術交流；3.進行中東專題研究；4.舉辦「中東研究夏令營」；

5.辦理中東文化經濟參訪團；6.規劃並推動中東研究學程；7.出版中東研

究期刊及專書。 
四、 國際事務學院將結合本校商學院、經濟部投審會和各該相關國家，建立針



對東南亞各國（特別是經濟發展正在快速成長的國家，如越南）政經投資

風險年度評估團隊，並出版年度評估報告。 
五、 增加平均每位教師論文被引用率 

1. 爭取經費擴大獎勵國內外論文發表。 
2. 邀請國外知名學者來訪或教師出訪，建立學術合作關係，共同發表論文。 
3. 邀請國外期刊編輯或審查委員短期研究講學。  
4. 協助教師精進外文撰寫專業論文能力。 
5. 組成跨校研究團隊並合作發表研究成果。 
6. 鼓勵教師出國研究進修，並與國外學者合作組成研究團隊發表研究成果。 
7. 鼓勵教師共同撰寫論文發表於國內外期刊。 

 
教學部分 
 
一、 國際事務學院計畫與國關中心、外語學院合作籌畫開設美國、加拿大、印

度、日本、中亞及中東等區域研究學程；以及以專題為導向的學程，如

WTO 研究學程；此外，外交系正規劃與新聞系、外語學院和國貿系合作

規劃大學部菁英學程；而且，國際事務學院已規劃「涉外事務與談判」跨

領域學程，做為其他學院學生的第二專長。 
二、 國際事務學院將與外語學院、傳播學院、商學院合作開設第二專長學程，

強化學生第二專長及外語能力，加強本院學生第二外語的能力，其中特別

著重英文、阿拉伯文、法文、德文、印尼文、越南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俄文、泰文等十一種語言。此外本院亦希望能協助校內各院，開設以

各院需求為導向的國際事務學程。 

三、 國際事務學院為激發學生創意，開拓學生發展空間，擬推動「創意夢想學

校」課程。（詳如附件） 

四、 國際事務學院將推動「駐校大使」的機制，邀請有豐富外交經驗的大使到

外交系開設有關外交實務的課程，或進行專題演講，並配合舉辦相關的理

論與實務相配合的活動，如預計於 97 年 3 月將舉辦「加拿大週」，活動期

間將邀請加拿大駐台單位人員蒞校演講。 

五、 國際事務學院為提高教學品質、增進學生素質，提出教學卓越計畫如下（詳

如附件）：1.提升研究生學術報告品質計畫；2.國際事務學院研究報告寫作

卓越講座計畫；3.教師短期出國（交換）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計畫；4.「種

子助教」培育計畫。 
六、 國際事務學院計畫以網路視訊教學方式與國外知名大學合作開課；並計畫

開設國際關係的英文課程。 
七、 國際事務學院將推動跨院、跨校或跨國的碩士層級的雙主修或雙學位，使

學生不只具有國際觀，更具有處理具體國際事務的專業知識和能力，從而

成為真正的國際事務領導人才。 



八、 提升畢業生服務於外交單位、跨國組織、企業等國際事務單位的人數 
1. 爭取學生到相關國際事務單位實習，或參與相關國際事務單位的活動或

會議的機會。 
2. 推動大學部、碩士層級學生赴律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協助處理跨國

法律和財務金融部門實習的機制。其次，推動學生參與跨國組織或跨國

非政府組織活動或到這些組織實習的機會。此外，也要繼續推動大學

部、碩士層級學生赴外交部、國貿局、新聞局實習的機制。 
3. 強化學生進入公部門外交單位的考試或甄試能力。 

九、 成為國際事務和大陸事務人才在職訓練的基地。並與政府相關部門如 外

交部、國防部、陸委會、國貿局等合作，發揮政策影響力；此外，亦計畫

與產業界合作訓練業界人才，建構產學合作機制。 
1. 結合其他學院或國外大學，與外交部外交人員講習所合作，規劃外交人

員培訓課程，替外交部培訓人才。 
2. 結合其他學院或國外大學，為政府相關部門如外交部的外講所、經濟部

國貿局開設專業訓練課程。 
3. 結合其他學院或國外大學，為企業開設專業訓練課程。國際事務學院已

協同本校公企中心和裕隆汽車公司開設產學訓課程。 
4. 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承接重要會議、活動或研究計畫，發揮政策影響

力。國際事務學院將與國安局合辦在職訓練的碩士學分班，本院各系所

亦經常接受外交部、陸委會等政府部門委託進行各科研究計畫或承辦學

術活動。 
十、 增加國際教師數 

1. 與國外知名大學合作開課、合聘教師。 
2. 增聘國際知名學者客座。 
3. 積極爭取傑出人才講座名額。 

 
國際化部分 
 
一、 國際事務學院規劃 3 年內加入「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SIA）並接受評比，期能進

入國際學術社群，提升本院國際聲望和能見度。 
1. 與國外知名大學，特別是「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成員的大學，簽訂

學術協定，聯合開設學程及建立雙聯學制： 
i. 推動教師有計畫、有系統的赴國外大學蹲點研究、教學、進修等，

推動師生交換計畫、訪問教授聯合研究、教學、論文指導、研討會

及 學 術 資 訊 交 流 等 國 際 化 發 展 。 本 院 擬 儘 快 與 加 拿 大 U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和 McGill 大學簽訂學術協定； 

ii. 國際事務學院將與美利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確定雙聯學



制，並於 97 年度開始執行。 
2.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訪問、講學、研究。 
3. 與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如 UNESCO 等建立合作聯繫關係。本

院預計與 UNESCO 在台北舉行年度性的國際宗教對話或文化對話的會

議或活動。 
4. 建置相關專業領域之歐美亞太學人資料庫，保持聯繫與邀訪。  

二、 積極參與及主辦國際研討會 
1. 為提升本校成為國際中國學研究和國際關係研究網絡的重要環節，國際

事務學院計畫與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刊物，如《China Quarterly》、

《Modern China》等合作舉辦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以及與國際

知名的國際關係研究刊物，合作舉辦有關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術研討會；

其次，本院計畫於未來三年和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合辦「世界和平與宗教

對話」論壇，並分別於台北、曼谷舉行，明年會議預計將邀請耶魯大學、

哈佛大學校長、夏威夷大學校長以及重要的宗教領袖和學者參與。此

外，本院亦積極鼓勵師生出席國內外重要國際會議。 
三、 與外語學院、傳播學院、商學院合作開設第二專長學程，強化學生第二專

長及外語能力，加強本院學生第二外語的能力，其中特別著重英文、阿拉

伯文、法文、德文、印尼文、越南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俄文、泰文

等十一種語言。此外本院亦希望能協助校內各院，開設以各院需求為導向

的國際事務學程。 
四、 增加國際學生數和學生出國研究實習機會 

1. 與本校國際交流中心合作，爭取英語教學補助獎勵，增開英語教學課

程。 
2. 鼓勵學生到國外修課、交流，擴大學生個人視野，並開展本校知名度。

本院博士班學生近兩年來約有十人通過國科會千里馬計畫，或外國大學

提供獎助學金，赴美國美利堅大學、日本北海道大學等修習一年的課

程。95 學年度本院學生赴外國交換學生之比例亦高居全校前三名。 
3. 推動暑期國外培訓制度，選送學生至美國國會、重要智庫或大學，如美

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等實習或接受相關培訓；國際事務學院計畫每年遴

選 3-5 名學生至聯合國相關會議去進行觀摩和實習（學生名額視預算經

費酌予增加或改變）。 
4. 爭取經費提供外國學生獎助學金來台研習。 

五、 建立全球和平與衝突資料庫 
國際事務學院與國際知名大學如瑞典 Uppsala 大學、智庫如美國 Rand 基

金會或其他研究機構合作，建立全球和平與衝突資料庫，俾便與國際學術

緊密連結，並計畫建立全球和平論壇。 
六、 接受教育部委託，與外語學院合作每年舉辦「中東文化經濟參訪團」，擴

大台灣和中東各國的文化經濟交流關係。 



七、 結合本校商學院、經濟部投審會和各該相關國家，建立針對東南亞各國（特

別是經濟發展正在快速成長的國家，如越南）政經投資風險年度評估團

隊，並出版年度評估報告。 
八、 增加國際教師數 

1. 與國外知名大學合作開課、合聘教師。 
2. 增聘國際知名學者客座。 
3. 積極爭取傑出人才講座名額。 

 
計畫發展路徑聯結分析： 
1. 國際事務學院計畫加入 APSIA，主要是要和國際社群接軌，並使該院成為

專業的國際事務學院。 
2. 國際事務學院推動跨院、跨校和跨國的雙學位、雙主修、第二專長，主在增

加學生的專業能力和競爭力，並期有助於該院能成為專業的國際事務學院。 
3. 國際事務學院企圖成為國際事務和大陸事務人才的訓練基地，主在發揮該院

做為專業學院對社會國家的貢獻和功能。 
4. 國際事務學院推動學生至國際組織、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等實習，一方面

在於增強該院和國際的接軌能力，而另一方面則在於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

知識應用能力和未來職場的競爭力。 
 

 資源需求與外部資源整合 
 

 資源需求 
 
詳細內容請參附表：95-99 年計畫書經費概估表 
 

 外部資源整合 
 
1. 國際事務學院計畫與政府相關部門如外交部、國防部、陸委會、國貿局等合

作，發揮政策影響力；此外，亦計畫與產業界合作訓練業界人才，建構產學

合作機制。 
甲、結合其他學院或國外大學，與外交部外交人員講習所合作，規劃外交人

員培訓課程，替外交部培訓人才。 
乙、結合其他學院或國外大學，為政府相關部門如外交部的外講所、經濟部

國貿局開設專業訓練課程。 
丙、結合其他學院或國外大學，為企業開設專業訓練課程。本院已和本校公

企中心合作，於 96 年 4 月至 8 月為裕隆汽車公司開設產學訓「台商經

營實務」碩士學分班。 
丁、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承接重要會議、活動或研究計畫，發揮政策影響



力。本院各系所經常接受外交部、陸委會等政府部門委託進行各科研究

計畫或承辦學術活動。 
2. 國際事務學院計畫推動大學部、碩士層級學生赴律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

協助處理跨國法律和財務金融部門實習的機制。其次，推動學生參與跨國組

織或跨國非政府組織活動或到這些組織實習的機會。此外，也要繼續推動大

學部、碩士層級學生赴外交部、國貿局、新聞局實習的機制。 
3. 國際事務學院將結合本校商學院、經濟部投審會和各該相關國家，建立針對

東南亞各國（特別是經濟發展正在快速成長的國家，如越南）政經投資風險

年度評估團隊，並出版年度評估報告。 
4. 國際事務學院計畫與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如 UNESCO 等建立合作

聯繫關係。本院預計與 UNESCO 在台北舉行年度性的國際宗教對話或文化

對話的會議或活動。 
5. 國際事務學院將與國際知名大學如瑞典 Uppsala 大學、智庫如美國 Rand 基

金會或其他研究機構合作，建立全球和平與衝突資料庫，俾便與國際學術緊

密連結，並計畫建立全球和平論壇。 
6. 國際事務學院已和中國政治學會合作，負責編輯該學會刊物－「政治學報」

（該刊物已納入 TSSCI），提供發表管道。以外，亦將與國際知名的中國研

究刊物，如《China Quarterly》、《Modern China》等合作舉辦有關中國研究

的學術研討會。 
7. 國際事務學院計畫與中國大陸知名的學府，如復旦、南京大學、中國人大、

北大、吉林、清華等合作推動國際關係理論的發展，並計畫合作出版專書。

本院已和復旦大學建立年度定期學術交流機制，並持續合作舉辦有關國際關

係理論與實務討論的研討會，其成果並已發表在院內相關學術刊物，如東亞

所《東亞研究》、中國政治學會刊物《政治學報》；此外，本院東亞所也和中

國人民大學建立年度定期學術交流機制，推動有關國際關係和中國大陸研究

的發展。 
 

 執行團隊 
 

姓名 單位 
李英明 計畫主持人/院長 
＊李  明、趙國材、朱新民、李登科、鄧中堅、

劉德海、邱稔壤、陳純一、姜家雄、黃奎博、

郭昕光 

外交系 

＊邱坤玄、魏  艾、關向光、耿  曙 東亞所 
＊王定士、洪美蘭、林永芳、魏百谷 俄羅斯所 

 
 績效指標與查核點 



 

量化績效指標 質化績效指標 

1.大學部報到率 
2.研究所正取生報到率 
3.研究所報名與錄取人數比率 
4.博士班級數佔系所比例 
5.碩士班級數佔系所比例 
6.研究生佔總學生人數比例 

一

、

招

生 

7.生師比（總量管制） 
1.外籍學生佔全院學生數比例 
2.學生國際化交流比例 
3.教師參與、主辦國際學術會議人數 

4.外國學者來台短期講座人次 

二

、

國

際

化 5.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人數 
1.學術論文（SSCI、TSSCI）增加率 
2.專書 
3.研究計畫金額／助理教授以上人數 
4.研究計畫件數／助理教授以上人數 
5.專任教師之博士學位比例 
6.教授人數佔專任教師比例 
7.助理教授以上人數佔專任教師比例 

三

、

研

究

成

果 

8.教授論文受引用率 
1.獎助學金支出／學生人數 

2.圖儀設備金額／學生人數 

四

、

教

學 3.外語課程開課數 

1.畢業生考取公職考試比例 
2.畢業生擔任高級文官比例 
3.前一學年度畢業生就業率 

五

、

產

學

合

作 

4.專任教師參與公私相關部門服務比例 

1.規劃跨領域學程，並與傳播、商學、外語、

法律學院一起合作以學生端為基礎的雙主修

或第二專長課程。 
2.建置相關專業領域之歐美亞太學人資料

庫，保持聯繫與邀訪。 
3.鼓勵系所訂定國外目標系所及以數年為期

之精進策略，相關策略方案納入本計畫積極

推動。 
4.國務院已和中國政治學會合作，負責編輯該

學會刊物－「政治學報」（該刊物已納入

TSSCI），提供發表管道。此外，本院擬於未

來一年推動東亞所的《東亞研究》收錄於

TSSCI，並期外交系的《國際關係學報》於未

來三年內能收錄於 TSSCI，同時也期待未來

本院的刊物能收錄於 SSCI。 
5.協助教師精進外文撰寫專業論文能力。 
6.組成跨院、跨校或跨國研究團隊合作發表研

究成果。 
7.加強研討室國際視訊設備，便與國外合作網

路視訊開課。 
8.鼓勵學生到國外修課、交流，擴大學生個人

視野，並開展本校知名度。 
9.爭取經費提供國外博碩士生獎助學金來台

研習。 
10.強化學生第二專長及外語能力，加強本院

學生第二外語的能力，其中特別著重英文、

阿拉伯文、法文、德文、印尼文、越南文、

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俄文、泰文等十一種

語言。 
11.畢業學生之發展：提升畢業生服務於外交

單位、跨國組織、企業等國際事務單位之人

數，此外，亦期望成為國際事務人才在職訓

練的基地。 
17.鼓勵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或參與論文發

表。 



 
 諮詢與考核機制 

 
國際事務學院依據本校邁向頂尖大學委員會設置辦法，設有邁向頂尖大學委

員會（如附件）。 
 

 過去執行績效 
 
詳細內容請參附表：國際事務學院 95、96 年度工作成果表 



約翰霍普金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簡介 

 

美國冷戰時期國防政策主導者 Paul H. Nitze 與著名政治學者 Christian Herter

於 1943 年創設了高等國際研究學院（The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其設立宗旨為培養國際事務人才，以處理美國在二戰

之後所面臨的國際情勢。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於 1950 年併入約翰霍普金斯大學，

讓該學院更具競爭力，一方面，學生能享有院區位於華府的優勢，另一方面，也

能利用巴爾的摩校區的資源。而根據美國知名的「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

於今（2007）年對全美約 1,200 所大專院校國際關係學者所作的調查報告顯示，

該院在國際關係研究領域的學術地位排名高居全美第二（2006 年則躍居全美之

冠）。 

 

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於設立之初即訂定了下列三大教育目標，作為該院六十多

年來的發展方針：第一、理論與實務並重，提供國際關係領域專業教育，並培育

國際領袖人才；第二、針對美國公私部門與其他外國政府機構所關切的議題進行

學術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廣佈於學界；第三、提供國際事務單位人員在職教育之

機會。該院的教學特色為理論、歷史與實務、分析並重，重視經濟領域，且著重

發展區域研究。 

 

在研究領域方面，高等國際研究學院院內設有數個研究中心及研究計畫，與

區域研究有關的有：中亞高加索中心（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為中亞研

究的資源整合中心，研究區域為高加索、中亞及裡海地區，與瑞典Uppsala大學歐

亞研究所間訂有絲路研究計畫（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跨大西洋關係中心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與歐盟卓越研究中心聯盟（Network of European 

Union Centers of Excellence）、歐美商業協會（European-American Business Council）

及美國歐盟研究集團（American Consortium on European Union Studies）合作，以強

化跨大西洋國家之間的關係為目標；中美中心（Hopkins Nanjing Center），與中

國南京大學合作，以中國為研究主體，並作跨學科及比較分析研究；東亞中心

（Reischauer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其任務是促進東北亞與北美之間的相

互了解；美韓中心（U.S.-Korea Institute），與韓國政府機關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

究所（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合作，目標是成為華

府當地從事韓國相關事務研究的樞紐。 

 

以國際事務其他議題為主的研究中心則有：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Institute），與美國知名智庫布魯金斯研究院合作，宗旨為替國際議題找尋務實的

解決之道；難民中心（Center for Displacement Studies），致力於研究流離現象，並

研究如何提供有效的保護及協助；憲政研究與民主發展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Studie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與義大利波隆那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合作，主在針對中歐、東南歐與北非地區國家之民主轉型

過程進行研究，並協助提供相關之人才培訓；國際商業與公共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為因應全球化變遷而提供跨公、私部門

領域之研究；政治外交中心（Center on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分析國內

政治在外交決策的制訂上所扮演之角色；國際能源與環境計畫（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nd Environment Program），為產官學界提供一討論能源議題之論壇；國際

報導計畫（The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Project），為記者提供全球議題的教育，以

期增進美國媒體在國際議題報導上的深度及廣度；戰略研究中心（The Philip 

Merrill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一方面為學生開設國防、軍事課程，另方面則

致力提升本領域的教學品質；保護計畫（The Protection Project），為消除人口販賣，

建立與世界各國NGO連結的全球網絡。建設性資本主義論壇（The Bernard L. 

Schwartz Forum on Constructive Capitalism），討論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如何進

一步創造社會福祉。

 

除美國本土之外，該院在義大利波隆那與中國南京亦設有海外分校。波隆那

中心提供國際關係的碩士課程，研究重心為歐洲研究、國際經濟、政治及歷史；

位於中國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約翰霍普金斯大學與南京大學共同創辦的教

學與研究機構。宗旨為促進中美學術界的交流合作與相互瞭解，提供美、中及世

界各地學生交流的機會，並學習有關中國、亞洲及美國的歷史、政治與經濟現況

與社會現實。 

 

在教學領域方面，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本身開設了超過十四種國際關係相關研

究領域之課程，包括國際經濟、國際關係、全球理論與歷史、國際法、戰略研究、

衝突管理、國際政治、國際發展、非洲研究、美國外交政策、亞洲研究、中國研

究、日本研究、東南亞研究、南亞研究、歐洲研究、中東研究、俄羅斯與中亞研

究以及西半球研究。該院另與多所國內外知名學府，如美國哥倫比亞大學、喬治

城大學、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史丹福大學、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

（UCLA）、馬里蘭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B）、維吉

尼亞大學、密西根州立大學、賓州大學、義大利米蘭大學、義大利波隆那大學、

中國南京大學等，合作開設有國際關係及國際經濟領域之雙聯學程。此外，該院

與約翰霍普金斯大學其他學院及其他學校亦開設有國際關係領域之外的共同學

程，如健康科學學程、企業行政學程、公共行政學程等，而除了一般學分課程之

外，該院亦開設有暑期學分課程、在職學分課程以及無學分之特殊專業課程，旨

在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內容，滿足在職進修者、研究人員與對國際關係領域感興趣

之一般大眾的求知需求。 

 

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每年可培育出近 250 名國際關係及國際經濟領域之碩士

人才，該院成立至今已培養超過 11,000 名校友，分別任職於世界各地公私部門。



目前該院國內約有學生 550 名，海外分校則約有學生 280 名，其中外籍學生人數

佔全部學生的百分之四十，值得一提的是，學校吸收外籍生的管道既多且廣，來

源多達六十六個的國家。在師資方面，包括前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里

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現任世界銀行總裁伍佛維茲（Paul Wolfowitz）、《歷

史的終結》一書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舉世聞名的專家學者，目前該院

擁有約 50 名教授與 110 名兼任講師，分別來自於世界各地的政府機關、公私部

門、國際組織及學校。 

 



國際事務學院中東區域研究計畫 

 

根據教育部之指示，並依本院報教育部核實之「培育中東語文與區域研究人

才」計畫，本院中東區域研究之規劃如下： 

1、 設立中東研究中心 

   教育部曾指示本院設立中東研究中心，作為推動國內中東區域研究之平台。 

   本院因此決定設立中東研究中心，負責推動中東研究學程、拓展與中東各主  

   要大學學術交流、規劃具體研究主題、辦理中東研究學術研討會、辦理中東 

   研究夏令營、以及中東文化經濟參訪團等等。 

2、 拓展與中東地區知名大學之學術交流 

埃及、沙烏地阿拉伯、科威特、約旦、卡達、伊朗、阿曼、阿拉伯聯合大公

國等中東國家，均有知名學府，本院擬由中東研究中心負責推動此項交流，

包括交換教授、學生、獎學金、出版品以及延聘中東國家之知名學者至本院

作短期講學等等。 

3、 進行中東專題研究 

為深入暸解中東地區之政治、外交、經濟、宗教、文化、教育、社會、媒體

以及安全等議題，本院擬由中東研究中心擬定系列研究專題。初步研究專題

如下： 

◎ 台灣與中東主要產油國之雙邊關係 

◎ 中東主要產油國之外交政策 

◎ 中東主要產油國之經貿政策 

◎ 中東主要產油國之政府治理 

◎ 中東主要產油國之教育政策 

◎ 中東主要產油國之歷史與文化 

◎ 中東地區之恐怖主義 

◎ 宗教與中東國際政治 

◎ 中東各主要產油國之油元 

◎ 中共與中東主要產油國之雙邊關係 

◎ 中東主要產油國之外勞政策 

◎ 中東主要產油國之社會福利政策 

4、 舉辦「中東研究夏令營」 

本院已獲教育部補助辦理「全國高中(職)學生中東研究夏令營」，未來除將由

中東研究中心繼續辦理此一夏令營之外，亦將考慮辦理「全國大學校院學生

中東研究冬令營」。 

5、 辦理中東文化經濟參訪團 

   本院獲教育部補助，於本(96)年 7 月辦理「中東文化經濟參訪團」，對促進我   

   與中東相關國家之文教交流與經貿交流助益甚多。未來將由中東研究中心繼 

   續辦理。 



6、 規畫並推動中東研究學程 

為增進本校學生對中東事務之瞭解，培育中東研究人才，本院擬與外語學院

等相關院系所共同規劃中東研究學程。 

7、 出版中東研究期刊與專書 

為提升國內中東研究之學術水準，鼓勵學者從事中東區域研究，本院中東研

究中心將負責推動此項出版計劃。 



國際事務學院「創意夢想學校」課程計畫 

 
創意夢想學校創意講座第一期 

「創意的時代」企劃案 
 

主辦單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 
          創意夢想學校 
協辦單位：某基金會 
          某媒體 
時間：Weekends around September-December 2007 
地點：金華街政大企管中心演講廳 
主題：創意的時代 
形式：現場講演＋Powerpoint（可考慮錄音錄影） 
預定招生人數：學員 200 名 
預定講座內容： 
1 邱復生 Youtube 與網路電視 
2 詹宏志 高科技的文化創意 

文化創意產業趨勢 
推理小說的啟示 
旅行的創意 

3 蔣勳 美學與高科技 
經驗美感 

4 陸蓉芝 時尚美學 
當代華人藝術創作生態 
創意的人生觀 

5 賴聲川 創意學 
劇場與創意 

6 熊秉明 創意的經濟學 
7 王偉忠 打造星光大道 

當前電視創意生態 
8 謝金河 前瞻文化創意產業 
9 蔡康永 我最喜歡的創意們 
10 謝屏漢 媒體創意趨勢 

影像的創意 
11 朱敬一 一個經濟學家的創意經驗 

學習的創意 
12 李安 電影經驗 

導演的挑戰 



13 陳飛龍 從肥皂到德國餐廳 
14 謝材俊 表達的創意 

創意的推理練習 
15 張培仁 台客的創意 

搖滾文化的創意秘笈 
簡單生活節的創意匯集 

16 幾米或其他插

畫家 
想像力的盛宴 

17 孫大偉 創意的潛能 
18 孔憲法 創意的科學 
19 葉匡時 網路上的賺錢點子 

從無到無限的網路商機 
20 焦雄屏 文化創意產業的現狀 

當前華人影視產業的生態 
21 張珩 醫療產業的創意 
22 嚴長壽 台灣觀光產業的大戰略 

從我的角度看文化創意產業 
23 張明正 科技人與心靈 

企業文化的創意 
24 韓良錄 美食的創意 

文化創意之旅 
25 羅智成 創意的思想工學 

文化創意的起始與元素 
我的巫師友人們 

26 傻呼嚕同盟 動漫的超體驗 
27 林彥秀 目擊世界級的文化創意 

SK-II 偶像劇場 
28 李清志 空間的夢遊記 

建築夢境 
29 馮光遠 創意，給我抱抱 
30 吳清友 誠品不只是誠品 
31 包益民 創意登時行 
32 王文華 感情的創意 

創意的感性 
33 郝明義 出版世界的創意 
34 楊照 文化創意的台灣經驗 

棒球文化的創意 



國際事務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壹、 提升研究生學術報告品質計畫 

目的：藉與國內外研究生互評學術報告之訓練，提升本院研究生撰寫學

術報告之水準。 

作法：每學年自國內及國外各擇一所大學，與其國際事務相關系所之研

究生互評論文。 

國內部分：--以台大、中興、成大、中山四校之相關系所為主，

國務院與對方各選出六至八名研究生，進行論文發表

會。地點可為本校或對方所在地。 

 --以中文研討之發表會亦可考慮與中國大陸學校合

作。 

 --本院委派一位教師負責專案，院辦提供行政支援。 

--所需費用應可控制在十萬元以內：論文發表費、交

通費、餐費等。 

國外部分：--前幾年以亞洲鄰近各國為原則，可自韓國延世大學

國際研究院、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 Rajaratnam 國際研

究學院、菲律賓大學亞洲中心等作為先行接觸的目

標。日本因生活費較為昂貴，建議先不接觸。 

 --本院選出六至八名研究生至對方進行英語之論文研

討會。 

 --本院委派一位教師負責專案，院辦提供行政支援。 

 --所需經費應不超過二十萬（機票、食宿、禮品、機

場接送等）。 

 

 

貳、 國際事務學院研究報告寫作卓越講座計畫 

目的：在不與社科院、公企中心等類似研習營活動內容有過多重疊的情

況下，藉舉辦講數次座活動以訓練高年級大學生與研究生熟習論

文寫作之要求（包括問題意識之形成、文獻探索之訓練、研究設

計之規劃、特定論文之探討與批判等等），進而有助於其投稿專業

刊物。 

作法：--講座採推薦制，預計共十個名額。若學生需求情況熱烈，可考

慮放甄選二至五名。以小班研討的方式，使學生獲得較大的學

習成效。 

--研習地點可移至校外，藉不同環境之刺激，提升學習成效。 

--預計每學年舉辦三次講座，所需經費共約三至五萬元（講座

費、資料印刷費、餐費等等） 



 

 

參、 教師短期出國（交換）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計畫 

目的：藉出國至他校短期教學之經驗，進一步充實教學內容、提升教學

品質。他校教師亦可利用此一機會至本校做短期教學，大學部或

研究所不拘。本計畫非以正式簽約之方式為之，而是依賴本院教

師自行與對方學校教師達成協議，雙方互至對方學校教學，故於

實行上較有彈性。 

作法：--本院教師自行與對方學校教師達成協議後，向本院提出

申請。本院依擬定之機制審核通過後，按行政院公務人員

出國補助辦法支給差旅費，之後即可按既定時程請假出

國。 

--前幾年以亞太各國知名大學為原則，作為短期交換的目

標。本院之姊妹院或歐美各國、大陸等地亦可為考慮之處。 

  --交換教學以七至十二天為原則，每學年名額暫訂為六

名。每人每學年至多僅能交換一次。 

--預定交換來院之教師，原則上其經費自付。情況特殊時，

本院原則上得為其支付本校學人宿舍之費用，並斟酌給予

生活費若干。 

--本院交換之教師返國後需撰寫心得報告一篇。 

--建議每年列撥六十萬元以為支應之經費。 

 

 

肆、 「種子助教」培育計畫 

目的：培育更多的優質助教，並使經驗能夠傳承。 

作法：--基本上依照本校「優質 TA」計畫之內容，但以院核撥經費（包

含講師費、助教鐘點費、教材編纂費等）之方式，讓本院一系二

所認為亟需助教之課程（全院至多六門）得到足夠的人力支援，

且學生學習狀況得以受到更密切的注意。 

--本院經費補助下之助教需與次年新進之助教舉行半天之研討

會，研討教學心得，會中亦可請專人就教學技巧等方面進行專題

演講。 

--所需經費預計約在五十萬元上下。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邁向頂尖大學委員會設置辦法 

 

95 年 3 月 10 日第 26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本校邁向頂尖大學委

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之規定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推動

及執行「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相

關事宜，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院務會議代表組成之，院長為召集人。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執掌如下： 

一、負責本院在本計畫分項計畫之經費預算編列、調整及執行； 

二、協調、推動及規劃本院在本計畫分項計畫之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委員會依本校邁向頂尖大學委員會相關決議及推動業務之需要召開

會議，任務執行至本計畫完畢後終止。 

第五條 本委員會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  

第六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際事務學院 95、96 年度工作成果表 
 

 研究 教學 國際化 

95 年度 1. 積極鼓勵研究成果出版：國際

事務學院與中國政治學會合

作，負責編輯「政治學報」

（TSSCI）。 
2. 國內外學術獎項數： 

A. 外交學系劉德海教授及東

亞所耿曙教授獲選行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 96 年度

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

短期研究獎助。 
B. 本院外交學系劉德海教授

經澳洲「澳中理事會」評

審，獲得大中華地區澳洲

研究中心 2006-2007 年獎

勵補助。      

 

1. 增加教師論文發表數：本計畫

經費有限情況下，95 年度國際

事務學院自籌教師論文發表

獎勵金 15 萬元，以積極鼓勵

教師發表論文，較之往年論文

發表數量，已有增加。 
2. 逐年降低生師比：國際事務學

院生師比改進情形如下：94 學

年為 36.66，95 學年降至 30.46。
3. 英語教學課程數：95 年度國際

事務學院共開設 12 門英語教

學課程（外交系 9 門、東亞所

1 門、俄羅斯所 1 門）。 

 

1. 舉辦國際會議： 
A. 本院俄羅斯研究所於 11 月 18 日舉辦

「2006 台北—莫斯科論壇:東北亞變局

對獨立國協國家與台灣的戰略意涵」國

際會議。 
B. 本院外交學系於 12 月 21 日舉辦「國際

關係與外交政策新展望」國際學術研討

會。 
C. 本院與東亞所於 12 月 27 日舉辦「國際

和平的理論與實踐－東亞合作對話」國

際學術研討會。 
D. 本院於 5 月 30 日舉辦「兩岸國際政治

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 
2. 與國外大學簽訂合作備忘錄、學術協定、姊

妹院及雙聯學制之成果方面：本院已與美國

美利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American 
University)、澳洲福林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 Adelaide,Australia )簽署學術合作

協議。 
3. 邀請國際學者訪問、講學、研究：本院外交



學系於 95 年 12 月 16-22 日邀請世界級大

師、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James N. Rosenau 教授來校講學。   

4. 增加國際教師人數共 4 人： 
A. 外交學系李沃奇教授 
B. 俄羅斯研究所里澤諾甫教授及蘇希

荷、基可倩軻助理教授 
5. 鼓勵學生到外國修課、交流，擴大學生個人

視野，並開展本校知名度：本院外交系二年

級學生楊媄涵、三年級學生楊子毅、呂宗

瀚、洪簡廷卉於 95 學年度赴美國威廉與瑪

麗學院、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及德國埃兒

富特大學作交換學生。東亞所博士生許志吉

於 95 年 8 月赴美國美利堅大學作學術研

究，為期 11 個月。俄研所碩士生林子恒及

陳宜蓮榮獲教育部獨立國協地區交換語文

獎學金，於 95 學度年赴俄羅斯聖彼得堡大

學暨喀山大學作交換學生。 

96 年度

（截至 6

月底） 

1. 研究成果出版：96 年 3 月本院

與巨流圖書公司合作出版《中

國研究的多元發展》專書。 
2. 建立全球和平與衝突資料庫：

已開始著手進行「全球和平與

1. 系所評鑑：本院外交系、東亞

所及俄羅斯所已於 5-6 月完成

系所評鑑。 
2. 本院外交系已正式通過設立

「涉外事務與談判」學程，並

1. 與知名大學簽訂學術協定，聯合開設學程及

建立雙聯學制：5 月 30 日與美國美利堅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兼

地區比較區域研究學程主任趙全勝教授會

晤，進一步洽談兩院已簽訂之學術合作事



衝突資料庫」之網頁初步設計

與資料收集工作。 
3. 組成跨校研究團隊合作發表研

究成果：本院已組成《體制轉

軌與中國政府角色的發展》和

《聯合國與國際衝突解決》兩

項整合型研究計畫，推動跨校

學術合作與成果發表。 
 

將於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放

大學部學生申請。 
3. 爭取學生到相關國際事務單位

實習，或參與相關國際事務單

位的活動或會議的機會：3 月

18 日至 28 日本院外交系代表

團赴美國紐約參加美國全國模

擬聯合國會議（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NMUN）。 

4. 本院外交系於 95 學年度第二

學期聘請前駐美代表程建人大

使擔任兼任教授，開設大學部

「外交實務」課程，每週定期

邀請我國退休及現任大使蒞系

演講。 
5. 成為國際事務人才在職訓練的

基地，建構產官學合作機制：

A. 1 月 8 日本院舉辦「面向

國際」菁英系列專題講

座，邀請台灣積體電路製

造公司張忠謀董事長蒞

校演講。 
B. 5 月 24 日本院邀請豐興

宜，並商討建立雙聯學程制度。 
2. 舉辦重要國際會議： 

A. 3 月 12 日至 14 日本院舉辦「衝突管理

與兩岸關係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並

邀請瑞典大學 SRSP 計畫主任 Dr. 
Niklas Swanström 及前台北市長馬英九

發表演講。 
B. 3 月 19 日本院舉辦「區域經貿整合與前

瞻」學術研討會。 
C. 5 月 19 日本院俄羅斯所舉辦「獨立國協

國家民主發展的挑戰與展望」學術研討

會。 
D. 5 月 25 日本院外交系舉辦「中國大陸對

非西方世界石油能源戰略與外交」研討

會。 
E. 6 月 11 日本院東亞所舉辦「兩岸和平研

究」學術研討會。 
F. 7 月 18 日至 19 日本院舉辦「第五屆

WTO 與兩岸學術年會」。 
3. 鼓勵師生出席重要國際會議。 

A. 本院東亞所博士班學生許志吉於 2 月前

往美國芝加哥參加國際研究協會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第四



鋼鐵林明儒董事長蒞校

演講。 
C. 與公企中心合辦包含裕

隆汽車公司在內的汽車

業在職訓練學分班。 
D. 與世界宗教博物館、靈鷲

山佛教基金會繼續合辦

第三年的「宗教研究與國

際和平」推廣教育碩士學

分班。 
 

十八屆年會並發表論文。 
B. 3 月本院外交系李明主任出席於韓國舉

辦之「北韓核武議題與東北亞安全」國

際研討會。 
4.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訪問、講學、研究。 

A. 3 月 12 日至 19 日邀請美國中國研究大

師 Andrew Walder 教授和 Jean Oi 教授

來校進行專題演講與座談。 
B. 4 月 11 日本院外交系邀請前英國國際

關係協會會長、英國科學院院士、倫敦

政經學院國際關係系 Barry G. Buzan 教

授蒞系發表專題演說。 
C. 5 月 3 日本院外交系邀請瑞典歌特堡大

學（Göteborg University）和平與發展研

究學系研究員 Mikael Weissmann 來校

演講。 
D. 5 月 17 日本院外交系邀請前美國駐聯

合國人權委員會大使、前美國助理國務

卿 Richard S. Williamson 蒞校晤談。 
E. 5 月 21 日至 23 日本院外交系邀請知名

國際法教授加拿大卡爾敦大學

（Carleton University）亞洲研究委員會

主席 Paul J. Davidson 蒞校演講 



F. 5 月 29 日本院外交系邀請中國人民大

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李寶俊教授蒞

校演講。 



國際事務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諮詢與考核委員會名單 
 

本院諮詢與考核委員會名單如下，委員人數共計 9 人，以半年召開一次考核

會議為原則。 

 

院內委員名單 
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李英明  教授 
外交系主任 李明    教授 
東亞所所長 邱坤玄  教授 
俄羅斯所所長 王定士  教授 
 
校內委員名單 
會計系 吳安妮  教授 
經濟系 林祖嘉  教授 
 
校外學者專家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執行長 朱雲漢  教授 
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吳玉山  教授 
淡江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 張京育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