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決策與政策」課程大綱

 授課教師：徐斯勤  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

（週五 10:20 AM ~ 12:10 PM）

（一） 本課程的性質與教學目標：

本課程乃以社會科學院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三年級同學為主要對象所開授之

必修課，學程為一學期。在課程設計上，本課程與「外交政策議題」前後銜接，

具有連貫性。本課程旨在介紹討論現代國際體系中，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三個層

面：（1）輸入因素（2）決策過程（3）政策產出，當中的第二與第三個層面。

本課程將兼重法則、理論、概念的說明，以及其與事實例證之間的相互印證。本

課程始於對外交決策過程三種模式的理論性介紹與實例分析，而後則針對不同

的外交政策領域說明政策產出的主要特性。準此，本課程的設計，將同時提供外

交政策分析的一般性、基礎性知識，以及對於當代與歷史上特定之主要外交政策

事實性發展的理解。

    

（二）課程要求：課堂參與及小組口頭報告（10%）、小組書面報告（30%）、

期末考（60%）。

（三） 課程讀物： 

1.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Longman, 1999, 2nd ed.).（自行購買）

2.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01).

3. 裘兆琳，「美國處理伊朗人質危機之策略評估，1979-1981」，收錄於裘

兆琳主編，美國外交與危機處理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3年）。

4. 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5th 

ed.  (New York : W. H. Freeman and Co., 1996.)

5. Robert Z. Lawrence,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in the 

1990s,” in Jeffrey Frankel and Peter Orzsag (eds.),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6.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

Level Games,”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7. Kathryn Sikkink, “The Power of Principled Ideas: Human Rights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Thomas C. Schelling, “The Cost of Combating Global Warming,”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6 (Nov/Dec, 1997), pp. 8-14.（本校電子期刊）

（四） 講授主題與進度：

1. 導論(2/20)：分發課程大綱與課程基本介紹。

2. 外交決策過程的模式（一）理性決策模式：概念介紹，實際應用，以

及賽局理論(2/27社法學院布置碩士班入學考試考場停課，

3/6，3/13)：1—Chs. 1-2。

3. 外交決策過程的模式（二）組織行為模式(3/20)：1—Chs. 3-4。完成書

面報告（1）部分，繳交選定結果。

4. 外交決策過程的模式（三）官僚政治模式(3/27，4/3本校溫書假，

4/10)：1—Chs. 5-6。4/10繳交書面報告（2）部分。

5. 外交政策中的危機處理(4/17，4/24)：2—pp. 578-597；3。

6. 外交政策的產出類型與邏輯（一）安全政策、國際衝突，以及嚇阻之概

念及應用(5/1，5/8停課一次)：4——Chs. 12-13。 

7. 外交政策的產出類型與邏輯（二）對外經濟政策與國際談判 (5/15, 

5/22，5/29端午節彈性調整全國放假)：5, 6；5/15開始進行小組口頭報

告。 

8. 外交政策的產出類型與邏輯（三）：人權外交政策(6/5)：7；小組口頭

報告。 

9. 外交政策的產出類型（四）人類安全政策 (6/12)：8；小組口頭報告 。

6/12繳交書面報告（3）與（4）部分。

10. 期末考 (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