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中共外交政策專題研究 課程大綱

台大政治系 明居正

一、 課程簡介

      中共在甫建國時，在多項政策上即做出了十分特別的選擇，引起世界關注。

近年來，由於其經濟起飛，國勢日盛，所以它的對外行為更成為世界各國關注

的焦點。本科目是研究所課程，故較偏重以理論的角度來探討中共的外交。我們

期望同學對於國關理論以及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都能有一定的背景，如此本課

程才能達到相當的深度。必要時，我們還會增加對於特定領域的討論，如意識型

態的角色、中共的戰略選擇、戰爭行為以及在聯合國內的行為等，以加深同學對

於本科目的興趣與理解。

二、 要求與評分

1. 上課出席

2. 閱讀教材

3. 主動參與討論

4. 學期論文

5. 期中考及期末考 （如有必要時）

三、 主要教材

1、林添貴譯，孟捷慕《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

（台北：圓神, 1999 年）

2、 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民國 74 年）

3、 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的演變》，

          （台北：商務，民 90 年）

4、溫洽溢譯， Susan L. Shirk 著， 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

後》台北：遠流

四、 課程安排

1、 中共外交行為之動力

（1） 黃天健譯，Gerhart Niemeyer 原著，《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

    （台北：巨流，民 74 年）

（2） 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外交制度與中外關係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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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商務，民 80 年）

（3） 裴堅章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

（4） 黎安友、陸伯彬《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何大

明譯，（臺北：麥田, 1998 年）

（5） 溫洽溢譯，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台北：時

報文化 , 2001）

（6） Ng-Quinn, Michael,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7, no. 2 (June 1983): 203-224.

2、 一邊倒：1950 ─ 1964

（1） 尹慶耀書，第一、二章

（2）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選，卷四，頁 1357─71

（3） 周恩來，「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鬥爭」，

     周選，下，頁 34─37

（4）───，「抗美援朝，保衛和平」，頁 50─54

（5）───，「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頁 85─92

（6）胡為真書，第一章

（7） 薄一波：“一邊倒”的外交格局《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上)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8）溫洽溢譯，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台北時報文化 , 

2001 年

3、 革命外交：1965 ─ 70

（1） 尹慶耀書，第三、四章

（2） 林彪，中共九大的報告，頁 43─56

（3） 胡為真書，第一章

（4） Thomas Robinson, 中國與蘇聯的對抗， in Roderick 

MacFarquar and John Fairbank,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RC, 

1966-1982, ch. 3, pp. 241-340

4、 三角政治：1971 ─ 1980

（1） 尹慶耀書，第四、五、六、七章

（2） 胡為真書，第二、三、四章

（3） 周恩來，中共十大報告

（4） 華國鋒，中共十大報告

（5） 季辛吉，《季辛吉回憶錄－中國問題全文》，台北：時報文化

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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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溫洽溢譯，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pp. 595-646.

（7） 孟捷慕《轉向》林添貴譯，圓神出版社, 1999 年

（8） Johnason Pollack，對美國的開放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Fairbank,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RC, 1966-1982, ch. 5, 

pp. 464 - 542

5、 鄧小平與戰略調整

（1）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1985 年 3 月.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5 年 6 月 4 日)《鄧小平文

選》第 3 卷第 128 頁

（2） 鄧小平，「國際形勢與經濟問題」，鄧選，卷三，頁 353─356

（3）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

出版社，1996 年）。

（4） 胡耀邦，中共十二大報告

（5） 田增佩，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3 年）。

（6） 胡為真書，第五章

（7） 林添貴譯，孟捷慕《轉向》圓神出版社, 1999 年

6、 江澤民時期

（1） 中共國台辦，白皮書，「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

2000, 02 ）

（2） 中共國台辦，白皮書，「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2001,11）

（3） 江澤民，中國共產黨十四大上的報告.，1992 年 10 月 12 日

（4） 明居正，「美國、中共與日本的戰略關係與台海風雲」，見許

光泰 編《香港回歸與大陸變局》，（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 86

年）

（5） 明居正，「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共外交戰略」，見宋國誠，全

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卷二)，台北:國關中心，2002 年 11 月

（6） 胡為真書，第六、七、八章

（7） 王逸舟，「面向 21 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其平

衡」，

 戰略與管理（北京），1999 年第 6 期（1999 年 6 月）。

（8） 門洪華，「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拓展」，戰略與管理（北京），

2003 年第 2 期（2003 年 2 月）。

（9） 楚樹龍，「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力量和國家戰略」，戰略與

管理（北京），1999 年第 4 期（1999 年 4 月）。

（10） 陳啟懋，《中國對外關係》。台北：吉虹資訊，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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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義桅、唐小松譯，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2） 許綬南譯。白禮博、孟儒著，《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麥田

（13） 袁易、嚴震生、彭慧鸞合編。《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

認知》。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 93

（14） 許秋楓譯。蘭普頓著《同床異夢：處理 1989-2000 年之

中美外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3 年。

（15） Goldstein, Avery .“The Diplomatic act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China Quarterly, 

No.168, December 2001.

（16） Medeiros, Evan and Fravel,Taylor.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82, Issue.6,Nov/Dec,2003.

（17）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1997 年。《文明衝突與

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出版社。

（18） 施子中。1999 年。〈中共推動大國外交與建構夥伴關係

之研析〉。《戰略與國際研究》，1 卷 3 期，頁 1~42。 

7、 胡錦濤與中國崛起

（1） Johnston, Alastair Iai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 4 (Spring 2003): 5-56.

（2） 孟捷慕，《轉向》林添貴譯，圓神出版社, 1999 年 

（3） 賈慶國。2007 年。〈機遇與挑戰：單極世界與中國的和平發展〉。

《國際政治研究》，第 4 期，頁 51~64。 

（4） 溫洽溢譯。Susan L. Shirk 著， 2008。《脆弱的強權》遠流。

（5） Bates, Gill. The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6） Nye, Joseph.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Dec. 29, 2005.

（7） 樂為良、黃裕美譯，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國際經濟研究院著， 

《重估中國崛起：世界不能不知的中國強權》。

台北：聯經，民 95。

（8） 吳瑟致，〈評中國和諧外交的內涵與影響〉，《中共研究》，

第 41 卷，第 1 期，民 96.1，頁 34-40。

（9） 邱坤玄，〈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美「中」互動〉，

《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11 期，民 94.11，頁 5-8。

（10） 中國的國防白皮書，2004─ 2009，北京：中國國務院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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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11）施子中，〈從「大國外交」到「和諧世界」─中國外交戰略之轉變〉

《展望與探索》，第 5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8-12。

（12） 張蜀誠，〈從軍事觀點論中共石油安全戰略〉，《展望與探索》

第 4 卷，第 5 期，民 95.5，頁 37-52。

（13） 蔡裕明，〈從「石油政治」論中共石油安全戰略〉，《中共研究》

第 39 卷，第 10 期，民 94.10，頁 72-89。

（14） 于有慧，〈胡溫體制下的石油外交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

第 48 卷，第 3 期，民 94.9，頁 25-50。

（15） 羅勝雄，〈美日中俄在中亞地區之石油競逐〉，《中共研究》，

第 40 卷，第 6 期，民 95.6，頁 92-106。

8、 武力及其使用

（1） 陳世民，中共核武發展與其對外關係之演變－冷戰時期（五○至

八○年代），中國大陸研究，Vol.46 No.6，2003/11，29-57

（2）Johnston, Alastair Iain， China's Military Interstate Dispute Behavior: 

A First Cut at the Dat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3 (March 1998): 1-30.

(3) Whiting, Allen,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no. 2 (Fall 2001): 103-131.

(4) Gill, Bates, James Mulvenon, and Mark Stokes, The Chinese Second 

Artillery Corps: Transition To Credible Deterrence, in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Reference Vol. v1.0.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pp. 510-517, 536-560

(5) 美國國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2009      年中文網上報導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 外交中的台灣問題

  （1）中共國台辦，白皮書，「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 2000, 02

）

（2）中共國台辦，白皮書，「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2001,11）

（3）江澤民，「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

（4）Glosny, Michael, Strangulation from the Sea? A PRC Submarine 

Blockade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no. 4 (Spring 2004): 125-160.

（5）Scobell, Andrew, Show of Force: The 1995-1996 Taiwa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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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71-191.

（6）Ross, Robert., The 19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2 

(Fall 2000): 87-123.

（7）Christensen, Thomas,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 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 Washington Quarterly 25, no. 4 (Fall 2002): 7-21.

（8）Ross, Robert,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1): 67-76.

（9）賈宗誼，武文巧譯，容安瀾《懸崖勒馬：美國對台政策與美中

關係》北京：新華，2007

10、 中共與大國互動

（1） 吳福生譯，Ezra F. Vogel 著，《廿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共關係》。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89。

（2） Christensen, Thomas,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4 (Spring 2001): 5-40.

（3） 許秋楓譯；藍普頓《同床異夢 》香港中文大學, 2003 年

（4） 賈慶國 Qingguo, Jia 〈學習與霸主共存：冷戰結束後中國對美

政策的演變〉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no. 44 (August 2005): 395-407.

（5） 王緝思 Jisi, Wang, Searching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外交事

務》Foreign Affairs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39-48.

（6） Christensen, Thomas,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no. 4 

(Spring 1999): 49-80.

（7）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

成」，東亞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二期（2004 年 7 月），頁

9-17。

（8） 畢英賢。1994 年。〈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從正常化向夥伴

關係過渡〉。《問題與研究》，33 卷 11 期，頁 1~10。

11、 中共與亞太安全

（1）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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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二期（2004 年 7 月），頁 9-17。

（2） Shambaugh, David,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no. 3 (Winter 2004/05): 64-99.

（3） Fravel, M. Taylor,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no. 2 (Fall 2005

（4） 黃鴻博，〈中共與北韓核武危機〉，共黨問題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民國 85 年 2 月 15 日。

12、 中共與聯合國

（1）林文程，中共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投票行為分析：

1971-2005； 問題與研究， 45 卷第 3 期，第 1-38 頁

（2）張登及，「冷戰中共參與國際組織的歷程：一個概觀」。

中國事務，第九期（2002 年 7 月）。

（4） 鄒念祖，「聯合國國際人權外交─中共的認知與政策」。

問題與研究，第卅八卷第八期(民八八年八月)，頁 90-91
（5） Kim,  Samuel S.，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42-89.

（6） Morphet, Sally., China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1971 - December 1999, Security Dialogue 31, no. 2 

(June 2000): 151-166.

13、 總論：特色與得失

（1） 傅國良、曹炳揚。《懷柔的中國？中共對外關係》。台北：海鴿文

化，2004 年

（2） 史溫《共軍如何影響中共國家安全決策》楊紫函譯，台北市: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Swaine, Michael.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Revised edi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98, chapters 1-3.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