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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長 

美國外交政策、東亞區域安全、美中軍事安全、臺灣防衛問題 

 

教研經驗 

1. 中華民國外交部學術外交計畫獎學金訪問學者（Hosted by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2019/6/17-2019/8/17） 

2.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018/6/1-2020/1/12） 

3. 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2012/9/1-2018/5/31） 

大學部通識教育：民主與法治素養、通識英語（2014美國 TESOL證照）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設計與論文寫作、臺灣政治經濟發展專題研究、 

兩岸關係專題研究、全球化臺灣專題研究 

4.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2012/8/1-2013/7/31） 

碩士班：國際關係英文名著選讀、美國外交政策與戰略專題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美中日臺四邊關係 

5.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2009/8/1-2012/7/31） 

大學部通識教育：國際政治與生活 

            碩士班：社會科學方法論、國際關係英文名著選讀、安全與外交政策專題、 

                            美國外交政策與戰略專題、中國崛起與大國外交專題 

            碩士在職專班：社會科學方法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化與全球治理 

6.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短期訪問學者（Hosted by 裘兆琳教授）（2010/7/1-8/31） 

7. 美國加州大學華盛頓中心博士論文研究（2008/1-6） 

8.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系講師（Summer 2007） 

        World Politics (Summer Session 2007) 

9.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系教學助理（2005/9-2008/7） 

                 Politics of Underdeveloped World (Fall 2005), World Politics (Winter 2006),  

                 Comparative Politics (Spring 2006, Summer Session 2006, Fall 2006), 

                 Sociology (Winter 2007), American Politics (Spring 2007),  

                 Politics and Economic Policy (Fall 200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mmer 2008) 

 

學術著作 

一、博士論文 

Say Democracy, Do Realistically: Interplays betwee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86-200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2009).（2012 年 6 月由德國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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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刊論文 

1. 「美國之盟國與夥伴在抗衡中國的合作：以日本為例」，《日本與亞太研

究季刊》，已接受。 

2. “Canada’s Indo-Pacific Strategy: Origins, Implications, and Impact,” Taiwan 

Strategists, No. 17 (March 2023), pp. 19-36. 

3. 「台灣面對中國軍事威脅下的『政治準備』」，《全球政治評論》，第 81

期（2023 年 1 月），頁 57-74。 

4. 「美國印太戰略之軍事內含與運用」，《戰略與評估》，第 12 卷第 2 期

（2022 年 12 月），頁 49-82。 

5. 「檢視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

集》，第 4 期（2022 年 12 月），頁 161-202。 

6. 「2022 年『四方安全對話』與台海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79 期

（2022 年 7 月），頁 13-18。 

7. “Let Taiwan and the Quad Fight Side by Side,”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Vol. 5, No. 2 (March-April 2022), pp. 31-46. 

8. 「2021-2022 美國拜登政府中國政策的回顧與展望」，《歐亞研究》，第

18 期（2022 年 1 月），頁 37-45。 

9. “Pre-assess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Its View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Taiwan Strategists, No. 9 (March 2021), pp. 1-18. 

10. “Revisiting ‘Revisiting Taiwan’s Defense Strategy’,” Defense Security Brief, Vol. 

8, Iss. 1 (April 2019), pp. 28-40. 

11. 「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之政策選擇分析：以美國對『日本崛起』與『中國

崛起』之回應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58 卷第 1 期（2019 年 3 月） 

，頁 89-142。(與劉兆隆合著，劉為通訊作者)（TSSCI期刊） 

12. “Stay There or Go Away? The Revised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nd Policy 

Change on the Petrochemical Project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Vol. 10, Iss. 4 (April 2018), pp. 241-260.（EI 期刊） 

13. 「南海爭議：一個被忽略的區域安全問題」，《歐亞研究》，第 2 期

（2018 年 1 月），頁 113-118。 

14. 「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兩國戰略競爭的影響—安全困境理論的分析視野」 

，《歐美研究》，第 47 卷第 4 期（2017 年 12 月），頁 471-527。（TSSCI

期刊） 

15. 「習近平對國際動盪情勢進行之對策分析—習近平『對國際情勢的五判

斷』」，《中共研究》，第 51 卷第 6 期（2017 年 11 月），頁 68-73。 

16. 「美、中兩國在東海與南海之戰略競爭的比較—兼論日本的角色」，《全

球政治評論》，第 59 期（2017 年 7 月），頁 1-11。 

17. 「2016 年東協暨東亞高峰會的大國視野：中美互動下的南海主權爭議問

題」，《全球政治評論》，第 56 期（2016 年 10 月），頁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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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國對中共海軍現代化之反制作為」，《中共研究》，第 50 卷第 5 期

（2016 年 9 月），頁 117-122。 

19. 「『中印戰略夥伴關係』 VS. 『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一個『美國重返亞

洲』因素的觀察與探討」，《戰略與評估》，第 7 卷第 2 期（2016 年夏

季），頁 1-18。 

20. 「評析美俄在烏克蘭動盪與克里米亞危機中的權力競逐」，《戰略安全研

析》，第 110 期（2014 年 6 月），頁 37-43。 

21. 「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從『戰略夥伴關係』、『新型大

國關係』到『軍事同盟關係』」，《戰略與評估》，第 5 卷第 1 期（2014

年春季），頁 1-18。 

22. “Is a ‘West Pacific NATO’ Emerging in Southeast Asia?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the ‘US+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亞太研究論壇（Asia-

Pacific Forum）》，第 56 期（2012 年 6 月），頁 103-152。 

23. 「美國對臺灣民主發展之影響：一個『霸權穩定論』演化的分析觀點」，

《東吳政治學報》，第 29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1-51。（TSSCI期

刊） 

24. 「中國崛起對美日、美韓、與『美臺』同盟關係的影響與挑戰：從經濟到

安全『雙重依賴轉移』邏輯的分析視野」，《亞太研究通訊》，第 9 期

（2011 年 7 月），頁 115-141。 

25. 「亞洲的新軍備競賽：權力轉移催促下的安全困境問題」，《戰略與評

估》，第 2 卷第 2 期（2011 年夏季），頁 37-56。 

26. 「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

移？」，《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87-128 

。（TSSCI期刊） 

 

三、會議論文 

1. 「美國之盟國與夥伴在抗衡中國的合作：以日本為例」，論文發表於2023

年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年10月14-15日，臺灣‧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2. “Democracy and Security in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How Can Taiwan and 

Democracies Work Together on Democracy for Their Defense?” Paper presented 

at 2023 Taipei Security Dialogue—“China and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Order and 

Democracy,” November 8, 2023,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INDSR), Taipei, Taiwan. 
3. 「中國墨家哲學與當今的大國競爭：可能的推論及詮釋」，論文發表於

2023 年中國哲學學會年暨年度學術研討會，2023 年 11 月 4-5 日，臺灣‧桃

園：國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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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Quad and Taiwan,” 論文發表於2021年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年會暨國際學

術研討會，2020年11月13-14日，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 「『四方安全對話』對南海安全情勢的影響：軍事安全、灰色地帶、與非

軍事安全」，論文發表於2021年遠景基金會「新冷戰態勢下的南海區域安

全形勢」學術研討會，2021年11月9日，臺灣‧臺北：遠景基金會。 

6. 「探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軍事元素」，論文發表於2020年臺灣政

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20年12月5-6日，臺灣‧臺北：臺灣大學。 

7. 「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之軍事發展的政策選擇：美國對日本帝國海軍發展

之回應初探（1918-1941）」，論文發表於2020年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2020年11月14日，臺灣‧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8. 「2020中國的對臺態度與回不去的兩岸關係？」，論文發表於2020年大陸

委員會「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的兩岸關係與臺海安全」研討會，2020年10

月14日，臺灣‧臺北：國防安全研究院。 

9. 「2020 年臺灣安全新評估：軍事以外的政治準備」，論文發表於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2020 展望亞太區域與兩岸關係新形勢」研討會，

2020 年 10 月 7 日，臺灣‧高雄：國立中山大學。 

10. “A Small Island and Its Asymmetrical Warfare Capabilities against A Giant 

Neighbor: Taiwan’s Asymmetrical Defense Thinking,” Paper presented at 2019 

Taipei Defense and Security Forum—“Taiwan, China, the U.S., and 

Asymmetrical Security Thinking,” October 3-4, 2019,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INDSR), Taipei, Taiwan. 
11. 「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回應與作為：以美臺關係之推展為例」 

，論文發表於2018年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美中臺關係」學術研討會 

，2018年12月7日，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12. “Furtherance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Taiwanese Perspective,” Presentation at National Security Seminar 2018 of 

the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 (USI), November 1-2, 2018, New Delhi, 

India. 

13. 「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變與不變：從歐巴馬總統到川普總統」，論文發

表於2017年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美中臺關係」學術研討會，2017年

12月8日，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14. “How Can Taiwan’s New South Bound Policy Achieve Its National Security? 

Assess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New South Bound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Strategic 

Studies, December 6, 2017,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15. 「美、中兩國在東海與南海之戰略競爭的比較研究：兼論日本的角色」，

論文發表於2017年中國大陸研究暨展望2020年的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

2017年3月10日，臺灣‧嘉義：私立南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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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國重返亞洲下的重返越南：2016年美越軍事交流合作的回顧與展望」 

，論文發表於2016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16年11月25-26日 

，臺灣‧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17. 「美國重返亞洲下的重返菲律賓：2016年美菲軍事交流合作的回顧與展

望」，論文發表於2016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16年10月22-

23日，臺灣‧臺北：私立世新大學。 

18. “The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ijing’s Activism 

and Washington’s Pass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 美國中國研究學會), October 

8-9, 2016, Pepperdine University, Malibu, California, USA. 

19. 「美國重返亞洲及其在中日軍備競賽中的角色」，論文發表於2015年中央

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美中臺關係專題研究：2014-2015」研討會，2015年12

月3日，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0. 「美國對『日本崛起』與『中國崛起』之因應態度的比較」，論文發表於

2015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15年11月14-15日，臺灣‧金門 

：國立金門大學。 

21. 「『中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弱化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強化?一個『美

國重返亞洲』因素的觀察與探討」，論文發表於2014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2014年12月6-7日，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22. 「中國與日本之安全困境的再省思：一個『美國重返亞洲』因素的觀察與

探討」，論文發表於2014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14年11月

8-9日，臺灣‧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23. 「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從『戰略夥伴關係』到『軍事同盟關

係』？兼論『新型大國關係』」，論文發表於2013年中國大陸研究年會暨

「習李掌舵下的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2013年11月9日，臺灣‧嘉義：私

立南華大學。 

24. “Stay or Go? The Revised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nd Policy Change on 

the Petrochemical Project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for Schoo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ffairs 

(TASPAA), May 24-25, 2013, Nantou, Taiwan. 

25. “Why Do Great Powers Opt for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stead of Military 

Allian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alitions and Alig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Russia, and Ind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unior Scholar 

Symposium (JSS) panel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ISA), April 3-6, 2013,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101年國

科會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NSC101-2410-H-194-089-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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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ransi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U.S.-ROK Allianc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Study on the China’s Rise Fact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April 

12-15, 2012, Chicago, Illinois, USA. （100年國科會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NSC99-2410-H-194-001） 

27. 「論國家為何選擇『戰略夥伴關係』而非『軍事同盟關係』?」，論文發表

於2011年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暨「國關理論與全球發展」研討會，

2011年6月9日，臺灣‧臺北：私立淡江大學。 

28. 「軍事同盟的建立、強化、鬆動與瓦解：美韓、美中（臺）、美日軍事同

盟的比較研究」，論文發表於2010中國研究年會暨「從轉型到轉向：中國

研究的比較觀點」研討會，2010年12月18日，臺灣‧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 

29. “The Emergence of a ‘Western Pacific NATO’ in Asia: Security Community 

under Construc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 Paper presented at 2010 

CAPAS-VA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EAN External Relations (中研院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與越南社會科學院合辦), 2010年12月3日，臺灣‧臺

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30. “Independence un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hird Party’ 

Analytical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中西部政治學會), April 22-25, 2010, 

Chicago, Illinois, USA. （99年國科會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NSC99-2410-H-

194-001 

31.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under Chen Shui-bian: A Two-level Game Dilemm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 北美臺灣研究學會), June 24-26, 2009,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Texas, USA. 

32. “Does Democratization Demote Democracy Promotio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It (From Chiag Ching-kuo, Lee 

Teng-hui, to Chen shui-bi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 美國中國研究學會), October 

18-19, 2008,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Fullerton, Fullerton, California, USA. 

33. “Interplay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mocratizations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PSA, 中國政治學

會 ), September 27-28, 2008,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Min-hsiung, 

Chia-y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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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ast Asia in the Contexts of Power Transition, Security Dilemma, and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PSA, 南方政治學會), 

January 9-12, 2008, New Orleans, Louisiana, U.S.A. and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29-30, 2007, Kaohsiung, 

Taiwan. 

35. “Democratization, Independence, and U.S. Foreign Policy: Democratizing Taiwan 

under U.S.-China Power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PSA, 臺灣政治學會), November 17-

18, 2007, Taipei, Taiwan. 

36. “Development First, Democracy Later, or Democracy First, Development Later: 

The Controversy over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PSA), January 3-

6, 2007, New Orleans, Louisiana, USA and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February 24, 2007,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Irvine, California, USA. 

37. “Do Democracies Outperform Non-democracies in Income Inequality: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 October 19-

20, 2006, Moreno Valley, California, USA. 

38. “Do Democracies Outperform Non-democracies in Income Inequ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April 

29, 2006,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Irvine, California, USA. 

39. “Gender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Women’s Peace Activism as a Constraint on 

International War,” Paper presented with Juliann Allison and Joel Carbonell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美國政治

學會), August 31–September 4, 2005, Washington, DC, USA. 

 

四、政策研析 

1. 「近期美台民意對『美軍協防台灣』議題之比較」，《國防情勢特刊》，

第 29 期（2023 年 8 月 11 日），頁 29-39。 

2. 「解放軍海軍建造第 4 艘兩棲攻擊艦之分析」，《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84 期（2023 年 7 月 21 日），頁 47-52。 

3. 「柬埔寨雲壤海軍基地之建設戰略意涵」，《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79 期

（2023 年 5 月 12 日），頁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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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d?” 國策研究基金會「第八屆臺日安全對話」，2018 年 5 月 14-15

日，臺灣‧臺北、宜蘭。 

 

專欄評論 

1. 「坎貝爾、帕帕羅、余茂春—從『人事』與『人士』看美國印太戰略的未

來發展」，《民誌雜誌》，第 96 期（2024 年 3 月），頁 42-44。 

2. 「對 2024 台灣大選結果的評論：民主結果與安全前景」，《民誌雜誌》，

第 95 期（2024 年 2 月），頁 42-45。 

3. 「如何回答中國武力攻台的問題？從習近平否認武統時間表說起」，《民

誌雜誌》，第 94 期（2024 年 1 月），頁 42-45。 

4. 「南海風雲再起：檢視中國近期對菲律賓的阻擾」，《民誌雜誌》，第 93

期（2023 年 12 月），頁 42-45。 

5. 「以巴衝突對台灣的啟示」，《民誌雜誌》，第 92期（2023年 11月），頁

42-45。 

6. 「美中軍事對話的重啟與挑戰」，《民誌雜誌》，第 91期（2023年 10月） 

，頁 42-45。 

7. 「『民主』在當今的大國競爭裡到底重不重要？」，《民誌雜誌》，第 90

期（2023 年 9 月），頁 42-44。 

8. 「繽紛而多元的亞洲安全結構—從北約倡議設立東京聯絡辦事處說起」，

《民誌雜誌》，第 89 期（2023 年 8 月），頁 42-44。 

9. 「美中軍艦在台海的危險動作顯示了什麼？」，《民誌雜誌》，第 88 期

（2023 年 7 月），頁 42-44。 

10. 「日韓關係提升與亞洲民主防線的邁進」，《民誌雜誌》，第 87 期（2023

年 6 月），頁 42-44。 

11. 「『蔡麥會』所透露的台灣安全隱憂」，《民誌雜誌》，第 86 期（2023 年

5 月），頁 42-44。 

12. 「戰爭與和平—習近平訪莫斯科與俄烏戰爭」，《民誌雜誌》，第 85 期

（2023 年 4 月），頁 42-44。 

13. 「美中關係難以走向春天—『氣球事件』的省思」，《民誌雜誌》，第 84 

期（2023 年 3 月），頁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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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補助 

1. 「南海灰色地帶衝突之研究」，外交部委託研究計畫，（2021/04/01-

2021/06/30）。 

2. 「美國的印太戰略與臺灣：兼論日本、印度、澳洲參與印太戰略的前景」 

，外交部學術外交駐點研究計畫，（2019/06/17-2019/08/17）。 

3. 「從中印戰略夥伴關係看臺灣與印度關係」，外交部委託研究計畫，（一

年期，2016/01/01-2016/12/31）。 

4. 「軍事同盟關係 VS. 戰略夥伴關係：美國、中國、俄羅斯與印度之結盟與

聯合的比較研究」，國科會新進人員計畫，（兩年期， 2012/09/01-

2014/07/31）。 

5. 「後冷戰時期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的轉折與演化：一個『中國崛起』因素

的探討」，國科會新進人員計畫，（一年期，2011/08/01-2012/07/31）。 

6. “Rationality, Misperception and Political Contexts: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hips as a Nested Game,”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美國康乃狄克州橋

港大學國際學院衛純娟助理教授（Dr. Chunjuan Nancy Wei）為計畫主持人 

，該計畫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所補助，（兩年期，2010/08/01-

2012/07/31）。 

7. 「民主化下的獨立問題與美國：一個『第三者』的分析角度」，國科會新

進人員計畫，（一年期，2010/01/01-2010/09/30）。 

 

專業證照 

美國 TESOL (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證照（2014） 

 

榮譽獎勵 

1. 中華民國外交部學術外交計畫獎學金（2019） 

2.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1 年度培育青年學者獎助（2012） 

3.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0 年度培育青年學者獎助（2011） 

4. 美國加州大學河邊分校研究生學院院長獎學金（2008） 

5. 美國加州大學河邊分校政治學系教學助理獎學金（200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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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參與 

1. 美國：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會員 

美國中國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會員 

國際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會員 

2. 臺灣：臺灣政治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員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員 

 

政府服務 

1. 國防部「110 年國防報告書」諮詢委員（2020-2021） 

2. 國防部「108 年國防報告書」諮詢委員（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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