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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崗學報 
民 109 年 12 月，117 期，1-24 

後疫情時期之中共武裝力量 
多樣化運用新興趨勢及其侷限 

黃秋龍 
展望與探索月刊研究員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 要 

當全球還正面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中國大陸則相對處於後疫情復甦時期1。

中共正藉武警海上維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軍事「口罩外交」國際公共產品，與複合「一帶

一路」建設戰略需求，推進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簡稱：武力多樣運用)新興形式。本文選擇

與研究題材特性相關的霸權／主導權(Hegemony)分析概念，解釋武力多樣運用形塑的霸權，

如何取得解構空間，以及為什麼霸權復歸會伴隨著侷限性。研究發現，因著美國與盟邦夥伴

關係疏離化與戒除(Abstain from)多項國際領導職能，以及國際強權(Great powers)與大國

(Major powers)，對推動類似公共產品之意願或能力相對缺乏，進而讓中共外展國際活動空間

得以解構。由於，或因其外展動機多出於自利與經濟現實考量，導致經常被理解為係「銳實

力」政治影響力滲透，甚至與國際公民社會互信、共同安全責任感的社會形構條件顯得不

足。從而，其霸權在國際社會關係再生產上的復歸上，出現反轉成侷限霸權主導優勢之難

題。 

                                                 
1 所稱疫情係指 2019 年底以來，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所引發的疫情(亦稱武漢肺炎)，世界

衛生組織將其命名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中國大陸則稱之為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亦稱新冠肺炎、新型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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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武裝警察法》、霸權／主導權、「一帶一路」建設、國際

公共產品、軍事「口罩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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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New Rising Trends and 
Limits Based on the PRC’s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Armed Forces in the 

Post-COVID-19 Era 

Chiu-Lung Hua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Institute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ROC 

Abstract 

When the world is still facing the COVID-19, the Mainland China is in a post-epidemic 

recovery period. Meanwhil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deployed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armed forces which includes maintaining national maritime rights by People’s 

Armed Police, promoting military “Mask Diplomacy”, and strategically support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adopted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hegemony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ried to explain how the hegemony shapes deconstructive domain and understand the 

hegemony’s returning limi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ed tha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eems to 

alienate allies and abstain from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the Great powers are relatively lack of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y to promote global public goods, the PRC is therefore able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space. Because the PRC’s expanding operations are generally tied to its 

economic status and self-interests, it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the “sharp power’s” political infiltration,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formation to shape global civil society consensuses and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As a result, when bring the “PRC hegemony” back in global social relations of 

reproduction, it turns to different problems limiting dominant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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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共自 2019 年底以來，在面臨「疫後綜合症」、「港版顏色革命」、

「美中科技冷戰」、南海爭端等等的國際政治博弈、軍事摩擦與外交攻防特

殊時刻，卻將武力多樣運用領域－武裝警察部隊防範處置恐怖活動、海上維

權執法、搶險救援和防衛作戰，於 2020 年 6 月 20 日，藉由修正《中華人民

共和國人民武裝警察法》(簡稱《武警法》)進一步明確化。不僅時機敏感特

殊，更將對亞太周邊與臺海安全情勢造成影響。尤其，正當我國與全球投入

防疫之時刻，更值得世人正視共軍武力多樣運用的新興趨勢，特別是涉及武

警海警海上執法，以及共軍「口罩外交」(Mask Diplomacy)的策略動向，究

竟存在哪些特殊與現實性。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概念 

一、問題意識 

事實上，中共自 2013 年 4 月 16 日發布《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

以來，由於對內維穩、境外維持和平、反恐怖主義等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涉

及侵害人權普世議題或藉以對外擴張政治影響力之疑慮，從而經常伴隨國際

社會負面評價與區域安全風險疑慮。相對的，中共仍不斷調整武力多樣運用

戰略部署與行動策略，除了複合「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基礎建設手段，甚

至以外展式國際公共產品，做為武力多樣運用之新興形式。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如此以「經濟治略」(Economic statecraft)做為獲攫取武力展示與擴張

外交影響力槓桿的形式，卻因此被識者視為美「中」關係的根本性變遷(Evan 
S. Medeiros, 2019, p. 99)。考察其所驅動的新興動力與方向，若仍以轉移內部

矛盾或大陸生產力過剩輸出等取向來認知，將顯得片面而狹隘。鑑此，本文

問題意識以為中共在後疫情階段，雖在武力多樣運用上取得優勢，為何卻同

時面臨霸權擴張的侷限或難題。從而，將嘗試從外展式趨勢發展與架構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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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進行題材與問題之觀察解釋，期望能對主題意識之理解，更具有啟發意

涵。 

二、研究概念 

對中共武力多樣運用題材與問題之理解，不僅有陷入因情緒、成見、價

值觀等感情因素的語意謬誤，傾向為其進行負面評價，並引發貶義，認定其

所複合的「一帶一路」建設也充滿風險。然而，卻未必能充分解釋為什麼既

然「一帶一路」建設充滿風險，還能持續結合境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亦

即，「一帶一路」建設究竟如何從基礎建設擴張到 5G 市場開發，以及除了

傳統海陸線之外，為什麼又能延伸出冰上絲綢之路，更向中南美洲擴張；甚

至，又複合「口罩外交」非戰爭性軍事行動，以國際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的公

共產品，做為武力多樣運用之新興形式。易言之，對此主題事實進行分類，

已無實質意義。故而，除了經驗可觸及的實體之外，理應同時存在一定的政

策意涵，甚至是一種外展趨勢與影響力之擴展，需要藉由解釋，才能發現其

特殊意義。 
鑑於國際公共產品(Global public goods)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和非

競爭性(Nonrivalrous)的特點，是成本和獲益超越國家藩籬、跨越多世代、跨

域社群的共用產品。典型的國際公共產品，包括：穩定的國際金融和貨幣體

系、開放的國際自由貿易、良好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安全保障體系與

公海航行自由等。而今，國際公共產品概念，已被應用於分析國際政治經濟

關係，指涉世界和平、區域合作、自由貿易、經濟增長、金融穩定、環境保

護、病疫防治、智慧財產權保護、度量衡與標準的統一等易於產生重大外部

效應的國際公共產品，並成為經濟全球化與國際關係的重要新興議題，對全

球治理、國際安全產生深遠影響(Boundless Economics, 2020)。由此看來，國

際公共產品既反映著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甚至說明生產該產品的意願能力是

否對稱之社會關係；其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過程，並非建制於單一制度

或純粹理念；它更因為在意象、影響力、價值觀上，對公共產品或物質層面

上的優勢宰制(Dominant power)，而在世界秩序結構中形塑霸權／主導權

(Hegemony)。因而，在國際霸權研究題材上，經常應用生產之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社會形構與世界秩序結構，做為三項分析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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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C. Schmidt, 2018, pp. 14-17)。由於，彼此在相互適應中，又會有條件制

約；霸權既不至於無限上綱為帝國主義，卻又存在相對侷限或難題。 
從而，本文研究概念，首先是就經驗歸納與理性認識的基礎上，描述新

修正《武警法》與新興武力多樣運用趨勢。其次，衍繹其政策意涵，透視武

力多樣運用的現實性；進而運用外展研究方法，從歸納武力多樣運用新興形

式，再觀察解釋其外展趨勢，是否與國際強權或大國，對推動類似公共產品

之意願或能力相對缺乏有關。最後，則從外展趨勢解釋共軍武力多樣運用，

何以因此得到空間解構，同時卻又在霸權復歸上，面臨侷限或難題。 

參、新修正《武警法》與新興武力多樣運用趨勢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王寧，於 2020 年 4 月 26 日，向中共全國

人大常委會會議做修正《武警法》草案説明，稱該法「自 2009 年 8 月 27 日

頒布實施以來，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衛人民美好生活發揮了重要

作用，也為武警部隊依法履職和全面建設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據。隨著國防和

軍隊改革不斷深化推進，現行人民武裝警察法已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需要

重新修訂完善。」(聯合早報，2020)隨後，該法於同年 6 月 20 日第 13 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修正通過，並於同月 21 日起施行(人
民網，2020)。 

新修正《武警法》，共 8 章 51 條，包括總則、組織和指揮、任務和權

限、義務和紀律、保障措施、監督檢查、法律責任、附則等章(人民網，

2020)。其中對武警領導體制、任務職責、兵力調動等方向進行調整，不僅有

其特點與政策取向意涵，更隱喻維護「習近平核心」與政權穩定的政治現

實。未來武警維穩、境外與跨域執法能力，將對我國與區域安全構成影響。 

一、新舊《武警法》修正重點比較 

新修正容主要是增加「組織和指揮」一章，將「任務和職責」一章調整

為「任務和權限」；「總則」部分明確規定武警部隊擔負執勤、處置突發事

件、反恐怖、海上維權執法、搶險救援和防衛作戰任務，並在「任務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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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章，細化執勤任務範圍規定，增加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和搶險救援的

任務範圍規定，對海上維權執法任務和防衛作戰任務做出援引性規定。同

時，為適應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和軍隊監察體制構建的實際，強化對武警

部隊權力運行的監督，於第 6 章「監督檢查」明確中央軍委監察委員會、武

警部隊各級監察委員會是人民武裝警察執行任務的法定監督機關，在執行執

勤、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海上維權執法、搶險救援任務時，接受人民政

府及其有關部門、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社會監督(人民網，2020；中國

網，2009)。 
首先，第 1 章「總則」，將武警原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實

行統一領導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修正為「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由黨中央、中央軍事委員會集中統一領

導。」(第 2 條)；新增「武裝警察部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貫徹習

近平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按照多能一體、維穩維權的戰略

要求」(第 3 條)；原安全保衛任務以及防衛作戰、搶險救災、參加國家經濟

建設等任務，明確為「六位一體」－「擔負執勤、處置突發社會安全事件、

防範和處置恐怖活動、海上維權執法、搶險救援和防衛作戰以及中央軍事委

員會賦予的其他任務。」(第 4 條) (人民網，2020；中國網，2009)。 
其次，第 2 章「組織和指揮」，規定武警由內衛部隊、機動部隊、海警

部隊和院校、研究機構等組成(第 9 條)；指揮體制由原「調動、使用人民武

裝警察部隊執行安全保衛任務，應當堅持嚴格審批、依法用警的原則。具體

的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修正為「平時執

行任務，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或者中央軍事委員會授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組織

指揮」(第 10 條)，並明確指揮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平時與人民解放軍共同

參加搶險救援、維穩處突、聯合訓練演習等非戰爭軍事行動，由中央軍事委

員會授權戰區指揮。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戰時執行任務，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或

者中央軍事委員會授權戰區組織指揮。」(第 10 條)；原有關調動、使用武

警，具體的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修正「批准

許可權和程序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遇有重大災情、險情或者暴力恐怖事

件等嚴重威脅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緊急情況，人民武裝警察部

隊應當依照中央軍事委員會有關規定採取行動並同時報告。」(第 12 條) (人
民網，2020；中國網，2009)。識者所關切的原「中國海警局」職能角色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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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前係由公安部分管海警工作的正部級副部長兼任，與「國家海洋局」是

「一個單位，兩塊牌子」，對外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進行執法行動，同時

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然自 2018 年 3 月起，中共進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海警隊伍改隸武警部隊領導指揮，並調整組建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

隊海警總隊」，仍稱「中國海警局」(新華網，2018)。 
再者，第 3 章「任務和許可權」，將原概括性的「安全保衛任務」規

定，修正具體化為「執勤任務」(第 15 條)、「參與處置動亂、暴亂、騷亂、

非法聚集事件、群體性事件等突發事件」(第 16 條)、「參與防範和處置恐怖

活動」(第 17 條)、「參與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的

搶險救援」(第 18 條)。協助政法任務，明確為「協助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

關依法執行逮捕、追捕任務，協助監獄、看守所等執勤目標單位執行押解、

追捕任務，協助中國人民銀行、國防軍工單位等執勤目標單位執行押運任

務。」(第 15 條第 7 款) (人民網，2020；中國網，2009)。 
第四，對武警行使準司法警察職權進行規範，於第 3 章「任務和權限」

第 20 條規定：「人民武裝警察執行任務時，發現有下列情形的人員，經現場

指揮員同意，應當及時予以控制並移交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或者其他有

管轄權的機關處理：(一)正在實施犯罪的﹔(二)通緝在案的﹔(三)違法攜帶危

及公共安全物品的﹔(四)正在實施危害執勤目標安全行為的﹔(五)以暴力、威

脅等方式阻礙人民武裝警察執行任務的。」第 26 條則明確武警境外執法規

定：「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出境執行防範和處置恐怖活動等任務，依照有關法

律、法規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規定執行。」至於，海上維權執法任務，則由

法律另行規定(第 47 條)。執行戒嚴任務，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

規定執行(第 49 條) (人民網，2020)。 
第五，於第 5 章「保障措施」第 32 條第 1 項，規範向武警通報情報訊息

之規定：「為了保障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執行任務，中央國家機關、縣級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依據職責及時向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通報下列

情報信息：(一)社會安全信息﹔(二)恐怖事件、突發事件的情報信息﹔(三)氣
象、水文、海洋環境、地理空間、災害預警等信息﹔(四)其他與執行任務相

關的情報信息。」同條第 2 項，賦予情報訊息跨域數據庫職能：「中央國家

機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建立情報信息共享機

制，可以採取聯通安全信息網絡和情報信息系統以及數據庫等方式，提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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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任務相關的情報信息及數據資源。(人民網，2020) 
概括看來，共軍新興武力多樣運用，不僅係以跨軍地、軍文關係改革，

以及境外執法、複合準司法警察權與情報訊息跨域數據為多樣化表現形式。

而且，若藉由近期美國詹姆士鎮基金會(The Jamestown Foundation)新建構的

「隱形戰爭」(Stealth War)網站角度觀察，上揭多樣化表現形式，對應著特殊

的戰略想定。亦即，在不對外(美國)公開武裝衝突前提下，優化使用經濟、

網 路 與 間 諜 等 多 樣 手 段 ， 發 展 出 超 限 戰 (Unrestricted Warfare) 規 則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0)。而今，美「中」強權間的撞擊，已進入後疫情

時期，彼此對全球霸權與影響力之「隱形戰爭」，不可能戛然而止(Bonnie S. 
Glaser and Kelly Flaherty, 2020, p. 35)。其中，有關中共武力多樣運用新興形

式之趨勢，勢必引起關注。 

肆、透視武力多樣運用的政策意涵與現實性 

中共論述多樣化軍事任務，在提出《2006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即已

展開政策倡議，《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公布，亦曾宣示多樣化軍事議

題，2012 年「十八大」報告中也宣示「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2013 年

4 月 16 日首度發布《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國防白皮書，承擔該白皮

書擬制單位－中國軍事科學院國防政策研究中心，不僅具體闡釋武裝力量如

何多樣化運用在政策議題上，影響共軍實際運作；而且，亦係首度結合安全

戰略情勢，論述共軍戰略意圖與政策應用方向。時任擬制工作專家組組長、

中國軍事科學院國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陸軍少將陳舟，認為武力多樣運

用，係中共面對複雜多變的安全環境，首次公開武力多樣運用所需要堅持之

五項政策和原則為：「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平發

展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要堅持我們一貫原則，就是

自衛原則。堅持戰略上的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原則，就是我們講的，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其次，中國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必須是基於國家的核心安

全需求，要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著眼維護和平，扼制危機和打贏戰

爭。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第三要樹立綜合安全觀念，參加國家建設，

搶險救災，維穩，打擊各種暴力恐怖活動，安保警戒任務，加強應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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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護航，撤離海外公民等行動能力建設。第四，深化安全合作，履行國際

義務。中國武裝力量是國際安全合作的宣導者，推動者和參與者，是這次白

皮書非常強調的一點。最後一點是要嚴格依法行動，嚴肅政治紀律。必須要

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涉外的行動還要遵守聯合國的憲章的宗旨和原則，

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要堅持在雙邊多邊條約的法律框架內行動，也就是說

涉外的行動既要有合理性，還要合法性。」(中國廣播網軍事頻道，2013) 
概括看來，武力多樣運用議題與政策應用，不僅在樹立綜合安全觀念，

以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能力建設；同時，也在為共軍對外爭取國際活動空間

與形塑話語權，對內則在提高大陸社會對共軍之認同接受程度。質言之，也

就是對內外部的意象、影響力、價值觀與霸權關係之社會形構，以及運用手

段。證諸習近平在 2017 年「十九大」報告，即明確提出「新型安全領域」與

「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相對應的形構觀念。事實上，其表現形式即係

戰略預警、軍事航太、防空反導、資訊攻防、戰略投送、遠洋防衛等(中共國

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進而，以此參照未來武警非戰爭軍事行動，也與

「新型安全領域」、「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有諸多互為對應之處。而

今，武警海警不僅成為全球最大之武裝警察、海岸巡防力量，更擁有戰術運

輸通用與攻擊型直昇機(Joel Wuthnow, 2019, p. 4)，反潛機、運輸機(執行客

貨、防護、測量、巡邏、勘察、救護、跳傘等任務)，以及 2,000 至 10,000 噸

排水量海警艦(配置水砲、集束防暴彈、發煙霧彈、導航等設備) (Michael 
Green, 2016)、大型登陸艦、飛彈護衛艦、布雷艦、破冰船、電子偵察船等陸

海 空 立 體 聯 合 執 勤 能 力 (Joel Wuthnow, 2019, p. 15;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 71)。 

易言之，這不僅是中共藉非戰爭軍事行動策略，服務於武力多樣運用戰

略構想；同時，具體實踐在武警海警的武力多樣運用形式，也對應著戰略預

警、防空反導、資訊攻防、戰略投送、遠洋防衛等「新型安全領域」，以及

「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事實上，武警在 2002 年期間，即成立海外維

和行動訓練中心，投入非戰爭軍事行動(Joel Wuthnow, 2019, p. 29)。基此，對

中共而言，武力多樣運用同時複合著政策意涵與現實性，意謂共軍在爭取國

際活動空間、形塑話語權，以及霸權關係之社會形構。一方面，可能藉由武

力多樣運用的解構與復歸，做為外展非戰爭性軍事之動力。再方面，也可解

釋共軍武力多樣運用新興趨勢的直接原因，顯然與國際強權或大國，對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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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公共產品之意願或能力相對缺乏，從而解構了共軍國際活動空間與形塑

話語權場域。 

伍、共軍外展武力新興趨勢及其解構 

從國際霸權觀念的生產社會關係、社會形構與世界秩序等三項分析層面

看來，可用以解釋當國際強權或大國，因對推動海上維權、軍事「口罩外

交」等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或「一帶一路」基礎建設所謂公共產品之意願能

力相對缺乏時，從而讓共軍國際活動空間得以解構。再者，從國際霸權分析

觀念看來，則同時揭示了中共霸權不至於衍生為帝國主義，卻存在著相對的

侷限或難題。 

一、中共武警海上維權行動具有現實性 

中共新興海上維權行動，係將軍事行動與準司法警察權相互複合起來，

並體現在《武警法》對武警執勤任務範圍的細化規定，增加處置突發事件、

反恐怖和搶險救援的任務範圍規定，對海上維權執法任務和防衛作戰任務新

增援引性規定。然而，中共卻將此複雜問題，不僅由武警海警統攝事權，更

具體反映共產黨人的辯證兩重性，亦即武警既朝向「六位一體」聯合作戰能

力，又可為反恐怖主義任務(《反恐怖主義法》第 71 條)與境外執法履行準司

法警察權。尤其，有關執行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海上治安和安全保

衛、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漁業管理、海上緝私等方

面的執法任務，對民主體制國家而言，因經常係涉及跨部門與多領域的複雜

問題，更容易與中共威權黨國體制產生磨擦或爭議。不僅未來兩岸面臨海上

維權執法問題可能質變，除涉及我政府跨部門與多領域協調問題，也將造成

我方需面對武警海警，甚至中央軍事委員會等指揮機關。有關兩岸海上執法

合作的「對接」與適法性等問題，以及如何避免出現兩岸聯手維護「國家海

上主權」疑慮，都將影響兩岸互動意願與程度，從而產生反轉倒逼效應，限

縮其海上維權執法效能。再者，中共將軍事與準司法警察權相互複合起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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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維權模式，未必契合周邊國家共同安全認知與執法措施，從而相對侷限

其維權執法效能或產生難題。 
固然，共軍武力多樣運用新興趨勢，多可指涉非傳統安全治理領域，並

做為參與國際活動空間之形式與政策論述，然卻仍面臨著內、外部條件侷

限。一方面，因為中共官方投入非傳統安全治理之獲利必然有限，而且公民

社會參與空間與能力也相對落後又不足。再者，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中

共參與非傳統安全治理之態度依然舉棋不定。而且，中共習慣採取國家對國

家的國際合作傳統模式，然而許多非傳統安全領域或威脅，卻經常來自於非

國家(Nonstate)與次國家(Substate)的新興行動者。相對於國際社會，中共不僅

最為缺乏與新興行動者交往經驗，也更不願與其等互動。甚至，近年來中共

與周邊鄰國之主權或海事權益爭端，也將限縮共軍非傳統安全政策實踐能

力。鑑此，美國極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分析中共參與全球非傳統安全治理，即指出中共宣稱深

化國際維和行動、人道救援、災難救助與航線安全維繫合作，其武裝力量之

運用是國際安全合作的宣導者、推動者和參與者。然而，其動機多出於自利

與經濟現實考量(Lucy Best, 2020)。質言之，也就是為習近平倡議「一帶一

路」建設的戰略需求而服務。 

二、共軍「口罩外交」呈現內外有別戰略模糊考量 

在德國領先群倫的智庫，也是歐洲專門研究中國大陸之最具規模機構－

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統計分析自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來，今年 3 月 13 至 6 月 19 日，共軍空軍已曾向 46 國軍

隊提供防護服、醫療用口罩、額溫槍等防疫物資(Helena Legarda, 2020)；6 月

25 日起，則新增對玻利維亞、古巴、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等中南美洲

國軍隊提供防疫物資(人民網，2020b)。 
然而，共軍「口罩外交」卻有其特殊戰略意涵，其一，擴張戰略目標：

將目標除了由亞洲、中東、非洲等傳統的開發中國家，擴及到日本、德國、

義大利、西班牙等已開發國家，藉以展現中共黨國與共軍在全球戰略重要性

上的企圖心。其不僅具體服務於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需求，

對該建設中亞、南亞、非洲與中東歐沿線國家軍隊提供防疫物資；抑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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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共參與國際組織、多邊論壇，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國家，做為戰略著眼，

尤其是針對歐洲聯盟與聯合國。其二，兩條路線運動：黨國與社群媒體，對

內高調報導傳播防疫物資援外，以及「中國」是控制疫情的典型，用來投射

軟實力與形塑話語權；對外刻劃「中國」能成功控制疫情，並做為援助他國

的負責任「國家」。然而，對共軍援外訊息則刻意保持低調，即使《解放軍

報》亦一反常態罕見報導，或內容從簡掠過。可見，中共內外有別的戰略模

糊考量，除意在改變吸引外媒注意與博取控制疫情讚揚的「大外宣」制式作

法；相對的，於 2019 年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以來，更著眼於藉「推動

構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新型安全夥伴關係」，「積極發展對外建設性軍

事關係，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軍事外交新格局」，以及「積極提供國際

公共安全產品」(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培養具有自我風格的負責

任國際大國意象之戰略考量。 
即使，當前共軍援外防疫物資不夠透明，或未必能充分解決當地國醫療

資源匱乏問題，甚至未見得能改善接受國社眾或公民社會對「中國」的刻板

意象。值得注意且不同以往的是，中共欲運用軍事外交做為外交手段，對當

地政治菁英尤其是軍事部門菁英，既在聚積善意又為「確保買入(獲得)」

(Securing buy-in)。從而，共軍援外防疫係以軍事部門為標定對象，強化彼此

軍事雙邊關係，刻劃成處於危機時刻有別於美國與歐盟，彼此做為重要且可

信賴的夥伴。進而，藉由受援國之軍事菁英，支持中共所偏好的全球擴張意

圖(Helena Legarda, 2020)。隨著「力爭到 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

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政策宣示(人民網，

2020c)，以及中共建政 100 年 2049 年之到來，設定「在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

力上成為全球領導者」(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 4)，
共軍將打贏戰爭、取代美國之戰略目標(美國之音，2019)。而今，雖然正值

美「中」關係持續惡化，卻既給予中共投資軍事外交下定決心，又因新冠疫

情令共軍援外防疫處於最佳機遇。尤其，共軍「口罩外交」相較於制式的中

共黨國「口罩外交」，即使顯得規模微型，卻隱涵道德訓示 (Moralizing 
undertones)，並藉此拉近與中共中央的連結(Helena Legarda, 2020)。質言之，

提供國際公共安全產品，對運用影響力重塑國際生產社會關係而言，可用以

修飾「一帶一路」建設的煽動性(Inflammatory)，或依對象不同，進行特製化

敘事(Narrativ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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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看來，當前中共武力多樣運用，之所以出現新興趨勢，固然因國際

強權大國，對生產運用該等產品的意願能力不相對稱有關。尤其，美國總統

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主政以來，不僅因與盟邦夥伴關係疏離化，導致國

際秩序解構，進而讓中共取得外展國際活動空間機會；而且美國戒除多項國

際領導職能，也使得中共藉機積極形塑國際話語權(Bates Gill, 2020, 108)。易

言之，隨著國際強權大國間，存在不對稱之生產社會關係，相對解構了中共

外展武力多樣運用的國際活動與形塑話語權空間，包括運用所謂的武警海上

維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軍事「口罩外交」國際公共產品、非傳統安全治理

等形式。同時，其社會形構過程，並非建制於單一制度或純粹理念，不僅呈

現內外有別之戰略模糊考量，也經常因受援對象差異而有不同隱涵道德訓

示，以藉此「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軍事外交格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

聯合代表團，2019)。從而，既拉近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連結，鞏固習近平核心

與政權統治優勢，也在世界秩序結構中，形塑其主導優勢之霸權地位。 

三、武力多樣運用空間解構複合霸權復歸難題 

整體而言，共軍武力多樣運用的新興趨勢，不僅武警非戰爭軍事行動，

與「新型安全領域」、「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有諸多互為對應之處；

而且共軍「口罩外交」亦係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範疇。事實上，也為「一帶一

路」建設戰略需求服務，並以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的國際公共產品，做為武力

多樣運用之新興形式。固然，此新興趨勢之所以出現，係與國際強權大國對

類此國際公共產品，存在不對稱之生產社會關係有關，從而相對解構了中共

外展武力多樣運用的空間，顯讓中共中央下定投資軍事外交之決心，共軍援

外防疫亦處於最佳機遇，有利於形塑其主導優勢之霸權地位。 
然而，從霸權分析觀念看來，霸權擴張卻不至於無限上綱為帝國主義，

主要係決定霸權之生產社會關係、社會形構與世界秩序結構等三項層面，彼

此在相互適應中又有條件制約。換言之，即使中共外展武力多樣運用空間得

以解構，形塑其優勢霸權，然卻在霸權復歸中，仍將面臨相對侷限或難題。

證諸，新冠疫情以來，黨國與社群媒體，對內高調讚頌中國共產黨；相對

的，對外卻因面對國際霸權「誣陷中國政府疫情不透明」的怒氣與疑慮，則

得採取霸權纏鬥、連橫合縱與勸服策略(Nikita Savkov, 2020, p. 20)。從解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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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歸觀念看來，對內宣傳相較於對外橫縱勸服，不僅至高無上，且有助於解

構黨國統治的合理性危機；然而，在對外霸權復歸上卻有相對侷限性(Bates 
Gill, 2020, 110)。同理，也說明共軍援外訊息刻意保持低調之必然。考察其原

因，主要係黨國意志凌駕一切且至高無上。藉由檢視《新時代的中國國防》

「推動構建地區安全合作架構」、「積極提供國際公共安全產品」內容(中共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可以發現仍係以黨國與軍事菁英外展模式為主，

其與當地公民社會之交往，以及大陸公民社會在國際參與空間與能力，則相

對落後又不足，從而也侷限了對外高調宣傳之優勢。 
2018 年 2 月 5 日，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與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

(Berliner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發表聯合報告「威權主義之進展：應

對中國在歐洲政治影響力的日增」 (Authoritarian advance: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指稱中共正急速提升影響歐洲的

力量，但其獨裁管制特性，卻對自由民主、歐洲價值觀與利益構成重大挑

戰。中共主要透過公民社會、學術界、傳媒輿論與政治菁英影響歐洲政治。

其目標在於就特定議題和政治議程獲得全球支持、削弱西方國家的團結，以

及營造全球對中共現行政治體制更好的觀感(Thorstern Benner, Jam Gaspers, 
Mareki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and Kristin Shi-Kupfer, 2018, pp. 2 & 5)。顯

然，中共黨國意志凌駕一切的特性，固然仍有機會解構其外展空間形塑霸

權，然而霸權復歸卻有所侷限。正如當前武力多樣運用，可以多種形式呈

現，然卻經常被理解成是「銳實力」(Sharp power)的應用或政治影響力滲

透，徒增國際社會對中共向全球擴張的疑慮甚至恐懼。 
中共黨國體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所謂公民社會、社會團體或非政府組

織，須由黨的幹部領導或掛靠政府機關。黨國主導優勢，既弱化公民社會參

與國際活動空間與能力，也形成黨國單方面承擔社會治理的風險，導致社會

矛盾易於激化為權力路線爭鬥與政治動盪。實際上，也反映出中共黨國體

制，長期凌駕公民社會的內在體制結構難題。因而，未來後疫情時期的「大

外宣」，中共仍將置身公民社會前沿，針對「反中國」聲浪，增加操作大陸

民族情緒，以應對霸權復歸難題(Bates Gill, 2020, p. 98)。然而，就形塑話語

權之方法與論述規範看來，難題之所以相互伴隨，其中關鍵機制，主要係來

自於公民社會，以及賴以擴展與多樣化關係所形塑的文明場域，顯得較為欠

缺。從而，中共若為黨國利益持續增加國際政治宣傳強度，不僅恐將激化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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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間競逐，甚至也與形塑話語權軟實力，應放鬆黨的控制之規範，出現背道

而馳難題(Bates Gill, 2020, p. 107)。 
同理，武警海上維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不可能片面依賴其黨國有形能

力，還得與周邊國家公民社會，建立互信與共同安全責任感。相對的，若是

在缺乏互信與共同安全觀，恐將反轉為匱乏／無良治理(Poor Governance)。
如同，在當前政治現實考慮下，周邊合作國家若欲獲得中共實惠，既要面對

其軍事外交的擴張性政策(如海權宣示與維權、防空識別區劃設等)，又得勉

強接受形式上的和平、合作宣示，即使有反對立場也只能保持沉默(Robert 
Sutter and Chin-hao Huang, 2013, p. 67)。鑑此，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與「一帶一

路」建設相互複合，然若仍舊依賴黨國部門與國營企業進行外展政策，包括

攫取國際戰略能源的自利取向不變，並企圖在全球治理上發揮影響力。顯

然，將難以具體實踐環境資源永續發展，以及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
普世價值(Richard Weitz, 2013, pp. 7-8)。 

甚至，可能反轉為「弄巧成拙外交政策」(Self-defeating Foreign Policy)。
尤其，中共為維繫其周邊安全，過度的對周邊進行投資，反而將伴隨負作

用。因為，過於外展將讓周邊國家認為，中共意圖藉此影響其內部事務而感

到憂慮；而且，中共之崛起，也使周邊國家社會不安全意識上升，為其帶來

環境資源剝奪，大陸與當地勞動社群關係緊張、失業問題以及非法移民等問

題。從而，讓原本各行其是的周邊國家，除轉向與美國、日本交往，以平衡

中共政治影響力之外，也另行發展次級合作關係，以保護各自利益(Jeffery 
Reeves, 2013, pp. 140 & 144-145)。可見，若未經公民社會互信與共同安全責

任感的社會形構，終將使得其外展政策弄巧成拙為「銳實力」滲透疑慮，以

及衍生成遭國際社會質疑之難題。 
由此看來，對中共新興武力多樣運用的霸權場域解構與復歸難題，也就

是生產社會關係、社會形構與世界秩序結構等層面，彼此的相互適應與有條

件制約。鑑此，以霸權場域之解構與復歸觀點，來檢視中共所謂「中國

夢」、「新型大國關係」、「履行多邊主義承諾」、「新型安全夥伴關

係」、「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等多種世界秩序宣示。就該等宣示對照其

擴張性軍工產業，以及反介入／區域阻絕戰略之投射威脅能力，在國際生產

社會關係上，即顯得不相對稱。尤其，與周邊區域的社會形構不足，仍將限

縮其武力多樣運用之外展。一方面，是否足以磨滅彼此對區域衝突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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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不夠明確(Catharin Dalpino, 2013, p. 7)。再者，由於 2014 年的後阿富汗

情勢，不僅美國態度仍不明朗，周邊與中共之合作動力，仍受到其等內部政

權承續、青年失業與無良治理之制約，進而影響其等對外行動之抉擇與方向

(Mamuka Tsereteli, 2013, p. 170)。事實上，周邊與中共合作，也必須在世界秩

序結構中尋求戰略平衡(Roger McDermott, 2013)。顯見，即使中共武警海警海

上執法與共軍「口罩外交」，做為武力多樣運用的新興形式，也對應著「新

型安全領域」與「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以形塑其霸權外展主導優

勢。然而，當公民社會互信與共同安全責任感的社會形構不足時，或又因中

共安全承認與威脅能力，在國際生產社會關係上顯得不相對稱時，又將在世

界秩序結構中，限縮其霸權或主導權。 

陸、結語 

論述武力多樣運用政策議題，既為共軍爭取國際活動空間話語權，也在

對內提高大陸社會對共軍之認同接受程度。共軍在中共政治體制中，正逐漸

嘗試超越傳統角色。而今，武警海警海上執法與共軍「口罩外交」，成為共

軍武力多樣運用的新興形式，不僅對應著「新型安全領域」與「新型作戰力

量和保障力量」戰略意涵，也意謂著特殊的政策動向，表明中共對軍事外交

更顯自信與下定決策，亦因新冠疫情令共軍援外防疫處於最佳機遇，進而朝

世界秩序結構，形塑其主導優勢之霸權地位。尤其，武力多樣運用能為「一

帶一路」建設戰略需求提供服務，並以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的國際公共產品，

重塑國際生產社會關係，用以修飾外展影響力的煽動性，或進行特製化敘

事。然而，從世界秩序結構角度看來，霸權外展卻有其現實性。 
從國際霸權解構與復歸的分析觀點看來，美國與盟邦夥伴關係疏離化，

甚至戒除多項國際領導職能，導致世界秩序解構，進而解構中共外展國際活

動空間，並藉機積極形塑國際話語權。換言之，因國際強權或大國，對投入

新興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或國際公共產品之意願能力相對缺乏時，國際生產

社會關係也隨之解構。固然，中共因此在武力多樣運用上取得優勢宰制，且

在世界秩序結構中形塑霸權，卻不至於衍生為帝國主義，然在霸權復歸上，

仍存在著相對侷限或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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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儘管中共在外展武力多樣運用，可以採取武警海上維權非戰

爭性軍事行動、軍事「口罩外交」國際公共安全產品、非傳統安全治理等新

興形式。然而，其動機多出於自利與經濟現實考量，甚至經常被理解為係

「銳實力」的應用或政治影響力滲透，徒增國際社會對中共崛起的疑慮甚至

恐懼。最值得關切的是，霸權之復歸不僅止於此侷限性，還將面臨霸權在國

際生產社會關係再生產時的難題。亦即，霸權復歸必然面臨生產關係的再生

產，係取決於再生產與社會形構是否相互適應。然而，中共外展武力多樣運

用最關鍵的再生產要素－與國際公民社會互信與共同安全責任感的社會形

構，卻顯得不足，又將反轉成為侷限霸權主導優勢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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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媒介生態學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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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基於意識到數位、通訊與網路等科技形成的巨大媒介匯流，已然全面滲透到我

們的日常生活中；軍事傳播研究領域，也體認到新傳播科技發展下，帶來傳播環境與生態的

巨大變革，因而亟思應變與掌握。面對當今匯流科技快速發展以及傳播工具與方法的不斷演

進，強調不同媒介特性的媒介生態學觀點與理論，當能強化我國軍事傳播相關研究的能量，

進而有助提出包括國軍形象、軍事行銷、國防教育等有效之傳播策略，尤其是針對年輕世

代。本文提出當代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一些契機，不僅拓寬媒介生態學的探索視野和觸角，並

有益於往後相關研究內涵的豐富與完整。 

關鍵詞：媒介匯流、媒介生態學、軍事傳播、跨學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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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nd methods,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cology emphasizes different 

media’s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expand the field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related research. 

Moreover, it thereby helps to propose som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building 

military image, improving military marketing, and promoting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for younger 

generat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d some major niches of contemporary media ecology research, 

which not only expand the horizons and tentacles of media ecology,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nrichment and integrity of related field. 

Keywords: Media Convergence, Media Ecology, Military 
Communi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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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軍事傳播領域面臨網路以及新傳播科技變革所帶來的挑戰，

而相關主題的研究與探討從媒介匯流、社群媒介到大數據運用等，皆反映出

當前國軍對於時代變遷的警覺與重視。本文主張，面對當今網路、數位科技

快速發展以及傳播工具與方法的不斷演進，強調不同媒介(科技)特性的媒介

生態學(media ecology)觀點，當能強化我國軍事傳播與新聞相關研究的能量，

進而有助於提出包括國軍形象、軍事行銷、國防教育等有效之傳播策略，尤

其是針對年輕世代。 
事實上，當代以網路為核心的新傳播媒介發展，形成所謂的媒介匯流現

象，不僅改變新聞傳播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同時也牽動傳播學領域的研究

思維。面對匯流衝擊，由於能夠深刻考察當代媒介(科技)環境及其衍生現象

之故，使得當代媒介生態學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遠大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

期。因此，媒介生態學可以做為(軍事)新聞學與傳播學領域，在媒介研究以

及策略應用上的補充與強化。 

壹、問題意識 

網路、數位及行動通訊等科技高度發展下，面對面的口語肢體互動、平

面紙張形式的讀寫、一對多大眾廣播等以往主流傳播行為，在我們的日常生

活裡已逐漸淡出、退場。而關於這些轉變，就傳播研究而言，它們意味著什

麼？「傳播媒介」從過去平面(書籍、報紙、雜誌)與視聽(廣播、電視、電影)
的簡單分類，到有線電視、錄放影機、衛星、電腦網路、光纖、雷射、高畫

質電視、行動電話等「新傳播科技」；二十一世紀 Web 2.0 興起，YouTube、

Facebook、Twitter、Line 等「新(新)媒介」開啟雲端紀元。傳播媒介不斷擴張

疆界，而此刻電腦、電信與傳播媒介的匯流(convergence)趨勢，更持續地挑

戰著傳播媒介的定義，傳播研究者又該如何看待與因應？ 
在一篇將 Lady Gaga 與 Bob Dylan 比較的文章評論中，陳立恆(2012)觀察

到流行音樂主流，已經從 Bob Dylan「宣揚社會改革的詩意理想」過渡到

Lady Gaga「放大虛擬浮華的聲色崇拜」；宣告著上個世紀普遍推崇「雋永」

與理想的時代精神，已轉移到強調追求短暫與刺激感的新世紀，它標誌著電

視與網路兩個不同媒介文化的主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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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斷推陳出新、多元複雜的媒介科技(包括各式平台介面、軟硬

體、電腦設備、通訊載具等)，構成我們生活與生存的方方面面。單以「螢幕

(screen)」為例，不僅成為串聯人們日常生活裡溝通、工作、娛樂、新聞資訊

或知識來源的共同(甚至唯一)介面，也是當代人現代生活中的重要體驗媒

介，甚至也是被人們稱之為現代性(modernity)的現象中最新的一個象徵或標

示：重度地依賴各種螢幕。而根據《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所公布全台護眼

趨勢調查顯示(聯合新聞網，2019.10.02)，國人每日 3C (電視、電腦、智慧型

手機)的用眼時間逐年增加，去年(2019)更首度突破 10 小時(平均達 10.7 小

時)，換言之，扣除一般睡眠時間，幾乎有 2/3 的時間都和 3C 產品為伍。 
而日漸成熟的全球網路系統，不僅為媒介匯流時代揭開序幕，同時也為

我們形塑出一個多螢(multi-screen)、跨螢(cross-screen)的新環境；跨螢是指依

序使用不同的螢幕，多螢則是同時地利用多個螢幕裝置(台灣媒體趨勢報告，

2013) 。 在 多 螢 ∕ 跨 螢 趨 勢 下 ， 也 逐 漸 形 成 所 謂 的 「 媒 介 多 工 (media 
multitasking)」現象，台灣有高達 77.4%的人偏好一邊上網一邊看電視(蘇建

州 ， 2010) ， 對 年 輕 世 代 的 影 響 更 甚 ， 美 國 非 營 利 組 織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的研究報告，就指出年輕世代被數位科技所圍繞，媒介多工已是

稀鬆平常(Roberts, Foehr & Rideout, 2005)。 
上述之討論，不僅讓我們感受到大環境裡許多文化興味與社會趨向的一

些質變，也都觸及一個重要的傳播議題：即媒介或科技如何形塑我們的生存

環境，以及不同媒介是否存在著不同的傳播特性？這當中，傳播媒介技術以

及形式層面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貳、媒介匯流啟動軍事傳播新思維 

近年來，網路及媒介匯流的快速發展，啟動軍事傳播研究的新思維，例

如國防部近幾年所舉辨的「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也大多圍繞著新媒體、

數位環境、Web 2.0、大數據等關鍵詞進行相關的探討，以回應新媒介科技時

代的變遷與挑戰。因此，如何結合匯流時代的各種社會文化脈動，以及瞭解

閱聽人傳播行為與心理，靈活而多元地運用數位、網路等新媒介或載具，適

時而有效的進行軍事傳播工作，是當前國軍的重大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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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匯流大環境背景下，軍事傳播學做為傳播學研究的一個支脈，無

法自外於整體傳播環境變革之影響。同時，現代戰爭型態也進入新的紀元，

並促成了軍事傳播學對於傳播者、傳播通道、接收者等傳播要素的不同思維

(胡光夏、陳竹梅，2010)。無論是有別於過去以「資訊戰爭 (information 
warfare)」、「網路中心作戰(network-centric warfare)」或「網路戰爭(cyber 
war)」為主流思維的「第四代戰爭」(莫大華、陳偉華、陳中吉，2018)，或是

泛指 2010 年後之戰爭特性的「第七代戰爭」(王長河，2019)，都指向了未來

「非正規戰爭」以及「傳媒心理戰」的重要性。 
再者，當前我國與假想敵雙方的軍武力量仍有一定差距，處在類似「不

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現實狀態，更應該採取非傳統策略以及戰

術之新思維。因此，「軍事傳播」將成為未來的戰場，其使用的武器則為各

種傳播媒介或技術，包括數位與類比，訴求對象則涵蓋大眾、小眾、分眾以

及個人。軍事傳播研究者有必要更深入探索不同媒介(形式)的不同特質。以

多螢∕跨螢的媒介使用為例，不僅要思考將訊息放在不同種類的螢幕上，還需

要瞭解每種螢幕的各自特點、證明(或否證)使用該媒介的適恰性以及考量媒

介使用的平衡等，以求達到最好的傳播效果，而這些都必須對於媒介特性有

更細緻的理解與掌握為前提。 
面對傳播環境的劇變，我們的(軍事)新聞傳播知識系統理當探索時代與

大環境的特性、回應環境的變化，並對相關的知識內涵與結構予以修正或升

級。我們所處的媒介匯流時代，它的特性之一即是各種媒介在技術和物質形

式方面的消長演變，趨於更快速、更多樣態。 
從實務面而言，軍事傳播相關事務涵蓋國軍形象宣傳、軍事行銷、國防

教育、戰爭報導等範疇，本就牽涉不同性質的任務或目的，面對當代網路以

及新傳播科技的快速演變和推陳出新，更添掌握傳播成效的複雜度與困難

度。就此而言，做為一種研究方法、強調「媒介即訊息」以及不同媒介具有

不同偏向的「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在當代軍事傳播研究上，應該被

賦予更多的研究能量以及發揮更關鍵的角色。 

參、網路與媒介匯流環境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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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網際網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深深地影響和改變人們的生

存模式，這種趨勢還在日新月異地持續發展著。從政府到企業、從社區到學

校、從工作到休閒娛樂，人類這種新型生存空間和生存模式集合構成了一種

「網路社會(cybersociety)」(張真繼、張潤彤，2008)，它既保留了傳統社會的

一部分因素，又體現出完全不同的新特徵。 

一、網路環境的「架構」作用 

在技術前提下，網路媒介提供的每一種功能、應用或服務，都是我們藉

以相互互動或交流的介面，例如 Google 搜尋平台、部落格、Facebook、

YouTube、網路遊戲等。每一種服務均組成了其特有的「社會」結構，人們

在其中產生獨有的互動方式與習慣。日本資訊環境觀察家濱也智史，把網路

上的這種服務或工具視為一種「架構 (architecture)」或結構 (蘇文淑譯，

2006)。 
那麼，架構有何作用呢？根據美國憲法學者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指出，控制人類行為與社會秩序的四種方法，除了規範、法律、市

場，還包括架構。為了達到控制手法的有效運作，前三項方法都必須讓受控

方(閱聽人、使用者)，經過內化其價值觀或規則的過程來完成；然而，「架

構」則不受限於受控方原有的價值觀或想法，就技術上或物理上而言，他∕她
們已被封固了行為的可能性，導致相當於「強制人們遵循某些事」的規則效

應(劉靜怡譯，2002)；此「架構」作用於人們的無意識間、並形成「規則」

(蘇文淑譯，2006)。 
此外，傳播學者 Roger Silverstone 引用 Isaiah Berlin 的概念，宣稱現今的

媒介環境已成為我們「經驗的一般性結構(general texture of experience)」的一

部分(陳玉箴譯，2003:3)；所謂經驗的一般性結構，是指那些觸及生命基礎本

質的經驗，以及那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或在與他人共處溝通時必然會擁有

的經驗。在此，我們認同 Silverstone 把媒介當作「經驗的一般性結構」來研

究的想法，因為網路科技下的現代生活，已是我們如此「理所當然且必然會

擁有的經驗」。 
換言之，現代人生活在網路社會空間裡，使用著媒介匯流下各種技術、

工具(包括應用程式、軟硬體、資訊平台等)，沉浸在不斷變化、五花八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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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與功能裡。而從媒介生態學觀點，舉凡上述各種技術、工具、軟硬

體服務等「一切人工製造物」都應該視為廣義的「媒介」，它們都會產生一

種背景，即一種環境和相關技術的複合體；通常我們對這樣的背景渾然不

覺，因為我們把它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既定事實」(何道寬譯，2010:170)，如

同前文所提的架構或結構，它成為在人們無意識間作用的「規則」。也因

此，麥克魯漢才會提醒傳播研究者，不要被媒介的「內容」所蔽，因而錯失

理解媒介本身的性格，因為正是媒介(而非內容)本身塑造並控制了人事關聯

與人們行動的規模和型態(鄭明萱譯，2006:37)。 

二、網路媒介具有自主性 

網路的功能從早期簡單的文字檔，到 1990 年代後有了影像和聲音，進入

世紀之交則已經將通訊、廣電、電腦等媒介「匯流」，而形成「媒介中的媒

介」(宋偉航譯，2000:27)。今天，將網際網路視為我們這個時代人們藉以交

流互動最主要的媒介系統，是人們生活、工作、娛樂的重心處所，殆無疑

義。不僅如此，隨著使用的普及，網路環境似乎形成「自生自長」的情況，

像似「擁有自我生態系的生物」(蘇文淑譯，2006:270)。 
如同科技思想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所指出的，人類所創造的科技

是一種具備欲望、意識和自主性的後設生物體，是一種能自我強化的創造系

統，他將其稱為「科技體(Technium)」(嚴麗娟譯，2012:30；宋瑛堂譯，

2012)；在此，科技體就是人類(身體或感官)向外延伸的成果，這正是麥克魯

漢觀點的延伸。換言之，網路媒介環境的「架構」不僅會自我成長，並具有

一定的「自主性」。 

三、媒介的配生 

資訊科技朝向網路化、行動化以及個人化發展，也促成新媒介科技不斷

演進的動力。Bolter (2007)指出當代新傳播技術的發展的「雙重性」，一方面

媒介形式追求統一與匯流；另一方面，卻持續不斷地分化。尤其各種媒介形

式(例如演算法)與裝置(例如行動裝置)的混搭與重組，會加速促成新媒介的出

現、競爭、合併、演化的動態發展，就像 iPhone、Facebook 上的眾多應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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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融合了社交、遊戲、攝影、溝通、影音娛樂等各種形式(李蔡彥、鄭宇

君，2011:76)。麥克魯漢曾用「媒介配生」指稱這一現象，例如無線電廣播

和電影的配生，產生了有聲電影(嚴麗娟譯，2006:73)。在各種匯流(如媒介、

數位)技術快速演化下，這種媒介配生現象，正方興未艾。 

四、網路媒介建構文本 

此外，「雙重性」也發生在文本的建構。日本媒介研究者吉見俊哉(蘇碩

斌譯，2009:11)指出，媒介既具有技術形成的層次，也具有文本建構的層

次。換言之，在網路或媒介匯流時代，須同時注意兩個互相作用的面向：一

是做為技術、設備的媒介(例如 App 應用程式、手機、電腦等裝置)，二是各

種類型文本互動的論述實踐，而這個面向與媒介的技術、設備面向既分離又

結合。 
從這個角度來看，則前者考察的重點在於這些媒介在特定時期的社會空

間中，如何形成、被賦予什麼意義、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受到閱聽人的青

睞；後者表明，如果只把分析侷限在文本(內容)的面向，將會錯失對於媒介

性質的理解。 
網路技術既自我生長又能不斷互相配生，《數位麥克魯漢》(宋偉航譯，

2000)作者保羅．李文森(Paul Levinson)就將網際網路形容為「媒介中的媒

介」，我們在使用網路空間(cyberspace)之際，同時也在創造並重塑這個空

間。從(軍事)傳播研究角度，如何捕捉網路及匯流環境裡媒介複雜多變的演

化軌跡，並試圖去探究、揭示這個生態系的「架構」與「規則」，找出適合

它的對應方法與應用方式(無論是運用在勸服、宣傳或教育)，是當前一大課

題。在這樣的理解下，強調研究媒介環境的結構、主張媒介環境調節人們的

感覺和行為的媒介生態學(何道寬譯，2010)，似乎更能突顯其在(軍事)傳播研

究上的當代意義。 

肆、當前軍事傳播之媒介研究 

國軍屬於政府體系的其中一環，從民主的角度，任何軍事傳播事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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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形象宣傳、軍事行銷、國防教育、戰爭報導，乃至國防人才招募等政策

的宣達，除了要求達成傳播之目的，也期望透過傳播手段爭取社會大眾的支

持。而隨著網路及媒介匯流等相關科技的高度發展，傳播媒介(例如電腦、手

機裝置、臉書社群平台)的影響力，不僅可以即時影響國內的輿論和民情，在

某些條件下，也已成為改變世界趨勢的重要力量。軍事傳播研究的探索，因

而也進入新的紀元。 

一、戰爭型態改變：軍事傳播愈形重要 

從歷史發展來看，將軍事傳播作為戰力的運用，自古有之，從中國古代

周幽王的烽火狼煙傳遞軍事訊息，到雅典士兵以奔跑傳遞「馬拉松」戰役的

獲勝訊息，再到現代人利用飛行載具投下宣傳品，或是美國 C4ISRT 通訊系

統的應用等，軍事傳播隨著各種傳播技術、工具和手段的演進，一直扮演著

武器之外的關鍵角色。 
今天，在普遍追求和平的時代背景下，軍事傳播將成為未來戰爭型態演

變的關鍵要素。以兩伊戰爭為例，美軍利用電子郵件、手機簡訊等現代通訊

媒介，成功使得策反對象背叛或反抗海珊政權，這也就是 Webster (2003)其筆

下繼工業戰爭(industrial warfare)之後的資訊戰爭(information warfare)；戰爭不

再需要投入大規模人力，而代之以能夠處理複雜資訊武器設備的「知識戰士

(knowledge warriors)」(胡光夏、陳竹梅，2010)。 
換言之，現代戰爭型態已經改變，克敵致勝的重點在於如何癱瘓敵人的

體系與意志；反之，則是如何強化我軍的體系與意志，而透過有效的軍事傳

播策略，能夠在最低的人員物資耗損下達成戰爭目的。以資訊戰爭為例，其

注重的就是國內與全球大眾的感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 (胡光夏、陳

竹梅，2010)，包括如何提升外界對於國軍的看法與評價的能力。所謂「感

知」即是人們如何根據接收的刺激以及對該實體的感受和想法，來考慮特定

的人、情況、事件或任何事情。 
關於上述的討論，對於軍事傳播研究而言有兩層啟示。一是從古代的烽

火狼煙到現代的先進通訊系統，從媒介生態學的觀點，這些都屬於廣義的

「媒介」研究範疇。二是指出傳播媒介或技術並非是中立性而具有偏向性，

會導致閱聽人的思想或情感更「傾向」於某些方面，這也是媒介生態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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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概念之一。 

二、軍事傳播之媒介研究 

事實上，在軍事傳播研究的相關文獻中，也有間接或直接觸及媒介生態

學概念及應用。例如，方鵬程(2004)在探討軍隊形象文章中，討論到單向媒

介(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與雙向媒介(網路)的不同特性。同樣探討國軍

形象，黃千珮等(2019)則強調，除了社群媒體(例如臉書)本身的不同功能，也

應透過其他新聞管道、影音平台等輔助宣傳，以擴大時效與聲量。胡光夏

(2007)的研究則指出，不同傳播科技(媒介)的出現，對於軍隊與媒體間的互

動、戰爭新聞產製都帶來了新的考驗與挑戰。 
在應用方面，面對新傳播科技的不斷演變，國軍在行銷策略上也隨之因

應調整，例如從電影轉向電視劇、形象廣告、紀錄片等傳播形式，以觸達目

標閱聽人(參閱鈞，2019)。此外，在多篇國軍行銷策略的效果研究(陳靜君，

2010；曾雅琦，2013；鍾士宏，2013)提到，「體驗行銷」中的「感官體驗」

對於閱聽人態度的影響顯著性最強；署名「謝鈞」的軍事作家因此主張，各

類的國軍形象影片應該滿足閱聽眾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等，以增加對

於國軍形象的好感(謝鈞，2019)。林疋愔和潘漢強(2019)在關於新媒體時代公

共危機事件處理的符號建構探討中，則指出不同媒介形式會對資訊或內容產

生不同的影響，也會改變媒介內容敘事和結構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胡定傑(2019)在探討如何將設計思考導入國防事務傳達

時，除了提到視覺傳達設計(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過程需要採取適當的

視覺形式與媒介來傳播訊息，並指出使用圖文兩者結合的表現形式：資訊圖

像(infographics)，更能達到語言和文字所無法企及的效果。此外，邊明道

(2020)則透過分析溝通媒介的兩種特質，探討遠距關係中軍人配偶的情感維

持；其結論指出，不同的溝通媒體，有不同的媒體豐富性與同步性，媒介的

這兩種特性會影響伴侶的溝通行為與情感關係。 
大致來說，這些研究主要是從媒介的功能(單向與雙向或擴大聲量)，而

較少從媒介的本質或結構切入；其中也有涉及傳播形式(電影、電視劇、紀錄

片)或人的感官等議題，只是其最終焦點也仍是放在內容面向。即使有些研究

觸及媒介本質(例如媒介形式影響內容結構)的探討，也大多輕輕帶過。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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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和邊明道的研究，則可以視為媒介生態學的敲門磚，胡文涉及了媒介配生

(圖與文)，邊文則涉及媒介如何「架構」情感。 
本文提出，軍事傳播研究藉由媒介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可以做為前述

媒介相關研究的補充與強化，使得軍事傳播的媒介研究的知識地圖更擴大、

更為完整。 

三、媒介生態學的發展處境 

只是，當前媒介生態學取徑的研究能量不足，則是事實，這與其學術處

境有關，在中外傳播學界其實早見端倪。傳播學者 Karsten Renckstorf 和

Denis McQuail 爬梳 1950 年代以來的歐美傳播研究，再根據行動典範和研究

旨趣，歸納出三大發現：「以媒體為中心」、「以閱聽人為中心」以及「以

文化為中心」(Renckstorf & McQuail, 1996)。翁秀琪(2011)則批評以這樣的觀

點或模式來分析和瞭解當前的新傳播媒介環境，顯然已經有所不足，並直言

這樣的分類完全忽略了英尼斯(Harold Innis)、麥克魯漢等一脈相承的媒介生

態學派的觀點。 
同時，不少媒介學者提出疑惑，例如 Van Loon (2011)質問，既然傳播乃

是藉由媒介而發生，為何在媒介形式多樣的現代社會，媒介(尤指媒介科技)
本身及其如何影響人們生活的議題，在我們的傳播研究中卻處於邊陲？林文

剛也叩問(媒介生態學)這個研究文化、傳播與技術的理論視野，並學養深厚

且橫跨多門學科，為何卻長期被排擠到傳播學領域的邊緣 (何道寬譯，

2010)。 
至於國內傳播學界，從蘇碩斌(2009)在《媒介文化論》譯序中的感嘆，

可見一斑，他指出台灣學界對於媒介生態學觀點源頭的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大多未能捕抓他關於媒介所含涉的真正意義，而讓理論或研究的

深度滑溜而過，殊為可惜。而從上述對於國內軍事傳播研究文獻討論中，也

反映出了同樣的境況。本文主題的「再思」，即是基於以上媒介生態學發展

的這些處境的呼籲式回應。 

伍、媒介生態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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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至此，「媒介」一詞成為我們考察傳播技術對於訊息傳播、個人心

理乃至社會現象或文化變遷的首要關鍵字。然而，「何謂媒介？」這是一個

根本而困難的問題。媒介一詞源自英文的 media，它是 medium 的複數形式

(翁秀琪，2011:56)；只是，無論使用中文或英文名稱，在指涉或對應相關概

念時，其具體內涵經常令人混淆不清。媒介概念的釐清，關乎究竟指涉的是

內容、媒體機構、還是技術與形式？更關乎媒介生態學的理論關懷旨趣為

何？因此需要加以說明。 

一、正名：「媒介」與「媒體」 

蘇碩斌(2009:XI)根據 Raymond Williams 對於 media 一詞的歷史考察，指

出其在當代擠壓了三重意義：其一是中介物的意義，最早起於古老儀典裡介

於人神之間傳遞訊息者，例如薩滿、靈媒；其二是技術的意義，指的是 19 世

紀運輸及通訊浪潮的工業文明，例如電話、無線電；其三是資本主義組織的

意義，尤其是 20 世紀的大眾傳播機構，例如報社、電視台等。 
Williams 對於第二與第三層意義的註解，正是「media」含義分歧的問題

所在。而在中文裡，「media」則常因不同的脈絡或用法被譯為「媒介」或

「媒體」。一般而言，中文傾向以「媒體」指稱機構或組織意義的 media，

而以「媒介」指稱形式意義的 medium (蘇碩斌，2009:XI)。 
首先，從字源上來看，media 原本是英文字 medium 的複數形式(翁秀

琪，2011:56)；而麥克魯漢最重要的觀點「媒介即訊息」，其原文為「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使用的字眼是 medium，而不是 media (McLuhan & 
Fiore, 2008；蘇碩斌譯，2009:72)。媒介生態學重要旗手之一的梅洛維茲

(Joshua Meyrowitz)，更直接主張把媒介生態學取名為單數的 medium theory，

以強調它研究單一、或是每一類型(type)媒介特性的取徑，用意即在於要把它

與大部分複數的 media theory 區別開來(李明偉，2010:41；唐士哲譯，2013: 
209-233)。 

在這樣的區辨下，媒介生態學英文名稱 media ecology，其中 media 的概

念其實更接近 medium 的使用意義。因此，鑒於相較於傳播內容或傳播機

構，媒介生態學研究更重視媒介技術或形式本身，以及避免概念上的混淆，

本文將 media 對應為「媒體」，指涉傳播機構或組織之意義；而將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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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為「媒介」，指涉其技術或形式上的意義(這正是媒介生態學所關注的範

疇)。 

二、界定：媒介外延與媒介匯流 

整體而言，媒介生態學對於媒介的定義，屬於一種「泛媒介論」，其媒

介外延甚廣，例如衣服、窗戶、照片等都可以視為媒介(李明偉，2010:41)。
麥克魯漢即主張，任何器物或科技的廣泛使用，即使不是定義明確的傳播媒

介，都會以特定的格局，塑造人們的思想、行為，以及交流的方式(唐士哲

譯，2013；林薇譯：215)。可以說，在大部分情況下，媒介生態學傾向將

「一切人工製造物」都視為廣義的媒介(何道寬譯，2010:170)，它們也都是人

體(或感官)的延伸。 
聚焦當代新傳播科技，科技學者謝清俊(2006)對於媒介的界定，有助於

理解媒介生態學觀點的媒介概念：媒介包括記錄用的媒介材料、依媒介材料

而創造的工具、依工具而發展的技術，以及配合此工具和技術所做的資訊基

礎建設等。因此，媒材性質或形式是媒介概念的核心，例如十九世紀之前

「物質媒材」當道；1870 年代電報、電話發明，到 1990 年代電腦、網際網

路、電子通訊等技術普及之後，則進入「能量媒材」階段，無論是利用聲、

光、熱(如紅外線)、電、磁，甚至於分子都屬於能量的形式；在此基礎上，

更發展到利用 0 與 1 編碼存取資料的「數位媒材」階段(謝清俊，2006)。 
至於匯流現象，根據多位傳播學者(Huang et al., 2006:227-228)在研究了

相關的文獻後，將匯流歸納為四大類：內容(content)、形式(form)、企業

(corporate)以及角色(role)。其中，內容匯流與傳播或新聞組織之間的內容合

併或共享方式有關；形式匯流則涉及允許「視頻、音頻、數據、文本、靜態

照片和圖形藝術」相結合或組合的技術；企業匯流指的是媒體組織合併後相

關部門進行的整合；角色匯流則是與媒體工作者跨平台工作的能力有關。 
從上面的討論中，顯然媒介生態學關注的是「形式匯流」這一範疇，是

承載內容的媒介相關技術或載體，在本文「媒介匯流」稱之；此外，由於匯

流過程涉及媒介形式、技術(包括數位軟硬體、平台)等性質的寬泛界定，因

此「數位匯流」或「科技匯流」等用語，嚴格說也都符合媒介生態學廣義的

媒介概念及其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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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定位 

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的定名始於 1968 年，首創者是麥克魯漢，但

正式使用並予以學術建制化的則是 Neil Postman(何道寬譯，2010)。從學派發

展歷史來看，「media ecology」這一用語自 1960 年代被引用以來，已經被普

遍理解為一種觀點或方法、一種探索或研究的領域，以及一門課程(胡菊蘭

譯，2016:7)。 
首先，林文剛在主編的《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何道寬

譯，2010)書中，開始將媒介生態學做為一個領域進行研究，並在該書網羅了

此領域大部分的理論、基本概念以及相關發展。稍後，Lance Strate 在﹤

Echoes and reflections: On media ecology as a field of study﹥和﹤On the binding 
biases of time and other essays on general semantics and media ecology﹥兩篇著

作中又做了全面回顧和補充(胡菊蘭譯，2016:7)，更奠定了媒介生態學的學術

指標。 
大陸學者何道寬(2006)和李明偉(2014)則將媒介生態學與經驗學派、批判

學派列為傳播學三大學派，強調媒介生態學是經驗與批判兩種典範之外，關

於整體傳播研究的另一重要觀照視角。經驗學派著眼於內容，分析在其他條

件都恆常的情況下，不同的傳播內容會引起何種反應；批判學派聚焦於權

力，研究政治、經濟等權力因素如何操控傳播以達到目的；媒介生態學則強

調不同媒介的特性(李明偉，2014:41)。而稱之為「學派」，根據傳播學者李

金銓(2014:8)指出，表明了它們所提出的問題、使用的方法，對傳播研究都有

根本的影響。 
近年來，傳播學者夏春祥(2015)主張將媒介生態學視為一種研究方法，

他引用《科學方法百科》(王海山、王續琨，1998:3)將方法界定為「一種活動

過程，就是主體有目的地藉助於中介手段，按照一定的規則與程序，聯繫與

把握客體的過程」，並指出生態學方法成為用來「揭示這種相互作用的機

制，才能認識生物型態結構變化的原因及其發展歷程與趨勢」的重要工具；

進而，連結媒介生態學成為把握與理解「做為媒介背後主要推動力量的科

技，與人類日常生活的關係」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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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方法論談的是方法的方法，亦即是對研究對象所採取研究

路徑的一種檢視與反省。由此來看，原本就強調形式，以有別於傳統傳

播理論重視內容的媒介生態學，實在不適合單以討論的實質內容來藉以

界定。……媒介生態學可以作為一種方法，亦如符號學的作用一般；而

其理論意義，則應該從媒介一詞加以界定，用以凸顯它所依賴的傳播行

為在人類事物上有其優先性。(夏春祥，2015:160) 

事實上，Neil Postman 就曾經表示，媒介生態學思想源頭麥克魯漢的觀

點是給我們指明思考媒介的一種方法(范龍，2009:120)。也如同李明偉(2014)
在《知媒者生存：媒介環境學縱論》書中所言，媒介生態學可以為傳播研究

提供關於媒介環境以及個人或社會之間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洞見。 

四、重要概念：媒介即環境 

這個學派其研究取向的概念基礎，根據波茲曼本人的界定：認為媒介是

複雜的訊息系統，媒介生態學則試圖揭示隱含其中本有的結構，揭示它們對

人們的感知、情感、認識和價值的影響(何道寬譯，2010:34)。這是對麥克魯

漢觀點的直接呼應，即一旦社會的主流傳播媒介有所改變，其符號系統也將

發生根本的變化，而這樣的媒介變化必然使人們的感官發生根本的變化

(McLuhan, 1962)。 
在上述的概念基礎上，身為媒介生態學重要推手之一，林文剛(何道寬

譯，2010:34-38)提出從兩個層面來理解媒介生態學：一是在生理－感知層面

上，把每一種傳播媒介設想為一種感知環境；二是把每一種傳播媒介設想為

一種符號環境。前者探究媒介如何使我們感官的形貌發生變化？這樣的變化

又如何改變我們接收資料的方式？因為媒介生態學主張，我們是用這些資料

來理解和構建或重構周遭的世界。後者則是要研究感知和符號這兩種環境，

在人們構建周遭世界時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再者，媒介生態學的任務是檢視多種媒介共存的動態關係，考察它們的

互動如何產生或構成一個感知－符號環境，「這個符號環境的新語言的密碼

尚待我們去破譯」(何道寬譯，2010)。今天，我們處在多種媒介匯流的網路

空間環境裡，我們使用(甚至同時)若干種媒介及其形式(文字、靜態圖像、動

態影像、語音、電腦、手機等)，也就是多種符號系統的組合，其感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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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在性質上更加複雜，這雖增加了探索上的困難度，卻也提供更多的觀察

向度和題材。 
起源於北美的媒介生態學派(media ecology)，學術圈盛行一種簡單的比喻

來形容它的基本觀點：各種媒介構成了人類生存生活的一種環境，人就像是

生活在水(媒介環境)中卻渾然不覺的魚(何道寬，2007)。但麥克魯漢也曾表

示，當媒介環境發生巨變之時，也正是媒介環境的社會意義突顯之時，就像

池水乾涸之後，魚兒才能體會到水的重要意義。李明偉(2014:21)則指出，媒

介變革的速度越快，力度越大，對身處其中的人們的影響就越強烈。而網路

是迄今為止擴散最大也最快的傳播媒介，現代人沉浸此網路環境中，受其影

響之鉅大可想而知。 

五、媒介變革的整體性特徵 

除了理解單一媒介的特性，媒介生態學更關注不同媒介間的消長演變，

對於個人、社會或文化的影響。Neil Postman 闡明媒介(形式、技術、內容載

體)之間的變革不是數量上增減損益的變革，而是整體的生態變革；此生態就

是環境科學家所謂的生態，重要的媒介變革會牽一髮而動全身： 

你把毛毛蟲從它棲息的環境裡清除掉時，剩下的環境並不是單純減

去毛毛蟲的環境：你得到的是一個新環境，你重新架構了生存的條件；

同理，你把毛毛蟲放進一個沒有毛毛蟲的環境時，整個環境也為之一

變。媒介環境運行的機制也是這樣的。一種新技術並不是什麼東西的增

減損益，它改變一切。(何道寬譯，2010:18) 

在此，如同 Neil Postman 將自然科學借用到社會學科，自然科學中的蝴

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與混沌理論(chaos theory)，亦可以用來說明媒介生態學

在意義探詢過程中的兩種特質：前者指的是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

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蕭如珀、楊信男，

2008)。後者則主張表面現象上的混亂，其實一旦能夠從整體的關係角度加以

把握，那麼(媒介)系統中的某些律則就可能被揭示出來(夏春祥，2015)。 
關於媒介變革的整體性影響，還伴隨著另一種現象：突變臨界(break 

boundary)。意指任何媒介都處在某種臨界點上，可能突變為另一種模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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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突變臨界成因，就是前文提到的媒介間的配生(鄭明萱譯，2006:73)。
Neil Postman(蔡承志譯，2007:48)則指出，重要的新媒介會改變論述的結構，

也就是改變符號環境，其一開始也都是漸次遞增，接著就達到臨界點。 

六、媒介生態學的理論命題 

媒介生態學的基本觀點認為，「媒介」是一種傳播過程中，引起接收者

生理、感官作用的物質或技術。在此認知基礎上以及從「媒介即環境」的概

念裡，林文剛(何道寬譯，2010:38-40)指出媒介生態學嵌入了三個互相聯繫的

理論命題： 
其一，媒介生態學假設，傳播媒介不是中性、透明和無價值標準的管

道。媒介固有的物質結構和符號形式扮演著界定特性的角色，形塑了何種資

訊會以及如何被編碼和傳輸、如何被解碼(例如數位文本與印刷文本體現了截

然不同的兩套符號結構和物質結構或物質形式)。其二，不同傳播媒介中固有

的不同物質形式和符號形式，預先就設定了相應的不同偏向。其三，媒介生

態學進一步假設，傳播技術促成的各種心理或感覺的、社會的、經濟的、政

治的、文化的結果，往往和該傳播技術固有的偏向有關。 
據此，從(軍事)傳播研究的角度，例如可以思考媒介是如何成為環境，

也就是探問媒介結構如何界定訊息的性質、媒介有何偏向以及媒介的變化產

生什麼樣的生態性影響，尤其是探究媒介環境和閱聽人的認知之間存在什麼

樣的關聯。 
總括地說，做為一個學派，媒介生態學有其對於媒介研究的思想傳統、

清晰的理念和核心觀念，並吸納了多維的學術觀點，開展出諸多的理論觀點

或主題，本文礙於篇幅，僅能做呼籲式的表述和提要，無法詳盡列舉介紹。

至於，如何恰當或有效地運用這些理論命題或解釋性觀點，林文剛則建議，

可以看研究者想要解決何種問題，以及看問題處在何種具體的社會脈絡當中

(何道寬譯，2010:41)。只是，前文提及媒介生態學取徑的研究能量不足，學

術處境落於邊陲，受到重視的力度尚有待提升。 

陸、媒介生態學的當代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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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重思媒介生態學的當代意義及其發展的幾個契機，並例舉非傳

播領域的一些研究成果，旨在說明這些跨領域研究不僅呼應媒介生態學研究

的當代意義，也有助於擴大媒介生態學的理論視野。 
首先，把對於(不同)媒介具有不同性格與(潛在)作用的這種想像與理解，

放到當今新媒介科技的脈絡中來看，顯得格外具有意義。其一，在媒介形式

上，它幾乎集結了包括口語、文字、聲音、攝影、靜態圖像、動態影音等所

有的跨媒介(transmediality)樣態，有些媒介技術更已觸探到我們嗅覺、味覺與

觸覺等全感官範疇，這使得媒介與人的關係因被高度擠壓而不可分割的狀

態，尤甚於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其二，媒介生態學關切的核心，是傳播媒介的變化如何促進文化根本

的、大規模的或生態的變化(何道寬譯，2010:41)，但由於歷史因素，以往研

究者觀察媒介變化的時空跨度總是相當巨大。而今，在網路及媒介匯流環境

下，各種主流、非主流媒介(技術)之間的興替消長，不僅趨於複雜、密集而

且快速，已非往昔動輒百年千年大尺度時空的媒介演化規模。戲劇性地說，

這像是一場媒介頻頻更迭的世紀變臉秀。 
早在上世紀末，媒介匯流才初發展之際，國內已有一些傳播學者即試圖

揭示其影響層面。例如鍾蔚文等學者(1996)，就曾引用 Innis (1965)的觀點提

醒傳播研究者，除了在表面層次上必須熟悉各種媒介的條件，在深入的層次

上，強調使用新科技不僅只是技術考量，它同時也是一種思維的革命；例如

文字媒介出現之後，促進了邏輯思考能力的發展，因而也改變了人們思考的

方式。 
較為可惜的是，這些蘊含典型媒介生態學所傳達的基本觀念，在後續的

學術能量上「較嚴肅的討論尚未多見」(鍾蔚文等，1996)，本文希望提出有

利於媒介生態學發展的一些契機，藉以重思媒介生態學的當代意義。 

一、契機之一 

若回顧媒介生態學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在時空方面，研究者所考察以及

處理的主題大多偏重於長時期、大範圍(這主要是囿限於以往人類主流傳播媒

介技術演變歷史緩慢的現實因素)；這也導致在分析取向上，比較多是採取主

觀性、詮釋性的論述推演為主。雖然，能夠從宏觀角度，分析媒介對於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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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衰以及文化變遷的影響，卻較缺少媒介短期效應的即時觀察，更遑論做為

宣傳或說服之應用。 
而探索當代媒介科技影響的契機之一，就在於各種媒介在技術和物質形

式方面的嬗遞演變，趨於更快速、更多樣態；換言之，這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於研究者能夠在較短時期內，便可觀察甚而捕捉到媒介間興衰消長所帶來

的個人、社會以及文化效果，並適時地轉化為傳播策略之操作。 
匯流時代新媒介技術不斷更新，不僅改變閱聽人的使用經驗，也改變閱

聽人與外在世界的互動與認知模式(李蔡彥、鄭宇君，2011)，而這種改變的

頻率不再是以世紀而是以日、月為單位。(軍事)傳播研究藉助媒介生態學觀

點，得以深度探索媒介科技與閱聽人的接合關係，例如它如何影響閱聽人的

認知、情感、認同、價值觀，甚至夢想。 

二、契機之二 

此外，除了傳播學領域，目前已有許多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從各自的專

業領域，逐一證明或提出有利的資料、數據以及研究發現，能夠呼應媒介生

態學的諸多理論觀點，這必然有助於以往媒介生態學總是被批評過於「宏

觀」、缺乏「實證」的刻板印象，這些專業領域包括語言學、行為科學、心

理分析、(腦)神經科學、社會學甚至哲學等各領域。 
以往媒介生態學對媒介效應之探索，借用跨領域知識大多做為概念的輔

助說明或註解。拜當代科學發達之賜，提高了相關研究的質量、速度以及準

確性。例如，數位視覺研究者 Deikman 透過實驗證明，電子媒介能刺激人的

右腦，強化人們對媒介(形式、構造)的感知，也讓知覺越發敏銳(賴玉釵，

2010:102)。可以說，當前是媒介生態學學說或觀點進入「驗收期」的一個最

佳階段。 
篇幅所限，本文僅就上述關於媒介生態學研究的契機之二，擬舉出幾個

有名的非傳播領域的科學實證成果，以助瞭解傳播學科之外其他領域的一些

學術研究，如何與媒介生態學的理論觀點產生聯繫或呼應： 
首先，行為科學家 Ted Nordhaus 等人曾基於早期數位科技的高速發展，

而研究消費信用對人類大腦產生的效應(Nordhaus & Shellenberger, 2007)。結

果顯示，用信用卡付帳的人願意透支去度假的情況，幾乎是用支票付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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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倍；而經常使用信用卡的人，大多不記得自己付了多少錢。其它相關研究

也發現，使用信用卡的人所花的錢，通常比使用現金的人還要多，給的小費

會比較多，在拍賣會的出價也比較高(廖建容譯，2015:83-85)。將金錢視為一

種社會媒介或內在希求與動機的延伸，這儼然就是麥克魯漢所宣稱「現代心

理分析理論的中心思維，就在於金錢情結與人體之間的關係」(鄭明萱譯，

2006:166-170)」的後續註解。 
第二個實驗是關於電視會影響人們夢境的顏色。根據英國蘇格蘭 Dundee

大學心理學家 Eva Murzyn (2008)的研究發現，大部分 25 歲以下的年輕人做

的是彩色的夢，55 歲以上的人的夢經常是黑白的。研究者的解釋，這應該是

小時候只接觸黑白電視的關係，而在時隔 40 年之後，他們依舊作著黑白的夢

(黃心健，2013:94)。這是關於長時期接觸不同電視媒介影響人們做夢色彩的

媒介生態學證據之二。 

第三個實驗稱為「看不見的大猩猩」(Invisible Gorilla)，它原本是心理學

家 Daniel Simmons 和 Christopher Chabris 在 1990 年代晚期所設計的實驗。該

研究的結論大意是說，由於「無心的盲目」，人們往往專注於一項任務，而

無法察覺到外部資訊(即看不見從旁經過的大猩猩)。而在 21 世紀的今天，當

媒體文化研究者再播放「看不見的大猩猩」的測試錄影帶給年輕學生觀看，

卻幾乎每個人都看到了大猩猩(林薇譯，2016:86-87)。該實驗的推斷是，在電

玩遊戲和觸控螢幕伴隨之下長大的世代，已經習於以不同的方式在觀看我們

的世界。這是關於電玩或觸控螢幕媒介，改變了年輕人觀看世界的方式的媒

介生態學證據之三。 

援引這些傳播學領域以外的實證研究，在於表明這些非傳播領域的研究

實踐，往往與媒介生態學的學術旨趣不謀而合，有其重要的學術匯流意義；

而藉助這些跨領域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僅能為媒介生態學的理論基礎帶來更

多的信心來源，也同時能夠拓寬媒介生態學的探索視野和觸角，並讓研究內

涵更豐富與完整。 

柒、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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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匯流科技與各類互動式科技的不斷發展與普及，不僅使得我們的媒

介環境、社會型態、媒體特質、消費者習性等，都處於一種持續變遷、不斷

進化的動態發展邏輯之中，同時也在快速影響著傳統以大眾傳播媒介為基底

的傳播生態(唐士哲，2014:3)。可以說，當前是媒介與傳播的關係，處於最蓬

勃、卻也最動盪的年代，(軍事)新聞傳播領域首當其衝。 
全球傳播概念正在發生變化，軍事傳播學的涵蓋範圍，已經從傳統的口

語傳播、單向的大眾傳播時代，進展到強調差異的分眾傳播、甚至是傳播者

與受眾界線模糊的泛眾傳播時代。今天，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概念

下，一切都是媒介，媒介形態且在不斷快速循環演變。以往軍事傳播研究較

偏重三個基本分析層面：傳播內容的產製、內容以及閱聽眾的接收(Oates, 
2008)，或是將探討的主題焦點大多放在媒體組織上(方鵬程，2005)，在萬物

皆媒的匯流時代稍顯不足，以擅長分析媒介形式及其特性的媒介生態學，可

以做為這方面的補強。 
事實上，媒介生態學深知「技術心理學」的重要性，它是研究人在技術

創新影響下的心理狀態的一門科學，媒介生態學學者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曾強調，我們的心理現實並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往往取決於我們

的環境(包括我們自己的技術延伸)對我們施加的影響，甚至形成一種足以形

塑社會趨勢的技術文化場(techno-culture field) (汪冰譯，1998)。而軍事傳播事

務的核心使命之一，即是希望透過不同溝通介面影響個人、群體、整個社會

以至國際之間。 
整體而言，媒介生態學主張媒介 (形式、技術 )的本質帶有某些「偏

見」，因此會傾向於某些方向，而輕忽其他方向。就像在同樣因素下，掌管

科技動態的物理學和數學，容易偏向某些行為(例如演算法導致同溫層現

象)。因此，從軍事傳播研究而言，探究並把握媒介偏好的方向，讓我們的期

望與目標臣服於各種媒介的基本趨向，就能把媒介的好處發揮到極致。而使

用特殊的媒介科技時，若能配合偏好的軌道，便更容易控制複雜性、提高獲

益以及減少傷害(嚴麗娟譯，2017:25-30)。 
基於以上的認知脈絡，本文認為媒介生態學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就在於

能夠提供必要的思想洞見與觀察方法，幫助我們更確實理解並解決當代個

人、社會與媒介科技之間糾纏的諸般課題。也期待(軍事)傳播研究，可以在

媒介生態學既有方法與理論基礎上，持續整合散落於各領域(也包括傳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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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知識資源與經驗，成為一有系統的研究領域，如同翁秀琪(2011)所倡

言的「概念系譜學」方式，深究各類與媒介相關的概念，以掌握新傳播技術

快速演化中，不斷突現的(emergent)攸關新媒介的各種重大議題。 
最後，一如媒介生態學將歷史以媒介分期的傳統，軍事傳播學者胡光夏

(2007；2010)曾依照傳播科技發展歷程，將媒體報導戰爭的歷史概分為平面

媒體、電視戰爭、衛星與有線電視及電視直播與網際網路等四個戰爭報導時

期。今天，在智慧手機、社群媒體、影音媒介、大數據等科技融合交揉發展

下，全球的戰爭報導也將進入第五個階段：媒介匯流時期；它強調多種媒介

技術或新舊媒介之間取代、互補以及組合，如何影響訊息傳遞和閱聽人感知

的多元可能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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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之 
職能導向初探 

錢淑芬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系 

摘 要 

根據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相關規定，顯示非學分課程對政戰初官人才培育具有重要影響。

然而，軍官養成教育的相關研究中，有關非學分課程架構之理論基礎的探討，甚付闕如，尤

其在國軍「為用而育」的教育政策下，軍官養成教育該如何透過非學分課程，以提升軍校育

才與部隊用才的連結，值得重視。本文主旨就在於論述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對軍官養成教育

的特殊意義，並探討非學分課程架構的理論基礎，以及從職能觀點探討非學分課程該如何發

揮培育功能。在論述上，首先說明初官人才培育應該重視職能觀點的理由，並針對政戰官科

說明初官職能及其中構面之一的核心職能的意涵，希望能夠為非學分課程的教育功能奠定理

論基礎。其次，從軍人職業及工作場域的特殊性，論述政戰初官養成為何需要設置非學分課

程。接著，論述初官培育的養成環境和校園文化結合初官職場特性，對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

程達成國軍「為用而育」政策的重要意義。最後，參考職能導向課程相關文獻，就職能導向

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綜整為四項規畫重點，分別是：1.課程目標與多元

性職能內涵。2.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3.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作為課程規劃藍圖。4.重

視學習成效評量。 

關鍵詞：初官、職能、非學分課程、軍官養成教育、政戰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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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Preliminary Exploratory about 
Competency-Based Orientation of 
Non-credit Curricula of the FHK 
Colleg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hien Shu-Fe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FHK Colleg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it is shown that non-credit curricula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ultivating the 

Political Warfare offers’ talent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non-credit curriculum structure in the military education. Under the military’s policy "education for 

use,” it is worth exploring how to use non-credit courses for officer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link 

between milit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demands of troop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he non-credit curricula of the FHK College to military officer development 

education,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non-credit course structure, and examine non-credit 

courses’ cultivation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ence.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discussed how to make non-credit curriculum planning to be a competency-based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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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緣由 

20 世紀後期，先進國家將攸關人力素質良窳的「職能」，視為提高國家

整體競爭力的重要議題。目前泛太平洋地區已建立國家職能標準制度的，包

括美、日、澳、新加坡、香港等(工研院產業學院，2015)。我國於 2010 年通

過的「產業創新條例」，其中第 18 條即是針對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能力內涵

而特別訂定的，於是成為我國推動職能基準的重要法源。該條例主要在於肯

定以職能基準與能力鑑定作為產業發展之必要性，並作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建置職能基準、訓練課程、能力鑑定規範與辦理職業訓練等服務資訊之

依據(勞動部，2019a)。行政院各部會截至 2019 年 7 月，已經完成職能基準

建置的共計有十個部會，惟國防部尚未躋身其中(勞動部，2019b)。這些部會

所發展建置的職能基準，累計有 454 項獲得職能基準品質的認證標章，透過

iCAP 平台公告後提供各培訓單位、學校、企業等機構組織，運用於相關領域

的人才甄募、培育、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勞動部，2019b)。 
國內產業界咸認為建置產業職能基準，可以提供企業作為用人標準之參

考，不僅讓求才與求職雙方能夠適才適所，也有助於組織降低徵才與辦訓的

成本。此外，產業職能基準也能提供學校及培訓機構作為課程規劃的參考，

使培育對象或受訓人員能夠學習到符合職場需求的職能。近年來，國內民間

不論是工商企業、學校或法人機構等，都相繼投入職能建置及相關應用，累

積的成果頗為豐碩。國軍近年來積極推動官兵考取國家專業證照，這也顯示

國軍對職能的重視，但是對於職能分析與應用，卻明顯不足。當國軍邁入全

志願役常備部隊以後，該如何在甄才、育(訓)才、用才等方面，提升官兵人

力素質以符合國軍推展的「精兵政策」(國防部，2019a)，已成為重要議題。

職能相關文獻指出，職能可廣泛應用於組織的人資管理與發展上，包括甄

選、培訓、安置、績效考核等方面，對於提升人員的工作績效、發掘潛在人

才、組織管理效益等也頗多助益(Kennedy & Dresser, 2005; Cardy & Selvarajan, 
2006; Goldman & Scott, 2016; Stone, Webster, & Schoonover, 2013)，值得國軍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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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開始實施募兵制後，為提高社會青年加入國軍的意願，應該加強國

軍各類官科(職務)的專業如何接軌社會職場上相關的產(行)業，俾利於志願役

士官兵、常備役軍士官的服役經驗，在退伍後轉業能夠與社會就業接軌，例

如服役期間的專業成長能夠得到社會相關專業領域的認可，提高在社會上謀

職的就業競爭力與職場工作表現。目前行政院積極推動的我國職能基準發展

與應用，乃是提供國軍與社會產業或職(行)業接軌的良好平台，對於敦促國

軍提升教育品質與訓練成效、或是提高社會肯定國軍專業形象與職業聲望

等，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另方面，軍校教育若有職能基準提供參考，對於

課程規劃或教學設計、校園文化塑造等，將更有利於軍校育才與部隊用才之

間的密切連結。 

二、問題背景 

培育人才是大學校院的成立目的，並以學位頒授作為對畢業生具備專業

學能的認證。如何透過學分課程培養學生的專業學能，就成為大學校院系

(組)主要的教育目標。國防大學基礎學院各系(組)對學分課程的規劃，在學位

授予相關法則和專業領域要求水準的規範下，大致上與一般民間大學無甚差

異；另方面，在國防部對人才培育「為用而育」的政策下(國防部，2019a)，
國防大學基礎學院仍有別於民間學校，差別主因在於該校基礎學院包括政戰

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等，是以培育國軍陸、海、空軍的軍官人才為主

(國防大學官網／設校宗旨，2020)。由於部隊環境和軍事任務的特殊性，該

校為了培養符合國軍需要的初官人才，有必要對養成環境、課程與教學做某

些特殊規畫與設計，而這些通常不在學分課程的範圍之內，所以該校需要由

校部和院部兩層級，另外量身訂做符合需要的相關課程。依照該校訂頒的

「國防大學學生研究學則」第 57 條、基礎學院訂頒的各年班教育計畫，把為

配合教育目的之特殊性而訂定的這些相關課程稱為「非學分課程」(國防部，

2019b；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20)。 
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為例，「非學分課程」是指由校、院層級，在各年

班的教育計劃中，依照各學年度的武德教育目標規畫相關課程，並在課程實

施之前先訂定出課表，課表內容包括科目名稱、教學目標、授課年班與時

數、授課人員與上課學生、上課地點與時間、成績評量(核)方式等。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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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學生研究學則」第 57、62 條，正期生在畢業前必須完成四個學年

非學分應修課的全部科目(含上課時數)，以及所有科目的成績評量(核)都必須

達到及格標準，才能取得畢業資格。由於這些科目不屬於學分課程的範圍，

故不計入畢業學分。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實施時間，涵蓋入伍教育(八
週)、暑期教育(八至九週)和學年教育(18 週)，相關課程主要包括體育課程、

軍事訓練基本教練與軍人特質教育等課程。 
國防大學基礎學院的非學分課程，在全部教育時數中原就佔有相當份

量。以該校政戰學院為例，四個學年(八個學期)的學分課程共計應修業 128
學分(至少)。若以一學分每週授課一小時計算，一個學期(18 週)每學分的教

育時數為 18 小時，八個學期共計 128 學分的教育總時數為 2,304 小時(至
少)。在非學分課程這部分，除了學年教育會安排課程，另外在入伍教育和暑

期教育也有安排課程，總計四個學年的非學分課程的教育總時數為 2,088 小

時(至少)(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20)。依照上述，政戰學院的課程時數就非學

分與學分的比率來看大約是 48%：52%，顯示兩者在教育時數的比重上幾乎

是各佔一半。除此之外，非學分課程的學習評量(核)結果也將影響畢業資格

的取得，國防大學依據國防部相關法則所訂頒的「國防大學學生研究學則」

第 57、62 條(國防部，2019b)，規定學分和非學分的成績都必須達到及格標

準才符合畢業資格，兩者之中只要缺其一就無法取得學士學位，也不能授予

少尉軍階和取得任官資格。由此可見，國防大學基礎學院非學分課程對初官

人才培育的重要性。 
國防大學基礎學院雖有設置非學分課程，希望使部隊用才和軍校育才之

間可以有更佳連結。但是，該如何發揮非學分課程對初官人才的培育成效，

值得重視。以政戰學院為例，該院於 2006 年改隸國防大學後的第一次校務評

鑑時，非學分課程才粗具整體性規劃，相較於該院各系(組)的學分課程仍有

待加強之處。目前大學系(組)對學分課程的科目規劃與學分配比，主要是依

照專門領域例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史哲學、生物科學、醫學、藝術…

等，參考各領域所含括之各種學門對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要求來訂定之。不

過，近年來國內外有感於「學用落差」的問題日益嚴重，於是各國政府開始

推動由產、官、學、研各界，就某專業學門或某產(行)業進行職能基準的建

置與發展，提供企業組織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參考，或是提供大學育才作為

相關系(組)規劃學分課程的參考，希望可以藉此改善學用落差的問題(勞動



錢淑芬 

59 

部，2019；工研院產業學院，2015)。雖然，目前國軍政戰官科尚未建置職能

基準，無法提供政戰學院各系(組)的學分課程和校、院層級的非學分課程作

為規劃參考；但是，職能觀點及國內高等教育開始興起的「職能導向課

程」，對軍官養成教育精進非學分課程仍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是政戰學院

非學分課程，對培育政戰初官具有重要功能，是故該如何透過非學分課程提

升軍校育才與部隊用才的連結，使國軍人力資源效用的發揮可以更大，已是

刻不容緩。 
管理領域所指的職能(competency)，強調適應生活和勝任工作的所需條件

是多面向的，因此職能基準的含括面向除了著重認知層面，還包括技能層面

和情意層面；由此可見，職能觀點想要修正過去偏重學識的缺失，這與近年

來帶動教育改革的素養理念，不謀而合。教育領域所指的素養(competency)，
認為學校教育不應只偏重學科知識的傳授，還應該培養學生具備生活適應、

人際關係、社會參與或終身學習等相關素養，以及課程與教學應強調與真實

生活情境的結合，而這也是「全人發展」教育的主要精神(蔡清田，2019；黃

琇屏，2019；張芬芬，2019；許家驊，2019；王佳琪，2017)。由此可見，職

能觀點與素養理念的意義相通。近年來，國內外的大學校院系(組)，除了參

考職能基準來訂定教育目標、規畫課程和教學活動，更直接發展職能導向課

程 (張凈怡，2018；呂良正，2014；鄭霈絨、吳志富，2014；張一蕃，

2014a)，其實就是國內高等教育對素養理念的一種回應。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非學分課程，依照規定直接影響畢業資格和學位取

得，顯見非學分課程對培育政戰初官人才的重要性。然而，若要加強非學分

課程的培育成效，使部隊用才和軍校育才可以有更佳連結，則應加強對非學

分課程架構之理論基礎的探討，以及研擬更合適的課程規畫和教學活動。本

文認為可以嘗試將「職能導向」導入非學分課程，本文主旨就在於針對政戰

學院非學分課程對政戰初官職能培育的重要意義做理論性探討，並從職能觀

點論述非學分課程該如何發揮初官養成的培育功能，以及如何將職能導向課

程應用在培育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非學分課程上。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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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能理念導入軍官養成教育 

管理領域的「職能」與教育領域的「素養」，其實兩者的意義相通且關

係密切。國內教育學者認為現代公民的應有素養乃是多元層面的，例如十二

年國教新課綱的三大面向九大項目，即是依照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y)的多

元性內涵，就如何培養學生成為現代公民而訂定的(教育部，2014)。大致

上，素養的多元性內涵，可歸納為認知(學習知識所需的理解、分析、邏輯等

核心能力)、情意(態度、價值與欲望)、技能(專業技術應用)等三種層面(李坤

崇，2013；蔡清田，2016；林永豐，2012；Carrigan, 2018；Rychen, 2004；

Anderson, Krathwohl & Bloom, 2001)。其次，認為個體為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

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素養，必須是經由中小學到高等教育的連貫性和持續性

的培育，以及能夠將學校所學真正落實到實際生活的情境中，方能克竟其

功。因為素養的形成與發展必須經過長時期的學習、反省思考與行動實踐，

並且累積不同情境與學習領域的應用經驗，以提升在複雜環境中完成任務與

促進社會發展的能力(Rychen & Salganik, 2003; Stein, McHenry, Lunde, Rysst & 
Harstad, 2001 引自黃琇屏，2019)。因此，除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配合新課

綱推動素養導向課程，到了大學教育接著推展職能導向課程，不僅延續十二

年國教的素養教育理念，同時也因應國內近年開始推動的職能基準建置與發

展，將職能觀點導入大學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管理學領域對「職能」的定義，是指能夠勝任某職務或成功扮演某角色

的所需特質，這些特質可以歸類為不同層面(例如能力、知識、技術、態度與

價值觀等)，以及這些特質對個人工作表現的影響，可以透過客觀的標準和評

量方式來衡鑑之，也可以經由培育訓練來加強之(Bertoncelj, 2010; Byham & 
Moyer, 1996; Raymond 1999; Arthey & Orth, 1999)。雖然，有些學者認為屬於

人格深層的特質是與生俱來的，較不容易像技能和知識可以藉由後天學習或

培訓而予以改變或發展 (Spencer & Spencer, 1993; Draganidis & Mentzas, 
2006)；但是，仍有學者認為涉及職務的任何情境或活動，不論是個人的知

識、技術或是性格，都有可能經由體會、了解及經驗累積來加強或發展之

(Campion, Mumford, Mogeson & Nahragang, 2005; Raymond, 1999)。此外，也

有學者認為職能是與生俱來與後天學習的綜合體，其中的潛能和個性是與生

俱來的，技能和知識是後天學習的，這兩者之間會互相影響而產生綜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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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a & Lepsinger, 1999 引自黃新福、趙浩然，2014) 
一般而言，職能區分為四大類，分別是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管理

職能(managerial competency)、職務職能(functional competency)及一般職能

(general competency)。「核心職能」就組織專屬性 (organization-specific)而

言，不僅適用於組織內的所有成員，還應該要能夠反映該組織的中心價值、

願景、使命及中長期的經營策略。此外，核心職能也可以是指執行某特定工

作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管理職能」是指主管人員執行特定職務或角色

時，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及特質的總和，當職位層級不同或職務不同，需

要具備的管理職能也有所不同，例如高階決策、中階規劃、低階執行，或是

因為部門不同例如行銷主管、生產線主管、研發主管等，在管理上需要具備

的職能即有所差異。「職務職能」是指與職掌內容直接相關的專業性技術，

也就是可以有效達成工作目標所需具備的特定技能，例如會計要具備收支憑

證編制能力、營繕工程要具備發包能力等。「一般職能」是指從事某類工作

必要的門檻才能，例如書寫能力、電腦操作基本技巧等(李威穎，2010；劉志

綱，2016)。 
以政戰官科為例，本文參考管理學的職能觀點、教育學的素養理念、國

軍政戰工作的主要內容、職場環境等，將國軍政戰初官職能定義為，政戰初

官在適應職場和勝任工作上所需的職能基準。大致上，政戰初官職能基準，

可以歸納為核心職能、管理職能、職務職能、一般職能等四大類。理論上，

「政戰初官核心職能」是指，政戰初官不論軍種、單位或政戰職務的不同都

應具有的職能基準，包括認知層面應有的核心能力、情意層面應有的基本素

養、技能層面應有的關鍵技能等，例如核心能力是指學習如何適應職場和勝

任工作之相關知識所需的認知性能力，基本素養是指對軍人價值與角色規

範、國軍使命、國軍政戰工作等產生認同、學習動機與積極態度等情感與意

向，關鍵技能是指應用專業技術的基礎能力，使部隊基層政戰工作得以順利

執行之。「政戰初官管理職能」是指，政戰低階幹部為領導士官兵與管理基

層部隊，在認知、情意、技能等層面需要具備的基準條件。「政戰初官職務

職能」是指，執行政戰工作的某項職務例如心輔、新聞、文宣、人事…等所

需之基準條件。「政戰初官一般職能」是指，執行政戰工作時無論任何單位

與職務，都需要具備的基準條件，例如軍歌教唱、簽呈公文、簡報和 ppt 製

作、單位預算編列和經費結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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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基礎學院的教育宗旨，在為國軍培育武德武藝兼備之領導與專

業人才(國防大學，2020)，對正式課程(含學分與非學分)的規劃即須以此教育

宗旨為依據。依照目前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現況，本文認為其中頗多與政

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含意有相通之處，以及課程內容所強調的也大多是不分軍

種、單位和職務的政戰初官皆應具有的，這亦符合該校基礎學院以培育國軍

陸、海、空軍之領導與專業人才的教育目的。隨著職能受到產、官、學、研

各界的重視，如何讓職能養成能夠在學校教育落實即成為關注議題，其中與

職能導向養成教育(competency-based nursing education)密切相關的職能導向課

程，即是其一。然而，由於目前國軍政戰官科尚未建置職能基準。因此，本

文談及政戰官科職能時僅能做概念性說明，對於政戰官科職能的構成類別之

一的核心職能，本文也只能做定義說明，並無法具體指出其中究竟涵蓋了哪

些職能基準，尚有待未來研究完成對國軍政戰初官職能基準的建構，屆時即

可作為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規劃參考。 

二、非學分課程對軍官養成的重要意義 

常備役軍(士)官係合法使用武力的一種職業，人才培育必須經過特別的

養成過程。理論上，這類職能的某些部份幾乎不會運用在其他職(行)業，例

如武器操作、戰場抗壓、統御士兵、戰術操演…等，亦即該類職能在就業上

會受到職業特殊性的限制。於是，政府為了確保國軍單位對初官人力需求的

質量無虞，因而特別成立國軍軍(士)官校院。其次，正期生(公費)在入學時必

須與國家簽訂契約，以確保學生與國家皆能履行雙方應有的權利義務。因

此，國軍軍(士)官校院的數量不僅有限，並且在國軍「為用而育」的教育政

策下，軍事校院的教育目標必然會有不同於民間學校的特殊之處。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對初官人才的培育，為何需要規畫特別課程？非學分

課程對初官養成究竟有何重要意義？本文將從軍人職業場域的特殊性來論述

之。社會上有些職業的入行者，他們可能在未成年或剛滿 18 歲就已經擲出了

生涯碇錨(career anchor) (Schein, 1987)。這些職業的入行者在進入職場之前，

通常會先在特定場域中，就自己的碇錨職業開始接受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俾利未來在職場上可以勝任該種職業而預先做角色準備

(Merton & Kitt, 1950; Moskos, 1971)。在軍事校院接受初官養成教育的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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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他(她)們選擇軍旅作為自己未來的職涯，就是屬於已經擲出生涯碇錨，

並開始在特定場域中接受預期社會化的年青人。 
現今社會需要專業理論知識及技能的職業，大多會要求入行者在進入職

場之前，必須先在高等教育學校接受相關專長的正規教育，並以相關學位或

專業證照作為入行門檻。雖然，企業組織在徵才上重視相關學歷證明，或是

雇主可能重視對自己員工的組織社會化，但卻未必會要求員工的畢業學校，

必須是具有預期社會化的完整功能。某些職業由於工作性質和職業場域的緣

故，例如軍警、教師、醫護、餐旅等，對入行者會先施予完整的預期社會

化。因此，這些職業通常會成立專屬學校，並依照職場特性來規劃特定的培

育制度，例如軍警院校、醫護院校、餐旅院校、師資培育中心(大學院校附

設)等。當軍事校院被賦予預期社會化的教育功能，就是希望透過完整且系統

性的初官養成教育，能夠為國軍培育出符合軍隊需要的初官人才。 
初官養成教育在發揮預期社會化的功能上，主要是透過軍事社會化。軍

隊透過系統性的訓練方式，使入伍者蛻變成為正規軍人的過程，社會學稱之

為軍事社會化(military socialization)，並強調軍事社會化可以對受化者產生重

新改造的影響。此外，由於軍事任務和軍隊特性的緣故，軍人角色演化出獨

特的內涵與屬性，這也是為什麼軍隊需要採取特殊的訓練方式，讓入伍新兵

或官校新生經過軍事社會化的洗禮後，能夠轉變成符合軍隊要求的樣子。

(Cooper, Caddick, Godier, Cooper & Fossey, 2018; Godfrey, Lilley & Brewis, 
2012; Hajjar, 2005; Hockey, 1986)對軍(士)官學校的學生而言，他(她)們在學校

所接受的預期社會化，即是軍事社會化的早期階段。 
政戰學院對正期生施予預期社會化的目的，就在於讓正期生畢業後轉換

身分成為政戰初官時，能夠適應軍人角色並勝任幹部職務。然而，若要使正

期生畢業後任官，可以適應部隊和勝任職務，軍官養成教育還需要針對軍職

場域的特性，量身訂做以培養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為主的特別課程，非學分課

程即具有這種重要功能。不過，初官場域特性該如何融入軍官養成教育中？

接著，後面將說明軍官養成教育如何透過非學分課程和非正式課程，將初官

場域特性融入對初官職能的培育中。 

三、軍官養成教育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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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制一般區分為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依照政戰學院的各年班教

育計畫來看，政戰學院的課程也可區分為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正式課程

是指學校規劃有完整詳細的課表，包括科目名稱、教學目標、授課年班與時

數、授課人員與上課學生、上課地點與時間、成績評量(核)方式等。政戰學

院的學分課程和非學分課程，由於都符合上述這些要件，所以都屬於是正式

課程。兩者的差別在於，正式課程各科目完成學期應授課時數並通過評量

(核)標準後，其中必須計入畢業學分的稱為學分課程，其餘的則屬於是非學

分課程。不論是學分或非學分課程的成績評量(核)結果，都必須全部達到及

格標準，才能取得畢業資格。 
從職能觀點而論，學分課程與政戰初官職務職能的培養有關，非學分課

程與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培養有關。依照職能觀點，政戰初官職務職能主要

是依照職務類別的專長領域，設定應具備的專業性知識與技能，這部分主要

是由政戰學院各系(組)依照自己的專長領域來規劃學分課程；換言之，由於

系(組)之間的專業學門不同，在課程規畫上即有明顯差異。然而，政戰初官

核心職能乃是不分軍種、單位和職務之不同的政戰初官皆應具有的，所以非

學分課程是由校、院層級負責規劃和執行之，授課對象為全院學生不分系

(組)之不同。 
非正式課程是指在正式課程以外，由學校規劃與教育目的有關的措施或

活動。以政戰學院對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為例，除了以非學分課程為主、學

分課程為輔之外，還會結合校園生活設計出各種與軍事社會有關的措施和活

動，包括實習幹部制度、榮譽制度、學長(姐)制、服儀與禮節、寢室內務檢

查、回報制度、衛哨勤務等，這些都可稱為是非正式課程。其中有些是屬於

政戰初官的核心職能，有些則是屬於管理職能的範圍。目前政戰學院關於上

述教育活動的實施，皆是由校、院層級依據相關條例或規則，先完成實施辦

法的訂定。 
軍官養成教育的特殊性，在於為使正期生畢業後具有任職初官所需的核

心能力、基本素養和實務技能等，強調培育方式需要模擬軍事化生活和部隊

實務等職場特性，例如校園生活結合軍事化管理，校園設施嵌入軍隊文化，

校園環境中充分安排認識部隊基層實務工作的學習機會，以及對此還規畫有

實作練習或實踐所學的相關活動等。因此，讓培育環境和校園文化具有軍隊

場域和實務工作的特性，規定學生住校且採取集中管理，然後設計符合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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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模塑原理的制度與技術，就成為落實培育工作的重要措施。接著，後

面將說明軍校環境或校園文化融入初官職場特性，對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

達成「為用而育」目標的重要意義，以及職能導向課程為何有利於與這種特

殊性的結合。 
軍事教育機構是國軍單位之一，軍隊的全控制度(total institution)與軍事

文化(military culture)，同樣影響著軍官養成的培育環境與校園文化，也是對

初官職場特性的一種反映。本文參考相關文獻，對校園文化的解釋是，以一

套價值體系為中心，透過一系列正式(成文)和非正式(不成文)規範、盛典及儀

式、典範與楷模、象徵符號與語言、有形器物等將這套體系中的價值與信念

呈現出來(Coll, Weiss, & Metal, 2013; Soeters, Winslow & Weibull, 2006)。大致

上，這套體系的構成要素可以區分為物質性和非物質性兩種層面，以及這兩

者之間存在著緊密關聯，例如校旗和校徽因為標示著象徵符號，而成為具有

特殊意義的物件。 
以國防大學基礎學院的校園為例，舉目可見這兩種文化層面的構成要

素。在文化物質層面能夠凸顯校園特色的，一般常見的有校區大門口的衛兵

崗哨、外形方整且線條簡單的校舍建築、筆直整潔的道路、充滿陽剛氣息的

校園設計、室內井然有序的擺設、統一形式的穿著和生活用品、整肅的儀

容、排列整齊的隊伍和一致的行進步伐、此起彼落的敬禮動作和問候聲等。

另外，在文化非物質層面能夠凸顯校園特色的，一般常見的有四處可見的精

神標語(象徵符號)、英雄人物的塑像或畫像(典範與楷模)、盛典中必見的隆重

禮儀、嚴格的軍紀營規(規範)、口令與行動(語言與肢體動作符號)等。軍事教

育機構的校園文化在這兩種層面之間，並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不易分

割。 
校園文化對人員的影響既深且廣，因而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首先，它

不受到教室空間和上下課時間的限制，可以對個體產生全面性且延續性的影

響。其次，它可以與生活密切連結，提供學生實踐所學的真實生活情境，深

化學生的學習經驗與心得，穩固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而達到認同與內化。譬

如袍澤情誼和團隊精神是校園文化的重要內涵，其中的袍澤情感可以促進成

員之間的凝聚力，讓學生對自己所處的學習環境產生歸屬感，這種情感連結

也有助於同學之間的切磋和勉勵，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投入。又

譬如團隊精神可以培養學生對自己所屬團隊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包括以成為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之職能導向初探 

66 

其中一份子為榮、重視團隊榮譽與形象且願意為此而付出等。因此，軍官養

成教育將袍澤情誼和團隊精神相關的價值、信念和規範等融入校園環境之

中，讓每日身處其中的學生，不論是生活作息、課堂學習或課後活動，隨時

隨地都受到渲染，以期能夠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由此可見，當校園的文化

力愈強，愈有助於教育理念的傳遞和教育工作的推動，尤其是當校園文化可

以彰顯學校特色時，將更有助於提高學校的培育成效。 
在校園文化中，盛典和儀式也是組成文化的重要部分。盛典是一種公開

舉行的正式集會，針對集會舉行的主要目的會有一套隆重的儀式，譬如晉升

典禮、授階儀式、有功敘獎人員表揚等，讓傑出表現或實踐某價值的具體事

例，能夠透過盛典及儀式以茲表揚，也藉此宣揚集會目的所要傳達的價值、

信念或規範(Machalek, Katayama, Patrey, & Born, 2006)。就教育功能而言，不

僅可以樹立楷模以茲鼓勵大家效法，還可以宣揚及鞏固組織所重視的核心價

值、信念、規範等，使其能夠不斷傳承下去。另外，軍方在重要紀念節日，

也會透過典禮和儀式來追思緬懷歷史人物的志節情操，藉此向學生宣揚和傳

遞其中的重要價值。除此之外，校園文化中不論是物質層面或非物質層面，

隨處皆可觀察到與軍人核心素養的密切關係。 
綜合上述，為了培養正期生的政戰初官核心職能，除了培育環境以軍官

職業特性和軍隊工作場域為藍圖，還在課堂之外讓正期生可以從日常生活

中，透過真實情境有實踐和練習的機會。其次，無論是正式課程或非正式課

程，都需要培育環境和校園文化的密切結合。當軍官養成環境和校園，是以

初官職業場域的實際情況為藍圖，同時結合軍事化生活管理，讓正期生在校

修業的四年期間，每天都浸潤在這般的校園之中，可謂是透過潛移默化來培

養正期生的初官核心職能，這使軍事基礎學院的預期社會化功能可以充分發

揮之。再者，校園文化不論是有形器物的制服、儀表、教學設備、會場布

置、桌椅排列、裝置藝術、寢室物品、軍事教練場和器械、隊伍形式等，或

是非物質層面的階級觀念、軍紀營規、精神戰力、英雄楷模、口令與動作

等，這些都可以結合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運用在對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

上。 

四、職能導向課程規劃要點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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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的實施所強調的素養導向課程，其

實與職能導向課程有相通之處，例如素養與職能的基本含義、課程目標的訂

定方向、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的教育理念等。主要差別在於素養導向課程的

實施對象，主要是接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中、小學生，課程強調如何為

未來實現全人發展奠定基礎。職能導向課程則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為

主，課程強調提升就業競爭力及未來適應工作場域和社會生活的應有職能，

是故課程的培育目標、科目配當與教學活動等，著重如何與職場需求相銜

接。由於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教育對象為大學生，課程目標在於培育正期

生未來適應軍旅生涯發展的所需職能，所以職能導向課程可以作為非學分課

程未來精進的參考，希望能夠對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及實務技能的培養有所

助益，尤其是職能觀點對培育成效的重視，也甚為符合國軍「為用而育」的

目標。此外，素養導向課程強調全人發展教育理念，對非學分課程也具有相

當的啟發性。 
我國目前實施職能導向課程的大學系(組)中，除了接受由政府授權中華

工程教育學會及管理科學學會，對課程品質認證進行審核的大學系(組)，主

要包括工程、技術、資訊、建築及華文商管等部分領域(張一蕃，2014b)，此

外有些其他系(組)也開始重視職能導向課程(鄭霈絨、吳志富，2014)。接著，

將針對職能導向課程意涵、職能導向課程與成果導向教育的關係、職能導向

課程與總整性課程的關係提出說明，然後綜整出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要點，

作為後面說明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的參考。 

(一)職能導向課程意涵 

職能導向課程強調，除了培養一般學術知能，還應重視對特定職場所需

技能的養成，尤其是指整合所學、解決問題和完成工作的實務技能。於是科

目和教學包含相當比重的技能訓練，目的在於透過對實務的實作練習，達到

培養職能所需的實務技能。大學系(組)採取的職能導向課程，一般是指針對

某產(行)業的職場需求或職能基準，設定課程目標及規劃以技術訓練性質為

主的課程模組。模組包含與課程目標有關的配套性科目，這些科目從基礎到

複雜、從簡單到整合，對低年級到高年級循序漸進實施授課，讓學生培養出

該產(行)業所要求的職能基準(張一蕃，2014a；張一蕃，2014b)。其次，由於

職能觀點強調適應生活與勝任工作的基準是多元面向的，是故課程模組所包

含的科目，在教學目標上也應結合職能的多元面向，亦即除了重視認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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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之外，也強調產(行)業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養，以及情意層

面的陶冶。再者，職能導向課程為落實課程目標，還強調應針對課程預期培

育的職能基準，實施教學與學習的成效評量。 
目前國內大學(含高等技職教育、科技校院)有採行職能導向課程的系

(組)，幾乎都是以學分課程為主。由於政戰學院為培育部隊基層政戰工作所

需的初官人才，除了學分課程還需要有非學分課程，尤其是對政戰初官核心

職能的培育更是有賴非學分課程。理論上，政戰初官職能是指正期生畢業後

任官，在適應部隊生活和勝任工作上所需的職能基準，大致上包括核心、管

理、職務和一般等四類職能。其中的政戰初官核心職能是指，不論軍種、單

位或職務之不同的政戰初官都應具有的職能基準，包括認知層面應有的核心

能力、情意層面應有的基本素養、技能層面應有的關鍵技能等。其中，核心

能力是指學習如何適應職場和勝任工作之相關知識所需的認知性能力，基本

素養是指對軍人價值與角色規範、國軍使命、國軍政戰工作等產生認同、學

習動機與積極態度等情感與意向，關鍵技能是指應用專業技術的基礎能力，

使部隊基層政戰工作得以順利執行之。就上述對非學分課程的說明來看，可

謂符合職能導向課程的主旨，以及就職能觀點強調的多元面向而言，未來針

對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若欲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時，在教育目標上除

了重視認知性的核心能力之外，還應包括情意性的基本素養、技能性的專業

技術與應用能力等。 

(二)職能導向課程與成果導向教育 

職能導向課程與成果 導向教育，可謂是一 體兩面。成果導向教 育

(outcomes based education)強調課程與教學乃是實現教育目標的重要途徑，而

成效評鑑則是維持課程品質與教學成效的必要措施，並以學生學習成果作為

評量教育目標執行結果的依據(Rao, 2020; Spady & Marshall, 1991; Spady, 
1994)。職能導向課程強調學以致用，課程目標主要是參考職場需求或職能基

準來訂定畢業生學習成果(graduate attribution)，尤其重視產(行)業對特定之實

務技能的要求。接著，依照課程目標規畫課程架構(包含科目配置與學分配

比)，並透過學習成果評量來了解目標達成情形。由此可見，學生學習成果代

表著課程與教學的職能培育成效，而這也是成果導向教育的主要精神

(Donnelly, 2007; Berlach & McNaught, 2007; Aema & McCoy, 2009；李坤崇，

2018)。依照上述，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若欲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為了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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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對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成效，亟須掌握成果導向教育重視學習成

果評量的精神。 

(三)職能導向課程與總整性課程 

總整性課程具有實踐職能導向養成教育的精神，目前我國大學系(組)採
取職能導向課程的，其中有些就是採取總整性課程(capstone course)(劉玉昀，

2016；呂良正，2014；張本杰，2014；鄭霈絨、吳志富，2014；劉曼君、呂

良正，2014)。總整性課程是透過配套性的課程模組，結合專題形式讓學生在

實務操作中，練習如何將過去所學做整合性的應用，並藉此檢視學生在核心

能力與專業性技能上的發展情形(鄭霈絨、吳志富，2014；張本杰，2014)。 
依照職能導向課程強調職能與課程必須扣緊的觀點，政戰學院非學分課

程若是以培育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為主，且欲規劃為課程模組方式，則模組的

配套性科目和教學活動即需扣緊部隊基層政戰工作的所需職能。由於部隊基

層政戰工作大多屬於實務性質，於是課程與教學應以實作性與整合性為主，

盡量讓學生在實務操作中，練習如何將過去所學做整合性的應用，同時可以

讓學生從中學習如何發揮自己的專長，並省思如何加強或修正自己的缺失，

並藉此檢視學生在核心能力與專業性技能上的發展情形。其次，由於對正期

畢業生學習成果係採取職能多元化的觀點，所以在規劃課程模組時，科目配

置即需配合多層面學習成果的要求，來設計對應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活動。總

之，非學分課程若採課程模組方式來規劃職能導向課程，表示課程從基礎到

複雜、簡單到整合規劃為循序漸進的配套性科目，課程目標和教學活動特別

強調實作性和整合性，以培養正期畢業生具備部隊基層政戰工作所需的實務

技能及其他重要的相關職能。 

(四)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要點 

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要點，綜整以上說明可以歸納為下列四點：1)課程

目標應參考相關職能基準並符合職能多元性的原則，使學生能夠在認知、技

能、情意等層面符合職場需求。2)學習過程與職場之間需要有深度連結，尤

其是加強對職場所需之技術性、應用性和整合性的相關職能，以校正過去偏

重學術知識卻忽視實務技能的缺失，而這也是改善學用落差問題的關鍵。3)
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應加強實務技能，並採取以技術訓練為主的課程模組，

在規劃上可以與產(行)業界共同商討之，俾利學生培養出符合產(行)業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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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使學生畢業後可以與職場無縫接軌。4)重視學習成效評量，以維護教

學品質與課程品質管理。接著，後面第參部分將就上述四點歸納，進一步說

明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規劃上。 

參、分析與討論 

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 

本文主旨之一，在於探討如何將職能導向課程，應用在培育政戰初官核

心職能的非學分課程上。這部分將先介紹國防大學基礎學院係以武德武藝為

教育目標，並說明政戰學院正式課程(學分、非學分)與武德武藝教育目標的

對照情形。然後，針對前述綜整的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重點(或要領)，說明

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規劃上。 

一、武德武藝的教育目標與修業課程 

國防大學轄屬的政戰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等基礎學院，設立目的

在於為國軍陸、海、空軍培育「武德武藝兼備」的領導及專業人才(國防大

學，2020)。武德教育是以校、院層級負責規劃的非學分課程和非正式課程為

主，但由於武德需要有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為底蘊，所以某些通識課程(學
分)也會與武德教育有關。武藝教育是與官科類別的專長領域有關，主要是由

政戰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的各系(組)依照自己的專長領域來規劃學分

課程，惟不屬於本文的探討範圍。國軍的官科類別是依照軍事任務特性來區

分之，國防大學基礎學院著重於培育政戰、管理與理工等專業的官科人才。

其中的政戰學院是以培育國軍未來的政戰(一般)官科、政戰(專業)官科的軍官

人才為主，管理學院是以培育國軍未來的軍法官科、行政官科、財務官科、

經理官科的軍官人才為主，理工學院是以培育國軍未來的通資電、工兵、運

輸、化學、兵工、測量、工程等軍官人才為主(國防部，2014)。國防大學基

礎學院正期畢業生的官科類別，是依照陸、海、空軍等各單位的每年缺額，

採取抽籤方式來決定分發。 
國防大學基礎學院依照官科類別的專長，雖然在課程規劃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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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軍人武德不會因為初官的軍種不同或官科有別而產生明顯差異。因此，國

防大學各基礎學院的教育方針，除了強調文武兼修也會強調術德兼備。其中

的「術」是指專業知識與技能(譬如通資電工程、財務會計、醫療護理、心理

衛生…等)，類似於不同官科類別各具有不同專業領域的專長，這是軍官在達

成任務上必須具備的職能條件，也是武藝教育的重點。另外，「德」這部分

以政戰學院為例，是指勝任領導角色和管理部隊應具有的內在涵養、言行表

率與基本技能(例如體能戰技、領導官兵等)。綜合上述，正式課程包括有學

分課程和非學分課程，政戰學院各系(組)必、選修的學分課程，就職能而言

是以培育職務類別的專業性職能為主，校院層級必、選修的非學分課程，是

以培育初官能夠勝任領導角色和管理部隊所需的核心職能為主。 

二、職能導向課程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的應用 

這部分將先介紹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現況，接著說明如何將前述綜整

的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要點，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規劃上。 

(一)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現況 

依照「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大學部 112 年班(第 69 期)教育計畫」，將

教育範圍區分為入伍教育、暑期教育、學年教育。學分課程的實施時間以學

年教育為主，非學分課程的實施時間則涵蓋了入伍教育(八週)、暑期教育(八
至九週)和學年教育(18 週)，依照各學年度的武德教育目標規畫相關課程。非

學分課程目前包括有體育課程、軍事訓練基本教練與軍人特質教育課程。接

著，後面概要介紹非學分課程的現況。 
1.在學年教育實施的非學分課程 
(1)體育課程(四個學年共計 288 小時)包括有基礎課程(基礎運動能力、體

適能)、體能戰技課程(手榴彈投擲、五百公尺障礙超越、戰鬥體適能、刺槍

術、武裝游泳、水上游泳、初步運動、戰地運動、草坪運動、持槍運動)、游

泳課程、運動興趣選項(排球、桌球、網球、羽球、壘球、木球)等。 
(2)軍事訓練基本教練(每學期 36 小時，四個學年共計 144 小時)包括單兵

徒手基本教練、伍持槍基本教練、班持槍基本教練、排持槍基本教練、連級

教練等。 
(3)「軍人特質」這部分，依照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修訂的「國防大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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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學院軍人特質教育課程實施作法」(草案)，軍人特質教育課程區分為五大

主軸，分別是敬業樂群、典範學習、心理素質、孫子兵法、人文素養等。全

學程四個年級共八個學期總計校必修 178 小時、院選修 78 小時，合計 256 小

時。詳細說明如下： 
A. 「敬業樂群」校必修包括有服務學習(48 小時)、國際禮儀(8 小時)

等共計 56 小時。院選修包括有讀書會(16 小時)、職涯規劃(2 小

時)、軍歌練習及賞析(8 小時)、主官親教(含懇親會 16 小時)、公

文書處理概說(含新聞應處 2 小時)、心理衛生教育(8 小時)、各院

特色課程(8 小時)等共計 60 小時。 
B. 「典範學習」校必修包括有愛國影片賞析(32 小時)、傑出校友座

談(8 小時)、中外戰史(8 小時)、部隊實務工作傳承(2 小時)等共計

50 小時。院選修包括有歷史人物評介(16 小時)、校園巡禮(2 小

時)等共計 18 小時。 
C. 「心理素質」校必修為心理素質訓練共計 24 小時。 
D. 「孫子兵法」校必修為孫子兵法共計 24 小時。 
E. 「人文素養」校必修為人文素養共計 24 小時。 

2.在入伍教育實施的非學分課程 
入伍教育實施的非學分課程是以軍事教育與訓練為主，受訓期間(八週)

必須在校(營)區住宿，除例假日外不得離開校(營)區。課程內容以軍事基本訓

練與生活教育並重，著重於單兵、伍基本教練，學習單兵兵器機械訓練、射

擊預習及實彈射擊，以及培養規律生活暨嚴守軍隊紀律的習性。入伍教育的

訓期為八週，每天上課八小時，每週五天共計 40 小時，八週總計 320 小時。 
3.在暑期教育實施的非學分課程 
暑期教育的非學分課程，區分為軍事訓練與政戰專業訓練。受訓期間必

須住宿校(營)區，除例假日外不得離開校(營)區。暑期教育共計實施三次，每

次的訓期為九週，每天上課八小時，每週五天共計 40 小時，每期九週總計

360 小時，三次的暑期教育總計 1080 小時。 
依照各年班教育計畫的「拾、考評方式」和「拾貳、畢業曁任官」的規

定(依照「國防大學學生研究生學則」辦理)，學生修滿規定學分並經考試(核)
成績及格(含訓育、體育及軍事訓練)方得畢業暨頒授學士證書。其中的訓育

成績(教育計畫稱之為德行教育與政訓活動)即是對軍人特質的考核，體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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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是指對體育課程的考核，軍事訓練成績是指對軍事訓練基本教練課程、入

伍教育等的考核，以及上述的訓育、體育和軍事訓練等皆屬於非學分課程的

範圍。依照規定惟有上述的非學分課程都修滿規定時數並經考核成績及格，

才符合畢業資格。學分與非學分課程兩者之中，只要其一的考(核)試成績未

達及格標準，就無法取得學士學位，也不能授予少尉軍階和取得任官資格。 

(二)如何規劃為職能導向非學分課程 

依照前述綜整的職能導向課程規畫重點，本文嘗試就如何將政戰學院非

學分課程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提出以下重點：1)課程目標在於培育政戰初

官所需之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專業技能等核心職能。2)以政戰初官職場特

性作為課程規劃藍圖，強調學習過程與職場之間的深度連結。3)科目規劃與

教學設計應重視部隊基層政戰實務工作所需的實務技能，尤其是加強對職場

所需之技術性、應用性和整合性的相關職能，並規劃以實作練習或實務實習

為主的課程模組。4)重視學習成效評量，以維護教學品質與課程品質管理。 
1.課程目標與多元性職能內涵 
職能觀點強調適應生活和勝任工作的條件，不是單一面向而是多元層面

的。從成果導向教育和職能導向養成教育而論，畢業條件或謂畢業生學習成

果及據此訂定的課程目標(Aema & McCoy, 2009)，就應符合職能多元化的觀

點。因此，職能導向課程的教育理念，認為課程目標應該與多元化職能基準

相互對應。同樣地，初官適應軍隊生活和勝任工作的所需條件也是多元層面

的，理論上政戰初官職能的組成，可歸納為核心職能、管理職能、職務職

能、一般職能等四種類別，且各種類別的職能內涵同樣也都為多元性質。依

照前面對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定義，係指政戰初官不分軍種、單位、職務之

不同都應具有的職能基準，理論上應包含屬於認知層面的核心能力、屬於情

意層面的基本素養、屬於技能層面的關鍵技能等等各種層面的基準項目。 
未來若將非學分課程規劃為職能導向課程，且國軍政戰官科完成對政戰

初官職能基準的建置，則對課程目標的訂定即可參考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由

於核心職能基準是為多元層面，所以非學分課程的目標，也應該涵蓋與認

知、技能與情意等層面相關的職能基準，然後進行以下的檢視與策進，包

括：1)現有科目可以對應到的課程目標是哪些。2)應達成的課程目標中，還

有哪些目標尚缺乏可以對應的科目。3)現有科目中無法與課程目標做對應的

是哪些。4)依照課程目標的權重，現有科目的授課時數是否適當。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之職能導向初探 

74 

根據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相關計畫(請參閱前述的「(二)政戰學院非學

分現況」)，課程內容大致可區分為軍人特質陶冶和軍事基本技能(包含體適

能訓練、肢體動作基本教練、體能戰技訓練等)等兩個主要部分。依照上述，

未來非學分課程的精進，關於課程目標的訂定，可以參考政戰初官核心職

能，進行以下的檢討與策進：1)分別屬於軍人特質和軍事基本技能的現有科

目，各可對應到哪些課程目標。2)分別屬於軍人特質和軍事基本技能的現有

科目中，無法對應課程目標的科目有哪些。3)應達成的課程目標中，還有哪

些目標尚缺乏可以對應的科目。4)依照課程目標的權重，目前分別屬於軍人

特質和軍事基本技能的現有科目的授課時數是否適當。此外，培養正期生的

領導和處理部隊實務的能力，理論上也是政戰初官職能的重要構面之一(係屬

於政戰初官管理職能的部分)，惟這部分的培育是以非正式課程為主、非學分

課程為輔。至於與政戰工作主要職務內容(心輔、新聞、文宣…等)直接關聯

的知識和技能，則需要透過學分課程的教學與學習，這部分與專業職能的涵

義相近(請參考前面「表一」)係屬於政戰初官職務職能，但不屬於本文探討

範圍。 
2.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 
職能導向課程認為，若要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就應結合職場需求或職

能基準。職能導向課程的特點，即在於透過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以

及強調整合性和實作性的教學方式，來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相關職能。在科

目規劃上，強調將科目由基礎到複雜、單元性到整合性，規畫成循序漸進的

課程模組，並且結合著重實務性與操作性的教學活動，採實作性質的專題形

式進行配套性的課程規劃。目的在於讓學生透過實務操作可以應用過去所

學，也將有助於學生綜整過去所學。其次，透過實務操作還可以讓學生檢視

自己過去所學，了解自己在各項職能基準上的發展情形，並覺察自己的專長

且善加發揮，以及省思自己的缺失並予以加強或修正之。總之，職能導向課

程以實務性為主，強調對認知、技能和情意等層面的整合與應用。 
由於部隊基層政戰工作大多為實務工作，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培養，因

而需要規劃實務技能的科目和教學活動。理論上，這些實務工作的所需職

能，大多是建立在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基礎上，非學分課程的目的即是讓正

期生紮下未來成為政戰初官後，執行這些實務工作所需的核心職能。未來若

將非學分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且完成對政戰初官職能基準的建置，則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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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分課程該如何規劃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可以參考以下職能導向

課程對科目規劃與教學設計的重點，並對現有科目與教學進行檢討與策進，

包括：1)教學活動(內容)著重實務性與操作性的練習，以學生實作為主，教師

從旁指導。2)科目規畫由基礎到複雜、簡單到整合，宜採整合性的課程模

組。3)科目授課進度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循序漸進。4)課程目標對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專業技能的培養，強調認知性、技能性、情意性的整合發展和實

際應用。 
3.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作為課程規劃藍圖 
在管理上，職能觀點認為工作績效良窳的影響因素是多元的，於是職能

基準除了包括勝任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還包括適應生活和維持良好

人際關係等所需的相關條件。由此推論，初官職能與軍人職業場域或軍隊特

性之間具有密切關係，因為營區內的官士兵無論是生活作息、演訓操練、公

差勤務和人際互動等，都與部隊環境、軍隊文化等職場特性直接相關，是故

未來若將非學分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即應將初官職場特性融入其中。接

著，後面將說明政戰初官的職場特性究竟是指什麼？非學分課程該如何將政

戰初官的職場特性融入其中？ 
軍隊是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裝組織，戰備與作戰是成立軍隊的目的。為了

使官兵能夠善用武力以達成任務或是有效執行後勤支援任務，新兵入伍後即

開始接受嚴格的教育訓練，一般常用軍事社會化的概念來解釋之。在軍事社

會化過程中，士官兵可能會因為壓力和挫折而產生適應問題，於是士官兵的

部隊適應就成為影響戰力的直接因素。政戰初官分發到基層部隊後，大多是

擔任排長、連輔導長的職務，主要工作即在於協助單位士官兵適應部隊生

活、達到操練要求標準、完成演訓任務、順利執行勤務、維持官兵士氣、維

護部隊安全等，上述這些顯然與士官兵經歷的軍事社會化有著密切關係。因

此，政戰初官到部隊任職所面對的工作場域究竟有何特性，可以從士官兵所

經歷的軍事社會化來深入瞭解之。 
基於軍隊特性和軍事任務的需要，軍事社會化強調角色鑄模的規格化和

塑程標準化，期使受化者之間在經過去個別化後，可以出現愈來愈多的相似

性，也可以愈益符合軍人角色期許的樣子，這些從軍隊對規律性、團隊性、

一致性的嚴格要求即可明顯看到(錢淑芬，2013)。由於這種模塑過程是由內

到外包括觀念、態度、儀容、肢體動作、生活習慣等整體性且大幅度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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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因此，如何讓士官兵適應部隊對規律性、團隊性和一致性的規範要求，

即成為政戰初官的重要工作。此外，對士官兵的這種大幅度改造，必需要有

一套模塑制度和技術，以及這種改造需要在全控性的基礎上方可順利進行(錢
淑芬，2014)。因此，在政戰初官的工作場域中，對單位士官兵的部隊適應有

著密切關係，並且也會直接影響單位士氣與工作績效的，就都成為政戰初官

所面對的職場特性，例如處處可見的全控性、規律性、團隊性和一致性等。 
模塑制度是指一套與軍事社會化功能有關的法規命令、行政規則、俗成

慣例、傳統等所形成的系統性規範，這套規範的主要作用在於建構模塑場域

的全控性。模塑技術是指在全控制度的基礎上，使受化者能夠鍥入軍人角色

鑄模的一套操作方法，受化者必須學習如何適應模塑過程和達到模塑要求(錢
淑芬，2010)。另方面，軍事校院為了讓正期生學習如何成為正規軍人，也必

須採取系統性的教化策略、模塑制度和技術。因此，正期生在接受軍官養成

教育時，自己也已經開始經歷軍事社會化。其次，正期生的軍事社會化是持

續不斷的過程，包括從初官養成階段、畢業後任官到後來的軍旅生涯發展

等，初官在這個過程中既是受化者，也是對部隊官兵使用這套教化策略、模

塑制度和技術的施化者。 
政戰初官職能意指適應部隊生活和勝任工作的所需條件，是故甫到部隊

任官後，面對軍隊環境和軍事任務的特殊性，如何掌握職場特性與因應調

適，就成為其適應軍隊生活和勝任部隊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政戰學院無

論是課程內容、校園環境、校園文化、生活管理制度、培訓方式等，若能將

政戰初官工作場域的這些特性融入其中，將更有利於對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

培育。教育學制雖可分為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但為達成初官人才「為用

而育」的目標，這兩種課程都需要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為規畫藍圖，並且彼

此之間相輔相成。例如，將校園建構為類職場的學習場域，其中融入了全控

性、規律性、團隊性、一致性等，讓正期生在具有軍隊場域特性的學習環境

中，接受非學分課程對軍人角色的塑造和軍人特質的陶冶、學習軍事基本技

能。其次，將課堂學習擴展到校園生活中，例如透過生活管理規定、實習幹

部制度等，讓正期生有充分機會可以模擬如何扮演領導角色、如何執行團隊

管理工作，經由累積實務經驗以培養未來政戰初官執行政戰工作所需的核心

職能。 
4.重視學習成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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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導向教育」強調課程教學是達成教育目標的重要途徑，並以「學

生學習成果」作為評量教學成效的依據。依照成效評鑑的四大向度(PDCA)，
計畫、執行、檢核和行動(Plan, Do, Check, Act)，不論是「成果導向教學與評

量」的導入或是「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的建立，重點在於以下四個層

面：1)訂定成果導向的教學目標與畢業生應達成的學習成果。2)依照訂定的

教學目標與畢業生學習成果，完成課程規畫與教學設計。3)提出學習成果的

評量方法。4)持續改善課程與教學。(劉曼君，2018；蔡小婷，2014；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2013)政戰學院未來若欲將非學分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該如何

將「成果導向教學與評量」應用在非學分課程上，可以從下列方向來思考：

1)探討初官核心職能的次級面向和組成要素，使課程規畫和教學設計有所依

據。2)如何將初官核心職能的面向和要素，轉化為具體明確的非學分課程的

教學目標和畢業生應達成的學習成果。3)依照上述教學目標與畢業生學習成

果，如何規劃出系統化的課程地圖。4)如何建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以

維護課程品質與培育成效。5)如何加強非學分課程的師資培養。 

肆、綜合討論與建議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依照相關規定，學分和非學分的授課時數，分別佔教

育總時數的比率，幾乎各為一半(52%：48%)，以及學分和非學分的課程成

績，都必須達到及格標準才符合畢業資格，顯示非學分課程對政戰初官人才

培育的重要性。然而，在國軍「為用而育」的教育政策下，非學分課程的教

育目標究竟有何不同於學分課程，以及軍官養成教育該如何透過非學分課

程，提升軍校育才與部隊用才的連結，值得重視。本文主旨就在於論述政戰

學院非學分課程對軍官養成教育的特殊意義，並探討非學分課程架構的理論

基礎，以及非學分課程該如何發揮其對初官養成的培育功能，本文主要是從

如何將非學分規劃為職能導向課程做理論性探討。 
政戰學院目前非學分課程的教學內容，可以區分為對軍人特質的陶冶教

化和軍事基本技能的鍛鍊，也依照各年級分別規劃這兩部分的相關科目和授

課時數。但是，由於非學分的課程架構尚缺乏理論基礎的探究，因此在課程

目標的設定上，較缺乏具體明確的依據作為參考。其次，也因為缺乏較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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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課程目標，所以科目規劃和教學活動的統整性尚有待加強。再者，為

提升課程品質或教學成效還需要有信、效度良好的衡鑑方法，惟若缺乏具體

明確的課程目標，則難以完成之。 
本文對於非學分課程架構之理論基礎的探討，主要是從素養理念、職能

分析、職能導向課程與軍事社會化等進行探討。首先，論述初官人才培育應

該重視職能觀點的理由，並針對政戰官科說明初官職能及其中構面之一的核

心職能的涵義，希望能夠為非學分課程的目標奠定理論基礎。接著，從軍人

職業及工作場域的特殊性，論述政戰初官養成為何需要設置非學分課程。之

後，論述初官培育的養成環境和校園文化結合初官職場特性，對正式課程和

非正式課程達成國軍「為用而育」政策的重要意義。最後，參考職能導向課

程相關文獻，就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綜整為四

項規畫重點。 
本文對於非學分課程該如何發揮其對初官養成的培育功能，主要是從如

何將非學分規劃為職能導向課程做理論性探討。倘若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

目標，在於培育正期畢業生具有適應部隊及勝任工作所需的政戰初官核心職

能，則如何依照職能導向養成教育和成果導向教育來規劃非學分課程，攸關

非學分課程對初官人才培育的落實。首先，本文就國防大學基礎學院的教育

目標為「武德武藝」，說明學院目前的課程規劃與「武德武藝」的對應情

形，以及政戰學院正式課程(學分、非學分)與「武德武藝」的對應情形。其

次，概述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現況，然後參考職能導向課程規畫重點，探

討如何將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探討方向大致為課程目

標與多元性職能內涵、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作

為課程規劃藍圖等。 
依照職能觀點，非學分課程的目標訂定若要能夠符合部隊用才需求，以

及課程品質和教學實施若要成效更佳，則需要有相關的職能基準為依據。由

於目前國軍政戰官科並未有關職能基準的建置與發展，是故本文談及政戰官

科職能時，僅從理論上概述可區分為四種職能類別，包括核心職能、管理職

能、職務職能、一般職能等，對於這些職能類別也僅能就內涵做概念性說

明，並無法具體指出它們的職能基準。因此，尚有待未來研究完成對國軍政

戰初官職能基準的建構，屆時即可作為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在培育政戰初官

核心職能上的規劃參考，俾利非學分課程可以提出更符合部隊用才需求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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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標，作為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及成果評量的依據，使課程與教學的規

畫、實施和成效評量可以更有效。 
一般而言，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會選擇以某種取向為主。若是選擇以職能

導向為主，則課程設計的主要原則，在於課程必須能夠對應畢業生核心能力

(張凈怡，2018；劉曼君、呂良正，2014；容繼業，2014；隋復華、廖榮鑫，

2009)。目前政戰學院雖有訂定大學部的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基

本素養包括有領導溝通、專業倫理、國際觀、軍人特質、排級幹部指揮能

力、研析解決問題、終身學習能力、團結合作、輔導服務等九項，核心能力

包括有領導管理、輔導服務、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研究分析、思辨創造、

團結合作等七項，核心價值包括有愛國、誠實、榮譽、關懷、奉獻、犧牲等

六項。但是，學校如何解釋或區分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之間的涵

義有何不同？這些項目分別歸納為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的依據為

何？這些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對初官人才培育的重要性究竟為

何？其中是否有需要增修的地方？目前非學分課程大致區分為軍事基本技能

和軍人特質，這些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核心價值等跟這兩部分之間究竟有

何重要的關聯？若要改善或精進非學分課程，即有必要正視上述問題，希望

未來由於政戰官科職能基準建置、非學分課程理論基礎的建立、課程與教學

精進方法的研發等，能夠明確澄清或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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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淺析中國大陸 
人才戰略之發展與效益 

邱勝浩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係從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淺析千人計畫對中國大陸人才戰略之關係，

作者認為千人計畫目標就是要推展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強國，因為人才就是決定科技與經濟

興衰的關鍵，本文發現中共借鏡世界各國引才經驗，推展百人計畫、長江學者獎勵計畫，接

續發展千人計畫目的就是為彌補人才缺陷，改變生產力形式建設 AI 人工智慧社會型態體

系，本研究同時運用馬克思資本論檢視千人計畫鞏固社會型態結構功能性及其矛盾現象。 

關鍵詞：人力資本理論、資本論、千人計畫、人才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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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s and 
Benefits of China's Talent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Qiu Sheng-hao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Abstract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and China's talent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goal of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is to promote the power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due to the reason that talent is the key to determi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ferred to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of attracting talents and promoted the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and the Yangtze River 

Scholars Reward Program. The goal of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is to supplement the shortage of talents, change the form of productivity, and build an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ety. This research also employed the Marx’s Capital perspective to asses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Keywords: Human capital theory, Das Kapital,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Talent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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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繼中共 18 大後，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海外留學生返陸就業規模攀

升，已達 231.36 萬人返陸，占改革開放以來返陸總人數的 73.87%，2017 年

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的海歸派占名單比例超過 60%，(王輝耀，2018)若依人

才流動－勢能效應之視之，勢能效應學者認為，使靜止物體離開地表，同時

已將物體本身重量轉換為能量，再使物體落於地表的高度也決定所產生的回

饋力量強度，這個轉換過程獲得的能量謂之勢能(位能)，由於大陸海外人才

急遽逆流是源自經濟高速發展所帶動而來的人才磁場效應，人才的素質優

劣，將決定國家科技水平的高度，相對地經濟的興衰也決定吸引人才回流－

磁吸效應強度。 
尤其大陸加入國際經貿組織(WTO)後，在人才不斷挹注前提下，對區域

周邊國家的政治、軍事、科技及經濟市場亦造成與之俱來的威脅，尤其近年

「千人計畫」在潛移默化下的驟然發展，同步的威懾性也倏忽成為國際世界

東亞地區的新興焦點。 
1964 年大陸首次利用海歸菁英為中共研析仿製「核彈」、「導彈」、

「衛星」產製所謂的「兩彈一星」科技能量，掀起國際一陣譁然，近年美國

FBI 查獲多起大陸利用「千人計畫」收買專家學者竊取醫療個資、商業機密

以及科技等產權案件，其中以 2018 年美國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疑似竊取

AI 人工智慧、生技科學等高領域與大陸合作最為震撼，案經追查後張教授逕

而墜樓身亡，所行疑點不免令人疑慮。 
本文以美國 經濟學 家 舒爾茨 (Theodore. Schultz) 以及貝爾斯 (Gary S. 

Becker)人力資本理論作為觀點淺析中共千人計畫發展與影響，探討大陸人才

培育與國家發展現象，蒐集官方資料文獻分析法，研析中共發展千人計畫軌

跡，藉由研究途徑檢視千人計畫意圖，窺探其核心目的與臆測未來發展方

向。 
千人計畫扮演中國大陸人才戰略工程興衰的重要角色，是凝聚菁英能力

創造國際地位崛起的關鍵策略，從 1978 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開始不斷以凝

聚及招攬人才為口號大舉提升人才數量規模，尤其 1994 年大陸中國科學院推

起「百人計畫」1998 年大陸教育部推行「長江學者獎勵計畫」引進約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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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促進編輯部，2009) 2008 年推展「千人計畫」甚至在 2012 年發展

出「萬人計畫」，透過引進、吸收、組織、群眾等作為發展規模，此舉除彰

顯中共長期在菁英領導外，同時亦可凸顯出大陸人才在結構上已產生根本上

變化，究其欲急迫更變現狀的行為，亦可窺探出人才不足之隱憂，以及欲提

升國際地位野心。 
邇來，大陸政治、經濟、科技以及國防武力等方面確實已在國際地位逐

步崛起，但是國際之間卻頻傳大陸運用銳實力手段發展統戰策略，採取千人

計畫途徑分別在學術及業界等研發機構，取得商業機密、科技產權、渦輪技

術及醫療機密，並透過等各地設置的孔子學院管道企圖扭曲資訊誤導群眾，

引起世界國家撻伐，權益受損國家甚多尤以美國為首，除嚴厲譴責外更強烈

抵制大陸。 
然而，本研究研判千人計畫除作為統戰策略用途外，必然也運用於國家

人才培育戰略發展手法，經知識的交流與吸收不斷生成轉化，提高內部知識

水準強化外部實力。基於此觀點作為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於淺析中共千人

計畫的成果與影響以供各界參考，當前中共為追逐國際世界與美國步伐，視

人才培育為高度發展策略意圖，卻並未建構符合自身國情之人力資本理論途

徑，本文援引美國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檢視千人計畫對人才戰略工程影響與

發展效益。 
本研究提出三項假設，第一項假設：千人計畫的發展並不會受國際撻伐

與美國譴責而止步。第二項假設：千人計畫的發展對海歸派與本土派學者會

產生長期的衝突與對立。大陸在追求 2050 年前完成實踐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

強國的前提下，許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勢必急遽扭曲轉型。鑑此，第三項假

設：千人計畫能改善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環境之能力將是有限度的。 

貳、人力資本理論與大陸人才戰略發展 

一、人力資本理論的特徵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 1960 年將理論系統化，

1961 年 3 月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投資人力資本理論」，說明人類所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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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知識即是資本形式的一種，(Theodore W. Schultz, 1961)這是一項投資

性策略，由於回饋報酬可觀且人力資本亦可適時代替補充生產的不足，西方

社會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已超過物質資本，綜觀高回饋率與代替性的優勢，

即顯示出經濟的關鍵源自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其中人力資本投資計有有 5
項：1.個人或家庭在遷移適應的工作機會。2.在職工作者的培訓。3.非企業組

織的成人教育及農業推懬。4.醫療設施及保健服務 5.初、中及高等教育。 
舒爾茨認為經濟增長過程的人力資本理論俱備 3 項因素： 
1.人力資本欠缺的國家無法有善經營物質資本。 
2.僅有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同步增長，(Theodore W. Schultz, 1960)經濟發

展才能繼續前進。 
3.人力資本是最有可能限制經濟增長的因素，需要掌握上述才能有效為

經濟成長形成助力。 
美國經濟學家，貝克(Gary S. Becker) 1964 年對人力資本理論發展新的觀

點奠定理論基礎，在《人力資本：理論和實證分析》專書指出，人力資本理

論分析中提出假設：「學校教育可提高收入及生產力，主要是透過提供知

識、技能與方法分析問題」。文本中同時也透過檢驗推測出關鍵的答案即

「科技」拓展，(Gary S. Becker, 1993)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其他投入的知識生

產。 
本研究揭示中共建政迄今並未發展所謂的人力資本理論做為人才培育範

疇，仍僅參酌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以及史丹利等專家學者發表之人力資本理

論觀點做為修正的方針，在長期深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意識形態下萌芽的大

陸，對追求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與理念。 

二、大陸人才戰略工程與「人力資本理論」 

2016 年 3 月大陸策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社會發展第十三五年規劃要

綱》啟動重大人才工程戰略，培育人才項目計有科技創新創業、青年菁英、

企業經營管理、專業技術、國家高技能等 5 項，依循千人計畫、萬人計畫途

徑，引進從事創新、俱備突破關鍵技術、發展創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和

科技領軍人才。 
2016 年 8 月中國科學院依據《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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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及《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計劃暨全面深化改革》，

制頒《中國科學院十三五發展規劃要綱》，制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

結合國家戰略「一帶一路」部署，將科學技術成果合理化轉移給發展中國

家。 
大陸的千人計畫是否可運用「人力資本理論」檢視？當前大陸運用千人

計畫手段配合「一帶一路」策略與國際世界共享資源野心，引進人才共同開

發大陸，2017 年引進創興及創業人才數量遽增，留學返陸學生達 48.09 萬

人；從 1978 年至 2017 年底有共 313.20 萬人返陸發展，可窺視大陸對於人力

資本投資的視野，接續反瞻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

五發展規劃綱要》政策推動經濟結構質量並重、新型城鎮化、提升全民教育

及健康、推進農業現代化等工作，其核心理念皆於各領域闡述人才吸引、培

育、安置的重要性，亦可說明中共極為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的決心，當前大陸

經濟總體量已位踞世界第二，尤其在未來經濟發展為尋求更上一層的突破，

大陸勢必持續發展人力資本的投資策略，同時也會把其人才核心重點置於科

技打開經濟嶄新的突破口。 
鑑此，亦可援引美國經濟學家貝克對人力資本理論分析中提出假設結

果：「提升經濟關鍵即科技拓展」，檢視驗證大陸在《十三五規劃》國家發

展戰略之意圖與軌跡。 

三、實踐小康社會朝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小康社會」思想在中國歷史回顧之中，最早可追溯自春秋戰國時代、

秦漢隋唐、北宋清時期，然而在不同朝代階段對於「小康」解讀亦不相同，

鄧小平在 1979 年提出「小康社會」概念，(樂意、秦晶，2016)同時將馬克思

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理念融入於大陸的「小康社會」，致力在生產發展基礎

上使人民生活擺脫貧困逐步從溫飽達到小康水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00)打造城市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締造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國家。 
2017 年中共第 19 次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指出：2020 年以前，是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2020 年至 2050 年是小康社會轉型為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的關鍵期。第一階段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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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本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 2035 年到 2050 年前，在基本實現

現代化的結構下，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2017)基此，戮力於

提升國家經濟、科技實力，伺機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致力人民的平等參與

及發展權利獲得保障，法治社會基本建設，各方面制度越趨完善，達成國家

治理體系及能力的現代化基本實現，繼而實踐現代化強國目標。 
以改善國家內部人民生活環境營造祥和社會氛圍之名，引進國際高層次

人才，創新創業研發各項技術企業專業領域，除挹注大量資金在各項建設的

物質資本外，亦投入資本在引才及育才，期盼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策

略引進外籍及國內籍專業人才，以打造完善城鎮環境憧憬吸引更多海歸學者

菁英人才，共同持恆營造更高層次的國家生活品質。 

參、當前大陸發展千人計畫的特色 

為詮釋千人計畫特色，藉由歷史沿革脈絡窺探千人計畫在國家經濟及科

研關係產生的現象，逕自抽取出千人計畫在國家內部的因素，運用歷史文獻

分析去偽存真，續說明當前外部現象，檢驗當前大陸對於人力資本投資的重

視程度。 

一、千人計畫的緣起與目標 

人力資本理論在馬克思的論述中並沒有特別發展出理論，僅於《資本

論》提出勞動價值與剩餘價值的概念，同時也揭示人力資本的存在的影響力

與階級概念的產生，然而從大陸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亦可窺探出，

1949 年毛澤東時期中共核心思想，明顯是階級鬥爭的概念偏重於人才培育發

展，建政初期過度倚賴前蘇聯史達林在軍事技術轉移以及武器裝備轉渡援

助。然而在 1960 年蘇「中」關係正式決裂後蘇聯專家撤退，中共面對技術能

量斷層狀況下，甫始力栽培本土的科技人才，吸收當時留法海歸博士錢三

強，留美科學家錢學森、大陸科學家錢偉強，花費約 8 年時間建構國防工業

體系，加速在 3 年內跨越當時尖端科技研究的突破口，旋於 1964 年至 1970
年陸續向國際告昭已具備實踐「原子彈」、「氫彈」以及「東方紅一號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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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研發技術能力。 
然而 1958 年正值三面紅旗推行之際，隨之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群

眾運動等亂象，使階級鬥爭、不斷革命的行徑不曾停止，導致國家資源以及

知識能量呈現停滯、產生不進而退現象，尤其從 1956 年到 1965 年期間，由

於國家政策問題，導致能接受大學教育的畢業學生不超過 5%，教育體制明

顯呈現菁英主義風格，(陳永發，2011)因制度缺陷造成就業分配問題，迫使

學生示威抗議。 
以馬克思資本論視之，社會型態發展必須將下層結構生產力(即經濟基

礎)與上層建築的政治思想同步共存，甚至經濟基礎的考慮還必須大於上層建

築的發展，(朱鐵生、丁維陵及姚伯茂，1988)反瞻大陸 1958 年迄 1974 年，

卻滯於「以階級鬥爭為綱」做為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

東為挹注社會主義思想改造大陸人民思維不惜一切發動為期十年的思想革

命；導致大學聯考廢止、學校停課，教職員和學生無所適從，文革行徑的確

澈底消滅革命的所有障礙，但也將所有人才培育的教育體制同時付之一炬。 
綜觀毛澤東領導時期，對於思想改造的範疇勝過於人才培育的重點。為

超英趕美，對於科技自主研發的追求是不停止地，對於菁英人才引進也是持

續不斷前進的策略，然而當時下層結構科學理論基礎的薄弱也反映出菁英主

義教育體制緣故，造就沒有知識基礎現象，所以只能不斷的引進人才利用人

才來突破窘境。 
從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至 2007 年底，大陸海外留學人數約二十

萬人留滯於海外工作，導致大陸嚴重面臨到尖端人才匱乏、競爭力弱，科研

型人才過多，實際創業型人才不足，造成人才專業、產業和區域結構分布失

衡，幾經研議為貫徹科學發展宏觀，遂行科教興國及人才強國戰略，開始積

極吸引大陸海歸和外籍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援以提升國家總體力量。 
2008 年 12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

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權娟、李放，2012)啟動千人計畫，目標

在戮力國家發展戰略核心前進，使用 5 至 10 年大量引進海外高端人才；人才

種類計有創業、創新、創新團隊、文化藝術、頂尖、青年、新疆西藏、外國

專家等 8 類，企圖帶領市場邁向技術、戰略創新突破以及新興學科與產業步

伐，同時全力發展企業、實驗室、學科以及金融機構等組織為下層結構奠定

完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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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引進外籍研究員 5,105 名，從事科技、經濟類別的學者占 1,519
名，藝術類別占 3,514 名，囿於政策推動能見度較低關係，造成大陸海歸留

學生雖達 353,500 名，但是大部分仍未達「千人計畫」以及「萬人計畫」的

錄取標準，鑑此，大陸開始透過憲法針對制度賦予省級、市級政府在制定

「海外人才吸引計畫」的同時，也能與中央政府享有一定的權利去推動政

策，(中國與全球化智庫，2017)截至 2016 年陸續引進外籍頂尖人才 313 員提

升科技創新與創業領軍人才能量。 
大陸在國際經濟變遷、國內階級鬥爭、文革與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人才

流失的問題不減反增，中共除面對世界各國不斷大舉巧奪刮分人才的前提

下，也兼顧著國內群眾動盪不安劣勢，針對當時人力資本制度欠佳、風氣不

良及經濟誘因不足等因素，不斷借鏡美國、德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家如何

吸引尖端人才逆流，增強國家各方產業鏈能量，提升國家經濟及國際地位方

法。 

二、千人計畫的角色與屬性 

千人計畫的發展目標，是為因應大陸國家發展戰略在 2050 年前，欲達成

基本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強國過渡期下之產物，然而其真正核心的目的

是在迅速引進約 1 萬名海外籍和國內創新創業科技領軍、青年菁英等人才，

換言之，千人計畫的引智效益也突顯大陸內部人才缺陷現象。 
據此本文認為構成千人計畫在人才戰略工程的角色的條件計有兩項，第

一項：凝聚創新型科技研發人才，開發 AI 人工智慧技術等相關科技研究創

新發明能力，取代傳統生產方式發展經濟市場及建設國防。第二項：打造城

鎮、建立法治、藝術、哲學等上層能量，維持社會型態運動規律。然而本質

背後的意涵，其實也是為下一步的萬人計畫埋下揭幕的序曲。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

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及斯大林著作

編譯局編，1973)反觀中共推行的千人計畫，正因熟稔「生產方式」的重要

性，所以意圖透過科技能力的生產方式以躍進或轉型姿態改造國家整體生產

力模式，滿足國內人民物質需求，開創國內市場，同時亦趨使外資入城開發

商機與更多民生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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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綜觀千人計畫與萬人計畫共同關注的高科技尖端技術研發知識學

者，以及科技隊伍和各實驗基地的建構項目，可窺探就是將核心聚焦於科技

人才培植，根據國際世界科技趨勢帶動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外部影響原因所

導致的現象，即構成千人計畫屬性之條件。 

三、千人計畫的對立與統一 

千人計畫，必然造成國家內部社會型態之中的海歸派(包含大陸、外籍學

者)與本土派學者之間充滿相斥現象，由於在短時間內大量吸收各國科研技術

人員，在外部的國際之間自然也會引起各國的關注與嚴斥的輿論聲浪，透過

2018 年美國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報告–「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

和世界的技術和知識產權」充分揭露大陸多項不法行徑與爭議，(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陳述其侵略野心及與日遽增之威脅，同

時也引起各國疑慮及警惕，然而如何提升人才素質，改善管理規範、落實考

核機制、汰劣執行亦是將來各國產界發展值得關注的議題。 
統一內部，是大陸不斷面臨的問題，即循千人計畫篩選制度下的高優渥

待遇，管理當前引進大陸的高層次與尖端菁英人才，在本土派與非本土派專

家賴以共生的前提下，逐步促進內部的相互性、影響性、協調性以及制約性

的功能運作，組織人才隊伍在有效度有規模的能量的條件下提升整體能力，

在外部國際之間提倡大陸資源與世界共享的概念，結合外資共同開發大陸經

濟及小康社會城鎮建設，試圖藉由相互作用營造良善氛圍，消弭國際撻伐聲

浪。 
中國大陸運用海歸學者國家提升人才素質，然而對於留學生的忠誠心則

採取保留態度且透過長期考核來觀察與評鑑決策派職的層級與職務，從 2004
年王飛凌遭中國警察以涉嫌竊取國家機密羈押逮捕案，更突顯當時大陸對於

防範海歸人才的其心可測。基此原因對於海歸人才的政務派職多以科技及經

濟等領域為主要趨勢，而政治領域則多以本土派為主要核心作為發展，也造

成海外華裔學生返陸者皆以科技、經濟、高層次企業管理人員或專業領域科

學家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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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千人計畫對大陸人才戰略效益 

一、經濟科技局勢與千人計畫之影響 

鑒於中國 1980 年起不斷吸引海外留學生以及外籍專家學者，迄今造成國

際人才流失回流向大陸地區，尤其在短時間匯集數千計萬的人數以及藉由諸

多回流學者同步轉入產權技術，使統戰謀略透由千人計劃的引才手段及銳實

力的形式昇華呈現，就統戰觀點而言，千人計畫除引起各界撻伐同時也被美

國視為一項間諜計畫，目的在透過招募國外具科研資歷的人員來華工作，實

踐其主導全球技術最終目的，同時給予大陸人才與科技應用能力帶來達到可

預期的成果與效益，從華裔美籍王擎博士參加千人計畫收受 300 萬美元，且

涉及超過 360 萬美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研究基金詐騙罪名與官方利

用孔子學院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等案例亦可說明中共統戰的事實。 
千人計畫常運用於統戰謀略發展的觀點，鮮少聚焦於人才戰略工程的手

段探討，由於中共統戰手法慣用竊取科學技術以改善科技的應用能力，故普

遍吸引眾目於統戰觀點之下，然而對中共而言，此舉僅能達到截長補短的局

部效果，並無力改變科學基礎理論能力缺陷事實。換言之，若欲瞭解大陸如

何提升國家整體人才知識能力，本文認為必須轉而挹注於中國人力資本與人

才戰略發展核心問題觀點，使識者明晰中共欲解決問題勢必正視問題核心的

關鍵，並非再仰賴往昔統戰或銳實力形式，而期待改變根本缺陷的問題。本

文嘗試從人資本理論角度，藉由中共人才工程發展的脈絡在政策變革抽繹千

人計畫引才手段之影響力，離析中國大陸科技研發能力與生產力轉型與人才

戰略發展與效益。 
隨著 2001 年大陸加入國際世界經濟貿易組織(WTO)，吸引國際資本及產

能流入對外貿易快速成長，貿易總額從 2000 年 4,742 億美元至 2005 年達 1
兆 4,221 億美元，順利推動經濟成長 3 倍位踞國際前三貿易國。惟當時大陸

教育性質普遍偏向於技術職能勞動，對於知識能量較為薄弱間接影響科技生

產力之主導權，導致總體經濟生產力仍倚國際市場流路帶動開發。 
2004 年為解決當時窘境，中共頒布《2003-2007 年教育振興行動計

劃》，(中共教育部，2004)繼續實施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建設重點大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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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以學術為建設的核心，創造學科隊伍基地。援引長江學者獎勵計畫與

高等學校創新團隊計劃為核心，推展「高層次創造型人才計劃」，廣攬國際

與境內人才資源，積極面向國際引進優秀人才。研擬有利政策構建吸引、培

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支持體系，結合關鍵領域理論學科研究和國家重大現實問

題研究，培養頂尖的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 
技能型人才是技術創新與科技成果轉化之重要關鍵，除加強高等、中等

技職院校建設，按區域經濟市場與勞動發展實際需求條件，促進產學緊結

合，培養現代化建設急需技能型與軟體產業實用型人才，尤其是各類型高技

能人才。更進一步改革公費留學工作制度，配合國家高等教育發展及科技創

新，促進國際頂尖高等學校與科研機構合作，同時加強農村教育改革，推展

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增進普通高中、學前教育和特殊教育有效

整合教育資源，充分發揮農村學校的綜合功能。另外加強針對高層次創新與

具備學術領導能力人才的考核遴選機制，加強引進與支持優秀留學菁英回國

就業服務。 
2008 年適逢美國金融風暴造成許多國家股市崩盤效應，衍生大量高知識

分子失業逕而導致各國人才流失，對當時正缺乏菁英人才的大陸來說，儼然

形成人才回流現象，配合當時環境大陸開啟「千人計畫」，優先錄取 3 類型

人才：海外華僑、經濟高技能型、創新科技型，並妥善解決海外高層次人才

在居留和出入境、醫療、住房、保險、子女入學等優惠及專項資金。 
2010 年大陸留學海歸數達 13.48 萬人創歷史新高，2011 年 8 月截至第 6

批共引進 1,510 人(創新型 1,161 人創業型 349 人)、引進的海外正教授數量，

是改革開放前引進數量總和的近 20 倍約一千四百人(包含 50 名發達國家院

士)，該計畫迄 2013 年底分別啟動 10 批次，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計 4,180
員，(司江佛，2013)至 2016 年底第 13 批引進約 944 人，(盛若蔚，2017)錄取

率約 16.5%(創業型約 47 人)，(CAAI, 2016)集中於沿海省市經濟開發地區為

大陸帶來商機，由於千人計畫亮點已備受大陸在各產業界的矚目，2011 年中

共再發展千人計畫－青年人才項目規劃長期重點培養本土在各產業的創新創

業型科技人才。 
2014 年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崔大佛指出，將近 75%專家學者是以兼職身分

到大陸，並無放棄在其他國家的職位，認為此計畫僅增加知名度，對教育知

識改善也只是局部性發展，由於千人計畫包括大千人(A 組返陸工作超過 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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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B 組歸國工作超過 2 個月)及青年(全職返陸工作)等 2 類，(牛珩、周建

中，2007)依此現象所產生的觀點，對千人計畫之本質探討似乎已經看到內部

矛盾的醞釀效應。 
大陸在每一次科技和技術進步中，所出現的法律爭議也相對產生，(德

勤，2018)尤其 AI 人工智慧發展強調促進技能進步和業界應用，卻對道德規

範仍存在政策的缺失。然而目前大陸人工智慧核心研究在專利技能維度，有

關人工智慧法律及道德方面之研究都極為堪慮與挑戰。 
以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投資人力資本理論觀點視之，西奧多認為經

濟的關鍵源自於人力資本的投資 5 項條件：1.個人或家庭在遷移適應的工作

機會。2.在職工作者的培訓。3.非企業組織的成人教育及農業推廣。4.醫療設

施及保健服務 5.初、中及高等教育。 
從大陸 2004 年頒布《2003-2007 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與推動千人計

畫，可呼應大陸人才缺陷本質的問題，積極援引人力資本投資觀點針對國內

教育政策改革與海外引才制度開放之意圖。 
由於當時大陸內部缺乏人才等需求，適逢美國金融危機，產生各國失業

人才迅速回流到大陸的現象，刺激國內經濟及各項產業快速成長。接續以馬

太效應視之，馬太效應為認為；「強者愈強弱者越弱，即造就貧富懸殊原

因」，由於大陸沿海地區經濟開發刺激就業機會關係，也更進一步的拉開東

西部的貧富差距，然而磁吸效應加上馬太效應的共鳴下，雖讓沿海地區經濟

開發更為迅速，卻同時讓西部貧窮加重釀成教育水準失衡，導致人才流失而

過度集中於沿海的問題。 
大陸與美國之間本是對立關係，大陸人才長期短缺是內部原因，據 2008

年美國金融風暴的外部因素導致外海外人才回流大陸，然而本土與海外人才

在能力、待遇、溝通、誠信度以及思維問題，衍伸教育能量有所限制，這是

矛盾的普遍性。 
由於集中沿海地區造成東西貧富差距，使人才流動散布不均導致教育力

度不足也造成矛盾的特殊性，然而主要的矛盾就是經濟，更進一步的審視矛

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人才，大陸因應當時窘境創新制度政策及措施改善內部本

土人才專業力，引進海歸派增進各產業專業度，伺機改善與美國之間一致性

關係，朝向相互協調、影響照映規律運動發展。反瞻當時僅解決本質的問

題，但實際的根本上仍有被忽視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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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8 年迄 2020 年千人計畫引進大批海歸學者企圖逐步建構中國大陸

完善小康社會環境與提升整體經濟效益，依循中國人力資本發展的脈絡可發

現中國大陸人才計畫於 1970 年代就陸續推展各項制度與政策，鄧小平時期中

共人才戰略工程策略採取向西方學習與引進西方人才兩條路線，打造紅與專

並重的技術人才同時將人才培育提升至戰略高度。 
1999 年至 2008 年在中國大陸大舉吸引海歸與改革留學生制度過程，從

中國海歸每年流動量與出國留學學生比例之關聯性，窺視經濟發展與海外留

學生與海外學生的流動比率產生的相互作用，導致儘管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

人數比回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高，但是回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的比例卻在不斷增

加，同步的趨勢也使中國大陸的均 GDP 的產生變化效應(Amelie F. Constant, 
Bienvenue N. Tien , Klaus F. Zimmermann & Jingzhou Meng, 2013)。 

人力資本的挹注是發展社會與經濟結構變遷主要重心，當教育發展帶來

的人力資本效益達到一定程度的進化階段，相對的也會把社會發展與經濟結

構相互帶動出創造更進一步的新結構。觀察中國大陸人均 GDP 比率與留學生

往返變化從 1999 年占 32.6％中國學生返回家園，人均 GDP 約 7,000 元。與

2008 年中國 GDP 人均約 22,000 元人民幣，海外留學生與海歸的比例約 38.5
％留學生返回家園，能明確看到人力資本與經濟追趕的相互關係。 

圖 4-1-1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09》，第 20–28 頁；世界銀行(人均國內生產

總值)；《China's Laten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chieving milestones and 
competing for the top》, Amelie F. Constant, Bienvenue N. Tien, Klaus F. 
Zimmermann & Jingzhou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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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國際世界經濟形態正逢生產力轉換階段，「人才不足」是中共經

濟體系刻正面臨的窘境，加上更多國家參與全球引智競爭激烈，若再以往昔

招募手法將難以突破瓶頸。當前中國大陸人才培育亟需變革與省思的是政府

過分主導引才制度導致政策過於粗糙。傳統引才手段、篩選和管理方式偏重

強調政府角度，在人才引進、薪酬、獎勵與考核等方法帶有強烈政治意識形

態存在(王玨，2020)，難以調適外部競爭和內部轉化的需求，形成管理與策

略仍停滯在口頭及書面，使制度優勢遠未形成，無法應對國際人才競爭新格

局。 

二、千人計畫與大陸科研能力之效益 

2017 年大陸國務院頒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大陸正加速人工智慧化、社會、經濟、國防深度融合為主，提升新一代

AI 人工智慧科技創新力未來戰略目標，分三步走： 
第一步，2020 年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成為新

的重要經濟增長點，於基礎理論及核心技術獲得進展、運用技術應用層面改

善民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核心產業超過 1,500 億元，帶動相關產業

超過一兆元。 
第二步，2025 年基礎理論實現突破，部分技術與應用達到世界領先，帶

動國家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動力，於理論技術體系初步建立。進入全球價值

鏈高端。在智慧型製造、醫療、城市、農業、國防建設等領域得到廣泛應

用，產業超過 4,000 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超過 5 兆元。 
第三步，2030 年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成為主要創新中

心，為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及經濟強國奠定基礎，產業競爭力達到國際領

先，建設社會、國防各方面應用與拓展，形成核心技術，完備產業鏈、高端

產業群，產業超過 1 兆元，帶動相關產業超過 10 兆元。 
當前中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於經濟發展關鍵節點，往昔憑藉出口

低技術的勞動力密集型結構模式已失去動力，為尋找改變生產力形式創造新

結構契機，大陸積極迅速拓展科技研發能力，依據《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

劃》(國發［2017］35 號)指出，中國大陸已將「千人計畫」作為加強發展 AI
人工智慧型領域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引進工作的手段，並結合薪資待遇及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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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惠措施，針對錄取者發放人民幣 100 萬元(約新臺幣 450 萬元)，享有醫

療、保險、不受居住年限居住等優惠激勵企業界、科研機構引進人工智慧型

人才。 
然而依據上揭《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所顯

示，中國大陸等同是在建構一部屬於中國的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的生產

力結構，並伺機在 2030 年把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理論達到世界領先，成

為主要創新中心，為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及經濟強國奠定基礎達到國際領

先。換言之，人工智能將會是未來推動經濟體主流趨勢，能促進人工智能快

速起步的方法相對就是運用千人計畫的途徑，通過人力資源累積千人計畫引

進具備科技研發的人才逕而轉化或提升本身結構。 
2015 年透過千人計畫不斷引進的人才效益，使中共當局科研體系在基礎

設施與研究能力有顯著改善，同時對海歸學歷也普遍不再強調，由於大批留

學生往海外發展，產生全國博士後人才極為缺乏的狀態，使人才結構產生新

的變化現象《轉型中的中國科研，2015》，根據上述觀點、官方文件與現象

本研究認為千人計畫與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關聯性是值得觀察與省思。 
據 2018 年《中國海歸人才吸引報告》大陸教育部資料顯示，截至 2016

年底千人計畫引進約六千人，依 2019 年 11 月 19 日美國聯邦科研機構代表官

員在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指出截至 2017 年底，千人計畫引進約七千人，

(United States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2019)同時中共也要

求招募入選的研究員，需把在美國實驗室知識產權轉移到大陸，多次嚴重侵

犯美國智慧財產權益損失難以估計。2018 年中共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無錫交

流大會專家聯誼會長錢穎一提及，迄 2018 年千人計畫引進約八千人。(郭媛

丹，2018)綜觀 3 筆資料所顯示研判千人計畫成長的數字，是以平均每年概約

千人的數字擴展。 
面對美國以及世界各國的輿論撻伐千人計畫是否會停滯？針對本研究第

一個假設問題，在此的答案是否定的。何以見得？正因為科技型人才擁有知

識及技能，才能為大陸發展無限原力的創新。中共於「十二五」期間，圍繞

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求，科技人才隊伍迅速增加，人才資源總量約達七千

一百萬人，但是科學基礎理論型、高端研發型和高技能型結構性仍不足，(王
曉潔，2017)大陸科學技術發展以來皆以應用類型為主要導向，因為國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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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往往是由上而下的概念去衍伸，在長期發展下的大陸，科學技術基

礎能力嚴重先天不足，雖然對於科技的應用層面值得一提，但是基礎理論與

研發能力的窘境，是難以突破的障礙，所以對於研發能力的課題必然是深受

阻礙。 
由於業界內部產製的人才培訓仍未成體系，大陸師資不足與教學資源落

後，且開設人工智慧專業的學校普遍低於 2%，(雍黎，2019)造成學校端與產

業端人才供給水準均偏低，(劉園園，2019)導致 AI 人工智慧科技最核心的芯

片研發能力欠佳，綜整上述可窺探出大陸對未來產業鏈與科研發展目標仍有

精進的空間。 
就科研環境而言，依 2012 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千人計劃』

實施狀況問卷調查綜述」顯示，創新型人才對國內評價；占 49%認為研究風

氣公關活動多於學術研究、45.9%反映科研審查不透明、40.1%反映科研人際

關係需花時間處理，(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2011)主要問題則反映在「科

研團隊能量偏弱」及「科研經費不足」，綜整以上皆是大陸需不斷修正的問

題，然而 2020 年面臨即將驗證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囿於以上小

康社會門檻以及人才結構窘境，迫使大陸必須繼續推行千人計畫發展。 
大陸為提升科技能力向國際世界引進人才，導致全球化的磁吸效應。以

勢能效應視之，大陸為迅速引進創新型、創業型海內外頂尖人才及智慧技能

產權轉化為大陸成果，不惜耗資巨資吸引人才回流之現象，造成更為強烈的

勢能效應，綜整兩種效應對於人才的回流效果已顯奏效。 
據中共 2018 年《自然資源科技創新發展規畫綱要》對高尖端創新人才引

進之目標，制定 2020 年前引進院士 1-2 人，國家級科技創新領導人才 10
人、國家級科技創新人團隊 1 批、部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 100 人、部科技創

新團隊 30 批作為實踐的指標，然而就國內人工智慧專業學校不足 2%，業界

人才培訓還未成形，學校與業界人才供給水準仍欠佳等問題，似乎還沒有看

到根本上解決，面對 2020 年的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目標，本文研判雖然引進的

人才能如期，但就實際層面是無法實踐的必然結果。 
從首批 2008 年至 2015 年入選的千人計畫學者事蹟概述彙整，發現國際

期刊論文數量，以生命科學領域－王曉東院士 Cell、Science、Nature、Nature 
Chemical Biology、Mol Cell、PNAS 等頂級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 70 多篇，引

用超過 15000 次為首要。其次，物理學領域－張首晟教授在智產權事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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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自旋霍爾效應」，成功改善芯片製造技能突破窘境為人工智慧的發展

更向前跨越下一步為核心。 
最後，以研究團隊觀察－量子學家潘健偉於 2014 年至 2020 年為量子學

領域再創突破，獲得克利夫蘭獎與《Nature》、《Science》雜誌等肯定，就

整體而言－千人計畫的潛在以帶動轉化中共人力資本結構，可臆測的是當前

人才培育戰略工程的發展，將隨千人計畫推展具備跨越的動力。 
 

表 4-2-1 2008-2015 年千人計畫海歸學者效益概述分析 

2008-2015 年千人計畫海歸學者效益概述分析 
項 次 領域 姓 名 時 任 / 經 歷 發 表 學 術 論 文 數 量 專 利 與 優 異 事 蹟

1 物理

學 張首晟
斯坦福大學

終身教授 

《Science》科學雜誌上發表學

術論文 8 篇，Phys. Rev. Lett.雜
誌上發表學術論文 50 餘篇，引

用約 15000 次 

量子自旋霍爾效應            

2 生物

工程 李曉江
埃默里大學

終身教授 

Nature、Cell、PNAS 等國際知

名期刊上發表 100 餘篇論文，

引用約萬餘次 

製備世界首例帕金森病轉基因猴

模型，首次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和

體細胞核移植技術，成功培育首

例亨廷頓舞蹈病基因敲入豬 

3 生物

工程 施一公
普林斯頓大

學終身教授 

發表論文逾 200 篇。2019 年，

分別在《自然》、《科學》、

《細胞》各發表了一篇論文，

引用約 8000 次 

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 

4 生物

工程 張學記

美國醫學與

生物工程院

院士 

國際一流刊物發表論文近 400
篇 

擁有 65 項發明專利，出版專著

7 部，已有 30 餘項技術實現產

業化，產品銷往全球 100 多個國

家得到廣泛應用 

5 生命

科學 王曉東
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士 

Cell、Science、Nature、Nature 
Chemical Biology、Mol Cell、
PNAS 等頂級國際期刊上發表

文章 70 多篇，引用超過 15000
次 

費薩爾國王科學獎 

6 生物

科學 林鑫華

復旦大學生

命科學學院

院長 

國際一流的專業雜誌上共計 30
餘篇，(迄 2008 年期間統計作

者或通讯作者文章 19 篇，其中

Cell 1 篇、Nature 1 篇、Nature 
Cell Biology 1 篇、Molecular 
Cell 1 篇、Development Cell 1
篇，Developmen 7 篇。) 

美 國 癌 症 協 會 學 者 獎 (2007-
201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海

外傑出青年科學家獎 (2007；B
類 ) ； Basil O'Connor 學 者 獎

(2002-2004)；日本第十五屆複合

糖 國 際 研 討 會 青 年 科 學 家 獎

(1999) 

7 力學

工程 佘振蘇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洛 杉 機 分

校終身教授 

從事湍流和數學模型研究，研

究成果涉及流體力學，應用數

學，天文學，和生物學。發表

1993 年獲美國 Sloan 學者獎；

1998 年獲國家海外傑出青年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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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80 餘篇，其中 40 餘篇論

文 發 表 在 Nature 、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 Physical 
Review 、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Physics of Fluids、

Communication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等多領域的國際著

名學術刊物上，論文累計引用

次數超過 1600 次。1994 的發

表的 SL 標度律模型，SCI 引用

600 多次 

1999 年 4 月被國家教育部聘為

首 批 “ 長 江 學 者 ” 特 聘 教 授

2002 年獲中國青年科學家獎；

2003 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傑出青

年基金 

8 生命

科學 王 擎

克利夫蘭醫

院血管遺傳

中心主任 

發表科研論文等 143 篇，在

《Nature》、《Science》等國

際 頂 級 學 術 期 刊 發 表 論 文 8
篇。其科研成果被臨床應用，

挽救許多病人的生命 

QT 綜合徵和心律失常遺傳學的

奠基人，共發現 8 個人類疾病基

因。發現 3 個長 QT 綜合徵基因

和 Brugada 綜合徵的第一個基因

9 量子

學 潘建偉
中國科學院

院士 

研究團隊在《自然》《科學》

《物理評論快報》等國際重要

學 術 刊 物 上 發 表 論 文 約 200
篇，2012 年 5 月，潘建偉在

《現代物理評論》上發表題為

“ Multiphoton entanglement 
andinterferometry”；是中國科

學家在該刊物的首篇實驗論文

2014 年 11 月團隊發現抵禦黑客

攻擊的遠程量子密鑰分發系統安

全距離擴展至 200 公里，將成碼

率提高 3 個數量級，成果刊於

《物理評論快報》2019 年 1 月

團隊獲得 2018 年度克利夫 蘭

獎；該獎項設立 90 年來，中國

科學家在本土完成的科研成果首

次獲得榮譽，2020 年再創世界

紀錄。潘建偉、包小輝團隊在實

驗室實現長距離量子糾纏，分別

22 和 50 公里。2020 年 6 月 15
日《Nature》雜誌刊登潘建偉團

隊主導的量子通信研究《基於糾

纏的千公里級安全量子加密》。

6 月 18 日《Science》雜 誌 以

“First Release”刊登潘建偉、苑

震生在超冷原子量子計算和模擬

研究的最新進展，題為“Cooling 
and entangling ultracold atoms in 
optical lattices”《在光學晶格中

冷卻和糾纏超低溫原子》 

10 物理

學 李 春
電子科技大

學教授 

發表 SCI 收錄論文 53 篇，在

NanoLett.、ACS Nano 等著名

期刊發表 SCI 論文 53 篇，引

1200 次，單篇最高 SCI 引用

115 次。曾從事鐳射與物質相

互作用、超快光子學與超快過

程、二維原子晶體光探測與集

成光電子器件研究 

2012 年 9 月回國于電子科技大

學工作，入選校“百人計畫”

2013 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

才 計 畫 ， 2013 入 選 年 四 川 省

“千人計劃”，2015 年獲國家

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基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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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每 日 頭 條 (2018) 。 著 名 華 裔 物 理 學 家 張 首 晟 和 他 的 「 量 子 自 旋 霍 爾 效 應 」 理 論 。 每 日 頭 條 ：

https://kknews.cc/science/abx8k4x.html 
弗雷賽斯(2020)。震驚！著名華人生物學家李曉江教授“遭解雇，被捕，宣判”始末。aminer： 
https://www.aminer.cn/research_report/5ebba169ab6e30e67b2c9bea 
生物探索(2019)。學術圈又被「逐客」！亨廷頓綜合征研究權威李曉江教授夫婦被美國埃默里大學解

僱。biodiscover： 
http://www.biodiscover.com/news/principle/734183.html 
李仲維(2020)。兩岸人物／明星科學家創業 施一公名利雙收：。udn：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4449487 
生物探索(2018)施一公等 23 位「千人計劃」專家 2017 創新創業成果－年度回顧。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science/gyaqbol.html 
劉 華 東 (2017) 。 張 學 記 ： 成功 ， 要 結 在 愛 國 的 常 青 樹 上 。 rmzxb ： https://rmzxb.com.cn/c/2017-08-
30/1757054.shtml 
中 國 科 技 網 (2017) 。 北 科 大 張 學 記 教 授 當 選 美 國 醫 學 與 生 物 工 程 院 院 士 。 千 人 智 庫 ：

https://rmzxb.com.cn/c/2017-08-30/1757054.shtml 
分析測試百科網(2016)。NIBS 王曉東院士 Molecular Cell 封面文章發表凋亡新成果。m.antpedia：

https://m.antpedia.com/news/1342288.html 
中 國 科 學 院 (2011) 。 中 國 細 胞 生 物 學 學 會 第 十 二 次 全 體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暨 學 術 大 會 CSCB ：

https://www.cscb.org.cn/2011beijing/cp4_linxh.php 
組織人事處(2008)。動物研究所召開“海外高層次人才”招聘評審會。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 
http://www.ioz.ac.cn/rcjy/rczp/200812/t20081209_2070403.html 
學術動態(2020)。科技興蒙——家畜種質資源創新與繁育技術學術研討會暨院士工作站揭牌儀式順利召

開。內蒙古大學生命科學學院：https://smkxxy.imu.edu.cn/info/1071/5651.htm 
北京大學工學院(2020)。教職員工－佘振蘇。北京大學工學院： 
https://www.coe.pku.edu.cn/jzyg/qbjylb/876485.htm 
北京友誼賓館(2018)。第二屆中國系統科學會議專題研討－佘振蘇。indigopk： 
http://www.indigopk.com/cssc2018/dhzttt2/201804/W020180401402094857321.pdf 
肖漫(2020)。再登《Science》！中科大潘建偉團隊新突破，量子計算和模擬向前一步。雷鋒網：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2006/qDzTBBJ7bU09Fsi5.html 
中國大陸新聞(2017)。中國量子之父潘建偉獲選為 Nature 期刊 2017 年度十大風雲人物。enago: 
https://www.enago.tw/academy/chinese-physicist-makes-it-to-natures-10-for-2017/ 
喻菲 徐海濤潘建偉(2017)：與量子糾纏的人生。中科院： 
http://xn--fiqv77h35r.xn--ses554g/xzfc/201909/t20190925_4716850.shtml 
中 國 科 學 院 半 導 體 研 究 所 (2015) 。 2016 年 中 國 電 子 學 會 第 二 十 二 屆 青 年 學 術 年 會 。 iaeej: 
http://www.iaeej.com/config/xxydzgc/news_category/2016-09-27/%E4%B8%AD%E5%9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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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人計畫與 AI 科技人才生產力發展 

物質社會的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改變人類生活方式、形成更進階化的

社會型態方式，然而人類的意識形態也會隨附著進化後的社會型態，進而產

生新的思維與意識，如何提升生產力方式，平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優化總

體經濟能力是永遠不會停止反思，從 2008 年千人計畫的使命展開，大陸除引

進大量多元化的知識能量，同時也運用知識，將傳統生產力轉換機械動能生

產力致力邁向未來 AI 人工智慧化生產力的目標，如果說科技是知識的化

身，那麼人才就是科技的創造者，因為在角逐國際地位的戰場，人才就是決

勝的關鍵。 
從 2016 年大陸在中國科學院頒布《率先行動跨越發展－中國科學院『十

三五』發展規劃綱要》(科發規字［2016］94 號)總體戰略提及，新科技革命

和產業變革已箭在弦發，國際科技創進加速，科技變革將決定未來國際市場

的主導能量，在大陸內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與科

技強國相比之下，大陸科技基礎及創新能力仍落後，尤其體制、制度以及機

制層面也是存在著問題。 
其次，為實踐科技變革決心中共核定「科學技術跨越發展指標」、「創

新人才隊伍建設」及「三重大產出」等 14 項目標前進，在 2020 年前管制基

礎研究、應用研究、實驗發展等經費支出保持 4：5：1 的比例、提出創新理

論解決科技關鍵問題、取得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技術推廣與轉化應用、控管

外籍專員占科研人員比例 3%以上，其中基礎理論前沿領域在 6%以上，據此

可得知中共發展 AI 人工智慧化科技創新創業型人才的不足與變革之意圖。 
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管理辦法、

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畫管理辦法》組通字［2017］9 號，千人計畫，

甄選 8 類型分別為創新、創業、青年、外國專家、頂尖人才、創新團隊、新

疆西藏、文化藝術型人才。萬人計畫，甄選 3 類型，分別為傑出人才、領軍

人才(科技創新、科技創業、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名師)、青年拔尖人才，然

而針對西部地區亟需缺才，可給予傾斜支持。 
綜觀以上官方資料可以看出中共對於知識能量、科技人才以及面對西部

地區人才不足的重視程度。尤其組通字［2017］9 號，已實證本研究第一個

假設問題，本研究已可瞭解，千人計畫關鍵的選才類型就是科技創新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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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業型人才，也是為後續萬人計畫引才的鋪陳，繼而開創 AI 人工智慧科

技發展，成為解決經濟生產力的因應之道。 
以美國經濟學家史丹利－人力資本理論發展新的觀點視之，史丹利認

為：「學校教育可提高收入及生產力，主要是透過提供知識、技能與方法分

析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其他投入的知識生產，關鍵是科技拓展」。

針對本研究發現大陸在 2016 年《率先行動跨越發展－中國科學院『十三五』

發展規劃綱要》(科發規字［2016］94 號)，即以科技做為發展經濟市場核

心、研發國防自主、創建社會。基此，上述政策可驗證大陸不斷循人力資本

理論發展科技能力事實。 
當前中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於經濟發展關鍵節點往昔憑藉出口低

技術的勞動力密集型結構模式已失去動力，為尋找改變生產力形式創造新結

構契機，大陸積極迅速拓展科技研發能力，依據《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

劃》(國發［2017］35 號)指出，中國大陸已將「千人計畫」作為加強發展 AI
人工智慧型領域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引進工作的手段，並結合薪資待遇及優

政策惠措施，針對錄取者發放人民幣 100 萬元(約新臺幣 450 萬元)，享有醫

療、保險、不受居住年限居住等優惠激勵企業界、科研機構引進人工智慧型

人才。 
然而依據上揭《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所顯

示，中國大陸等同是在建構一部屬於中國的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的生產

力結構，並伺機在 2030 年把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理論達到世界領先，成

為主要創新中心，為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及經濟強國奠定基礎達到國際領

先。換言之，人工智能將會是未來推動經濟體主流趨勢，能促進人工智能快

速起步的方法相對就是運用千人計畫的途徑，通過人力資源累積千人計畫引

進具備科技研發的人才逕而轉化或提升本身結構。 
2015 年透過千人計畫不斷引進的人才效益，使中共當局科研體系在基礎

設施與研究能力有顯著改善，同時對海歸學歷也普遍不再強調，由於大批留

學生往海外發展，產生全國博士後人才極為缺乏的狀態，使人才結構產生新

的變化現象《轉型中的中國科研，2015》，根據上述觀點、官方文件與現象

本研究認為千人計畫與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關聯性是值得觀察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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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透過美國經濟學家人力資本理論解構大陸引才的野心，窺探其國

家整體發展與人才培育之疑慮，審視大陸人才戰略在千人計畫的過去及現在

發展軌跡，相互檢證中共多年以來不斷借鏡世界各國廣攬人才培育菁英的事

實。 
依歷史即可見證大陸舉賢用才之影響力，遠自春秋戰國時代秦始皇重用

楚國李斯，廣招各國賢才，納進各國異士，最後秦朝崛起稱霸天下。然而在

大陸歷經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洗禮的階級鬥爭下知識分子早已離析分崩流離

失所，對當時中共而言僅就知識分子的匯集與運用也是一門嚴峻的挑戰。 
邇來，大陸大量引進海外高層人才以及留學海歸青年是必然事實，為鞏

固在國際地位安全性，各國力挽狂瀾招攬尖端人才，運用厚實高端人文基礎

發展各領域專業菁英，鑑於大陸版圖幅員遼闊，西部人口分布偏僻且資源侷

限、貧富差距及知識水準自然落後，多數人選擇背西遷居抑或是海外發展，

面對美國自由經濟市場及民主意識形態高漲降低海歸大陸的選擇。 
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舉才惟菁而用，大陸為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

現的基礎前提下，戮力建設小康社會推動城市發展，強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關聯性，在發展期限下完成政策需要的就是菁英分子的凝聚與影響力，改變

生產力結構繼而突破現狀，本研究援引人力資本論觀點解構千人計畫之影響

與效益，願與各界學者交流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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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之研究 

洪銘德 
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黃恩浩 
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摘 要 

為了因應現代化作戰環境改變，在觀察美國於伊拉克戰場中以資訊科技為核心所進行的

「三戰」後，中共重新檢視資訊作戰或資訊科技發展對其政治工作的影響，並將「三戰」視

為其政治工作結合與發揮軍事作戰功能的核心戰法。其中，中共對台發動輿論戰的主要目

的，除了有助於爭取國際輿論支持，在國際社會上孤立台灣外；更利於製造台灣內部動亂，

讓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外，同時並塑造對中共有利之價值觀，促使台灣社會越來越向中共靠

攏。本文的主要目的為分析說明近期中共對台輿論戰作為，首先說明輿論戰的定義，以做為

瞭解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之基礎。其次，分別針對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

務辦公室、統戰部、中宣部等單位進行說明，以利於對中共相關負責對台發動輿論戰之單位

有所瞭解。再次，說明中共對台輿論戰常用的策略，並透過實際案例佐證近期中共對台所操

作之輿論戰。 

關鍵字：三戰、輿論戰、統戰工作、大眾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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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Warfare towards Taiwan 

Ming-Te Hu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DSR 

Paul A. Hu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DSR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flict environment and after no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ree Warfare” center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raq battlefield, the PRC re-examined the implications of its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political tasks. The “Three Warfare” is 
considered by the PRC as its dominant tactic for operating political tasks. As such, 
China’s public opinion war against Taiwan has two overarching goals. First, the 
PRC seeks the suppor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ims to isolate 
Taiwan from the world. Second, the PRC attempts to instigate chaos within Taiwan, 
with the aim of letting public lose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 while establishing 
favorable views toward the PRC, which in turn pushes Taiwanese society to be 
more inclined to the PRC.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PRC’s 
public opinion war against Taiwan in recent years and discussed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opinion war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re 
introduced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units responsibl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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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C’s public opinion war against Taiwan. Lastly, China’s common tactics for 
carrying out the public opinion war were illustrated and the actual cases were also 
elaborated to show the PRC’s operations.  

Keywords: Three warfare, Public opinion warfare, United front works, 
Mas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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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受到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影響，中共已認知到軍事行動成功的關鍵，除

了有賴精良武器裝備、正確戰術戰法以及精準掌握作戰時機等條件外，非軍

事手段亦扮演重要的角色，故中共以美軍為師，開展「三戰」(心理戰、輿論

戰、法律戰)與軍事行動相互搭配運用，期望以非武力作為輔助軍事行動以達

成戰略目標(方錦誠，2010)。由於現代戰爭係結合政治、軍事、外交等之整

體作戰，以及精神力量的對戰，誰能有效影響敵方軍心與士氣，誰就較有機

會贏得勝利(孟繁宇，2007：82)。 
戰爭不僅是種政治行為，亦是政治工具，除了為摧毀敵人軍事權力外，

更重要的是屈服其意志，以利於創造獲勝契機。中共將「三戰」視為第二次

波斯灣戰爭的重要作戰模式，廣泛被運用於作戰前、中、後期，對戰場勝負

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孟繁宇，2006：89-91)。對此，2003 年 11 月時任中共中

央軍委會主席江澤民在聽取關於美伊戰爭的經驗總結後指出，面對新型態戰

爭環境，中共必須要開展「三戰」，並提升其所扮演的角色(許如亨，2008：

53)。2003 年 12 月中共中央軍委會頒布新修訂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

條例》，強調「三戰」的運用，將其列為「戰時政治工作」重點，並開始教

材編撰與部隊訓練(沈明室，2007：225)。 
為了因應作戰環境改變，且在觀察美國在伊拉克戰場中以資訊科技為核

心所進行的「三戰」後，中共重新檢視資訊作戰或資訊科技發展對其政治工

作的影響，並將「三戰」視為其政治工作結合與發揮軍事作戰功能的核心戰

法(沈明室，2007：227)。對中共而言，「三戰」為政治與軍事所需的綜合精

神效應，不僅有助於在戰爭中發揮政治影響力與精神殺傷力，且輿論戰若能

在平時被積極有效運用的話，將有助於擴大作戰效果(孟繁宇，2007：82)。 
中共「三戰」概念與作為早已引起美國的關注，因為 2013 年美國國防部

所資助之《中國：三戰》(China: Three Warfares)研究報告即針對中共「三

戰」進行詳細解說，指出中共「三戰」是個「動態的三維作戰過程」，透過

其它非軍事手段構成的戰爭。北京當局的目標是獲取資源、影響力、領土以

及提升國家意志。對於美國而言，「三戰」極具欺騙性，旨在改變戰略環境

與打擊敵人意志(Halper, 2013: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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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於輿論戰，中共則參考美國在波灣戰爭期間的輿論操作，目的

在於瓦解敵人的民心士氣(閻亢宗，2017：12)。隨著資訊爆炸時代的來臨，

新聞傳媒已從單一傳播進化至立體數位傳播方式，資訊透過電視、網路、通

訊衛星等高科技媒介傳遞而不受疆界限制。傳統戰爭的界線已被打破，戰場

已從前方擴大至後方，從軍人擴及至民眾，從國內延伸至國際，輿論戰已成

為實現國家軍事戰略的首要武器(孔英，2004)。加上，對台工作為中共的重

要統戰工作，短期目標著重在操縱與影響我國輿論、提升民眾對於中國的認

同與好感、建立內應網絡以及影響或介入干預我國內政與各項選舉等；最終

目的則是統一台灣，藉由製造社會混亂而讓中共能以保護台灣人民為由而武

力犯台(Cole, 2017)。 
中共對台「輿論戰」作為，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是動員整個黨政

軍系統來進行。為了能夠清楚探討中共近年來對台灣進行的輿論戰作為，本

文主要是以現象分析的質性研究角度，同時採用文獻分析法對此議題進行論

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是，究竟要如何界定中共的「輿論戰」？以及自習

近平上台以來，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的作為為何？為了詳盡分析這個研究問

題，本文首先說明「輿論戰」的定義，以作為瞭解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之基

礎。其次，分別針對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統

戰部、中宣部等單位進行說明，以利於對中共相關負責對台發動輿論戰之單

位有所瞭解。再次，說明中共對台輿論戰常用的策略，並透過實際案例佐證

近期中共對台所操作之輿論戰。 

貳、「輿論戰」的界定 

嚴格來說，目前關於「輿論戰」並未有統一的定義，因此本文依據研究

動機與目的，先簡要將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輿論戰定義一覽表請參閱表 1)，之

後再歸納出輿論戰的定義。 
第一、盛沛林、王林、劉亞三人在《輿論戰 100 例：經典案例評析》一

書指出，「輿論戰是根據國家戰略意圖和軍事鬥爭任務，以輿論為武器，綜

合運用各種傳媒和訊息資源，激勵我方戰鬥精神，削弱敵方戰鬥意志，為爭

取政治主動和軍事勝利營造有利輿論環境的鬥爭行動」(盛沛林等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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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 
第二、朱金平在《輿論戰》一書中指出，輿論戰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

意涵。廣義的輿論戰是指「對立雙方就共同涉及的某種事件、現象與問題進

行的輿論對抗」；狹義者則意指「敵對雙方在某場戰爭中使用一切手段所進

行的輿論對抗」(朱金平，2005：6-7)。 
第三、陳輝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三戰」的研究和訓練〉一文指

出，輿論戰的重點是掌握新聞輿論，在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充分被利用

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網路、電子郵件、行動電話等進行宣傳，對敵人形成强

大輿論壓力(陳輝，2004)。 
第四、郝玉慶、蔡仁照、陸惠林三人在〈資訊時代的新聞輿論戰〉一文

中指出，輿論戰是指「交戰雙方為改變敵對方觀點、壓制其意志、引導國際

輿論，透過報紙、電視、廣播和網際網路等大眾媒體，進行的新聞輿論資訊

攻擊與防護行動」(郝玉慶等，2005)。 
第五、秦克麗在〈輿論戰在高技術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

輿論戰是高技術戰爭中的「政治武器」、「牽引武器」、「催化武器」以及

「麻醉武器」，係為強化戰爭制勝的籌碼以及瓦解敵軍的重要手段，有助於

贏得戰爭主動權，並有效激發官兵的作戰士氣(秦克麗，2004)。 
第六、黃進福等四人在〈中共三戰：不見煙硝的戰爭〉一文中，指出輿

論戰是一場「想像的戰爭」，有計畫地透過傳播媒體向受眾(閱聽人)傳遞經

過選擇之訊息和材料，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

情感、動機、主觀判斷和行為選擇，藉此主導新聞輿論以對民意造成影響(黃
進福等，2006)。 

第七，2013 年美國國防部所資助之《中國：三戰》研究報告，指出輿論

戰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動，透過所有能影響公眾輿論的手段，包含電影、

電視節目、書籍、網路以及全球媒體網絡，旨在對認知及態度產生長期影

響」(Halper, 2013: 13)。輿論戰旨在「影響國內和國際輿論，以支持中共的軍

事行動，並勸阻對手採取違背中共利益的行動」(Halper, 2013: 18)。 
第八、美國國防部所發布之《2019 年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共根據

「三戰」戰略，對文化機構，媒體組織以及美國和其它國家、國際機構之商

業、學術和政治界實施影響力行動，以利於自身的安全和軍事戰略目標(US 
DoD, 2019: iv-v)。其中，輿論戰是指向民眾傳遞訊息，藉此指導與影響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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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並獲得國內外聽眾的支持(US DoD, 2019: 112)。 
 

表 1 「輿論戰」定義一覽表 
作者 篇名／書名 定義 

盛沛林、王林、
劉亞 

《輿論戰 100 例：經
典案例評析》 

輿論戰是根據國家戰略意圖和軍事鬥爭任務，以
輿論為武器，綜合運用各種傳媒和訊息資源，激
勵我方戰鬥精神，削弱敵方戰鬥意志，為爭取政
治主動和軍事勝利營造有利輿論環境的鬥爭行動 

朱金平 《輿論戰》 

輿論戰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意涵，廣義的輿論
戰是指對立雙方就共同涉及的某種事件、現象與
問題進行的輿論對抗。狹義者則意指敵對雙方在
某場戰爭中使用一切手段所進行的輿論對抗 

陳輝 
〈中國人民解放軍開
始「三戰」的研究和
訓練〉 

輿論戰的重點是掌握新聞輿論，在報紙、廣播電
台、電視台充分被利用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網
路、電子郵件、行動電話等進行宣傳，對敵人形
成强大輿論壓力 

郝 玉 慶 、 蔡 仁
照、陸惠林 

〈資訊時代的新聞輿
論戰〉 

輿論戰是指交戰雙方為改變敵對方觀點、壓制其
意志、引導國際輿論，透過報紙、電視、廣播和
網際網路等媒體，進行的新聞輿論資訊攻擊與防
護行動 

秦克麗 〈輿論戰在高技術戰
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輿論戰是高技術戰爭中的「政治武器」、「牽引
武器」、「催化武器」以及「麻醉武器」，係為
強化戰爭制勝的籌碼以及瓦解敵軍的重要手段，
有助於贏得戰爭主動權，並有效激發官兵的作戰
士氣 

黃 進 福 、 張 原
萱、李耀衫、朱
芝嫺 

〈中共三戰：不見煙
硝的戰爭〉 

輿論戰是一「想像的戰爭」，有計畫地透過傳播
媒體向受眾(閱聽人)傳遞經過選擇之訊息和材料，
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
眾的情感、動機、主觀判斷和行為選擇，藉此主
導新聞輿論以對民意造成影響 

Stefan Halper(史
蒂夫·哈爾珀) 《中國：三戰》 

輿論戰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動，透過所有能影
響公眾輿論的手段，包含電影、電視節目、書
籍、網路以及全球媒體網絡，旨在對認知及態度
產生長期影響」。 

美國國防部 《2019 年中國軍力報
告》 

輿論戰是指向民眾傳遞訊息，藉此指導與影響輿
論，並獲得國內外聽眾的支持。 

資料來源： 盛沛林等主編，2005：1；朱金平，2005：6-7；陳輝，2004；郝玉慶等，2005；
秦克麗，2004；黃進福等，2006；Halper, 2013: 18; US DoD, 201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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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相關定義，本文將輿論戰簡要地定義為：根據國家戰略，有計

畫地運用各種媒體傳播訊息，以利於平時在國內及國際上塑造輿論，有效控

制輿論態勢。至於戰時，一來有助於鼓舞我方民心士氣；二來則可藉此製造

敵方社會動亂，動搖其民眾信心及其對政府的支持。 

參、中共對台輿論戰之相關部門 

中共以宣傳與統戰策略起家，早年主要以喊話、標語及傳單為主，隨著

科技進步與大眾媒體的發達，中共輿論戰的策略與載具不斷推陳出新，加大

輿論戰運用的複雜度與衝擊力道(王崑義，2006：2)。加上，近來中共加大對

我操作三戰力度，不斷利用台灣內部爭議事件散布渲染訊息，企圖影響民

意，引導社會輿論走向(鄒文豐，2020)。以下就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之相關

部門進行概述： 

一、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是中共中央主管對台工作的職能部門，中國國

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簡稱「國台辦」，則為國務院主管台灣事務的辦事機

構，主要職責為包含：研究、擬訂對台工作方針政策；組織、指導、管理、

協調國務院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對台工作；研究台灣形勢和兩

岸關係發展動向；以及負責對台宣傳、教育工作和有關台灣工作的新聞發布

等(國台辦，2011b)。重要的是，習近平上任後組成「對台小組」來指導與處

理台灣問題。根據寇健文教授的研判，中共未公開對台小組的成員名單，但

是從媒體與相關文件研判，習近平的對台小組可歸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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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習近平的對台小組成員(研判) 

時間 姓名 黨政軍職務 

2018 年迄今 

習近平(組長) 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 

汪洋(副組長)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丁薛祥 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 

劉 鶴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許其亮 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 

楊潔篪 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王 毅 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 

尤 權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 

陳文清 國家安全部部長 

劉結一 中台辦、國臺辦主任 

王曉暉 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陳光軍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助理 

資料來源：郭瑞華，2017：114-115；寇健文，2019：48。 

 
根據工作職責，國台辦設有 11 個職能局與機關黨委，分別為秘書局、綜

合局、研究局、新聞局、經濟局、港澳涉台事務局、交流局、聯絡局、法規

局、投訴協調局、政黨局、機關黨委(國台辦，2011a)。現任國台辦主任由曾

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劉結一擔任，並設有 4 名副主任，目前為裴金佳、

陳元豐、劉軍川以及龍明彪。其中，「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為國台辦旗

下的重要對台研究機構，固定透過舉辦「兩岸關係」或「一國兩制」為主題

之研討會，邀請我國相關學者專家前往參加(寇健文，2019：56)。中共對台

工作組織請參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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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共對台工作組織 

說明：   ：領導；  ：指導 

資料來源：READr，2019。 
 
 

關於國台辦對台之輿論戰，例如：國台辦對台發動輿論戰以阻止「反滲

透法」過關，因為若該法通過的話，將使得中共對台滲透分化受到阻礙。在

蔡英文總統於 2019 年 12 月 14 日宣示年底一定要通過該法後，不僅《人民日

報》連續撰寫文章批評，且特定台灣媒體也配合發動攻勢。同時，國台辦所

業管之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簡稱「台企聯」，亦刊登題為〈再弄

惡法、民心不寧〉之廣告，批評「反滲透法」是綠色恐怖(呂伊萱，2019)。 

二、統戰部 

中共中央 

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 

中共統戰部 中央宣傳部 國台辦中央台辦 

涉台社會團體 

涉台民主黨派 

涉台媒體網站 

涉台研究機構與智庫 

省級黨委統戰部 

地方黨委統戰部 

省級黨委宣傳部 

地方黨委宣傳部 

省級台辦 

地方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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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簡稱「統戰部」，是中共中央具體操作統戰

工作的機構，由掌管統戰的政治局常委領導，主要職責包含：調查研究統一

戰線的理論和重大的方針政策，組織貫徹執行中央關於統一戰線的方針、政

策；負責開展以祖國統一為重點的海外統戰工作以及負責開展海內外統一戰

線的宣傳工作等(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2010)。目前，統戰部共設有 16
個局級機構，包含：4 個辦公室以及 12 個局。4 個辦公室分別為辦公廳、政

策理論研究室、機關黨委、離退休幹部辦公室。至於 12 個局，則包含黨派工

作局、民族工作局、港澳台統戰工作局、非公有制經濟工作局、無黨派及黨

外知識分子工作局、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西藏工作局、新疆工作局、

僑務綜合局、僑務事務局、宗教綜合局、第 12 局(負責宗教事務)。1 
在中共對台工作上，統戰部除了持續操作包含輿論戰在內之三戰外，並

結合籠絡政治勢力及基層組織等傳統地面戰，形成立體網絡。除了對台工作

小組及國台辦外，統戰部成為中共在各個交流領域中發揮影響力的最直接管

道(仇佩芬，2019)。其中，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全國台聯」，

為中共設立對台的統戰團體，在各省市設分會，負責聯絡居住中國的台灣人

(陳建志，2020)，其宗旨是「在愛國統一的旗幟下，廣泛團結聯絡台灣島

內、港澳和海外的台灣同胞，……為反對『台獨』，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穩定

發展，為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祖國統一，為振興中華、

促進中華民族大團結而貢獻力量」(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2014)。 
  為了有助於拉攏媒體人以利於對台進行輿論戰，2020 年 9 月 21 日，全

國台聯在雲南昆明舉辦「2020 年兩岸媒體人雲南行」。期間，全國台聯副會

長鄭平除了指出兩岸媒體人是兩岸新聞輿論的傳播者，是講好兩岸故事、促

進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力量，強調希望透過參訪考察，以利於宣傳雲南的改

革與發展，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李娜，2020)。 

三、中宣部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簡稱「中央宣傳部」。該部是主管意識

形態宣傳和理論研究工作，指導宣傳政策的領導機構，且負責指揮新聞、廣

                                                 
1 統戰本來僅下設 8 個局，但 2018 年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後，由統戰部統

一管理宗教工作和僑務工作，再增設 4 個局以負責僑務與宗教工作。請參閱 Josk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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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等相關單位。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與旅遊部、新華社、人

民日報社亦受中宣部領導。中共的對台宣傳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

公室的宣傳局負責，但須受到中宣部的業務指導(寇健文，2019：83)。根據

2018 年所通過之《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不再保留國家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新組建的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負責廣播電視管理，至於新聞出版及電

影管理工作則歸中宣部管理，並對外加掛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國

家電影局招牌(人民網，2018)。關於中宣部的管轄範圍請參考表 3。 
 

表 3 中宣部的管轄範圍 

中宣部 

內容 

意識形態 對應機構：中宣部理論局、宣教局 

文化藝術 對應機構：文化部 

教育學術 對應機構：教育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

公室 

對外宣傳 對應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媒介 

新聞報刊 對應機構：中宣部新聞局、全國黨報黨刊系統

影視傳播 
對應機構：國家新聞出版與廣電總局、國家電

視台、地方衛視、電台 

圖書出版 對應機構：中宣部出版局 

互聯網 對應機構：國家網信辦 

資料來源：西西皮，2017。 
 
儘管過去中宣部在對台工作參與不多，但在「大外宣計劃」持續推動

下，對台宣傳成為國際宣傳的一環，故中宣部在對台工作中扮演的角色較過

往顯著，例如在 2018 年九合一選舉中，即傳出中宣部名列第一線工作單位之

中(仇佩芬，2019)。 

四、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 

2015 年 11 月，習近平於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就軍事改革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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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指導後，後續相關改革於 2016 年 1 月開始逐步落實，例如將七大軍區改

為五大戰區、將二砲部隊正名為火箭軍以及成立「戰略支援部隊」。戰略支

援部隊係由以下單位整併而成，分別為原總參謀部直屬的二部(情報部)、三

部(技術偵察部)、四部(電子對抗與雷達兵部)、五部(信息化部)、原總政治部

的聯絡部與「三戰」基地，和原總裝備部負責科技情蒐單位等(揭仲，

2016)。其中，中共將國安部、統戰部以及省市、公安部、解放軍等網軍部隊

整合至「解放軍戰略支援部網路系統部門」，該部門為中共發動對台資訊戰

之主要單位，2018 年九合一選舉成為該部門成立後之首個實戰練兵目標，同

時並透過臉書(FaceBook)、YouTube、PTT 等散播假消息，以期有助於在

2020 年扶植親北京的政權(寇謐將，2019；游凱翔，2018)。另外，「輿論戰

心理戰法律戰基地」，(簡稱「311 基地」，部隊番號「61716 部隊」)，不僅

為對台進行心理戰和宣傳戰的前哨，亦參與對台發動網絡戰(陳津萍、張貽

智，2019：39)。戰略支援部隊可能組織規模請參考圖 2。 
 
 
 
 
 
 
 
 
 
 
 
 
 
 
 
 

圖 2 戰略支援部隊可能的組織規模 
資料來源：林穎佑，2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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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家安全部 

中國國家安全部，簡稱「安全部」，垂直領導全中國國家安全機關。主

要職能包括：情報收集分析、反間諜、政治保衛等，是中國最大和最活躍的

對外情報機構，也部分參與國內安全事務。2017 年 6 月 27 日，中共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情報法》，規定「中央國家安全領導機構對國家情報工作實行統一領導」。

該部亦為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的部門，旗下網軍不僅針對石門水庫或電廠進

行駭客攻擊，亦常常攻擊台灣健保、監理處及戶政資料庫，因為這些資料係

為中共遂行資訊戰的基礎(陳洧農，2019)。 

六、共青團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群

團組織，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轄，指導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開展工

作。共軍共青團係按照《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章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

總政治部和共青團中央的指示、規定，在部隊各級黨的委員會、政治機關領

導以及該級首長的指導下，開展各種適合青年特點的教育和活動，在完成任

務中發揮突擊作用(張志銘，2016)。共青團亦為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之其中

一個部門，透過指揮帝吧(百度貼吧的一個論壇版塊)網友到臉書或 YouTube
等處瘋狂留言(被稱為「帝吧出征」)。2016 年，帝吧曾號召中國網民到蔡英

文總統的粉絲專頁及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三立電視台等媒體洗版(中央社，

2016)。 

七、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 

原總政治部之宣傳部負責透過文藝、體育、宣傳等方法，從事中國國內

政治教育與對外軍事宣傳等工作，下設新聞出版局、藝術局、文化體育局、

宣傳局、部隊教育局、對外宣傳局(原先為理論宣傳局、部隊宣傳局、對外宣

傳局等)等。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於 2016 年

1 月撤銷，同時成立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之後成立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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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局，其主要工作是對解放軍進行宣傳，並籌辦軍中文藝演出、軍事體育推

展等其他活動(周復之、林立偉，2018：89)。2016 年 1 月中央軍委政治工作

部組織調整後，就「輿論戰」而言，宣傳局為中共對內對外之平台，一方面

鞏固己方、凝聚向心，另一方面則負責對外主導輿論，「不戰而屈人之兵」

為其主要職責(陳津萍、張貽智，2019：43)。 

八、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網絡輿論局 

2016 年 1 月 1 日發布《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一文

後，中共正式宣告啟動軍改工作，強調推進深化國防和軍隊的改革(新華網，

2016)。其中，原總政治部改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並設置網絡

輿論局。原總政治部內並無專責引導網路輿論事務的編制，僅於原總政治部

宣傳部之中設置網路辦公室。在此次軍改後，該辦公室被提升為網絡輿論

局，負責網路輿情研判、輿論導引等事務(周復之、林立偉，2018：89)。

2016 年 1 月軍改後，與上述宣傳局一樣，網絡輿論局亦為中共對內對外平

台，不僅有助於凝聚中共內部向心力，亦負責對外主導輿論，有助於中共達

成「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一目的(陳津萍、張貽智，2019：43)，在中共對台

輿論戰中扮演一定的角色。2017 年 11 月 19 日，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網絡

輿論局指導、中共軍網負責營運維護的「網絡涉軍舉報平台」正式上線運

行。 

肆、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之策略 

由於受到西方世界提出的「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中共一直感受外界對

其崛起存有偏見，從 2009 年北京當局開始投入約 450 億人民幣進行全球宣傳

計畫，也就是「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簡稱「大外宣」。其實早在 1950 年

代，毛澤東就已經有「大外宣」的想法，例如：1955 年，毛澤東對《新華

社》負責人吳冷西說：「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們的聲音！」

1958 年，毛澤東提出創辦《紅旗》雜誌，作為中國對外宣傳其政策和理論的

窗口，「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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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就相當強調，必須主動管控世界對中國的印

象。中共透過海外統戰工作來扼殺批評、宣揚中國正面看法，並鼓勵民主國

家選民對國內政策施壓而有利中共。2013 年，習近平在中國思想宣傳工作會

議指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換言之，為能利用中共觀點來

洗腦全世界的人，藉此掌控「國際話語權」且與西方世界媒體「爭奪話語

權」，中共積極開始在海外進行紅色滲透(何清漣，2019：26)。其中，中共

透過開辦海外中文媒體研究中心、網站、雜誌；舉辦各種海外研修班，規訓

海外中文媒體從業；定期舉辦會議，讓他們成為成中共「宣傳先鋒」，從對

中共有利的角度來報導(何清漣，2019：113-124)。 
關於對台輿論戰，中共除了持續透過傳統大眾媒體企圖改變選民認知以

影響選舉外，也早已投入許多資源、人力與科技來推動網路輿論戰。因此，

在 2020 年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中，中共以台灣做為其進行網路輿論戰的試驗

場，提高對台輿論戰力道以企圖影響民意走向與選舉結果。對此，相關國安

單位與學者專家在選前即提出警告，例如：第一、我國國安局警告指出，中

共為影響台灣民意走向，將加大操作「三戰」力度。其中，關於輿論戰，中

共可能採取以下相關作為：(一)施加單邊作為，並輔以媒體渲染，製造官民

嫌隙以及中央與地方矛盾；(二)利用新科技加強輿情及新媒體資訊監測，以

作為研擬對台政策參考；(三)挖掘與培養兩岸新媒體意見領袖，並扶持傾陸

台青和學者以期引導輿論走向(王承中，2019)。 
第二、科蘭滋克(Joshua Kurlantzick)在〈中國如何干預台灣選舉〉(How 

China Is Interfering in Taiwan’s Election)一文中，指出中共操作台灣輿論的作

法包含多種混合手段，以期在台灣內部製造混亂，對選舉結果造成影響，包

含利用 FB、微博等社群媒體以及 Line 散布假訊息；透過親中商人收購以對

台灣傳統媒體加強控制，以及每個月對台灣發動數以萬計次的網路攻擊

(Kurlantzick, 2019)。第三、史密特(Gary Schmitt)與馬明漢(Michael Mazza)兩
人在〈讓敵人盲目：中國共產黨對台灣民主的干預〉(Blinding The Enemy: 
CCP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Democracy)此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共透過媒體、

網路社群、地方組織以及台商介入台灣的選舉。其中，PTT 為中共散布假訊

息的主要工具，約有 100-200 萬中產階級之台灣民眾使用 PTT，選前大量

PTT 帳號在蝦皮、淘寶等拍賣網站進行拍賣，且影響力高者甚至可賣至台幣

20 萬元(美金 6,500 元)。同時，部分帳號立場從原本親民進黨之溫和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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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親國民黨或是親共產黨(Schmitt & Mazza, 2019: 8-9)。 
關於中共對台輿論戰常用的策略，主要包含以下幾項(王崑義，2006：

22)： 

一、滲透媒體與置入性行銷 

從傳播學的「子彈理論」(bullet theory)(Schramm, 1971)，又稱「皮下注

射針理論」(hypodermic needle theory)(Berlo, 1960)，或是稱為「刺激反應理

論」(stimulus-response theory)的角度觀之(DeFleur and Bale-Rokeach, 1989: 
163-165)，閱聽人對媒體訊息毫無招架能力，只要媒體訊息能「命中目

標」，即能發揮效果(Severin and Tankard 著，羅世宏譯，2010：152)。因

此，為了影響台灣社會民眾的想法與觀念，中共透過多管道滲透台灣媒體之

現象早已存在一段時間，因為 2003 年資深媒體人楊士仁即發文指出此現象，

台灣媒體因不景氣而陷入經營困境，中共透過提供資金或入股投資，藉此滲

透台灣媒體(何清漣，2010)。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為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

在 2008 年斥資 204 億台幣買下《中國時報》、《工商時報》、《時報周

刊》、中天電視以及中視等媒體。同時，中國愛奇藝、騰訊、優酷等新興媒

體亦以代理商來規避限制進入台灣，增強對台灣媒體的影響 (李哲全，

2019)。關於置入性行銷，如同《路透社》(Reuters)所報導之〈買「新聞」：

中國利用媒體收買台灣人心〉(Paid ‘news’: China using Taiwan media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on island – sources)一文(Lee & Cheng, 2019)，因為直接購買

新聞是最便利且具時效性之方法，中共透過購買新聞之置入性行銷方式對台

進行輿論戰。 

二、透過文化交流塑造中國正面形象 

為有助於形塑自身正面形象以利於對台進行輿論戰，中共透過交流名義

強化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友好的印象(陶聖屏、林宜瑾，2007：39)。例如首先

透過補貼首次至中國旅遊者，根據數據顯示，只有 750 萬台灣人去過中國，

仍有 1,500 多萬台灣民眾仍未去過。為鼓勵更多人到對岸走走看看，除了持

續辦理行之多年的學生、教師及校長交流活動外，中共亦透過補貼首次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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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觀光者，例如：2018、2019 年的平潭、莆田及湄洲島四天三夜行程，每人

只要 3,900 元(BeClass, 2018; BeClass, 2019)。如此，不僅有助於透過片面展現

中國發展的美好前景，並增進台灣民眾對於中國的認同感。其次則為密集安

排村里長前往大陸進行交流，透過招待擁有一定地方影響力之四、五年級生

村里長去一些經過建設的地方，希望讓他們有「人家中國很先進，現在很有

錢」的印象，甚至藉此在其潛意識裡植入「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比中華民國

民主更優越」(張凱翔等，2017；唐主桂，2017)。 

三、利用中介機構進行輿論戰 

由於中共長期對台進行統戰與滲透，故能透過統戰系統所建立的網絡及

組織遂行輿論戰，除了購買臉書粉絲專頁、招募「網紅」以及購買新聞外，

亦可透過中介機構進行宣傳，也就是透過台灣行銷公司來操作輿論戰。由於

透過「層層外包」的訂單，業者並不清楚背後的真正委託者，行銷公司會依

據訂單需求招募社群網軍及小編，進行輿情分析。例如：在美中貿易戰中，

中共透過散布台灣不能依靠美國的訊息，希冀藉此製造台灣內部矛盾(龍率

真，2019)。 

四、透過網軍散布假新聞 

根據 2019 年 4 月瑞典德堡大學所主持 V-Dem 資料庫所發布的報告顯

示，2018 年針對世界各國遭受外國假訊息攻擊程度進行調查，在 179 個國家

或地區中，台灣為接收來自外國政府或其代理人假訊息最嚴重國家(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Institute, 2019)。中共透過網軍製造假新聞以影響輿

論，採取的方式包含：殭屍帳號洗版、加工新聞事件回銷台灣、挑起爭議性

議題以擴大社會對立與製造社會分裂以及在 LINE 群組散布假訊息等(李怡欣

等，2019)。 

五、採取軟硬兼施兩手策略 

中共對台採取軟硬兼施策略，關於軟的方面而言，中共不斷透過釋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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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優惠措施(惠台措施)以吸引台商前往大陸投資，藉此爭取台商及特定利益

團體的認同與支持。同時，中共並透過兩岸民間交流及大眾傳媒造勢，以期

引導我國輿論發展。就硬的方面而言，則透過軍事演練與軍機艦等作為來擾

台，一來可發揮「以武促統」的效果，二來則可藉由媒體形塑一旦台灣宣布

獨立的話，中共就會武力攻台之輿論，對我國軍民造成實體及心理雙重壓力

(王俊南，2014)。 

伍、實際案例 

一、文教交流 

中共透過兩岸交流以利於呈現中國發展的美好假象，提升民眾對於中國

的認同與好感，以讓台灣社會傾向中國，有助於對台發動輿論戰。相關具體

作為包含： 

(一)加強兩岸基層教育人員交流： 

除了青年學子外，中小學教師與校長亦為中共極力接觸與拉攏的對象，

中共利用暑假期間舉辦各種交流與參訪活動(蘇永耀，2017)，例如 2019 年 7
月 10 日通州區政府所主辦之「第五屆京台基礎教育校長峰會」，兩岸中小學

校長、師生代表共有 400 多人參加。其中，台灣中小學校長協會榮譽理事長

薛春光表示，希望可以藉由此次峰會，讓兩岸教育界人士坐下來，建立起兩

岸校長的專業對話機制(張語庭，2019)。2019 年 10 月 10 至 14 日，苗栗縣通

霄國中、通霄國小 108 名師生家長前往福建省平潭區參訪當地實驗學校、圖

書館以及文創特區。 
中共藉由參訪交流名義包裝其政治意圖，刻意於活動中呈現中國發展的

美好假象，有助於提升對於中國的好感與認同(鍾麗華，2019)，增強對於中

小學校園的影響力，並利於未來對台灣發動輿論戰。同時，中共也能藉此建

立聯繫管道，以利於之後讓中國的中小學教員來台「回訪」，擴大基層的活

動面向與影響力(蘇永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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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鎖定大專青年： 

由於現階段中共採取「一代(青年一代)一線(基層一線)」政策，基層及新

一代青年成為重點拉攏對象，特別是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後，大專青年更是重

中之重。對此，中共以低價甚至免費的交流旅遊團吸引大專青年，特別是國

內頂尖大學的學生自治組織幹部與意見領袖，以利於宣揚習近平思想、一帶

一路以及一國兩制等。由於這些學生菁英未來可能成為新一代政治領袖，除

了希望藉此有助於對台發動輿論戰，甚至能夠培養引領風向、左右台灣輿論

以及影響政策的代理人(吳柏軒、蕭玗欣，2019)。 

二、媒體 

根據 2001 年 11 月 21 日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所發表的

〈中國政府是如何試圖控制美國的華語媒體〉(How China’s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Control Chinese Media in America)一文提及，中共主要透過四種

方式滲透海外中文媒體：(一)以全資或控股方式直接掌控報紙、電台和電視

台；(二)利用經濟手段影響與其有商業來往的獨立媒體；(三)置入性行銷：買

斷獨立媒體的廣播時間和廣告，用於登載明顯來自中共官方的宣傳內容；

(四)讓來自政府的專業人士受聘於獨立媒體，伺機發揮其影響力(Duzhe, 
2001)。 

其中，關於中共透過購買新聞報導以利於對台發動輿論戰，首先，2019
年 7 月 17 日《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即報導題為〈台灣總統大選初選

凸顯對於中國影響媒體的恐懼〉(Taiwan primaries highlight fears over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一文，指出「中國時報與中天電視的記者告訴金融時報，

他們的編輯主管直接聽從國台辦的指示；國台辦是北京政府負責處理台灣事

務的機構」、「他們並未介入所有事務，主要與兩岸關係及與中國有關的議

題，他們對於報導角度及其是否登在頭版具有話語權」(Hille, 2019)。 
其次，2019 年 8 月 9 日《路透社》所發布題為〈買「新聞」：中國利用

媒體收買台灣人心〉之報導指出，藉由訪問 10 名台灣記者、新聞部主管以及

取得國台辦簽署的合約文件後，確認中共至少向五個台灣媒體集團支付報導

費用，例如：國台辦支付 3 萬人民幣給某報社，以刊登 2 篇中國如何吸引台

商之專題報導。同時，國台辦並透過設立「九州文化傳播中心」及「海峽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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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出版交流中心」等數位公司購買新聞，例如前者即於 2017 年支付 12 萬

300 人民幣報導中國某省的招商及觀光宣傳(Lee & Cheng, 2019)。 

三、網站與社群媒體 

台灣的網路自由環境亦讓中共有可趁之機，中共透過大量設立類似「內

容農場」網站，並冠上「傳媒」或「新聞網」等名稱，藉此宣導中國官媒所

提供之新聞內容、觀點，或是散布假訊息。由於這些網站使用媒體名稱及其

編排方式，且民眾不加以查證的話，就可能誤以為是真正媒體而信以為真。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傳播媒體的影響力亦隨之增強，人們可

以直接透過傳播媒體現場直播觀看事件現場，這造成傳統輿論戰手段已有所

轉變，不能僅依靠報紙、電視以及廣播等傳播媒體遂行輿論戰，網路、通訊

等新興媒體在輿論戰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孟繁宇，2007：81)。如同美

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所發表的〈敵對社會操縱：當前現實和新

興趨勢〉(Hostile Social Manipulation: Present Realities and Emerging Trends)報
告所言，近來中共積極透過資金投入與提高技術，以利於透過社群媒體操控

輿論，同時，該報告亦指出，中共透過在社群媒體上購買廣告以利於宣傳，

並透過商業公司於推特等平台上購買支持和影響力(Mazarr, et. al, 2019)。加

上，由於社群媒體內容的生產成本低廉，容易成為假新聞製造者進行攻擊的

途徑；且受到同溫層現象影響，人們喜愛從特定社群媒體獲得資訊，因而成

為有心人散布假新聞的溫床(青年日報，2018)。由於社群媒體不僅為社交、

娛樂的主要平台，亦是形塑輿論的主要推手，故成為中共推動輿論戰的策略

之一，中共藉由 LINE、臉書、推特與抖音等網路社群媒體或軟體來操控輿

論。 
就 2019 年 11 月 4 日所發布之 26 條措施而言，在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

公室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 20 個部門推出，且國台辦強調「保障台灣同

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同胞

台灣企業提供更多同等待遇」後，中共官媒如《新華網》與《人民網》同步

加強宣傳，於網頁上發布新聞指出該政策能為台灣企業與青年帶來機會，能

獲得台灣民眾認同，例如新華網即刻意報導在陸青年台商的現身看法，指出

台灣青年應該把握這一波政策紅利。同時，央視主播甚至喊出「灣灣，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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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中共刻意營造對台「讓利」氛圍，大肆宣傳與台灣共享發展機遇，希

冀讓台灣民眾產生赴陸發展這一想法(邱國強，2019；國台辦，2019；查文

曄、李寒芳，2019；徐弘毅，2019；何磊静，2019)。 
與此同時，「26 條措施」公布後，至少 19 家台灣網路媒體，亦即冠上

「傳媒」或「新聞網」等名之「內容農場」網站，不僅隻字未提總統府與陸

委會的回應與說明，甚至全文照貼「26 條措施」，且同步轉載〈逐條解讀 26
條措施〉、〈一圖讀懂 26 條措施〉以及 3 篇《中國台灣網》評論員解讀文章

(鍾麗華，2019)。這係為中共常用的輿論戰策略之一，因為早在 2019 年 7 月

就有類似情況發生，20 幾家網路媒體直接轉貼《中國台灣網》題為〈今日蔡

當局霸道拔『管』，明年民眾輕鬆拔『蔡』〉文章(喬偉綱，2019)(詳如附

表)。 

四、社會基層 

除了透過文教、媒體以及網站與社群媒體外，滲透台灣社會地方基層亦

有助於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例如中共透過中華統一促進黨(簡稱「統促

黨」)來深入地方基層。統促黨為一親共統派政黨，支持中共政治主張、反對

台灣獨立，一方面利用協助台商赴陸投資等利益誘惑，藉此要求台商在意識

形態上支持中共；另一方面透過在全台各地舉辦講座、增進台灣人對中國的

理解和支持(自由時報，2019)。根據《天下雜誌》調查發現，「統促黨早已

深入鄉鎮，積極串接村里、農漁會、宮廟到對岸，也藉由社福及學校單位接

觸低收入戶孩子。長期經營草根，打算以鄉村包圍都市……」(天下編輯部，

2018)。因此，透過統促黨在地方基層布下綿密的人情網絡，將有助擴展人際

網絡以增加中共進行輿論戰管道，例如：《中央社》就曾報導中共利用「病

毒式社群散播」遂行其輿論戰，亦即透過所吸收的代理人，如地方現任或退

任新聞工作者、基層組織等活躍人士，協助建立 LINE 群組或是臉書封閉社

團等(侯姿瑩，2019)。 

五、軍事恫嚇 

關於今年共機頻頻擾台，主要目的是為了回應美軍大幅提升在台灣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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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域的軍事存在以及台美關係的明顯升溫(洪子傑，2020a：10)。據國防部長

嚴德發在立法院表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 7 日為止，入侵我國防空識別區的

共軍戰機共有 1,710 架次，其中 217 架次入侵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且有 49
架次逾越台灣海峽中線，為 1990 以來的最高數目(游凱翔，2020)。同時，除

了軍機擾台外，中共亦透過例行演訓、對台軍事演練，藉此動搖台灣民眾的

民心士氣，並發揮對台軍事恫嚇效果(洪子傑，2020b：20-21)。因此，中共企

圖持續透過軍機擾台、例行演訓以及對台軍事演練等武力展現作為，除能發

揮「以武促統」效果外，亦可藉此威嚇台獨勢力，並對我軍民帶來實體與心

理雙重壓力(王俊南，2014)。 

陸、結論 

根據上述，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受到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影響，中共將

「三戰」視為其政治工作結合與發揮軍事作戰功能的核心戰法，並將輿論戰

應用於對台統戰。關於中共對台輿論戰的主要目的，除了有助於爭取國際輿

論支持，在國際社會上孤立台灣外；亦利於製造台灣內部動亂以讓民眾對政

府失去信心外，並塑造對中共有利之價值觀，促使台灣社會越來越向中共靠

攏。 
其次，中共對台進行輿論戰之部門主要包含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統戰部、中宣部、戰略支援部隊、中國國家安全

部、共青團、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以及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網絡輿論

局。再次，中共對台輿論戰採取以下策略：滲透媒體與置入性行銷、透過文

化交流塑造中國正面形象、利用中介機構進行輿論戰、透過網軍散布假新聞

以及採取軟硬兼施策略。第四，根據相關案例顯示，中共透過文教交流、媒

體、網站與社群媒體、滲透社會基層以及軍事恫嚇等面向對台實施輿論戰。 
最後，中共遂行輿論戰的策略與途徑將日趨多元，除了持續強化傳統媒

體操作外，以台灣媒體作為代理人，藉此降低台灣社會的警戒心，網站及通

訊媒體或軟體亦成為其主要利用工具之一，中共企圖透過網站與社群媒體來

操縱輿論走向，甚至影響選舉。對此，政府應該持續強化相關反制措施，以

期能夠避免中共滲透，有效因應無煙硝味的輿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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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國兩次網路媒體操作對照 

時間 事由 網路媒體 

108 年 7 月 

轉 貼 中 共 官 媒 《 中 國 台 灣

網》的報導文章(〈今日蔡當

局霸道拔「管」，明年民眾

輕鬆拔「蔡」〉)。 

1. 慈善新聞報 
2. 兩岸時報總社 
3. 城鄉新聞報 
4. 指傳媒 
5. 兩岸時報 
6. 民生新聞網 
7. 華民通訊社 
8. 中華時報 
9. 若水傳媒 
10. 兩岸好康報 
11. 海峽連線指導 
12. 村里新聞網 
13. 藝傳媒 
14. 台中生活大小事 
15. 台灣省新聞記者協會新聞網

16. 亮點新聞網 
17. 冠騰傳媒 
18. 民生報導 
19. 兩岸好報 
20. 亞傳媒 
21. 法訊時報 
22. 台灣全球新聞網 

108 年 11 月 

全文照貼〈26 條措施〉，且

同步轉載逐條解讀 26 條措

施〉、〈一圖讀懂 26 條措

施〉以及《中國台灣網》評

論員 3 篇解讀文章 

1. 慈善新聞報 
2. 兩岸時報總社 
3. 城鄉新聞報 
4. 指傳媒 
5. 民生新聞網 
6. 華民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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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水傳媒 
8. 兩岸好康報 
9. 海峽連線指導 
10. 村里新聞網 
11. 藝傳媒 
12. 台中生活大小事 
13. 台灣省新聞記者協會新聞網

14. 亮點新聞網 
15. 冠騰傳媒 
16. 民生報導 
17. 兩岸好報 
18. 亞傳媒 
19. 台灣全球新聞網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訊。劃底線者為兩次皆有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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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期刊計量分析 

尹新豪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摘 要 

東南亞與南亞兩大區域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與內需供求的商機，逕自成為世界各國欲爭

取合作的對象。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調整原以經貿為主的南向政策，推出雙向交流、

整合資源、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策」，爭取該區域經貿交流的機會，以分散對中國風險。

本研究欲瞭解新南向政策在我國學術研究的脈絡與趨勢，首次採用「描述型書目計量」的方

法，以「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收錄新南向相關期刊為研究標的，自 2016 年新南向

政策規劃初期至今(檢索日期：109 年 4 月 23 日)共計 166 篇，分析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文獻成

長趨勢、主題分布、作者特性與期刊特性。研究結果文獻數量呈現無法預測、不規則的渾沌

現象；在主題分布以「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為主；在作者特性，生產力偏低，多以獨著為

主；期刊以「臺灣經濟研究月刊」刊載最多文獻，且期刊文獻的數量分布不符合布萊德福定

律。鑑於推動新南向工作是國家當前重要政策，希冀激起各界研究能量，以利提供相關單位

參酌方針。 

關鍵字：書目計量、文獻成長、布萊德福定律、新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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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Journals for 
New Southbound Research in Taiwan 

Hsin-Hao Yin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Abstract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are two regions with huge consumer markets and domestic 

demand and supply opportunities that make them attractive to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fter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augurated in 2016, she adjusted the initial “Go South Policy” based on 

economy and trade, and launched a two-way exchange, integrated resources, and a people-centered 

"New Southbound Policy" to strive for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in the 

regions to diversify risks to Chin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s and trends of the study on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bibliometric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used the "Airiti Librar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o collect the "New 

Southbound" related journals and articl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2016 (retrieval date: April 23, 2020), a total of 166 academic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to analyze 

its literature growth trends, topic distributions, author characteristics, and journal features.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presented an unpredictable and irregular phenomenon. 

In detail, the main theme distribution was "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trade/economic expansion"; the 

author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low productivity and independent work mostly; the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Monthly" included the most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policy, but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of journal articles did not follow Bradford's law.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promoting the 

“New Southbound” work is an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y, we hope to arouse the research enthusiasm 

from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levant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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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南亞及南亞兩大區域龐大的消費能力與內需市場，已被各國視為最具

有商機的新興市場。復因美國延續「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策略，提出

「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印度的「東行政策」(Act East Policy)等，彰顯出東

南亞已成為世界各國爭奪市場的重要地區。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力推

「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期藉由實質強化與東南亞等區域的

全面鏈結，減少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重新定位臺灣在亞洲發展的重要地

位。 
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 Scientist)曾說過：「如果說我看的比他人更

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fa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ecause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因此，我們必須要在既有

的文獻紀錄基礎上，持續產製更新文獻的知識。圖書館學家布萊德福(S. C. 
Bradford)也曾說：「未曾經過處理的文獻，顯的雜亂無章，如同棄置在科學

文獻堆中，毫無用處」(S. C. Bradford, 1948: 9-10)。為此，如何運用書目計量

的方式，以有系統的數學計算、統計方法等，對相關期刊文獻的本質、作者

特性、數量等予以分析研究(何光國，1994：7-8)，也就成為學術研究的先期

課題，並藉此瞭解該主題研究的脈動與趨勢。 
以期刊文獻作為研究標的，因它具有研究主題範圍較小、研究時間較短

以及發表數量較多等特色(Bingham & Bowen, 1994)。為此之故，本文將採用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所建構之學術資料庫作為研究資料的來

源，並同時採用描述型書目計量的方法，來剖析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文獻成長

趨勢、主題分布、學科分布以及作者特性與期刊特性，用以瞭解新南向政策

在我國各領域研究的脈絡與趨勢。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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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描述型書目計量的方法，探討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期刊生產

力，因而就書目計量以及新南向政策研究進行回顧論述，並聚焦於期刊所發

表之文獻進行相關表徵的描述與解釋。 
書目計量學(bibliometrics)一詞係於 1969 年由普里查德(A.Pritchard)首先

提出，其定義經多次修正之後，界定為「利用數學及統計的計算法，對所有

傳播的出版形式及其作者進行組織、分類及量化的評估」。目的旨在於提供

知識結構與傳播的資訊。它可區分為「描述型書目計量學」 (descriptive 
bibliometrics)與「評估型書目計量學」(evaluative bibliometrics)兩類型，描述

型重點在於描述文獻特性，用於生產力的計算，例如某特定領域論文、圖

書、期刊或其他類型資料文獻的數量分布及其研究內容特性，另亦可以時

間、主題及地理區域作為區分標的，加以分析研究；而評估型的書目計量則

是針對主題研究所引用之參考書目或引文，來計算文獻被引用的情形(蔡明

月，2003：5-7)。 
描述型書目計量的用途在於描述某一特定主題或學科文獻的特性，包括

文獻形式特性、文獻內容特性、文獻作者特性以及期刊文獻特性等四種(林巧

敏，2009：104)。在重要的定律的應用方面，則有布萊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齊夫定律(Zipf's Law)以及洛卡定律(Lotka's Law)等三定律，並分別應

用於期刊分布、詞頻分布以及作者分布等不同層面。然而，在文獻成長現象

方面則呈現出線性成長、指數成長、邏輯斯第(Logistic)成長以及非線性動態

的渾沌現象等四種類型。 
林巧敏等 2010 年提及書目計量學已成為探究知識發展趨勢之重要研究方

法，因各種書目資料所包含的內容，就已涵蓋了相關的表徵。所以，就可以

用來理解該主題學術研究之文獻成長、學科興衰更迭以及作者生產力等。另

分於 2009 年及 2010 年運用書目計量方法，針對臺灣地區資訊組織文獻以及

檔案學研究加以分析，就文獻成長、主題分布以及期刊分布等特性加以探

討，研究結果發現文獻成長均呈現出非線性動態成長的渾沌理論現象；期刊

文獻數量的分布也不符合布萊德福定律所述的各區期刊種數之比值 1：n：n2

等結果(林巧敏，2009：101-121；林巧敏、范蔚敏，2010：16-37)。 
另就我國新南向政策的學術研究方面，吳福成 2016 年研析，隨著東南亞

的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的建立，以及南亞大

國印度的經濟崛起，兩大區域近 18 億 5,000 萬人口的龐大消費與內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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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被各國視為最具有商機的新興市場。另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成本上漲，以

及經濟發展趨緩，因而進入「新常態」，不少在中國投資經營運作的外商企

業，甚至中國企業都紛紛走出去，把生產基地或營運據點移轉到東南亞或印

度(吳福成，2016)。就在全球主要國家競相搭上東協列車之際，我國亦挾著

「距離近」、「華人眾多」、「臺商已有布局」等優勢。賡續原有南向政策

成為新版的新南向政策；運用國家總體資源，鼓勵臺商進入東協市場卡位，

取得東協高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商機。於是，就在我政府銳意擘畫與經營，適

時提出新南向政策，如今在國內也因政策利多的激發下，各領域的研究熱情

與網路的討論也有被燃起之勢。 
2017 年楊昊分別從制度與網絡兩個軸線全般性的檢視臺灣新南向政策的

進展。在制度軸線方面，他梳理出自 2015 年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之後的構

想、規畫、與執行三階段。在網絡軸線方面，他分析新南向政策涉及到由中

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間、國內到國際的三重利害關係的網絡，並就研究所

得，給予政府部門推動新南向政策，全般政策考量的建議，分別是：一、必

須從國際格局與區域變遷的動向來提升新南向政策的戰略定位；二、必須在

「新南向政策中的兩岸論述」與「兩岸架構中的新南向機會」兩種不同政治

思維與戰略中要有更清晰的表態；三、政府未來應根據 18 個新南向國家的特

色，分別發展量身定做的計畫，以利集中資源，同時也能帶動國內相關部門

的一同投入；最後，政府部門應展現決心，促成新南向國家與我國共榮發

展、塑建區域的影響力(楊昊，2017：123-136)。 
2018 年林顯明探討臺灣與新南向 18 國人才交流之政策、現況與發展，

在新南向政策「以人為本」的基礎上，教育部成為推動人才交流重要的機關

單位，並說明了新住民子女方面等八項具體的政策推動措施，以及我國與新

南向政策國家學生交流往來(含學位班、非學位班)、畢業留臺就職、赴海外

就業等三面向。在「引進來」策略方面，執行成效已日益展現、但在吸引僑

生和外籍生畢業後留臺工作方面，政府還需要創造更多誘因，如完善的人事

制度、薪資結構與工作環境等，才有可能吸引更多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在

「走出去」方面，工作成效較為有限，臺生赴新南向國家進行短期研修、取

得學位或實習的人數不增反減，希望政府部門能再提出良策，鼓勵大專院校

更多的臺生赴新南向國家學習與交流，從而促進雙邊更好的、有效的瞭解與

互動(林顯明，2018：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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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朱英嘉、莫桂娥探討臺灣新南向觀光政策的發展與現況，透過相

關文獻的釐清發現，自 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兩岸關係發生迥異變化，

中共縮減來臺觀光旅遊人數，嚴重影響到臺灣地區觀光市場，我政府基於國

家安全考量，避免過度向中共傾斜，進而轉向瞄準東南亞市場，以「迎客、

導客、留客、常客」為號召，吸引東南亞各國旅客來臺旅遊，以刺激臺灣觀

光產業及周邊產業的消費成長。未來無論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更替，或是兩岸

關係有了新變數，或是國際關係的迥異變化，新南向政策都會是我國對外關

係的重要戰略(朱英嘉、莫桂娥，2019：78-92)。 
2019 年日本學者駒見一善探討兩岸關係緊張下關於臺灣的民眾交流，中

共自 2013 年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代一

路倡議，英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及 2018 年提出「關於促進兩岸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惠臺 31 項措施)，2016 年蔡英文政府上

任後，兩岸關係丕變，政府為了減緩對中共經貿的依賴，大力推動「新南向

政策」，兩岸開始在東南亞、南亞及紐澳地區有了顯著競逐現象的產生，兩

岸的官方對話、交流逐漸趨緩，國際間彼此相互角力且持續升溫(駒見一善，

2019：110-116)。 
2020 年唐豪駿則以經貿合作面向探討美中貿易衝突對新南向地區越南、

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等六個主要國家之影響，研究結果認

為，我國宜參考渠等主要國家之產業政策，誠如越南同時兼具 CPTPP 與

RCEP 的成員，及與歐盟簽署自貿協定，成為外資外移的首選。其餘菲律

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也積極透過國內政府政策引導，利用自身的優勢

吸引外資，冀能抵銷因中共經濟成長遲緩所帶來的貿易衰退。印度則是因政

府的保護主義傾向，以及國內投資環境不佳，使其決定退出 RCEP，在這波

美中貿易衝突中受益有限，唯僅藉由國內龐大的人口紅利在吸引外資。根據

各國的發展利基，引導我國不同性質的產業前往新南向政策地區布局，冀能

在印太地區發展以我國作為節點的臺商產業供應鏈(唐豪駿，2020：86-92)。 
綜上所述，足以彰顯有關我國新南向政策主題的學術研究自 2016 年規劃

至今，已有近 5 年的時間，相關研究的期刊文獻多以官方所發布之官方數據

及官方文件等作資料來源，多採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來探討新南向政策

現況、發展與未來趨勢。渠等學術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並未觸及書目計量學，

尤其是以期刊文獻作為研究的標的。因此，本文意圖使用「描述型書目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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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方法，針對我國新南向政策相關研究所呈現之表徵，聚焦於期刊所發

表之學術研究成果，從而窺探文獻數量的成長與分布，主題的類型以及作者

特性等，進而掌握新南向政策之研究脈絡與未來發展之趨勢。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描述型書目計量學」的方法，針對我國「新南向政策」主題

之研究所發表相關期刊的文獻數量、主題分布、期刊特性以及作者特性等加

以探究分析。 

二、樣本的選取 

期刊文章所需要的研究時間，相對於專書、碩博士論文所需的研究時間

較短、發表數量亦是較多，較能即時反應其發展的動態，適合作為研究的標

的(Bingham & Bowen, 1994)。故本文的研究取樣是由「Airiti Library 華藝線

上圖書館」(網址：http://www.airitilibrary.com)所收錄，可即時獲取電子全文

之文獻，以「新南向」單一詞彙於篇名、關鍵字及摘要等三欄位進行檢索，

時間範圍 2016 年政策規劃初期迄今(檢索日期：109 年 4 月 23 日)，研究文獻

範圍設定為臺灣出版之期刊文獻進行取樣，以瞭解新南向政策在我國研究的

趨勢，經系統篩選去除會議資料、碩博士論文、中國大陸相關文獻，共有

179 篇，另再扣除 2015 年(含)之前的 9 篇，及未標示作者的 4 篇，實際可用

之期刊文獻共計 50 種期刊、166 篇期刊文獻，涵蓋了學術研究與技術報告等

範疇。 

三、研究主題歸類 

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14 日所核定之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區分「經貿合

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等四大工作主軸，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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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等 15 項推動措施及相關計畫重點。有鑑於新南向政

策研究主題分類目前並無一致認定之主題分類表。為此之故，為了研究順

利，本研究借用此一工作計畫並以此作為本研究主題分類之參照。 
各項分類主題內容範圍說明如下： 
(一)經貿合作：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基礎建設工程合作與系統整合輸

出、金融支援等內容。 
(二)人才交流：人才培育、產業人力合作、新住民培力等內容。 
(三)資源共享：醫療及公共衛生合作、觀光促進、文化交流、農業合

作、科技合作等內容。 
(四)區域鏈結：區域整合、協商對話、策略聯盟、僑民網路等內容。 
(五)其他：整體敘述、無相關等內容。 
本文主題分類共計五類，研究主題涉及兩項(含)以上的推動措施，以探

討內容較多者為主，若探討全般整體性說明，或未涉及四大工作主軸內容等

二項屬於「其他」類，每一文獻以歸納一個主題為限。 

肆、研究成果與分析 

一、文獻數量成長 

世界萬物，只要有生機和合適的生長環境，就能成長。人會長大，樹會

長高，圖書館的文獻書籍亦是如此，也代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與文化知識水

準的提升。文獻數量如果以累積方式計算，文獻量絕對是有增無減，若以逐

年方式計算，應該是上下起伏消長互見(何光國，1994：11)。「新南向政

策」自 2016 年核定相關計畫，遂於 2017 年開始推動，迄今近 4 年的時間，

由表 1 可得知相關期刊文獻各時期的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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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期刊文獻逐年分布統計表 

年代 年度篇數 累計篇數

2016 21 21 

2017 50 71 

2018 55 126 

2019 37 163 

2020 3 166 

 
由圖 1 可觀察到 2016 年為政策規劃階段，期刊文獻數量較為有限，直至

2018 年計 55 篇達到最高峰，此後開始下降的趨勢。整體文獻的成長藉由累

計文獻篇數曲線來觀察，初期呈成長曲線至飽和狀態時開始有轉折的改變，

期刊文獻數量成長趨於緩和，最後出現遲緩衰退的現象。因此，在文獻成長

現象則屬於非線性動態的渾沌成長(non-linear dynamics and chaos)。此種現象

是指受到各種內在機制與外在因素的影響，文獻數量以非常不規律的方式變

化，無從判斷是屬於線性或指數曲線(張瀚文，2012)。說明了我國新南向政

策，初期是相當熱門的探討議題，目前文獻發表數量處於沈靜的狀態中。 
近年兩岸關係的白熱化，誠如前財政部長許嘉棟指出，當前政府欲以新

南向政策加深目標國家的交流，以取代兩岸僵局下交流的困境(賴錦宏、沈婉

玉、戴瑞瑤，2020)；研究員楊書菲亦提及，在兩岸缺乏互信的基礎上，中共

試圖打壓我國與目標國家的經濟交流，「新南向政策」執行效益，似乎不樂

觀(楊書菲，2017)；中共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提出，「兩岸關係好，臺灣才會

好」(尹賽楠，2020)，若否，新南向政策難以帶動我國的經濟成長(陳昱旗，

2017)，此牽連著我國與各個國家交流的基礎，亦說明了兩岸關係與新南向政

策推動的密不可分，間接的影響相關期刊文獻的數量，唯有新的議題，誠如

當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預計在年(2020)年底簽署之影響、我

國與東協國家的經貿策略、美國「印太戰略」之影響、兩岸關係等新刺激

下，冀以喚醒國內的研究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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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期刊文獻數量成長曲線圖 

二、研究主題分布 

 

圖 2 四大工作主軸研究主題之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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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所示，新南向政策相關期刊文獻之主題分布，根據前述五類的歸類

方式加以分析，在「經貿合作」類，有 62 篇(佔 37%)居首位，其中以 2018
年發表 21 篇最多，作者以唐豪駿發表「美中貿易衝突對新南向地區主要國家

之影響」、「我國 5+2 產業創新與新南向工業 4.0 之合作契機」、「開發新

南向的需求市場－以電子商務為例」3 篇最多，期刊以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

之「經濟前瞻」刊載 18 篇最多；在「其他」類，有 45 篇(佔 27%)，此類涵

蓋闡述新南向政策全般內涵，非僅針對單一主軸、項目實施說明，如陳尚懋

等員 2019 年發表《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在泰國的實踐》乙文，研究指出泰

國積極推展區域經濟合作，提升在區域的經貿競爭力，逐成為兩岸爭取合作

的對象，文中分析「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的內涵，與探討在泰國的

實踐。另一部分，僅在摘要、關鍵字提及「新南向」乙詞彙，本文內涵未涉

及新南向相關工作的推展，如陳欣欣 2020 年 4 月發表《從新聞產製談新住民

女性刻板印象研究》乙文，研究主題係臺灣主流媒體如何產製與本地不同國

籍或種族的新住民女性，「新南向政策」為其中一組關鍵字，全文未涉及新

南向相關工作；在「資源共享」類，有 25 篇(佔 15%)，以 2018 年發表 12 篇

最多，作者以魏于翔發表「天然藥物及藥材開發產業化推動與新南向發展策

略規劃研討會報導」等 2 篇最多，期刊以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出版之

「臺灣經濟月刊」刊載 6 篇最多；在「人才交流」類，有 24 篇(佔 15%)，以

2017、2018 年均為 8 篇較多，作者以楊真宜、張芳全分別發表 2 篇最多，期

刊以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出版之「臺灣經濟月刊」刊載 3 篇最多；在

「區域鏈結」類有 10 篇(佔 6%)，以 2017 年發表 4 篇最多，作者均發表 1
篇，期刊以「經濟前瞻」刊載 5 篇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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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四大工作主軸之研究主題項目之圓餅圖 

 
圖 3 所示，新南向政策四大工作主軸之主題分布的分析，在「經貿合

作」類中，以「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項 47 篇(佔 76%)最多，其後依序「金

融支援」項 13 篇(佔 21%)、「基礎建設工程合作與系統整合輸出」項 2 篇 
(佔 3%)，發表時間 2016 年 5 篇、2017 年 20 篇、2018 年 21 篇、2019 年 15
篇、2020 年 1 篇；在「資源共享」類中，以「醫療及公共衛生合作」項 11
篇(佔 44%)最多，其後依序為「農業合作」項 6 篇(佔 24%)、「觀光促進」項

4 篇(佔 16%)、「文化交流」項 3 篇(佔 12%)、「科技合作」項 1 篇(佔 4%)，
發表時間 2016 年 1 篇、2017 年 4 篇、2018 年 12 篇、2019 年 8 篇、2020 年

無發表；在「人才交流」類中，以「人才培育」項 20 篇(佔 83%)最多，「新

住民培力」項 4 篇(佔 17%)次之，發表時間 2016 年 2 篇、2017 年 8 篇、2018
年 8 篇、2019 年 6 篇、2020 年無發表；在「區域鏈結」類中，以「區域整

合」項 5 篇(佔 50%)最多，「協商對話」項 3 篇(佔 30%)次之，以「僑民網

絡」及「策略聯盟」兩項皆為 1 篇（各佔 10%）最少，發表時間 2016 年 1
篇、2017 年 4 篇、2018 年 3 篇、2019 年 2 篇、2020 年無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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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項之主要探討內容，其在 2020 年僅唐豪駿發

表期刊 1 篇並指出，在美中貿易衝突下新南向地區主要國家的利弊分析，以

及我國該需如何因應有利經貿市場的發展。2019 年共發表 10 篇期刊，計有

王珍一等著《採購策略與供應商關係對採購績效之影響：泰國臺商製造業之

研究》指出，我國在泰國的的臺商，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採購策略應採取

混合型策略，爭取客戶實質信任，以創造出採購績效；林煜堂《婆羅洲華人

與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契機與挑戰》指出，兩岸和平共處應該是新南向政

策的政治遊戲規則，在此基礎上，婆羅洲島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及沙巴，以及

汶萊和印尼的加里曼丹等三國都可接受和參與該項政策；盧鈺雯《印尼臺商

布局與挑戰》指出，臺商赴外投資前，應廣泛收集與掌握標的國家更多正確

的訊息，儘可能降低風險；李明勳《新南向政策下的經貿合作與拓展－成果

研析與展望》指出，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後，在貿易、投資、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成果研析，並提出未來展望，其中強

調不可避免中國因素；唐豪駿《我國 5+2 產業創新與新南向工業 4.0 之合作

契機》指出，從工業 1.0 的機器時代、2.0 的電氣化時代、3.0 的自動化時代

到 4.0 的智慧化時代，除了生產方式的創新，更帶動生產邏輯的改變。當前

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皆已提出該國工業 4.0 的政策，洽與我國 5＋2 產業創

新計劃有合作的契機；吳惠萍《新南向電商社群網紅新經濟》指出，「跨境

電商」為潛力產業中最受看好的產業，由於東南亞各國文化、語言不同等，

為了能銷售出商品，必需使目標市場的消費者「看見、瞭解、喜歡」臺灣的

商品；林雅鈴《馬哈迪推動新政之臺馬產業合作策略》指出，馬來西亞政府

推動國家工業 4.0 政策，以及第 11 大馬計畫關鍵產業，與我國 5+2 產業創新

計畫發展不謀而合，唯有雙方產業互補合作，方能創造有利商機；吳玉瑩等

著《深化臺菲產業合作之方向與作法》提出，我國與菲律賓在紡織製鞋、機

械產業、新興產業、潔淨能源、資訊服務等產業之合作方法；陳鴻穎《審視

新南向國家展覽趨勢，洞見我國未來產業契機》分析我國與新南向六國整體

辦展狀況，藉以瞭解新南向各國未來趨勢產業；李伯言《深入新南向，台灣

新創生態圈的他山之石》分析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創新產業生態，以

得出我國新創的他山之石。 
綜上所述，新南向政策相關期刊之研究，在研究主題分布方面，以「經

貿合作」類為主要研究的範疇，其中又以「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項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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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探討的內容，佔總篇數 166 篇的近三成(28%)，另在時間軸上，四類

主題之發表自 2016 年至 2018 年除「區域整合」類在 2017 年最多篇，其餘均

在 2018 年發表最多篇數，且在 2018 年之後有衰退的現象，在探討主題內容

方面，多以臺灣企業要邁出國際前需要瞭解各國的政治氛圍、市場生態與投

資環境等，以獲取最有效益之成果。 

三、作者特性分布 

(一)文獻作者數量分析 

表 2 期刊文獻作者數量統計表 
發表 
篇數 

作者數 
累計 

作者數 
累計作者數 
百分比(%) 

文獻數
累計 

文獻數

累計文獻 
數百分比(%) 

3 篇 4 4 1.88 12 12 7.23 
2 篇 12 16 7.51 24 36 21.69 
1 篇 197 213 100.00 130 166 100.00 

合著群皆僅發表 1 篇，計 105 位，發表 38 篇。 
 
總計 166 篇期刊文獻中，總計作者有 213 位，其中以發表 3 篇期刊文獻

最多，計有 4 位作者，在總數 213 位作者中，僅佔 1.88%的作者，所發表期

刊共 12 篇，佔所有文獻數近約一成(7.23%)；在作者總數 213 位中，超過九

成以上(92.49%)的作者，僅發表 1 篇期刊文獻，佔期刊文獻總數 166 篇近八

成(78.31%)的比例，詳如表 2。其中，發表 2 篇的主題分布「整體敘述」6
篇、「經貿合作」9 篇、「人才交流」6 篇、「資源共享」2 篇、「區域鏈

結」1 篇，合計 24 篇；發表 3 篇的主題分布「經貿合作」4 篇、「資源共

享」2 篇、「區域鏈結」1 篇、「人才交流」1 篇、「整體敘述」4 篇，合計

12 篇。 

(二)合著數量分布 

166 篇期刊文獻，總計 213 位作者中，有近八成(77.11%)的期刊文獻是一

人作者，有近一成五(14.46%)的文獻是二人作者，研究主題分別「經貿合

作」類 10 篇、「人才交流」類 4 篇、「資源共享」類 4 篇、「區域鏈結」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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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篇、「其他」類 4 篇；三人合著文獻的佔總數的 3.61%，研究主題分別

「經貿合作」類 1 篇、「資源共享」類 4 篇、「其他」類 1 篇；四人(含)以
上作者，發表的期刊佔總文獻數的 4.82%，研究主題分別「經貿合作」類 4
篇、「人才交流」類 1 篇、「資源共享」類 1 篇、「其他」類 2 篇，詳如表

3。 
 
 

表 3 期刊文獻作者合著數量統計表 

合著作者數 文獻篇數 百分比(%) 

一人作者 128 77.11 

二人作者 24 14.46 

三人作者 6 3.61 

四人(含)以上作者 8 4.82 

小計 166 100.00 

 
分別計算各年度文獻篇數與作者人次數，詳如表 4。2016 年為新南向政

策規劃階段，平均作者 1.05 人次，至 2018 年平均作者數增加至 1.64 人次為

最高峰，之後有衰退的現象。 
 
 

表 4 期刊文獻平均作者統計表 

年代 平均作者數 文獻篇數 作者人次 備考 

2016 1.05 21 22 

2017 1.28 50 64 

2018 1.64 55 90 

2019 1.46 37 54 

2020 1.0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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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者生產力分析 

新南向政策從 2016 年初期規劃階段，2017 年推動階段，至今執行近 4
年的時間，研究相關的期刊文獻計 166 篇，期刊文獻生產力較高的計有吳福

成、唐豪駿、楊昊、林顯明等 4 位專家學者，各別發表相關期刊文獻計 3
篇，合計 12 篇，具有一共同性均屬社會科學類(詳見附錄 1)。學者吳福成任

職台灣經濟研究院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心，擔任該中心副主任乙職，近五年

期刊文獻發表計有 30 篇(詳見附錄 2)，其中於 2017 年發表新南向相關期刊文

獻計有 3 篇，分屬「區域鏈結」、「資源共享」、「經貿合作」類之主題；

學者楊昊任職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擔任該中心執行長及該中心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近五年期刊文獻發表(含共同著作)計有 12 篇(詳見

附錄 3)，其中發表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計有 3 篇，皆屬「其他－整體敘述」

類之主題；學者唐豪駿任職台灣經濟研究院，擔任該院助理研究員，近五年

期刊文獻發表(含共同著作)計有 8 篇(詳見附錄 4)，其中發表新南向相關期刊

文獻計有 3 篇，皆屬「經貿合作」類之主題；學者林顯明現職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於 2017 年 9 月赴比利時魯汶大學跨文化、遷徙與

少數族群研究中心(IMMRC)攻讀社會文化人類學雙博士學位，近五年期刊文

獻發表計有 21 篇(詳見附錄 5)，其中發表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計有 3 篇，分

屬「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其他－整體敘述」類之主題。 
綜上所述，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之作者近九成僅發表 1 篇，文獻發表數

單一作者以 3 篇為最多，以及發表 1 篇與發表 2 篇、3 篇的主題分布皆為

「經貿合作」為多數；在合著方面，有近八成的期刊文獻是一人作者，以及

與二人、三人(含以上)合著之主題分布皆以「經貿合作」為多數，此與研究

主題分布之結果相同，且作者平均數在 2018 年後也有減少的現象，渠等亦說

明了該相關期刊發表之生產力偏低；另外，四位生產力較多的作者，皆任職

於相關領域之工作，以吳福成近五年期刊文獻發表有 30 篇居冠，以臺灣經濟

完就月刊刊載 15 篇最多，海峽評論、亞洲金融季報分別 7 篇次之，其中，有

關「新南向」的有 3 篇，皆刊載於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四、期刊特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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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 166 筆期刊文獻分布於 50 種期刊，根據以布萊德福定律 1：

n：n2 之計算公式探討文獻分布，統計每一種期刊所刊登之文獻篇數，並依照

篇數多寡遞減排序，詳如表 5。本研究取 166 篇的 1/3 約 55 篇作為分界線，

將期刊分布依累積文獻數分為三區，可得前 2 種期刊刊登 61 篇期刊文獻，佔

文獻總數的 36.75%，其餘的 105 篇期刊文獻則分布於 48 種期刊。第一區有

2 種期刊，共有 61 篇期刊文獻；第二區有 8 種期刊，共有 56 篇期刊文獻；

第三區有 40 種期刊，共有 49 篇期刊文獻。各區期刊種數的比例為 2：8：

40，若以布萊德福定律 1：n：n2 之計算公式，求得 n 值為 4，得出萊德福定

律之比值為 1*2：4*2：42*2，等於 2：8：32，本研究比值(2：8：40)與布萊

德福定律之數值(2：8：32)不相吻合，說明了相關期刊文獻的數量分布不符

合布萊德福定律。另外，由表 5 可觀察出二成的期刊(20%)，能提供七成

(70.48%)的相關研究文獻，顯示多數的文獻有集中在少數期刊發表的情形。 
 

表 5 期刊文獻之期刊分布統計 

刊載相關

文獻篇數 
期刊

種數 
累計期

刊數 
累計期刊數百

分比(%) 
累計文

獻數 
累計文獻數百

分比(%) 

32 篇 1 1 2.00 32 19.28 

29 篇 1 2 4.00 61 36.75 

19 篇 1 3 6.00 80 48.19 

9 篇 1 4 8.00 89 53.61 

6 篇 2 6 12.00 101 60.84 

5 篇 1 7 14.00 106 63.86 

4 篇 2 9 18.00 114 68.67 

3 篇 1 10 20.00 117 70.48 
2 篇 9 19 38.00 135 81.33 

1 篇 31 50 100.00 16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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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相關期刊文獻前十名期刊 

期刊名稱 
相關文

獻篇數
出版社 刊期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32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月刊 

經濟前瞻 29 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 雙月刊 

證券服務 19 臺灣證卷交易所 雙月刊 

新社會政策 9 台灣新社會智庫 雙月刊 

戰略安全研析 6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雙月刊 

全球政治評論 6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季刊 

發展與前瞻學報 5 
社團法人台灣對外關係研究暨發

展協會 
季刊 

會計研究月刊 4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月刊 

問題與研究 4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季刊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 3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季刊 
 
由表 6 得知，研究「新南向政策」領域最多之期刊(機構)，刊載前十名

期刊依序為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32 篇、經濟前瞻 29 篇、證券服務 19 篇、新社

會政策 9 篇、戰略安全研析與全球政治評論皆為 6 篇、全球政治評論 5 篇、

會計研究月刊與問題與研究同為 4 篇及農業生技產業季刊 3 篇，其中以雙月

刊、季刊為主，以月刊次之。另外，刊載期刊數最多的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係由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出版，該院為臺灣第一個由民間成立之獨立學

術研究機關，由辜振甫於 1976 年 9 月 1 日創辦，主要從事國內、國外之經濟

與產業經濟之研究，提供政府、企業與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以利國家經濟

的發展(台灣經濟研究院)。其次，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係政府為確保國家

經濟穩定發展與持續成長，提出財政經濟改革之措施，資金來源不同於前

者，由政府撥款與工商界捐助，成立獨立之研究機構，研究國內外經濟情

勢，提出政策建言，備供政府諮詢參考(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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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根據上述研究分析，歸納新南向政策從規劃初期至今，近 5 年的時間，

有關相關研究文獻之期刊文獻數量成長、研究主題與學科的分布、作者特性

與期刊特性分析結果，說明陳述如下： 

一、推動初期文獻數量明顯成長，之後有衰退現象 

新南向政策自 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開始規劃，2017 年全面推動執

行，至今日近 5 年的時間，相關期刊文獻的學術研究發表篇數至 2018 年達到

高峰，隨後至今有減緩衰退的現象，文獻成長曲線隨時間呈現不規則變化，

屬於非線性動態成長的渾沌理論現象。說明了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現處於沈

靜時期，需注入新刺激與動能以激發學術研究能量。 

二、主題以「經貿合作」最多、「區域鏈結」最少 

新南向學術研究主題分布是以「經貿合作」類最多篇數，佔總篇數的

37%，以「區域鏈結」類最少，僅佔總篇數的 6%；在「經貿合作」類別中，

又以「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項目最多篇數。 

三、作者生產力偏低，多以獨著為主 

新南向政策研究在作者整體的分布情形，超過九成以上的作者，僅發表

1 篇期刊文獻，佔期刊文獻總數 166 篇近八成的比例；在作者平均數，自

2018 年後有減少的現象；在合著的分析，二人(含)以上合著期刊數佔總期刊

篇數僅約二成三，以一人作者發表的期刊數佔總期刊篇數近八成為多數。 

四、以《臺灣經濟研究月刊》刊載最多、期刊分布不符合布萊德

福定律，且多數文獻集中於少數期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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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66 篇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分布在《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等 50 種

期刊中，根據布萊德福定律將文獻篇數大致區分為三區塊，各區期刊種數之

比值不符合布萊德福定律所述的比例 1：n：n2 的關係；其次，研究發現二成

的期刊(20%)，能提供七成(70.48%)的相關研究文獻，多數的文獻有集中在少

數期刊發表的情形；另外，刊載相關文獻最多的期刊係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

究院出版之《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約佔總篇數的二成。 

五、「兩岸關係」既是苦藥，亦是良藥 

「兩岸關係好，臺灣才會好」，不可否認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與兩岸關係

的關聯，更不可忽視兩岸關係也間接影響了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的研究狀

況。目前新南向相關的期刊文獻在臺灣各領域的研究有趨緩情勢，鑑於推動

新南向工作是國家當前重要政策，希冀在兩岸關係、區域經貿整合環境等新

刺激下，學術先進能再激起研究漣漪，以利提供相關部門良方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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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數前 4 位作者 

作者 年代 期刊 題目 主題 學科 學經歷 

吳福成 

2017

臺灣經濟

研究月刊 

新南向政策與

海上絲路的競

合關係 

區域鏈

結 

社會

科學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

家經濟發展戰略中

心副主任 
2017

新南向台灣農

業新契機 
資源共

享 

2017
從越南經濟連

結 APEC 看新

南向政策 

經貿合

作 

唐豪駿 

2017

臺灣經濟

研究月刊 

開發新南向的

需求市場：以

電子商務為例 

經貿合

作 

社會

科學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

理研究員 
2019

我國 5+2 產業

創新與新南向

工業 4.0 之合

作契機 

經貿合

作 

2020

美中貿易衝突

對新南向地區

主要國家之影

響 

經貿合

作 

林顯明 

2017

新社會政

策 

臺灣新南向政

策與中國大陸

一 帶 一 路 計

畫：內容、成

效與挑戰 

整體敘

述 
社會

科學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博士生／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 
2018

臺灣與新南向

18 國人才交流

與互動情形之

現況與發展 

人才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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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南向國家學

生在臺留學之

社群媒體使用

與社會資本 

資源共

享 

楊昊 

2016
全球政治

評論 

臺灣新南向政

策的格局與路

向 

整體敘

述 

社會

科學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副教授暨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副

研究員／國立政治

大學東南亞研究中

心執行長 

2017
問題與研

究 

檢視臺灣的新

南向政策：議

程、網絡與挑

戰 

整體敘

述 

2018
問題與研

究 

形 塑 中 的 印

太：動力、論

述與戰略布局 

整體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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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期刊文獻發表(作者：吳福成) 

項次 篇名 期刊 出版年

1 
台灣被蔡政府邊緣邊緣邊緣化－RCEP 實

現後對台海兩岸影響的初探 
海峽評論 2019 

2 兩岸在 APEC 的定位與互動 海峽評論 2019 

3 
這不是一個華府說了算的世界－評川普藉

口改革改變 WTO 開發中國家認定 
海峽評論 2019 

4 中俄印合作反撲美利堅 海峽評論 2019 
5 中美貿易戰催出中俄戰略合作新時代 海峽評論 2019 

6 中美貿易戰對「中國製造 2025」之挑戰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8 

7 中國共享經濟的政策、創新與挑戰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8 

8 政權更替後的馬來西亞經濟政策 亞洲金融季報 2018 

9 
中俄能源合作戰略新趨勢－以油氣項目為

例分析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8 

10 CPTPP 最新發展及對亞太經濟整合之影響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8 

11 前瞻中國功能農業發展新局 
農業生技產業季

刊 
2018 

12 泰國經濟發展的光與影 亞洲金融季報 2018 

13 前瞻中國功能農業發展新局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8 

14 融入全球價值鏈提高中小企業競爭力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8 

15 
「亞非成長走廊」與「一帶一路」的競合

關係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8 

16 印尼－穿透陰霾的赤道一串珍珠 亞洲金融季報 2018 

17 
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經意涵－以脫

貧、就業和內需為例說明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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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緬甸的經濟情勢曲直向前 亞洲金融季報 2017 

19 中國服務業發展政策之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7 

20 中國創新生態體系政策之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7 

21 越南推動品牌價值戰略之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7 

22 菲律賓經濟新藍天仍有幾片烏雲罩頂 亞洲金融季報 2017 
23 韓國經濟前途多艱 亞洲金融季報 2017 

24 從越南經濟連結 APEC 看新南向政策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7 

25 新南向台灣農業新契機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7 

26 新南向政策與海上絲路的競合關係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7 

27 印度經濟的光與影 亞洲金融季報 2017 
28 中俄「軟聯盟」劍指美國 海峽評論 2016 
29 中國「金融崛起」時代來臨 海峽評論 2016 

30 前瞻廈門自貿實驗區與金門對接的機遇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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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期刊文獻發表(作者：楊昊) 

項次 篇名 期刊 出版年

1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打造新型態的行動智

庫 
新社會政策 2019 

2 
Unpacking Taiwan's Prese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ssues & 
Studies 

2018 

3 形塑中的印太：動力、論述與戰略布局 問題與研究 2018 

4 
再探東南亞「外援」政治：發展、變革與在

地回應 
遠景基金會季

刊 
2018 

5 「以人為中心的東南亞政治研究」專號導言
人文與社會科

學期刊 
2018 

6 政治轉型必須以人民為導向 
人文與社會科

學期刊 
2018 

7 檢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議程、網絡與挑戰 問題與研究 2017 
8 2017 年中共與越南簽署雙公報的戰略意涵 戰略安全研析 2017 

9 
2016 年越南全國黨代表大會後的政治新局分

析 
戰略安全研析 2016 

10 
南海仲裁案的區域效應與轉變中的越南南海

戰略 
台灣國際法季

刊 
2016 

11 臺灣新南向政策的格局與路向 全球政治評論 2016 
12 新南向政策的願景與挑戰 戰略安全研析 2016 

項次 5、6、9、12 係共同著作(非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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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期刊文獻發表(作者：唐豪駿) 

項次 篇名 期刊 出版年

1 
美中貿易衝突對新南向地區主要國家之影

響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20 

2 
多重威脅結構下的國家行為邏輯：中國戰

國時期之同盟策略分析 
中國大陸研究 2019 

3 
我國 5+2 產業創新與新南向工業 4.0 之合

作契機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9 

4 促進台菲雙邊經貿與產業合作之政策建言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8 

5 
以西漢前期對胡越之行動檢視攻勢現實主

義 
政治學報 2017 

6 開發新南向的需求市場 以電子商務為例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7 

7 
區域經濟整合中的新興議題：「政府控制

事業」及其對台灣的影響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6 

8 中國大陸電信動態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 
2016 

項次 5 係共同著作(非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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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期刊文獻發表(作者：林顯明) 

項次 篇名 期刊 出版年

1 台商回臺投資之政治經濟意涵 新社會政策 2020 

2 
社群網站與社會資本：比利時臺灣移民使

用經驗之初探 
資訊社會研究 2019 

3 美國印太戰略之發展與臺灣的機會和挑戰 新社會政策 2019 

4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稅 的 課 徵 與 廢 除 (2012 －

2015)：論述制度主義的觀點 
中國行政評論 2019 

5 
新南向國家學生在臺留學之社群媒體使用

與社會資本 
新社會政策 2018 

6 
臺灣與韓國大型造船產業之比較政治經濟

分析(1970～2001 年)：從發展型國家到資

本主義多樣性的觀點 
社會科學論叢 2018 

7 
歐洲超級多樣性(Super-Diversity)之理論概

念與研究啟示 
人口學刊 2018 

8 
從行動通訊技術之發展：論中美貿易衝突

與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新社會政策 2018 

9 臺灣與比利時博士培育機制之比較 台灣教育 2018 

10 
臺灣與新南向 18 國人才交流與互動情形之

現況與發展 
新社會政策 2018 

11 
當前臺灣產業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兼論新

內閣團隊的政策方向 
新社會政策 2017 

12 
臺灣新南向政策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

畫：內容、成效與挑戰 
新社會政策 2017 

13 
九二共識的變遷與延續：從新制度主義到

論述制度論的觀點解析 
國家發展研究 2017 

14 
Bernard Williams 之哲學觀點：論其對效益

主義與價值 多元論的看法與評析 
新社會政策 2017 

15 
國際氣候變遷治理之國家義務與協議強制

性：從 COP1 至 COP21 
新社會政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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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 全球政治評論 2016 
17 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之研究 新社會政策 2016 

18 臺灣農村農業轉型之研究－高雄美濃為例 
兩岸基層選舉與

地方治理研究通

訊 
2016 

19 
重大議題融入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之實踐

與省思：以太陽花學運為例 
新社會政策 2016 

20 
女權即是人權：從校園懷孕女學生個案反

思臺灣女性人權 
性別平等教育季

刊 
2016 

21 
兩岸新世代生產模式的發展和挑戰：臺灣

生產力 4.0 與中國製造 2025 
新社會政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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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復興崗學報」徵稿簡約 

 

本學報為本院綜合性學術刊物，園地公開，每年出版 2 期，各於 6、12 月出

版。敬邀各界人士踴躍賜稿。相關事宜如下： 

一、徵稿論文範圍： 

以軍事社會科學(軍人、軍隊及其與社會關係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領域)為主，

本學報置重點於此一領域之軍事社會學、軍事心理學、軍事倫理學、軍事政

治學、軍隊社會工作、軍事新聞、軍事應用藝術、軍事管理學，以及相關領

域之政治作戰、全民國防、中國大陸等主題的研究。 

二、審稿原則： 

（一）來稿收到後，由編輯組邀請相關專長領域學者兩位雙向匿名審查，並請

其提出建議：(1)採用；(2)修正後採用；(3)修正後再審；(4)不採用。 

（二）審查結果，如兩人均不採用，或一人不採用、一人修正後再審，則不採

用。如兩人意見不同，則送第三人審查，以作決定，審查標準評定原則

如下表。 

審查人 1 

審查人 2 
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再審 不採用 

採用 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再審 送第三審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再審 送第三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不採用 

不採用 送第三審 送第三審 不採用 不採用 

      備註：第三審如為不採用或修正後再審者，即不予採用。 

（三）來稿如果經過審查人建議「不採用」，本學報將附上審查意見請作者參

考。作者如對審查意見持有異議，可具陳反駁意見。本學報將在編審委

員會議中討論議決，並將結果告知作者。 

（四）完成審查並修正流程之「採用」、「修正後採用」、「修正後再審」

稿，經本學報編審委員會議定稿後，將決審意見表送請作者查照。建議

修改之稿件，作者如未能於期限內修改完成，本學報保留是否刊登之決

定權。 



 

（五）若稿件之內容涉及軍事機敏性，需要修正而作者不同意修正者，恕不採

用。 

三、稿件規範： 

（一）來稿請依復興崗學報「註釋體例」撰寫，格式不符者，本學報有權退

回，要求修改後再予受理。撰寫格式請參閱本院全球資訊網站(https://w

ww.fhk.ndu.edu.tw)。 

（二）投稿中、英文均可，每篇以 8 千至 2 萬字為限(含註釋)。 

（三）本學報不接受已刊登之作品，並不得一稿多投；若經發現或被檢舉確有

此情況者，列入永久拒稿名單。 

（四）文稿引證資料務必註明出處，不得抄襲，文責自負；保證無涉及侵權情

事。 

（五）論文若由學位改寫者，須於文中註明「本文為碩、博士論文改寫」；若

由研究專案改寫者，亦須於文中註明「研究計畫名稱及獎補助單位」。 

（六）論文首頁註明：中英文論文題目、姓名、摘要(500字以內)及關鍵詞(不

超過6個)。並請檢附作者真實姓名、學歷、單位現職、聯絡地址、電話

及 E-mail。 

（七）作者可以註明希望迴避之評審委員兩位。 

四、本期刊採雙向匿名審查及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之限制。來稿請至國防

大學校務資訊系統(https://mis.ndu.edu.tw)→「雜誌期刊系統」辦理線上

報名投稿。 

五、經採用之稿件，本刊將酌贈稿酬，並致贈當期出版刊物１冊。 

六、來稿一經刊登，版權暨著作權即歸本學報所有，轉載須經本學報同意。惟作

者可自行彙集其作品編印出版，但應註明已刊載於本學報。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學報承辦人王小姐，電話：02-28925125 

      E-mail：ndufhk@ndu.edu.tw, ndufhk@gmail.com 



 

敬愛的讀者： 

謝謝您對本學報的愛護與支持，為加強對讀者提供更完美的

服務，請詳填下列各欄，寄回本院學報編輯部，本編輯部將依您

寶貴意見，不斷追求進步與更新內容。 

一、您的職業： 

□軍 □公 □教 □工 □商 □學生 □其他 

二、您的最高學歷：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三、您從何得知本學報： 

□書局  □圖書館  □學校 □其他 

四、您對本學報的滿意程度： 

1.文稿內容：□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編輯校對：□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紙張印刷：□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封面設計：□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您給予我們的批評與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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