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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圈】王高成 掌握情勢建言布局  
趨勢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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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參與研究計畫

 

大陸在南海策略作為對兩岸關係之影響與我因應建議。（2015年09月-2015年12月）

 

更 多 學 術 研 究 內 容 ， 請 至 本 校 教 師 歷 程 系 統 以 「 王 高 成 」 查 詢

（ h t t p : / / t e a c h e r . t k u . e d u . t w / ） 。

 

文／廖吟萱，攝影／麥麗雯



 

研究緣起

 

　「從以前開始便對國際事務感興趣，也覺得臺灣對外的外交關係非常重要！」大學

讀臺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的王高成，喜愛研究國際關係，在出國留學申請的學習領域

也以國際關係為主，持續朝這個目標努力。他希望能對國際關係的現象做深度分析、

對於各國外交政策深入了解，並關注其對當前國際安全、政治經濟發展走向的影響。

尤其是臺灣位處東亞地區，所以主要致力於了解亞太地區的政治發展，希望透過這些

研究，對議題深入了解，並期望能夠從學術發展角度，藉由相關的研究，對於國際關

係理論或亞太地區形勢發展，找出專業的研究成果、對學理上發展有所貢獻。

 

研究領域

 

　研究亞太相關內容，王高成說明首先著重在美國對於亞太地區，尤其是兩岸的外交

政策。美國是目前最強大的國家，從國際政治研究的角度來說，大國的外交政策通常

會影響國際事務的發展；其次是關切中國大陸外交政策及亞太外交政策走向，因為崛

起大國往往對地區影響頗深，不容忽略。他不僅著重於中美關係的研究，觀察雙方互

動發展，在亞太區域，也關心屬於亞太地區一環的兩岸關係，彼此的相互政策及衍生

的影響與後續發展。另外如朝鮮半島的核武問題，南海地區的主權爭議，關係亞太地

區的形勢發展，也都成為關切的議題。

 

　談到未來趨勢走向，王高成提到，首先是美國基於自身國家利益及自我期許，希望

持續扮演一個領導性的角色。例如歐巴馬提出「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就是一個很明

顯的例子。美國為了維持這樣的一個情況，持續增加在此區域的兵力進駐，同時加強

與盟邦的關係，尤其是日本、南韓、澳洲、菲律賓、新加坡，甚至其他東南亞國家。

其次在於中國大陸持續的崛起，除了影響力攀升，同時引起美方關注，疑慮中國大陸

將挑戰其領導地位。再來則是合作與衝突並存，中國大陸的國力提升後，雖與周遭國

家的經貿關係大幅度提升，但在領土的摩擦也漸漸浮現，如釣魚臺（日本）、南沙群

島（菲律賓、越南），甚至是兩岸之間的關係。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也更形為複雜

，呈現制衡與合作並存的微妙態勢。最後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區域的經濟整合度越來越

高，有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組織如APEC、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或者是

東協高峰會所辦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皆可看出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正

在增加當中，然而臺灣在僅參與一個組織的情況下，相對形成壓力。

 

產學合作

 



　對國防部委託之研究計畫「21世紀美中權力移轉可能性及其對亞太區域安全情勢之

影響」，王高成說明，「此案件屬於預測性、前瞻性研究。」為從現實上來看，基本

上國際政治還是由大國主導，所以中美關係的變化一直是學界及各國政策的實務界特

別關心之議題。歷史上發生大國權力轉移或者實力相近時，往往會伴隨著摩擦與戰爭

，對當時的國際政治產生重大影響，如二次世界大戰，都是因為德國崛起挑戰當時英

美的國際地位而起，所以對於中美21世紀的關係，國防部也相當關心對亞太地區及對

我國防及安全可能形成影響與挑戰。研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該如何評估美中未來的國

力，因為不同機構有不同的資料與預判，所以如何選擇資料與論證是需要謹慎選擇的

細節，以提供可能發展方向給政府參考。另外國際關係走向，除了國力之外，決策者

的意圖研判也很重要，王高成強調，「這也不容易預估，中國大陸政治領導任期5-

10年，相對穩定，但美國若發生政黨輪替，想法與做法就不一樣，這是必須克服的問

題。」

 

　他也說明如何克服困難，除了審慎選擇具有公信力的機構所提供的資料加以運用

，如在經濟上選擇世界銀行跟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資料；另外則會邀請專家訪談，評估

、預測美中雙方的政權發展，甚至是對彼此政策的可能走向，再加上研究團隊的研判

，來確認美中之間會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之研究計畫「大陸在南海策略作為對兩岸關係之影響與我

因應建議」，王高成則指出，我國掌控太平島，是南海主權的聲索國，中國大陸在南

海擴權的作為，都會影響各個聲索國權益。中國大陸頻頻提出兩岸攜手合作，共同維

護南海主權，他解釋是因為中國大陸繼承了中華民國當時對於南沙群島的主權看法

，所以也變成兩岸關係的一部份。同時美國也很關注這個地區，而且與大陸形成競爭

的態勢，想當然爾，美國也不希望臺灣與中國大陸過於親近。假使臺灣與中國大陸共

同維護南沙群島的主權的話，可能會影響到跟美國之間的關係，甚或與相關東南亞國

家之間的關係。這是在研究時所會面臨到的問題。研究團隊在進行研究時，必須考量

到相關國家的政策及立場，不可只看兩岸關係或者與美國的關係。臺灣除了要維護主

權的立場外，我國在當地區域安全的利益，包括漁民、進口或輸出資源都會經過南海

地區，須注意相關的影響。所以臺灣沒辦法與大陸合作，也不能只接受美國的主張

，要採取獨立自主的研判來推動政策。再者，我國的國力有限，無法派駐大量兵力至

太平島或者南海地區的巡弋，所以也希望南海地區的爭議能透過一個和談、協商的方

式來加以處理。只是很遺憾，目前處理南海問題的多邊機制，多半由中國大陸與東南

亞國家來處理，這也是臺灣需要突破的地方。

 

　同時執行兩個計畫時，因受限於行政工作的時間限制，王高成便透過組成研究團隊

讓研究生協同參與，他認為研究生受過相關的學術訓練，可以幫忙進行資料的蒐集



，而研究觀點形成時，也能夠透過探討來集思廣益，就各章節的內容及最後的撰寫是

有幫助的。而研究生在參與的同時，也能得到相當豐富的學術經驗，因為資格的限制

，他們無法自行承接委託計畫，所以教授運用既有的基礎，擔任計畫主持人，取得研

究案競標，然後在研究案的研究設計、內容定位、觀點形成、資料蒐集上讓研究生協

助處理，除了將所學實際運用，還能參與國家委託的研究案，對學術能力的提升跟經

驗的累積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研究展望

 

　王高成提到，「我的升等著作《柯林頓時期的中美關係研究》，花了許很多心血

，在中央圖書館，政大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蒐集影印相關資料，但進行到一半，接

下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一職，一方面要兼顧行政的工作，一方面又不能中斷著

作的進行，這時就得靠毅力了！」他認為做研究要有所堅持，「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

退」，「學」可以擴大至升等、學術著作 ，更要因此維持熱力及融入思維，如果不

夠堅持及專注，可能會因為這些原因而耽擱，一旦耽擱就很難再維持，完成好的研究

或著作，因此他認為對研究要有所堅持並且規律、持之以恆的投入。

 

　對於研究與教學間的平衡，王高成表示，研究是本務，要持續閱讀材料，發表研究

成果，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教學也是本務，要學以致用，將知識傳授給學生。他很

高興教授的科目與研究領域能達成一致。未來希望持續研究國際議題，關注美中台三

邊互動，同時對現象提出更好的解釋與預測，提供更具體可信的政策供政府參考，以

因應複雜的國際關係變化。

 

均衡研究教學  引領學生提升經驗

 

　我從以前開始便對國際事務感興趣，也覺得臺灣對外的外交關係非常重要。因為喜

愛研究國際關係，在出國留學申請的學習領域便以國際關係為主，同時持續朝這個目

標努力。我希望能對國際關係的現象做深度分析、對於各國外交政策深入了解，並關

注其對當前國際安全、政治經濟發展走向的影響。尤其是臺灣位處東亞地區，所以主

要致力於了解亞太地區的政治發展，希望透過這些研究，對議題深入了解，並期望能

夠從學術發展角度，藉由相關的研究，對於國際關係理論或亞太地區形勢發展，找出

專業的研究成果、對學理上發展有所貢獻。

 

　因為曾經擔任過國民大會代表，處理與憲政相關的問題，雖然屬於政治學範疇，但

與國際關係仍有相關，因為研究國際關係時也會涉及各國憲政議題的比較。所以對於

兩岸關係相當關切，也會提出相關看法。擔任陸委會及國防部的諮詢委員時，因更有



機會接觸到與國家安全、外交有關聯的單位，能參與政策諮詢或者接受他們的委託研

究，這樣就能使我的研究，配合政府所關切的政策的重點，進一步加以研究，使學術

成果更有實務性與相關性。同時也因為參與這些單位的諮詢工作，能掌握各單位的看

法，以及其他國家對議題的政策，對於學術研究在實務方面的掌握與了解也能有所幫

助。

 

　在執行計畫時，我會組成研究團隊讓研究生一起參與，一方面因為研究生受過相關

的學術訓練，可以幫忙資料的蒐集，在研究觀點形成時，也能夠透過探討來集思廣益

，就研究內容及最後的報告是有幫助的。另方面研究生在參與的同時，也能得到相當

豐富的學術經驗，因為資格的限制，他們無法自行承接委託計畫，但教授可運用既有

的基礎，擔任計畫主持人，取得研究案競標，然後在研究案的研究設計、內容定位、

觀點形成、資料蒐集提供研究生參與，除了將所學實際運用，還能參與國家委託的研

究案，對他們的學術能力的提升跟經驗的累積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在研究與教學領域的平衡上，我認為要各占一半的時間。因為研究是學者的本務

，要持續閱讀材料，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發表研究的成果。但教學也是教授的本職

，要引領學生探索知識並學以致用，很高興我所教授的科目與研究領域能達成一致

，能讓研究成果成為教學的內容，也能從教學過程中檢視並驗證既有的研究是否合理

。而在教學過程與學生的討論也能得到很好的靈感與回饋，有助於形成研究的觀點或

題目，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互有關聯而平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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