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教育專題講座公告 

 

演 講 者：黃奎博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演講主題：我國當前外交政策 

主 持 人：吳冠宏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鄭嘉良教授 (物理系教授) 

時    間：4 月 13 日（一） 14：10～16：00 

地    點：工四講堂(工 A307) 由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入座以免向隅！ 

 

 

 

1971年，聯合國正式承認中共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台灣立即宣

佈退出聯合國。1979年中美建交，同年，台灣也結束與美國的邦交關係。這兩次

的外交挫敗，是造成台灣今日外交困境的主因。三十多年來，我國的外交局面一

直在中共打壓下勉強維持，台灣在國際上得不到重視、無法獲得認同，甚至被拒

斥於包括聯合國在內的許多國際性組織外。 

 

黃奎博教授1970年生，為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系博士，美國外交政策、東南

亞區域政軍關係、國際談判、國際關係理論為其專業領域。他曾任暨南大學東南

亞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大

學研發處企畫組組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SAIS）中國研

究所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現為政治大學外交系專任副教授兼「國際溝通與談判

研究室」(LICAN)委員/執行秘書。 

 

台灣在外交上的舉步維艱也不完全是中共的阻撓，台灣人本身對國際事務漠

不關心也是台灣走不進世界舞台的原因。2004 年由黃奎博教授指導、9999 汎亞

人力銀行針對就業新鮮人所做的國際觀測驗與調查，結果高達七成六不及格。黃



奎博教授將此歸因於社會與學校缺少國際教育：新聞媒體逐漸走向「大眾化」、「娛

樂化」，對國際情勢的報導貧乏；加上缺少求知的熱情，新鮮人往往只投注於自

己專門、喜好的領域。在世界正經歷全球化的時刻，台灣卻無法同步與國際接軌，

這無疑將成為國家未來發展的隱憂。黃奎博教授感也感嘆道：「這無怪乎台、中、

美之間的關係總是輕易地被少數人咨意操弄。」 

  

新政府上任之後台灣與中、美的關係逐漸回溫：兩岸高層、民間往來頻頻，

有利於雙方正視彼此複雜的差異；而在外交上強調和解休兵，台灣如何利用這個

機會拓展外交空間？歐巴馬時代來臨之後，台美雙邊的互動又會有怎樣的變化？

在重返聯合國、加入國際衛生組織（WHO）的議題上，台灣又將有什麼樣的新策

略？對於台灣的邦交國新政府又是如何以「活絡外交」取代過往的「金援外交」？

除了政府主導的單向「國家外交」之外，台灣又會在 NGO「多軌外交」模式上做

出哪些努力？欲了解「我國當前外交政策」，歡迎各位到場聆聽。 

 

  

 

 

本講座可計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2 小時，請有意參與同仁上終身學習網報

名。 

 

 

(東華大學通識教育專題講座由教育部獎勵 東華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 東區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支持) 

 

通識教育中心敬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