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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舉辦之領導教育訓練(Executive Education)；

該課程涵蓋領域多元，職代表國防部申請並獲錄取參加

「國家與國際安全資深主管課程」(Senior Executiv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本次課程約有 85位學員參與，成員多數來自美國政

府機關、各軍種高階人員、國家實驗室、官方與民間軍

工產業機構，職務多與國安、軍事、情報、網路安全、

緊急應變相關；國際成員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義大

利、挪威、德國、比利時、沙烏地阿拉伯、奈及利亞、

喀麥隆、烏干達等多個歐洲與非洲國家，亞洲學員則來

自日本、菲律賓及中華民國。 

    課程內容先以美國如何考量國家利益、價值並建立

國家與全球安全戰略為例，後續導入全球暖化、網路安

全、北極圈安全等變數，探討美中科技與經濟戰、中東

政策、俄烏戰爭、歐洲政策，普丁的核彈危機、新冷戰

等全球議題，讓各國學員以不同國家視野與立場透過討

論，學習建立國家安全領域的宏觀視野，做出關鍵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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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施訓經過 

    職於 113 年 8 月 14 日奉國防部核定，赴美國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Harvard Kennedy 

School)參與「國家與國際安全資深主管課程」

(Senior Executiv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並於 12月 1日抵美國

麻塞諸塞州波士頓哈佛大學報到，歷經 1周課程後，

於 12月 7日完訓，獲頒結業證書。 

貳、課程概述 

    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位於美

國 麻 塞 諸 塞 州 (Massachusetts) 首 府 波 士 頓

(Boston)，於 1636年創立，是擁有 300多年歷史

的美國知名學府，享譽國際，美國故總統甘迺迪

（John. F.Kennedy）也畢業於該學府，甘迺迪家族

故於 1963 年捐款於該校成立甘迺迪政府學院

(Harvard Kennedy School)，設有 15個研究中心

及博、碩士學程，以政治、社會、經濟及政府治理

等國家治理相關學門為研究重心。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使命是改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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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領導力，使人們能夠在一個更安全、自由、

公正和永續繁榮的社會中生活，至今已培養約

23,000 名學位課程學生，以及超過 66,000 名高階

主管教育參與者，該學院教學與研究重點包含： 

     一、保護國際安全與自由。 

     二、加強民主。 

     三、促進社會正義和人權。 

     四、提高經濟福祉。 

     五、增強永續性。 

     六、改善公共領導和管理。 

    此次所參與「國家與國際安全資深主管課程」

(Senior Executive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為甘迺迪政府學院舉辦

研習課程之一，為期 1週，主要招訓對象為各國政

府部門文職資深國安官員、各國軍方高階軍官以及

民間企業主管等，以具國家安全、外交實務及軍事

決策背景等工作經驗者為主，報名時該校會要求報

名者於該校網站上繳交短文，撰寫有關國際及區域

情勢分析、個人工作職務內容以及預期學習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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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經該校審核後始發與入學通知。 

參、課程內容與實施方式 

一、 課程內容: 

本次研習課程包含美國國家與全球安全政策、

地緣戰略、美中對抗、美國中東政策、俄烏戰爭、

全球氣候暖化、北極圈安全、網路安全、人權議題、

領導統御與俄羅斯核彈危機等議題。 

二、 實施方式: 

(一) 講座研習: 

各講座主講多為美國各領域專家、華府官員與

國家安全相關暢銷書籍作者，先由主講人說明各課

程主題內容與重點，並結合其觀察與理論，再由學

員自由提問與討論，由於各講者多以美國國家安全

立場為中心，或是實際在美政府工作經驗為例，往

往引起各國學員提出質疑並進行辯論。 

(二)小組研討: 

除正常授課時間外，每日早上 0800 時強制將

學員分組，全班共分為 15組，每組 5至 6人，針

對前日課程與今日主講人要求之預讀資料，以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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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方式進行討論與心得分享，用以提高學習效率，

增進學員間互動。 

肆、課程內容概述： 

一、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利益、價值與政策： 

 「國家安全戰略」這門課程提供了一個深入

的框架，以美國制定國家戰略為例，讓學員了解

國家如何制定政策，國家利益是如何被確定並層

次化的，美國的政策制定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基

於不同等級的國家利益來進行調整和應對，這些

國家利益通常被分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重要

利益及次要利益等不同層級，每個層級都有其相

對應的戰略考量與資源分配。 

第一為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s）是國家

存在的基石，包含國土安全、主權維護、以及政

治制度的存續等。這些利益若受到威脅，國家會

不惜一切代價，包括動用武力來保護。核心利益

通常是政策制定者的最高優先級，所有政策都必

須考量如何維護這些核心利益。 

第二為重大利益（Major Interests）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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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直接關係到國家存亡，但對國家的繁榮及

安全有重大影響，這類利益可能涉及區域穩定、

國際經濟體系的運作以及盟友和合作夥伴的安

全。美國在應對這些利益時，通常會使用經濟、

外交和軍事力量來加以保護或促進，但在必要時

也可能動用武力。 

第三為重要利益（Important Interests）包

括那些對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有關，但若失去這些

利益，並不會立即對國家的核心或重大利益構成

直接威脅；例如美國會積極參與國際機構和多邊

協定，並且致力於推廣人權和民主價值觀，這些

行動雖然不會立即影響國家安全，但對長遠的全

球領導地位和國際形象有深遠的影響。 

第四為次要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s），

這些利益雖然對國家有一定影響，但並不會對國

家的戰略利益構成重大挑戰，因此對於次要利益

的應對，國家通常會採取低成本的策略，如有限

的外交支持或經濟援助。 

美國的國家戰略是由這些不同層級的利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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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政策制定者在面對國際局勢變化時，必須

靈活地調整政策，以確保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同

時國家利益的優先級也可能隨著國內外環境的

變化而調整。 

二、氣候變遷與國家安全： 

課程探討氣候變遷如何深刻影響全球和區域

安全，隨著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天氣、自然資源

減少和人口流動增多，國際社會面臨一系列新興

的安全挑戰，這些挑戰要求各國重新審視其安全

政策與國際合作框架。 

首先是氣候變遷對資源分配和地緣政治的影

響，全球氣溫上升導致的水資源短缺、糧食生產

減少和海平面上升，正在加劇國與國之間的競

爭，尤其是在水資源稀缺的地區如中東和非洲；

這些資源危機可能引發國內外衝突，進一步削弱

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從而威脅區域安全，課程

特別提到水資源爭奪已成為許多國家衝突的潛

在根源。 

其次氣候變遷正加劇自然災害的頻率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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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颶風、乾旱、洪水等，這些災害對基礎設

施、公共衛生和經濟系統構成直接威脅，課程指

出，這些極端天氣事件常常加重已經脆弱的國家

和社會的負擔，可能導致國家治理能力的崩潰，

進而成為恐怖主義、內戰和國際難民危機的溫

床，氣候變遷不僅是一個環境問題，更是影響國

際安全與人類福祉的重要因素。 

另外隨著海平面上升和極端氣候的加劇，產

生氣候移民問題，沿海地區的人口將被迫遷移，

這將引發新一波的跨國移民潮，氣候移民可能會

加劇移民接收國的社會和經濟壓力，特別是在政

治體系不穩定的國家，這一過程可能進一步加劇

內部社會緊張，甚至引發暴力衝突。 

此外，課程強調國際合作在應對氣候變遷安

全威脅中的關鍵作用，氣候變遷是一個跨國界的

問題，單一國家無法獨自應對，提到《巴黎協定》

等國際框架的重要性，但也指出目前全球對於實

現氣候目標的行動仍然不足，極需更多實質性進

展，課程建議各國應加強在替代能源、減碳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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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氣候適應策略上的合作，以應對日益嚴峻的氣

候挑戰。 

氣候變遷正在重新定義全球安全格局，國家

領導者和國際機構需要認識到氣候變遷帶來的

複合型威脅，並將其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中，這要

求全球共同努力，以更具韌性和創新的方式應對

氣候變遷對國際安全的挑戰。 

三、美、中科技競爭與中國經濟前景： 

 有關美、中科技競爭教授以美國政府最近拒

絕 一 家 中 資 公 司 收 購 美 國 「 Lattice 

Semiconductor 」 公 司 為 例 ，「 Lattice 

Semiconductor」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高科技

公司，專注於生產半導體晶片，這些晶片在軍事

和國防應用中具有重要作用，而「Canyon Bridge 

Capital Partners」是一家由中國政府資金支持

的私募基金，原計畫以 13億美元收購「Lattice 

Semiconductor」公司，最後該交易因其可能威脅

美國國家安全而受到審查，最終「美國外國投資

委員會（CFIUS）」建議阻止該交易，理由是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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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可能導致敏感技術的外流。 

阻止 Lattice 交易的決定顯示出美國對「國

家安全」的廣義解讀，將高科技產業的競爭視為

核心國安問題，儘管交易可能促進美中經濟合作，

但美國政府認為，防止敏感技術外流對於維護其

全球競爭力和國家安全更為重要，重點在於如何

平衡經濟開放與技術保護，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

界定國家安全的範圍。 

關於中國經濟的前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其經濟發展對全球市場有著深遠的影

響，隨著中國在全球貿易、投資以及科技創新中

的地位不斷上升，其政策和經濟走向對其他國家

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中國的經濟結構正

由過去以出口和重工業為主，逐漸轉向內需和服

務業，這一轉型過程將不僅改變中國的經濟面

貌，還將影響到全球的供應鏈、商品貿易和資本

流動，中國政府在政策上強調的「中國製造 2025」

計畫及其在高科技領域的投資，顯示出其積極推

動自主創新的決心，這將在全球市場上帶來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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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尤其對於發達國家而言。 

儘管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也面臨許多內部

挑戰，其中包括人口老齡化、地方政府的債務問

題，以及不平衡的發展，人口結構的變化可能導

致勞動力短缺，進而影響到未來的經濟增長潛

力，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也引發了對其轉

型是否能夠成功的擔憂，因此中國政府必須進行

一系列的改革，特別是在金融體系、國有企業、

社會保障以及教育領域，這些改革的成效將直接

影響到中國能否保持其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 

中、美貿易戰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經濟關係中

的一個關鍵問題，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

美中貿易戰不僅影響雙方的貿易額，還對全球供

應鏈、企業的運營策略、以及國際市場的信心造

成了沖擊，由於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重要性，貿

易戰的結果可能會導致全球市場的分裂，甚至促

使其他國家選擇加強與中國或美國的經濟合作，

從而改變全球貿易格局，此外中美之間的科技競

爭，特別是在人工智慧、5G技術和半導體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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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中的關鍵競爭項目。 

三、北極安全: 

探討北極地區日益增長的地緣政治重要性，

以及氣候變遷如何影響該地區的安全動態，隨著

冰層融化，北極的航道和資源開發潛力引發了各

國的高度關注，並導致了新一輪的國際競爭。 

課程強調北極地區的戰略價值，北極不僅擁

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資源，還擁有開發

新航道的潛力，隨著氣候變遷導致的冰層融化，

傳統的航運路徑發生變化，這對全球貿易和能源

供應鏈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變化可能引發國際

間的資源爭奪，特別是在北極理事會成員國之

間，如美國、俄羅斯、加拿大、挪威和丹麥。 

另外分析氣候變遷對北極安全的影響，氣候

變遷不僅改變了北極的生態環境，還導致極端天

氣和自然災害的頻率增加，這些變化對當地社區

的生活方式和經濟活動造成挑戰，並可能導致內

部移民和社會不穩定，此外課程提到氣候變遷還

可能使北極地區成為軍事活動和軍事衝突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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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特別是在大國競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 

北極的特殊地理環境使得單一國家無法單獨

管理該地區的資源和安全問題，課程討論北極理

事會等多邊合作機制的作用，以及這些機制如何

促進各國之間的對話和合作，減少潛在衝突的風

險，此外說明在國際法律框架如《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在解決北極地區資源開採和領土爭端方

面的重要性。 

此外也探討北極地區的軍事活動和安全挑

戰，隨著俄羅斯和其他北極國家加強軍事存在，

北極的軍事化趨勢日益明顯，這可能引發國際社

會的關注，並要求相關國家對其軍事行動進行透

明化，以降低誤解和衝突的可能性。 

總結「北極安全」課程提供對於北極地區日益

複雜的安全挑戰的深入分析，面對氣候變遷和地

緣政治競爭，國家必須採取積極的外交和合作策

略，以保障北極的和平與穩定。 

四、美國中東政策： 

 課程探討中東的複雜局勢及其對全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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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遠影響，聚焦中東的歷史背景、衝突根源以

及主要國際與區域力量的角色，並分析了如何在

這個動盪地區實現持久和平的挑戰。 

中東地區的衝突歷史悠久，涉及多層次的宗

教、種族、政治和經濟因素，伊斯蘭教的什葉派

與遜尼派的宗教分歧、民族主義運動，以及殖民

時期遺留下來的國界問題，都為該地區衝突的根

源，這些因素加劇了國家內部和跨國之間的矛

盾，導致持續的衝突，例如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

之間的競爭不僅是宗教派系的衝突，還涉及到對

地區主導權的爭奪，這在敘利亞、葉門等地的代

理人戰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另外深入分析多個重大衝突，包括以色列與

巴勒斯坦問題、敘利亞內戰、也門內戰，以及伊

朗核問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是中東最具

代表性且持久的衝突之一，雙方圍繞領土、主權

和民族認同展開的鬥爭至今尚未解決，這一衝突

對區域穩定及國際安全都有直接影響，特別是在

恐怖主義、難民危機及國際干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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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強調了國際力量的影響，尤其是美國、俄

羅斯、歐盟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角色，美國在

中東長期以來扮演著關鍵角色，尤其是其對以色

列的支持、對伊朗的遏制政策及其在伊拉克和敘

利亞的軍事干預，俄羅斯也在敘利亞內戰中積極

介入，支持阿薩德政權，增強了其在中東的影響

力，這些國際力量的介入使中東衝突更加複雜，

也增加了和平解決的難度。 

最後課程討論了和平進程的挑戰，儘管國際

社會多次嘗試調停衝突，但由於地區內外利益交

織，加上宗教和民族問題的深層次矛盾，實現持

久和平依然困難，中東的衝突解決需要各方力量

的合作與妥協，特別是在如何平衡國家安全、經

濟發展與人權保障方面，這對全球安全有著深遠

的影響。 

五、美國的非洲政策： 

(一)美國支持的非洲鐵路項目： 

美國支持的鐵路項目，特別是在非洲中部的

銅帶區域（Copperbelt），代表了美國試圖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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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經濟影響力的努力，該項目旨在促進銅和其

他資源的出口，提升區域內基礎建設連結性，同

時與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形成競爭，鐵

路項目不僅降低了運輸成本，還增加了資源出口

的效率，為當地經濟帶來正向影響，這對包括尚

比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等主要銅生產國具有重

大意義，該項目被視為美國對抗中國在非洲日益

增長影響力的一部分，特別是在資源豐富地區的

掌控權競爭中，中國透過大規模貸款和基礎建設

項目強化了與非洲的聯繫，而美國支持的項目則

希望提供一個替代選項，儘管鐵路帶來了經濟潛

力，但也可能導致環境破壞和當地社區的土地衝

突，因此投資項目的長期成功需要兼顧經濟發展

與社會責任。 

(二)川普當選對非洲貿易與投資的影響：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非洲經濟關係的影響，

主要集中於美國對非洲政策的改變以及對中國

策略的回應，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使得

美國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資面臨縮減風險，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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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AGOA）的支持可能減弱，

川普政府更關注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滲透，這可能

促使美國增加對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以對抗中

國的影響，然而具體政策取向可能更加注重短期

經濟回報而非長期發展目標，美國企業可能面臨

更大的競爭壓力，尤其是在非洲市場日益成為全

球投資者焦點的情況下，川普的政策變動可能影

響美國企業的信心以及對非洲經濟的參與度。 

(三)美國對非洲投資的重要性： 

非洲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快速增長的人

口，使其成為全球經濟中的潛力市場，對非洲的

投資不僅是經濟策略，也是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

的重要一步；美國若能在非洲建立穩定的經濟關

係，將有助於減少貧困、促進當地穩定，並防止

極端勢力擴張，同時掌握非洲資源供應鏈對美國

在高科技領域的全球競爭力至關重要，美國應與

其他民主國家合作，共同對非洲進行基礎建設和

經濟投資，確保當地發展具備長期可持續性並促

進民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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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路安全: 

課程探討網路攻擊如何成為現代衝突中的一

種新型武器，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隨著科技

的迅速發展，網路攻擊的潛力和影響力不斷增

強，使得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力量平衡發

生了根本性變化。 

網路攻擊的特點，與傳統武器相比，網路攻擊

具有隱蔽性、可擴展性和迅速性，這些特點使得

攻擊者能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發起攻擊，並可對

多個目標同時進行大規模攻擊，課程中舉了幾個

具體的案例，例如美國在 2016 年遭受的俄羅斯

網路攻擊，這些攻擊不僅針對政府機構，還包括

基礎設施和企業，進一步強調了網路攻擊的破壞

力和廣泛性。 

由於網路攻擊的無國界性，這使得國際社會

在確定責任和追究法律責任時面臨困難，課程中

強調國際法在網路戰爭中的適用性問題，並探討

了如何在國際上建立共同的網路行為規範，以減

少網路衝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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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課程還強調防禦網路攻擊的策略，國家

必須建立強大的網路防禦能力，包括加強基礎設

施的安全性、提升企業的網路安全意識和能力，

以及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與訊息分享，這不僅需要

政府的參與，還需要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的共同

努力。 

有關網路攻擊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隨著網路

攻擊成為國際衝突的重要工具，國家之間的關係

變得更加緊張，這些攻擊不僅會影響國家間的信

任，還可能引發報復行動，從而導致更大範圍的

衝突，因此各國在制定對外政策時，必須考慮網

路攻擊的潛在後果。 

最後課程提供了當前網路安全局勢的深刻洞

察，並幫助學員理解網路攻擊如何重塑國際安全

環境，面對這一新型的安全挑戰，國家必須採取

前瞻性的政策和行動，以保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和

國際穩定，這門課程不僅提升了學員的網路安全

意識，也促使他們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能夠更

加有效地應對網路安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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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領導統御-從各領域得到的教訓： 

(一)領導力的基本特質與適應性 

課程中強調領導力不僅僅是權力或命令的

象徵，更是一種對人性和情境的深刻理解，有效

的領導者必須具備清晰的願景與目標，但更重要

的是能夠靈活應對多變的情境，領導力並不是一

成不變的，應該根據情境需求進行調整，這樣的

適應性對於應對不確定的環境和快速變化的局

勢至關重要，領導者要能夠在危機中保持冷靜，

並迅速作出決策，但同時又不失人性與同理心，

這能建立團隊的信任並提升工作效率。 

(二)領導者的決策與風險管理： 

領導者的決策並非僅基於資料與分析，還需

要考慮人性與直覺，領導者在做決策時，常會面

臨風險，需要根據情境和目標來平衡風險與收

益，在現代的安全與國際事務中，許多領導者面

臨著高度不確定性，因此如何評估和管理風險成

為領導力的一部分，成功的領導者不僅要學會從

錯誤中汲取教訓，還需要懂得如何面對並管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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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並將其轉化為推動組織發展的機會。 

(三)團隊合作與有效溝通的藝術 

在多數情況下，領導力不僅僅體現於個人的

行動，更是在如何帶領團隊發揮集體智慧的過程

中展現，有效的溝通是團隊合作的基礎，領導者

需要確保每個成員都能理解共同的目標與願景，

並在過程中積極發揮他們的專長，除了清楚傳達

目標與期望，領導者還需要傾聽團隊成員的聲

音，鼓勵開放與透明的對話，這種良好的溝通能

增進團隊的凝聚力，提升整體執行力，尤其是在

應對複雜問題或危機時。 

八、決策者如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 

(一)歷史與政策的聯繫： 

《The Purpose of the Past》這本書中，作

者 Gordon S. Wood認為，歷史不僅是過去事件

的記錄，更是一種幫助我們理解當前世界的工

具。通過學習歷史，我們可以看清現代制度和價

值觀的起源，並理解其演變；作者強調歷史應用

的目的是提供多樣化的視角，而非支持某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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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形態，只有在客觀分析的基礎上，歷史才

能為政策提供真正的價值，歷史教導我們，領導

者需從過去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中汲取智慧，

並將其應用於當前決策。 

(二)構建不準確歷史類比的風險： 

《 How to Construct an Inaccurate 

Historical Analogy》這本書中，作者認為不準

確的歷史類比往往忽略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背

景差異，如技術進步、地緣政治環境變化等，可

能導致錯誤的判斷，歷史類比可能將複雜的現代

問題簡化為過去的模式，這樣的簡化會影響政策

的精確性和有效性，領導者可能傾向於選擇那些

支持其觀點的歷史例子，這種偏見可能導致決策

錯誤或失去平衡。 

(三)領導者如何應用歷史類比： 

正確的歷史類比可以幫助領導者快速理解複

雜問題，並啟發新的解決方案，使用歷史類比時，

領導者應保持批判性思維，認識到其局限性，並

結合經濟、政治學等多學科知識進行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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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在使用歷史類比時，需明確說明類比背後

的假設和背景，以避免誤導。 

九、俄烏戰爭： 

 課程探討這場戰爭的根源、發展及其對全球

安全秩序的影響，俄烏戰爭不僅是一場區域衝

突，它也重塑了歐洲安全格局，並對國際法、國

際組織以及大國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 

有關俄烏戰爭的歷史背景，烏克蘭的地理位

置及其與歐盟、北約的關係，長期以來是俄羅斯

的戰略關切，俄羅斯視烏克蘭為其勢力範圍的一

部分，特別是在 2014 年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兼併

後，俄羅斯進一步加強了對烏克蘭的壓力，烏克

蘭試圖靠攏西方，加入歐盟和北約的願望被視為

對俄羅斯安全的直接威脅，這成為了戰爭爆發的

背景之一。 

俄烏戰爭的爆發標誌著俄羅斯試圖通過軍事

手段來維護其在東歐的影響力，俄羅斯以「保護

俄語族群」和「去納粹化」為藉口，展開了全面

入侵。這一行動不僅是對烏克蘭主權的侵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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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因為它違反了以主權

和領土完整為基礎的國際法原則。 

國際社會對俄烏戰爭的反應，西方國家特別

是美國和歐盟，對烏克蘭提供了大規模的經濟援

助和軍事支持，包括武器供應和情報分享，同時

對俄羅斯實施了一系列嚴厲的經濟制裁，旨在削

弱其戰爭能力，課程還探討了北約的角色，俄烏

戰爭促使北約在東歐增強了防禦態勢，並加強了

與芬蘭、瑞典等國的合作，這顯示出北約在面對

俄羅斯威脅時的應對能力。 

俄烏戰爭也帶來了全球能源和糧食市場的波

動，特別是由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全球糧食供應

鏈扮演的重要角色，戰爭導致糧食危機的加劇，

這些經濟衝擊進一步擴大了戰爭的全球影響。 

俄烏戰爭不僅僅是東歐地區的軍事衝突，還

反映了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這場戰爭對未

來的國際安全架構提出了新的挑戰，也讓國家安

全專家們重新審視戰略平衡和軍事同盟的重要

性，學員們從中學到了如何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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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多變的安全挑戰，並思考未來可能的地緣政

治走向。 

十、俄烏戰爭所造成的核武風險： 

(一)核武器在當代歐洲安全架構中的角色： 

核武器在歐洲扮演「最後防線」威懾的角色，

確保大國之間的直接衝突能夠被遏制，特別是在

俄羅斯與北約之間，俄羅斯的核威脅言論使歐洲

安全架構面臨更大壓力，促使北約成員國加強集

體防禦能力，當代安全策略更加重視混合威懾，

包括核與常規軍力的聯合作用，以應對俄羅斯的

挑釁。 

(二)俄烏戰爭對全球核秩序的影響： 

俄羅斯威脅使用核武可能導致其他國家質

疑現有核秩序的可靠性，進一步刺激核擴散，弱

化核武器非擴散體系，俄羅斯在戰爭中的言行可

能改變國際社會對核武使用的「禁忌」，將其視為

一種可接受的威脅工具，降低使用核武的門檻，

其他國家可能效仿俄羅斯，利用核武作為其外交

或軍事策略的工具，增加地區衝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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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交施壓與經濟制裁： 

國際社會必須聯合對俄羅斯施加更多的經

濟與外交壓力，讓其認識到使用核武將付出巨大

代價，北約與其盟友應明確表示，如果俄羅斯使

用核武，將導致更大的反擊行動，包括常規軍事

行動的升級，強化威懾力量，並促進俄羅斯與烏

克蘭的和平談判，通過外交渠道緩解衝突並降低

核武風險。 

十一、歐洲當前外交、國防及安全政策： 

(一)減少對美國依賴的歐洲防衛： 

在《Defending Europe with Less America》

一文中，作者探討了歐洲在面對 21 世紀的各種

危機時，如何逐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加強自

身的防衛能力，過去歐洲安全體系主要依賴北約

和美國的軍事力量，但隨著全球力量的轉移和地

緣政治的變化，歐洲必須尋求更多的自主性，歐

洲的軍事能力尚未達到應對當前威脅的水準，因

此，歐盟需加大對防衛開支的投入，並提升合作

效率，尤其是在處理如俄羅斯擴張主義、中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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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等安全挑戰時，歐洲應該更加自主，減少對

外部大國的依賴。 

(二)加強歐盟安全與全球競爭力： 

《How the EU can – and should – 

enhance its securit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一文強調了歐盟如何能在全

球競爭中加強其安全保障，歐盟面臨的不僅是軍

事安全挑戰，還包括經濟、能源和政治領域的多

重挑戰。要提升歐盟的全球競爭力，必須加強歐

盟內部的協作，特別是在軍事與防禦領域，這包

括進一步推動「歐洲防務聯盟」的建設，實現軍

事能力的整合與協同作戰，同時歐盟需要加強其

外交政策的協調，發展自我的軍事能力，並在全

球經濟與安全格局中擁有更為強大的影響力。 

(三)歐洲面對 21世紀挑戰的適應性與機會： 

歐洲在 21 世紀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包

括來自非洲、中東和亞洲的安全威脅，隨著國際

力量的再分配，歐洲需要有更靈活和適應性強的

政策來應對這些挑戰，文章指出歐盟應該在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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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應對氣候變遷、解決網絡攻擊等領域

發揮更大作用，此外歐洲還應該積極促進自身的

軍事技術創新和戰略合作，以提高對新型威脅的

應對能力，面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歐洲

必須加強內部整合並擁有更加自主的戰略能力，

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風險。 

十二、新冷戰時代： 

(一)新冷戰背景下的中國崛起與全球戰略影響： 

《 New Cold Wars, China’s Rise, 

Russia’s Invasion & The Struggle to Defend 

the West》這篇文章討論了當前國際秩序的重大

變動，特別是中國的崛起與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對

全球安全的影響，中國在經濟、科技及軍事領域

的崛起，挑戰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文章指

出，中國不僅在亞太地區擴大影響力，還積極參

與全球的貿易、技術和政治事務，這使得西方國

家面臨新的戰略挑戰，此外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特別是對烏克蘭的侵略，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的不

穩定性，並引發了西方國家對維護國際秩序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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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的重新思考。 

(二)冷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塑與新型對抗模式： 

隨著中國崛起與俄羅斯行為的加劇，世界重

新進入一種新的冷戰局面，這次冷戰的對抗不僅

局限於傳統的軍事衝突，而是包含了經濟、科技

和網路戰爭等多方面的競爭，當前的冷戰不再是

兩個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是大國之間在全球權力

結構中的競爭，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必須重新

評估其外交與國防政策，以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

斯的多重挑戰，這也意味著西方需要加強內部的

協作，並提高自身的防衛與應對能力。 

(三)西方如何應對新冷戰中的挑戰： 

面對中國與俄羅斯的挑戰，西方國家必須加

強合作，維護共同的民主價值觀與全球安全秩

序，文章強調了西方國家在經濟、軍事和外交領

域的合作至關重要，西方應該加強對北約的支

持，提升歐洲的防衛能力，並通過戰略合作來應

對來自中俄的威脅，此外西方國家應該更加重視

科技創新和網路領域的競爭，避免在數字時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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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俄的影響之中，最後文章提出西方不僅要

在軍事和外交上加強合作，還要在文化與價值觀

的層面上對外傳播，維護全球自由與人權。 

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對於策略與國家利益的深度探討讓我意識到，制

定有效的國家政策必須將戰略規劃與國家長期

利益相結合，當前全球安全環境變化迅速，各國

必須更靈活地調整其外交和防禦政策，而我們臺

灣應該強調不僅要防禦外部威脅，還要積極尋求

國際盟友的合作，整合多方資源，以共同維護區

域穩定。 

(二) 課程強調氣候變遷對國際安全的潛在影響，這

一點在我國尤為重要，面對頻繁的自然災害，我

們需要將氣候變遷的風險納入國家安全策略之

中，並尋求國際合作來應對這一挑戰，透過強化

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防災演練和建立健全的應急

機制，降低氣候變遷帶來的潛在安全威脅。 

(三) 課程中深入分析了俄烏戰爭的影響，這讓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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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當前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尤其課

程中請了《New Cold Wars》這本書的作者來說

明當代的新冷戰思維，說明這場衝突不僅是兩國

之間的戰爭，也是全球安全架構的重要轉折點，

對於我們來說，除了要對中共威脅保持高度警

覺，加強軍事和外交準備，更要觀察國際情勢的

變化，加強國際輿論的爭取和國際的支持，才能

夠更好地制定相應的國家安全策略。 

(四)歐盟與北約國家的挑戰： 

    歐洲在這幾年逐漸產生各種挑戰，由於長年來經

濟依靠中國、區域安全依靠美國、能源依靠俄羅

斯，隨著俄烏戰爭的爆發，這平衡關係一夕間改

變，歐洲各國驚覺北約組織並不能單獨防止俄羅

斯的擴張與核彈威脅，發現經濟與能源如果與中

國或俄羅斯脫鉤，對歐盟雪上加霜的經濟將更形

嚴重，但隨著川普總統的上任，美、中貿易戰的

白熱化以及俄烏戰爭的持續，歐洲各國將面臨選

邊站的難題，要選擇經濟還是安全，將使歐洲原

本複雜的地緣政治產生更多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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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強化國防與外交的聯盟： 

台灣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必須加強國防與

外交的盟友，面對來自中共的軍事威脅不僅僅來

自於傳統的軍事力量，還包括經濟、外交和資訊

戰等多方面的挑戰，我們不只需要在軍事上做好

充分的準備，還要在外交上尋求國際盟友的支

持，政府制定出明確的國家安全策略，將國防政

策與外交政策緊密結合，透過多邊會議與合作，

增強與其他國家的互信與聯繫，提升台灣在國際

上的地位。 

(二)建立健全的國內安全體系： 

台灣在面對外部威脅時，需要建立一個多層

次的安全體系，包括國防、內政、經濟和社會等

方面的整合，課程中提到的各種挑戰要求我們不

僅要強化軍事防禦，還要提升社會對於安全的認

知，政府應該積極推動民眾對國家安全問題的認

識，透過教育與宣傳提高民眾的安全意識，建立

全民國防的意識，尤其在面對資訊戰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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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眾的媒體素養與辨識假資訊的能力，增加

社會韌性，將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一環。 

(三)面對川普政府的挑戰： 

課堂中無論是教授還是任職於美國政府機

構學員，對於即將上任的川普總統都給於相同的

評價，深具不確定性與現實主義特質，可以說他

就是一個「生意人」，美國優先、利益掛帥的思

維，對於未來美臺關係，不管是美國會不會來防

衛臺海安全，還是台積電半導體業界未來與美合

作關係，必須思考如何將臺灣安全成為美國利益

的一環，並且強調一旦臺海發生戰爭美國將會遭

受何種重大的損失，從美國角度去建立這樣的事

實與氛圍，如果僅提出我們需要美國像盟友般幫

忙或需要共同維護民主價值、維護區域安全穩

定，只會淪為川普政府的禁臠，無法獲得實際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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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課程表與活動相片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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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與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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