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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亞洲與中國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112 學年開始招生，

歡迎報考與分享資訊! 

（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 of Asia and China Studies） 

 
簡章請至國立中興大學招生資訊網下載 http://recruit.nchu.edu.tw/ 
【報名日期】111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8 日 
【招生名額】國內一般生 2 人、外籍生不限 
【招生方式】甄試(免筆試) 

 

壹、112 學年度新成立理由 
一、呼應政府推動 2030 雙語國家發展政策 
二、呼應 TCA 人才循環大聯盟計畫 
三、本校位於中部地區之地緣和軟硬體優勢 
 

貳、本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學程係以本院國際政治研究所為支援主軸，搭配法政學院下國家政策與公

共事務研究所、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法律學系等相關專業師資。其中，國際政治

研究所自 2000 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同年開設「全球暨兩岸事務碩士學分班」，

2002 年增設碩士在職專班，2005 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發展迄今已成為中部地

區國際關係研究重要機構，不僅自 2003 年以來每年舉辦「全球戰略與台海安全學

術研討會」與 2007 年以來每年籌辦「兩岸和平論壇」，迄今透過數百場演講與座

談會聚集國內外學術能量。根據本院過去多次與總統府、教育部、科技部、外交

部、行政院、海洋委員會、大陸委員會等機關之合作經驗，一方面顯示本院在理

論與實際之間搭建橋樑之努力，更藉此提供學生思考與學習機會，並累積提供本

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之完善學習環境。 
 
以前述歷程為基礎，本學位學程未來發展方向擬設定兩個主要目標：首先是培育

國際宏觀思維之人才，以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安全與戰略三大

核心思維，建構學生對於當前亞洲與中國政經發展情勢之專業分析能力；其次則

是透過當前亞洲與中國事務作為範例，訓練學生成為具備專業分析、合作領導、

批判思考、語言溝通，並具社會倫理責任之獨立思考者。據此，本學位學程將發

展重點聚焦於以下特色： 
 

一、配合教師專長貢獻專業訓練 
現有支援本學分學程現職師資共 15 名，各自學有專精，且以其專長針對該所

各學制開設多元科目，除了提供國際關係理論基礎訓練外，亦訓練學生以多

元視角觀察全球現勢之能力，至於法律系與教研所師資亦進一步補充關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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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專業與方法論訓練課程，共同提供具跨領域之學習環境。 
     
二、建構具競爭力之英語學習環境 
本院各系所多半設有畢業英語能力門檻，且過去研究生長期積極參與國際交

換學生計畫，包括交換生甄選、科技部千里馬計畫、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

與其他國家提供之交換計畫等，對象跨越各大洲，包含俄羅斯、中國、德國、

波蘭、奧地利、韓國、日本、澳洲、捷克、泰國、厄瓜多…等，即便 2020 年

以來暫因疫情無法推動國際交換活動，本院亦積極透過視訊模式，開展與國

外重要研究單位之研討交流，諸如美國、韓國、中國、日本、歐盟、波蘭、

越南、印度等各國家的線上演講與座談，均持續協助同學藉此培養英語能力，

未來亦將集中全院力量從軟硬體層面打造一個更具國際化、英語化學習環境。 
 
三、培育全球在地化之知識素養 
本院不僅具備中部地區少有之國際關係人才培育系所，也是中部地區國際人

才交流之重要平台，除了透過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全球接軌，本院更透過教學

創新計畫設計「社區走讀．國際走讀」課程，透過跨領域教學且融合城市治理

規劃與國際化全方位思考，期盼有助建構「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知識

素養，讓學生能夠「立足台灣、放眼世界」，從而以其國際專業知識，更實際

地回應在地化需求以貢獻社會發展。由於本學程除招收部分國內學生外，也

將積極對全世界年輕人招手，屆時亦期盼透過國際學生作為橋梁，讓更多國

家人民瞭解並支持台灣對全世界之正面貢獻。 

 

參、本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回應全球之亞洲熱和中國熱 
本學程擬以「亞洲與中國研究」作為研究與教學主軸。鑑於亞洲（尤其以東亞

或亞太地區為主）過去數十年間的快速發展，以及全球各地學生對亞洲和中

國崛起現象產生之高度興趣，無論亞洲研究或中國研究均蔚為一波熱潮，從

語言、歷史文化，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皆激發西方和其他地區莫大

興趣，加上戲劇娛樂與動漫等流行文化刺激，進而帶動留學生紛紛前進亞洲

的新現象。由於在可見未來，留學生「東進」熱度可望繼續延燒，因此創造之

新的高教市場也成為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積極搶食對象，從發展程度較高的日

本、韓國和新加坡，到尚在發展中的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等，紛紛推出以

吸收更多國際學生為目標之英語學程，競爭激烈可見一斑。居於東亞中心位

置的台灣，擁有得天獨厚地理優勢與最友好之社會環境，沒有理由置身事外。 
 
二、國際名校課程紛紛專注中國研究 
若撇除 Duke、NYU、Temple、George-Mason、Nottingham 和 Liverpool 等歐

美名校在亞洲設立的分校，單就東亞區域名校推動之相關英語學程而言，值

得關注者主要有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以及韓國延世大學的國際

研究學程，儘管兩者在制度設計上有些許差異，課程內容可謂大同小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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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圍繞亞洲地區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發展，並納入在地的歷史和文化課程，

更甚者，中國研究相關課程皆佔其所有課程至少三分之一，此規劃不僅反映

中國在區域內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突顯課程規劃者察覺到學生的興趣所在。

本院擬成立之英語學程即是參考日韓兩校成功經驗，以中文環境做為競爭力，

並在課程設計中納入台灣元素以做出區隔，以突顯在地比較特色。課程設計

不僅針對重要之中國研究主題，也包括美中台關係等能夠突顯台灣特色的課

程。基於語言和文化優勢，中國研究一直是我國強項，本學程亦將發揮此優

勢，並在協助中興大學與其他亞洲學校競爭以取得一席之地。 
 

三、藉此增強與深化國際學術合作 
本學程預計增強與國外學校交流和連結，並發揮橋樑作用，提升學校與本院

國際化程度和研究能量。本院目前已與韓國延世大學、泰國法政大學、德州

大學達拉斯分校、日本一橋大學等簽署 MOU，未來將藉由英語學程深化與

國外學校之學術交流，希望透過本學程與全英語之 Summer Program，吸引更

多國際學生前來就讀或交換，並引介合作學校教師赴中興大學訪問研究。 
 

肆、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一、本碩士學位課程規劃以亞洲區域與當代中國政經脈動為授課主軸，專注探討

重要區域議題，與中國發展變遷以及對既有國際秩序的競爭與挑戰。課程目標係

以培養全球事務研究、外交政策及國際經貿之專才為主，因此課程設計將結合本

院系所資源與師資，開設涵蓋政治、經濟、安全、法律等主題面向之課程。 
 
二、除了共同必修課程「亞洲與中國研究導論」外，本學程大致按照 3 大議題領域

來編排相關課程。 
1. 戰略與安全： 
主要探索亞洲地區與中國之國家能力、地緣政治、大國競爭、世界秩序變遷、權

力轉移、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 
2. 全球化與國際政治經濟： 
主要探索亞洲與中國在資本、商品、人力、市場跨疆界整合下產生的地緣經濟競

合態勢。主題包括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機、自由貿易、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區

域整合、跨國生產鏈、氣候變遷。 
3. 國際組織與區域合作： 
主要探索亞洲與中國因應世界權力秩序移轉與風險全球化壓力，展開的國際建制

打造工程。主題包括多邊主義、區域貿易與金融協定、區域基礎建設合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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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畢業資格 

為求確保學生學習及研究成果之品質，本學程將依以下原則通過「修業及學位考試

施行辦法」及「撰寫論文須知及格式規範」等，說明如下: 

 

一、入學英語能力條件 
     非英語系外籍生與本國學生於入學前須檢具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72分

（含）或多益測驗（TOEIC）785分（含）以上，或達其他同等級英文檢定標準

之證明文件。 

 

二、畢業學分規定 
     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為 24 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6 學分，且包括 1 門共同必

修 3學分課程）；碩士論文須以英文撰寫。 

 

三、指導教授 
     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經學程主任同意後彙送註冊組。

指導教授以本學程專兼任教師擔任為原則。 

 

四、確定論文題目 
     研究生須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填具「論文題目申請書」，經指導教

授簽署後，送學程學術委員會審核。 

 

五、論文研究計畫審核 
     研究生須於擬申請學位論文考試前一學期內申請論文研究計畫審核，以該生指

導教授為當然審核委員，另由指導教授推薦符合學位論文考試委員資格者二人，

共同主持計畫評審會議。 

 

六、論文發表 
     研究生於申請學位論文口試之前，其學位論文內容應經公開發表。 

 

七、學術活動參與 
     研究生於畢業前須參與由本院主辦、合辦或協辦之學術活動 20場次以上，以及

校外學術研討會 5次以上。 

 

八、論文內容比對 
     本院嚴格遵循學校規定，研究生論文口試前進行論文原創性比對相關程序，比

對結果提供口試委員審閱。 

 

九、論文考試 
     研究生具備上述條件後，始具備學位論文考試之資格；口試委員共 3-5人，校

外委員須佔三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本學程學術委員

會同意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