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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7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試回答下列問題：請闡述「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學者學說

與理論內涵。自「安全困境」角度分析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原因，以

及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對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並未軍事支

持烏克蘭，但拜登（Joe Biden Jr.）政府卻反其道而行的原因。（20 分）

二、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簡稱

「東協」）成員國已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並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區域整合體制。請說明

下列問題：何謂「東協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請由「東協

中心性」角度分析當代東協的安全與經濟戰略的調整。（20 分）

三、請說明 1994 年非洲盧安達爆發內戰的原因以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如何

處理該危機。（18 分）

四、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維新到 1894 年甲午戰爭之間，和中國在臺灣、琉球

及朝鮮半島，展開了長達 20 餘年的權力競逐。其重要事件及歷史過程，

請申論之。（17 分）

乙、測驗題部分：（25 分） 代號：31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那個國家同時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與「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韓國 越南 泰國 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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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何者對於現實主義的說明出現錯誤？

國際合作增進之後，彼此經濟互賴的因素越發重要

決策者常認為國家利益至上

權力是國際關係當中最重要的概念

為了追求國家利益，必要時可使用武力

3 關於「修昔底德陷阱」與「金德柏格陷阱」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皆涉及軍事實力 皆涉及霸權興衰 皆涉及意識形態 皆涉及文明衝突

4 國際關係學者羅塞爾（Suzanne Nossel）在 2004 年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主張巧權

力（smart power），下列說法何者錯誤？

各國通過強制外交、軍事威脅、軍事干預、經濟制裁等方式也可說是軟實力的表現

國家應該透過結盟、國際建制、審慎的外交促進其國家利益

巧權力是硬權力和軟權力的結合，透過整合戰術、資源和外交政策達成國家目標的手段

今日的國際關係，權力的使用已由硬權力轉向以軟權力為主，又走向兩者兼具的型態

5 庫德族自治區不在下列那個國家境內？

敘利亞 伊拉克 黎巴嫩 伊朗

6 根據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的概念，下列何者並非作為霸權的必要條件？

具強烈的執行意志 有能力建構國際體系的相關機制與法則

具發動戰爭的主動權 承諾推動體系內主要國家互為有利之事項

7 自 2022 年 2 月開始的俄烏戰爭，較能反映溫特（Alexander Wendt）所指的何種文化？

霍布斯文化 洛克文化 康德文化 維根斯坦文化

8 下列關於區域化（regionalization）與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敘述何者錯誤？

「區域化」強調由國家主導，產生一個功能性的區域認同

「區域主義」為「由上往下」的運作模式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整合過程可被視為「區域化」與「區域主義」同時進行

國際經濟學通常將區域主義視為國際經濟整合（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9 下列何者不是「北約亞太四國夥伴」（four NATO Asia-Pacific Partners）的成員國？

澳洲 菲律賓 紐西蘭 南韓

10 下列何者不是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 3 個基本假設？

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

國家是相似的行為體

國家間能力的不同即可解釋國際體系的本質

國家追求絕對利益

11 關於 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陳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確立了外交代表的等級制度 訂立國際河川自由航行原則

禁止販賣奴隸 捍衛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

12 有關美國在民國 38 年（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兩國雙邊關係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美國在 1949 年宣布「臺海中立化」政策，使得 1950 年韓戰爆發以後，中華民國獲得安全保障

民國 43 年（1954 年）第一次臺海危機發生，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

民國 47 年（1958 年）第二次臺海危機發生，促使美國與中華民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民國 49 年（1960 年），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訪臺，進一步強化兩國邦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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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華民國第一位派任到常設國際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擔任法官的是何人？

王寵惠 顧維鈞 陸徵祥 魏道明

14 有關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導火線係「庚子拳亂」發生，沙俄藉口保護「中東鐵路」佔領中國東北

經英國調停，日俄於英國訂立《樸資茅斯（Portsmouth）條約》

日俄議和，俄國將堪察加半島南部割讓給日本

光緒 31 年（1905 年）簽訂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中國收回俄國在東北的利權

15 清朝簽訂的對外條約當中，那一個賠款最多？

伊犁條約 辛丑條約 馬關條約 天津條約

16 有關清朝末年邊疆爭端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咸豐 6 年（1856 年），回變最早起於雲南，其得到沙俄的外交支持，並以馬如龍、杜文秀勢力

最大

咸豐 8 年（1858 年），第一次英法聯軍進逼天津，沙俄將領莫拉維也夫（Nikolay N. Muravyov）

乘機出兵璦琿，威逼李鴻章，簽訂《璦琿條約》

同治 3 年（1864 年）新疆回變，中亞浩罕國國王派部將阿古柏（Muhammad Yaqub Bek）東來，

建立回教汗國，最後由曾國藩西征討平

新疆回變發生，沙俄軍隊於同治 10 年（1871 年）佔據伊犂。清廷派遣駐英法大臣曾紀澤前往

聖彼得堡談判，始得爭回部分領土權益

17 1899 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主張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美國在美西戰爭獲勝取得菲律賓後實力增強

美國在中國商業利益逐漸增多

美國主張各國門戶開放原是外交傳統

美國以尊重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取得的特權爭取支持

18 有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之間的合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民國 26 年（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美、英為加強對華友誼，迅即撤銷不平等條約

民國 32 年（1943 年）11 月，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邀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前往開羅，並發表《開羅宣言》，同意戰後朝鮮獨立

民國 33 年（1944 年）10 月，中華民國與美、英、法共同宣布《聯合國組織案》，成為「聯合

國」的創始會員國

民國 34 年（1945 年），希特勒（Adolf Hitler）敗亡前，中、美、英 3 國發表《波茨坦宣言》，要

求德國無條件投降

19 有關於美蘇冷戰在二戰結束後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1946 年 3 月 5 日在美國的演講中，率先使用「鐵幕」（Iron

Curtain）一詞

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在 1947 年 7 月啟動，其援助範圍包括現今整個歐盟地區

圍堵（Containment）政策係由肯楠（George F. Kennan）所建議，得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支持

圍堵（Containment）政策下所組成的集體防衛機制中，目前繼續存在的有「東南亞公約組織」

（SEATO）

20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德國首相俾斯麥打造的同盟體系失控，因而導致戰爭

德俄再保條約因俄國不願續約，德俄關係進一步惡化

德國遂行「大海軍計畫」侵犯英國重大利益

法俄同盟、英法協商、英俄協商接連實現，使德國面臨外交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