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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說明 

 
   「全球政治經濟學」主要在討論全球體系下，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

間的互動與其造成的影響；但全球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議題並非遙不可

及：台灣每週公布油價漲調，背後有什麼國際因素？歐洲國家與台灣有

相當的距離，為什麼我們需要擔憂歐債或俄烏戰爭嗎？這些我們生活中

經歷過的情境，便是本課程要探討的範疇。 
  
    本課程培養同學對於全球及國際情勢的「觀察」、「理解」、「分析」

能力，期望(一)逐步強化同學的國際觀，學習從全球性觀點來觀察我們生

活周遭的社會動態；(二)藉由「全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理解國際事務的

發展因素；(三)建構相關知識基礎，培養分析國際情勢的能力。 
 
    在課程的規劃上，則採用理論建構與案例討論交錯配置的方式。首

先幫助同學建立有關全球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進而討論國際金融與

貿易體系、國際政經秩序、區域整合、環境及資源問題等主要面向，以

達成上述教學目的。 
 

二、指定用書 
 
 詳見各週課程進度 

 

三、參考書籍  詳見各週課程進度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包括老師授課、觀賞紀錄片、專題演講，及同學分組報告等主要

活動。特別是鼓勵同學在課程上主動參與討論及表達意見。 
 
修課同學必需閱讀指定書籍、繳交平時作業及期末書面報告。 
 



五、教學進度 

 
週次 主題課程說明 每週指定閱讀    

1 課程內容簡介 課程大綱    
2 全球政治經濟學理論 張亞中、左正東，「Chapter 11：國

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張亞中、張

登及主編，《國係關係總論》(第五

版)，頁 323-351。 

   

3 國際金融貿易的發展 吳文欽，「Chapter11：國際貿易與

金融」，張亞中、張登及編，《國

係關係總論》(第六版)，頁

341-372。 

   

4 金融海嘯 (1)胡勝正，〈全球金融海嘯：肇因

與因應對策〉，《社會科學論

叢》， 2010 年 4 月，第 4 卷

第 1 期，頁 1-24。 
(2)郭秋榮，〈全球金融風暴之成

因、對我國影響及因應對策之

探討〉，《經濟研究》，第 9 期，

頁 59-89。 

   

5 歐債危機及英國脫歐 (1) 趙永祥，〈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

與金融發展之影響〉，《東亞論

壇季刊》，第 475 期，2012 年，

頁 29-48。 
(2) 陳筆，〈歐債危機說清楚講明

白〉，《經濟前瞻》，Jan. 2012，
頁 49-53。 

(       

6 影片觀賞及討論 《黑金風暴》(Inside Job)，2010。    
7 全球化的發展與內涵 (1)蔡育岱，〈Chapter13：理解全

球化〉，張亞中、張登及編，《國

係關係總論》(第六版)，頁

417-448。  

   

8 地緣政治與美中對抗 (1)蔡慧美、傅豐誠，〈美中貿易戰

的根源與發展前景〉，《經濟前

瞻》，2019 年 11 月，頁 67-72。 
(2)唐豪駿，〈地緣政治影響下的產

業供應鏈調整〉，《臺灣經濟研

究月刊》，46 卷 1 期， 
2023/01，pp.21-26. 

   

9 俄烏戰爭對全球政經情勢

的影響 
(1)吳玉山，〈如何站位？俄烏戰爭

與戰略抉擇〉，《思想》，第 46
期，頁 317-326。 

(2)趙春山，〈從台灣視角看烏克蘭

戰爭〉，《歐亞研究》，第 18 期，

2022/04, 頁 1-12。 
(3)張登及，〈地緣政治與新持久

戰：俄烏戰爭與美中關係、兩岸

   



關係〉，《思想》，第 46 期，頁

335-340。 
 

10 全球發展不均問題 賴昀辰，〈Chapter 12：全球不平等

發展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詮

釋〉，張亞中、張登及編，《國係

關係總論》(第六版)，頁 373-416。 

   

11 科技如何改變國際關係？ (1)左正東, 〈科技與國際關係〉，

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台
北：揚智, 2003)，頁 349-377 

(2)克里斯．米勒，《晶片戰爭：矽

時代的新賽局》，天下雜誌， 
  2023，序言及結語。 
(3)蔡育岱，〈AI 與國際關係：人

工智慧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

界〉，《全球政治評論》，2019 年

第 65 期，頁 1-6。 
(4)姚宏旻，〈恐怖主義與網路安

全：持續演變的威脅形式〉，《歐

亞研究》，2019 年 10 月，第 9
期，頁 71-80。 

   

12 全球環境研究及氣候變遷

影響 
 

(1)譚偉恩，〈Chapter 15：全球環

境政治〉，張亞中、張登及編，

《國係關係總論》(第六版)，
頁 489-526。 

(2)林泰和，〈氣候變遷已成為影響

國際戰略安全要素〉，《青年日

報》，2011 年 9 月 7 日。 
(3)楊惟任，〈氣候變遷影響國家、

民族的存續--馬雅、蒙古今何

在？〉，《能源報導》，2013 年

02 月。 
(4)郭映庭，〈跨境大氣治理成敗因

素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

2018 年第 63 期，頁 97-120。 

   

13 重要資源對國際關係的影

響 
(1)李瓊莉，〈第一章 石油與國際

安全：供需結構趨動的安全議

題〉，林正義主編，《石油與國

際安全》(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

景基金會，2007)，頁 1-20。
(CEPS 電子期刊庫) 

(2)劉禹伸，〈國際能源競合新地

景：從俄烏戰爭談起〉，《台灣

經濟研究月刊》，47 卷 2 期 ，
2024/02, pp.72-81。 

(3)王琬靈、李玲瑜，〈確保能源安

   



全與發展的多元化：能源外交

突破與合作〉，《臺灣經濟研究

月刊》，2011 年，第 34 卷第 12
期，頁 58-65。 

(4)拉吉.帕特爾(Raj Patel)著，葉家

興等譯，《糧食戰爭：市場、權

力以及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之

戰》(Stuffed and starved :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台北:高寶國際，2009) 
(總圖/ 431.9 8553) 

(5)布朗(Lester R. Brown), 〈糧食

短缺 拖垮人類文明?〉。《科學

人》, 2009.06, 頁 88-95. 
14 國際整合與區域主義 (1)陳蔚芳，〈Chapter14：國際整合

與區域主義〉，張亞中、張登及

編，《國係關係總論》(第五版)，
頁 449-488。 
(2) 楊書菲，〈地緣政治變化對區

域經濟合作的影響〉，《經濟前

瞻》， 204 期 ，2022 / 11. pp.20-25. 

   

15 印太區域整合：CPTPP、
RCEP、IPEF、一帶一路 

(1)徐遵慈: 〈東亞整合新途徑: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之發

展前景與我國之因應對策〉，《貿

易政策論叢》，第 18 期，頁 59-89。 
(2)中央銀行，〈台灣宜加速爭取加

入 CPTPP〉，2017/12/21，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
achment/7122118355171.pdf> 
(3)周子欽，〈區域整合脈絡下的

『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經濟觀

點〉，《全球政治評論》，2020 年 1
月，第 69 期，頁 63-92。 

   

16 期末考週 繳交期末報告及綜合討論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及討論 (20%)：課堂上參與討論情形(10%)及出缺席狀況

(10%) 
 

2. 平時作業(25%)：繳交指定作業 
 
3. 期中分組報告(30%)：選修同學依人數分組，依指定題目製作影音報

告 
 
4. 期末個人報告(25%)：就課堂相關主題，繳交 3000 字以上期末報告 



備註 
 

 

1. 本課程進度可能依實際授課狀況調整 

 

2. 本課程之分組報告可有條件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個人作業及期末

報告則禁止使用。參閱課務組說明範例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248357.php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248357.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