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統計科學研究所蔡政安副技師奉核定兼任資訊室

室主任，聘期自 95 年 8 月 1 日至 96 年 7 月 31 日。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關肇正先生奉核定為助研究

員，聘期自 95 年 8 月 28 日起。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經濟研究所合聘陳恭平

研究員，奉核定兼任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聘期自 95 年 8 月 16 日至 97 年 8 月 15 日。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地球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江博明所長，於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赴澳洲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期間，所務由

黃柏壽副所長代理。 

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王汎森院士，於

9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赴大陸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期間，

所務由劉錚雲副所長代理。 

夏日漫談 

目  的：院長與全院研究及行政同仁之一般性事務面

對面溝通討論。 

時  間：9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1 樓咖啡廳 

主 持 人：李遠哲院長 

邀請對象：全院研究及行政同仁（助理除外） 

洽詢電話：2789-9872 秘書組公關科 

8 月份知識饗宴 

走進時光隧道：GIS 與時空資訊的整合 

主 講 人：范毅軍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主 持 人：李遠哲院長 

時  間：95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晚上 6 時起 

地  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 

報名網址：http://www.sinica.edu.tw/pr.html  

天文科普演講活動：「專家談天」系列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與臺北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合辦科普系列活動，將這幾年的重要研究成果

與計畫以通俗演講方式簡介給一般社會大眾。活動於 95

年 5 月 27 日至 96 年 2 月舉辦，以學校老師以及高中同

學為先期對象，希望達到拓展科學知識的效果，使天文

教育向下扎根，培育青年學子成為未來科學研究的後繼

者。暑假期間，特別結合天文科學教育館的導覽與夜間

觀星，讓活動更具多元化及有趣。 

日  期： 95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  點：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三樓第一演講室 

講  員：呂聖元助研究員（本處） 

題  目：手機、電視機和 SMA 有什麼相同？─ 談電

波天文學 

對  象：一般民眾（名額：200 人） 

報  名：請逕至 http://www.tam.gov.tw/asp/signup/ 

signup.asp 報名，討論區 http://www.tam.gov. 

tw/bbs，資料下載區 http://www.asiaa.sinica. 

edu.tw/act/serial _tal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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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時  間：8 月 24 日（星期四）至 25 日（星期五） 

地  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國際會議廳（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80 號 2 樓） 

  時    間       主 持 

人 

                     題目  ／  發表人                     評論人 

8 月 24 日（星期四）   

09:00–09:30 Registration  

09:30~10:30 Opening Ceremony and Keynote Speech  

 蕭新煌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吳釗燮  

10:50–12:20  Panel 1：Discourse on the Rise of China  

 張旭成  

 

The Domestic Political Origins of China’s Rise／徐斯儉 

Anatomy of Peaceful Rise: Driving Forces behind China’s Grand Strategy／ 

Masako Ikegami 

袁易 

趙建民 

13:40~15:10  Panel 2：Beijing’s Economic Strategies for a Rising China  

 裘兆琳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Challenges／王塗發  

Resource Diplomacy under Hegemony: Sino-Americ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David Stephen Zweig 

郭建中 

郭崇倫 

15:30~17:00  Panel 3：China’s Cri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林碧炤  Growing Social Unrest and the Rise of China／陳志柔 

The Rise of China &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Cases of Diaoyutai, Spratlys Islands 

and Sino-Indian Borders／ Srikanth Kondapalli 

張茂桂 

宋燕輝 

8 月 25 日（星期五）   

09:00~10:30  Panel 4：China’s Rise and Beijing’s Regional Strategies  

 田弘茂  China's Regional Strategies in the Asia Pacific: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elf and 

Changing Others’ Perceptions of China／ Rosemary Foot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SCO and ARF: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Chien-peng Chung 

吳玉山 

 

鄭端耀 

10:50~12:20 Panel 5：The Taiwan Issue under the Rise of China  

 黃偉峰  Hu Jintao’s Taiwan Policies under the Rise of China／林文程、林正義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Hong Kong Public’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imothy Ka-ying Wong, Shirley Po-san Wan 

Bruce Cumings 

羅致政 

13:30~15:00  Panel 6：Responses of the US and Japan to China’s Rise  

 蕭新煌  America's Perspective on China’s Rise／ Bruce Cumings 

Japan's Views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Yoshifumi Nakai 

Rosemary Foot 

賴怡忠 

15:15~16:45 Panel 7：Responses of India and the ASEAN to China’s Rise  

 

 

宋學文  Beijing's Strategy and Implications for India／ Vikram Sood 

ASEAN’s Views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Kusuma Snitwongse 

劉復國 

楊永明 

主辦單位：本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知識的饗宴—遇見科學  8/30(三)晚間十點播出「顛覆古典物理學：奈米超能力」 

雖然科學家早就知道原子的存在，但礙於人類視覺的極限是 0.02 公分，

對於看不見的原子，科學家們一直無法進行觀察或實驗，直到 1982 年發明的

穿隧式電子顯微鏡才讓科學家的研究跨出一大步，開啟了奈米研究時代。進

入奈米尺度後，許多材料改變原有的物理化學性質，讓科學技術和應用，增

加許多創新。奈米已經變成現今社會的熱門名詞，幾乎所有想得到的商品，

都會冠上「奈米」兩個字。奈米到底是什麼? 目前台灣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

發展的重點為何？未來奈米科技的發展，有何令人憂心的問題？ 

歡迎您於 8 月 30 日（星期三）晚間 10 時，在公視 13 頻道準時收看「知識的饗宴－遇見科學」第 22 集。本

集節目邀請到本院物理研究所李定國特聘研究員、國家衛生研究院奈米醫學研究中心楊重熙研究員兼主任、工業

技術研究院奈米科技研發中心蘇宗粲主任，以及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劉佩玲教授 為大家解答上述問題。重播

時段：8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穿隧式電子顯微鏡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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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欄  
本院 97 年度新增主題研究計畫即日起受理申請 

一、97 年度（97 年 1 月起執行）新增跨所（處、中心）主題研究計畫案，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至本（95）年 10

月 31 日截止，逾期者將視為下一年度之申請案。 

二、申請案將優先考量補助創新性的跨組別、跨學門、跨領域的整合型計畫，並鼓勵創新性的跨領域合作計畫，

二人型的研究計畫亦受理申請，請所屬研究人員踴躍提出申請。 

三、申請人在 97 至 99 年度期間執行本院經費資助下之主題研究計畫或基因體暨蛋白體創新型計畫，最多以 2 件

計畫為限（不含先導計畫）。 

四、本案已於 95 年 8 月 15 日以學術字第 0950262610 號轉函知全院在案。計畫主持人應依申請資料清單檢具文件

各 1 式 5 份；文件若有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例：缺件、頁數不齊、金額總數不符、計畫書未經單位主管簽

署等），將予以退回。（相關事宜請洽學術事務組：數理組--簡玫秀 2789-9676；生命組、人文組--魏嘉佩 2789-9825） 

申請書格式，請於下列網址自行下載： 

‧97 年度新增主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http://www.sinica.edu.tw/tmp/97-math-e.doc（英文版—數理組專用） 

‧97 年度新增主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http://www.sinica.edu.tw/tmp/97-life-e.doc（英文版—生命組專用） 

‧97 年度新增主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http://www.sinica.edu.tw/tmp/97-human-c.doc（中文版—人文組專用） 

注意事項：研究計畫內容，凡涉及以生物材料及基因重組相關實驗者、動物實驗者、使用人類檢體或進行人體試

驗者，需於計畫核定後另檢附所屬單位核准之審核同意書，方可補助經費。 

人社中心（調研）資料開放 

（一）「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一年計畫（RI1999）*」權數資料檔釋出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根據加權相關資訊代為整理成權數資料檔，於每一資料檔中皆提供樣本編號相對應

之權值，歡迎有興趣者下載使用。 

（二）「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二年計畫（RI2000）*」資料更新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二年計畫（RI2000）」過去釋出資料並未做邏輯檢核，為提昇資料品質，已

重新進行邏輯檢核，並就歷年調查的變項名稱命名方式、過錄編碼簿編製格式予以統一，以利使用者串連資料。 

*該項調查計畫資料釋出的項目計有：問卷檔、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檔、SAS 欄

位定義程式、次數分配表。 

（三）國科會計畫資料開放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行單位 

資料簡介** 

兒少時期曾目睹婚

暴暨受虐對青年的

長期影響及其危險

與保護因子 

沈瓊桃／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本研究旨在檢視兒時目睹婚暴暨受虐的家庭經驗，對青年的長期影響為

何，及其受影響程度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以增進專業人員對在雙重暴力家

庭中成長之子女的瞭解，並進而為其提供最適切的處理與服務。 

本研究以量化為主，質性為輔。在量化研究部分，採用自編量表作為研究

工具，以全國的大學生為研究的母群體，採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全國 20 所大專院

校，共得樣本數 1944 份，刪除漏答率高、身分不符及明顯亂答者，共得有效問

卷 1924 份。研究結果顯示，11.3%的受訪者在 18 歲以前曾目睹父母之間的婚姻

暴力，同時亦曾遭受父母的嚴重肢體虐待。量化部份檢驗四個研究假設均得到

支持，分述如下：1. 卡方研究顯示婚暴與兒虐有顯著的關係。2. ANOVA 分析

顯示受雙重暴力受訪者比其他組別的受訪者有更嚴重的適應問題與創傷症狀。

3. 多元迴歸顯示受雙重暴力對受訪者的外向性與內向性行為有長期的影響。4. 

中國傳統觀念對受訪者的外向性、內向性行為、與創傷症狀有長期的影響。  

在質性研究部分，本研究招募兒時曾目睹婚暴暨受虐之青年共 8 位，以深

入訪談法蒐集資料，了解此經歷對青年的長期影響，及其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 

**資料簡介節選自研究報告書中之摘要。開放項目包括：問卷、資料檔、過錄編碼簿、次數分配表、研究報告書、

欄位定義程式，若欲更進一步瞭解釋出資料的相關訊息或申請辦法，請洽邱亦秀小姐，  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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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活動 

一、時  間：8 月 29 日（星期二）9：30 至 16：30 

二、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前廣場 

三、主辦單位：台北捐血中心 

歡迎同仁攜帶具有身分證字號和相片之證件，響應此公益活動！ 

知識天地  
東亞海域上的琉球與台灣 

林滿紅（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當我們在東亞各地移動時，可看到北京和東京的古老皇宮，也可看到首爾、那霸在舊跡上重建的宮城。那霸

是琉球列島中的最大島嶼，在這上面的首里城是西元 14 世紀到 17 世紀間，在東亞海域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琉球

王國的宮城。現在從台北搭飛機到那霸，僅需一小時。琉球列島的地質以珊瑚礁為主要成分，何以在面積較大、

自然資源較為豐富的台灣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政治組織之前，便早已出現一個王國？這個王國的沒落與台灣的崛起

之間有何關連？琉球由「有國」變成「無國」，台灣由「無國」變成「有國」，其間透露了哪些信息？本文擬根

據參考文獻中的個人研究，抽出東亞海域史上約從 14 世紀到 21 世紀的一段漫長歷史，來回答問題。 

作為「萬國津樑」的琉球王國 

琉球王國的興衰，取決於其在東亞海域中能否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約在中國唐朝，琉球曾向日本納貢。之

後，琉日關係中斷。宋、明之間，琉球與日本、朝鮮、中國都有商貿往來。當元明之際，日本進入南北朝互爭時

期，九州地區出現一群騷擾東亞沿海的倭寇。明取元而代之不久，一些反明勢力便與倭寇聯合，威脅中國的海岸。

為了控制倭寇之患，明太祖朱元璋，除了禁止海上貿易以外，也在儒家學者的建議下建立朝貢體系，力圖把倭寇

集團與中國地方勢力間的走私貿易轉化為明政府可以控制的貿易。明朝曾以平定倭寇為條件，容許日本參加朝貢

貿易，但遭到拒絕，於是視提供倭寇泊船之地的琉球為籠絡對象，於 1372 年與當時逐漸走上統一的琉球建立朝貢

貿易，並徹底取締倭寇與中國地方勢力間的走私貿易。琉球在明朝的朝貢體系中，地位比中亞、東南亞、東北亞、

東亞等地的屬國重要，所得到的朝貢機會因而較多。在首里城正殿，有一個約一個人高，四個人寬的古銅鐘，是

1458 年前後打造的，鐘面刻有一段文字，標題為「萬國津樑」，內容明言琉球王國是日本、東南亞、朝鮮與中國

貿易的重要中介，原因乃是琉球船隻進貢中國的次數最多，朝貢期間雙方交易的時間也最長，很多國家需要透過

琉球與中國進行貿易，因此各國與琉球間之間的貿易關係也隨而加強。琉球王國就是在這個「萬國津樑」的基礎

上崛起的。 

台灣逐漸取代琉球 

約在 1540 年至 1700 年期間，日本銀與中國絲的交易是東亞海域上最主要的經濟活動。這時中國在「一條鞭

法」的財政改革方針下，將實物稅、勞動服務、現金稅等一併以白銀繳納，白銀在民間的使用程度也大為增加。

當中國大幅增加銀的使用時，約有四分之三所需的銀來自日本。日本銀主要產於靠近九州以及日本海的本州西端。

這個新興的絲銀貿易並不是直接貿易，很像今天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雖有越來越多的商貿活動，但台灣並不容許

有直接貿易往來，所以必須要依靠香港、濟州島（在韓國南端）等港口轉運，18 世紀以前中日絲銀貿易的中轉站

中，包括對馬海峽中的對馬島、朝鮮、河內、澳門、琉球、台灣。當時，台灣沒有現代意義的國家存在，於是先

有鄭芝龍等福建海商前來，後有荷蘭、鄭成功等在台灣建立貿易據點，他們都是以中日絲銀的轉口貿易為主要的

經濟活動。 

當東亞海域出現眾多的新興中轉地後，琉球不再是「萬國津樑」。加上日本憑藉大量白銀換取中國的先進技

術之後，國內市場需求白銀日增而銀產漸少，因此約在 1700 年之後，中日之間的絲銀貿易式微，而在 1775 年前

後可以說完全消失；琉球王國的經濟雖有海產物代為彌補，但已不復昔日榮景。在政治方面，日本九州的薩摩藩

於 18 世紀逐漸控制琉球，增加琉球對江戶幕府的朝貢次數，雖然默許琉球對中國的朝貢活動，琉球也大量引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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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以建構自我，但所受日本的箝制日深。1872 年，日本政府設置「琉球藩」，初歸外務省管轄；1874 年發生

台灣牡丹社事件之後，日本勒令琉球停止對中國的朝貢關係；1875 年以後，琉球的管轄權由外務省轉移到內務省；

1879 年，琉球正式納入日本版圖，設立沖繩縣，日本強迫琉球國王遷居東京。中國方面雖迭有抗議，但在 1895

年簽訂《馬關條約》後，終於承認已無餘力關照琉球問題。台灣就在琉球王國中介角色式微之際、日本銀—中國

絲帶動中國海商活動時，加強了在東亞海域的中介地位；此後，或對東亞、或對中國大陸、或對美日、或對全球，

貿易不斷開展。 

新舊東亞中心之間 

在有關琉球的通論性歷史書上，常會出現琉球在東亞中心的一幅地圖（見圖 1），是 1945 年以後琉球學者繪

製的，多少反映「萬國津樑」時代琉球的國際貿易地位。1944 年日本的《朝日新聞》上，也出現了台灣在大東亞

共榮圈的中心的一幅地圖（見圖 2）。兩幅地圖極其相似。但這兩個中心位置出現的時間前後相差約 500 年。其實，

早在日本銀—中國絲貿易展開的 17 世紀，台灣也起過貿易中心的作用。除了銀絲貿易以外，台灣更也是中國大陸

和東南亞或更遠的歐洲之間的轉口貿易中心。不過入清之後，台灣約有一個半世紀不在國際貿易的動線上。但中

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貿易不斷發展，到日本占領台灣前約 35 年間，台灣的貿易對象擴大到包括美國、英國、德國、

日本等國。但台灣在國際貿易的中轉地位非常薄弱。連本身與歐美、日本的貿易，也多經香港、廈門中轉。 

 

 

 

 

 

圖 1 琉球在東亞海域的中心          圖 2 臺灣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 

日本占領台灣以後，企圖以台灣分享大英帝國的香港的中轉地位，台灣的中轉地位才再次凸顯。除了日本取

代中國大陸成為台灣主要貿易對象之外，很多日本商品透過台灣轉銷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台灣茶和樟腦則從經由

大西洋行銷歐、美變為經由太平洋行銷美、歐。香港在 1910 年代為東亞第一大港，到 1930 年代為世界第七大港，

神戶、大阪則在 1930 年代分別躍居世界第三、第五大港（紐約第一、倫敦第二、鹿特丹第四）的地位，台灣多少

分享亞太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的崛興。當日本帝國發動大東亞戰爭時期，台灣作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位置更加明

顯（圖 2）。1945 年日本戰敗，台灣改由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貿易對象在 1945 至 1949 年間以中國大陸為主。 

1949 年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政府遷台，1950 年韓戰爆發，台灣成為美國亞太防線上的重要據點，整個冷戰時

期美國的政策是透過台灣聯繫日本與東南亞。中華民國政府即在冷戰背景下，於 1952 年在台北賓館與日本政府簽

定《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的和平條約》，日本向中華民國政府宣稱，放棄其在《馬關條約》取得的台澎主權，並

在《中日和約》的內文或是照會上明言，中華民國的領土以有效統治範圍為限。台灣在戰前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基

礎之上，一直與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的美國與日本保持密切的貿易伙伴關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也躍為世界外匯存

底數二、數三的國家。相對地，琉球從 1945 年到 1972 年期間，由美國託管，隨後即透過公民投票再度成為日本

的沖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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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2000 年前後韓、日、台三地的最主要出口市場都由美國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韓國在強調其首都原名

是首爾而不是漢城的同時，在 2005 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台灣是否將重蹈琉球王國覆轍，在貿

易中心地位不斷被邊陲化的過程中，甚而由「有國」轉而成為「無國」，則端視全國人民如何看待兩岸關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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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迴響  
有關中研院 1082 期週報所刊〈院長與助理茶敘〉之內容的回應 

台灣史研究所 

一、依據本院 89 年 11 月 7 日總務字第 8912023781 號函，本院早年僱用之臨時僱工自 89 年 12 月全部資遣後，院

內各單位不得藉任何理由續僱或僱用臨時僱工，可依採購法實施勞務採購，外包予勞務仲介公司或個人，所

訂契約為勞務承攬契約，非為僱用契約。 

二、往年度院方有核定「兼任助理」員額，不具學生身份之部分工時助理可用「兼任助理」員額進用。自 94 年度

起院方電告未核給「兼任助理」員額，而改為核定「獎補助」員額，獎補助員額只適用在學學生，並不適用

於不具學生身份之助理。 

三、本所在員額不足情況下，部分工時人員擬改以「勞務承攬」方式辦理之前，曾就本所擬實施之方案請教院方

總務組，而總務組亦表示同意。 

四、僱用臨時僱工或工讀生是否提繳勞工退休金或應依政府採購法簽訂勞務承攬契約等問題，本所於 95 年 3 月 23

日人事室業務訪查時已提出是類問題。在 95 年度中央研究院人事業務座談會會議資料中，對於本項由台史所

與史語所提出之問題，人事室處理情形明列「已請總務組協助解決」，但總務組仍未解決。 

五、關以「勞務承攬」方式進用助理並非本所個別因素考量，實係依據院方相關規定辦理，絕非所方單方面決定。

據知本院人文各所中，部分所（處）都面臨相同問題。如「勞務承攬」方式並非院方政策，希望院方能予以

協助，提供建議作法，使各所有所依循，以盡速解決此一問題，並減少爭議。 

六、本院 1082 期週報刊出「院長與助理茶敘」討論事項內容立意甚佳，惟在處理意見時，若需原文刊出，應先予

所方了解問題並予說明之機會，同時刊登，才不致失之偏頗，造成困擾。 

學術演講  
單位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資訊 
8/28(一) 

10:30 
本所新館 106 
演講廳 

王新民副研究員 (本所) 
Blind Clustering of Speech Utterances based on 
Speaker Voice Characteristics  

統計 
8/28(一)1

0:30 
本所 2 樓交誼廳 

鄭宗琳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Asymptotic Normality of Nonlinear Functionals of 
Noncausal Linear Processes and Linear Random 
Fields with Summable Weights  

細生 
8/28(一)1

4:30 
本所 2 樓會議室 

安奎教授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台灣虎頭蜂的危機 

生醫 
8/29(二) 

11:00 
本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Prof. Chris Yun-Fai Lau 
(Univ.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SA) 

The Y-Located TSPY Gene and Germ Cell Tumor 

文哲 
8/31(四)1

0:00 
本所 2 樓會議室 陳瑋芬副研究員 (本所) 西學之子：容閎與新島襄的國家與教育思想比較 

語言 
8/28(一)1

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 樓 703 室 

莊永山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Proactive Multimedia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語言 8/29(二)1 史語所研究大樓 曾思奇教授 布農語指示代名詞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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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7 樓 703 室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 

人社(亞太) 
8/30(三)1

2:00 
民族所/社會所 
大樓 2319 會議室 

呂心純女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博士候選人) 

21 世紀緬甸古典音樂家的傳統承襲、創新與主體呈
現—仰光、台北與洛杉磯的四個音樂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