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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通訊簡介 

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團隊於 2016 年 6 月 1 日起始執行科

技部專題計畫《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東亞、

東南亞的政經研究》（MOST 104-2420-H-004-019-2E），協助本校圖書

館建構以東亞及東南亞政經研究為主題的專業圖書典藏系列。在本校

圖書館行政團隊的全力支援下，目前所增購新書已陸續到館，特別感

謝圖書館同仁的辛勞。 
本計畫研究團隊自 2016 年 2 月起規劃發行《東亞與東南亞的變

貌：研究通訊》，透過電子報的方式，彙整由研究團隊成員楊昊（計

畫主持人，東亞所副教授暨國關中心亞太所所長）、吳玲君（計畫共

同主持人，國關中心亞太所研究員）、李瓊莉（計畫共同主持人，國

關中心亞太所研究員）、柯玉枝（計畫共同主持人，日本研究學程副

教授暨國關中心副主任）以及孫采薇（計畫共同主持人，東亞所助理

教授暨國關中心亞太所助理研究員）等五位教授，協同本校東南亞研

究中心研究助理群所撰寫書目介紹與書評引介。 
第一期的研究通訊於 2 月底發行，收錄一篇書評與八篇書目，期

盼藉由提供新購書系的引介，發揮拋磚引玉之效，強化本典藏圖書計

畫的流通與傳播效益。最後，我們誠摯歡迎本校師長與同學在參考與

使用本典藏書系之餘，能共襄盛舉惠賜書評及書目，來稿請寄至：

cseas@nccu.edu.tw。 

貳、精選書評 

▌書名： 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and Sustainable Equitable 

Development  
▌作者/編者：Edmund Terence Gomez, François Bafoil, and Kee-

Cheok Cheong 
▌出版日期：2015 年 
▌書評內容：本書由馬來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Edmund Terence 
Gomez、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資深研究員 François Bafoil 與馬來

亞大學資深研究員 Kee-Cheok Cheong 共同編著，邀集來自於法國、

南韓、馬來西亞、臺灣、印度學者籌組研究團隊，其成果收錄在

Routledge 出版的馬來西亞研究書系中。本計畫團隊特別選擇收錄此

書作為典藏書系之一，主要有兩項原因：其一，本書重新探討了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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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國家-市場」（state-market relations）關係辯論的當代基礎，

特別是針對 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的發展型國家、經濟自由化、新自

由主義以及各種與政府過從甚密的企業等議題，提供了細膩的分析與

探索。其二，儘管本書研究團隊係以馬來亞大學為核心，但相關討論

並不侷限在東南亞國家，而是擴及到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發展型國家的

運作類型。甚者，本書於第七章與第八章中更對照歐洲經驗（波蘭）

與拉美經驗（巴西與智利），進行國家個案研究的跨區域參照。 
「國家重返企業」（the state’s return to business）是本書的核心

命題，在多元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s）等理論文獻基礎上，本書探討了 2008 年爆

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如何促使部分東亞國家重新檢視經濟發展模型，同

時更充分地關照政府干預（state intervention）對於促進國內經濟成

長、技術升級、經濟管制、以及中小型企業發展等議題的影響。藉由

不同的東亞國家個案，如印度的公部門企業（public sector 
enterprises, PSEs）、中國的央企（state enterprises）、以及馬來西亞、

韓國等與國家緊密互動的大型企業等，進而延伸出「彈性發展型國家」

（ flexible developmental state ） 與 「 發 展 型 網 絡 國 家 」

（developmental network state）等在地實踐模式。 
在本年度計畫中，研究團隊特別關注東亞與東南亞政經研究文獻

對於臺灣經驗的討論。作為研究團隊第一本引介的典藏專書，其中由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謝斐宇教授所撰寫的”The Creative Role of 
the State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Taiwan”，以臺灣自行

車產業為研究個案，檢視隱藏在政府機構與中小型企業（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中的多重網絡連結，深入討論相關連結

對企業在技術學習與出口策略方面的影響。這篇專章成功地提供了臺

灣個案在東亞各國發展經驗脈絡中的知識定位。 
整體而言，本書的研究成果有助於讀者重新瞭解後金融危機時期

的「國家與市場」關係、「國家與社會」關係、結合新自由主義理念

與發展型國家的混搭政策模型、國營企業所有權與制度革新、以及產

業升級的路向，值得推薦（楊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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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書目介紹 

▌書名：Challenging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The Shadows of 

Success  
▌作者/編者：Jonathan Rigg 
▌出版日期：2016 年 
▌內容簡介：本書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學教授 Jonathan Rigg 以批

判觀點探討東南亞發展圖像的經典著作。全書共分為 8 章，聚焦於探

索東南亞發展所形成的新問題、新挑戰與新情勢，同時以議題為導向

進而關照快速崛起的東南亞國家在追求發展之餘，如何回應前述新局。

舉例而言，東南亞的經濟成長無形間創造了新型態的貧窮問題，對於

環境的關注與政治計算的權衡，更充滿複雜的利害關係網絡。本書特

別結合在地與國際的觀點，重新思索與定位發展的本質與內涵，其中

的討論亦有助於對於發展研究、東南亞政經研究有興趣的學術社群參

考之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針對不同議題的深層論辯，對於

各國政策社群而言更深具意義，有助於讀者理解並掌握亞洲與東南亞

的特殊發展模式與在地意義（顏寗撰稿）。 

 
 
▌書名：Transformations of Democracy: Crisis, Protest and Legitimation 
▌作者/編者：Robin Celikates, Regina Kreide, Tilo Wesche  
▌出版日期：2015 年 
▌內容簡介：本書由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政治暨社會哲學系 Robin 
Celikates 教授、德國尤斯圖李比希大學 Regina Kreide 教授以及德

國尤圖李比希大學 Tilo Wesche 客座教授擔任主編。全書共分為 12
章，以「民主危機」、「不服從、抗爭與公共領域」、以及「再探民主：

民主的新規範性基礎」作為全書佈局架構。透過檢視歐洲的民主危機、

全球民主體制的轉型、以及公民參與型態的變遷，讀者可以從中清晰

掌握當前民主轉型的可能路向與潛在挑戰。類似的研究成果不僅可視

為東亞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參照，對於新型態公民社會的發展與各種

規範性價值的再界定，亦極具深意（顏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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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 ：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with Weak Peripheral States: 

Asymmetrical Economic Power and Insecurity 
▌作者/編者：Jeffrey Reeves  
▌出版日期：2016 年 
▌內容簡介：本書作者為任職於夏威夷亞洲太平洋安全研究中心

（APCSS）的 Jeffrey Reeves 教授，關注大國與周邊國家的不對稱關

係，並深入討論中國與周邊相對實力較弱的國家如何互動。本書所檢

視的雙邊關係，包含了中國隊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

尼泊爾、緬甸、寮國、蒙古等國，並且著眼於「不對稱經濟交換」

（asymmetrical economic exchange）之理論架構，探索中國的經濟

外交政策與周邊鄰邦的不安全感，進而論證這兩項因素對於中國對外

政策的影響。這本書牽涉到中國在東南亞、中亞、南亞的政經發展及

影響力的再辯論，特別是作者強調這種以經濟交換作為基礎的雙邊外

交模式，極有可能會造成反效果，脆弱化中國週邊環境的穩定格局。

此一主張的脈絡、背景與實際故事，值得細探（呂佳蓉撰稿）。 
 
 
▌書名：Foreign Aid and Emerging Powers: Asian Perspectives o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作者/編者：Iain Watson 

▌出版日期：2014 年 

▌內容簡介：本書作者 Iain Watson 教授任職於南韓亞洲大學，為知

名研究外援政治的學者。本書為剖析東亞新興強權國家規劃與執行對

外援助政策的代表著作，其中特別針對中國、日本、南韓的政府開發

援助（ODA）戰略與政策，提供深入的解析。本書探討了援助國與被

援助國、以及援助國與援助國之間的關係，並且進一步論述政府開發

援助如何影響亞洲地緣政治的發展。在研究設計方面，作者採取科際

整合的途徑，從經濟學與地緣政治學的跨領域研究架構，進行政府開

發援助個案的分析。政府開發援助作為東亞政經研究的重要議題領域，

儘管已經有相當豐富的文獻與知識累積，但這本書對於亞洲經驗與亞

洲觀點最新發展的整理、勾勒與比較，仍值得一讀（呂佳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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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Propaganda & Persuasion 

▌作者/編者：Garth S. Jowett, Victoria J. O’Donnell 
▌出版日期：2014 年（第 6 版） 

▌內容簡介：本書由美國休士頓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Garth S. Jowett 及
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名譽教授 Victoria J. O’Donnell 主編。由於本書

已經出版到第 6 版，其影響力可見一斑。全書共分為 8 章，以詳述

「宣傳」（propaganda）歷史、系統性的宣傳分析、以及有效區別宣

傳與「說服」（persuasion）的差異為三大主題，引領讀者掌握並判斷

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各種宣傳與說服實例。值的一提的是，本書是同類

書籍中唯一能貫穿傳播史，並給予深入淺出的定義，更提供許多引人

入勝的經典著作。除此之外，新版的內容更包含對於宣傳與說服的最

新研究成果，以及相關研究的具體應用，譬如在中東的革命、網路恐

怖主義等議題（邱妗榆撰稿）。 

 
 
▌書名：Japan'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The Fukuda Doctrine and 
Beyond 
▌作者/編者：Peng Er Lam 

▌出版日期：2013 年 

▌內容簡介：本書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Peng Er 
Lam 主編，以探討福田主義（the Fukuda Doctrine）下的日本與東

南亞關係。在理論選擇上，本書聚焦於非現實主義途徑（non-realist 
approach）在東亞脈絡中的應用可能性。本書的核心問題意識環繞在

福田主義是否仍有效可行？特別是日本自民黨結束執政 54 年，並且

由民主黨執政，過去的福田主義路線是否仍有效？作者認為，福田主

義不僅是對於現行國際政治環境有正面意義，更應該由對東南亞關係

的應用，擴展至對中關係的經營上，進而能強化日本與中國的外交互

動。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透過非西方視角剖析日本與東南亞的政治、

經濟與安全關係，能提供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者與研讀國際關係的學生，

兼具理論意識與歷史縱深的完整觀點（邱妗榆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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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Handbook of East Asian Entrepreneurship 

▌作者/編者：Fu-Lai Tony Yu and Ho-Don Yan 

▌出版日期：2015 年 

▌內容簡介：本書由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系主任余赴禮教授

及臺灣逢甲大學顏厚棟教授共同編輯。全書共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

以「創業家精神」、「社會因素」及「育成與類型」為主軸，探討隨著

中國的崛起及全球經濟重心逐漸向新興經濟體轉移，東亞追趕型成長

策略（Catching-up and growth strategies）對新興經濟體的國家經

濟發展的深遠影響。特別是對於研究東亞政經發展的學術社群而言，

此部分所收錄的章節聚焦於探討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與

東亞企業間成長與轉型的關聯。儘管過去從事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文獻

極為豐富，但東亞經驗的參照仍是至關重要。本書除了彰顯東亞經驗，

更重要的在於拋出許多值得延續討論的研究議題，包含中小企業、亞

洲商業系統及經濟發展等主題。本書的第二部份則以創業型企業及其

創始人為個案，所討論的國家涵蓋日本、臺灣、南韓、中國以及香港

等地之實例，提供豐富的東亞企業個案，可作為東亞與東南亞政經研

究的經驗對照（吳書嫺撰稿）。 
 
 
▌書名：Vietnam: Towards Capitalism or Socialism? The State-owned 
Economy: Ideological Straight-jacket, Vested Interests or Real Social 
Value? 
▌作者/編者：Michael Karadjis 

▌出版日期：2015 年 

▌內容簡介：由澳洲國立大學 Michael Karadjis 博士所撰寫的越南資

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路線辯論研究，共可分為 9 章，聚焦於越南的經濟

轉型發展邏輯，也就是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移轉至「市場資本主

義」的轉型路徑。本書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探討「國家所有權」，特別

是越南如何將國家所有權打造成轉型路徑中的重要機制。作者藉著探

討過去數十年改革政策中關於國營企業（SOEs）的設計，探索國營

企業如何在越南經濟中保持主導地位，並進一步探討越南經濟轉型過

程中影響改造路向的各種因素。當然，本書除了關注越南經濟轉型，

更著眼於剖析越南共產黨獨特的政治經濟發展思維，提出細膩的研究

觀點，有助於對此一領域有興趣者深入閱讀（吳書嫺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