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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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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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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國際法與國際政治
谷瑞生

RUEY-SHENG GU

實體課程
選修 單學期 2學分

戰略一碩士班Ａ

TRTXM1A

系 ( 所 ) 教 育 目 標

INTERNATIONAL LAW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瞭解國際關係之理論與實務。一、

瞭解主要中西戰略思想與實務。二、

瞭解當前國際與兩岸情勢之發展。三、

基本學術論文與政策分析之撰寫與報告。四、

本課程對應院、系(所)核心能力之項目與比重

A. 國際情勢分析與研判能力。(比重：35.00)

B. 國際戰略情勢分析與研判能力。(比重：25.00)

C. 主要國家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分析能力。(比重：5.00)

D. 主要國家對外政策分析能力。(比重：20.00)

E. 主要國家之安全戰略與政策分析。(比重：5.00)

F. 戰略理論與實務之分析能力。(比重：5.00)

G. 國際經濟態勢分析能力。(比重：5.00)

本課程對應校級基本素養之項目與比重

1. 全球視野。(比重：20.00)

2. 資訊運用。(比重：15.00)

3. 洞悉未來。(比重：20.00)

4. 品德倫理。(比重：5.00)

5. 獨立思考。(比重：25.00)

6. 樂活健康。(比重：5.00)

7. 團隊合作。(比重：5.00)

8. 美學涵養。(比重：5.00)

本課程是介紹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基本概念，尤其是國家承認、國際爭端解決、我

國外交政策及國際組織如聯合國與歐盟等重要議題。

本課程主要目的是建立對國際事務有效地分析模型，期能提升同學寫作學術報告

及培養通過國家考試之能力。

課程簡介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the basic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pecially covering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ssues: 

state recognition, settl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pute, ROC'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UN and EU.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course are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analysis 

model o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pectantly to improve Students' the 

writing skills for the academic report, and cultivate capabilities to pass 

entrance exams of the civil service.

教學目標(中文)
序
號

教學目標(英文)

本課程教學目標與認知、情意、技能目標之對應

將課程教學目標分別對應「認知（Cognitive）」、「情意（Affective）」與「技能(Psychomotor)」
的各目標類型。

 一、認知(Cognitive)：著重在該科目的事實、概念、程序、後設認知等各類知識之學習。
 二、情意(Affective)：著重在該科目的興趣、倫理、態度、信念、價值觀等之學習。
 三、技能(Psychomotor)：著重在該科目的肢體動作或技術操作之學習。

 1 1.瞭解國際法國際政治概要
2.理解承認及國際爭端解決
3.掌握我國外交政策。
4.研析主要國際組織
5.認識海洋法，並以在南海、釣魚
臺領土爭議為實例。
6.訓練撰擬學術報告及培養通過國
家考試能力

1. To understand the summary of IL and IP 2. To 
understand the recogni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pute 3. To have a good knowledge 
of the ROC's Foreign Policy 4. To analyze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5. To understand the Law of the Sea, taking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Diaoyutai Islands as an example
6. Training the writing skills of the academic report 
and   cultivating capabilities to pass entrance exams 
of the civil service

教學方法
序
號

教學目標之目標類型、核心能力、基本素養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目標類型
院、系(所)
核心能力

校級
基本素養

 1 講述、討論、發表 測驗、討論(含課
堂、線上)、報告(含口
頭、書面)

認知 ABCDEFG 12345678

授 課 進 度 表

週
次
日期起訖 內 容 (Subject/Topics) 備註

 1 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概要（Summ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9/03/02～

109/03/08

 2 國際法功能與來源（Functions and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109/03/09～

109/03/15

 3 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理論發展(International Law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9/03/16～

109/03/22

 4 國家及政府承認(State and Government Recognition)
109/03/23～

109/03/29



 5 國際爭端之解決（Settl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pute）

109/03/30～

109/04/05

 6 中華民國外交政策(一) (I. Foreign Policy of the ROC) 外交部參訪
109/04/06～

109/04/12

 7 中華民國外交政策(二) 推進新南向政策(II. Foreign 
Policy of the ROC- Promoting New Southbound 
Policy)

109/04/13～

109/04/19

 8 國際組織概要（Summa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9/04/20～

109/04/26

 9 中華民國外交政策(三) 我國參與國際組織（III. Foreign 
Policy of the ROC-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the ROC）

外交部參訪
109/04/27～

109/05/03

 10 聯合國及聯合國專門機構(UN and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109/05/04～

109/05/10

 11 海洋法（Law of the Sea）
109/05/11～

109/05/17

 12 中華民國領土爭議與解決（南海為例）（Territorial 
Dispute and Settlement of  the ROC, Tak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n Example）

109/05/18～

109/05/24

 13 中華民國領土爭議與解決（釣魚臺為例）（Territorial 
dispute and Settlement of  the ROC, Taking the 
Diaoyutai Islands as an Example）

109/05/25～

109/05/31

 14 歐洲統合(European Integration)
109/06/01～

109/06/07

 15 學期口頭報告（Semester Oral Report）
109/06/08～

109/06/14

 16 學期口頭報告（Semester Oral Report）
109/06/15～

109/06/21

 17 總結與測驗（Overall Conclusions and Test）
109/06/22～

109/06/28

 18 教師彈性補充教學：
學期口頭報告（Semester Oral Report）

109/06/29～

109/07/05

 修課應
注意事項

1.準時出席
2.課前準備
3.課中發問與討論

謝瑞智《國際法概論》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初版
姜皇池《國際公法導論》新學林出版社2013 三版
Anthony Aust,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10

教科書與
教材

電腦、投影機教學設備



參考文獻 Thomas H. Lee,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eemptive War: The Vitality of Sovereign Equality Today , This article is 
also available at i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67:147 Autumn 
2004, pp. 147-167,  http://www.law.duke.edu/journals/lcp
外交部， 「臺灣的國際法地位」說帖 2017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
n=E5B60D75EBD02E77&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
;amp;amp;sms=779A2E76271875CF&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
mp;amp;amp;amp;amp;s=A421F866010C8490
外交部，「東海議題」，2012-2016 https://www.mofa.gov.tw/theme.aspx?
s=CF5DF99964D9DB8E&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
;amp;sms=30258915F57EB2DC
外交部，「南海諸島之主權聲明及投書」， 2011-2016 
https://www.mofa.gov.tw/Newsnodept.aspx?
n=604CBAA3DB3DDA11&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
p;amp;amp;page=1&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
mp;amp;PageSize=20
Jennifer Li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7-29-RiseOfChina.pd
f
Department of State, US,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
cific-4Nov2019.pdf

學期成績
計算方式

篇 (本欄位僅適用於所授課程需批改作業之課程教師填寫)批改作業
  篇數

◆出席率：  40.0  %   ◆平時評量：      %   ◆期中評量：      %

◆期末評量：30.0  %   

◆其他〈口頭報告〉：30.0  %

備  考

「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csp 或由教務處 
首頁→教務資訊「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進入。

※不法影印是違法的行為。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勿不法影印他人著作，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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