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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入學考試  

考試科目：國際公法與國際政治  

考試日期：104年 5月 2日  

注意事項：  
1. 答案卷上的號碼即為您的准考證號碼，如有錯誤，請在十分鐘內向監考人員要求更換
試卷紙。  

2. 請勿書寫姓名。  
3. 試卷請隨答案紙一併交回，否則倒扣十分。  
 
一、近年來，「國際法不成體系」(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問題受到關心，國際法委員
會並對此一問題進行過研究，請說明此一問題內容與重點。(20%) 

 
二、A國為一位於南太平洋之島國，近日據專家調查報告，由於氣候變遷，海面上升，三年之
內，A國全國會被海水淹沒，而且目前找不出有效的解決方式。消息傳出，全國居民大為
恐慌： 
（一）A國人甲等五十二人駕船，未經 B國同意駛入 B國港口後，自動向 B國警方自首，

並聲稱具有「氣候難民」的身份。請依照「關於難民地位議定書」，討論甲的身份

與權利義務。(10%) 
（二）A國人乙等 500人經由人蛇集團安排，集體搭船赴 C國，途中發生海難，經 C國

海軍趕往救援，只有乙等 12人獲救。A國要求引渡乙，請問何謂「引渡」？在何
種情形下，C有將乙引渡至 A國的義務？又引渡應當符合哪些條件？(20%) 

 
三、先秦思想家韓非曾批評「合縱」(合眾弱以攻一強)與「連衡」(「衡」通「橫」，事一強以
攻眾弱)的對外政策。他舉例以為周室與各國同盟制衡秦國招致滅亡，衛國於秦伐魏時向秦
扈從，也為秦所滅。韓非批判「縱」、「衡」政策的論點與解決方案引文如下。試以現代國

際政治學的概念/理論探討韓非論證的合理性與侷限。（25％） 

(引文)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1圖而委2，效3璽而請兵矣。獻圖則

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人臣之言縱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

4大矣。救小未必能存，敵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縱，未見

其利，而亡地敗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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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去秦為縱，期年而舉5；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縱，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縱衡之計，而

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

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6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7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 

引文註解：1舉：雙手奉上。2委：交付。3效：呈獻。4敵：對抗。5舉：被攻陷。6頓：停留。7裁：

考慮。 

 
四、下文係節錄自一篇西方國關學者之期刊文章，請閱讀後依序回答提問。(25%) 

Both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power are necessary. Power lies in the capacity to reproduce the 
intersubjective meanings (reality) that constitute identities and structure, and then impose 
interpretations upon events, silenc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orchestrate the making of 
history. Change is hard but so long as there is difference, there is a potential for change. 
（1）文中的「權力」（power）概念較接近國關研究中的何種立場？理由為何？ 
（2）文中的「變革」（change）概念較接近國關研究中的何種立場？理由為何？ 
（3）依此文陳述，作者在國關理論中可被歸類於哪一（些）學派？此種論點對國際政治研
究有何貢獻？試申述之。 

 
 

 

試題請隨卷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