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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登及博士著作目錄 

List of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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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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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專書與專書編著 (Books and Edited Books)： 

吳玉山、張登及(編)(2024)。《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臺

北，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出版，2023 年 12 月。 

張亞中、張登及(編)(2023)。《國際關係總論》(第六版)。臺北，揚智文化，2023

年 12 月。 

包宗和、張登及(編)(2023)，《國際關係理論入門》(第三版)。臺北：五南圖書，

2023 年 8 月。 

包宗和、張登及(編)(2020)，《國際關係理論入門》(第二版)。臺北：五南圖書，

2020 年 9 月。 

張亞中、張登及(編)(2020)。《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臺北，揚智文化，2020

年 1 月。 

包宗和、張登及(編)(2018)，《國際關係理論入門》。臺北：五南圖書，2018 年 6

月。 

張亞中、張登及(編)(2016)。《國際關係總論》(第四版)。臺北，揚智文化，2016

年 9 月。 

Zhang, Yongjin and Teng-chi Chang ed. (2016).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張登及(編)(2013)。《東亞區域競合與兩岸國際參與創新》。臺北，二十一世紀基

金會出版，2013 年 8 月。 

程詣証、張登及(2011)。《二戰後美國對華安全戰略變遷與對華認識之演進

(1949-1971)》。臺北，臺大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發行。 

許韋婷、張登及(2011)。《鬧劇或悲劇？論 Maurice Meisner 眼中的中國》。臺北，

臺大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發行。 

張登及(2003)。《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

文化，200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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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 科技部 / 教育部研究計畫 (Research Projects)： 

張登及(2007-2008)。《「軟權力」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發展與應用：以冷戰後的

中國為案例》。國科會計畫：NSC96-2414-H-194-023。結案。 

張登及 (2008-2010)。《中國國際關係 /學爭論：知識社群的國家認同分析

(1996-2008)》。國科會計畫：NSC97-2410-H-194-059-MY2。結案。 

張登及(2010-2011)。《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發展與應用：以「天下」秩

序及朝貢體系研究為例》。國科會計畫：NSC99-2410-H-002-249。結案。 

張登及(2011-2012)。《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學派」的評估: 理論與案例的對話》。

國科會計畫：NSC100-2410-H-002-072。結案。 

張登及(2012-2013)。《古代中國對外關係：基礎概念的歷史探索及其理論意涵》。

國科會計畫：NSC101-2410-H-002-120。結案。 

張登及(2013-2015)。《國家的現實與天下的想像：唐代與清代案例的理論意涵》。

科技部計畫：NSC102-2410-H-002-136-MY2。結案。 

張登及(2015-2016)。《104 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

集計畫》。教育部計畫：MOE-104-3-3-A026。結案。 

張登及(2015-2016)。《在「國家」與「天下」之間：中國外交中羈縻政策的歷史

探索與現代實踐》。科技部計畫：NSC104-2410-H-002-096。結案。 

張登及(2016-2017)。《唐帝國與世界秩序：君臣策論中的天下觀類型學分析》。

科技部計畫：MOST105-2410-H-002-024。結案。 

張登及(2017-2019)。《隋唐時期的中國對外政策：古典現實主義與歷史社會學的

案例分析》。科技部計畫：MOST106-2410-H-002-113-MY2。結案。 

張登及(2019)。《後西方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科技部計畫：MOST108-2916 

-002-008-A1。結案。 

張登及(2019)。《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對中外國際關係自然狀態的探討國際研

討會》。科技部計畫：MOST109-2916-I-002 -005 -A1。結案。 

張登及(2019-2021)。《大國的區域戰略偏好：中國歷史案例的比較分析》。科技

部計畫：MOST108-2410-H-002-169-MY2。結案 

張登及(2021)。《後西方國際關係與中國學派國際研討會》。科技部計畫：

MOST110-2916-I-002-009-A1。結案 

張登及(2021)。《冊封之 vs. 郡縣之：漢代至明代中國政權的朝鮮半島政治比

較》。科技部計畫：MOST110-2410-H-002-041-MY2。結案 

張登及(2023)。《在印度與華夏文明下認識亞洲安全：戰略耐性的探究》。國科會

計畫：MOST112-2923-H-002-001-MY2。 

張登及(2023)。《當代中國外交：歷史與理論》。國科會計畫（專書）：國科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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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MOST112-2410-H-002-118-MY2。 

 

指導 國科會 / 科技部 大學生研究計畫(Supervised Projects by Students)： 

楊凱浩 (臺大政治系) (2011-2012)。《「制衡」與「卸責」：結構現實主義下的策

略選擇分析》。NSC100-2815-C-002-068-H (2012 大專學生國科會研究計畫

研究創作獎)。 

林孟潔 (臺大歷史系) (2012-2013)。《「東亞」概念的形成及其在國際關係理論中

的意義： 中日文獻的初探》。NSC101-2815-C-002-036-H。 

林宜汶 (臺大外文系) (2014-2015)。《分裂國家的自我認識與身份建構：以台海

兩岸與兩韓大眾影視文本為例》。NSC103-2815-C-002-045-H。 

李思慧 (臺大政治系) (2014-2015)。《權力不對稱下的中國對外政策：以兩岸、

中越、中韓關係為例》。NSC103-2815-C-002-046-H。 

何易(臺大政治系)(2016-2017)。《兩岸學界南海論述變遷之研究：1988-2016》。

MOST105-2815-C-002-158-H。 

林博謙(臺大政治系)(2018-2019)。《南亞各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應對(2013- 

2017)：以中國與南亞國家互動為核心》。MOST107-2813-C- 009-H。 

莊毅楷(臺大政治系)(2022-2023)。《政治話術還是雞同鴨講？中國『和平崛起』

論的話語分析》。MOST111-2813-C-002 -023 -H。 

 

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s)： 

劉則維、張登及(2023)。「兼併 vs.羈縻：以關係性權力分析中共對台策略的選擇

（1989-2012）。」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23 年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台北大學主辦，2023 年 10 月 21 日。 

Chang, Teng-chi (2023). “From Annexation to Vassalization: Comparing 

Pre-Modern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of Korean Peninsul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 Los Angels, USA; October 14, 2023. 

張登及(2022)。「歷史與國關：典範共量的困境與前景。」發表於《歷史與國關

VI：現況與前瞻座談會》（投影片版本）。臺北：臺大人文社會高研院、臺大

政治學系、中研院政治所主辦，2022 年 12 月 12 日。 

張登及(2022)。「新時代、新秩序：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概念、發展與前景。」

發表於《中共『二十大』與習近平執政十週年政策分析」學術研討會》。臺

北：政大東亞所主辦，2022 年 6 月 17 日。 

張登及(2022)。「中國對川普任內中美關係的總評估。」發表於《2017-2021 年

川普政府美中台關係及其影響學術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歐美所主辦，2022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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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登及(2021)。「均勢決定論？隋唐時期權力移轉與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發

表於《歷史與國關 V：權力轉移的膠著-歷史的視角學術研討會》。臺北：臺

大人文社會高研院、臺大政治學系、中研院政治所主辦，2022 年 12 月 17

日。 

呂冠樺、張登及(2021)。「東南亞國家如何回應中國基礎建設援助：柬埔寨與印

尼的比較研究。」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21 年年會國際學術研

討會》。臺北：臺灣大學主辦，2021 年 11 月 26 日。 

陳思宇、張登及(2021)。「迎合、議價與競爭：碎片化威權與中國大陸的新能源

汽車產業政策。」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2021年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

北：臺灣大學主辦，2021年11月6日。 

Chang, Teng-chi (2021). “Re-conceptualizing Tianxia of the Sui-Tang Era: A 

Prob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on Policy Deb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6th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PSA), Lisbon, Portugal, July 15, 2021. 

張登及(2021)。「美中兩強結構性對抗下的競爭性共存。」發表於《第十六屆兩

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政大東亞所主辦（視訊會議），2021 年 6

月 25 日。 

張登及(2020)。「冊封之？郡縣之？中國若干王朝之朝鮮半島政策初步比較。」

發表於《歷史與國關 IV：以古鑑今—大國逐霸，小國圖存學術研討會》。臺

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2020 年 12 月 4 日。 

張登及(2020)。「新冠疫情與解組中的自由國際秩序。」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20 年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世新大學主辦，2020 年 11 月 1 日。 

陳冠安、張登及(2019)。「極數國定理的檢證：以後冷戰時期的歐洲與斯拉夫次

體系為例。」發表於《台灣政治學會 2019 年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主辦，2019 年 12 月 7 日。 

張登及(2018)。「北京的朝鮮半島戰略偏好與中美國際秩序競爭」。發表於《第十

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政大東亞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主辦，2018 年 12 月 22 日。 

黃彥綾、張登及(2018)。「西方的朝貢、東方的霸權：美墨關係與中越關係的案

例對話。」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18 年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

灣大學政治學系主辦，2018 年 10 月 21 日。 

張登及、陳冠安(2018)。「從『習金會』看中國的朝鮮半島戰略偏好」。發表於《東

亞變局下的衝突與合作學術研討會》。臺北：遠景基金會主辦，2018 年 8 月

6 日。 

Chang, Teng-chi (2018). “The Essence of Chinese “Good Neighbor Policy”: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Mollification (Jimi) Strate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PSA), Brisbane, Australia, July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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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Teng-chi (2018). “The Tilted Trilateral Balance between the US, China 
and Taiwan and the Impacts of China’s Belt & Road Strate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sponse from East Asia 
Workshop,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The 
Netherlands, May 31, 2018.   

張登及(2018)。「中國崛起對西伐利亞國際體系衝擊的一些反思」，發表於《治國

良規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華夏科技整合聯合總會籌備處、台大政治學

系，2018 年 3 月 3 日。 

張登及(2017)。「當前兩岸情勢與台灣的南海政策選項：法理定位與路徑依賴分

析」，發表於《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南海問題學術研討會》，海口：中國南海研

究院主辦，2017 年 11 月 10 日。 

傅心姵、張登及(2017)。「日中交惡的認識論切片：近期日本中國評論家『嫌中

本』的分析」，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17 年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主辦，2017 年 10 月 14 日。 

張登及(2017)。「展望中共『十九大』後的對台政策。」發表於《變遷中的國際

秩序與東亞前景》，首爾：韓國外國與大學臺灣研究中心、中國地域學會

(China Area’s Studies Association Korea)主辦，2017 年 5 月 13 日。論文集

頁 103-108。 

Chang, Teng-chi (2017). “World Orders of the Tang Empire: A Typology of 
“Tianxia” in Policy Debates among Ruling Eli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Glob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mmittee (WISC) and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IR), Taipei, Taiwan, April 2, 2017.  

張登及(2017)。「川普就職後的兩岸關係風險評估與展望。」發表於《第五屆兩

岸新銳論壇》，韶關：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研所主辦，2017 年 3 月 10 日。 

張登及(2016)。「2016 年選舉後迄今的兩岸關係：揚棄「現狀」的時刻來臨？」

發表於《第三屆兩岸智庫學術論壇》，桂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研所主辦，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張登及、恩和烏音嘎(2016)。「兩強擠壓下的明智戰略：蒙古『第三鄰國』政策

初探。」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16 年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國

立東華大學主辦，2016 年 11 月 24 日。 

陳冠安、張登及(2016)。「全球體系、區域次體系與極數國定理：二十世紀東亞

區域體系案例試析。」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16 年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主辦，2016 年 11 月 24 日。 

張登及、金世勛(2016)。「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為：朝鮮半島的兩個歷

史案例初探。」發表於《中國再起：跨時、跨域、互動的觀點國際研討會》。

臺北：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2015 年 10 月 14 日。 

張登及(2015)。「兩岸現狀維持的變與不變：2016 年選後的評估」。發表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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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學術研討會》。上海：上海臺灣研究所主辦，2015 年

12 月 20 日。 

張登及(2015)。「唐朝對外關係：中國是獨特的嗎？」發表於《中國再起：一個

歷史與國關的對話研討會》，臺北：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中研院政治

所主辦，2015 年 11 月 20 日。 

Chang, Simon Teng-chi (201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ngolian Banner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An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ianxia Concep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History Group Annual Conference 2015, University of Kent, 
Canterbury, UK, September 11, 2015. 

張登及(2015)。「中國大陸的「新亞歐戰略」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新古典主

義的轉向。」發表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瞻學術研討會》，九江：全國臺

灣研究會(大陸)主辦，2015 年 8 月 11 日。 

黃奕婷、張登及(2015)。「中國崛起與東北亞的同盟構造：美韓同盟變遷的理論

意涵」，發表於《2015 年中國大陸研究年會》，嘉義：南華大學，2015 年 3

月 14 日。 

陳怡瑾、張登及(2015)。「柔性制衡、中美關係與中國外交：跨領域案例的初步

檢證」，發表於《中國大陸改革與民主轉型研討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

2015 年 1 月 6 日。 

張登及(2014)。「換位思考與北京對台政策新視角」。發表於《2014 年「兩岸互

信建立與換位思考」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社科院，2014 年 9

月 25 日。 

Chang, Simon Teng-chi (2014). “Xi Jinping’s China Dream: A Rising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Not Hiding Light Anymo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Frankfurt (Germany), 
August 11, 2014. 

Chang, Simon Teng-chi (2014). “Prospects on Cross-Strait Political Dialogue: 

The Peace Forum between ROC and PRC,” policy analysis presented at 

Taiwan Conference: Cross-Strait Political Dialogu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hosted by 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GWU, 
Washington D.C.) and the 21st Century Foundation (Taipei);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7, 2014. 

張登及(2013)。「國家的現實與天下的想像：唐代與清代案例的國際關係理論意

涵」。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13 年年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政

治學研究所，2013 年 12 月 7 日。 

賴劍文、張登及(2013)。「身份政治與政治身份：華人的身份建構與蘇卡諾時期

印尼對華政策。」發表於《全球化與在地性：中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的比較

與對話(系列二)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中心主辦，2013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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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Simon Teng-chi (2013).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3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Transnational Crime organized by The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R.O.C., November 26, 2013, pp. 1-19. 

張登及(2013)。「唐代『羈縻府州』的類型分析：在帝國與『國際』之間的安排」。

發表於《第二屆海峽兩岸民族學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蒙藏基金會(臺北)主辦，2013 年 8 月 19-20 日。 

Chang, Simon Teng-Chi (2013). “Bringing the East Asia Back In? An Interim 
Evaluation of Three Debates on the Chinese School of IR,”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Critics, organized by School of Sociolog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stol a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eijing, July 8-9, 2013. 

張登及(2013)。「國際格局變遷與『新型大國關係』下的兩岸關係」。發表於《2013

多元角度觀察：兩岸關係走向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社科院主

辦，2013 年 5 月 23 日。 

張登及(2013)。「東海問題與和平倡議：理論與實踐」。發表於《東海和平倡議前

景座談會》，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主辦，2013 年 5 月 14 日。 

Chang, Simon Teng-chi (2012).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China’s Soft Power as a Case,”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Asia and Beyond: Examining China’s 
Soft Power Diplomacy,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Area Studie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November 30, 2012.    

張登及(2012)。「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的評估：兼論對中美關係的影

響」。發表於《新形勢下之亞太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國大

陸研究學會與銘傳大學兩岸關係中心主辦，2012 年 11 月 27 日。 

張登及(2012)。「『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及台灣因應之道：攻勢現實主義理

論的分析」。發表於《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研討會》，台北，

遠景基金會，2012 年 10 月 23 日。 

張登及(2012)。「從和親到會盟：『天下秩序』下唐與吐蕃關係的考察」。發表於

《兩岸民族學學術研討會》，台北，財團法人蒙藏基金會，2012 年 10 月 17

日。 

邱坤玄、張登及(2012)。「台灣中共外交研究的回顧：新發展、新挑戰與新願景」，

發表於《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

所、國科會人社處政治學門主辦，2012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 

張登及(2012)。「天下秩序與中國古代的民族關係和治理：以唐代與清代為例」，

發表於《新世紀世界民族問題趨勢與特點學術研討會》，延邊，延邊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2012 年 7 月 23 日至 24 日。 

張登及(2012)。「後 ECFA 時期兩岸和平發展與參與區域合作之展望」，發表於



 8 

《兩岸發展新面向研討會》，台北，政大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MCSS)、台

灣師範大學政治所主辦，2012 年 2 月 15 日，頁 1-10。 

張登及、夏士傑(2011)。「大眾文化中的世界觀：四部日本政治漫畫的中國認識、

日中關係與國際秩序」，發表於《第九屆全球戰略與台海安全學術研討會》。

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主辦，2011年11月4日，頁1-31。 

鄭宣瑋、張登及(2011)。「中國軍事崛起對東亞安全形勢的衝擊（1990-2009）：

強權的評估與回應」，發表於《第四屆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台北，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主辦，2011 年 6 月 9 日，頁 1-37。 

張登及(2011)。「東亞再理論化：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發展中程評估」，發

表於《東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亞：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與區域實踐的對話研討

會》。台北，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辦，2011 年 3 月 28 日。 

張登及、陳瑩羲(2010)。「國際關係天下體系的再現？案例研究與理論反思」，發

表於《第六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主辦，2010 年 12 月 17 日。 

Chang, Simon T. (2010).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Building: An Innovation 
or an Illu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9th Taiwan-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Taipei, December 9-10, 2010. 

張登及、陳瑩羲(2010)。「朝貢體系的再現？以 90 年代以後中緬、中越關係為

例」，發表於《慶祝政治大學外交系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國際政治經濟學

與金磚四國》，台北，政治大學外交學系主辦，2010 年 10 月 22 日。 

張登及(2010)。「現實主義的偽善？國際政治主要行動者對『西藏問題』立場演

變的理論反省」，發表於《當代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台灣與日本學者的對

話》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主辦，2010 年 9 月 18 日。 

張登及(2010)。「清代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意涵：一種「天下體系」觀念下的國

際政治制度創新」，發表於《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歷史、文化與檔

案》，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辦，2010 年 7 月 5 日。 

張登及(2010)。「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之回顧」，發表於《第

三屆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系主辦，2010 年 6 月 12 日。 

李宛錚、張登及(2010)。「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

為例」，發表於《第三屆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系主辦，

2010 年 6 月 12 日。 

Chang, Simon T. (2010). “A “Realist” Hypocrisy? Scripting Sovereignty in 
Sino-Tibetan Relations and the Changing Posture of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Association of Asian Scholars (A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Studies”, New Delhi, April 23, 2010. 

Chang, Simon T. (2010). “Power Shift, Asymmetric Interests and Buck-Passing: 
Assessing the Dynamics of Recent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China Rise and the New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9 

conferenc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March 11-12, 2010. 

夏士傑、張登及(2009)。「大眾文化中的世界觀：以冷戰後日本政治漫畫的中國

認識與東亞秩序為例」，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09 年年會》，台北，國立

台北大學公行系主辦，2009 年 11 月 7 日。 

張登及(2009)。「中國崛起與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重估朝貢體系與『天下』世

界觀的意涵」，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09 年年會》，台北，國立台北大學

公行系主辦，2009 年 11 月 7 日。 

張登及(2009)。「歷史、大國關係與行動者：「西藏問題」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反省」，

發表於《展望 2010 兩岸政經社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發所主

辦，2009 年 10 月 13 日。 

張登及(2009)。「G2 論與十年來的中美關係：一個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和反省」，

發表於《中共建政與兩岸分治六十年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

中共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主辦，2009 年 9 月 25 日。 

余佳芳、張登及(2009)。「理論移植或創新？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論

述初探(1998-2008)」，《國際關係學會第二屆年會論文研討會》，2009 年 5 月

9 日，嘉義：中正大學戰略所主辦。 

邱坤玄、張登及(2008)。「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研究的對話：台灣學界的分

析」。《政治大學東亞所四十週年所慶學術演討會》，2008 年 12 月 26 日，台

北。 

蔡育岱、張登及(2008)。「反恐措施與人類安全：防禦、外交、發展三面向的整

合模式」。《中央警察大學學術演討會》，2008 年 12 月 15 日，桃園龜山。 

張登及(2008)。「中國外交政策的典範轉移？—從「大國外交」到「和諧世界」。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學術演討會》，2008 年 9 月 28 日，嘉義。 

張登及(2008)。「『軟權力』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發展試析：以冷戰後的中國

為案例」。第一屆《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學術演討會》，2008 年 05 月

10 日，台北。 

石之瑜、張登及、郭佳佳、郭銘傑、孟祥瑞(2008)。「替中國辯護的中國學：以

中國為中心的知識社群如何可能？」第一屆《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學

術演討會》，2008 年 05 月 10 日，台北。 

張登及(2007)。「本體安全視角下的恐怖主義：以近期英國為例」。《中央警察大

學學術演討會》，2007 年 11 月 19 日，桃園龜山。 

張登及(2006)。「地緣因素與新現實主義：理論強化或理論缺口—以冷戰後的美

中地緣競逐為例—」。《中國政治學會年會學術演討會》，2006 年 9 月，台北。 

Chang, Simon Teng-chi (2004). “China Rising and Its Great-Power Diplomacy,”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Studies, Sheffield, UK, March 18, 2004. 

張登及(1999)。「中共『懲越戰爭』的歷史結構分析：對外政策的武力使用」。《亞



 10 

太安全研究成果發表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9 年 12 月 11 日。 

 

期刊論文 (Journal Articles)： 

張登及(2023)。「地緣政治與新持久戰：俄烏戰爭、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思

想》，第 46 期，頁 335-341。 

呂冠樺、張登及(2022)。「柬埔寨與印尼如何回應中國基礎建設援助：以一帶一

路項目為例。」《東亞研究》，第 53 卷第 2 期，頁 3-46。 

陳思宇、張登及(2022)。「迎合、敷衍、議價與對抗：中國大陸新 能源汽車政策

中的央地互動」，《中國大陸研究》，第 65 卷第 4 期，頁 1-44。(TSSCI) File 

張登及(2020)。「國際秩序的變遷與新冠疫情衝擊的影響」，《思想》，第 41 期，

頁 295-302。 

Chang, Teng-chi (2020). “Governing Inter-ethnical / International Order for 
China: A Comparison of Tang's Mollification System and Qing's Mongolian 
Banner System,” Asian Ethnicity, Vol. 21-2, pp. 305-319. (Scopus)  File 

傅心姵、張登及(2019)。「日本反中潮流的『中國像』分析：以『嫌中本』出版

潮為例」，《東亞研究》，第 50 卷第 1 期，頁 79-118。File 

陳冠安、張登及(2019)。「全球體系、區域次體系與極數國定理：攻勢現實主義

的案例檢證。」《問題與研究》，第 58 卷第 1 期，頁 1-46。(TSSCI)  File 

艾約銘、葉曉迪、張登及(2018)。「中國國家利益概念的演變：一個權力結構轉

變的視角。」《中國大陸研究》，第 61 卷第 1 期，頁 63-88。(TSSCI)  File 

張登及(2018)。「習時代中共的『銳實力』戰略？概念構成與理論反思。」《展望

與探索》，第 16 卷第 4 期，頁 119-133。 File 

黃奕婷、張登及(2017)。「冷戰後韓美同盟變遷的研究︰2002-2013。」《遠景季

刊》，第 18 卷第 4 期，頁 61-112。(TSSCI) File 

張登及、金世勛(2017)。「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為：朝鮮半島的兩個歷

史案例初探。」《政治學報》，第 63 期，頁 63-79。(TSSCI) File 

張登及、夏士傑(2015)。「大眾文化中的世界觀：日本政治漫畫的中國認識、日

中關係與國際秩序。」《東亞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頁 3-47。 File 

唐傳瑚、張登及(2015)。「具中國特色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權力與 NGO 自

主性之文獻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49 期，頁 53-82。File 

張登及(2015)。「2015 年後臺美中關係與政策展望」。《亞太評論》，第 1 卷第 1

期，頁 17-30。 

張登及(2014)。「內外新形勢變化下的新型兩岸關係（爭議）」，《台海研究》，2014

年第 4 期（總 6 期），頁 11-20。 

http://mcs.nccu.edu.tw/current.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N7qs0N6v3UcqRa8yIYPat5FA8zHU_6I/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472k8GkiUR7lRrkPOInwk13wELe_Hm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se-6LtqhnxV-ysd1CRGJHK_NUDi2coA/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ZMQic5s1ho9e3fBeWBhw6a998PNW2D/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uA5EnhWivusFgMGAKY_-9nnfvD_5FFj/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5BA9pjNtIzQ63dihZXpB4fXeAN2ndWB/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LgQkOdEFVJ7iic6snhAw-ZIANtfXG_z/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NuZjE-p2ZF8krEhC5F7BkrJlWLBw5Cl/view?usp=share_link
https://ir.lib.nchu.edu.tw/bitstream/11455/86858/1/86849-7.pdf


 11 

張登及(2013)。「『再平衡』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

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頁 53-99。(TSSCI) File 

張登及、陳瑩羲(2012)。「朝貢體系再現與『天下體系』興起？中國外交的案例

研究與理論反思」，《中國大陸研究》，第 55 卷第 4 期，頁 89-123。(TSSCI) 

File 

Yu, Chih-Wei and Teng-Chi Chang (2012). “China’s African Policy: An Analysis 
of Soft Power and the Tribute System,” Prospect Journal, Vol.7(April 2012), 
pp.59-84. 

李宛錚、張登及(2012)。「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

為例」。《東亞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頁 130-161。 

Chang, Teng-chi Simon (2011). “A “Realist” Hypocrisy? Scripting Sovereignty 
in Sino-Tibetan Relations and the Changing Posture of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ian Ethnicity, Vol.12-3, pp. 323-335. (Scopus) File 

游智偉、張登及(2011)。「中國的非洲政策：軟權力與朝貢體系的分析」，《遠景

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頁 111-156。(TSSCI) File 

余佳芳、張登及(2011)。「理論移植或創新：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

發展 (1998-2008)」，《東亞研究》，第 42 卷第 1 期，頁 45-90。File 

石之瑜、張登及、郭佳佳、郭銘傑、孟祥瑞(2011)。「以中國為中心的知識社群

如何可能？」，《復旦國際研究評論》，第 10 期(2011 年 5 月)，復旦大學國際

關係學院出版，頁 35-57。(CSSCI) File 

張登及、蔡育岱、譚偉恩(2011)。「兩岸未來互動模式之研究：以『自由聯繫邦』

為基礎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5 期(2011)，頁 29-51。 

張登及(2010)。「清代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意涵：一種『天下體系』觀念下的國

際政治制度創新」，《蒙藏季刊》，第 19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34-49。 

File 

張登及、王似華(2010)。「中美建交三十年—北京對美政策與雙邊關係之回顧」，

《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2010 年 10 月)，頁 49-76。File 

石之瑜、張登及(2010)。「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世界經濟與政治》，

總 353 期(2010 年 1 月)，頁 37-52。(CSSCI) 

張登及(2009)。「本體安全視角下的恐怖主義：以英國倫敦七七恐怖攻擊事件為

例的分析」。《問題與研究》，48 卷 4 期，頁 67-94。(TSSCI) File 

石之瑜、張登及(2009)。「中國崛起的意義」，《文化研究》，第 8 期(中華民國文

化研究學會主編，遠流出版)，2009 年 8 月，頁 193-212。(TSSCI) File 

張登及(2009)。「理論改良還是理論缺口：新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美地緣競爭的

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9 年第 3 期，頁 6-18。(CSSCI) 

蔡育岱、張登及、譚偉恩(2009)。「反恐措施與人類安全：防禦、外交、發展的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472k8GkiUR7lRrkPOInwk13wELe_Hm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me2h1bkWL19mC8rx3b_EuUtPuvsndli/view?usp=share_link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631369.2011.605545?journalCode=caet2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5601696-201110-201203140029-201203140029-113-158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99245/1/42(1)p45-84.pdf
http://www.cqvip.com/qk/71928x/2011001/70687174504849494848484851.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D8s3hvsdk7PzrysVji6oYfIOnxOB_ks/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PBQWAzGFoQoKWONDM3u5_MtSCAiUKhI/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SqD58sD5F-buh1W1uWFf009U5smotSQ/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8eG7-ukgdy9ZtPwZG-ZKAMhrF3gD4p8/view?usp=share_link


 12 

整合模式」，《全球政治評論》，第 28 期，頁 39-62。 

Chang, Tengchi (2009), “Sino-American Geographical Competition in 
North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A Neorealist Perspective and its 
Reflectio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5-2, pp.171-211.  

張登及(2008)。「地緣因素與新現實主義：以冷戰後的美中地緣競逐為例」。政治

學報，第 45 期，2008 年 6 月，頁 95-134。(TSSCI) 

張登及(2004)。「中國大國外交的類型學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總

288 期，2004 年 8 月，頁 76-80。(CSSCI) File 

張登及(2004)。「中共朝鮮半島戰略偏好架構試擬」，《展望與探索》，第 2 卷第 5

期，2004 年 5 月，頁 110-114。 File 

張登及(2002)。「爭論中的中共『大國外交』政策：對大陸學者訪談的綜合報告」。

《東亞季刊》，第 32 卷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1-21。 

張登及(2002)。「後冷戰時期的『中』歐外交關係」，《共黨問題研究》，2002 年

9 月，第 28 卷第 9 期，頁 19-32。 

張登及(2002)。「冷戰後中共參與國際組織的歷程：一個概觀」。《中國事務季刊》，

2002 年 7 月，頁 90-105。 

張登及(2001)。「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西方的中共外交研究」。《中國大陸研

究》，第 44 卷第 11 期， 2001 年 11 月，頁 15-35。 (TSSCI) File 

張登及(2001)。「中共外交中的『大國』概念：歷史類型學的分析」。《共黨問題

研究》，第 27 卷第 11 期，2001 年 11 月，頁 19-32。 

張登及(2001)。「中共『大國外交』構思下兩岸關係的發展—思辯模型試擬」。《中

國事務季刊》，2001 年 4 月，頁 131-135。 

張登及(2001)。「國內兩岸關係理論研究取向發展試析」。《共黨問題研究》，2001

年 3 月，第 27 卷第 3 期，頁 7-16。File 

張登及(2001)。「中共建政後歷屆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涉外言論的內容分析」。《東

亞季刊》，第 32 卷第 1 期，2001 年 1 月，頁 53-82。File 

張登及(2001)。「發展中的中共『大國外交』新構思—兼論對兩岸關係形成的挑

戰與契機」。《中國事務季刊》，2001 年 1 月，頁 34-65。 

張登及(2000)。「中國大陸政治發展中的知識分子--兼論劉少奇的「黨員」理論」。

《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8 期，2000 年 8 月，頁 49-59。 

張登及(2000)。「荀子政治理論的宏觀考察與時代意義」。《哲學與文化》，2000

年 7 月，頁 683-700、703。(2009 年起 A&HCI)  File 

張登及(2000)。「陳獨秀的政治思想與中國共運之回顧」。《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63-77。 (TSSCI)  File 

張登及(2000)。「中共『懲越戰爭』的歷史結構分析：對外政策的武力使用」。《東

http://lukacs.myweb.hinet.net/2004_82.ht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Qzfka3LL3TeI7A1nXVdLk_QOgOSIMxg/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PIBMeMLOC95bS-Nve2_XX7xS6YOWROT/view?usp=share_link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132716-200111-44-11-15-35-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7a-WGhNOKVLrTUMl1ilCoMO4GTJkhmJ/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uPGQ18tXVR9irgSMc2hM3PN6ZrbsYJX/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xa5RUYpxN0ElvCHY0sCUJsdTCwtJym/view?usp=share_link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132716-200001-43-1-63-77-a


 13 

亞季刊》，第 31 卷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91-114。 File 

張登及(1999)。「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前夕重估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共

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4 期，1999 年 4 月，頁 66-72。 

張登及(1993)。「韓非社會秩序理論的內涵與其歷史意義」。《政治學刊》(臺大政

治系學會)，第 2 期，頁 92-104。 

 

專書篇章 (Book Chapters)： 

張登及(2024)。「郡縣之？冊封之？中國若干王朝之朝鮮半島政策初步比較。」

吳玉山、張登及(編)。《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臺北，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出版，2023 年 12 月，頁 213-270。 

張登及(2023)。「北京對川普任內中美關係的總評估：中方學者論點述評。」收

於林正義(編)。《川普政府中美關係專題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出

版，頁 61-74。 

張登及(2023)。「美中台三角關係」。收於王信賢、寇健文(編)。《中國大陸概論》

(第三版)。臺北，五南圖書，頁 367-396。 File 

張登及(2023)。「國別學派與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收於包宗和、張登及(編)，《國

際關係理論入門》(第三版)。臺北：五南圖書，頁 237-264。 

張登及(2022)。「新時代、新秩序：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概念、發展與前景。」

收於吳玉山(等編)，《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檢視》。臺北：

五南出版社，頁 273-306。 

張登及(2022)。「全球化下的國際政經格局與危機。」收於丁守中(編)，《奔向戰

場：危險十字路口的臺灣》。臺北：時報出版社，頁 17-33。 

張登及(2021)。「新冠疫情與解組中的自由國際秩序。」收於廖咸浩(編)，《超越

天啟：疫病、全球化、人類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出版，頁 59-84。 File  

張登及(2021)。「美中台三角關係」。收於王信賢、寇健文(編)。《中國大陸概論》

(第二版)。臺北，五南圖書，頁 355-384。 File 

張登及(2020)。「國別學派與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收於包宗和、張登及(編)，《國

際關係理論入門》(第二版)。臺北：五南圖書，頁 233-258。 

張登及(2020)。「美中台三角關係」。收於王信賢、寇健文(編)。《中國大陸概論》。

臺北，五南圖書，頁 351-380。 

張登及(2020)。「國際秩序的未來」。收於張亞中、張登及(編)(2020)。《國際關係

總論》(第五版)。臺北，揚智文化，頁 541-570。 

邱坤玄、張登及(2019)。「東亞所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會議交流的歷程

與意義」。收於吳玉山、王信賢(編) 《從一所看一學科：政大東亞所與台灣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handle/123456789/5132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_N6pO_QQN3w9blDvU8j1okmIM2E66Ib/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WUYhvX3NR3pMrjQ-75hXZRFDGfAUfgm/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6Z1hVZpFjux0KpB1TWdjZSjSS5ZpzkL/view?usp=share_link


 14 

的中國大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頁 189-196。 

Chang, Teng-chi (2018).“China’s Soft Footprint in the Arena of Foreign Policy: 
Not “Hiding Light” Anymore?” in Maria S. Diokno, Hsin-Huang M. Hsiao 
and Alan Yang ed., China’s Footprint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pp.31-62. File 

張登及(2018)。「國別學派與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收於包宗和、張登及(編)，《國

際關係理論入門》。臺北：五南圖書，頁 221-244。 

張登及(2018)。「唐帝國再起與國際關係：君臣策論與天下觀的變遷」。收於吳玉

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

等研究院出版，頁 163-185。File 

張登及(2017)。「2016 年中共高層出席重要國際會議要況與意涵」。收於《2017

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頁 4(79)-4(88)。 

方天賜、張登及(2016)。「民族主義、文明衝突與恐怖主義」。收於張亞中、張登

及(編)，《國際關係總論》(第四版)。臺北：揚智文化，頁 251-282。 

Chang, Teng-chi (2016). “Debating the Chinese School of IR: A Reflective 

Review from Taiwan,”in Yongjin Zhang and Teng-chi Chang ed.,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pp. 81-97.  

Zhang, Yongjin and Teng-chi Chang (2016).“Introducti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Theory,”in Yongjin Zhang and Teng-chi Chang ed.,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pp.1-14.   

張登及(2016)。「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與困境」。收於《2016 中共年報》。臺

北：中共研究雜誌社，頁 4(7)-4(17)。 

張登及(2016)。「本體安全視角下的台灣非傳統安全」。收於林碧炤、蔡育岱、左

正東(編)，《臺灣與非傳統安全》。臺北：五南圖書，2016 年 1 月，頁 17-32。 

張登及(2015)。「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發展中程評估」。收於楊昊(編)，《東

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亞》。臺北：洪業出版，頁 127-154。 

潘崇易、張登及(譯)(2014)，John J. Mearsheimer(著)，「向臺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收於 John J.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

《大國政治的悲劇》。臺北：麥田出版，頁 475-493。 File 

邱坤玄、張登及(2013)。「臺灣中共外交研究的回顧：新發展與新挑戰」，收於吳

玉山、林繼文、冷則剛(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五南圖書，頁

439-462。File 

Chang, Teng-chi Simon(2013). “A “Realist” Hypocrisy? Scripting Sovereignty in 
Sino-Tibetan Relations and the Changing Posture of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hih, Chih-yu and Yu-Wen Chen ed., Tibet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Ch. 7, pp. 94-107.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Ck-Bngmk9w1lUlzy87_DWxC8A_PHcXt/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QbOb6HaLdxU_MnPisPGFFwWXKk4D9rr/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D3nTqzLBId18Hb8qY3NHV9GiXAI_Vhw/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tuVMHrn-OaiyNcRMo6nsY5qS6x3aVzE/view?usp=share_link


 15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chapter was published with the same title at 
Asian Ethnicity, Vol. 12-3, Winter/ 2011.) 

張登及(2013)。「『再平衡』對中美關係 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收於包

宗和(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臺北：遠景基金會出

版，頁 173-218。(摘自《遠景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同名文章)。 

方天賜、張登及(2011)。「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收於《國際關係總論》。張亞

中、左正東主編。臺北：揚智文化，頁 217-250。 

張登及(2011)。「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收於《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王

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主編。臺北：巨流出版，頁 421-450。 

Chang, Teng-chi (2011). “Power Shift, Asymmetric Interests and Buck-Passing: 
Assessing the Dynamics of Recent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in Li 
MingJiang ed., China and East Asian Strategic Dynamics: The Shaping of 
a New Regional Order,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pp. 199-215. File 

Shih, Chih-yu and Teng-chi Chang (2011), “The China Studies that Defend 
Chineseness: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na Centrism in the Divided 
Sino-phone World,” in Herbert S. Yee ed., China’s Rise—Threat or 
Opportunit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1, pp. 280-297. 

石之瑜、張登及(2010)。「感覺中國崛起：本體敘事及其情感基礎」，收於丁樹範、

張雅君編，《霸權之後與中國崛起》，臺北：政大國關中心出版，頁 1-46。 

張登及(2009)。「G2 論與十年來的中美關係：一個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和反省」，

收於《中共建政與兩岸分治六十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共研究雜誌

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頁 3-18。 

邱坤玄、張登及(2008)。「大國外交的戰略意涵與作為」，收於《中國大陸改革開

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臺北，遠景基金會，頁 91-106。 

張登及(2007)。「大國崛起相對論：中國崛起現象的分析」，收於《大國崛起相對

論》，臺北，青林出版社，2007 年 7 月，頁 194-207. 

張登及(2005)。「中日關係：三種戰略原形及其競合」。收於《中國與日本的敵對

危險》，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5 年，頁 25-29. 

 

學位論文 (Dissertations)： 

Chang, Teng-chi (2007). Neorealist Debates: Insights and Understanding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1990-2005.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File 

張登及(2002)。《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之研究：理論與實踐的分析》。政治大

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 7 月。 

張登及(1994)。《中共的世界觀與對外政策的演變：建黨初期到改革開放》。臺灣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Ro8VV9_vhCh6ur1iedswQtEtJXKWlAU/view?usp=share_link
https://find.shef.ac.uk/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44SFD_ALMA_DS21193079340001441&context=L&vid=44SFD_VU2&lang=en_US&search_scope=SCOP_EVERYTHING&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any,contains,Neorealist%20debates%20:%20insights%20and%20understandings%20of%20Sino-American%20relations%20in%20the%20period%201990-2005&offset=0


 16 

書評、推薦序、學術專訪 (Reviews, Forewords, Academic Interviews)： 

張登及(2022)。「推薦序：國際關係進步自由主義及其批評。」收於 John J. 

Mearsheimer，《大幻覺：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實》。臺北：八旗出版，

頁 7-14。File 

張登及(2022)。「推薦序：回到以『人』作為要素的外交論。」收於趙宏偉，《中

國外交論》。臺北：五南出版，頁 i-ii。 

張登及(2022)。「居安思危：延續二十一世紀美國單極的大戰略。」收於 Rush 

Doshi (杜如松)著，李寧怡譯，《長期博奕：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

戰略》。臺北：八旗出版社，頁 11-16。File 

張登及(2022)。「必然相關、注定即興。」收於石之瑜，《國際政治學的關係理論

與中國文集》。臺北：臺大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出版，頁 i-iii。

File 

張登及(2021)。「推薦序：兩種民國滅亡論的弔詭與困局。」收於黃年，《希望習

近平看到此書：化解兩岸困局》。臺北：天下文化，頁 14-21。File 

張登及(2019)。「推薦序：以史識為本，為國家決斷。」收於張國城，《國家的決

斷》。臺北：八旗文化，頁 9-12。 File 

張登及(2017)。「地理：命運的鎖鍊、自由的航標。」收於 Robert Kaplan 著，

林添貴譯，《地理的復仇》。臺北：麥田出版，頁 5-12。 File 

張登及(2016)。「無可救藥的樂觀，無可救藥的好人」，收於包淳亮，《中國可以

偉大的五十個理由》。臺北：致知出版，頁 13-15。 

張登及(2015)。「推薦序」。收於林泰和，《恐怖主義研究：概念與理論》。臺北：

五南出版。 

張登及(2014)。「推薦序」。收於蔡育岱，《人類安全與國際關係：概念、主題與

實踐》。臺北：五南出版。 

黃立志(2014)。「國際關係研究在臺灣：張登及副教授訪談」。《國際政治研究》

（北京大學），2014 年第 6 期，頁 105-117。 

張登及(2014)。「推薦序：理性的總和？恐懼的總和？」收於 John J.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臺北：麥田出版，頁 11-16。

File 

張登及(2014)。「推薦序」。收於王俊評，《和諧世界與亞太的權力平衡：中國崛

起的世界觀、戰略文化與地緣戰略》。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頁 13-16。 

張登及(2013)。「導論」。收於閻學通，《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臺北：

八旗文化，頁 39-46。 File 

張登及(2013)。「崛起的軌跡、前景的線索：評 Odd A. Westad『躁動的帝國：

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林添貴譯)』」，《陽光時務週刊》(香港)，總 56

期，頁 75。 File 

https://vocus.cc/article/65ae159efd89780001a9bb9c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590510130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590695462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590102866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588528343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51755462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Hgder-J3F0W-kYN6T0y_uMZ1m0ni5QQ/view?usp=share_link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155521742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155535461


 17 

張登及(2012)。「推薦序：台灣—做為世界史的當事人」。收於 宮本雄二 著，林

錚顗譯，《日本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台北：八旗文化，頁 16-19。 

張登及(2007)。「大國崛起英國篇導讀」，收於《大國崛起：英國》，臺北，青林

出版社，2007 年 7 月，頁 1-8. File 

 

學術通訊與政策研析 (Policy Analyses, Newsletter Articles)： 

Chang, Teng-Chi (2024). “Introduction to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The 2024 
Election Resul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talking poin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Security, 
Pondicherry University, Feb. 28, 2024, Pondicherry, India.   

張登及(2023)。「2023 年舊金山 APEC 拜習會簡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

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23 年 11 月，頁 15-19。 File 

莊毅楷、張登及(2023)。「雞同鴨講或殊途同歸？中國『和平崛起論』的文獻初

探」《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大政治系 / 陸委會），147 期，2023

年 9 月，頁 3-10。 

張登及(2023)。「氣球事件與美中關係觀察」《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大

政治系 / 陸委會），145 期，2023 年 3 月，頁 1-3。（轉自《大陸與兩岸

情勢簡報》）  

張登及(2023)。「氣球事件與美中關係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 >，2023 年 3 月，頁 15-18。File 

張登及(2022)。「近期中共外交重要活動與趨勢之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22 年 12 月，頁 22-25。File 

張登及、邱佑寧(2022)。「『中共二十大前黨政情勢與官媒主題分析』與談稿。」

收於《中共二十大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法務部調查局，2022

年 12 月，頁 25-27。 

張登及(2022)。「中共『二十大』外交路線與近期國際動向」，《大陸與兩岸情勢

簡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22 年 10 月，頁 23-29。File 

祁賓鴻(專訪)(2022)。「俄烏衝突兩大關鍵：民族斷層與海陸之爭。」《多維新聞》

（網路版），2022 年 3 月 14 日。< https://vocus.cc/article/ 

6235d5d8fd89780001c0ea7c >.  

張登及(2021)。「2021 英國 G7 峰會系列活動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

委會），<http://www.mac.gov.tw >，2021 年 6 月，頁 12-15。 

張登及(2021)。「中美雙百年：競爭性共存的考驗」，《多維新聞》（網路版），2021

年 5 月 22 日。<https://www.dwnews.com/%E5%8F%B0%E6%B9%BE/ 

60241747/%E5%A4%9A%E7%BB%B4%E5%90%8D%E5%AE%B6%E5
%BC%A0%E7%99%BB%E5%8F%8A%E4%B8%AD%E7%BE%8E%E5%
8F%8C%E7%99%BE%E5%B9%B4%E7%AB%9E%E4%BA%89%E6%80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AL%BF%FE%F3%AA&f=author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12343850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9jZTljYTllYi0zNmJkLTRkMzMtYTQzNS0zZTlhZDJhYTZjNzAucGRm&n=5Zub44CB6IiK6YeR5bGxQVBFQ%2bOAjOaLnOe%2fkuacg%2bOAjeewoeaekC3lvLXnmbvlj4oucGRm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8xNDYwNzVmYy01MmNjLTRiNTktYWYzNS03MDQ3NmVlYjBhOTgucGRm&n=5Zub44CB5rCj55CD5LqL5Lu26IiH5Lit576O6Zec5L%2bCLeW8teeZu%2bWPii5wZGY%3d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82M2YyODY2ZC1mMWJlLTQzZTgtYjliZC0yNmMwZjM0YzI4YTQucGRm&n=NS7ov5HmnJ%2fkuK3lhbHlpJbkuovmtLvli5Xlj4rnrZbnlaXop4Dlr58ucGRm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8yZWE4ZTJjOS0zMTJhLTQ2MzktOWM5NS1lYWZlZTNhMjZlNGIucGRm&n=NOW8teeZu%2bWPiuS6jOWNgeWkp%2bWgseWRiuWkluS6pOWLleWQkS5wZGY%3d


 18 

%A7%E5%85%B1%E5%AD%98%E7%9A%84%E8%80%83%E9%AA%8
C%E4%B8%AD%E7%BE%8E%E8%A3%B8%E6%88%98> 

張登及(2020)。「美國大選後的美中台三邊關係初步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

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20 年 11 月，頁 18-21。 

張登及(2020)。「北京超前部署，遏制川普臨危冒險。」《海峽評論》，第 359 期，

頁 32-33。 

張登及(2020)。「國際秩序解體下的美中競爭：東亞陷入戰爭迷霧。」《多維月刊》，

第 56 期，頁 139-140。 

張登及(2020)。「第 73 屆世界衛生大會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 >，2020 年 6 月，頁 5-8。File 

廖士鋒(專訪)(2020)。「劍指台灣：中緬聯合聲明暗渡『一中』新模式？」《多維

月刊》，第 52 期，頁 38-39。 

張登及(2020)。「2019 年日韓領導人訪『中』與成都峰會評析」，《大陸與兩岸

情勢簡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20 年 1 月，頁 15-20。 

張登及(2020)。「英國脫歐：國際秩序衰敗的切片。」《海峽評論》，第 351 期，

頁 16-17，< https://www.npf.org.tw/1/22431 >。 

張登及(2019)。「中印清奈峰會：有亞洲特色的大國外交。」《海峽評論》，第 348

期，頁 27-28。 

張登及(2019)。「美中台三角關係發展與台灣『負責任的避險』戰略」。《戰略安

全研析》，第 157 期，2019 年 6 月，頁 62-70。File 

張登及(2019)。「超越大國政治的悲劇：回顧兩岸關係七十年。」《海峽評論》，

第 346 期，頁 24-25。 

張登及(2019)。「論美國的『自由航行行動』：戰略意圖與影響。」《海峽評論》，

第 343 期，頁 23-24。 

張登及(2019)。「舊陷阱與新格局：中美關係四十年」。《海峽評論》，第 338 期，

頁 31-36。 

張登及(2018)。「2018 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北京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

簡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8 年 11 月，頁 1-3。 

張登及(2018)。「朝鮮半島前景觀察與中美國際秩序競爭」《中國大陸研究教學

通訊》（台大政治系 / 陸委會），127 期，2018 年 9 月，頁 11-13。 

張登及(2017)。「川普訪陸後美中關係及對兩岸關係之影響。」《展望與探索》，

第 15 卷第 12 期，頁 1-6。File 

張登及(2017)。「中共對台政策：層次分析與趨勢展望」。《戰略安全研析》，第

146 期，2017 年 6 月，頁 66-74。 

http://www.china-studies.taipei/comm/135.pdf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31120002-201908-201912260008-201912260008-62-7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4SxqeoM7M26X2Pox1RLt_NeH4PlW-kR/view?usp=share_link


 19 

張登及(2017)。「蔡川通話到習川通話：台中美險中求穩。」《展望與探索》，

第 15 卷第 3 期，頁 9-14。 

張登及、恩和烏音嘎(2016)。「蒙古國『第三鄰國』政策：沿革與規定。」《中

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大政治系 / 陸委會），120 期，2016 年 12 月，

頁 4-8。 File 

張登及(2016)。「2016 年大陸兩會與兩岸關係前瞻：冷和平的起幕」，《新興市場

商訊》，第 3 期，2016 年 4 月，頁 1-5。 

張登及(2015)。「習近平與李克強出席 G20、APEC 與東協系列峰會評析」，《大

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5 年 12 月，

頁 1-3。 

王俊評、張登及(2015)。「一帶一路之內涵及其對美中關係之影響」。《戰略安全

研析》，第 118 期，2015 年 2 月，頁 21-30。 

張登及(2015)。「一帶一路：大陸『新亞歐戰略』的地緣政治分析」，《交流》（海

基會），139 期（2015 年 2 月號），頁 20-23。File 

張登及(2014)。「換位思考與北京對台政策的台灣視角」，《中國評論》，總 204

期，頁 33-36。（本文原發表於中國文化大學主辦《兩岸建立互信與換位思考

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2014 年 9 月 25 日。期刊與網路版內

容業經編者考量後略做刪節。） 

張登及(2014)。「2014 年 APEC 歐習會與美中關係動向」，《亞太和平月刊》，第

6 卷第 11 期，頁 5-6。 

張登及(2014)。「北京的『亞歐戰略』新佈局與李克強訪問德俄義三國」，《展望

與探索》，第 12 卷第 11 期，2014 年 11 月，頁 13-17。File 

張登及(2014)。「大陸地緣經濟戰略軸心：一帶一路」，《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4 年 9 月，頁 1-3。File 

張登及(2014)。「中共對烏克蘭情勢之態度、立場與政策意涵」。《中國大陸研究

教學通訊》（台大政治系 / 陸委會），110 期，2014 年 6 月，頁 3-7。File 

張登及(2014)。「亞信上海峰會與中共『亞歐戰略』新部署」，《亞太和平月刊》，

第 6 卷第 6 期，頁 6-7。 

楊昊、張登及(2014)。「中國大陸週邊外交的越南困境」，《中共研究》，第 48 卷

第 6 期，(2014 年 6 月)，頁 122-127。 

張登及(2014)。「習近平訪歐與北京操作「歐洲槓桿」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

簡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4 年 4 月，頁 12-16。 

張登及(2014)。「2014 年中共『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之對外政策與其對台灣之意

涵」，《中共研究》，第 48 卷第 4 期，(2014 年 4 月)，頁 141-145。 

Chang, Simon Teng-chi (2014). “Realignment under the Rebalancing 

https://blog.xuite.net/lukacs/blog/497372658
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520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WGr0o1fuA_uNLB5qfzYiCOKz58zOlYK/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bG3hLfyDHVHIYGZ_yXk1CD3yiNDI4WQ/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bjDYlRTX1Ecv-ahBiWJClWQ9JZ1sARW/view?usp=share_link


 20 

Strategy: U.S.-China Relations Revisited  ,”Prospect Foundation 

Newsletter, Issue 5, 2014. (http://www.pf.org.tw/)        

張登及(2013)。「習近平執政下之外交政策」，發表於《習近平接班週年回顧與展

望座談會》，臺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臺灣師大政治所主辦，2013 年 11

月 20 日，頁 1-5。 

張登及(2013)。「開羅宣言與未凝固的戰後亞太秩序」，發表於《開羅宣言七十週

年圓桌論壇》，臺北：兩岸統合學會、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主辦，2013 年 11

月 15 日，頁 10-12。 

張登及(2013)。「第二屆海峽兩岸民族學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並悼念蒙藏委員

會王維芳處長」。《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大政治系 / 陸委會），107 期，

2013 年 9 月，頁 17-19。File 

張登及(2013)。「馬總統『賀誼之旅』成果與政府『活路外交』前景研析」，《展

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9 期，2013 年 9 月，頁 1-5。 

賴劍文、張登及(2013)。「印尼華人問題的歷史足跡」，《人民論壇》(北京)，總

411 期，頁 52-53。 

張登及(2013)。「李克強出訪亞歐四國評析」，《亞太和平月刊》，第 5 卷第 6 期，

頁 7-9。 

張登及(2013)。「目前兩岸關係的機會與挑戰：國際因素面的分析」，發表於《北

京會談—兩岸關係研討會》，北京：兩岸統合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

所主辦，2013 年 6 月 19-22 日，頁 80-84。 

王俊評、張登及(2013)。「近期中共海洋 / 權戰略：實踐與挑戰」，發表於《中

國大陸海上執法單位整合之現實與前景研討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臺灣師

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主辦，2013 年 6 月 6 日。 

張登及(2013)。「大陸『十二屆人大』後對台人事調整與政策展望」，《中共研究》，

第 47 卷第 4 期，(2013 年 4 月)，頁 121-126。 

張登及(2012)。「前瞻 2013 年美『中』關係」，《亞太和平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頁 8-10。 

張登及(2012)。「東亞變局與中共十八大後的外交政策」。《戰略安全研析》，第

91 期，2012 年 11 月，頁 45-51。 

張登及(2012)。「展望歐巴馬連任後的臺美『中』三邊關係」。《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12 期，2012 年 12 月，頁 5-9。 

Chang, Simon Teng-chi (2012). “Non-confrontational Assertiveness for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China’s US Policy after the CPC’s 18th 
Congress,” Prospect Foundation Newsletter, Issue 12, 2012. 
(http://www.pf.org.tw/)   

張登及(2012)。「『十八大』與中國大陸外交趨勢展望」。發表於「從中共『十八

大』展望未來學術論壇」。《中共研究雜誌社》、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594SOXF5nHaHuTeqCm81_rMO573a2Jb/view?usp=drive_link


 21 

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2012 年 11 月 19 日，頁 27-31；《中共研

究》，總 511 期(2012 年 12 月)，頁 155-158。 

張登及(2012)。「2012 年以來美中關係評析」，《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大

政治系/陸委會)，103 期，2012 年 9 月，頁 1-3。 

張登及(2012)。「兩岸世界民族問題特點與趨向研討會紀要」。《中國大陸研究教

學通訊》(台大政治系/陸委會)，2012 年 9 月，頁 15。 

張登及(2012)。「希拉蕊訪問大陸週邊國家的戰略意涵：攻勢現實主義的分析」，

《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8 期，2012 年 8 月，頁 11-17。 File 

張登及(2012)。「中共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以來美中關係評析」，《大陸與兩岸情

勢簡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2 年 8 月。 

張登及(2012)。「中菲黃岩島爭議與中共因應的意涵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85 期，2012 年 5 月，頁 20-26。 File 

張登及(2012)。「創造性干涉：中共否決安理會制裁敘利亞案評析」，《亞太和平

月刊》，第 4 卷第 4 期，頁 9-11。 

張登及(2012)。「從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展望中共對台政

策發展」，《中共研究》，第 46 卷 3 期，2012 年 3 月，頁 128-132。 

Chang, Simon Teng-chi (2012).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US: A New Start to an 
Uneasy Sino-U.S. Relationship?” Prospect Foundation Newsletter, Issue 3, 
2012. (http://www.pf.org.tw/)   

張登及(2012)。「美國與伊朗對峙暨近期中東形勢發展研析」，《亞太和平月刊》，

第 4 卷第 2 期，頁 11-12。 

張登及(2012)。「北韓領導人更替對區域安全影響評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1 年 2 月。並刊於《中國大陸研究

教學通訊》(台大政治系/陸委會)，2012 年 2 月，頁 16-18。 

張登及(2011)。「大陸對台情勢總結」，《中共研究》，第 45 卷 12 期，2011 年 12

月，頁 116-119。 

張登及(2011)。「兩岸洽簽和平協議願景研析」，《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11 期，

2011 年 11 月，頁 1-5。 File 

張登及(2011)。「兩岸參與 NGOs 的挑戰與前景」，《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

大政治系/陸委會)，2011 年 9 月，頁 4-6。 

張登及(2011)。「2011 年 6 月溫家寶訪歐情形研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陸

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1 年 8 月。 

張登及(2011)。「2011 年金磚國家三亞高峰會與大陸外交動向研析」，《大陸與兩

岸情勢簡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1 年 6 月。 

張登及(2010)。「中共『十八大』前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探討」，《戰略安全研析》，

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b44e7603c7aa4977b5b1083e3b6b5cbb/Section_file/963bb064e7fb46c5b808a453f161ec19.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UtjEg3QsW2j2qyjAqPGGyg8cP0nwbLC/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fB9_kRANaIdxs8sm-vFV3hSmd5sXsWw/view?usp=share_link


 22 

第 67 期，2010 年 11 月，頁 19-23。 

張登及(2010)。「攻勢現實主義重新成為華府中國政策的主旋律」，《亞太和平月

刊》，第 2 卷第 10 期，頁 9-10。File 

張登及(2010)。「2009 哥本哈根峰會與中共環境外交得失研析」，《大陸與兩岸情

勢簡報》(陸委會)，<http://www.mac.gov.tw >，2010 年 1 月。 

張登及(2010)。「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對台灣的啟示：以兩岸人員流動為例」，《戰

略安全研析》，第 56 期，2010 年 1 月，頁 17-21。 

張登及(2009)。「歐巴馬阿富汗戰略面臨抉擇」，《亞太和平月刊》，第 1 卷第 11

期，2009 年 11 月，頁 8-9。 

張登及(2007)。「十七大前夕評估中國對外政策的走向與前景」，收於《中國大陸

研究中心通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7 年 9 月，頁 8-12. 

張登及(2002)。「『中國』概念的內涵與流變小考」，《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

大政治系/陸委會)， 第 53 期，2002 年 11 月，頁 17-20。File 

張登及(2002)。「旭日方巾事件、中日關係與鋼索上的大陸民族主義」，《共黨問

題研究》，第 28 卷第 3 期，2002 年 3 月，頁 96-99。 

張登及(2002)。「中共大國外交的後殖民隨想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

大政治系/陸委會)，第 48 期，2002 年 1 月，頁 11-13。File 

張登及(2001)。「從宏觀歷史視野解讀美『中』軍機碰撞事故：一次對現狀霸權

與新興大國共容性的考驗」。《共黨問題研究》，2001 年 5 月，第 27 卷第 5

期，頁 104-106。 

 

時評(Newspaper Editorials and Op-Ed Column Commentaries) 

另請參閱「張登及政經文摘存檔」： https://vocus.cc/user/@SimonCha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ovhlxPKZAmHPqiWDj-d5MpBxvn2EoQ2/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18prZKqIju9ILzsuIDFa73XYNqcMAcB/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vokID0an9TBc4GKFjOSxPUvhCBTqwPz/view?usp=share_link
https://vocus.cc/user/@Simon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