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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是理性且良善： 
        國家可以透過學習避免戰爭與衝突。 
    2.國際間的互動： 
        國家之間存在著互動的基礎，也就是國際 
        規約或國際法的秩序。 
    3.合作的可能： 
         國家之間是可以相互合作建立平合的關係。 



1.國家利益 ： 
        國家須靠本身的力量來保障國家安全及追求國 
        家利益(國家目的=生存+發展)。 
    2.國家安全的重要 ： 
        國家政策的制定須考量國家安全、軍事策略與 
        外交政策。 
    3.權力平衡 ： 
         主張透過權力平衡維持國際間的穩定。 



1.理想主義的樂觀與現實主義的悲觀都不足以 
      解釋國際互動之關係 
   2.二次大戰的爆發使知識分子思考兩種理論間 
       的調和 
    



1.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a.以系統理論詮釋權力關係 
       b.國家中心論—霸權穩定說 
       c.利益驅動理論 

     



2.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a.強調國際合作機制的建立 
       b.重視制度與國際組織 
       c.批判新現實主義 
       d.多元中心論 
       e.硬權力轉變到軟權力 



3.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a.個體(國家)與整體(國際)互動所建構 
       b.權力政治是基於威脅均衡而非權力均衡 
       c.強調文化力量的作用 
       d.實踐重於一切，實踐決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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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社會成員互賴加深 
   2.兩極對立到多元並立 
   3.區域衝突代替全面對抗 
   4.經濟衝突取代軍事對抗 



1.美蘇冷戰時期的勢力發展 
   2.第三世界的不結盟運動 
   3.後冷戰的變化 
   4.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對抗 
      G8 →G20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First_second_third_worlds_map.svg


1.蘇聯瓦解 
   2.美蘇原有的勢力範圍形成新的衝突 
   3.資源衝突與民族衝突漸趨嚴重 
     



1.911事件後的美國外交政策 
   2.美國的反恐陣營 
   3.國際關係「重開機」 
     



1.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 
   2.金融海嘯的衝擊 
   3.國際權力中心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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