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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收錄三篇文章，依序為：〈試析新太空時代日本軍民兩用

衛星的發展〉、〈法國各界對 AUKUS的反應與馬克宏的獨立自主外
交路線〉與〈制度遺緒對大洋洲國家加入 WTO的影響〉，這三篇文
章討論的議題雖然分歧，但均著重在國內學界較少討論之議題，同時

也在新制度主義的脈絡下討論個別議題，更值得讀者進一步思考既有

制度或歷史因素對國家的影響。

在〈試析新太空時代日本軍民兩用衛星的發展〉一文中，作者

借用新制度主義的架構討論日本《宇宙活動法》(2016)、《衛星遙測
法》(2016)和《宇宙資源法》(2021)，並梳理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
機構 (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 JAXA)作為行為者與制度
之間的互動，並藉此推論日本衛星軍民兩用的趨勢。而當日本發展

衛星的制度開始變化之際，涉及衛星之行為者數量增加、JAXA的活
動模式轉變，最終產生了軍民兩用衛星的發展趨勢，在用途上也展現

從科研為主（1970-2000 年）、情報蒐集（2003 年起）、國際參與
（2008年起），直到強化防衛（2017年起）之階段性發展。

在〈法國各界對 AUKUS的反應與馬克宏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
一文中，作者大量引用法文文獻，並討論 AUKUS的組成（特別是澳
洲突然取消已訂購的法國潛艇）如何影響法國的外交戰略。在二次大

戰結束後迄今，法國有兩種外交戰略，分為較親美的「新大西洋主

義」與法國至上的「戴高樂—密特朗主義」，而 AUKUS的出現與澳
洲的突然轉向致使法國再度興起「新大西洋主義」與「戴高樂—密特

朗主義」的辯論，法國政界在野人士偏向「戴高樂—密特朗主義」，

但政府則是不否定「新大西洋主義」路線。學界呈現「戴高樂—密特

朗主義」與「新大西洋主義」的分歧，「新大西洋主義」陣營認為應

當認清現實，更加積極親美；「戴高樂—密特朗主義」陣營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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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外交自有獨到見解，而馬克宏政府仍堅持「戴高樂—密特朗主

義」，凸顯了在 AUKUS之後，法國在美國霸權下仍力圖獨立自主，
而法國民眾對馬克宏內政政策的支持度雖低，但卻也高度支持其外交

政策，反應未來法國外交政策的可能動向。

在〈制度遺緒對大洋洲國家加入 WTO 的影響〉一文中，作
者罕見地討論為何大部分太平洋島國願意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但少數國家（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帛琉、諾魯、吐
瓦魯）皆未有申請加入 WTO之計畫。作者認為乍看之下這些國家的
地理集中性或經濟能力的大小導致這些國家不願申請加入 WTO，但
實際上更重要的影響因素則是這些國家的制度遺緒影響了這些國家的

政策選擇，也就是這些國家與特定國家從過去到現在所維持的特殊關

係，後者透過經濟援助換取前者給予提升軍事存在的空間，致使這五

個國家從一開始便不存在申請加入 WTO的動機。馬紹爾群島、密克
羅尼西亞和帛琉與美國均簽訂 COFA，在長期經濟與國防需要被滿足
的路徑依賴下，渠等便不具備申請參與 WTO的誘因。而諾魯與吐瓦
魯則與澳洲和紐西蘭的關係緊密，同時也長期受後兩者援助，在外援

穩固且自身條件不足的情況下，申請加入 WTO對諾吐兩國而言並非
迫切的選擇，把握澳紐兩國及其他國家社會之援助，才是兩國的首要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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