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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文 程 自 傳 

109 年 6 月 19 日 

一、個人生平 

  余於民國 年 月 日生於臺南縣七股鄉的一戶農家，父母

親務農，養育子女十人，負擔沉重。父母親不識字，但深知教育

子女的重要性，鼓勵小孩讀書，以誠實、務實、為人厚道為教育

子女的家訓。余於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四兄長、三姊姊、及一

弟一妹均已成家立業，在各自崗位上務實工作，兄弟姊妹及他們

家庭沒有任何有作奸犯科紀錄者。 

  余於民國 73 年 6 月結婚，內人蔡桂菁，育有一男一女。兒子

林劭軒生於民國 76 年 4 月，畢業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物理

系，目前在美國舊金山矽谷工作。女兒生於民國 78 年 1 月，畢業

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研究學系、日本早稻田大學碩士，目前

在東京工作，女婿小笠原先生自行開設事務所，從事移民律師業

務。內人蔡桂菁畢業於世新大學，曾在臺灣英文雜誌社工作，民

國 84 年辭職照顧其嚴重中風母親，後攜兒、女前往美國讀書，期

間曾短暫在一家美國旅行社工作，目前在家從事家庭管理工作。 

二、進修學習 

  余深知讀書才能幫助家庭和貢獻社會的更大力量，民國 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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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大二起專心學業，至大三已是全班

第一名。民國 67 年大學畢業後考上政大外交研究所，因服兵役休

學兩年，民國 73 年獲得碩士學位。 

  余於民國 69 年考上外交領事人員特考、民國 70 年考上新聞

行政人員高考，選擇於民國 71 年進入外交部，先後在護照科及國

際組織司工作。因於民國 72 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考國際法學門，

乃於民國 73 年 6 月辭去外交部工作，於民國 73 年 8 月赴美國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 深造，於民

國 77 年獲法律外交碩士學位、82 年獲博士學位。 

三、服務任職過程 

  (一) 國立中山大學服務經歷 

  余於民國 84 年 8 月 1 日應聘國立中山大學，在大陸研究所擔

任副教授，民國 89 年 8 月 1 日升等教授，歷任大陸研究所所長、

中山學術研究所代理所長、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大陸研究所和

中山學術研究所合併而成)代理所長、社會科學院院長、日本研究

中心主任、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和主任、國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因對中山大學的卓越貢獻，於民國 108 年 2月獲校方聘為特聘教授。 

  余教授課程包括美國外交政策、中國政府與政治(英文授課)、

中國外交政策(英文授課)、中國談判策略、國家安全與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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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與亞太安全(英文授課)、臺灣外交政策(英文授課)，深獲

學生好評。 

 (二) 校外服務 

  1. 擔任李登輝總統外交政策顧問 

余於民國 84 年獲經林碧炤博士推薦，應李登輝總統邀請，

擔任外交政策學界幕僚小組召集人，不定期就外交議題向

李登輝總統提供建言長達 5 年。結合學術理論與外交政策

實務的寶貴經驗，對個人往後教學及對政府提供建言，助

益良多。 

  2. 擔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余於民國 92 年 6 月應陳水扁總統之邀，從中山大學借調擔

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在兩岸關係、大陸政策和外交

政策上，向總統提供建言，在隔年 5 月離任。雖然任職時

間不長，但是對國家安全團隊運作、與重要友邦互動、政

府如何決策有深入了解，個人將專業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對往後向政府提供建言和教學、學術研究均有莫大助益。 

  3. 擔任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副執行長 

在離開國家安全會議之後，余協助當時之外交部高英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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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次長規劃成立台灣民主基金會，並於民國 93 年 6 月出任

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民國 95 年 6 月升任執行長，民

國 99 年 3 月卸任。在臺灣民主基金會服務期間，對外與世

界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人權和民主組織、公民社會團

體建立密切網絡關係，而且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密切合作，關注中國的

人權和民主發展議題。 

  4. 擔任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執行長 

余自民國 105 年 8 月起擔任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執行長迄

今，領導基金會研究團隊，就中國相關的議題，尤其是中

國外交、軍事、經濟、社會、政治和對臺政策議題，進行

深入研究，提出研究分析報告，供政府決策參考。 

  5. 在民間組織兼職 

余曾應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董事長邀請，兼任該院執行長

6 年 1 個月，推動與日本、美國、東南亞、歐盟重要智庫

的交流與對話。余參與推動成立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

會，並於民國 103 年 11 月當選該會第三任會長，連任兩次，

將於 109 年 11 月卸任。該協會是日本官方認定的機構，余

擔任會長期間，積極推動台日學術交流，包括建立與日本

外務省轄下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定期的二軌安全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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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 

余目前是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大陸委員會諮詢

委員、臺北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國防大學政治作

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防部委託研究

計畫審查委員會委員、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績效評估

會委員，也曾擔任外交部諮詢委員、臺南市政府兩岸小組

委員。除了在中山大學任教之外，個人曾在交通大學、中

央警察大學、政治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文化大學兼任教

職。此外，余擔任考試院文官學院國家安全(含兩岸關係)

課程講座多年。 

四、個人專長與經驗 

  余之教學與研究聚焦於中國外交、政府與政治、美國外交、

臺灣外交、國家安全、兩岸關係、民主政治理論、中國人權、及

亞太安全。迄今出版中英文專書、專書的專章、期刊論文超過百

篇，其中包括於民國 108 年 11 月出版之《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

太爭霸》一書。該書是國內最新有系統分析中共自建立政權以來

海權發展以及美國與中國在印太地區競爭的學術專書。此外，余

也是國內少數針對中國人權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之一。 

  余在研究和教學上重視理論分析，以及在國安會、臺灣民主

基金會和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的實務工作，對國安問題能夠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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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務，所以經常在國家安全議題上應邀提供政府建言，也

經常接受國內外重要媒體的採訪。 

  余曾任執行長之智庫、民間學術團體，均重視國際交流，任

職中山大學也需要積極從事國際學術交流，因此本人可說是國內

從事國際交流經驗最豐富的學者之一。 

五、擔任監察委員後如何做出貢獻 

（一） 個人特質：余之個性一方面與人為善、富團隊精神、樂

於與他人合作，另一方面又充滿正義感，而且個人曾在

政府部門服務過，對政府的運作有相當深入了解，因此

個人自信不管從學術訓練、專業能力、個性、過去之經

驗，應相當適合且可勝任監察委員工作。 

（二） 專業訓練與監察委員工作：依照憲法、監察法及相關法

令的規定，監察院具有彈劾權、糾舉權，並可以提出糾

正案。對於這些權力的行使，必須以審慎調查為基礎。

個人在學術界任教和從事研究將近三十年，學術研究強

調真實，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這種求真態度應有助於

調查工作之進行及監察工作的推動。 

（三） 對「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協助：余對人權議題研究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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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業已發表多篇有關人權議題的學術文章，而且擔

任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和副執行長之職責，在於提升

台灣民主和人權品質，以及幫助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發

展和人權保障。在任職將近 6 年期間，余與歐美先進國

家人權基金會建立良好合作關係，與亞洲發展中國家的

人權團體均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因此如有機會服務監

察院，對監察院的人權工作和國際人權交流，可做出重

大貢獻。 

六、曾參與受到肯定或矚目的重要事蹟 

（一） 在擔任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期間，提升基金會國際能

見度，使該基金會被美國的外交政策研究所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評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之

一，當時是臺灣唯一上榜的機構。 

（二） 擔任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執行長，提升該會工作能量，

使該基金會入榜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公布亞洲最具影

響力智庫之一。 

（三） 擔任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 6 年，積極推動該

會對外學術交流、對內提升對日本研究能量，使該會入

榜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所公布亞洲最具影響力智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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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於 2004 年創辦臺灣民主季刊，卸任總編輯之前，該季

刊已經成為 TSSCI 政治學類最著要的學術期刊。 

（五） 如上所述，民國 108 年 11 月出版之《中國海權崛起與美

中印太爭霸》一書，乃是國內最新、有系統分析中共自

建立政權以來海權發展以及美國與中國在印太地區競

爭的學術專書。受到林中斌、高英茂等學者高度肯定，

已有日本、泰國學者表達翻譯外文版的意願。 

（六） 擔任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執行長期間，積極協助

國內外人權、民主團體，關懷和協助弱勢族群，工作深

受人權團體肯定。 

（七） 擔任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前後共七年半，深受同

仁支持，余是社會科學院歷來任期最久的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