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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文 程 簡 歷  

 

一、 基本資料                           

性 別 ： 男 

 

年 齡 ： 64 歲（年齡計算至 109年 7月 31日） 

出 生 

年 月 日 
：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  

電 話 ：  

通訊地址 ：  

 

二、適用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資格：

「曾任大學教授十年以上，聲譽卓著者。」 

說 明 ： （年資計算至 109年 7月 31日） 

89 年 8 月審定教授資格，並自 89年 08 月 01日

受聘國立中山大學專任教授迄今達 19 年。 

 

三、 現 職 

1、國立中山大學特聘教授(108.02.21-迄今) 

2、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執行長(105.08.16-迄今) 

 

 

四、 專 長 

外交兩岸 

說 明 ： 大學任教多年，從事外交、兩岸關係教學與研

究；曾任外交部、國安會諮詢委員，及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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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執行長。具國際關係及兩岸專業，並具參與

政府國安與涉外事務經驗。 

 

五、 學歷 

1、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法學士（63.09-67.06）（67） 

2、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法學碩士（69.09-73.06）（73） 

3、美國塔芙茲大學佛萊契爾法律外交學院法律外交碩士

(73.09.05-77.05.10）（77） 

4、美國塔芙茲大學佛萊契爾法律外交學院法律外交博士

(77.09.05-82.05.10) (82) 

 

六、 國家考試 

1、 69年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暨國際新聞人員考試乙等

考試外交領事人員考試及格 

2、 70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新聞行政人員考試及格 

 

七、 主要經歷 

本職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前身大陸研究所)教授

（89.08.01-108.02.20）、兼所長(89.08.01-91.06.30)、兼代理所長

(105.08.01-106.07.31）、兼美國中心主任(91.10.02-94.07.31）、兼

社會科學院院長(95.08.01-97.01.31；98.08.01-104.07.31） 

其他 

政府單位及公設智庫 

1、外交部諮詢委員(91.01.01-92.12.31) 

2、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92.06.15-9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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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執行長(93.06.17-

95.05.18；95.05.19-99.03.31) 

4、財團法人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執行長(105.08.16-迄今) 

5、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特聘研究

員(106.03.15-迄今) 

6、國防部民國 106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諮詢委員

(106.06.07-107.12.31 ) 

7、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107.01.01-107.12.31 ) 

 

人民團體 

1、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執行長(99.08.01-105.08.31) 

2、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 2 至 4 屆理事長

(103.12.13-迄今) 

 

八、 具體優異事蹟 

1、93 年，以致力推動大陸事務具有特殊貢獻，獲陸委會

頒給三等專業獎章。 

2、94 年，獲教育部頒發三等服務獎章。 

 

九、 著作目錄 

(一)博士學位論文：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 1993 （指導

教授：Professor David Zwe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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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林文程(民 108)。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太爭霸，臺北市:五

南出版社。 

 

(三)期刊或研討會論文： 

  1.中文： 

(1) 林文程(民 107)。美中競爭與亞太安全情勢。展望與探索， 

19 卷 2 期，67-101。 

(2) 林文程(民107)。台灣『新南向政策』與美中『印太戰

略』的夥伴關係。展望與探索，19卷11期，9-18。 

(3) 林文程(民106)。釣魚臺爭端與美中在東亞的競爭。日

本與亞太區域研究，1卷1期， 1-30。 

(4) 林文程(民 101)，中國對人權的認知與實踐，收於胡慶山

主編，亞洲人權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

稻香出版社， 189-207。 

(5) 林文程(民 99)。美台關係的誤區與檢討。臺灣民主季刊，

7 卷 3 期，187-202。 

(6) 林文程(民 98)。 「美國隊中國軍力發展及其意涵的評

估」。《美中台關係總體檢》，林碧炤、林正義主編，235-

264。 

(7) 林文程(民 97)。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改革之挑戰與前景。

政治科學論叢，37，1-48。 

(8) 林文程(民 95)。中共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投票行為分

析（1971-2005年）。問題與研究，45 卷 3 期，1-38。 

(9) 林文程(民 95)。二○○一年至二○○三年之美中軍事交

流，收於宋燕輝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20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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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67-96。 

(10) 林文程(民 90)。預防外交與臺海兩岸關係。戰略與國際

研究， 3 卷 1 期，38-59。 

(11) 林文程(民 89)。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的立場與做法。  

戰略與國際研究， 2 卷 1 期，83-130。 

(12) 林文程(民 86)。九○年代臺海兩岸在非洲的外交對抗。

國際關係學報， 第 12 期，19-40。 

 

  2.外文： 

(1) Wen-cheng Lin (2009), “China Human Rights in 2009: 

Another Disappointed Year,” in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ed.),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09 (Taipei: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2009), pp. 1-25. 

(2) Wen-cheng Lin (2008), “China’s 2008 Human Rights: The 

Year to Examine Beijing’s Commitment,” in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ed.),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08 (Taipei: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p. 1-26. 

(3) Wen-cheng Lin (2007), “Preface: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07,” in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ed.),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07 (Taipei: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p. 1-21. 

(4) Cheng-yi Lin and Wen-cheng Lin (2005), “Democracy, 

Divid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2,  69-87. 

(5) Wen-cheng Lin (2002), “National Defense and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in Bruce J.Dickson and Chien-min 

Chao(eds.),Assessing the Lee Teng-hui Legacy in Taiwan’s 

Politics ：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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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Armonk,New York：M.E.Sharpe,2002),pp.241-

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