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政策中心成立及葉公超講座記者會致詞 

 

清華大學今天很高興宣佈在清華校友們的支持下，成立「亞洲政策中

心」，並設置「葉公超講座」。該中心將結合清華相關學術及研究資源，

扮演中立的智庫角色，發揮政策建議功能。同時，首任中心主任兼「葉

公超講座教授」將由美國在臺協會（AIT）臺北辦事處前處長司徒文

博士（Dr. William A. Stanton）擔任。 

著眼於亞洲崛起，以及清華的創校與國際關係的發展息息相關，更基

於清華作為國內一流頂尖大學的責任，清華決定成立「亞洲政策中

心」，並敦聘當代傑出外交人士加入清華團隊，經與司徒文博士多次

洽談，得以禮聘這位重量級退休外交官擔任首任中心主任兼「葉公超

講座教授」；葉公超先生曾任清華大學外文系系主任，也是對國家有

極大貢獻的外交家，曾任外交部長及駐美大使等職。 

清華大學前身是「清華學堂」，由當年清廷用美國退還多索的庚子賠

款設立。清華建校後一直和美國外交官有密切交流，胡適、葉公超、

蔣廷黻等清大師生也曾擔任駐美大使；1905年至1909年任美國駐華大

使的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先生，在任上成功協助

清廷駐美公使梁誠先生堅持將美國退還多索的庚款作為教育之用，對

清華的建立，功不可沒；而司徒文博士是中華民國建國百年來，第一

位在我國大學任教的美國大使級退休外交官，與葉公超大使一樣主修

英語文學，與百年清華、葉公超大使以及百年前的柔克義大使交相輝

映。 

人類社會的發展在歷經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階段之後，將面臨的

是「和平」的問題。亞洲不論是在經濟、民主政治、文化，及軍事層

面的發展，已經成為當前國際關係的焦點。臺灣掌有地理位置的戰略

優越性，若能善加利用本身特色與在亞洲關係網絡中的優勢，將可在

亞洲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清華設立「亞洲政策中心」，希望透

過對亞洲民主發展與民主鞏固等議題的關注，並彌補國內對亞洲研究

的不足，以中立的角度，扮演國內大學中唯一政策建議的適當平台與

智庫。 

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充滿了變動性及前瞻性，是臺灣的機會也是挑戰。

司徒文博士資歷豐富，先後派駐到包括北非、巴基斯坦、澳洲、韓國、

中國大陸等地，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三年後卸任，加入清華這個大



家庭，一定能以他的高度，為清華具特色的亞洲政策中心有不凡的作

為。希望強化清華大學在國際關係領域中的話語權與領導力。未來將

以「亞洲政策中心」為運作平台，強化臺、美、中之間的互動，同時

進一步促進亞洲間的和平發展。 

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將聚焦於：一、更廣泛、全面認識臺灣當

前所處的亞洲，除關注與大國之間的關係外，更強調對周邊國家的認

識，以及國際對亞洲的影響。二、關注亞洲的民主發展與民主鞏固、

政治與經濟的變動、社會文化發展、科技等相關議題。三、提供政府

在應對亞洲各項重大議題、雙邊或多邊關係上的政策建議。 

為此「亞洲政策中心」也將舉行一系列重要演講，涵蓋政治、經濟、

軍事及外交等各項重要議題，邀請國際知名人士擔任訪問學人、同時

擴大國際合作，舉辦各項會議活動，保持與臺灣社會密切互動，以拓

展清華大學在國關領域能見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