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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新聞（選試英文） 

科 目：國際傳播與國際現勢 

韓青老師 

一、2024 年即將於法國巴黎舉行第 33 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奧運）。奧運不只是一個全球

矚目的國際體育競賽活動，也是一個重要的國際傳播場域。請申論奧運如何牽涉到國際傳播的

多個文化與媒體面向，有什麼理論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描述、詮釋和討論？在上述的一般申論基

礎上，最後請特別申論臺灣在奧運相關國際傳播現象中的特殊性。（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可從「地球村」(global village)、「全球化」(globalization)、「國族主義」(nationalism)、

「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與「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等理論概念說明奧運涉及的面

向。 

【擬答】 

    奧運賽事本身承載著「地球村」(global village)、「全球化」(globalization)、「國族主義」

(nationalism)、「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與「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等理論概念，現依

題意分析說明如次： 

奧運所涉及的國際傳播之理論概念 

地球村與全球化樣貌色彩： 

奧運賽事此一符徵(signifier)，象徵著「四海一家」與「天涯若比鄰」的符旨(signified)，不

啻是麥克魯漢(McLuhan)「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寫照，又奧運開幕式往往融入舉辦國

或舉辦城市的元素與意象，而帶有 Robertson「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概念的色彩。 

國族主義與想像的共同體： 

奧運競技往往投射出高度國族主義(nationalism)色彩，尤其賽事報導轉播上，舉凡選手對

決、各國排名比較，乃至頒獎奏起國歌的瞬間，皆是國際傳播媒體「再現」賽事的重點所

在，從而體現出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之喻，媒體對奧運的報導不啻強化了國家的認

同感。 

文化多樣性與城市品牌： 

奧運賽事之參與乃跨越種族與地域，其帶有高度「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色彩，

體現在聖火傳遞、開閉幕式以及選手同台競技等活動上。此外，奧運亦成為舉辦城市行銷

其「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的利基所在，如洛杉磯、漢城、巴塞隆納、亞特蘭大、雪梨、

雅典、北京、倫敦、里約與東京皆藉由主辦奧運提升城市國際知名度與國際形象。 

臺灣在奧運相關國際傳播現象中的特殊性 

特別強調國族主義之元素： 

一如前述，奧運競技往往投射出高度國族主義(nationalism)色彩，而我國受限於國際政治

因素，我國代表隊參與奧運賽事時，國際傳播報導上乃聚焦我國代表隊出場順序，以及我

國代表隊名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介紹。此外，我國選手獲得金牌時頒獎會場所奏起

的「國旗歌」也引發討論，這些報導皆說明我國在奧運國際傳播現象中的特殊性所在。 

我國賽事報導議題設定有限： 

我國身為地球村成員，享有奧運平等參賽權，惟國際傳播賽事報導上往往仍聚焦得獎大國，

我國位列世界體系論的半邊陲位置，賽事報導篇幅、數量仍遠不及於美、中等國，說明我

國賽事報導中所享有的議題設定權力以及曝光度仍有限制。 

 

二、「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中，我們聽到的主要都是西方的觀點」與「在兩岸關係中，國際上

聽不到臺灣的觀點」，以上兩個陳述，牽涉到那些國際傳播的概念？有那些不同的理論立場和

看法？在歷史上，有那些國際傳播的實務試圖解決相關的問題？這些觀點和實務，那些是臺灣

可以參考或曾經採行的？有什麼困難？如何突破？請申論。（25 分） 

《考題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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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關鍵》本題可從東方主義(orientalism)、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世界體系論(world 

system theory)、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等概念說明。 

【擬答】 

針對「俄烏戰爭」報導中只存在西方觀點，以及「兩岸關係」報導中臺灣觀點遭到忽略，此二

陳述牽涉國際傳播中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世界體系論(world 

system theory)、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等概念，並凸顯「國際傳播國際化」尚未真正落實，

現依題意分析說明如次： 

不同理論立場和看法之說明 

東方主義(orientalism)與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 

俄烏戰爭報導時往往以西方觀點為框架理解該場戰役，而兩岸關係中臺灣乃是被西方凝

視的客體，無法為自身立場發聲，故臺灣的觀點亦遭忽視甚至邊緣化。俄烏與臺灣都是遭

到「他者化」的存在，此種權力關係的建構乃服膺於西方主流政治與文化霸權，即西方觀

點成為主流「常識」，使得其他「異音」如俄羅斯、烏克蘭與臺灣在地觀點難被廣泛接受。 

世界體系論(world system theory)與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 

西方之核心國家控制邊陲與半邊陲國家的資訊流通與輿論走向，俄烏戰爭中俄國被西方

描繪成侵略者，烏國被再現為受害者，又如兩岸關係中臺灣身為半邊陲而導致臺灣在地聲

音被西方過濾與消音；宣傳模式亦說明西方媒介受到媒體結構、外部壓力與意識形態左右，

故而 BBC、CNN等媒體報導皆傾向支持英美等西方政府立場，從而限制其他觀點的存在。 

相關國際傳播實務之解決方案 

二戰後，國際傳播典範曾出現「文化帝國主義」的批評，而引發 1970 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的重視，進而組成「馬克布萊德委員會」(MacBride Commission)並提出「新國

際資訊傳播秩序」(NWICO)，試圖解決消息來源、新聞產製、報導觀點、資訊流通及產製工

具上的不平衡，並解構如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或Marcuse「單面向的人」的建構。 

臺灣可參考或曾採行的觀點與實務作法、可能困難與突破之道 

可參考或曾採行的觀點與實務作法與可能困難 

我國曾試圖建立大公廣集團，意即把央廣、中央社納入公廣集團，以整合公共資源，強化

我國國際傳播力量，提升國際傳播之「綜效」(synergy)；惟此一作法可能困難在於成立大

公廣集團亟需龐大資源挹注，揆諸我國公共媒體資金有限，整體規模經濟難與國際傳播大

國抗衡，而為限制所在。 

突破之道 

針對報導中的文化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與文化霸權等等諸多問題，或可從「媒

介識讀」(media literacy)的推動，以培養閱聽人關注國際事務與獨立思考，形成「接收分

析」之對立、協商式解讀能力，而不受西方霸權宰制與觀點上的壟斷。 

 

三、中法與中俄元首於 2024 年 5 月會晤時皆談及世界多極化議題。請列舉當前常被視為一「極」

的強權，並敘述它們之間的關係。（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可從美中俄三國加以舉例，並分述三方之關係。 

【擬答】 

    國際關係之「極」(polarity)指涉一國握有國際權力分配、制度形塑、意識形態控制等權力，

揆諸過往至今的國際關係史，存在單極體系、兩極體系與多極體系等不同樣貌。學者 Dittmer

以「戰略三角」說明二戰後國際體系格局，走向美、中、蘇三強鼎立的戰略大三角，足證三國

皆是國際體系的一「極」，此格局雖歷經蘇聯瓦解，但仍影響至今甚鉅。現依題意分析說明如

次： 

當前常被視為一「極」的強權舉隅： 

美國： 

美國自二戰後「布列敦森林體系」建構出以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體系(WB)等國

際建制為主的「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治理模式，穩定國際金融秩序；此

外美國推動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以建構普世價值之外，並透過公海航行自由之實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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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軍事均勢穩定格局，而享有「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之謂。 

中國： 

中國自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奠定日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摸

著石頭過河」與「貓論」等方針，尤其 2001 年中國入世(WTO)後，其經濟發展模式成為

「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代名詞，「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出臺而與「華

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分庭抗禮，中國崛起(China rise)使其成為國際體系之一

「極」。 

俄國： 

蘇聯歷經 1990 年代蘇東波劇變，其後俄國承接蘇聯國際法人格。俄國擁石油、天然氣而

握有全球能源話語權，且其曾為八大工業國之一(G8)，當前亦為 OPEC+成員國之外，亦

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並主導中亞五國、歐亞經濟聯盟(EAEU/EEU)、集體安

全條約組織(CSTO)等國際建制，所持核武數量亦居全球之冠，使其為當前國際體系之一

「極」。 

各極彼此之間的關係說明： 

    當前美國領導七大工業國，而與中俄兩國走向集團化對抗態勢，尤其近來中俄主導

BRICS擴員，以墊高自身於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話語權與領導正當性而備受關注，現分述

各「極」彼此關係如下： 

美國與中國： 

當前美國對中國採「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戰略，藉晶片法案(CHIPS Act)與晶

片四方聯盟(CHIP 4)防堵美中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以避免「史普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重演。此外兩國於台海與南海等地緣政治議題方面有所抗衡，呈現「美治和平」

(Pax Americana)對抗「中治和平」(Pax Sinica)的對抗色彩。 

美國與俄國： 

俄烏戰爭爆發後，俄國遭美國為首的 G7 聯袂制裁，包括剔除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支付系統、凍結外匯資產、對俄國油價制定價格上限等截斷俄國金流的制裁方式。

此外，美國並軍援烏克蘭力抗俄國侵略，足證美俄關係存在對抗格局。俄國強化與中國結

盟藉此對抗美國，形成美國西方已開發國家集團，對抗中俄所領導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

態勢。 

中國與俄國： 

當前中俄關係大致存在「合作」格局，兩國共享獨裁威權治理以及反西方立場，意圖修正

既存自由國際秩序，如中國試圖降低各國制約俄國效果，並變相支援俄國以裂解既存國際

規範；惟中俄關係自俄烏戰事之初的「上不封頂」走向當前「有限度」支持，且中國近年

插旗中亞，逐漸主導俄國傳統勢力範圍，反映中俄兩國關係的微妙變化所在而值予關注。 

 

四、自 2023 年起，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的衝突強度大幅升高，已造成數以萬計傷亡。請詳述此戰

的過程、涉及的國際法問題、國際社會對此的反應，以及此事件對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屬於典型時事議題，針對以哈戰爭起因過程、國際法爭議與影響於總複習課程

已強調多次，相信同學都有充分準備。  

【擬答】 

以哈戰爭發生過程 

2023 年 10 月 6 日適逢 1973 年贖罪日戰爭 50 周年，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於此日發動

對以色列恐怖攻擊並綁架百名人質，此舉除了達成巴勒斯坦建國訴求外，並對近年以國相繼

與阿拉伯國家建交加以回應，意欲阻絕以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建交談判進程，避免以國於中東

獲外交突破。以色列對哈瑪斯強烈回擊，大規模攻擊加薩走廊與拉法地區而引發國際社會關

切。 

此次戰爭涉及的國際法問題 

哈瑪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攻行為，涉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戰爭罪」行為，而以色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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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反擊乃基於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自衛權」之行使，其受攻擊後的反擊符合自衛權行使之

「必要原則」，惟以國大規模轟炸並傷及諸多平民，其自衛權行使似未該當「比例原則」，同

時悖離日內瓦公約之軍民「區分原則」等規定，且亦涉及羅馬規約「戰爭罪」而受到關注。 

國際社會對此反應 

哈瑪斯恐攻之初，美國、德國為首之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而譴責哈瑪斯恐怖主義行為，伊朗、

敘利亞與黎巴嫩真主黨等則聲援哈瑪斯行動；惟隨著以色列於加薩走廊與拉法地區軍事行

動，導致大規模平民傷亡，而使得西方國家逐漸轉向譴責以色列「戰時內閣」過激的軍事作

為，反映在各國等地反戰、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等示威遊行當中。 

此事件對國際政治局勢之影響 

國際輿論支持落實兩國方案 

此次事件讓 1947年聯合國大會 181號決議重新受到重視，即巴勒斯坦分治之「兩國方案」

(two-state resolution)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支持。換言之，此次國際社會普遍同情巴勒斯坦處

境，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國際輿論勢必將持續發酵，或有利於爭取巴勒斯坦獨立建國。  

中東地緣政治或更朝中俄傾斜 

有鑑於美國於聯合國安理會力挺以色列而否決巴勒斯坦建國，反之中俄等國支持「兩國方

案」的態度，此可能衝擊美國在中東政治角色運作之「正當性」(legitimacy)，同時影響以

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建交的談判進程，而不利美國於中東之戰略布局，並且讓中俄有「政

治槓桿」(political leverage)的著力點，從而質變當前中東地緣政治版圖。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 高考三級） 

共5頁 第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https://www.publ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