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6/8 德明公告欄

netinfo.takming.edu.tw/tip/sec_onenews.php?N=18581 1/1

　 　

標　　題 德明科⼤ 邀請政治⼤學洪美蘭教授演講—芬蘭的外交與國防戰略

刊登⽇期 2020-08-20 資料來源 通識教育中⼼

德明財經科技⼤學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課程教師成⻑社群，109學年度第⼀學期持續為「國際思維與多
元文化課程」培訓師資，並舉⾏⾼教深耕計畫課程之「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研習會」以供學⽣研習及
取得微型學分，於109年7⽉14⽇特別邀請政治⼤學洪美蘭教授蒞校，以「芬蘭的外交與國防戰略」為
題進⾏演講，並於演講後舉⾏測驗以強化師⽣之聽講成果。内容相當精采，茲擇要報導如下： 
 
⼀、 芬蘭位在北歐，與俄羅斯領⼟相連，是對其國的最⼤挑戰。然⽽芬蘭⼈經歷艱苦奮鬥之後，展現
了其卓越的⼀⾯。 
 
⼆、 聯合國公布的《世界幸福感報告》顯⽰，從2018年⾄今，芬蘭年年獲選為最幸福國家；享譽國際
的Nokia也是芬蘭的著名通訊產業。 
 
三、 芬蘭提倡的「循環經濟」舉世欽佩，企圖以最少資源換取最⾼利益，提升國家競爭⼒，從經濟、
環境、社會三個層⾯中找出最適合的⽅法，雖然其⼈⼝不多，約為511萬，然其⼈均GDP⾼達4.99萬美
⾦。 
 
四、 芬蘭在蘇聯解體前，外交政策主張為「蘇聯不安⼼，芬蘭就不安全」，故其雖非共產國家，卻曾
是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再者，為了與俄羅斯交好，雖然已於1995年加入歐盟，⾄今卻仍未加入北
約。此種外交政策，曾被⻄德的反對黨拿來羞辱⻄德總理的媚共⾏徑⽽稱之為「芬蘭化」，亦即：為
求⽣存⽽委曲求全之意。 
 
五、 然⽽芬蘭的外交政策卻成就了其特殊的樞紐地位，不但媒合了1975年赫爾新基協議的簽訂，更促
成了東⻄⽅集團對話和成立歐安組織，著名的《開放天空條約》即於1992年在赫爾新基簽署，⾃2002
年起⽣效。簽署國可按條約實施彼此間的非武裝空中偵察，以確保執⾏各種國際武器控制條約的情
況。 
 
六、 最後說到「芬蘭化」是否適⽤於台灣？答案是不容易。因為芬蘭好歹是聯合國會員，當年的蘇聯
與今⽇的俄羅斯均承認其為國家。台灣介於列強之間，囿於⼀中政策，列強均無法承認台灣是國家，
因此要芬蘭化對於台灣，毋寧會帶來邯鄲學步的後果。毋寧以和平為主軸，掌握契機，周旋於列強之
間，為⾃⾝與國際創造最佳的局勢，才是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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