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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1. 環境安全研究的源起

          Toronto Group vs ENCOP

2. 水資源議題的興起

          新現實的Neo-Malthusian vs 新自由的Cornucopian





研究目的

1. 從國與國的互動層次出發

2. 兼顧衝突與合作的討論

3. 全球性的比較研究 ( 263條國際河川 )



研究架構

分析 : 水資源互動的變異
                 1. 水的變數    2. 水的變數 + 國家特質

比較 : 合作發生與衝突發生
                 1. 個別解釋    2. 比較差異

建立 : 最佳因素組合解釋模型
                 1. 因素組合    2. 建立模型



研究設計與方法

1. 事件分析法 Event Data Analysis
       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 (TFDD)
2. 國際河川國家配對時間序列(dyad-year)
       25354 analysis units
3. 統計分析
       依變數 : 互動發生、合作發生、衝突發生
       自變數 : 10項水資源變數、21項國家特質變數
        線性迴歸與羅吉斯迴歸



研究設計與方法

水資源變數 (10項)

供給面 (3項) : 年均較水量、年均降雨量、年均可再生水供給量

需求面 (5項) : 年均可再生水資源量、水資源壓力、

                       農業用水比、工業用水比、民生用水比

結構面 (2項) : 對外水資源依賴度、上下游國力關係



研究設計與方法

國家特質變數 (21項)
地理因素(1) : 地理相鄰
國家地位(4) : 國力(分別採計)、國力比、強國數量
聯盟關係(4) : 共同防禦、互不侵犯、保持中立、互相協商
政治體制(2) : 民主政體差異、民主國家數量
相互依賴(1) : 貿易互賴程度
國家發展(7) : GDP(分別採計)、GDP比、
                      人均所得(分別採計)、高(低)所得國家數量
國家人口(2) : 人口數量、人口比





















總結

1. 水的因素確實與水資源互動有重要關聯

2. 國家特質的影響更甚於水資源本身

          國際政治 : 以色列 VS 阿拉伯國家、印度 VS 孟加拉       
          議價能力 : 下游的墨西哥 VS 上游的美國、
                            下游的埃及 VS 上游的蘇丹
          價值理念 : 水權觀念

 3. 多元參與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