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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以下稱本所）於 2011年 3月 31日至 4月

4日應越南河內大學－社會人文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USSH-VNU）邀請赴越南進行學術參訪，在五天的行程

中，與越南方面共計進行三次學術交流，分別為與越南社科院進行餐敘、參訪越南河

內大學－社會人文科學大學、與越南總理府辦公室主任阮正勝先生餐敘，在這過程中

雙方對於台越雙方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能源安全、共同開發與國家發展等議題進行

學術對話、交流對台越合作發展之契機，取得相當程度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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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參訪目的參訪目的參訪目的參訪目的 

本校姐妹校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社會人文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Vietnam National Univer sity, USSH-VNU，以下簡稱「社會人

文科學大學」）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以下稱本所）師生赴越南進

行學術參訪，並針對「目前東亞國際關係發展與現勢目前東亞國際關係發展與現勢目前東亞國際關係發展與現勢目前東亞國際關係發展與現勢」進行座談。社會人文科學大學

為越南社會科學研究及培養高素質人才最為著名之學府，在越南教育體系中享有極高

之學術地位，本所於 2011年 3月 31日至 4月 4日赴越南進行一連串學術參訪活動，

主要參訪目的為： 

（一） 為落實本校與姊妹校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之合作協定關係，進行國際學術交

流，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 

（二） 與該校專家學者針對目前東亞國際關係發展與現勢進行座談，將有裨益於

本所及本校國家安全研究中心未來之國際學術合作；此外，此行之參訪結

果亦可提供政府在與越南和東協交流互動時之參考。  

（三） 擬藉此參訪機會進行實質國際學術對話與交流，增進本所師生對越南及東

南亞地區之認識及研究興趣。 

（四） 尋求台越雙方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能源安全、共同開發與國家發展等議

題之學術對話、交流與合作之契機。 

 

貳貳貳貳、、、、    參訪行程紀要參訪行程紀要參訪行程紀要參訪行程紀要 

一一一一、、、、 與越南社與越南社與越南社與越南社會會會會科科科科學研究學研究學研究學研究院進行院進行院進行院進行學術座談學術座談學術座談學術座談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2011年 3月 31日（星期四) 中午 

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河內大宇酒店（Hanoi Daewoo Hotel）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台北駐越南代表處 

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蕭承遠秘書 
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研究所所長 Do Tien Sam（杜進森）教授 
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東南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Pham Nguyen Long教授 
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研究所中國經濟研究部 Ha Thi Hong Van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宋學文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李俊毅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秘書莊雅媛 

 
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為越南最高學術單位，

相當於我國之中央研究院，其下有十多個研究所。此次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蕭承遠

秘書引薦下，雙方針對越中關係、越南發展經驗、東南亞區域現況，以及台越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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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行廣泛交流。Do教授與 Pham教授的發言，則更代表了越南知識菁英的立場
與觀點。 

杜進森所長首先指出，，，，中國的經驗對正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國家都有非常好的借鑒

意義。目前越南主要是貿易逆差之問題，一年有 100多億美金之貿易逆差，而透過研
究中國政府的管理經驗，可以提供越南政府政策制定的參考，對其他正在進行經濟改

革的國家，都有非常好的借鑒意義。柯林頓總統在 1993年入主白宮美國進一步推動美
越兩國之間的和解，結束經濟制裁，更恢復美越兩國的外交關係，所以越南為美國於

亞太的外交政策重心之一，主要還有印度，美國希望能與中國達成平衡關係。 
 其後會談主要以我方發問、越方學者回答的方式進行。重要議題與內容摘要如下。 

（（（（一一一一））））    台灣是否能加入東協台灣是否能加入東協台灣是否能加入東協台灣是否能加入東協 

1. 台灣是否有機會加入東協？ 

就現階段而言可能性不高，首先是必須增進台灣與東協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東協

而言，各成員國也須團結一致，使東協內部關係處於平衡的狀態，如此台灣與東

協的關係才可能從穩固中發展。 

2. 若台灣欲申請加入東協，東協內部誰最有可能幫台灣提案?  

有兩個國家可能提供協助，一是印尼，由於印美關係較為緊密，若台灣能在相關

議題上獲得美國的支持，美國透過與印尼聯手的方式提供台灣協助亦非不可能。

另外日本也同樣可能提供協助。 

3. 台灣若要加入或參與東協機制，透過何種途徑較為可行? 

台灣要加入或參與東協的途徑端看台灣本身之選擇，用地區的方式加入，或以文

化體、經濟體加入。 

4. 台灣是否也有可能比照中、日、韓以東協+3或東協+1的形式加入? 

原則上東協無法接受台灣以一個國家或領土的條件加入，不過臺灣與東北亞及東

南亞關係良好，東協也希望臺灣加入，與臺灣經濟與貿易對雙方都有所助益。 

 

（（（（二二二二））））    越南與台灣的關係越南與台灣的關係越南與台灣的關係越南與台灣的關係 

1. 越南如何看待台灣在區域中的地位？ 

台灣在地理位置上位居東南亞，並享有極重要之關鍵地緣價值，是美國在區域中

極為重視的一塊，因此美國應不會放棄台灣。而無論就歷史、文化或地緣政治等

各種角度，台灣皆與東南亞國家有密切的聯結。 

2. 改善台灣與越南之間的關係應從哪方面再加強? 

越南與台灣之間應可在歷史文化與地緣政治的基礎上建立良好的互動平台。特別

是雙邊在經濟合作方面可有諸多加強交流的切入點，尤其是技術的提升，例如：

海洋技術、漁業養殖加工、海洋能源 、造船、中鋼等等的投資與合作，能帶動台

灣與越南的雙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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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有關越南國內的政經發展有關越南國內的政經發展有關越南國內的政經發展有關越南國內的政經發展 

1. 越南是否能夠參考台灣的模式發展經濟？ 

越南當然可能參考台灣模式，但前提條件是政府要能夠改變政治思維。過去越南

常年處於戰火的狀態下，積極打拼的概念深植於人民心中。但現代年輕人無戰爭

之概念，缺乏居安思危的想法，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不願意久留國內，以至於人

才流失的狀況嚴重，因此越南要想效法台灣的發展軌跡，首要之務就是政府必須

要留住留學人才。 

2. 越南應如何改善政府行政效率低落的問題？ 

越南政府的行政效率偏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要歸咎於長期的戰爭狀態，受到法

國的殖民與獨立戰爭、與美國長達十幾年的戰爭、1979年與中國的邊境衝突等的

影響，使得政府的效能與建制發展不彰，越南政府有戰爭經驗，但缺乏政治管理

經驗。 

3. 中國或台灣模式的發展經驗，何者較適用於越南好? 

這不是一個孰優孰劣的問題，中國和台灣的發展都有足夠能讓越南學習的經驗和

教訓，在總體的發展上，目前越南與當年的中國較類似，因此越南的發展必須從

中國經驗中學習參考，並從中修正過去的錯誤，以避免在過程中重蹈中國的覆轍。

但越南作為一個中型的經濟體，在本質上與中國仍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在這方面

應可學習台灣成功的經濟改革經驗（出口導向、進口替代），使越南能經濟更加發

展。 

 

4. 就目前來看，越南的政經發展作主要的阻礙為何？ 

越南目前在經濟上雖已是開放市場，但在政治上仍是維持著一黨專制的威權主義，

在政治上不能開放太快，否則將可能導致內部的混亂。另一方面，越南的基礎建

設較缺乏，並且發展緩慢，尚需約 10~20年的時間，方有可能發展達到一定的水

準；同時，越南人平均的薪資水準太低，這是導致阻礙經濟發展消費動力的重要

障礙。 

（（（（四四四四））））    有關南海問題有關南海問題有關南海問題有關南海問題 

1. 如何看待目前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南海的領土上的爭議？  

中國日前提出《中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當中第 9條規定任何外國組織在

中國專屬經濟區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必須經中國主管機關批准，並遵守中國法律法

規，這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的關係趨於緊張。 

2. 台灣是否有介入調停的空間？ 

東南亞國家對於南海問題很敏感，如果台灣不提南海問題，東協認為台灣與中國

對南海立場一致，這是對台灣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南海問題在東協國家間本身

已相當複雜，加上中國、台灣，情況更加複雜，因此南海問題應先擱置（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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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處理，漁權共同開發，則對台灣較有利。越南與台灣之間並無太大之問題會導

致衝突，若台灣介入南海反而將更不利各方解決問題。 

（（（（五五五五））））    越南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越南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越南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越南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1. 在文化面向上越南與中國間的關係？ 

越南在人口組成上有 90%是京族，其餘為少數民族，包括約 100萬名的華僑。越

南與中國關係密切，近年來越南與中國之邊境問題也都一一與中國簽訂協議解決，

目前只剩南海問題。但越南在面對中國與美國時，外交政策不會一面倒向中國或

美國。對內越南宗教採取開放，政府不干預信仰自由，同時重視儒家文化。孔子

在越南不僅僅只是聖賢，而有神的地位。 

 

二二二二、、、、 參訪越南河內大學參訪越南河內大學參訪越南河內大學參訪越南河內大學－－－－社會人文科學大學社會人文科學大學社會人文科學大學社會人文科學大學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2011年 4月 1日（星期五) 中午 

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 
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副校長 Nguyen Van Kim（阮文金）教授 

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國際合作培訓外事處處長 Nguyen Van Hieu（阮文校）
副教授 
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教授三名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參訪團共計 15人 

 

本次參訪由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USSH）副校長 Nguyen Van Kim（阮文金）教授親自接待。社會人文科學大學附屬於

越南國家大學（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VNU），是越南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最

重要的大學。該校成立於 1945年 10月 10日，迄今已有超過 65年的歷史。其下設有

16個學系、12個研究中心，約 13000名學生（其中外籍生約 700-1000名，中國學生

即佔 300-400名）、500多名教職員工。社會人文科學大學廣泛尋求與世界其他大學及

研究單位的合作，至今除了與 100多個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簽訂合作關係之外，亦累

積超過 300多名的訪問學者。該校更是越南培育學者與外交官的重要搖籃。 

在表達歡迎之意並介紹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之後，阮副校長並回顧台越關係，

指出越南的快速發展對台灣重大意義，因為越南雖然不是東南亞國家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創始會員國，但近年來在區域裡扮演重要的國

際角色，希望台灣能藉此與 ASEAN有更進一步的互動交往。 

本所所長宋學文教授則對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的招待表示感謝之意。本所多數

團員皆是初次訪問越南，但對越南與台灣兩個社會在人文、習俗、文化等方面的相似

性，以及越南在快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朝氣與自信，卻有十分深刻的感受。宋所長

亦表示，中正大學與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尚處於初步接觸與互動的階段，無論是談

論較為實質的合作方式，或是討論較敏感之政治、社會議題，皆有不方便之處，而宜

從一般性、非正式的途徑增進彼此的理解。此次本所的參訪即是以此定位開展。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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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所長則以中正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長的身分，向阮副校長表示，若越

方有意赴中正大學從事訪問與交流，將盡可能提供協助。 

在問題與討論階段，本所師生則與越方出席教授，就越方對台灣的印象、從越南

觀點理解台灣在亞太地區的定位、女性在越南社會的地位及其政治參與、以及美、越

關係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 

 

三三三三、、、、 與越南總理府辦公室主任阮正勝先生餐敘與越南總理府辦公室主任阮正勝先生餐敘與越南總理府辦公室主任阮正勝先生餐敘與越南總理府辦公室主任阮正勝先生餐敘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1年 4月 3日（星期日) 晚間 

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越南總理府辦公室主任阮正勝先生 
台北駐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程祥雲副代表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蕭承遠秘書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參訪團共計 15人 

 

 阮正勝先生曾任越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是越南涉台事務的重要官員。

在蕭承遠秘書安排下，本所參訪團與阮先生以及台北駐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程祥雲副

代表進行餐敘，增進雙方對台越關係的理解。阮先生除對台、越大學的學術互動與交

流表示歡迎與樂見之意，亦強調雙方在文化、教育與經貿等各方面進一步合作的重要

性。 

 

參參參參、、、、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感謝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大學、台北駐越南代表處、越南總理府辦公室以及等的協

助和招待，圓滿完成學術參訪活動，本所透過參訪機會進行實質國際學術對話與交流，

增進本所師生對越南及東南亞地區之認識及研究興趣，這次參訪與越南專家學者對於

台越雙方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能源安全、共同開發與國家發展等議題進行學術對話

與交流獲得相當程度的討論，對於雙方關係未來的發展廣泛的意見交換。 

本所多數團員皆是初次訪問越南，但對越南與台灣兩個社會在人文、習俗、文化

等方面的相似性，以及越南在快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朝氣與自信，卻有十分深刻的

感受。 

整體而言，針對此次參訪交流活動提出幾項建議： 

1. 台越之間目前雖無邦交關係，但是民間交流密切，是維繫台越關係的重要扭

帶。 

2. 東協（ASEAN）近年來在區域裡扮演重要的國際角色，希望台灣能與 ASEAN

或東南亞國家有更進一步的互動交往。 

3. 越南國內的經濟發展快速，是極具發展潛力的國家，唯越南政府的行政效率

偏低和基礎建設仍不足 

4. 在南海問題上，應先擱置（主權）不處理，透過漁權共同開發，則對台灣較

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