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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十二屆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ICTS 12)在澳洲雪梨的雪梨大學舉行。每三年才舉行一次的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是泰

國研究學者必去取經的聖地。 

會議舉行日期為 2014 年 4 月 22 日至 2014 年 4 月 24 日，會議討論的主題包羅萬象，

包括：考古學 (Archaeology)、藝術與設計 (Archaeology)、東盟 (ASEAN)、邊界

(Borders)、佛教 (Buddhism)、電影 (Cinema)、衝突 (Conflict)、文化 (Culture)、教育 

(Education)、環境 (Environment)、少數民族 (Ethnic Minorities)、健康 (Health)、歷史/

史學 (History/ Historiography)、語言 (Language)、文學與民俗學 (folklore)、君主政體 

(Monarchy)、音樂 (Music)、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政治 (Politics)、農村問題 

(Rural Issue)、性 (Sexuality)、社會 (Society)、南方/伊斯蘭 (South/ Islam)、傣 (Tai)、

泰國移民與僑民 (Thai Diaspora)、泰國價值 (Thai Value)、及女性研究 (Women’s 

Studies)，共二十七項主題。筆者所投稿的主題為「泰國移民與僑民」(Thai Diaspora)。

探討近年來，來台的泰國籍移工在台灣這些年的生活，除了金錢以外，在他們契約結束

回國時還帶回哪些東西回去原鄉？ 

此次交流不僅獲知全世界各國學者目前對泰國研究的研究狀況，筆者也試圖讓其

他國家的學者了解我國年輕學者目前所從事的泰國研究為何。彼此給予對方的研究議題

很多建議及回饋，可謂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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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ICTS )是每三年

才舉行一次的國際研討會，不論是由泰國的大學主辦、或是泰國以外的大學主辦，主辦

學校都是在泰國研究這個主題上有興趣的學校。雪梨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是

澳洲頂尖的大學之一，它的特點除了是一個充滿活力與多樣性知識的殿堂外，它也是「雪

梨東南亞中心」 (The Sydney Southeast Asia Centre)的主要地點。 

 

筆者此次前往參加「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當然是和各國

學者們交換所學，尋求這些研究泰國的專家對我發表的論文的意見；第二，藉這個到雪

梨發表的機會，瞭解從泰國移民到澳洲的泰國人其移民生活現況如何。雪梨是澳洲最大

的城市，也是最有活力的城市，因為這個城市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根據官方資料，

整個雪梨約有五百萬個外籍人口，其中泰國人就有兩萬人之多，因此在雪梨還有個名之

為「泰國城」(Thai Town)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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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這次的研討會雖說是從 4月 22日(二)到 4月 24日(四)，其實主辦單位在 4月 21日(一)

已安排了不少活動。所以筆者是從 4 月 21 日即開始參與這個研討會的。 

4 月 21 日的活動有，「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Postgraduate/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Workshop)，這個工作坊是特別設計給研究生(碩士生與博士生)以及拿到博士

學位五年內的青年學者的。有做泰國研究的資深學者給予一樣做這方面研究的年輕人一

些自己的建議，而且參與的學生也可藉此認識來自世界各國研究泰國的研究生/青年學

者。 

這個工作坊分兩部分舉行，早上是專題演講。由資深學者演講如何寫論文的章節、

如何寫研究計畫書、如何發表論文到國際期刊、以及如何發表演說你的論文。下午的部

分是屬於回應的部分，就是資深學者根據研究生/青年學者繳交的論文章節給予個人建

議，例如有人是繳交論文的其中一章、有人是拿要發表的 PPT 來請教資深學者意見、

有人是繳交要申請獎學金或研究經費的計畫書希望能獲得寫作上的回應。 

 

  

圖 1. 4 月 21 日，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圖 1. 4 月 21 日，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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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月 21 日，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圖 4. 4 月 21 日，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圖 5. 4 月 21 日，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圖 6. 4 月 21 日，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圖 7. 4 月 21 日，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圖 8. 4 月 21 日，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4 月 21 日的活動除了有「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Postgraduate/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Workshop)之外，還有幾場圓桌會議，是講雲南和泰國邊界的會議。除此之

外，筆者覺得最特別的是，主辦單位還有個活動是帶領大家去參觀在雪梨的「泰國城」 

(Thai Town)。是約傍晚的時候在研討會的註冊地點集合，主辦單位帶領大家搭乘公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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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城，找幾間泰國餐廳，大家實際點餐飲用，那間泰國餐廳的老闆會親自出來接待大

家，並和大家聊聊從泰國移民到澳洲來的一些心情。可惜 4 月 21 日的眾多活動中，因

為時間都有重複到，所以每個人頂多只能參加到一種活動。所以筆者就沒參加到泰國城

和移民澳洲的泰國人談天的行程。 

 

4 月 22 日(二)，研討會的第一天，一早 9 點鐘到 10 點半是由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

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歷史學教授，Thongchai Winichakul 博士為

大家演講，他是整個研討會四位 Keynote Speakers 的其中一位。他演講的主題

是”Conceptualizing Thailand under Royalist Provincialism”。 

 

  

圖 9. 4/22，Keynote Speaker: Thongchai。 圖 10. 4/22，Keynote Speaker: Thongchai。 

 

  

圖 11. 4/22，Keynote Speaker: Thongchai。 圖 12. 4/22，Keynote Speaker: Thong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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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4/22，Keynote Speaker: Thongchai。 圖 14. 4/22，Keynote Speaker: Thongchai。 

 

整個研討會分為二十七個主題在進行，包括：考古學 (Archaeology)、藝術與設計 

(Archaeology)、東盟 (ASEAN)、邊界(Borders)、佛教 (Buddhism)、電影 (Cinema)、衝

突 (Conflict)、文化 (Culture)、教育 (Education)、環境 (Environment)、少數民族 (Ethnic 

Minorities)、健康 (Health)、歷史/史學 (History/ Historiography)、語言 (Language)、文

學與民俗學 (folklore)、君主政體 (Monarchy)、音樂 (Music)、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政治 (Politics)、農村問題 (Rural Issue)、性 (Sexuality)、社會 (Society)、南

方/伊斯蘭 (South/ Islam)、傣 (Tai)、泰國移民與僑民 (Thai Diaspora)、泰國價值 (Thai 

Value)、及女性研究 (Women’s Studies)。同一個時段同時有十二間教室在開放討論，可

見泰國研究研討會的規模之大。 

 

下午 5 點半到 6 點半，由第二位 Keynote Speaker，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教授 Jonathan Rigg 博士為大家演講。演講的題目是”The 

Shadows of Success: Exploring Thailand’s Challenge of Af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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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4/22，Keynote Speaker: Jonathan Rigg。 圖 16. 4/22，Keynote Speaker: Jonathan Rigg。 

 

  

圖 15. 4/22，Keynote Speaker: Jonathan Rigg。 圖 16. 4/22，Keynote Speaker: Jonathan Rigg。 

 

4 月 23 日(三)，研討會第二天，一早 9 點鐘到 10 點是由在泰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的人類學教授，Paritta Chalermpow Koanantakool 博士為大家演講。她是四位

Keynote Speaker 裡唯一的一位女性。她演講的主題是”Looking Back in Sorrow: Museums, 

Heritage, and Anthropology in Thailand”。 

 

  

圖 17. 4/23，Keynote Speaker: Paritta。 圖 18. 4/23，Keynote Speaker: Par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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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4/23，Keynote Speaker: Paritta。 圖 20. 4/23，Keynote Speaker: Paritta。 

 

第二天研討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下午 4 點半到 6 點半有一場論壇演講，論壇主題

是”Thailand in Australia Forum”。這場論壇是播放雪梨大學的學生去雪梨的泰國城 (Thai 

Town)訪問移民到澳洲的泰國人，他們的心情、心路歷程、感想等。再把這些訪談所拍

攝的影片，剪輯後播放給在場的與會人士觀看。4 月 21 日去泰國城泰國餐廳的活動， 現

場就有這些被訪談者親自出現和大家聊天。 

 

  

圖 21. 4/23，Thailand in Australia Forum。 圖 22. 4/23，Thailand in Australia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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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4/23，Thailand in Australia Forum。 圖 24. 4/23，Thailand in Australia Forum。 

 

  

圖 25. 4/23，Thailand in Australia Forum。 圖 26. 4/23，Thailand in Australia Forum。 

 

第二天晚上 7 點到 11 點是晚宴。晚宴是辦在雪梨歌劇院前的”The Waterfront 

Restaurant”。這間餐廳位在雪梨港灣大橋 (Sydney Harbour Bridge)下，往前方即可看到

雪梨歌劇院 (Sydney Opera House)，是個景色絕佳的地點。 

 

  

圖 27. 4/23，晚宴。 圖 28. 4/23，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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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4/23，晚宴。 圖 30. 4/23，晚宴。 

 

  

圖 31. 4/23，晚宴。 圖 32. 4/23，晚宴。 

 

  

圖 33. 4/23，晚宴。 圖 34. 4/23，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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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4/23，晚宴。 圖 36. 4/23，晚宴。 

 

  

圖 37. 4/23，晚宴。 圖 38. 4/23，晚宴。 

 

  

圖 39. 4/23，晚宴。 圖 40. 4/23，晚宴。 

  

4 月 24 日(四)，研討會的第三天，也是最後一天。早上一樣是由一位 Keynote 

Speaker 為大家演講，博士 Grant Evans 是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人類學教

授，當天演講的主題是”The Original Tai Diaspora”。 

 



11 
 

  

圖 41. 4/24，Keynote Speaker: Grant Evans。 圖 42. 4/24，Keynote Speaker: Grant Evans。 

 

  

圖 43. 4/24，Keynote Speaker: Grant Evans。 圖 44. 4/24，Keynote Speaker: Grant Evans。 

 

 研討會最後一天的閉幕典禮是由Craig Reynolds博士為大家演講關於泰國研究回顧

(The Review of Thai Studies)。最後，主辦單位仿效奧斯卡獎頒獎典禮，最後揭曉三年後

的「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ICTS )舉行的地點

是在泰國清邁大學。期待大家三年後在清邁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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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4/24，Keynote Speaker: Grant Evans。 圖 46. 4/24，Keynote Speaker: Grant Evans。 

 

  

圖 47. 4/24，Keynote Speaker: Grant Evans。 圖 48. 4/24，Keynote Speaker: Grant Ev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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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此次由雪梨大學主辦的「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ICTS )是第十二屆的研討會。之前十一次的舉行地點分別為(1) 印度新德里 

(1981)、(2) 泰國曼谷 (1984)、(3) 澳洲坎培拉 (1987)、(4) 中國昆明 (1990)、(5) 英國倫

敦 (1993)、(6) 泰國清邁 (1996)、(7) 荷蘭阿姆斯特丹 (1999)、(8) 泰國佛統 (2002)、(9) 

美國芝加哥 (2005)、(10) 泰國曼谷 (2008)、(11) 泰國曼谷 (2011)。 

筆者參加過幾次國際研討會，但這次由雪梨大學主辦的「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ICTS )令筆者印象深刻。第一、在研討會之前

的一兩個月，主辦單位很貼心地陸陸續續寄 e-mail 給所有與會者相關資訊，如申辦澳洲

簽證、雪梨住宿資訊、雪梨觀光資訊等。還會一直寄來提醒與會者，一定要在期限內辦

好澳洲簽證等。真的是很貼心。第二、主辦單位額外舉辦「研究生/青年學者工作坊」 

(Postgraduate/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Workshop)，我覺得這個工作坊對仍屬學生身分的

我獲益良多。在國內的碩博士生學習過程，儘管有上研究方法的課程，但卻少學到如何

寫作學術論文，尤其是學術英文寫作。常常是筆者藉由閱讀國外期刊、原文書時，順便

模仿/學習別人是怎麼寫的。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工作坊是有必要的。第三、主辦單位除

了每個時段開十二個場次讓大家聽別人的發表之外，還同時有各種圓桌會議在舉行，例

如泰國與雲南的邊界關係、泰國現今的政治等等，研討會現場還有很多藝術展，是泰國

畫家所畫的，可以讓大家從另一個角度來了解泰國這個國家。第四、就是主辦單位除了

有晚宴活動外，還額外舉辦一個認識雪梨泰國城的活動，讓大家除了交流書本上學到的

知識外，還可以親身走入泰國移民的世界。第五、主辦單位在旅途的交通工具安排上也

很特別，它不像一般研討會的主辦單位，多會請遊覽車來接駁大家。不論是去晚宴會場

或去雪梨泰國城，主辦單位都是安排讓大家搭乘公車，反正這輛公車客滿就等下一輛公

車，每輛公車上都會有主辦單位的工作人員陪伴大家一起到目的地。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可以讓與會者更親近當地人的生活方式。才不會到了一個國家發表論文，結果只認識該



14 
 

國的機場、主辦學校、及下榻飯店，失去認識那個國家的機會。 

這次的發表是筆者第一次到英語系國家發表論文(之前出席的國際會議其地點在日

本、澳門、及馬來西亞)，整個從入該國國境開始就浸盈在英語的話語中，讓筆者可以

在學術英語之外，再度重溫生活英語，此行可謂一舉數得。 

還有，這次的研討會是泰國研究，所以與會者的溝通語言除了學術上的通用語英語

以外，泰語也是會場的主要溝通語言之一。連西方學者的 Keynote Speaker 都能夠使用

泰語直接演講，對於研究泰國的我，實在需要好好精進自己的泰語能力。 

另外，筆者住宿的地點是青年旅舍，同房的室友有不少是從台灣、香港來澳洲打工

度假的學生。打工度假也可算是另一種短暫的移民，和他們的相處聊天也增進筆者在移

民研究這方面的了解。另外，因為雪梨有將近兩萬名的泰國人居住在這，筆者也趁機認

識幾位移民到澳洲的泰國人，了解到年輕一代的澳洲籍泰國男生已經不一定會想要遵循

泰國男人一輩子一定要出家一次的想法。這些生活中的交談都是此行寶貴的經驗，也或

許會是筆者的研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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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對於這次出席參加在雪梨大學舉辦的「第十二屆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ICTS )，筆者有幾點建議： 

 

1. 除補助機票外，可否酌量補助住宿費及註冊費 

   學生此次儘管未獲得科技部的補助，但仍心覺有幸能獲得學校「教學卓越計畫經

費」的補助。可惜補助僅機票的一半，但通常出國發表不是只有機票一事需要花錢，

例如筆者參與此研討會的註冊費，即使是學生價、而且是早鳥價，仍需高達新台幣

六千元，這對學生而言是個不小的負擔。而且還有其他簽證費、住宿費、飲食費、

交通費等零零雜雜費用需要支出。 

 

2. 辦研討會時可參考雪梨大學這次的模式 

    筆者認為學術寫作對一位學術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建議國內在舉

辦研討會時，可以順便為研究生/青年學者舉辦一些關於學術寫作、學術論文如何投

稿至期刊、或如何在研討會發表等相關工作坊，以促進國內學術水準更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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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 

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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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Remittance of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 

 

Ph. D. Student : Jung-Hsiu Liu1 

 

junghsiu@gmail.com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R. O. C.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elerates people to the globalized world. To 

borrow the book title from Thomas Friedman (2005), the “flattened world” can be seen not 

only in the logistics and the cash flow, but also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Based on some studies,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no matter they are doing domestic 

works in Hong Kong or Taiwan, are prefer sending part of their salaries as remittances back 

to home. Thus, their home country treated them as Migrant Heroes. Besides, most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are female and they are doing caretaker works. They 

also prefer sending their money back to their homes.  

 

However, large amount of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are males and they are not 

doing domestic works or caretaker works. Instead, they work in industrial factories and these 

kinds of jobs need some technical skills.  

 

Peggy Levitt (1998) had mentioned “social remittances are the ideas, behaviors,  

 

 

                                                 
1 Jung-Hsiu Liu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ocial Mobility, 

Underclass and others. Since her current research field i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she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ailand’s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She has presented papers in 

some conferences, e.g., The 2012 Annual conference of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in 

Taiwan with an article— “How do They Survive in Taiwan? — Discu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n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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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ies, and social capital that from receiving-to-sending country community.” Th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ial remittances of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re used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se learned technical skills help these Thai migrant workers when they back to their 

country.  

 

 

Keywords: social remittance, migration,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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