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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人感謝中正大學的資助，在今（2016）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參與 2016

年歐洲台灣研究學術研討會，於 3 月 29 日晚間從臺灣出發，在捷克當地時間 3

月 29 日下午抵達會議所在地捷克布拉格。會議表定 4 月 1 日發表題目為 “優勢

海外遷移者：在雅加達的臺灣人(Being Privileged Minority Overseas:Taiwanese People 

in Jakarta)”，並與該場次學者做相關研討，得到未來該篇論文其他深入發展之可

能性，同時藉參與會議機會和不同領域之學者討論臺灣與東南亞的政經發展脈絡，

擴展自身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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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 緣起及目的 

    因執行科技部計畫，研究方向著重於國際化下的臺灣移民經驗，近期幾次前

往田野地進行考察得到進一步的成果，希望能與更多相關領域學者做一討論，了

解該研究成果能再增補的部分與未來研究可能方向，同時關心該領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發現，並把自己的學習經驗帶回臺灣分享。決定利用難得機會初步把成果寫

成論文投稿至歐洲臺灣研究會，也順利投搞成功，議程安排 4 月 1 日進行報告與

分享。 

 

貳、過程1 

3 月 30 日在年會會員登記之後，隨即參加大會安排，由澳洲學者 Professor 

Bruce Jacobs 發表的專題演說，題目為“強大與無力: 重新審視與定義臺灣歷史

(The Powerful and the Powerless: re-examing and reframing Taiwan’s History)”。專

題演說後，隨即參加第一場論文發表，主持人為薩伊東(Sasa Istenic，盧布爾雅

那大學 University of Ljubljana)，共計有四篇論文，包括“臺灣在國際的外交夥伴:

小盟軍的大影響？(Taiwan's Diplomatic Partners in the Global System: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發表人為 Dennis Hickey,任職密蘇里州立大學(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第二篇為“臺灣與東南亞的合作：半官方機構關係的力量

(Taiwan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The Power of Semiofficial Institutional 

Relation)” 發 表 人 為 Rangga Aditya, 任 職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第三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結構的改變(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tructural Changes)”，發表人 Olga Daksueva,任職於國立政治大

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相互交織的氣候政治與氣候治理:臺灣的溫

室氣體減排和管理法觀察(The Intertwined Climate Politics and Climate Governance - 

Observing from Taiwan’s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發表

人 Chung-hsien Lee , 任職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與會者眾，收穫頗豐。（相

關議程請見原文附件。） 

在 3 月 31 日上下午分別參加了兩個場次的專題，主題分別為“公民社會、

動員與行動(Civil Society, Mobilisation & Activism)”與“人類學和空間政治

(Anthropology and Spatial Politics)”，當中的“強大與無力:臺灣與香港(Powerful 

and Powerles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發表人為 Syaru Shirley Lin,任職於香港

大學(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構建‘福爾摩沙’：臺灣的想像與歷

史代表性，以約翰·湯姆遜的觀點(Constructing ‘Formosa’: Taiwan Imag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John Thomson)”，發表人 Chen 

                         
1本次會議全程以英文進行，故報告當中的人名與主題名稱都是英文。但為因應公務機關經費核

銷需求，筆者自行翻譯成相關中文，若有翻譯失當之處，還請相關當事人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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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h-fan, 任職於國立清華大學(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台灣考古學與民

族主義的對話：發掘一個史前新興國家 (Taiwan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s:  Digging up the Prehistory of an Emerging Nation)”，發表人為梅豪方

(Frank Muyard)，任職國立中央大學與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CEFC), “台灣與澎湖的碑銘實踐，做為表達、阻力與實踐(Epigraphic 

Practices on Taiwan and Penghu as Expressions of Power, Resistance and Mediation)”

發表人為 Oliver Streiter，任職於國立高雄大學與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與 Yoann Goudin 任職於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引發會場諸多討

論，也引起本人的興趣。 

4 月 1 日則是針對本人的研究進行報告，題目為 “優勢海外遷移者：在雅加

達的臺灣人(Being Privileged Minority Overseas:Taiwanese People in Jakarta)”，會場

討論熱烈，對未來的進行方向有相當幫助。（論文發表之原文 ppt 請見附件。）

此外，在大會以及捷克代表處的安排下，三天的中餐與晚餐，分別與林夏如教

授、鄭敦仁教授、冷則剛教授、Dafydd Fell(羅達菲)、Gunter Schubert(舒耕德)等

多位國內外學者共進午餐，針對臺灣政治的現狀，臺灣的中國研究與東南亞研

究的現況與發展交換經驗，相談甚歡。 

 

參、心得與建議 

本人在此次參與多場研討會，蒐集諸多論文，以及各大書商近年出版之重要

書籍。對於未來的研究工作，應有極大的幫助，本人亦樂意將這些資料與國內學

術先進共享。 

報告人：林平 

201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