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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捷克外交部外交學院訂於本（106）年 8 月 14 日至 18 日在捷克歷史古城 Telč

市舉行「第 16 屆歐洲夏令營」，本屆研習營主題為「失序世界中的責任：今日的歐

洲與外交」（Responsibility in a Leaderless World: Europe and Diplomacy Today），邀請捷克

政府各部會及包括我國在內 17 國派遣官員參訓，共計 36 人，並邀集捷克現、卸任官

員、駐捷使節、各領域智庫學者及意見領袖擔任講座。 

 

  本研習營以授課、座談及小組討論等方式，探討目前歐盟及歐洲各國所關切之議

題、共同面臨的挑戰及未來因應之道。除研習課程外，亦安排包括參訓地點 Telč 市政

參訪及社交活動等，並於結訓典禮進行分組發表會，訓練內容充實，收穫頗豐。 

 

  參與本研習營有助於提升承辦捷克相關業務同仁對捷克與歐洲事務之瞭解，

並能增進本部年輕同仁與各國參訓青年官員間之互動與友誼，或可培植日後重要

友我人脈。謹建議未來持續派員參與類此研習營相關活動，以增進我與捷克在各領域

之雙邊友好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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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習目的 

 

一、 維繫我與捷克在各領域之友好合作 

捷克與我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目前雙方業就航權、度假打工、

教育、智慧財產權、電信、核能及電子化政府等領域簽有多項協定及合作備忘

錄，臺捷交流密切友好，我爰基於上述良好基礎，獲捷方邀請派員參訓，盼持

續增進雙方在各領域之友好合作。 

 

二、 增進我對當前歐洲重要議題之瞭解 

本研習營課程內容涵蓋歐盟及歐洲各國近年所面臨之重大議題與挑戰，包括：

歐洲國家之荷蘭、法國、德國、捷克等本年均業/將進行國會/總統大選、歐盟

整合之進與退、英國脫歐、中東及北非難/移民問題、美國新政府政策方向改變

等政經、社會、環境、文化等各議題，內容多元，盼透過不同背景之講座就各

議題進行研討，以及參訓學員間彼此意見交流，尋求因應或解決之道。 

 

三、 廣結善緣並藉此平臺建立友我人脈 

本次捷克外交學院邀集包含我國在內共 17 國、36 人參訓，除受訓人員外，亦

邀請現、卸任官員、駐捷使節及民間意見領袖等擔任各場次講座，藉此機會能

與平時較少有接觸的國家選派之官員互動交流，建立情誼，並藉此平臺適時宣

介我政經、文化與社會發展現況等正面形象，建立友我人脈。 

 

貳、 研習內容 

 

一、 課程名稱：「失序世界中的責任：今日的歐洲與外交」（Responsibility in a Leaderless 

World: Europe and Diplomacy Today）。 

二、 課程時間與內容： 

（一） 106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 

1. 開幕致詞 

捷克外交學院院長 Věra Jeřábková首先簡介課程內容及參訓相關規定，本屆課

程係由布拉格 Aspen 中歐學院副執行長 Michal Kořan 所規畫，包含三大主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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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題，嗣由捷克外交部次長 Jakub Dürr 致開幕歡迎詞。 

2. 市政參訪 

Telč 市副市長親自接待本研習營參訓人員，並簡介該市地理環境及歷史背

景，嗣安排參觀 Telč 古堡。該市位於捷克摩拉維亞（Moravia）省，於 14 世

紀曾遭祝融之災，15 世紀重建後舊城廣場上林立著文藝復興、哥德式及巴

洛克式各色建築，全城由人工河道環繞，於 1992 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二） 10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 

主題一：「在走樣世界中的外交」（Diplomacy in a Shapeless World） 

1. 子題一：「外交的意義－實用工具、合作框架亦或過時的迷戀？」（Meaning of 

Diplomacy－Pragmatic Tool,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or Obsolete Obession？） 

本講座講師為 K 執行長，探討 2004 年捷克甫加入歐盟至今日（2017 年）歐洲

國家對歐盟看法的轉變與緣由，另有鑒於外交工作已從公部門已深入至私部門

（個人），目前聯合國體系似難應對新興及發展中之全球性議題，爰似有改革

之必要。 

2. 子題二：「經濟、科技、外交及走樣世界中的流動性」（Economic, Technology, 

Diplomacy and the Shapeless Fluidity World） 

本講座講師 Tomáš Sedláček 為捷克最大之 CSOB 銀行首席總體經濟學家，並為

捷克故總統 Václav Havel 經濟顧問。本講座探討世界經濟秩序的「7 年循環」、

世界文明發展進程、現今國際秩序/規範存在/不存在論，以及如何面對難民、

衛生與安全等需全球共同解決之難題。 

3. 子題三：「外交如詩－互信時代進步的方式？」（Diplomacy as Poetry：Way Forward 

in the age of Mutual Distrust？） 

講師 Biljana Scott 為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院華語言學家，講座內容探討詩詞是

否得成為外交工具，並舉相關事例研討於外交場合上使用詩詞之目的、適當時

機、內容知遴選及後續帶來的影響等。 

（三） 106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 

主題二：「外交：藝術或騙術？」（Diplomacy: Art or Deceit？） 

1. 子題一：「活的外交：犧牲、困境與機會」（Living Diplomacy：Sacrifices, Dilemma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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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講師為斯洛伐克前外長 Pavel Demeš，曾任斯國首任總統 Michal Kováč 外

交顧問，渠就近年時事包括：美國新政府、英國脫歐、土耳其盼加入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NATO）、俄國總統普丁獲時代雜誌評為最有影響力人士等議題與參

訓學員進行意見交流。 

2. 子題二：「Leadership and Diplomacy：Public, Social, and Normative Foundations」（領

導與外交：公眾、社會及規範基礎） 

本講座講師為捷公眾意見調查分析機構 STEM 主任 Pavel Fischer，曾於 1995 年

與捷克故總統 Václav Havel 共事，並就「領導」、「民主與民粹」及「責任」等

意涵與參訓人員交換意見。 

（四） 106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 

主題三：「資源導向世界中的未來外交：詛咒或祝福？」（Future of Diplomacy in 

the Resource Driven World：Curse or Blessing？） 

1. 子題一：「貿易與經濟：國家自主外交之賦權或限制？」（Trade and Economy：

Empowering or Restraining States’ Autonomous Diplomacy？） 

本講座講師 Iain Begg 為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探討近年世界經濟情勢變化所帶來

政治及經濟問題、各國貿易政策工具及參與世界經濟整合情形，以及英國脫離

歐盟後可能採取與歐盟之合作模式（講師認為「挪威模式」對英國最有利）。 

2. 子題二：「資源、能源及氣候－不存在疆界？」（Source, Energy and Climate－

Without Borders?） 

本講座講師 Václav Bartuška 為捷克無任所大使，就當前能源供需、人口結構及

環境議題等與參訓人員交換意見。 

3. 子題三：「外交的實踐者：新紀元中再訪國際關係知識與職能」（Practitioners of 

Diplomacy：Revisit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a new Era） 

本講座講師為秘魯駐捷克大使 Liliana de Olarte de Torres Muga，曾派駐美、加、

荷及智利，曾任秘魯外交學院院長及駐烏克蘭大使。講座內容重溫國際關係三

大理論及應用、「外交」的意涵、國際社會的秩序與實用的外交工具。 

4. 分組成果發表：K 執行長以「當聯合國體制失能須建立何種機制討論並解決全

球議題」為命題，將參訓學員分為三組。隨著資訊及網路科技的革新，民眾已

習慣使用資訊設備及網路參與公共事務，爰本組設定以「環境保育」為議題，

並採用新媒體「臉書」（Facebook）專頁作為討論平臺，邀集所有參訓人員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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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專頁上進行對話，提出若干解決方案，嗣以網路投票探詢民意，作為決策

之參考。參訓人員均積極參與討論，提出正、反論點及相關統計資料，K 執行

長講評時表示，透明、開放且即時的公民參與可有效提升政府效能，本組之發

想令渠印象深刻。 

（五） 106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賦歸 

 

參、 研習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課程內容包括歐美關係、歐洲防衛、英國脫歐、經濟整合、移民、環境等

各大主題，授課內容多元且充實，講座亦多來自捷克政府及重要智庫，有助瞭

解捷克及其他歐洲國家之官方立場、政策走向及與會各界人士之對歐觀點，有

助增進對相關議題之認識與瞭解。 

二、 本屆講者與參訓官員對我政經社會發展、兩岸關係及我國際處境均有相當程度

之認識，並常藉課餘或社交活動期間分享彼此看法，鑒於學員多任職於各該國

公部門（特別是若干平時與我少有接觸之國家），藉此課程互動能奠定日後交

往之基礎，機會殊為難得。此外，捷克政府亦派中央部會行政官員參訓，對於

建立未來雙邊業務聯繫管道亦頗有助益。 

三、 謹建議： 

（一） 續派員參與本研習營，俾有助於提升我與捷克及其他參訓國家之實質關

係發展。 

（二） 我外交學院於辦理類似研訓活動時，似可參考捷方辦理方式，除邀請友

好國家官員外，亦可請中央部會選派中低階官員共同參訓，以增進該等

國家官員對我之瞭解與認識，亦有助於我政府官員拓展國際視野與人

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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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106 年 8 月 14 日開幕致詞 

 

 106 年 8 月 14 日至 18 日授課情形 

106 年 8 月 18 日分組成果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