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研討會名稱：2021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洋流與伏流：共

享互惠流動的台灣／東南亞」 

會議時間：2021 年 9 月 3 日(周五) 9:00~18:30 

會議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會議發表篇數：92 篇 

參與人數：319 人 

主辦單位：臺灣東南亞學會、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國立中山大

學社會學系、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暨東南亞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財團法人臺灣亞洲

交流基金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會議議程： 

時間 行程 

8:50-9:00 線上會議室開放時間  

9:00-9:30 

開幕式：貴賓致詞 

國立中山大學 鄭英耀校長 

臺灣東南亞學會蔡明璋理事長 

9:30-10:30 

專題演講 - 全球生產壓力鍊：性別、階級與族群交織下的台商生產政治 

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蔡宏政教授 

演講人：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王宏仁教授 

10:30-10:40 中場休息 

10:40-12:10 

場次 1-A 

東南亞 

文化研究

(一) 

場次 1-B 

東南亞 

新住民 

場次 1-C 

東南亞 

殖民史 

場次 1-D 

東南亞 

區域經濟 

場次 1-E 

東南亞 

民主政治 

場次 1-F 

東南亞 

教育(一) 

12:1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00 

場次 2-A 

東南亞 

文化研究

(二) 

場次 2-B 

東南亞 

移工 

場次 2-C 

東南亞 

歷史 

場次 2-D 

東南亞 

國際關係 

場次 2-E 

東南亞 

華人政治 

場次 2-F 

東南亞 

教育(二)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40 
場次 3-A 

東南亞 

場次 3-B 

東南亞 

場次 3-C 

東南亞 

場次 3-D 

東南亞 

場次 3-E 

東南亞民

場次 3-F 

東南亞語



性與性別 地理 族裔 宗教 主化逆流 文教育 

16:40-16:50 中場休息 

16:50-18:20 

場次 4-A 

東南亞研

究圓桌論

壇 

場次 4-B 

東南亞的

遷移與調

適：離散群

體、跨國工

作者與縉

紳化 

場次 4-C 

東南亞華

人的跨國

文化實踐 

場次 4-D 

中國、台灣

和東南亞

的當代發

展 

 

場次 4-E 

馬來西亞

民主化的

困境：王室

復興、反對

黨兩難以

及民粹崛

起 

場次 4-F 

反身性的

大學教育

革新，以

「東南亞」

為方法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47,400】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43,681】元 

經費執行率【92.2】%（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未達執行率百分之九十原因：執行率已達百分之九十。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一) 本次年度研討會以「洋流與伏潮：共享互惠流動臺灣／東南亞」為主題，聚

焦東南亞國家的「人與物的流動」、「文化與社會的流動」以及「制度與組織的流

動」的核心議題，共有 90 餘篇論文發表，分為 24 個場次，主題涵蓋文化、教育、

政治、宗教、族裔…等多元面向，展現台灣深耕東南亞研究與東南亞事務的能量

與成果。 

(二) 本次年會吸引超過 300 位學者、研究者、學生與民間團體共襄盛舉，連結台

灣東南亞研究各領域學者及機構，為台灣東南亞研究不可缺少的的學術交流平台。 

(三) 不論是年會發表人或是旁聽與會者，都可看到不少年輕學子參與，在年會當

中與各界學者及研究員意見交換，提升新生代東南亞領域研究之水準與風氣。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2021 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因應疫情採線上會議形式辦理，

年會以「洋流與伏潮：共享互惠流動臺灣／東南亞」為主軸，聚焦東南亞國家的

「人與物的流動」、「文化與社會的流動」以及「制度與組織的流動」的核心議題。

集結東南亞研究的各個領域學者，共同激盪討論台灣與東南亞之間要如何深化合

作並開展新局，呈現真正多邊與互惠交流的宏遠願景，這是我們在本次東南亞區

域研究年度研討會的心之所嚮！ 

 

本次年會以「洋流與伏潮」為主題就是希望探討，海洋將台灣與東南亞國家

連結在一起，但也同樣潛藏可能的挑戰必須加以克服，才能達成真正的「共享互

惠流動」。年會中共有 24 場次涵蓋文化、教育、政治、宗教、族裔等多元面向，

發表論文為 92 篇，共吸引 319 位師生、研究者與民間團體成員共襄盛舉。 

 

本屆專題演講由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西灣學院院長王宏仁以「全球生產

壓力鍊：性別、階級與族群交織下的台商生產政治」為題發表演講，分享長期投

身越南研究的成果。此外，各場次發表與討論過程，可一窺近年來東南亞區域研

究的核心關懷。例如東南亞各國近年政治動盪頻繁，加上疫情治理的挑戰，在政

治領域相關的場次中，與會者多關注東南亞的政治發展趨勢以及民主化進程。而

全球化下，頻繁的跨國流動，讓新住民、移工議題也成為研究焦點，不論是勞動

條件的保障、婚姻與教育、文化與認同等面向，皆有多元研究發表。 

 

我國政府自 2016 年起推動「新南向政策」，企圖建立台灣與印太地區，特別

是東協各成員國的連結，創造區域內共同利益。鑒於該區域各國存在相當之異質

性，東南亞區域研究的確有其必要性。本次研討會集結來自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的

研究者，除了讓彼此能在已有所共識之處深入交流，也能注意到真實存在的各種

扞格與衝突，並努力加以克服。期待藉由學術社群分享與交流，可促成彼此更進

一步的學術合作，真正實踐多邊互惠的願景。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台灣東南亞學會蔡明璋理事長致詞 年會開幕式大合照 

  



開幕式專題演講 - 國立中山大學王宏仁教授 

 
 

場次 1-A 東南亞文化研究(一) 

  

場次 1-B 東南亞新住民 

  
場次 1-C 東南亞殖民史 

  

場次 1-D 東南亞區域經濟 

  



場次 1-E 東南亞民主政治 

  

場次 1-F 東南亞教育(一) 

  

場次 2-A 東南亞文化研究(二) 

  

場次 2-B 東南亞移工 

  
場次 2-C 東南亞歷史 

  



場次 2-D 東南亞國際關係 

  

場次 2-E 東南亞華人政治 

  

場次 2-F 東南亞教育(二) 

  

場次 3-A 東南亞性與性別 

  

場次 3-B 東南亞地理 

  



場次 3-C 東南亞族裔 

  

場次 3-D 東南亞宗教 

  

場次 3-E 東南亞民主化逆流 

  

場次 3-F 東南亞語文教育 

 
 

場次 4-A 台灣東南亞語言教育的現況與展望 

  



場次 4-B 東南亞的遷移與調適 

  

場次 4-C 東南亞跨國文化流動 

  

場次 4-D 中國、台灣和東南亞的當代發展 

  
場次 4-E 馬來西亞民主化的困境 

  

場次 4-F 反身性的大學教育革新，以「東南亞」為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