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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師大策辦 2021 年「新南向新世代 深耕東南亞」國際研

討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於日前（23）日假和平校區宏遠廳，攜手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及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東南亞學系，共同舉辦 2021 年「新南向新世代 深耕東南亞」國際研討會，主題為「深耕東南亞」。

研討議題分別為：南向下的台灣與印尼；東南亞教育、認同與人口；泰越的文化與政治及東南亞研究深

耕與發展等四項。由總統府資政蕭新煌與高師大校長吳連賞共同主持開幕式，邀請外交部副處長劉昶成

先生、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的謝文忠大隊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林開忠副教授、義守大學華

語文暨國際移動力中心主任黃文琛副教授、高師大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利亮時教授、文藻外語大

學應用華語文系主任卓福安副教授及其東南亞學系系主任林文斌副教授等，專家與學者出席與會。 

 

高師大校長吳連賞致詞表示，從 2015 年東協十國成立之後，經濟地位愈趨重要，從「經濟地理」

的觀點來看，「深耕東南亞」乃重中之重。其次，吳校長點出臺灣在「新南向政策」的弱化，若從媒體

在臺灣加入「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議題來看，此 10+6（東協 10 國+中、日、韓、澳、紐、印度）的組

合確實關係到臺灣在 RCEP 的可能與重要性；加上臺灣的經濟能量（例如光電、電子）在疫情期間仍是

正成長，更突顯臺灣經濟在「後疫情時代」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吳連賞校長接著提到臺灣「深耕」東南亞，高師大表現出三個亮眼的績效，包括本中心主任利亮時

教授在東南亞深耕的貢獻，不僅成立了本校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且招生成效卓著。第二個貢獻

則是本校在今（2021）年 9 月與馬來西亞之間的線上連線，在利亮時教授的積極推動下，開設「馬來西

亞境外高階教育經營與行政管理碩士專班」，其中不乏獨中的校長、副校長或高階人士，也已經有 14 位

拿到學位。第三個貢獻則是在利亮時教授積極推動下，本校已經與馬來西亞 61 所獨中教師建立連結，

促進兩方之間的教育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