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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主任林文斌。  
 
 

林文斌：受困兩岸 新南向只能夾縫求生 
 

【新聞來源：臺灣中評網】中評社高雄 3 月 6 日電（記者 高易伸）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主任

林文斌接受中評社訪問認為，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作為全球最大區域經貿組織，將改變全

球經貿版圖與地緣政治，蔡政府力推的新南向政策，受困於兩岸關係，不僅無法左右逢源，更只能在夾

縫中求生存。 

  

林文斌，1971 年生，中山大學政治學碩士、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主要經歷包括日本大阪大學大

學院法學研究科外國人研究員、台灣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訪問學者等。主要研究領域有日本政治經濟體制、韓國政府、東亞政治等。林現為文藻外語大學東

南亞學系副教授、該系主任。 

 

林文斌表示，蔡英文總統已經成功連任，按道理第二任期不會放任兩岸關係持續惡化，應想辦法緩

解。沒有“九二共識”的台灣如何跟對岸、跟東協打交道？蔡英文總統刻意想回到 1992 年兩岸會談前

的互動形式？除非需要一些關乎兩岸的重大議題，例如過去的開放老兵探親或現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合

作，但大陸願意接受嗎？這一點很耐人尋味。 

 

評價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林文斌認為有成功、也有失敗。成功之處在於提升台灣社會對新南向國

家的興趣與認識，提升台灣對世界地圖的想像，對於新住民及其二代有自我概念與形象的提升，減緩台

灣社會用歧視眼光看待東南亞。 

 

林文斌進一步說，東南亞國家每年 GDP 以 5 至 7%的速度成長，代表經過 7 年 GDP 就會翻倍。因

此才有“外婆家的優勢”指新住民二代“新台灣之子”為搭建下一代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橋樑與生力

軍。 

 

林文彬說，但新南向失敗之處在於政府政策太過急躁，很多經費花在不太對勁的地方，在缺乏統合

系統下不少計畫案各部會則各行其事，產生不少亂象，這一點應該檢視重新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