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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東南亞研究為例，蕭董事長完整地回顧了台灣區域研究的發展歷程。台灣的東南亞研究主要是因

為 1994 年的南向政策而興起。至此刻起，台灣的東南亞研究可被分為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1994-2000

年、2000-2008 年）即為「南向政策」時期，東南亞研究單位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從淡江大學於 1996

年成立全台第一間東南亞研究所（2009 年停招），到 2003 年中研院成立「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暨

南大學 2004 年出版「台灣東南亞學刊」。 

 
  接下來的八年，東南亞研究的發展進入幾近停滯時間，因時任政府重西向輕南向，只有在 2013 年

成立成功大學的越南研究中心。直到 2016 年，東南亞研究才因「新南向政策」的出現，又再度受到重

視，並因此政策具有「以人為本」的特質，讓台灣這幾年出現超越經貿領域、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軸的

東南亞學術或教學單位，例如：政治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中心（2016）、台灣大學的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

心（2017）、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2019）。 

 
  蕭董事長點出台灣東南亞研究的特性有移民與移工研究、東南亞整體的區域研究大於單一國家研

究、對東南亞社會文化的研究大於政治經濟、在東南亞語言學習中，越南文和印尼文最受歡迎。 

 
  接續在蕭董事長主題演講之後的圓桌論壇，還邀集了國內推動區域研究教學的代表性學者分享各自

對於區域研究的觀察與建議。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王信賢特聘教授認為，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外交與內政有很大的影響，中國

研究不僅是學術，也是政策研究的重心，在台形成了豐富多元的研究社群。因此，台灣學者研究中國有

特別的優勢。 

 
  代表日本研究的中山大學亞太所郭育仁教授分享其留美的背景，讓他看到不同於台灣人印象中的日

本面向，像是日本至目前仍有不友善於女性的法律。而這樣的觀察在友好日本的台灣，容易受到抨擊。 

 
  不像中國和日本研究中的國家範疇清晰，客家研究則是跨國而非跨族群的研究，且研究海外客家人

時要需了解當地社會文化。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張翰璧特聘教授，用客家觀點研究在台的外籍配偶，她發

現印尼的外籍配偶中，有不少是來自當地的客家人。她的客家研究充分地表現出區域研究的跨領域性

質，例如她與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合作，進行湄公河流域稻作研究，涵括了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

但跨領域的特質，反而無法讓她在申請科技部的研究計畫時，以區域研究提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