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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2019年亞洲的東南亞研究雙年會（SEASIA Conference 2019）將由中央研

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APAS）、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CSEAS）、

臺灣東南亞學會（TASEAS）等三個臺灣參與「亞洲東南亞研究聯盟」（Consortium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Asia, Consortium of SEASIA，後簡稱 SEASIA）

的成員機構於 2019 年 12月 5日至 7日在中央研究院共同舉辦。 

本次會議共有 36 國、450 名學者專家共襄盛舉，並有 510 篇論文發表，會

議聚焦東南亞國際政治、國家與社會發展等核心議題，深化台灣與區域學術社群

的連結，展現臺灣深耕東南亞研究與東南亞事務的能量與成果，是近年台灣規模

最大的東南亞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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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計畫簡介 

一、前言 

「亞洲東南亞研究聯盟」係由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地域研究所（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SEAS）於 2013年 10月 11日所發起的國際學

術組織，結合東北亞與東南亞各國專注亞洲與東南亞區域研究、具代表性的學術

機構共同倡議成立。此一國際組織的成立目的與運作宗旨，在於推動一個以「亞

洲」為架構的東南亞研究中心群，共同實踐具有亞洲特色、富涵國際能量的多邊、

多國合作架構，推動東南亞教育、東南亞區域研究、東南亞教學等領域的具體合

作。 

SEASIA的主要成員來自 10個國家（或地區）包含了：日本、韓國（創始會

員但之後被除名）、臺灣、新加坡、印尼、泰國、汶萊、菲律賓、中國、以及香

港。具有正式會籍者分別是：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地域研究所（為主要推手與創

始秘書處）、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ARI）、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院（SHSS）、印尼科學院（LIPI）、菲律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the Asian 

Center）、汶萊大學亞洲研究中心（IAS）、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中心（IAS-

CU）、以及我國的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APAS）及臺灣東南亞學會

（TASEAS）。 

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於 2017年向 SEASIA秘書處提出會籍申請，經

過兩階段嚴謹審查後獲得通過。同年 12 月 15 日於泰國曼谷召開的聯盟理事會

（SEASIA Governing Board Meeting）正式確認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與新加坡東

南亞研究院（ISEAS）、香港城市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SEARC）、以及中國暨南大

學國際關係研究院（SIS）為 4 個新會員。在理事會中，由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

執委會主席蕭新煌教授與申請人代表中心參與並共同簽署新章程，政大東南亞中

心也成為全台第一所以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申請加入 SEASIA 的正式會員。在中

國同為會員的國際學術組織中，能以臺灣爭取擔任該國際組織的秘書處，誠屬難

得。 

 

除了成功爭取會籍、擴大臺灣在 SEASIA中的代表席次（3席），計畫申請人

接續爭取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接任 SEASIA 的國際秘書處，經理事會同意後，聯

盟秘書處於確立設於政大，為期三年（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同時由計畫申請人擔任秘書處執行長（Director/Chief Administrator）。能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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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一區域層級的學術網絡，等同於同時與其他十二個會員機構建立對等合作關

係，對於積極發展東南亞教學與研究體系的政治大學而言，甚為關鍵，此一研究

聯盟的推動對於臺灣的新南向政策中關於人才培育、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制度化工

作而來說，也相當具有戰略意義。 

特別是在政大擔任秘書處的三年任期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推進由臺灣

主辦「2019年亞洲東南亞研究雙年會」（SEASIA Conference 2019），將此一大

型國際會議移師臺北辦理，會議時間為 2019年 12月 5日至 7日，地點於中央研

究院舉行。 

 

二、雙年會暨國際研討會背景 

東南亞的過去，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註腳。從跨國衝突到亞洲和平，鍛造

人類集體記憶的清晰片段。東南亞的現在，代表著區域共同體的理念與實踐，從

早期的馬印菲（Maphilindo）到今天的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從亞洲

到印太的戰略競爭，從經濟成長到政治轉型的發展過程，清楚說明了這個區域的

國家與社會面對變局的彈性與韌性。東南亞的未來，更將決定全球政經格局與社

會發展的走向，從區域共同體到國家、從公民社會到個人，這些負責任的利害關

係方的集體行動將決定對區域有利、對人民有益的發展藍圖。 

近年來，各界積極關注印太區域的發展，重視大國政治的戰略競爭與區域發

展的經濟社會變遷。「印太」區域看起來指的是印度洋與太平洋沿邊的地區與國

家，但其實充滿政治或戰略意義，特別由強權國家所定義。到了今天，這些被指

涉或被囊括的國家群也開始省思作為印太成員的意義，同時也積極檢討區域合作

與衝突的成本，以及對於人民福祉的深遠影響。 

事實上，印太區域架構的軸心就在東南亞。東南亞在過去五十年來所逐漸推

動的合作架構，以及近二十年來快速發展以人為中心的共同體建構議程，都成為

印太地區發展大型區域主義的根本。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與對話網

絡的持續向外擴散，成為大國政治關注、區域組織深化、以及民間社會穩固的架

構。在此同時，將區域人民的福祉放在共同體整合首位的主張，彰顯出「以人民

為中心」的訴求不再只是政治菁英的合作口號，而是能在民間社會、社區與個人

身上具體落實的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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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做為東南亞區域的一份子，同時是東北亞向南延伸的最南端、以及東南

亞向北連結的最北端，殷切期待能透過參與區域共同體的過程，強化亞洲東南亞

研究的學術與意見交流平台。更重要的是，藉由這個區域平台，積極促成各種學

術合作計畫的推進，醞釀亞洲再造的具體社會影響力。 

 

 

三、亞洲東南亞研究雙年會的重要性 

本屆「亞洲東南亞研究雙年會」為第三屆大型的國際會議（2015、2017、2019），

也是亞洲與全球東南亞研究社群的重要固定交流場合。由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協

同臺灣的 SEASIA會員機構與國際會員機構合辦的雙年會，具有下列四大重要性： 

(1) 彰顯臺灣深耕東南亞研究與東南亞事務的能量與成果：臺灣學術界

持續在東南亞國際關係、東南亞民主發展、東南亞客家研究、東南

亞社會與移民研究、東南亞政治經濟、東南亞文化等領域累積充沛

能量，藉由本屆雙年會的辦理，可以向國際學術界分享臺灣對於東

南亞發展的關注與研究成果； 

(2) 強化臺灣在 SEASIA 的影響力並促成我國與區域內的東南亞教學研

究機構鏈結：近年來，由新南向政策所推動的學術機構交流與大學

合作正積極發展，也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成果。但這些成果多半屬於

「雙邊」層次的合作，對於國際組織、國際網絡的「複邊」、「多邊」

的制度參與方面，還有可以發展的空間。若臺灣可以藉由 SEASIA

架構發展與其他 9國（地區）、13個研究中心的大型鏈結，將有助

於提升我國在區域東南亞研究領域與社群中的帶領者或倡議者角

色，也可促成臺灣其他非 SEASIA成員與 SEASIA組織之間的互動與

合作機會； 

(3) 新南向政策的成果宣傳與分享：我主辦單位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將

特別安排政策論壇與圓桌論壇，針對南島文化、農業、衛生醫療、

東南亞教學等議題邀請區域內重要學者專家出席並進行對話，相關

討論將針對臺灣新南向政策的五大旗艦計畫與東南亞與國際社會

的回應進行交流，尋找具體的共識與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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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去二屆會議中出席的大會貴賓具政治份量與象徵意義：首屆會議

於 2015 年在日本京都辦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出席演說，有 800

人出席）、第二屆於 2017年於泰國曼谷辦理（泰國皇室詩琳通公主

出席演說，有 500 人出席）、本屆會議為第三屆於臺北中央研究院

辦理（陳建仁副總統出席至開幕歡迎詞，共有 500人出席）。 

 

 

表一 SEASIA成員國家（地區）與機構 

 
國家 機構 備註 

日本 

京都大學東南亞地域研究所 ⚫ 發起機構暨創始成員

（2013） 

⚫ 辦理第一屆亞洲東南亞

研究雙年會（2015） 

臺灣 

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

心 

⚫ 創始成員 

臺灣東南亞學會 ⚫ 創始成員 

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 新成員（2017 加入） 

⚫ 現 任 秘 書 處 （ 2018-

2021） 

⚫ 辦理亞洲東南亞年輕學

者大會（AYSEA 2016） 

⚫ 辦理第三屆亞洲東南亞

研究雙年會（2019） 

韓國 韓國東南亞研究學會 ⚫ 已被除名 

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院 

⚫ 創始成員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創始成員 

東南亞研究院 ⚫ 新成員（2017 加入） 

印尼 印尼科學院 ⚫ 創始成員 

泰國 

朱拉隆恭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創始成員 

⚫ 辦理第二屆亞洲東南亞

研究雙年會（2017） 

菲律賓 菲律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創始成員 

汶萊 汶萊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創始成員 

中國 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 新成員（2017 加入） 

香港 城市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 新成員（2017 加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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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辦單位與贊助單位 

主辦單位： 

⚫ 亞洲東南亞研究聯盟（SEASIA Consortium）； 

⚫ 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辦(CSEAS, NCCU)；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IIR, NCCU) 

⚫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研究專題中心(CAPAS)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IOS) 

⚫ 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TAEF) 

⚫ 臺灣東南亞學會(TASEAS) 

⚫ 日本京都東南亞研究中心(CSEAS, Kyoto University) 

 

 

 

 

贊助單位： 

⚫ 教育部 (MOE) 

⚫ 科技部 (MOST) 

⚫ 國立政治大學 (NCCU) 

⚫ 中華航空公司 (China Airlines)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CSEAS, NC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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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研究成果 

一、年會主題與相關主軸 

 2019年亞洲的東南亞研究雙年會暨國際研討會主題是「變遷與抵抗：東南

亞的未來路向」（Change and Resistance: Future Directions of Southeast 

Asia）。我們希望透過跨領域、跨國、跨區域的知識對話與腦力激盪，關注東南

亞的發展。藉著檢視東南亞在過去與現在的變遷與抵抗過程，完整凸顯東南亞

在亞洲、印太與全球的主體性。除此之外，本屆會議將關注東南亞整合與發展

的過去經驗與當前圖象，以及這些趨勢與變遷對於個別國家、公民社會與個人

將造成何種影響？在政治領域的改革呼聲要如何帶動國家持續前進？在經濟領

域的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又將如何讓民間社會廣泛受惠？在社會

文化領域方面，跨國主義的興起與再深化又將如何打造新的社會鏈結，能讓人

民之間的相互理解轉換成共同體意識與認同的再累積？有鑑於此，本年度的會

設定聚焦於下列十一個主題，歡迎個別論文（individual paper）與論文場次

（panel proposal）的提案： 

1. 歷史的變遷與沿革（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2. 國際關係與區域主義的動態發展（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alism）； 

3. 在農村與都市的包容性成長論辯（Debating Inclusive Growth in 

Rural and Urban Settings）； 

4. 環境正義、土地與海洋永續、氣候變遷（Environmental Justice, Land 

and Maritime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5. 藝術、文化、攝影與文學（ Arts, Cultures, Photography and 

Literatures）； 

6. 創新、科技、媒體與網路文化（Innovation, Technology, Media and 

Cybercultures）； 

7. 遷徙與移民（Mobility and Migration）； 

8. 民主化、民粹主義與公民社會（Democratization, Populism and Civil 

Society）； 

9. 宗教與信仰的動態發展（Dynamics of Religions and Spiritualties）； 

10. 族裔與性別（Ethnicity and Gender）； 

11. 經濟發展的挑戰（Challenges to Economic Vitality）； 

 

二、大會主題講者與貴賓 

 本次會議規劃主題講者（keynote speakers）與貴賓（guest of honor），

在主題講者部分，特別邀請臺灣的主題講者中央研究院臧振華教授；另外，在

開幕式貴賓的安排上特別邀請到陳建仁副總統蒞臨致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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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會人數與國別 

 

實際發表篇數：430 

總參與人數：561人(含工作人員) 

國內學者人數：156 人 

國外學者人數：405 人 

 

 

 

⚫ 表二 SEASIA各國參與者人數表列表 

 

國別 人數 

Argentina 4 

Bangladeshi 1 

Belgium 1 

Brazil 1 

British 2 

Bulgraia 1 

Cambodia 2 

Canada 2 

China 10 

Philippines 116 

France 1 

Germany 3 

Hong Kong 2 

Indian 5 

Indonesian 40 

Ireland 1 

Italy 3 

Japan 48 

國別 人數 

LAO 1 

Malaysia 36 

Myanmar 4 

Netherlands 5 

Poland 2 

Republic of Korea 4 

Russian 1 

Singapore 17 

Slovakia 1 

South African 1 

Spain 1 

Switzerland 1 

Taiwan 156 

Thailand 52 

Turkey 2 

USA 8 

Vietnam 26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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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學術影響力與意涵 

此一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共有 500 人出席，包括國際發表者與本地與會

者，是國內近期舉辦最大行的東南亞研究國際研討會議。除了國際學術社群的曝

光度，本屆會議也將特別舉辦九場圓桌論壇： 

1. 第一場圓桌論壇「 Contending Southeast Asian Policies in Asia: 

Collaboration or Resistance?」 

 

簡介： 

  This panel will compare regional powers’ policies towards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fic focus on India (Act East Policy), Korea 

(New Southern Policy), Taiwan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China 

(Belt & Road Initiative). Moreover, it will also address strategic response 

from ASEAN to tackle with major power engagement. The papers 

presented in this panel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Asia 

Polies in Asia” of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主持人：楊昊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評論人：蕭新煌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席暨臺灣亞洲交

流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 

（1） Leif-Eric Easle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wha University;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 Ian C.Y. Che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et-

sen University) 

（3） Roger C.F. Liu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LAME University) 

（4） Dennis D. Trinidad (Assistant Dean for Research and 

Advanced Studie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partment, De La Salle University) 

（5） Cheng-Chwee Kuik (Institute of Malay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2. 第二場圓桌論壇 「Southeast Asia as the focus of Asia: the practice, 

professionalism and prospect of jour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簡介： 

  International news has a high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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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regional understand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News not only 

presents the image of Southeast Asia, but also the source of popular 

knowledge about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how Southeast Asia news is presented in Taiwan need us to pat 

more attention. This forum will invite Taiwanese journalists and 

Southeast Asian correspondent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reporting on Southeast Asia issues. From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news, we will see the future and 

new knowledge of Southeast Asia. This roundtable will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1.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news reports in 

Southeast Asia; 2.Experience sharing in Southeast Asia news 

interviews; 3.How do Southeast Asian news go professional?; 4.The 

Significance and Vision of Southeast Asia News for the Future of 

Taiwan Society; 5.Southeast Asia News' Significance and Vision for 

Southeast Asia to Go International. 

   

  籌辦人：張春炎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主持人： Michael Yu (Advis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Taiwan 

Journalists) 

  與談人： 

（1） Guangwei Peng (Senior reporter of Sanli International) 

（2） Tingting Liu (TVBS political reporter, former Phoenix Satellite 

TV reporter based in Singapore) 

（3） Victoria Jen (Correspondent of Singapore Channel 

NewsAsia based in Taiwan) 

（4） Lemon C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Center, NOWnews) 

 

3. 第三場圓桌論壇 「Academic and Scholarly Publishing in Asia: Open 

Access, Digital Platforms, and Citation Indexes」 

 

簡介： 

  Worldwide issues and problems have never been so closer to 

home than in any age. Interconnectedness has never been more real 

than today, which just means that we now have the technology to speak 

to anyone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But are ideas traveling as fast? Have 

our conversations been truly global, or even just regional? An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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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deas, whether new or revisited, backed by research and 

evidence? Academic and scholarly publishing is at the base of this 

knowledge building and informed policy making Are academic and 

university presses in Asia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equitably 

sharing fresh perceptive insights and radical hope based on new 

knowledge and science? How are Asia’s academic and scholarly 

publishers grappling with major issues such as open access and other 

digital platforms, distribution and citation indexes? 

 

與談人： 

（1） Peter Schopper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 Trasvin Jittidecharak (Silkworm Press and Mekong Press) 

（3） Narumi Shitara (Editorial Offic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4） Maria Karina A. Bolasco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4. 第四場圓桌論壇  「 Religion and Disease: Hansen's Disease in 

Southeast Asia」 

 

簡介：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disease is a growing field of inquiry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initiatives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Southeast Asia (HOMSEA) have helped further this multidisciplinary 

field in terms of the conferences that it has hosted and the publications 

that resulted from these undertakings. But perhaps it is this recent 

interest on the subject that has inadvertently sidelined academic 

interest on Hansen’s Disease (HD) in the region. It could also be that 

research interest on HD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y also be 

attributed to its low epidemiological episodes in comparison to other 

diseases, such as cholera,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to name a few. 

 

  This panel is composed of scholars whose papers were mostly 

selected from the current HD project in Southeast Asia. It proposes to 

address the research gap on HD and further expand the scop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religion and HD in selecte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e initial impetuses for its study was driven by 

religious, health, and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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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Maria Serena I. Diokno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與談人： 

（1） Maria Eloisa de Castro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2） Hoirun Nisa (Syarif Hidayatullah State Islamic University 

Jakarta) 

（3） Kanya Wattanagun (Thai Studies Center, Faculty of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5. 第五場圓桌論壇 「CSEAS & JCI joint panel: Navigating a New Course 

in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by the Post 

- 2018 Mahathir Government」 

 

簡介： 

  UMNO, the party that ruled Malaysia for 60 years, was replaced on 

9 May 2018 by an opposition coalition that was united by Mohamad 

Mahathir, who promised a "New Malaysia". This panel will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New Malaysia" after one-year in attempting to forge a 

new course in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in foreign engagement. 

Malaysia has revamped its government investment program and 

launched a new foreign policy regarding the acceptance of UN-passed 

agreements (e.g. human rights) and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ow successful? And what new policies to expect? 

   

  主持人：Woo Wing Thye (Jeffrey Cheah Institute on Southeast 

Asia, Sunway University) 

 與談人： 

（1） Wong Chin Huat (Jeffrey Cheah Institute onSoutheast Asia, 

Sunway University) 

（2） Mohamad Khalid (Economic Advisor to PrimeMinister of Malaysia) 

（3） Wan Saiful (Education Funding Board of Malaysia) 

（4） Tsukasa Iga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5） Yusuke Murakami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14 
 

6. 第六場圓桌論壇「Indigenous/Local Knowledge and Community Based 

Disaster Management: A dialogue between Taiwan and Philippines」 

 

簡介： 

It has been acknowledged that collaborating indigenous/local 

knowledge and modern science to enhance the abilities of human societies 

is one of the key points in dealing with the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To achieve such a collaboration, the role of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Aiming to reveal the experience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disaster 

management, this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vites community and NGO 

representatives from both Taiwan and Philippines. The cases to be 

presented include the communities in the mountain areas (Tayal people in 

Taiwan, and Ifugao people in Philippines), as well as the communities in 

the coastal areas ( the village in Orchid Island of Taiwan, and the Tinambac 

Municipal in the San Miguel Bay of Philippines ). The discussants will share 

their experience in: 1) interpreting local/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 

2) mobiliz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3) incorporating the 

government’s disaster management regime. Furthermore, this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ll seek for the possibility to establish a community-based, 

cross-cultural network for mutual support and continuous experience 

sharing. 

 

 主持人：官大偉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評論人：楊昊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與談人： 

（1） Yapit Tali (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yal 

Communities) 

（2） Marion Abiog Ramirez (Naga City People's Council) 

（3） Napoleon Taguiling (Ifugao State University, Philippines) 

（4） Syaman Lamuran (Tao Foundation, Orchid Island) 

 

7. 第七場圓桌論壇「Teaching and Studying Southeast Asia: Lessons from 

the Region (I) (II)」 

 The main idea of organizing this special workshop is to invite 

colleagues of SEASIA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counterparts of CSEAS to 

share with the state of ar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regional countries 

and share his/her experience on teaching Southeast Asia in different 

national contexts. This workshop would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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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enior scholars and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from young faculties. The 

panelist would share the subject matters of SEA studies in different national 

contexts; innovative methodology of teaching SEA; and personal insights 

on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 of teaching SEA. 

  

主持人：蕭新煌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席暨臺灣亞洲交流基

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 

（1） Dr. Baiq Lekar Sinayang Wahyu Wardhani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as Airlangga) 

（2） Dr. Mukda Pratheepwatanawong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3） Dr. Julius Bautista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4） Dr. Alan H. Yang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5） Dr. Roger C. F. Liu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FLAME University) 

（6） Dr. Syuan-yuan Chio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7） Prof. Po-Yi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8） Prof. Okamoto Masaaki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8. 第八場圓桌論壇「CSEAS & JCI joint panel: Growth, Labor and F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ligh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簡介： 

This panel would discus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ssue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each presentation, we would argue 

the significance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ncepts contained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from the reference of reality in 

Southeast Asia. Issues of labor, 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finance will 

be discussed. The panel is jointly organized and financed under the 

joint research program of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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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in Japan and Jaffry Cheah Institute on Southeast Asia, 

Sunway University in Malaysia. 

   

主持人：Fumiharu Mieno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評論人： 

（1） Shandre Mugan Thangavelu (Jeffry Cheah Institute, Sunway 

University &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2） Euston Quah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3） Katsuo Kogure (Aizu University) 

（4） Woo Wing Thye (Jeffrey Cheah Institute on Southeast Asia, 

Sunway University) 

（5） Shigeyuki Ab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 Jeffry Cheah Institute, Sunway University) 

 

9. 第九場圓桌論壇「NCNU Workshop: Language in Southeast Asia」 

 

簡介： 

In the past decade, we witness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 courses in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Besides, civil 

society’s awarenes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outheast Asia’s rising 

facilitated the policy of taking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aiwan’s high school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CNU) 

is the only university possesses a comprehensive Southeast Asi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system in Taiwa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ntrusts NCNU to operate the Taiwa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 

Education Center (TSALEC) as a hub to improve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 education, i.e. teaching 

capacity build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sophistication of proficiency tests. 

 

主持人：陳佩修教授（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與談人： 

（1） Wan-Hsian Chi (Master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NU) 

（2） Sudjidtraa Li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CNU) 

（3） Johnny Li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C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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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結語與後續規劃 

本次「2019亞洲的東南亞研究雙年會」辦理成功，部分成果將於 2019年後

持續推進，並於 2020交棒印尼秘書處，以利籌畫「2021年亞洲的東南亞研究雙

年會」 

 

第一，本次會議聚集來自 35 國 561 名國內外專家學者與參與者，並邀請到

馬來西亞駐台代表、印尼駐台副代表列席參與，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院士、

政大東南亞中心執委會主席蕭新煌教授，以及陳副總統亦出席開幕致詞，展現本

次會議的龐大學術能量，為我國近年規模最大的東南亞學術研討會。 

 

第二，臺灣自 2016 年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來，強調「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

在本次會議中成功展現。副總統於致詞時肯定主辦單位過去幾年的成績，並進一

步表示我國新南向政策推行以來，已成功拉近與東南亞的距離，深信未來在以人

為中心的區域基礎上，臺灣一定可以貢獻更多。 

 

第三，本次會議除了充分展現發表人各自的研究成果，同時也強調與會者之

前的互動，希望藉此促成建構跨國、跨單位的對話，進一步促成更豐富的整合型

計畫的推進。有與會者表示這是近年來參與過最有深度，卻有最有互動的一場國

際研討會。本次會議除了精進我國東南亞議題的研究能量外，也將更加穩固我國

的國際學術網絡。 

 

 第四，本次會議的成功深獲外界肯定，我們期望將成功的會議經驗交棒給

2021 年亞洲的東南亞研究雙年會舉辦單位印尼科學學院(LIPI)，並預計將於

2020 年前往印尼雅加達進行秘書處交接，期望延續東南亞議題研究的跨國學術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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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會議照片摘錄 

圖一:陳建仁副總統蒞臨開幕式 

圖二:副總統與蕭新煌教授合影 

 

 

圖三:中研院臧振華院士的主題演講 

 

圖四:大會開幕式全體合影 

 

圖五:與會者與發表者之合影 

 

 

圖六:圓桌論壇(一)的發表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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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會議場次影像紀錄 

 

 

圖八:會議場次影像紀錄 

 

 

圖九: 會議場次影像紀錄 

 

 

 

 

 

圖十: 會議場次影像紀錄 

 

 

圖十一: 會議場次影像紀錄 

 

 

圖十二: 與會者與發表者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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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會議場次影像紀錄 

 

 

圖十四:圓桌論壇(七)的場次影像紀錄 

 

 

圖十五:圓桌論壇(二)的場次影像紀錄 

 

圖十六:與會者與發表者之合影 

 

 

圖十七:圓桌論壇(九)的發表者合影 

 

 

圖十八: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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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附件 

一、活動議程 

SEASIA Biennial Conference Agenda 

5th, Dec. (DAY 1) 
08:30 - 09:30 Registration 

Opening Ceremony 

09:30 – 09:55 

Welcome Remarks 
(1) Dr. Chin-Shing Huang 

Vice President, Academia Sinica, Taiwan 
(2) Dr. Antoinette Raquiza 

Governing Board, SEASIA 
(3) Dr.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Chair, Conference Committee, SEASIA 

09: 55 –10:00 
Opening Remarks 
     H.E. Chen Chien-jen 

Vice President, Taiwan 
10:00 – 10:10 Group Photo 
10:10 – 10:30 Break 

10:30 – 10:35 
Introduction of Keynote Speaker 

Dr. Alan Hao Yang 
Executive Director, CSEAS, NCCU (SEASIA Secretariat) 

10:35 – 11:35 

Keynote Speech 
   “Linking Taiwan to the South: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Dr. Cheng-Hwa Tsang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Taiwan 

11:35 – 13:00 Lunch 
13:00 – 14:30 Session 1 
14:30 – 14:45 Break 
14:45 – 16:15 Session 2 
16:15 – 16:30 Break 

16:30 – 18:00 Session 3 
18:10 – 18:25 Conference Performance 
18:25 – 20:00 Conference Banquet 

6th, Dec. (DAY 2) 
08:00 - 09:00 Registration 
09:00 – 10:30 Session 4 

10:30 – 10:50 Break 
10:50 – 12:20 Session 5 
12:20 – 13:20 Lunch 
13:20 – 14:50 Session 6 
14:50 – 15:10 Break 
15:10 – 16:40 Session 7 

16:40 – 17:00 Break 
17:00 – 18:30 Session 8 

7th, Dec. (DAY 3) 
08:00 - 09:00 Registration 
09:00 – 10:30 Session 9 
10:30 – 10:50 Break 

10:50 – 12:20 Session 10 
12:20 – 13:20 Lunch 
13:20 – 14:50 Session 11 
14:50 – 15:10 Break 
15:10 – 16:40 Session 12 
16:40 – 17:00 Break 

17:00 – 18:00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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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視覺設計 

 

圖:書展會場布置 

 

 

圖:會議手冊及提袋之實體圖  

 

 

圖:會議場次場地布置 

 

 

 

 

 
圖:會議海報 

 

 

圖:會議羅馬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