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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會前會「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關係:從台灣看亞洲」報告 

 

SGRA 代表 今西淳子 

 

上一屆，第 5 屆亞洲未來會議於 2020 年１月 9 日至 13 日為期 4 天，在菲律賓舉行，共計有來自

21 國 294 名與會。12 日午後，知性之旅第１團於大雅台(Tagaytay)進行觀光巡禮之際，巧遇塔阿爾

(Bulkang Taal)火山爆發，火山灰燼噴發至大會會場的馬尼拉市南郊的阿拉邦（Alabang）。因火山噴發

之故，學者返國當日，馬尼拉國際機場停飛或班機延誤頻頻發生，約有 200 名以上與會人士受到影響，

70 名以上的學者因此留宿於會場旅館，更多學者不得不在機場航廈或市內旅館長時間等候。當時認為

此為重大災難，不料，其後 1 月 23 日，震驚世界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蔓延，武漢因而進行封城。如今

想來，當時能順利召開國際會議，可說是十分幸運的。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當初預定 2021 年 8 月於台北市舉行。主題訂為「創造亞洲，迎向未來―大

家的問題、大家解決」，共同舉辦的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於馬尼拉會議的閉幕式宣布台灣接棒舉

辦。2 月 24 日渥美財團團隊訪台，視察會場、住宿場地、宴會場，並於文化大學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

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戴口罩，台灣口罩販賣的管理系統也在世界聲名遠播。訪台結束後，台灣與日

本完全無法往來，如此狀態持續了一年半以上，至今疫情何時可平息仍是未知數。 

 

疫情加速了線上會議的使用，中國文化大學與渥美財團定期聯絡開會，同時文化大學成立了台灣

執行委員會，除了文化大學的老師之外，其他大學的老師亦加入團隊，協助會議之籌備。籌備之初，

我們認為，台灣為防疫模範生，因此舉辦 300 人規模的會議應無問題。然而，因國際疫情仍然嚴峻，

2021 年 8 月海外參加者入境台灣仍是非常困難之事，因此執行委員會於 2020 年 12 月決議延期一年。

此項決議做成之後，立即在本會官網及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參加者。然，優秀論文獎及獎學金的選考

的徵稿（AFC#6A）已截止，故選考依原訂計畫進行。除此之外，2021 年亦再度舉辦應徵優秀論文及獎

學金之徵稿及選考（AFC#6B），優秀論文集也因此將發行 2 次。除此之外，台灣執行委員會也特別設

定的台灣特別優秀論文獎。 

 

台灣執行委員會進而決議於 2021 年 8 月舉辦會前會。原定計畫上午將在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會場

的中國文化大學舉辦 500 人規模的主題演講及研討會，下午則是台灣特別優秀論文口頭報告為實體會

議，AFC 優秀論文口頭報告以線上方式舉行，也就是以台灣實體會場與世界各地的參加者以雲端方式

結合之複合形式進行會議。然而，2021 年 5 月，台灣疫情擴大，也有１日新增感染人數超過 500 人的

狀況，自 5 月 19 日起，台灣全島採取了感染警戒級數嚴格的防疫措施，居民的生活一夕之間產生變化。

暑假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校外人士入校參加活動日益困難。 

 

因此，會前會從原定實體會議搭配雲端之複合式形態改為完全線上方式。籌備會討論了線上會議

的各種可能方式，最後決定由東京渥美財團在 Zoom 平台上發起會議，上午的主題演講及研討會使用

具有支援即時口譯功能的 webinar，下午優秀論文口頭報告則使用具分組會議室功能的 Zoom 會議。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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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財團自 2020 年 6 月以來，所有交流活動皆以線上或是複合形式進行，因此包含失敗的例子在內，都

累積相當的經驗，而如此龐大且耗時整日的線上會議的經驗則是第一次。 

 

關於事前網路測試，針對出席會議的人士分 4 天進行連線測試，包含:會議當天致詞的老師、講者

及與談人 5 名、口譯會場文化大學的相關人員、中英中日即時口譯員 4 名、AFC 優秀論文口頭報告者

20 名、台灣特別優秀論文口頭報告者 5 名。當天，會議前一小時便先請與會學者連線。上午 10 時至下

午後 4 時 30 分，為時 6 小時半時間，無重大技術問題發生，是最令人感到安心的事。 

 

※  ※  ※ 

 

2021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台灣時間上午 10 時，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會前會準時開始，由中國

文化大學林孟蓉老師擔任司儀。台灣執行委員會的大力宣傳，報名參加 Zoom webinar 人數，來自 15

國，共計 669 名，其中有半數來自台灣。會議開幕由亞洲未來會議明石康會長致詞。 

 

主題演講由中央研究院吳玉山院士主講，以「當防疫碰到政治：亞洲何去何從？」為題，其內容非

常符合時宜並發人省思。呉院士分析:「流行性疾病之管理理應促進國際間之互助行動，然而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招致的卻是，追究疫情起源責任的摩擦、疫苗民族主義・疫苗外交等一連串國際紛爭。因紛

爭所帶來的合作關係或是被打壓現象與疫情爆發前就存在的國際關係中的冷戰有所關連。新冷戰的根

源是國際間大國的權力轉移及經濟危機引起之右派民粹主義的抬頭，其氣勢已根深蒂固，並陷入紛爭

的漩渦之中」。 

 

同時，吳院士提出以下觀點及示警。「如何才能阻止局面更加的惡化。首先得將防疫從國際政治

競爭切割，將之視為獨立領域，以確保不被新冷戰感染、第 2 點，防疫與其他可互助協力的部門一致

尋求政治對立的融和、第 3 點根本的措施，阻止新冷戰持續深化。以上 3 點無法做到，將會導致嚴重

的後果」。 

 

第 2 部研討會，由徐興慶・文化大學校長擔任主持人，松田康博・東京大學教授、李明・政治大

學教授、Kevin Villanueva(范楷涵)・菲律賓大學副教授、徐遵慈・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

會研究中心主任為與談人，分別提出了:疫苗護照之困難處、成功抑制感染之台灣特殊立場、以東南亞

國家協會為中心的對策之必要性，實際的輸家是發展中國家，等等的問題點。呉院士演講摘要及與談

學者的報告資料，請點選以下連結，參閱會議手冊。 

http://www.aisf.or.jp/AFC/2021/wp-content/themes/afc2021/AFC6Pre-ConferenceProceedingsLite.pdf 

 

午餐休息過後，台灣時間下午後 1 點起，開始進行第 3 部優秀論文賞頒獎典禮及口頭報告。在司

儀・前渥美獎學生 Sonja Dale 女士的主持下優秀論文賞頒獎典禮開始。下午無提供即時口譯，僅以英

語進行，Zoom 談話室的問候恭喜留言此起彼落，呈現與上午截然不同的和樂氣氛。此時，明石康亞

洲未來會議會長再度登台，向受獎者表達祝賀之意，平川均・亞洲未來會議學術委員長說明甄選方針

及經過。 

 



3 
 

其後，3 間分科會議室（breakout room）分成６部，20 篇 AFC#6A 優秀論文及 5 篇台灣特別優秀

論文口頭報告。各部門有 2 位主持人主持會議進行，4 位報告者（台灣特別優秀論文部門有 5 位）。亞

洲未來會議以國際性及跨領域之研究法為目標，各部門以報告者投稿時所選擇「環境」「創新」「和

平」「教育」等題目為基準進行調整，與學術學會有不同旨趣，展開了多角化及熱絡的議論。每間會

議室皆有 20～30 名聽眾參加，整體參加者超過了 100 名之盛況。 

 

優秀論文由學術委員會事前甄選。2020 年 9 月 20 日之前提出論文摘要、2021 年 3 月 31 日之前

在系統上傳全文稿的 112 篇論文分為 12 組，由 55 名審查委員審稿。1 組由 5 位審查委員依據以下方

針進行審查。違反投稿規定之處以負分計算。(1)論文題目是否符合會議主題「創造亞洲、迎向未來－

大家的問題、大家解決」、(2)論文結構成是否易懂、(3)是否論述明確有説得力、(4)是否有獨特性、(5)

是否有國際性、(6)是否跨學科跨領域、(7)綜合各點是否予於推薦。每位審查委員在負責審查的組別之

9～10 篇論文中推薦 2 篇，統計結果，選定前 20 篇論文為優秀論文。AFC#6A 優秀論文一覽表可由以

下連結閱覽。 

http://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1/06/AFC6A-Best-Paper.pdf 

 

台灣執行委員會特別設立的台灣特別優秀論文亦以同樣程序審查。台灣特別優秀論文一覽可由以

下連結閱覽。 

http://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1/06/AFC6A-Taiwan-Best-Paper.pdf 

 

台灣時間下午 4 點 20 分閉幕式開始。今西淳子・亞洲未來會議執行委員長簡單報告後，陳姿

菁・開南大學副教授代表台灣 Raccoon(渥美獎學生同窗會暱稱），介紹渥美財團及亞洲未來會議，緊

接著邀請與會者參加 2022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於台北市舉行的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因線上會議而

無法舉行餐會，雖然有些遺憾，但參加者彼此約定明年台北市再會。初次以線上方式舉辦的第 6 屆亞

洲未來會議會前會圓滿成功落幕。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會前會「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關係-從台灣看亞洲」（公財）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關口全球研究會(SGRA)主辦，中國文化大學共同主辦，（公財）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名義贊助、（公財）

高橋產業經濟研究財團補助、台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及台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協辦、中鹿營造

（股）及日商良基注入營造（股）贊助。 

 

大會的運作是由來自台灣的前渥美獎學生為中心的執行委員會、來自全球各地的前渥美獎學生與

菲律賓 SGRA 成員所組成的 AFC 學術委員會與台灣執行委員會共同合作，負責了企劃・實施、優秀

獎選考、乃至照相攝影所有事務。上午的主題演講及研討會由台灣執行委員會籌劃、下午優秀論文口

頭報告及閉幕式則由 AFC 執行委員會擔任企劃及執行。 

 

本次大會的成功舉辦，要感謝超過 500 名的與會者、支持本會議舉辦的各界人士及各方面給予協

助的志工。託大家的福，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會前會圓滿落幕，在此由衷感謝各位。 

 

亞洲未來會議以國際化暨跨領域跨學科之研究方法為基礎，目的在為解決針對伴隨全球化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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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式各樣問題提供交流的場所。從科學技術開發、經營分析，至環境、政治、教育、藝術、文化

等、社會各種角度、面向來探討。本會議為提供 SGRA 會員、於世界各大學任教的留日研究者、乃至

其指導學生、抑或是對日本及亞洲有興趣的年輕人・中堅研究者齊聚一堂，交換知識・情報・意見・

文化交流及研究報告之場所，並得到認同本會宗旨之各機關的支援與協助，所成立的會議。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將於 2022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至 30 日(星期二)在台北市，由渥美財團與中

國文化大學共同主辦。懇請大家持續給予支持、協助，更期待大家齊聚台北共襄盛舉。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會前會照片（精選） 

http://www.aisf.or.jp/sgra/wp-content/uploads/2021/09/AFC6PreConferencePhotos.pdf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會前會問卷回饋統計 

http://www.aisf.or.jp/sgra/wp-content/uploads/2021/09/AFC6PreConferenceFeedback.pdf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會前會海報 

http://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1/07/6thAFC_PreConference_Poster_light.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