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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於 2022 年 8 月 27 日（六）～29 日（一）舉

辦，以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為實體會場中心，進行了雲端線上結合實體

會場之複合形式會議。本會議原訂於 2021 年 8 月於台北市舉行，然

因新型冠狀病毒的世界大流行，延期一年。為彌補此憾，大會於同年

8 月 26 日以線上方式舉辦為期一日之「亞洲未來會議會前會」。之

後，歷經一年。雖然東亞仍處於疫情發展尚未明朗之窘境，大會決定

以實體暨線上複合形式，實施了海內外眾多人士齊聚參與之國際會

議。 

 

本屆會議主題為：「創造亞洲，迎向未來―大家的問題，大家解決」。

2020 年 1 月馬尼拉會議閉幕式，共同主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

校長(時任)正式宣布由台灣接棒舉辦。同年 2 月渥美國際交流財團團

隊訪台，勘查會場、住宿設施、宴會廳等，並於中國文化大學進行第

一次籌備會議。當時雖然幾乎所有人都開始戴上了口罩，然而任誰也

沒預料到──其後長達兩年多，台灣與日本之間竟然是雙方完全無法往

來的景況。 

 

雖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的參加者無法齊聚一堂，然本會運用最新線上

會議技術使為期三天的會議得以順利舉行，從主題演講、座談會、三

場圓桌會議到 179 篇研究論文分場次發表，展開了國際化及跨學科跨

領域的各種廣泛議題的討論。現今，亞洲乃至全世界處於劇變時代，

在此關鍵時刻，本會議特別凸顯「大家的問題，大家解決」的重要

性。 

 

大會首日 8 月 27 日(六)之會議於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為實體會場，同

步連結線上之複合形式進行。早上，舉行了 12 場分組研究報告會

議，分別有英語、日語及中文的 45 篇論文發表，以 Zoom「分組討

論室」的功能，於各個討論室分別進行。出席中國文化大學實體會議

的主持人及發表者亦於現場加入了線上會議。下午 2 時(台灣時間)位

於台北的中國文化大學與位於東京的渥美國際交流財團同步連線，舉

行了開幕典禮。台北會場有 220 名參加者與會，Zoom Webinar 的

註冊參加者為 324 名。首先，大會會長明石康先生宣布第 6 屆亞洲未

來會議正式開幕，其次，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渥美直紀理事長以主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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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致詞，中國文化大學王淑音校長則以共同主辦人身分致詞，最

後，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的泉裕泰代表及中國文化大學傑出

校友會黃良華會長也為大會開幕致送賀詞。 

 

開幕式結束，緊接著進行中華民國前副總統陳建仁博士的主題演講

「國際感染症與台灣―與新冠病毒共存還是清零？」。陳建仁博士為台

灣傳染病對策第一把交椅，演講鏗鏘有力。陳博士強調：台灣相較於

世界各國，人口 100 萬人中累計感染人數最少。儘管人口 100 萬人

中累計感染人數為世界第 2 少（僅次於紐西蘭），2020 年の GDP 成

長率仍維持超過 3％之水準，此成果歸功於台灣全體人民。 

 

座談會「戰勝流行性傳染病之國際合作－新國際合作模式之提案」由

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教授擔任主持人，國立台灣大學孫效智教授、韓

國首爾大學金湘培教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黃勝堅前總院長、日本國

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的大曲貴夫教授、中國文化大學的陳維斌教授，

或於會場，或於線上，分別從哲學、國際政治學、醫學、公共衛生

學、國際交流的觀點分析討論：如何藉由國際合作，將全球流行性傳

染病疫情這個「大家的問題，大家一起解決」。 

 

8 月 28 日（日）、29 日（一）兩日進行了圓桌會議及分組研究報告。

圓桌會議Ⅰ「你還好嗎? ―亞洲人之心理健康、心的外傷及疲勞」及圓

桌會議Ⅱ「社區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畢竟這是小世界」（兩場會議語言

皆以英語為主）。圓桌會議中，來自亞洲各國的學者．研究者不僅針

對疫情，連同自然災害及戰爭等等，近年出現在區域生活共同體的各

種問題，提出相關報告；會議中更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對人們精神、

感情層面所造成的影響及因應對策。此外，一般社團法人東北亞未來

構想研究所（INAF）主持的分組報告場次「台灣與東北亞各國之間的

關係」中，各國發表者從東北亞地區互助的觀點，以台灣為主軸，多

面向探討區域各國間的國際政治、經濟及文化等關係。 

 

與圓桌會議同時進行的 34 場分組研究報告，以英語或日語進行的口

頭報告共有 134 篇。每場次皆有 2 名主持人及 4 名報告者進行發表，

而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參加者則以線上方式進入 Zoom 的分組討論室，

並利用報告結束後的意見交換時間，由主持人引導發表者與聽眾進行

了熱烈的討論。亞洲未來會議以國際化跨學科領域研究方法為目標，

各場次使用語言及發表者的分配，是依據發表者投稿時所選擇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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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環境」「教育」「言語」所調整的。本次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

報名參加分組研究報告人數踴躍，高達 308 名。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議程可點選以下連結閱覽。 

https://www.aisf.or.jp/AFC/2021/conference-program/ 

 

分組研究報告，各場次由兩位主持人評選出該場次優秀發表獎。優秀

發表獎得獎者名單可點選以下連結閱覽。 

https://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2/08/AFC6-List-of-

Best-Presentation.pdf 

 

優秀論文由學術委員會於會前評審。由於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延期一

年之故，優秀論文評選共實施了 2 次。關於第１次評選紀實請參照會

前會報告。第 2 次評選則是以 2021 年 8 月 31 前上傳論文摘要，並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投稿之全文稿為評選對象。將符合此規

定的 133 篇論文分為 12 組，各組有 6 名審查委員根據下列 7 項方針

進行審查。(1)與會議主題「創造亞洲，迎向未來―大家的問題，大家

解決」之關聯性。(2)結構與易讀性。(3)結論及說服力。(4)獨創性。

(5)國際性。(6)跨域性。(7)綜合推薦度。違反投稿規定者斟酌扣分。

各審查委員在各組的 9～10 篇論文中推薦 2 篇，統計結果，選定最高

順位的 18 篇論文評選為優秀論文。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優秀論文名單，可點選以下連結閱覽。 

https://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1/06/AFC6B-Best-

Paper.pdf 

 

優秀論文集《亞洲的未來：我的提案―Vol.6B》預計 2023 年 3 月出

版。 

 

此外，本屆會議台灣執行委員會特別設立的台灣特別優秀論文亦以同

樣方式評選。台灣特別優秀論文名單可點選以下連結閱覽。 

https://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1/06/AFC6B-Taiwan-

Best-Paper.pdf 

 

分組研究報告結束後的閉幕式亦以線上方式舉行。在大會總括本屆會

議的簡短報告後，公布了優秀發表獎。典禮最後，跟泰國曼谷市連

線，傳來了將於 2024 年舉辦的第 7 屆亞洲未來會議之邀約。 

圓桌會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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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延燒波折下進行的第 6 屆亞洲未來會之籌備經緯，請參照

會前會報告。 

https://www.aisf.or.jp/sgra/active/news/2021/16942/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會議「創造亞洲，迎向未來―大家的問題，大家解

決」由(公財)渥美國際交流財團關口全球研究會(SGRA)主辦，中國文

化大學共同舉辦，（公財）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名義贊助，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公財) 高橋產業經濟研究財團補助，台灣大學日本研究

中心與台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的協助，以及獲得諸多日本與台灣

單位機關或個人的贊助而得以順利舉行。 

主辦・協助・賛助者名單可由以下連結閱覽。 

https://www.aisf.or.jp/AFC/2021/ 

 

台灣方面，大會的運作以中國文化大學為中心成立了台灣執行委員

會，規劃籌備主題演講與座談會，並且設立台灣特別優秀論文獎，特

別獎勵居住於台灣的研究者。而亞洲未來會議整體之營運則以渥美國

際交流財團統籌，如：渥美財團歷年獎學生負責評選優秀論文獎、擔

任分組研究報告主持人、技術支援、翻譯及口譯等各項業務。尤其是

台灣獎學生亦以台灣執行委員會的身分協助了大會各事項之協調、整

合、翻譯等實務工作。 

 

在此衷心感謝——投稿發表論文的 200 名報告者、出席會場或是線上

聆聽主題演講・座談會的 500 名聽眾、參加分組研究報告的 300 名

聽眾，支援大會舉辦或在各方面義務協助大會運作施行的所有人，因

為有大家的協助，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才得以圓滿成功落幕。 

 

亞洲未來會議旨在提供各國學者一個多元的交流平台，在此可以國際

化和跨學科方法為基礎，不僅限於科學技術的開發及商業分析，亦可

從環境、政治、教育、藝術、文化等，社會的各個層面探討全球化所面

臨的問題。本會議是在認同本會宗旨的各機關組織的支援協助之下，

提供 SGRA（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SGRA）會

員、在世界各大學任教的留日學者、在學研究生、對於日本有興趣的

人士，進行知識・資訊・意見・文化等交流、發表的學術會議。  

 

第 7 屆亞洲未來會議將於 2024 年 8 月 9 日(五)至 13 日(二)期間，與

朱拉隆功大學文學部東洋言語學科日本語講座共同主辦，在泰國曼谷

市舉辦。期待大家的支持、協助，更期待您的參加。 

 
 

優秀發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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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的照片（精選）點擊以下連結可觀賞。 

https://www.aisf.or.jp/sgra/plan/photo-

gallery/2022/17736/nggallery/page/2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整體問卷回饋統計可點擊以下連結閱覽。 
https://www.aisf.or.jp/sgra/wp-content/uploads/2022/09/AFC6-
Feedback-Report_220920_2.pdf 
 

第 6 屆亞洲未來會議主題演講及座談會問卷回饋統計可點擊以下連結

閱覽。 

https://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2/08/AFC6BFeedback.pdf 

 

第 7 屆亞洲未來會議論文徵稿海報 

https://www.aisf.or.jp/AFC/2021/afc7-call-for-papers/ 

 

（撰稿：SGRA 代表 今西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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