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 究 機 構

14　總 154 期　民國 109 年 5 月（2020.5）頁 14-21　漢學研究中心

《漢學研究通訊》  0253-2875    第 39 卷 第 2 期    頁 14-21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與《臺灣研究國

際學刊》及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的現況介紹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and the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蔡明燁（Ming-yeh T. Rawnsley）、羅達菲（Dafydd Fell）、程念慈（Isabelle Cheng）
*

一、導　言

《臺灣研究國際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歐 洲 臺 灣 研 究 協 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倫 敦 大 學 亞 非 學 院 臺 灣 研 究 中 心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以 下 簡 稱「 臺 灣 研 究 中

心」）是為了加強歐洲以至全球臺灣研究而成立的三個重

要機構。三個機構的發展過程彼此相連，例如：若沒有

亞非學院的臺灣研究學程和臺灣研究中心，歐洲臺灣研

究協會可能就不會成立；若沒有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和臺

灣的中央研究院共同支持，《臺灣研究國際學刊》可能也

*　 蔡明燁，《臺灣研究國際學刊》創刊主編（2018 年至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臺灣研究中心研究員（2013 年至今）；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2018 年至今）；曾擔任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秘書長（2012-2018）。

  　羅達菲，曾擔任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秘書長（2004-2012）；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臺灣研究中心主任。

  　 程念慈，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秘書長（2018 年至今）；樸茨茅斯大學區域研究、歷史、政治和文學系、東亞和國際發展研究副教授。

  　譯者徐秉愉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師。

1　�關於 ERCCT 的詳細情況，請至此處查閱： https://www.ercct.uni-tuebingen.de。

2　�關於 NATSA 的詳情，請至此處查閱：https://www.na-tsa.org。

3　�詳見 http://jats.gr.jp。

4　 關於 WCTS 的詳情，請至此處查閱 http://wcts.sinica.edu.tw/wctsIII/03_en.php。

無法成形。然而從亞非學院臺灣研究課程到今天的臺灣

研究中心、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和《臺灣研究國際學刊》，

並不是一個單線發展的過程，而是臺灣研究作為一個獨

立的研究領域，多樣且有機成長的一個縮影。

全球其他臺灣研究機構，如：德國杜賓根大學的歐

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ERCCT）1、北美臺灣研究學會

（NATSA）2、日本臺灣研究學會（JATS）3、臺灣研究世

界大會（WCTS）4 等等。這些機構既各自獨立，也互相

支援。本文依成立時間，分別介紹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

心、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和《臺灣研究國際學刊》，以及其

他有關聯的機構，而焦點則在《臺灣研究國際學刊》，

其次是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和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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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亞非學院的臺灣研究中心 5

（一）2018-2019 年的發展重點和概況

英國亞非學院的臺灣研究學程始於 1999 年，由於

成果斐然，催生了 2005 年設立的臺灣研究中心。1999

年至今的 20 年中，亞非學院在臺灣研究領域有極其顯

著的進展，過去研究鮮少提及臺灣，而現今在學術研究

的廣度與衍生的各種交流活動中，臺灣研究中心已被視

為全球臺灣研究的領導者之一。單看 2018-2019 年，臺

灣研究中心就組織了比以往更多以臺灣為焦點的活動和

課程。其中重要的有：

1. 2019 年亞非學院臺灣研究夏季學校

夏季學校是 5 個全天的課程，當年度的主題是「記

錄臺灣」。輔以關於田野調查、攝製紀錄片等活動。共

有來自英國、美國、德國、波蘭、捷克和臺灣的 300 餘

人出席和參與。

2. 臺灣研究中心的學程

亞非學院臺灣研究的碩士學程，現在已經是亞非學

院學程碩士中重要的一員。學生可以選擇一年全日制課

程，一年之後取得碩士學位；或選擇兼讀，2-3 年後取

得學位。所有課程開放給各領域和各階段的學生選修。

臺灣研究中心也開設大學部課程，例如：政治學、國際

關係、中國研究、日本研究，以及大學第三年的國外學

習等。臺灣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張必瑜（Chang Bi-yu）博

士於 2018-2019 年獲得亞非學院院長頒發的教學獎，就

是這些課程優良品質的最佳證明。

3. 78 個向大眾開放的活動於 2018-2019 學年舉行

包括研討會、新書發表會、電影放映、主題式工

作坊和專題演講。這些活動的參與人數都破了以往的

紀錄。

4.「影片中的臺灣」電影放映計畫

2018-2019 年是這個廣受歡迎活動的第 6 年。共舉

行 16 部影片的放映和相關講座。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江

偉 華（Chiang Wei-hua）、沈 可 尚（Shen Ko-shang）和 傅

榆（Fu Yue）等導演的影片和映後座談。而倫敦大學國

王學院的 Chris Berry 教授與紀大偉教授合作的臺灣電影

放映及映後座談也非常成功。

5. 臺灣研究出版計畫

2018-2019 年 Routledge 的臺灣系列出版了三本書，

作者分別是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必瑜、前訪問學者范

雲、前碩士班研究生 Desiree Remmert，他們展現了臺灣

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力。

6.　 「轉變中的臺灣：臺灣經濟與變遷社會的挑戰」工作坊

由臺灣研究中心和臺灣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共同主辦。第一次於 2019 年 9 月在亞非學院舉行，第

二次將在臺灣召開。兩次工作坊中所發表的最佳論文，

將被收入由主辦單位提交給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英文

書稿。

7.「當代臺灣原住民」研究計畫

2017 年臺灣研究中心與臺灣的順益原住民博物館

開始合作的計畫，將於 2019 年結束。其間舉行了許多

與臺灣原住民有關的正式活動、影片放映、公開講座等

等。也曾邀請各國學者來倫敦發表研究成果，主題包括

原住民的社會運動、文學與影片、音樂、國際關係、原

住民視角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這些演講和討論將成為日

後出版原住民研究時的基礎。

臺灣研究中心的詳細資訊，可參考臺灣研究中心

的 官 方 網 頁：https://www.soas.ac.uk/taiwanstudies 和

Facebook 的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SOASCentreof 

TaiwanStudies。網頁上提供了臺灣研究的豐富資訊，

如：臺灣研究中心的出版與活動訊息、頒授的學位與

5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 “SOAS Taiwan Studies Programme: Report on Activities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2018-2019,＂內部刊物，25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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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臺灣研究中心的大多數課程已是固定的年

度課程，這是因為亞非學院提供一個臺灣研究的準教授

職缺，2009 年又增加了 Senior Teaching Fellow 的職位，

後者來自中華民國臺灣教育部提供的獎助。2015 年亞非

學院與臺灣教育部簽訂備忘錄之後，臺灣研究中心更增

加了一位行政主管。行政系統與具備奉獻熱誠的工作人

員正式機構化，是臺灣研究中心迄今如此成功的關鍵。

同樣重要的是核心成員與行政主管的熱情和勤奮，沒有

他們的努力，臺灣研究中心持續擴張的課程和活動，不

可能維持。

三、歐洲臺灣研究協會 7

（一）簡史與目標

歐洲臺灣研究協會起源於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會為了在歐洲建立一個臺灣研究的網絡，提供亞非學院

的臺灣研究學程三年獎助計畫。獎助的目標是促成一個

在歐洲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的臺灣研究專家組成的

學術社群。2003 年下半年，Robert Ash 教授委託羅達菲

博士組織一個臺灣研究的研討會，直接促使歐洲臺灣研

究協會於 2004 年在英國的第一次會議中正式成立。8

在蔣經國基金會的持續資助下，歐洲臺灣研究協會

發展快速，並已成為歐洲甚至全球最大也最活躍的臺灣

研究學術研討會組織。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經由與歐洲不

同城市學術單位的合作，舉行了 16 次年會，包括 2004

年的倫敦，2005 年的波鴻，2006 年的巴黎，2007 年的

斯德哥爾摩，2008 年的布拉格，2009 年的馬德里，2010

年的杜賓根，2011 年的盧布爾雅那，2012 年的桑德堡，

課程、臺灣研究的獎助消息等等，也提供其他臺灣研

究機構官方網頁、臺灣研究中心夏季學校等的連結。

這些資訊不僅可以幫助臺灣研究中心現在和未來的學

生，對所有歐洲內外有志臺灣研究的大眾也有助益，

因為亞非學院的臺灣研究中心已成為臺灣書院在歐洲

的首要接觸點。

（二）組織架構和成功的關鍵

臺灣研究中心目前由羅達菲博士和張必瑜博士擔任

主任和副主任，領導超過 25 人的組織。3 位核心成員分

別是：

1. 　 Robert B. Ash 教授：臺灣研究中心的創始人，財政

與管理學系經濟學教授，研究焦點為中國和臺灣，目

前是臺灣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2. 　 羅達菲博士：臺灣研究中心主任，專門研究臺灣政

治、兩岸關係。

3. 　 張必瑜博士：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臺灣研究的副教

授。

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舒耕德

（Gunter Schubert）教授曾經提及，無論過去 15 年臺灣

研究看來多麼活躍，仍有一個明顯的缺點：在西方大學

中，臺灣研究的教學職缺仍十分稀少。「與臺灣相關的研

究和教學，或是請其他系所的教師和研究人員來擔任，

或是委由沒有長期聘約或正式職位的專家負責，這些短

期的經費則多來自臺灣。」6 因此歐洲與北美有許多臺灣

課程都是短期或不定期的。

6　 Gunter Schubert et al.,“Linking the Taiwan Studies and China Studies Fields: How to Argue for the Faculty Recruitment of Taiwan Scholars 

at Western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1(2018): 193-208. 線 上 版 本 見：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ijts/1/1/

article-p193_193.xml (accessed 27 September 2019)。

7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2018 Annual Report on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Funded 

Project: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2017-2019),＂未出版，6 December 2018。

8　 Dafydd Fell,“The Birth of EATS,＂EATS News , 1.1-2 (31 January 2013). 線 上 版 本 見：https://www.eats-  taiwan.eu/newsletter/issue-1 

(accessed 26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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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的理事和監察人由協會的成員於兩年一次的

會員大會中選出，會員大會與同年的年會同時舉行。

選出的理事互推一位秘書長。協會的第一位秘書長

羅達菲博士是協會的創立者之一，任期是 2004-2012

年。接任的是蔡明燁博士（任期 2012-2018）和程念慈

博士（任期 2018 迄今）。理事會的首要責任是組織年

會，而隨著行政組織的優化，在促使參與協會的人數

增加和拓寬活動內容等方面也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例如：

1. 　 2011 年 起， 青 年 學 者 獎 助（Young Scholar Award, 

YSA）10 的頒發成為年會的固定事項。

2. 　 2013 年起，學會固定發行雙年刊通訊 EATS News，11

既可供成員間相互溝通，也是與外界交換資訊的平

臺。蔡 明 燁 博 士 是 EATS News 的 首 任 編 輯（2013-

2018）。現任編輯是 Adina Zemanek 博士（2018 迄今）。

3. 　 2014 年起，協會設立協助博士後研究者進行田野工

作的研究獎助 Library Research Grant (LRG)。12

4. 　 2015 年起，協 會開始針對成員發表於年會的論文

後續出版情況，進行觀察和分析，以此作為 EATS 

Database for Taiwan Studies Publications13 的基礎。

5. 　 2018 年 起， 協 會 設 立 臺 灣 研 究 論 文 獎 助 Taiwan 

Studies Dissertation Award （TSDA），14 透 過 這 個 獎

助，鼓勵更多人對臺灣研究產生興趣。所有就讀於

歐洲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都可透過自薦或指導教授

推薦來參與甄選。一如青年學者的獎助辦法，參

與甄選者繳交大學或研究生階段（碩士或 MRes 或

MPHil）的論文至理事會，經由理事會外二位專家審

查後決定獎助者。

6. 　 2018 年 3 月，協會成為《臺灣研究國際學刊》（IJTS）

的共同贊助機構，蔡明燁博士為主編。《臺灣研究國

2013 年的里昂，2014 年的樸資茅斯，2015 年的克拉科

夫，2016 年的布拉格，2017 年的威尼斯，2018 年的蘇

黎世，2019 年的諾丁罕。第 17 屆年會原訂於 2020 年的

4 月 6-8 日在布魯塞爾召開。9

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的目標是：1. 協助歐洲大學和研

究機構內研究當代臺灣的學者成立一個社群；2. 在成員

之間傳播和分享與臺灣有關的研究和活動資訊；3. 促進

歐洲境內個別和協同的臺灣研究之增長；4. 提升各研究

領域內與臺灣有關之研究成果的發表數量；5. 加強學會

與各國同類組織間的聯繫。

組織年會是達成上述目標的關鍵，而歐洲臺灣研究

協會的年會時間已成為歐洲臺灣研究社群的重要日期。

年會上，歐洲各研究機構內的學者得以建立交流的網

絡，發表最新的研究並接受同儕的回饋和洞見，也可開

啟協同研究的計畫，以強化機構之間的合作與不同領域

之間的接觸。在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建立之前，歐洲的臺

灣研究學者只能獨立研究，如果要與其他臺灣研究的學

者交流，只能參加美國或臺灣的學術研討會，因為歐洲

沒有這樣的組織。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的成立促成了一個

活躍的歐洲臺灣研究社群，而年會為臺灣和歐洲之間的

學術交流，提供了珍貴的機會，獨具歐洲視角的臺灣研

究也因此出現。

（二）歐洲臺灣研究協會行政組織之優化

2000 年之後，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的行政組織逐步優

化，並獲得德國法律認證為非營利文化組織。協會的事

務由 7 位來自不同國家和機構的學者組成的理事會指示

運行。財務以及理事會的運作，也都有獨立的監察人負

責監督。

9　 本次年會因 COVID-19 影響未如期舉行，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刻正研擬替代方案。

10　關於 EATS YSA 的詳情，請參閱網站： https://www.eats-taiwan.eu/eats-funding/young-scholar-award。

11　EATS News   ISSN2054-2038，線上版本：2053-6143，網址：https://www.eats-taiwan.eu/newsletter。

12　 關於 EATS LRG 的詳情，請參閱網站： https://www.eats-taiwan.eu/eats-funding/library-research-grant。

13　 詳情請參閱網站： https://www.eats-taiwan.eu/taiwan-studies/eats-database-for-taiwan-studies-publication。

14　 詳情請參閱網站： https://www.eats-taiwan.eu/eats-funding/taiwan-studies-dissertation-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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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開始商議更為正式的合作關係，以加強傳播臺灣研究

資訊、組織主題性的網路討論課程為目標。二者成立了

共同的郵件自動分發系統 listserve (EATS-NATSA Global 

Announcement, https://www.na-tsa.org/blog)，將 組 織 研 討

會、出版計畫、獎助消息、機構求才、徵求計畫協同研

究者等等資訊，傳播至全世界的臺灣研究學者和團體。

兩個學會並積極尋求透過網路舉行會議或線上討論會的

方法，以便及時反映雙方觀點，加強聯繫，而不需要支

出過多經費。

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和其他機構進行中的合作顯示共

同的期望和野心。蔡明燁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道：「在

使臺灣研究成為一個永續且多元的研究領域的道路上，

我們必須學習建立一個互相支援的國際社群。」15 協會的

同仁和許多與臺灣研究有關的機構，都持續在為這個目

標努力，正因為如此，相信臺灣研究會繼續繁榮興盛。

四、�《臺灣研究國際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IJTS）

（一）背景

《臺灣研究國際學刊》是第一本國際合作多領域、

有專業審查機制的英文臺灣研究學術期刊，每年 3 月

和 9 月出版，發表社會科學、藝術、人文學科等不同領

域或跨領域的論文。能夠將經過嚴格審查的前沿研究成

果，傳播給學術社群和政策制訂者，學刊甚感自豪。

過去臺灣一直被以中國文化的一個個案來研究，

自 1980 和 1990 年代開始，以臺灣為中心的研究漸成一

個獨立的領域。伴隨的是對臺灣經濟、社會、文化的轉

變，以及民主化發展的分析。臺灣研究的轉化和進展是

快速的，不限於外交弱勢、經濟強勁的課題，而是取得

了自身在全球、區域或地方網絡論述中的自我定位。令

人興奮的新議題包括民族主義與跨民族主義、（後）殖

際學刊》的詳情將於第 4 節敘述。

（三）加強國際合作

自 2018 年 4 月起，在程念慈博士的領導下，歐洲臺

灣研究協會比以往更重視國際合作。在這個新的階段中，

合作的對象主要是其他與臺灣研究相關的研究機構，包括

臺灣民主基金會（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acracy, TFD）、

林本源基金會（Lin Peng-yuan Foundation, LPYF）和北美

臺 灣 研 究 學 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

1. 歐洲臺灣研究協會與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合作

臺灣民主基金會是歐洲臺灣研究年會的固定參與

者。2018 年起，二者的合作確立了如下形式：協會申請

臺灣民主基金會贊助年會所需經費，後者則每年組織一

個討論場次，專注於民主和人權議題。2018 年的場次主

題是「成就民主的臺灣與亞洲」，2019 年的主題是「民

主的亞洲內部是否存在專制的誘因？」，2020 年的主題

是「東亞移民和遷徙者的權利」。

2. 歐洲臺灣研究協會與林本源基金會的合作

2017 年林本源基金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在

學會於威尼斯舉行的年會中，組織了兩個討論場次，主

題分別是「戰後臺灣飲食生活的發展」與「日本據臺時

期臺灣的經濟發展和財政變化」。2019 年 4 月，林本源

基金會參與了在諾丁罕舉行的年會，場次主題是「全球

福建研究架構中的臺灣歷史」。

3. 歐洲臺灣研究協會與北美臺灣研究學會的合作

北美臺灣研究學會是北美地區成立已久的區域組

織，兩個學會為服務彼此的會員，長期共享資訊。2017

年，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的部分理事參與北美臺灣研究學

會協助成員做生涯規劃的網路課程。2018 年 9 月，二

15　 Ming-yeh Rawnsley, “Developing Taiwan Studies as a Sustainable and Diverse Field,＂ Taiwan Sentinel , 22 November 2017。線上版本見： 

https://sentinel.tw/developing-taiwan-studies/?fbclid=IwAR37n7c6z7u-Oxh-  YzWfjQ9lGC2C91S9CpI4flPzJs-fu-x2JDWgO3S2e18 (accessed 28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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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分處不同大陸，卻有著相同之前瞻觀點的臺灣研

究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二）期刊的內容

寫作本文之時，《臺灣研究國際學刊》已經出版了

4 期，內容包括 24 篇研究論文，2 篇會議報導，18 3 篇

專題論壇，1 篇研究討論，19 21 篇書評，4 篇社論，以

及在發刊第一期，也是「臺灣研究現況」專輯的一篇導

論。20

24 篇論文的主題涵蓋各個面向、包括政治宣傳與溝

通、原住民研究、政治與國際關係，影片與文學。（詳

見表一）有些論文較為專注於個別議題，例如對某一歷

史的或當下的事件做出分析；有些則更具全球視野，例

如建立臺灣與國際間文化的、或理論與知識界之關連的

研究。不論其關注焦點為何，這些論文都把臺灣和其相

關的議題置放於或為全球，或為區域，或為本地的脈絡

與發展中。

《臺灣研究國際學刊》最終的目標是迎來更多跨學

科和比較研究。雖然主要的焦點是臺灣，但更期望能將

臺灣研究的視野放寬，除了促使學科間的討論增多之

外，也能加強與其他領域的資訊交換。這些嘗試不僅可

見於研究論文，也表現在書評選擇，以及書評寫作的方

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移動、傳播和電影等等。

全 世 界 的 臺 灣 研 究 中 心、課 程 和 研 究 群 都 在 增

加，北 美 臺 灣 研 究 學 會、日 本 臺 灣 研 究 學 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 JATS）和歐洲臺灣研究協

會則是這些研究者的區域中心。這些組織經常吸引 100

至 200 人參與年度集會。自 2012 年起，中央研究院社

會學研究所組織了三年一次的臺灣研究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WCTS）。首次會議於 2012 年

在臺北召開。第二次會議係中央研究院與亞非學院合

辦，於 2015 年在倫敦舉行。兩次會議都有 500 位以上

的國際人士參加。16 這些出現在世界各地的例證，說明

這個領域的活力，而研究社群內部也因此認為這是出版

一本英文的臺灣研究期刊的恰當時機。

出版期刊的最初構想起自上述 2015 年臺灣研究世

界大會的第二次會議期間，並得到全球臺灣研究者的熱

烈響應。一群學者因而組成了執行編輯委員會，17 從幕

後尋求並促成了中央研究院和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的共同

支持，更與國際出版商 Brill 簽訂了出版合約。編輯部門

原設於亞伯大學，2019 年遷至亞非學院的臺灣研究中

心。中華民國外交部給予期刊行政經費的補助，蔣經國

基金會則資助了第一年的出版費用。《臺灣研究國際學

刊》的紙本和線上版本於 2018 年 3 月同時正式發行，

16　 第三屆 WCTS 於 2018 年 10 月在臺北召開，參與人數達到 400 人。詳見：Ming-yeh Rawnsley, “The 3rd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Taiwan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The Relevance of Taiwan Studies to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Academia Sinica, Taipei, 

6–8 September 20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2.1(2019): 169–176。線上版本見： 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ijts/2/1/

article-p169_169.xml (accessed 29 September 2019)。

17　 依姓氏拼音英文字母排序，這些學者是：邱貴芬（Chiu Kuei-fen）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羅達菲（Dafydd Fell）博士（SOAS）、蕭

新煌（Hsin-huang Michael Hsiao）教授（中央研究院）、劉士永（Mike Liu）教授（中央研究院）、蔡明燁（Ming-yeh Rawnsley）博士

（SOAS）與舒耕德（Gunter Schubert）教授（杜賓根大學）。2019 年 1 月起，IJTS  的執行編輯委員是：張隆志（Chang Lung-chih）

教授（中央研究院）、張誦聖（Sung-Sheng Yvonne Chang）教授（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邱貴芬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羅達

菲博士（SOAS）、蕭新煌教授（中央研究院）、蔡明燁博士（SOAS）與舒耕德教授（杜賓根大學）。

18　 兩篇會議報導是：Federica Passi, “Considerations on Planning the Theme, ` Translating Taiwan: 1947–1987–2017,＇ the 1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 Venice, Italy, 2–4 March 20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1(2018): 185–192 與 Ming-yeh Rawnsley, “The 3rd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IJTS  2.1(2019): 169–176。

19　 J. Bruce Jacobs, “The Rise of the Dutch Empire: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Dutch Colonisation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2.2(2019): 365–375。線上版本見：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ijts/2/2/article-p365_365.xml (accessed 29 September 2019)。

20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nd Dafydd Fell, “Introducti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of Taiw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1(2018): 5–10。線上版本見：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ijts/1/1/article-p5_5.xml (accessed 29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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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陳述，期刊主編根據學科、性別和文化再現等面向

而邀請的學者就此專題發表意見，以及主要作者對各方

意見的回應。專題論壇的設計是為了能就「如何提升臺

灣研究？」這一課題，引發辯論或更深的認知。3 篇已

刊出的專題論壇 22 吸引了廣泛注意。對於臺灣研究的前

景，對話的內容也從 10 年前討論臺灣研究的頹勢等等的

悲觀論調，23 轉變為樂觀地迎向「黃金時代」。24 未來還

有許多有意義的主題可以開展，包括研究、教學和將臺

灣理論化等等。讀者若有個別的建議，歡迎聯絡《臺灣

研究國際學刊》的編輯部門。25

（三）結果和影響 

《臺灣研究國際學刊》已出版兩年，此處的統計是

根據出版商 Brill 於 2019 年 3 月提供的數字。《臺灣研究

國際學刊》向全球發布，2018 年 152 個機構經由直接或

期刊群組訂閱。表二列出的是這段時間最受重視的一些

論文。這些資料顯示國際關係和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和學

生是《臺灣研究國際學刊》最積極的讀者群，接下來是

原住民研究和族群關係領域、歷史和電影也很受重視，

因為兩篇論文是 2018 年 9 月才刊登，應該是立即獲得

注意，才會出現在表中。3 篇專題論壇中有兩篇出現在

表二，顯示這樣性質的文章也有一定影響力。《臺灣研

究國際學刊》已被「歐洲研究指數（European Research 

Index）」人文與社會科學類（ERIH Plus）收入。《臺灣研

究國際學刊》會繼續努力達到被更多評價高的期刊指數

收入的目標。

式之中。這部分實有賴於書評主編 Gary Rawnsley 教授

（諾丁罕大學，寧波校區）的貢獻，努力確保《臺灣研

究國際學刊》的讀者能夠讀到關於最新研究的高品質書

評。而且書評雖為英文，評介的書卻不限語言。歡迎出

版商、作者和可能的書評作者就新刊書籍或有意撰寫的

書評等事宜與 Gary Rawnsley 聯絡。21 每期《臺灣研究國

際學刊》都會刊登數篇書評。

《臺灣研究國際學刊》另一個重要的特色是不定期

刊出的專題論壇。每篇專題論壇大概包括主要作者對主

21　 聯絡信件請寄至：gary.rawnsley@eats-taiwan.eu。

22　 3 篇專題論壇是：Gunter Schubert et al.,“Linking the Taiwan Studies and China Studies Fields: How to Argue for the Faculty Recruitment of 

Taiwan Scholars at Western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1(2018): 193–208; Shumei Shih et al., “Linking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1(2018): 209–227; and Dafydd Fell et al., “The State of the Field of Global 

Taiwan Studies Institutions: A Time for Optimism or Pessim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2(2018): 371–394。 

23　 Murray Rubinstein, “Is Taiwan Studies Dead? The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of a Sub-field,＂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Madrid, 

16–18 April 2009.

24　 Dafydd Fell, “The Golden Age of Global Taiwan Studies?＂, Taiwan Sentinel, 24 October 2017。線上版本見： https://sentinel.tw/golden-age-

global-tw-studies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19)。

25　 聯絡信件請寄至：ijts.office@eats-taiwan.eu 。

表一：《臺灣研究國際學刊》第 1、2期研究論文的主題

主題 論文數量

政治宣傳或溝通，媒體和網路 4

原住民研究 3

政治學 3

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 2

經濟學與政治經濟 2

社會運動 2

影片與藝術 2

歷史與史學 2

宗教 1

族群研究 1

性別研究 1

移民研究 1

合計 24



研 究 機 構

總 154 期　民國 109 年 5 月（2020.5）頁 14-21　漢學研究中心　21

助，在北美和歐洲的學術機構設置職缺，由此注入大量

經費和人才。較有爭議的則是中國政府透過各地的孔子

學院，影響國際學術界。

相形之下，臺灣研究並未得到同樣的經費挹注，但

這個領域正由一個高峰發展至另一個高峰。由亞非學院

的臺灣研究中心、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和《臺灣研究國際

學刊》的發展可以得到證明。此外，Jonathan Sullivan 於

2011 年在 China Quarterly 發表的研究現況調查中指出，

關於臺灣的研究在質和量上都是健康的。27 這些都是令

人雀躍的消息。然而我們仍須注意到，西方大學中，與

臺灣有關的教學和研究的職缺仍明顯不足。比起其他東

亞國家在西方學術界為文化表現所做的努力，或許臺灣

當局也可以考慮，在國際上，將資源更有效地投放在開

設及長期支持與臺灣相關的課程和教學職位。28

未來《臺灣研究國際學刊》需要鼓勵更多藝術與人

文領域的作者投稿，並刊出更多這些領域的文章，因為

目前內容還是以社會科學為主。

為了平衡領域的分布，2018 年夏季，《臺灣研究國際

學刊》開始徵求外界提供社會學、教育、文學、戲劇、

語言學等領域的主題，做為專輯的選題之用，請繼續關

注。讀者若有建議，可以寫信到《臺灣研究國際學刊》

的編輯部門，與編輯群交換意見。26

五、結　論

臺灣研究是一個需要更加重視的關鍵領域。過去數

十年中，其他東亞國家以各種方法，在西方學界增加了

文化能見度，例如南韓政府透過 Korean Foundation 的贊

26　 聯絡信件請寄至：ijts.office@eats-taiwan.eu 。

27　  Jonathan Sullivan, “Is Taiwan Studies in Decline?＂, China Quarterly 207(2011): 706–718.

28　 Gunter Schubert, “Taiwan Scholars Adopt the Tübingen Manifesto,＂  EATS News 13(2019.1): 1-3。線上版本見：https://www.eats-taiwan.eu/

newsletter/issue-13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19) 。

表二：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臺灣研究國際學刊》閱讀量最高的論文（統計數字根據全文下載的數量） 

2018 年 3 月至 8 月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

1 導言：臺灣研究的現況（1.1） 1 國際關係理論與臺灣海峽兩岸的關係（1.1）

2 國際關係理論與臺灣海峽兩岸的關係（1.1） 2 導言：臺灣研究的現況（1.1）

3 專題論壇 2：連結臺灣研究與世界（1.1） 3 臺灣民主與民主化的研究（1.1）

4 臺灣民主與民主化的研究（1.1） 4 專題論壇 2：連結臺灣研究與世界（1.1）

5 臺灣研究、原住民研究與人類學的本體論（1.1） 5 臺灣研究、原住民研究與人類學的本體論（1.1）

6 專題論壇 1：連結臺灣與中國研究領域（1.1） 6 臺灣的族群關係研究（1.1）

7 臺灣女性性別研究的論述與婦女運動（1.1） 7 社論（1.1）

8 社論（1.1） 8 專題論壇 1：連結臺灣與中國研究領域（1.1）

9 跨越鴻溝：方法論對臺灣民間宗教研究的挑戰（1.1） 8 時空中尋求意義：臺灣中心的歷史及其分期（1.2）

10 臺灣的族群關係研究（1.1） 10
東方主義的回擊：跨越國界的武術電影中的中國國族

主義傳播（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