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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宏達主任談兩岸歐盟研究之發展

本刊編者整理

緣起

近年兩岸往來日趨頻繁，合作交流之範疇亦

不斷擴大，更建立了不少學術及教研合作。在此

情況下，雙方的歐洲聯盟研究學界也展開了若干

雙邊交流，更常常在國際學術場合中接觸結識。

台灣歐盟中心在成立之後，發現歐盟的網

絡在亞洲有許多活動，且不一定都是由官方發起

的，亦有來自學界、智庫組織、公民社會等的頻

繁互動，透過亞歐基金會，亞洲產生了許多因歐

盟而串聯起來的網絡。

而在我們加入了亞太的歐盟研究網路後，每

年有了兩次固定的聚集：一次通常是在一、二月

間舉行，另一次則是教師的研討會，在此之後約

一周的時間，便為研究生與博士生的研討會。我

們便是在這個場合中，與大陸的學者有了接觸。

以往兩岸對於歐盟的研究雖已有過個人性的接

觸，但是尚未有單位的合作經驗，相關的合作也

僅止於不定期參訪或開會，在國際場合會面又受

限於語言和時空的限制，難以暢所欲言。

2011年年初，我們在新加坡參加亞洲歐盟

網絡論壇時，遇到大陸歐盟研究的主要研究學

者。整體而言，兩岸的歐盟研究學界彼此仍相當

陌生，研究成果的交流切磋也十分有限。因此在

交流的過程中，雙方激發出兩岸歐盟研究學界直

接交流的想法，透過兩岸歐洲聯盟研究論壇，建

立一個兩岸歐盟研究學界定期的交流合作機制。

2011年暑假，我們遂組團赴大陸洽談相關事宜與

細節，從北京一路往上海，得到許多單位的支

持，雙方確立了未來一年一屆之兩岸歐洲聯盟研

究學術論壇。2011年第一屆先於台北舉行，2012

年第二屆將於北京社會科學院舉辦。第一屆兩岸

歐洲聯盟研究學術論壇於焉誕生。

首屆論壇

第一屆「兩岸歐盟研究學術論壇」於2011年

12月7、8日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會議廳舉行，

共有六個場次：分別為「歐洲聯盟的全球政治角

色」、「歐洲聯盟的經濟整合與世界經濟」、

「歐洲聯盟政治整合的發展前瞻」、「歐洲聯盟

法律整合的趨勢與影響」、「歐洲聯盟的價值認

同」、「歐洲聯盟面臨的挑戰」等專題。

此六個題綱為兩岸學者一同討論的結果，我

們也可以發現這些題綱範圍都很廣大，分為兩大

主軸：一、盡量跨領域地去談歐洲：涵蓋經濟、

政治、文化等範疇，讓更多領域的學者可以納入

這個社群來對話；二、專題演講與專題論壇。

專題演講分別為政治大學副校長林碧炤教授

主講之「歐盟研究在台灣的發展」，以及復旦大學

歐盟中心伍貽康榮譽教授發表「德國問題與歐洲一

體化的興衰」探討與德國與歐洲盟統合的研究，並

分別闡釋歐盟研究在臺灣和在大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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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圓桌論壇「台灣歐洲研究人才培育」則別具

意義。此次台灣有三個研究所參與專題討論，三者

皆各具特色。首先淡江大學的歐洲研究所身為兩岸

最早研究歐洲的研究所，也是亞洲唯一設有歐盟研

究博士班的研究所，本身便具有一定的指標性；此

外，我們更發現了台灣師範大學的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也以後起之秀之姿急起直追，以文化與觀光

的角度切入歐洲研究的範疇，不但正與法國昂傑大

學洽談交換計畫，每年夏天亦帶隊前往歐洲進行實

地文化觀光參訪之行，對於長期以來主要以政治經

濟歷史為研究主軸的歐盟學者來說，不啻是一項新

鮮的發現，也給了對岸學者一個新的切入點思考；

另外，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則為弱勢學生開啟了一

扇歐洲之窗，考量部份學生來自於偏遠經濟條件較

不理想的家庭，在此條件下，南華大學歐研所思考

如何為這些弱勢學生拓寬歐洲知識與視野，以此角

度切入，積極找尋獎學金及透過佛光山於全球的基

點提供住宿。這幾個優秀的研究所都反映出其特殊

的經營方式，也給與會的對岸學者注入了許多新觀

點思考的衝擊。

兩岸歐盟研究現況

對我們而言，與大陸交流具有兩個重要的意

義：一是大陸的學術崛起相當快速，2000年大陸僅

有兩個單位從事歐盟研究，現已有32個歐盟相關的

研究所與中心；二來，因歐盟對大陸的重視，歐洲

各領域的重量級學者幾乎都往大陸去，由於歐盟官

方於中國的蹲點計畫投注了大量的經費，使得我們

若透過大陸邀訪歐盟重要學者，相對較容易，也可

節省我方的經費。

大陸的歐盟研究於近幾年蓬勃發展，一方面由

於歐盟大力推廣於中國的歐盟研究，將過去的歐語人

才提升為歐盟研究人才；另一方面，大陸方面也因為

研究者眾，致研究之分類更細，輔以與歐盟學界的

頻繁往來，其與歐盟學界的熟悉度比我們更深厚。

而關於大陸歐盟研究近幾年快速發展，蘇主

任觀察到原因是大陸正面臨社會變動的時代，各種

社會制度需要調整與改變。大陸學者相當認真地研

究歐盟的許多社會政策作為參考，歐盟的研究在大

陸的區域研究中算是相當大且重要的課題，相當重

視歐盟的經驗，作為未來發展的參考。

淺談歐盟的未來

談到歐盟的未來，事實上，歐盟的快速發展

期已結束，接下來要面對的是內部重整的考驗，未

來會員國之擴張可能伸往巴爾幹半島，且約至巴爾

幹半島為止。雖歐盟現蒙受歐債風暴之苦，但蘇主

任認為歐元不垮，且歐元區勢必仍會擴張，由於東

擴後許多製造業都遷至東歐，匈牙利、波蘭都屬意

加入。至於各界議論紛紛的歐元問題，不同領域的

專家學者觀看歐元的角度都不盡相同，有些學者認

為過去某些經濟體質欠佳的國家加入歐元區，導致

目前歐元本身面臨嚴峻的狀況，但隨著中東歐幾個

國家表明加入歐元區的意願，也正意味著歐元尚不

會解體，但接下來的擴張也不會太快。歐盟未來漫

長的轉變與考驗正於焉開始！

論壇成果

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我們現已針對蹲點計

畫的學者建立制度化的聯繫：先從蹲點計畫的學者

名單中，與國內七校聯盟一同商討不同領域的主要

邀請對象，再逐一邀請至台灣進行研討交流。如此

一來可大幅降低各校的花費，又可邀請到頂尖學者

來台座談，一舉兩得。再者，兩岸同為中文的社群

交流，也使得雙邊研究著作得以相互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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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1年的論壇為起點，雙邊獲得的成果

皆相當豐碩。預計自2012年第二屆兩岸歐洲聯盟

研究學術起，雙邊除了論文發表，還會進一步深

化，討論建立共同研究計畫的可能性，旨在共同

研究與發表兩岸關於歐盟的研究論文或專著。

本次論壇邀請兩岸歐盟研究約30位重要學者

齊聚一堂，大陸有來自11個歐盟研究單位之15位

重量級學者，當中包含歐盟為彰顯教學卓越之莫

內講座教授，除了北京、上海學者外，我們亦邀

請其他省市重要歐盟研究學者，有助於國內歐盟

研究社群具深度及廣度的交流。我們期待下屆論

壇，激發更多歐盟研究的燦爛火花！

（本文由藍健民、卓鳴鳳採訪，鄭光伶摘記）

（本文受訪者為台灣歐盟中心主任）

法國在台協會歐陽勵文主任拜訪師大及本會

去年10月底，在送別法國在台協會包美城主任之後，11月11日歐陽勵文主任便接著上任。
時光從來沒有停過腳步，今天發生的事，明天便成為歷史。歐陽主任此刻正在開啟歷史新的一頁。

在未遇見歐陽勵文主任之前，只知道他曾在法國在台協會擔任過科學與合作處處長三年，1999
年他回法國在外交部服務。之後，他曾奉派北京，擔任法國開發署駐中國的首席代表。來台之前，

他曾在非洲尚比亞及馬拉威兩國服務，擔任大使。除此之外，也聽說過他年輕有為、精通中文、喜

好藝術，就像法國的精英一樣，充滿精力、活力十足，最重要的是他從來沒有忘記工作。

1月4日上午11時歐陽主任由金默言處長（學術合作與文化處）、夏良先生（科技與高等教育
合作專員）及丁慶方小姐（科學與學術專員）陪同前來拜訪師大校長、國語、法語教學中心以及本

會。國語及法語教學中心屬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兩個單位在國語教學及培育法語人才方面成效卓

著，有目共睹。至於本基金會也曾走過二十餘年的歷史，在歷任董事長等的努力之下，於推動台法

文化交流方面同樣建立了一點口碑。由於三個單位彼此相鄰，都在同一棟大樓辦公，因此歐陽處長

便選擇在同一時間一次拜訪完畢，省時省事。

歐陽主任一行首先拜會本會，由郭董事長予以接待，並由邱大環執行長說明基金會歷年來的工

作成果。例如提供台法文化教育交流的各種補助及出版刊物等。接著，法語教學中心賴守正主任在

基金會辦公室裡介紹中心的情形，他說法語教學中心成立於1984年，距今已將近30年，目前學生約
有一千名，老師有17位，其中10位為法籍人士。五年前師大進一步成立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除
了邀請法國大學的老師前來授課之外，研究所每年亦均有學生前往法國研習。

在賴主任簡短的介紹及交換禮物後，歐陽主任等一行隨即來到國語教學中心，由中心陳浩然主

任為客人簡報。陳主任說國語中心成立於1956年，截至目前為止，校友已達48,000人左右。以國籍區
分，共有七十餘國。中心的學生目前約有1,500人，其中來自日本的有三百多人，比例最高，其次為
美國，約二百多人，至於法國，僅數十人而已。

拜訪完師大張校長後時間已經接近中午，為此，法語中心賴主任特別邀請客人在師大附近一家具有

禪味的餐館餐敘。除了客人之外，主人及師大張校長、基金會郭董事長與邱大環執行長等均來作陪。

歐陽主任說他畢業於馬賽大學，主修文學，之後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學習中文，也曾到天津南

開大學進修一年。1996年他奉派來台，他的大女兒便是那時在台灣誕生的。
客人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談話中歐陽主任真的從來沒有忘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