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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 
蔣經國基金會海外中心介紹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A CCK Foundation Overseas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Germany

柏德方（Stefan Braig M. A.）撰，王任君（Grace Wang）譯 *

* 作者為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執行長，譯者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館員。

臺灣是中文世界一個尤其獨特的社會及政治實體，

理應獲得西方社會科學學界的關注。成立於 2008年 6

月的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以下簡稱 ERCCT），即是以促

進歐洲博士及博士後階段之臺灣社會科學研究為目標。

ERCCT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及杜賓根大學共同

經營，主要功能為提供年輕的臺灣研究學者一個能與同

儕及臺灣訪問學者交流討論的平臺。這是本中心成立迄

今 8年來，持續並擴大辦理的主要業務。

一、理念與規劃

為提升臺灣研究在歐洲的能見度及國際化，必須關

注於系統性地推廣針對臺灣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在博士

及博士後階段。惟使青年學者得以臺灣研究獲取學位，

這門學科才能在歐洲大學裡穩當紮根並開枝散葉。緣此

訴求，臺灣研究必須獲得更多機構的重視，盡可能地讓

年輕一輩的學者得到研究回饋。研究生們必須在一個永

續的基礎上合作，並與經驗豐富的臺灣學界前輩互動，

學習發掘吸引人的研究領域，發展可行的研究策略，運

用恰當的研究理論，釐清、調整研究方法，進一步能對

研究結果進行關鍵性的評估，並準備於國際知名刊物發

表論述，出版研究成果。在這樣的背景下，ERCCT的理

念與規劃如下：

1. 提供交流平臺給專注於當代臺灣實證研究的歐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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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優秀研究生，尤其是關注於臺灣政治和法律、經濟，

社會和海峽兩岸關係的研究；

2. 與臺灣一流學術機構密切合作，建立學術指導體系來

幫助 ERCCT學人到臺灣進行田野工作；

3. 邀請臺灣及歐洲的訪問學者在本中心舉行演講、座

談，並參與中心定期辦理的「臺灣討論會」，俾利各

方學者與中心學人分享他們的學術專長；

4. 遴選臺灣研究領域的優秀青年學人，申請中華民國教

育部每年補助的「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臺灣研究獎

學金」；

5. 接待來自臺灣的短期訪問學者；

6. 幫助臺灣研究領域的新生代學人在國際知名刊物發表

論述，出版研究成果。

ERCCT「駐校學者」乃通過學術表現及研究品質的

審核獲得錄取；除了提供辦公空間以外，如果該學者並

非於杜賓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本中心也會為他們申請

使用各項大學設施的訪賓身分；除此之外，原則上駐校

學者必須自理經費。「訪問學者」停留時間則較短，比

如一個學期或學年，視該學人任職機構規定及本中心可

用辦公空間而定。不住在杜賓根並於其他大學或學術機

構工作的副研究員們，則偶爾會參加中心的活動。

本中心邀請臺灣或歐洲的訪問學者於學期中來訪

（夏季：4月 15日至 7月 15日，冬季：10月 15日至 2

月 15日），提供住宿、經濟艙來回機票，生活補助及研

究室。訪問學者將舉行演說或教授講座課程，並於「臺

灣討論會」發表自己目前的研究主題，並和與會學人交

換學術工作心得。臺灣討論會在學期中定期舉行，是本

中心尤其重要的學術活動，會議形式可能是僅限 ERCCT

學人參加的閉門討論會，又或開放給各系所有興趣的研

究生報名。在討論會中，學人們報告各自的研究進度，

而他們所採納的理論基礎及方法學將受到檢視，其資料

分析所得也會得到批判性的評價。

ERCCT 駐校和訪問學者也是本中心與臺灣合作機構

共同經營的學術指導體系之重要成員；學術指導體系是

一個幫助本中心學人於臺灣進行田野工作的彈性機制，

學人將以訪問學人身分與臺灣合作機構駐點研究，在該

機構享有研究空間及其他可能的設施，同時臺灣方面也

將指名一位機構學者來協助本中心訪臺學人建構並進行

他們的田野調查；訪臺學人也將受邀對合作機構的學者

們發表自己的研究，徵求他們的建議。

ERCCT合作機構包含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最傑出

的大學校系，以及三個下屬中央研究的研究所，機構名

單將於下文條列。ERCCT同時幫助學人們申請訪臺期間

的研究經費與補助；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教育部也特別

提供灣提供「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臺灣研究獎學金」

給專注於臺灣政經、法律、社會、兩岸關係的優秀歐陸

博士生及臺灣、歐洲的博士後研究員。受獎者將自動獲

得 ERCCT駐校學者資格，故須前來本中心駐點研究至

少一年，並被要求於臺灣進行較長期間的田野工作（通

常是一年）。本案為兩年期的獎助金，博士生的研究報

告若獲得正面評價，可以申請延長一年，博士後則只能

申請兩年的獎助。

2011年起，本中心也提供來自 ERCCT合作夥伴或

其他研究機構的博士後及博士生申請短期訪問。本專案

由 ERCCT及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資助，邀請

獲獎者於本中心進行一個月全額補助的研究。此外，本

中心也與合作機構共同籌劃臺灣相關議題的工作坊及研

討會，更每年舉辦「臺灣紀錄片電影節」，下文將有進

一步介紹。順此一提，中文和英文皆可於 ERCCT通行。

二、合作機構

ERCCT與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合作舉辦工

作坊、出版研究成果，並提供「中國政策研究所部落格

（China Policy Institute Blog）」刊載文章；本中心也與海

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

及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所一起接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

基金會專案補助，舉辦一系列「臺灣研究講座」。此外，

本中心也與設立於杜賓根的歐洲臺灣研究協會保持密切

互動。

ERCCT合作的臺灣學術機構如下：中央研究院法律

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政治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社會學系、臺灣公共治理研究

中心；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臺灣研究

中心、東亞研究所、國家發展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國

際政治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法律學系、

政治學系；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及

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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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活動和成就

作為一個歐洲的重點學術中心，ERCCT成功於各

種場合集結許多卓然有成或前景可期的臺灣研究學者。

2008年本中心以歐洲臺灣研究概況座談會的形式，慶

祝正式成立，多位歐洲頂尖臺灣研究學者參與會談。

2010年 4月 ERCCT舉辦「第七屆歐洲臺灣研究協會年

會」，此乃聚集來自各國逾百位臺灣研究學者的一大

盛事。2012年 6月，本中心主辦「中國對臺效應工作

坊」，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協辦，於杜賓根大學

舉行。2014年夏天，在中華民國文化部「臺灣文化光點

計畫」的支持下，我們規劃了一系列臺灣文化週活動，

幫助杜賓根在地社群及視聽大眾了解這座島嶼豐富的多

元文化。該年 7月，ERCCT更舉辦研討會慶祝本中心

正式成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全球四個海外漢學

研究中心之一，自此我們的全銜也更改為「德國杜賓根

大學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蔣經國基金會海外中心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A CCK 

Foundation Overseas Center，簡稱 CCKF - ERCCT）」。本

中心近期舉行的學術會議，是 2015年 12月與諾丁漢大

學中國政策研究所合辦的「馬英九總統政策評估」工作

坊。

自2012年起，ERCCT每年舉辦「青年學者工作坊」，

旨在交流臺灣與歐洲及西陸博士生、博士後對於臺灣和

兩岸關係的社會科學研究。約有 25位來自臺灣與歐洲

的年輕學者經縝密審核錄取後，於此探討他們的研究，

工作坊發表論文亦可於線上閱覽（http://www.ercct.uni-

tuebingen.de/AdTXP/index.php?id=549）；下一次的「青年

學者工作坊」即將於 2016年 6月 26日至 7月 3日開議。

為開拓臺灣在德國視聽大眾的能見度，ERCCT策

劃一年一度的「臺灣紀錄片電影節（Taiwan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簡稱 TDFF）」，每年聚焦於一位出色的

臺灣紀錄片導演，並邀請這位電影人前來杜賓根與觀眾

討論他的電影事業。自 2007年臺灣紀錄片電影節起跑

後，歷年親自到訪的導演及當年主題紀錄片包括：2009

年賀照緹《炸神明》、2010年湯湘竹《路有多長》、

2011年鍾權《臺北京之過客》、2012年陳麗貴《暗暝 e

月光──臺灣舞蹈先驅蔡瑞月》、2013年蔡崇隆《對岸

異鄉人》、2015年沈可尚《賽鴿風雲》等傑出的紀錄片

導演及其優秀作品。

CCKF-ERCCT致力推廣臺灣與歐洲學術、文化交流

的豐碩成果得到高度肯定，於 2013年榮獲由中華民國文

化部與法國法蘭西學院人文政治科學院共同創設的「臺

法文化獎」。

四、團隊成員

CCKF-ERCCT現在的管理團隊為主任舒耕德（Gunter 

Schubert）教授，執行長柏德方（Stefan Braig）研究員，

共同執行長史振帆（Stefan Fleischauer）博士。由執行長

主責本中心每日營運以及所有上述 CCKF-ERCCT行事

必須的協調工作，共同執行長則主要規劃、籌備工作坊

和研討會，同時有一個小型的工作團隊協助相關行政工

作。

CCKF-ERCCT也有一個諮詢委員會加以輔導，顧問

委員為臺灣及歐洲的知名臺灣研究學者，針對中心的成

員甄選提供意見，審查 CCKF-ERCCT獎助案申請件，輔

佐中心辦理的工作坊與研討會，並協助 CCKF-ERCCT建

立國際學術網路。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公布於本中心官

方網站。

五、展望未來

CCKF-ERCCT旨在於建立臺灣與歐洲學術合作的網

絡平臺，以歐洲臺灣研究領域的權威機構為自我期許。

我們的意圖並非與其他致力推廣臺灣研究的機構相互競

逐，而是與這些機構共同努力。CCKF-ERCCT希望成為

青年學者致力發展臺灣研究學術專業時的跳板，從旁協

助他們的工作，為他們與其他臺灣研究領域的學者和研

究機構居中聯繫。CCKF-ERCCT的重點工作目標，在於

加強臺灣研究於歐洲學界受到注目的頻率，緣此，經營

成效的重要指標之一，應屬中心學人發表出版的新銳研

究成果；逐步擴大辦理研究計畫與學術活動，藉此吸引

更多的研究人員加入我們的團隊，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有鑑於此，蔣經國基金會與杜賓根大學的大力支持，是

最激勵人心的動力。

更多詳情：http://www.ercct.uni-tuebingen.de/AdTXP/

index.php?c=RSS-News-Feed或洽 ercct@uni-tuebingen.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