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漢學界重新發掘對臺灣研究的興趣，聯邦教研部注資

200 萬歐元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臺灣先鋒」（Taiwan als Pionier，簡稱 TAP）計畫接受「德國聯

邦教育暨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簡

稱 BMBF）補助 200 多萬歐元（大約相當於新臺幣 6,375 萬元），將

在未來 4 年內建立持續加強德國的臺灣研究結構。計畫執行團隊由 3

所大學（特里爾 Trier、波鴻 Bochum、杜賓根 Tü-bingen）的 4 名研

究人員組成，結合了不同的學科重點，他們都曾在臺灣研習和生活數

年。 

「臺灣先鋒」計畫是由特里爾大學蘇費翔教授（Prof. Christian 

Soffel）所主導，他批判性地指出：「到目前為止，在德國只有很少的

大學和學術機構研究臺灣，通常有關臺灣的研究僅僅被認為是中國研

究的一個部分。」，「計畫目的是將已開展臺灣研究的德國大學串聯起

來，從而加強其研究領域。」 

「臺灣先鋒」計畫負責人雷瑪麗（Dr. Josie-Marie Perkuhn）女士

點出中心任務：「本計畫結合各個研究領域和地區，藉此我們正試圖

影響其他學科，重要的步驟包含舉辦年度研討會。」，「舉辦研討會的

目的在於建立有關臺灣特定問題的研究人員的跨學科網路。」第一次

研討會將於 2022 年秋季在特里爾舉行，每年提供有 3 個短期研習獎

學金名額。  

臺灣是一個政治和社會上的先鋒，也是數位化的開拓者，隨著政

務委員唐鳳領導的數位發展部門的成立，臺灣政府創造了新的參與性

和快速反應性的民主模式。得益於臺灣政府結合世界領先的 IT 產業，

臺灣既擁有檢測假新聞和選舉操縱的高效渠道，也有出色的網路防禦

系統。在環保政策方面，臺灣在與公民社會的對話中取得了新的突破，

2020 年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遏制也得益於數位方法的成功。  

但哪些制度框架條件和社會行動者使臺灣能夠承擔起這樣的先

鋒角色？雷瑪麗和蘇費翔認爲：「本計畫參與者都相信，臺灣研究可

讓歐洲人深受其益。臺灣在國際上非常重要，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都可



 

 

以成為歐洲人的借鏡，然而其受到的學術關注程度太少了。」因此，

在本計畫過程中，將建立一個對公眾開放的資料庫，為所有與臺灣相

關的人士（例如政治人物）提供重要訊息。  

身爲政治學家的計畫負責人雷瑪麗特別想引起人們關切「臺灣獨

立」議題，因爲那可能引起影響全世界的衝突，她說：「臺灣政治地位

引發的國際關係演變，出現引人注目的新政治發展，需要通過全面性

研究以證實。」，「此外，台灣民主政體近年來如何創造新概念以應對

數位化等大趨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課題。」 

雷瑪麗和蘇費翔認爲，更深入的臺灣相關學術活動，不僅與臺灣

在亞洲乃至全世界日益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先鋒角色有關，還可以提供

對中國大陸的有趣新見解。蘇費翔說：「由於政治原因，在中國大陸

已經很難找到傳統文化，而臺灣則提供了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新視

角。」，他本人曾在臺灣生活和研習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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