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鼓講座心得報告 

東南亞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新視野、新思維和新戰略 

              —— 講者：宋鎮照教授—— 

u108104 – 釋聖草 

這次的講者是在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特聘教授，曾經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社會學博士學位，現任東亞發展暨治理中心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與台泰交流協會理

事長，也專業政治經濟學、東南亞府與政治、亞太政經研究、社會變遷與發展的研究。 

由於宋教授的分享題目主要是透過全面分析東南亞區域的地緣之政治、經濟、社會

條件與經貿情勢，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人民所得提高，以新視野、新思維和新戰略提出整

合策略發展。善用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和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協定（CAFTA）的利

基，以及區域間大國成立到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中的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地全

面經濟伙伴關係（RCEP），從 TPP到 CPTPP的區地整合，印太戰略的安全和經濟發展：美

日主導，加上南亞政經發展：印度季風計劃，東向政策與印度利益。從美國亞洲外交戰略

趨勢來看，可以觀察出東南亞在美國亞太戰略地圖的角色和重要性，以及東南亞對美國的

區域戰略意義，進而可以看出美國在東南亞的外交意圖。基本上，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有

所調整，東亞外交政策，從以美「中」關係主軸轉為與傳統盟友如日本、南韓、臺灣、紐

澳、俄羅斯等大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建立緊密關係。 

在這很豐富的演講當中可以看到東南呀崛起：機會與商機，發展戰略與優勢。比如

菲律賓由於英語優勢，基層人力大量前往海外，使得當地勞動力的量與成本皆不如其他東

協國家。在越南不論紡織、製鞋、化學、電子製造還是茶飲店加盟，有各種各樣的製造可

能。在泰國透過先進科技為現有產業增值，旅遊、高效農業和生技、食品創新，有最多工

作機會的地方。馬來西亞是東協相對較特殊的國家，相較於鄰近的國家此外，留學台灣的

大部分是籍華人學生，他們對台灣有一定程度了解，而馬來語跟印尼語九成互通。印尼的

天然資源充沛，人口基數大市場也大，可以作為腹地，而新加坡的各類新創。只是印尼相

較於馬來，宗教影響更大，經濟戰略一定要注意伊斯蘭相關習俗。 

最後講者希望台灣與東南亞地區的新關係也可以擴大到政治、經濟、和發展合作等

方面雙邊的經貿關係。同時，更可以透過老師、友好睦鄰外交建構模式，發揮其示範效果，

有利於台灣與東南亞地區的外交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