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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化視野看台灣歷史定位與未來外交策略 

闕 河 嘉  
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暨研究所助理教授 

我想就我所瞭解的南太平洋紐西蘭與澳洲因全球化所發生的社會變

遷，從全球化視野來看台灣歷史定位的議題。紐西蘭與澳洲是太平洋島國

論壇的主要會員國，也是 APEC 的創始會員，近年來皆致力於深化其與亞

洲和太平洋的關係，具備經濟與外交的目的，而積極拓展其國民的全球化

視野。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國際間人口流動，紐西蘭與澳洲因此與

其他亞洲地區產生新的連結，移入與移出紐西蘭和澳洲的人口遷移有了變

化。過去的十五年來，台灣的移民進入紐西蘭與澳洲的社會中，使得這些

國家的社會結構方面發生改變。促使紐澳國家產生新的國家認同議題，一

向號稱多元文化的澳洲與紐西蘭社會因此將多元文化列為其教育宗旨，學

校教育積極開展認識亞洲族裔的文化背景課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語言已

經在紐西蘭的學校教育中受到重視。 

紐澳社會中，因為亞裔移民的增加，使得當地的政治選舉逐漸重視亞

裔選民，而其與亞洲的國際關係也成為政見的一部份。台灣的僑民在這波

全球化人口移動中，似乎有間接影響當地政治的機會。以我在紐西蘭時候

的經驗，「台灣」在紐西蘭社會中作為獨立個體展現的機會，並非來自我國

外交單位的推廣，而是來自在地社會自身的要求。為了認識當今紐澳社會

中的「來自台灣的」住民及其文化，在地僑民受邀參與文化與慶典的籌備

事宜，以增進在地社會居民的交流。此些積極認識台灣的活動也是為了發

展紐澳與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紐澳地區近年來致力於從事教育事業，尋

求國際學生到紐澳學習語言或接受高等教育，為國際學生舉辦文化交流活

動（服裝秀、舞蹈、民族舞蹈）都是促使國際社會認識台灣，賦予台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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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sovereignty）展現的機會。而我國應該更主動規劃如何充實台灣主體的

文化內容。 

最近我有來自紐西蘭原住民學者朋友來台灣訪問，提及全球化現象有

助於紐西蘭文化與毛利原住民權力的展現。網際網路的科技提供了毛利人

史無前例的對外展現與交流的機會。透過網際網路，在國內與國際間凸顯

其語言與文化，毛利人與國際原住民社群的接合。他在台灣的期間，積極

收集台灣關於原住民研究的數位典藏資料，一方面作為教學用途，一方面

也作為研究紐西蘭原住民在亞太地區文化上、語言上的系譜關係。在台灣

的國際研究中除了強調台灣為南島語系的發生地之餘，我們也可思考如何

參與國際研究的實際對話。 

近年來，亞太地區的國際研究研討會中，南太平洋為發展經貿關係和

國際安全考量，中國崛起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因此，我國的外交策略也

可以從事太平洋研究。在學術外交或學術交流的實質意義並非僅限於臺灣

研究的推廣，瞭解南太平洋地區國家為何如此重視中國，有何恐懼，有何

利益？瞭解南太平洋國家如何認識、看待台灣？以及，南太平洋有何機會

是我們可以加入參與討論的議題，或開發主導地位的契機？這些都需要建

立南太平洋研究作為發展外交工作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