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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南向政策執行情形一覽表 

2022年 3月 

 

項目 執行情形 

經貿交流  

貿易 

2021 年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貿易總額為 1,490.78 億美元，年增

37.58%，其中我國出口至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825.80 億美元，年增

35.21%；我國自新南向國家進口金額為 664.98 億美元，年增

40.65%。 

投資 

2021 年核准（備）對新南向國家投資件數為 121 件，投（增）資

金額計 58.28 億美元，年增 106%，投資主要集中於新加坡、越南

及泰國等地；核准新南向國家來臺投資件數為 529件，投（增）資

金額計 10億美元，年增 162%，投資來源地主要為新加坡、泰國及

澳洲。 

金融支援 

 2021 年輸銀協助我廠商拓展出口至新南向國家，貸款核准金額

為新臺幣 261.99 億元，保證核准金額新臺幣 36.51 億元，輸出

保險承保金額新臺幣 308.68億元。 

 輸銀為協助廠商爭取出口商機，拓展海外市場，所建置之「系

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臺」自 2015年 9月開辦至 2021

年底，承作新南向國家聯貸案計 206 件，累計貸款及保證金額

新臺幣 209.85億元。 

 2021 年協助我廠商拓展新南向國家營建工程市場，海外工程授

信案件共 14件，授信金額約新臺幣 34.21億元。 

國銀據點 協助國銀於新南向國家增設據點，截至 2021年底計有 336處據點。 

新南向國家來

臺上市上櫃 

截至 2021年底，上市及上櫃之外國公司，其主要營運地在新南向

國家之公司分別有 10家及 12家。 

三大信保 

 中小信保：自 2017年 5月開辦至 2021年底，共計核准 125件，

融資金額新臺幣 39.97億元；另外銷貸款優惠信用保證方案亦涵

蓋新南向國家，兩項辦理件數共 3,387件，累計融資金額新臺幣

107.33億元。 

 海外信保：自2016年新南向專案開辦累計至 2021年共保證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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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融資金額為 9.99億美元。 

 農業信保：自開辦累計至 2021年底，共計核保 5件，融資金額

新臺幣 1.5億元。 

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 

2021 年受疫情影響，與新南向國家辦理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均以雙

邊多點連線方式進行，並強化廠商線上展示平臺及線上媒合，總計

3,400 餘人參與，帶動近 1,300 餘家企業交流媒合，促成紡織、食

品生技、綠色科技、電子製造、智慧城市等領域簽署共 24項合作

備忘錄及 2項產業合作成果。亮點案例如下： 

 遠創 ETC與馬來西亞電子支付錢包龍頭 Green Packet合作，

未來遠創將遠端協助馬國電子收費系統之規劃、設計與建置，

完整導入我國 ETC服務於馬國高速公路。 

 中華電信與松玥建設合作，將智慧園區解決方案推廣至菲律賓

蘇比克灣 TIPO智慧科技園區，導入包含智慧監控、智慧電桿、

園區管理中心等智慧化基礎建設，未來將該園區打造為臺灣智

慧解決方案之示範場域。  

臺灣形象展 

2021 年臺灣形象展依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及印尼等國主

要產業需求規劃展出主題，本年 5 展均採線上展覽模式。共 755

家參展商，洽邀共 6,534位買主觀展洽談。 

推動運用創新

科技行銷 

2021 年鎖定新南向數位主題產業商機，遴選通過 5 案，包括：菲

律賓「遊戲電競」、新加坡「智慧運動」、澳洲「互動傳播」、馬來

西亞「美學保養」及印尼「食尚餐飲」。共協助 36家中小企業針對

產業特性差異，提供客製化數位創新輔導，以數位科技工具強化

O2O1國際拓展模式，促成與當地 15家通路及經銷代理商簽署實質

合作或MOU，成功爭取跨國商機新臺幣 2.3億元。 

電子商務 

 臺灣經貿網加強於新南向地區投放數位廣告，增加買主瀏覽效

益，並提供買賣雙方視訊洽談服務加強媒合。2021 年計協助逾

2.5萬家次廠商。 

 新增於星馬地區 Qoo 10電商平臺成立臺灣館，並持續深耕越南

                                                 
1 Online To Offline是一種電子商務模式，將線上行銷和購買，與線下的經營和消費體驗整合起來。藉由電子優

惠券、提供資訊、服務預訂等方式，把線下商店的消息推送給線上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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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i、印尼 blibli及泰國 PChome Thai及澳洲 eBay電商平臺之臺

灣館，協助廠商拓銷新南向重點市場，協助我商爭取商機。2021

年新增協助逾 150家廠商上架商品。 

 執行「新南向市場數位廣告行銷」，2021 年計採購商機 5,187

則。 

新創園區 
馬來西亞新創公司 eGG Network於 2021年實體進駐林口新創園，

同年 9月完成設立「馬來西亞商火動娛樂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清真產業2 

2021年辦理 26項推廣活動，如清真市場說明會/研討會、線上清真

產品臺灣週、與馬來西亞清真發展機構(HDC)及汶萊東部東協增長

區商業委員會等海外機構合作辦理產業研討會等，計服務 1,100家

廠商媒合商機。 

工程輸出 

2021年我國電廠、石化、智慧交通 ETC3、都會捷運、環保工程及

水資源六大工程輸出團隊及拓點廠商，於新南向國家共得標 39件

標案，得標金額約新臺幣 114億元。 

亞洲‧矽谷 

 第 10屆臺印度合作論壇於 2021年 7月 29日辦理，就半導體

與物聯網技術、商業應用、人才培育等領域合作的契機進行線

上交流，約 90位臺印產官學研代表與會。 

 2021年 11月 8至 12日參與新加坡金融科技線上展，協助國內

7家金融科技業者參展，推廣國內解決方案。 

 協助中華電信智慧農業 IoT整體方案輸出馬來西亞及協助愛克

智慧科技(AiQ)智慧紡織與菲律賓廠商討論技術合作。 

人才培育  

學生人數 
2021年新南向國家就讀我大專校院學生人數 57,695人，其中學位

生 41,177人，較 2020年增加 3,881人，年增 10.41%。 

僑外生產學 

合作國際專班 

 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4」補助技專校院開設客製化新南向產

學合作國際專班（含學位班及非學位班），106至 109學年度共

                                                 
2臺灣清真推廣中心：https://thpc.taiwantrade.com/。 
3台灣遠通電收於 12月公告已與泰國 BGSR聯營集團簽約，首次將台灣國道電子收費系統(ETC)用於泰國新建之

高速公路，協助設計、建置及輔導維運，預計最快 2025年完工。 
4「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分為學位班及非學位班，學位班共三類，包括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印尼二技 2+I

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及二專長照領域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非學位班共二類，包括外國青年短期技術訓練班及

中高階專業技術人才短期訓練班。 

https://thpc.taiwantr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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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 292 班、註冊學生數共計 9,858 人。2021 年補助開設國際

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共註冊 44班/1,651人；補助開設印尼二技

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共註冊 6班/197人；補助開設長照領域

外國學生專班，共註冊 1班/18人。 

 2021年（第 40期）5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計 9校開班，報到人數

443人。2021年（110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6計 18校

開班，共計錄取 2,362人，入學 1,866人。 

僑外生就業 

媒合 

僑外生評點配額制受理許可數額增加為 4,500名。2021年核准評點

配額制初次申請人數計 3,758名；核准許可人次計 8,822人次。 

來臺駐點研究 
2021 年「臺灣獎助金」共核錄新南向國家國籍來臺駐點研究學者

29位，其中有 14位已抵臺駐點。 

青年國際體驗

與學習 

持續選送國內大專院校在校學生赴新南向國家企業或機構實習，

2021年「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共計核定補助 744人。 

充實及培訓 

僑校師資 

 2021年共計核定補助新南向地區僑校教師 86人： 

 補助泰國、緬甸及菲律賓等 3 國、28 所僑校共 60 位我國

籍自聘教師至僑校任教。 

 補助 26位泰、緬地區畢業僑生返回僑居地 13所僑校任教。 

 2021 年共計辦理新南向國家「華文教師線上遠距研習班」7 班

次，共計培訓當地僑校現職華文教師 481名。 

農業職涯探索 

2021 年提供在臺僑外生於就學期間至鄰近農場、農業企業機構進

行農漁業職涯探索，計有 180人參與，提升雙邊人才資源之互補與

合作。 

印尼青農在臺

技術實習計畫 

 2019 年 8 月 28 日簽訂「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協議」，由印方

遴訓 18至 36歲，具有實際農耕經驗的農校畢業生來臺實習，第

1梯次 53位印尼青農於 2019年 9月來臺並於 2020年 9月 17日

返國，完成第 1梯次實習計畫。 

 規劃辦理第 2梯次實習計畫，已完成國內實習農場說明會及審查

等前置準備作業，印方則進行第 1梯次計畫執行檢討。受疫情影

                                                 
5 修業期間為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12月。 
6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修業期限原則為 7年（3年高職+4年科技大學），學生於第 1年第 1學期會提前於 7月

接受基礎訓練，正式開課期程則與國內高職及科技大學學期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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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印尼方尚未回復第 2梯次青農選派情形。 

菲律賓青農 

在臺技術 

實習計畫 

2020 年 12 月 3 日簽署「菲律賓青農赴臺實習計畫備忘錄」，由菲

方遴選青年農民來臺實習。菲方青農 29人於 2021年 10月 2日抵

臺進行為期 11 個月的有機蔬菜種植、種苗栽培管理及畜牧飼養等

實習，有助菲國農業人才培育，以及訓畢返國之菲國青農成為我在

菲臺商所需農業人才來源。 

新住民 

子女培力 

 職場體驗：2021 年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越南團

國際職場體驗活動停止辦理，但語文增能活動仍持續進行，計

40名學生參加第 2階段語文增能活動。 

 文化交流：2021 年新住民子女國際文化交流，囿於疫情，先以

跨國視訊方式進行國際交流，計有 8所高中辦理，展現多元創意

的新形態國際交流。 

 語言學習：培育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2021 年度共計培育

254人次。自 2016年起推動截至 2021年 12月，完成合格教學

支援人員及聘任資格者，總計 3,211人。 

新南向經貿 

人才儲備專班 

2021 年於北中南等地開辦新南向儲備專班及短期語言課程，全年

共培訓 317人次。 

國際企業 

經營班 

2021年累計培訓 39場/班次，758人次。 

 長期語言班：5個班次、培訓 59位學員。 

 短期講座、語言班：包含國企班新南向講座和東南亞語選修課

程共辦理 34場/班次，699人次參加。 

數位貿易 

人才培訓 

 臺馬數位貿易人才培訓：2021 年舉辦數位貿易人才培訓計 2

場，課程內容包括廣告投遞、搜尋引擎優化策略、AI社群商務、

通訊軟體行銷、網紅行銷、顧客數據平臺及 AI 加值應用之主

題，吸引雙方中小企業 766名參與。線上課程點閱數約 21,000

人次。 

 臺灣東協數位貿易人才培訓於 2021年 9月 14日至 30日辦理，

吸引來自緬甸、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及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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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零售、教育服務、資通訊、消費品製造業、電子製造、紡織

等產業領域人員超過 1,200 人報名參加。線上課程點閱數約

15,000人次。 

2021年「南島 

民族論壇－青

年國際事務人

才培訓計畫」

臺灣培訓班 

2021年 9 月赴苗栗縣南庄鄉向天湖部落、鵝公髻部落及石壁部落開

辦賽夏族及泰雅族文化學習課程，並透過討論臺灣原住民族及南島

民族議題促進青年間交流互動。本年度計有 30 名來自全臺各地原

住民族青年及菲律賓、澳洲等 12 國青年參訓。 

資源共享  

醫衛合作與 

產業鏈發展 

 與印尼合作辦理「新南向登革熱防治交流合作計畫」，進行社

區病媒蚊密度監測及 NS1快篩試劑推行之可行性分析，辦理線

上登革熱防治高階論壇。 

 與越南合作辦理「新南向結核病防治交流合作計畫」，設置結

核病防治線上國際教學平臺，協助廣寧省胸腔醫院進行 ISO 

15189 實驗室視訊評鑑及取得認證，另完成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MDR-TB)接觸者調查研究及結核病臨床治療照護指引，並辦

理「2021年新南向結核病防治交流合作計畫線上研討暨成果發

表會」。 

 2021 年 2 月印度傳統醫藥部捐贈 150 萬印度盧比（約新臺幣

60萬元）予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做為推動雙邊傳統醫學合作之

用，此為印度官方首度對臺灣機構捐贈合作款項。 

 2021 年我國中藥廠於新南向國家獲得傳統藥品許可證 4,481

張，相較 2020年新增 487張；2021年中藥製劑外銷新南向國

家出口額約 1,722萬美元，年增 44.22%（2020年出口額約 1,194

萬美元）。 

 2021年我國在新南向國家共計取得 7張牙材許可證，包含人工

牙根、骨粉填料及 BIoMate植牙系統等（2020年取得 5張牙材

許可證）。 

 2021年「一國一中心」計畫共辦理 123場線上培訓、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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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題演講，培訓 411 位新南向國家醫事人員（來臺受訓 32

位，線上培訓 379位）。 

 與馬來西亞及越南中醫師舉辦新南向傳統醫學人員視訊交流

會及中醫藥產業合作視訊座談會共 6場，將我國中藥製劑之使

用經驗導入新南向市場，增進產業拓展市場機會。 

 2021年與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緬甸

及柬埔寨等 8國推動「新南向政策-建立國際精神醫療衛生人員

訓練中心計畫」，共計 158名精神醫療相關醫事人員參訓。 

 與印尼大學、泰國瑪希頓大學、菲律賓中央大學及法蒂瑪大學

合作，連結社區安養機構、學校特教班及基層診所，建置口腔

醫療服務網絡。 

國際醫療 
2021年國際醫療服務總人次約 27.2萬人次，新南向國家病人來臺

就醫約 13.4萬人次，占全部國際醫療服務總人次之 49%。 

人道援助 

 自 2021 年疫情以來，我國捐贈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

賓、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共計 409萬片醫療口罩、30萬片

N95口罩、2萬 1千件防護衣，8萬件隔離衣、5臺熱像體溫顯

示儀、5 套自動化核酸分析儀及 1,010 臺製氧機。另援贈印度

共計 550臺製氧機及 1,500支氧氣鋼瓶。 

 菲律賓雷伊(Rai)風災期間，我國捐贈 50 萬美元，並派遣運輸

機載運民生物資運往菲國協助災民。 

農產品貿易 

 2021年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農產品貿易金額為 60.9億美元，年增

16.0%，其中農產品外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13.4 億美元，年增

14.7%，肥料、農藥及農機7設備等外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約為 2.2

億美元，年增 52.8%。 

臺印尼農業 

綜合示範區 

 2018 年 6 月簽署臺印尼綜合農業示範區行動計畫，為期 3 年，

已完成 4座小型攔水堰及 500公頃灌區供水、輔導示範區 5村合

計 500公頃水稻栽培管理、建立種鴨中心、改善鴨隻飼養管理、

建立鄉村農民組織、輔導蔬菜試種、辦理講習訓練及協助建置溫

                                                 
7 農委會去(2021)年底請外交部將農機經費保留至今(2022)年 6月底，該筆預算仍在保留狀態。因疫情延燒，項

目將額外增加不少成本及相關人員風險，將視臺灣、印尼雙邊防疫解除情形後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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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集貨場及訓練中心等工作。 

 為持續達成示範區計畫目標，2021年 4月 12日召開視訊會議確

認行動計畫展延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駐印尼技術團持續在示範區執行園藝計畫工

作，我方水利專家團隊亦透過視訊方式，提供印尼方水利灌溉相

關技術諮詢輔導。 

臺菲洋菇生產

示範農場 

2019年 3月 15日簽署「臺菲合作在菲律賓碧瑤設置洋菇示範農場

執行協定」，同年 7月中旬在菲國碧瑤(Baguio)洋菇栽培示範農場落

成啟用。菲方至 2021年第一季已完成第 4輪試種，後續由菲方獨

立操作與運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方專家續以視訊及電郵等

方式提供專業技術諮詢，並協助農業資材外銷之商機媒合事宜。 

臺越農業 

示範區 

 2019 年 4 月與越南隆安省簽署「推動水稻與果樹種苗繁殖生產

示範中心」合作協議；我方水稻專家及果樹專家則於 2019年 12

月赴越南隆安省進行現地指導事宜。 

 本示範區目前由隆安省專家維持營運，待疫情緩解，我方專家

將至現地指導網室內部建構及啟動運作等，並規劃透過視訊方

式召開雙方技術交流會議。 

舉辦「2021臺

灣海洋治理國

際研討會」 

臺美於 9月 23日合作舉辦「2021臺灣海洋治理國際研討會」線上

視訊活動，計有來自菲律賓及越南等 11國超過 200人參加。該活

動蒐整國內外海洋相關領域研究最新資訊及發展趨勢，促進我國

產、官、學、研與美國及新南向國家等在海洋法政、教育、科學研

究、海域安全、生態保育、海洋資源永續利用及海洋環境工程等領

域專家學者互動交流。 

觀光 

 「精準客源開拓計畫」：本年透過辦理線上活動、刊登大型媒

體廣告、辦理實體活動及異業合作（如與越南最大健身房系統

「CA 360. LTD Company」公司合作），推廣臺灣多元主題旅遊

（如自行車），維持臺灣觀光宣傳熱度。並建置「Time for Taiwan 

線上臺灣館」，辦理線上工作坊或主題推廣活動，搭配推動臺

灣與馬、泰、越等國當地業者常規旅遊產品轉型，激發目標市

場旅客來臺觀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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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客群開發計畫」：持續提升穆斯林友善旅遊環境，輔導

觀光相關產業取得穆斯林餐旅認證。2021年獲新月評等與萬事

達卡公布之 2021年全球穆斯林旅遊指數（GMTI）報告評比，

為全球最佳非伊斯蘭合作組織旅遊目的地第 2名。 

科技交流 

 「智慧災防新南向」計畫： 

 辦理臺菲 Program Partnership Meeting，我國分享無線電掩星

技術8及其應用。 

 國家實驗研究院與泰國「國家科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就

資料立方(Data Cube)議題進行合作，應用於稻田普查及監

控。另國家太空中心應邀參與印度及日本主持之 SAFE 

Executive Board Meetings9，分享臺灣資料立方(Data Cube)應

用情形。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泰國「亞洲理工學院」及「吞武里

國王理工大學」共同辦理線上工作坊，推廣耐震補強技術至

泰國工程產業。 

 「對臺灣具威脅性之重要及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 

國家衛生研究院與「馬來亞大學」共同研究「登革熱及茲卡病

毒」，已發現熱休克(Hsp70)10對登革病毒複製及傳播具有關鍵性

影響。 

 「生醫科技研究」計畫： 

國防醫學院與越南「泰阮衛生與流行病研究所」簽署合作備忘

錄。 

 「人文社會科學新南向」： 

 辦理新南向人文社會議題學術演講與對談，全年共計 1,928

人次參與，另出版 3本新南向專書11，以多元模式構築跨國

                                                 
8 無線電掩星(RO，Radio occultation)是一種測量行星大氣層物理屬性的遙感技術；應用在氣象學，可推導出中

性大氣層（在電離層之下）的溫度、壓力和水蒸氣含量資訊。 
9本研討會由印度太空研究組織(ISRO)與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共同主持，新南向國家參與計有印

度、泰國、菲律賓、新加坡、斯里蘭卡、澳洲等 6國。 
10 熱休克蛋白(Hsp70)，幾乎存在於所有生物中，有助於保護細胞免受生理壓力的不利影響。 
11 3本專書分別為：1.《風之帝國：全球貿易的關鍵地帶，海洋亞洲的盛世繁華》菲利浦·鮑靈（ Philip Bowring）  

 （聯經出版公司，2021.02.04）。2.《口袋裡的家國：歌曲、郵票、錢幣中的國族認同》麥留芳（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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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養與互信基礎。 

 邀集臺灣印度研究社群成立「臺灣印度研究協會」，推廣臺

灣社會對印度的認識、聯結國內外相關單位建立夥伴關係、

深耕印度研究能量，並開創更多研究領域及應用。 

 「新南向國家人才延攬」： 

協助大專校院研究機構延攬新南向國家博士級科技人才，全年

共 463 人次在臺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以印度、越南及馬來西亞

為主。 

 「新南向國家雙邊科技合作交流」： 

 全年共計執行 58 件雙邊國合研究計畫，以印度、澳洲、菲

律賓及越南為主。 

 「科普影視產品南向發展及合作」： 

製播 2 部科普影片「下一步，AI」及「國境之南」，透過推廣

臺灣與東協、南亞及紐澳國家生物多樣性相關科學知識，凝聚

多元族群向心力。 

 「設置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心」： 

全年共簽署 12 件合作備忘錄，培訓人才 6,246 人次；舉辦 471

場會議活動；移地研究 3 人次；推動 50 件合作計畫12。執行亮

點說明如後： 

(1) 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海外科研中心 

辦理臺菲跨國線上講座，議題包含教育、農業、觀光。 

(2) 臺斯環境變遷海外科研中心 

與斯里蘭卡學者合作建立尼甘布潟湖及沿岸水質數據

資料庫，協助當地訂立水資源運用及汙染防治策略。 

(3) 臺印度人工智慧海外科研中心 

與印度最大產業聯盟「印度國家軟體與服務公司行業協

會（NASSCOM）」簽約，建置孵育臺印人工智慧相關

新創及產業輔導機制。 

                                                                                                                                                                    
2021.02.23）。3.《神婆的歡喜生活》努努伊·茵·瓦著，罕麗姝譯（時報出版，2021.09.03）。 
12 50件國際合作計畫中，合作國分別為馬來西亞（16件）、越南（10件）、斯里蘭卡（6件）、柬埔寨（6件）、

泰國（5件）、印度（5件）及印尼（1件）、菲律賓（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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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泰智慧健康科技海外科研中心 

與泰國「瑪希敦大學」共同舉辦系列專題線上研討會，

議題包括智慧永續社會、生物感測器創新、生醫微流體

技術應用、數位醫療、健康照護機器人於運動控制的先

進應用及電子醫療中的人工智能。另協助 15家臺灣醫

療科技公司及創業團隊參與 2021 泰國國家科學院 3D

線上醫療展，展示臺灣醫療新創能量。 

(5) 臺越農業科技海外科研中心 

與越南「國家農業科學院」研究越南百香果木質化病，

發現新病毒（Potyvirus 屬新種），正式定名 Passiflora 

mottle virus (PaMoV)，並於國際期刊發表。 

(6) 臺柬醫療海外科研中心 

協助金邊建立防疫供應鏈、智能醫療人員教育訓練制

度。 

(7) 臺馬半導體暨生醫科技海外科研中心 

與「馬來亞大學」合作「開發鈀奈米薄膜電化學感測平

臺用於病毒檢測與抑制分子篩選」。 

(8) 臺泰潔淨水質與能源鏈結海外科研中心 

啟動湄公河流域的跨領域國際合作計畫，舉辦線上

「2021湄公河水能鍵結與永續發展目標會議」。 

 「推動亞太經濟合作(APEC)地區之防災能力建構」 

 辦理「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強化各國及社區防災韌性」國

際研討會，共計 35國 110位國外官員及專家參與 

 辦理「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強化全球及國家層級防災韌性」

國際研討會，共計 34國 135位國外官員及專家參與。 

文化交流 

文學推廣： 

 補助臺灣圖書翻譯出版至海外市場，促成越南、緬甸與紐西蘭

等國翻譯出版《鱷魚手記》、《稻草人的微笑》、《騎著恐龍去圖

書館》及《騎著恐龍去上學》，輸出我國文化價值與產值。 

大型展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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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我國片商攜帶電影作品及企劃案共計 372部次與新南向地

區買家接觸，參展作品中《消失的情人節》、《無聲》、《角頭-

浪流連》、《跟你老婆去旅行》、《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緝

魂》、《當男人戀愛時》、《鱷魚》、《聽見歌 再唱》、《月老》及

《美國女孩》等作品，業銷售版權至新南向國家。 

 4月 21至 4月 25日完成辦理「2021臺灣文化創意設計博覽會-

臺灣菲律賓工藝產業合作展」。 

 「永續年夜飯」特展於 8 月 31 日開展，展示內容融合新住民

族群飲食文化，呈現臺灣多元族群的節慶飲食，增進不同文化

間之理解與共融，並製作專書、東南亞語摺頁，深化推廣。 

國際文化交流： 

 持續辦理「東南亞地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作」、「亞西及南亞地

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作」及「臺灣青年文化園丁隊」等 3 項合

作計畫，補助 10組藝文團隊進行雙向文化交流。 

 辦理「2021 故宮亞洲藝術節－印尼月」年度旗艦活動，以「印

尼」為主題，結合「印尼蠟染特展」，設置多處主題展示及體驗

區，舉辦創意課程、深度講座、主題影展、藝文表演及大型盛

會等多元推廣活動，包含峇里島傳統與當代舞蹈、印尼服裝走

秀、傳統武術等豐富表演，藉此介紹印尼豐富的藝術文化，自

2021年 10月 2日至 10月 31日共計 71,516人次參與。另於 2021

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1月 9日「印尼蠟染特展」，觀展人數共

計 133,739人次。 

推辦亞太地區據點年度計畫： 

 與東南亞短片協會合辦「2021東南亞短片節臺馬交流活動」，線

上播映臺灣 4部金穗獎短片。 

 9月 15日《2021 TAGCC馬來西亞玩具動漫節－臺馬國際漫畫

週》開展，活動以線上影片方式導覽實體展區，推廣來自臺馬

兩國多元創新的漫畫軟實力。 

 與馬來西亞檳城城視報合作辧理「2021 喬治市藝術節臺灣團隊

邀請計畫」，邀請臺灣團隊 VERSE 雜誌及青鳥書店共同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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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Taiwan”快閃實體書店，展出關於臺灣文化、生態環境、

歷史與生活風格的代表性書籍。 

 與泰國暹羅博物館共同辦理「2021年泰國博物館論壇（Museum 

Forum 2021）」，以線上論壇方式探討高齡化社會下博物館角色定

位。 

 與「泰國出版商及書商協會」（PUBAT）合辦「臺灣翻譯出版獎

勵計畫推廣座談會」，展示臺灣原創作品翻譯出版成果，現場邀

請 30家泰國主流出版業者及相關翻譯者出席。 

 2021墨爾本藝穗節「聚焦臺灣」(Fringe Focus Taiwan)活動於 11

月 15日至 20日在墨爾本市中心 Loop藝文展演空間設置「聚焦

臺灣虛擬實境站」，展出 5部臺灣 VR虛擬實境作品，及 1件全

新影像創作，獲澳洲主流媒體報導。 

 澳洲「第 10屆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臺灣原民當代藝術特展」於

2021年 12月 4日至 2022年 4月 25日在澳洲昆士蘭美術館與現

代藝術館，展映 8位臺灣原民藝術家的 15組創作作品。乃「亞

太當代藝術三年展」自 1993年創辦近 30年以來，首度展出大型

臺灣原民當代藝術特展，為臺澳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區域鏈結  

非政府組織 

 持續邀請「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提報與臺灣主題相關

交流計畫。本年計有 5項計畫獲選，包括線上駐村、線上展演、

專題研究、田野訪查及出版等 5項計畫，交流國家更擴及泰國、

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紐西蘭及澳洲等國。 

 與「國際生活藝術組織臺灣辦事處」合作推辦我國與湄公河地

區國家文化藝術雙向交流。 

 協助我「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2021亞洲

婦女庇護安置網絡計畫」，輸出其多年來推動婦女庇護安置之

成果與經驗至新南向國家，及「2021 亞洲女孩培力計畫」，透

過培力營隊及性別倡議活動支援亞洲女孩，增進臺灣與亞洲相

關領域 NGOs之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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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論壇 

 第 5屆「玉山論壇」於 10月 8日在臺北舉行，論壇主題為「以

韌實力重啟共同進步的優先議程」 (Resetting Priorities of 

Progress with Risilience)，採實體及同步視訊等多元方式辦理。

蔡總統應邀在開幕式致歡迎詞，澳洲前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t 

AC)及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Keiji Furuya)眾

議員均應邀發表演說。另美國國務院前經濟發展與能源環境次

卿柯拉克(Keith Krach)等政要也在相關場次發表演說。 

 玉山論壇是臺灣匯聚「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及理念相近國家國

際友人及政要，共同就區域關切議題交流對話的重要平臺，本

年計有來自新南向國家、美國、日本、法國、韓國等 10 多國

政要、學者專家及意見領袖參加，並就後疫情區域經濟復甦及

公衛發展合作等重要議題，共商精進的策略及作為，成果豐

碩，有助厚植多邊合作能量，強化區域韌性，克服未來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