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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共同體，東南亞國協局勢及日本與東南亞國協的關係」 

 

第 5回我們邀請到日本台灣交流協会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的松原 一樹部長為

我們講授，講授的主題為「亞洲共同體，東南亞國協局勢及日本與東南亞國協

的關係」。松原部長的課程摘要分 3個大項，其內容如下： 

 

1．自我介紹，日本台灣交流協会的概要 

2．亞洲共同體，東南亞國協局勢及日本與東南亞國協的關係 

    由東南亞 10國所組成的 ASEAN(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南亞國協，東協，

東盟)於 1967年經「曼谷宣言」(東協宣言)所成立。東協不論在組成國的規

模、體制、宗教、社會文化都存有很大的不同的多元國家所組成。儘管如此，

他們認為即便是 10個小國的集結在國際社會上也能佔有一席之地，因此區域內

的統合也持續深化至今。 

  2015年建立「東協共同體」(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社會文化共同

體)的東協，在經濟上過去 10年實現了高度的經濟成長，成為世界的「成長中

心」其潛力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此外，在政治層面上，召開了東亞高峰會議

(EAS)等各種地區性會議，擔任了主導地域和平與繁榮的腳色。 

因此，加深與東協的合作關係，對日本也好，對台灣也好，都是有好處的。 

3．日台關係 

    日本和台灣是共同享有基本價值觀以及緊密的經濟關係與人員往來的重要

夥伴。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認為增進(日台)雙方相互理解及信賴將更加加強與鞏

固這樣良好的日台關係。因此進行社群網站(SNS)的宣傳、讓台灣民眾對日本產

生興趣的事業以及讓他們深知日本的事業等等。 

    

    在來台之前，松原部長曾經長期在日本政府駐東協代表處服務，因此對東協

的局勢相當了解。課程整體為對東協的會員國，東協組織架構以及東協所主導的

重要會議(如:東亞高峰會議(EAS)、東協區域論壇（ARF）等)的介紹，並說明東

協的重要性。對東協可說完全不清楚的我們而言，真的是寶貴的一課。 

    東協 10個國家，每個國家都不是大國而且每個會員國的規模、體制、宗教、

社會文化都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人口 2億 6千 3百多萬的國家(印尼)，也有人口

僅 43萬的國家(汶萊);有國民平均所得 5萬 7千多美元的國家(新加坡)，也有不

到 1500 美元的國家(柬埔寨和緬甸)。儘管如此，他們認為即便是幾個小國家的



集結在國際社會上也能創造存在感，因此他們在 1967 年創立(會員國 5 國)，經

過冷戰期結束後會員國增加為 10國，並且在 2015年完成目標設立東協共同體。

這個部分和我們的課程:東亞共同體和 ONE ASIA基金會的目標:亞洲共同體是一

致的。東協和其共同體的形成對東亞共同體以及亞洲共同體而言是往前邁進了一

大步，也提供了東亞共同體以及亞洲共同體一個結合的方向。 

    最後，松原部長介紹了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新聞文化部的三個主要功能: 

   1.社群網站(SNS)Facebook（政策宣傳的重要工具） 

   2.(讓台灣民眾)對日本感興趣的業務 

包括文化活動（日本的傳統、現代文化等的介紹，其他團體活動的援助） 

及 JENESYS（每年，招聘約 80 名台灣人訪日，派遣約 20 名日本人來台） 

   3.(讓台灣民眾)深入了解日本的業務，包含了: 

     (1)日語教育的支援 

   ・高等教育（大學・研究所）支援 

   ・中等教育（高中）支援 

   ・日語合作夥伴派遣業務（2017年開始） 

     (2)日本留學的支援 

    ・大學生・研究生的留學獎學金業務 

    ・台灣高中生赴日留学計畫（2017年開始） 

     (3)日本研究支援（人文・社会科學） 

   ・派遣客座教授，資助相關活動 

   ・為撰寫論文而訪問日本的經費資助 

    另外松原部長還提及了目前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新聞文化部最大的課題就是

向台灣民眾說明台灣目前禁止進口的日本福島等 5縣産食品的安全性。 

(撰稿:陳順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