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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GSIP全球服務實習計畫 新南向行動  與世界對話

趨勢巨流河

／賴映秀 吳映彤 許宥萱 聯合報導 

#### 前言 

三全教育中心所屬的全球政治經濟學系自2015年起推動「全球服務實習計畫」

（Global Service Internship Program, GSIP），多年來帶領同學前往亞洲國家的

非政府公益組織（NGO），在深入探索不同文化與社會觀點的同時，運用所學反思與

反芻，與世界對話，拼接心目中的人文世界地圖。本文訪問該系主任周應龍及今年暑

期參與學生，分享他們「以不同觀點凝視世界」的心得。 

 

<br /> 

#### 新南向行動   拼接世界拼圖 

近幾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無法選送學生出國，GSIP計畫曾停擺三年。今年因疫情

減緩，得以恢復，並分別得到教育部109年度「新南向學海築夢-跨域學習學習交流實

習計畫」、111年度「新南向學海築夢-非政府組織實習計畫」的獎助，計畫補助9名

同學，另有一位同學選擇自費參加，最終有10名同學於6月底成行。 

<br /> 

計畫主持人周應龍表示，GSIP實習活動設計的初衷，就是要提供和「大三出國」不同

的選項，因為多數同學在大三會選擇前往歐美留學，政經系希望提供這些學生「有另

外一個機會、一種選擇和可能，到東南亞去，把國際化的拼圖拼起來。」他說，最原

始的slogan是「送同學去吃苦」，因為同學前往的國際組織在人手、資源上相對缺乏

，同學可以實際體驗非政府組織推動公共事務的辛苦。而近年順應政府新南向政策

，就一路往東南亞發展。 

<br /> 

今年成行的三組計10位政經系學生，分別前往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的Bersih（淨選盟

）、位於泰國曼谷的Asian Network for Free Elections, ANFREL（亞洲自由民主選

舉觀察組織）、以及位於馬來西亞檳城的Penang Heritage Trust（檳城古蹟信託會

）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實習。除了透過對政治經濟議題扎實的基礎訓練，外語能力與

國際觀之加強及綿密的輔導體系，進行文化、政經、社會觀察，並試著以所學，提出

政策建議與分析，與全球政治經濟對話。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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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政經系系主任周應龍（右二）探視學生，並和ANFREL負責

人匯報研究主題，與實習生合影。（圖／政經系提供）</font> 

 

<br /> 

#### 近距離觀察當地選舉 進行反思 

Bersih團隊包含今年畢業的校友鍾易洋，及現就讀政經四侯鈞、政經三陳芳儀、陳翊

筑在位於馬來西亞雪蘭莪州的八打靈在野的Bersih組織分部（乾淨與和平選舉聯盟

），近距離觀察正在舉辦的馬來西亞州政府選舉。不但參與了候選人登記活動，觀察

Bersih的工作伙伴如何扮演提名觀察員的角色，並監督提名過程；參與了Bersih鼓勵

選民出來投票所舉辦的活動、研討會。同學也有機會認識一些當地的政治或社會領袖

，例如透過組織成員的介紹，同學認識了「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

的執行長，董總就是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制度」的管理機構，對於馬來西亞的華人教

育體制有更深的瞭解。 

<br /> 

「馬來西亞的社會構成要素複雜，風氣也較為保守，種族、信仰多樣，在日常生活中

的想法也較難統合，更何況是政治形態？」侯鈞提到雖然沒有直接參與選舉活動，但

透過走訪城鎮與當地人交流，了解到當地人的實際想法。他與曾擔任當地的里長訪談

，透過里長的分享，發現「人民對現今政府的發展是有感的。之前都是由固定的聯盟

執政，但在近年來政黨有輪替，也逐漸有走向改革開放及民主。」 

<br /> 

同學也透過當地政府推動「反跳槽法」，了解到政府體制型態對於選舉規則的制定息

息相關，也會開始反思臺灣與之相近的選罷法是否能有再進步的空間，並透過雙方交

流更了解兩國的政治型態。在日常工作時，組織也與同學討論他們想要推動的法案

，請同學提供建議，例如近期Bersih正規劃推動「政治獻金法」的立法，同學針對如

何參考台灣現有的法律，並結合當地政治現況推出合適法案來提出建言，甚至幫助組

織撰寫法案內容。 

<br /> 

Bersih的組織成員也就三位同學報告主題「地方選舉」、「國會轉型」、「公民投票



」進行討論，同學一方面提出觀察與建言，也分享臺灣的經驗，完成了雙向的交流。 

 

![](https://photo.tkutimes.tku.edu.tw/ashx/waterimg.ashx?im=EA3E68C168E0EB

16E13FB646E5FF0A33CCADCB3F540CD60540177B0CB947D10DC355090FE57AF80EA1F30512

337F78F67BD5225FAF313255503E6574B7933A7E) 

 

<font color="#670400">參加「馬來西亞，何去何從？建國六十週年的過去、現在

及未來」研討會從照片左至右：何芳儀，陳翊筑，Bersih 的工作人員、主席（Tomas 

Fan），學者（黃進發博士）、鍾易洋、侯鈞，及Bersih 平時在吉隆坡的負責人。

（圖／政經系提供）</font> 

 

<br /> 

#### 完成觀察報告 參與組織雙向學習 

ANFREL與Bersih一樣關注政治選舉議題，其下有三個小分支，第一觀察選舉、第二是

能力建設、第三是活動與宣傳，這三個部分共同支撐起這個非政府組織。組織分派給

同學的任務主要是協助蒐集相關資訊，參與研討會、論壇等工作，實習同學也必須在

實習結束前完成一份研究報告，並對組織成員進行口頭簡報。 

<br /> 

進入組織第一天，負責選舉觀察的主管Amael帶著三位實習生重新審視選舉的定義。

呂文冠回憶：「我們在他的帶領下了解到，想要在東南亞國家獲得完美和透明的選舉

，有多麼的困難。」 

<br /> 

呂文冠、吳彥霆、王嬿在為期一個月的實習中，仔細的回顧了五月份才剛舉辦過的泰

國大選，也親身觀察泰國在大選之後對於新總理的諸多辯論，由於臺灣並非是採行內

閣制的國家，同學們對於能夠在第一現場觀察到新總理誕生的方式都感到非常難得。

同學們也參與許多靜態學術研討會或記者會，包括與Altaf博士一同參與於National 

Thammasat University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討論泰國社會結構對於大選的影響；參

與ANFREL和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記者所召開的新聞發佈會，討論觀測柬埔寨即將

展開的大選。 

<br /> 

最後，吳彥霆的研究報告著重於泰國與台灣之間的競選財務及政治獻金之政策比較

，透過台灣實際執行的經驗對泰國的政策與法規提出建議。呂文冠一開始設定要研究

泰國的選舉，但是因為對當地社會秩序有所顧忌，最後完成了「2024臺灣的總統選舉



」報告，分享臺灣政黨初選民調狀況。而ANFREL經過內部討論，明年也考慮來臺觀察

大選。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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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Amael（左，ANFREL負責選舉觀察的主管）帶著呂文冠、

吳彥霆、王嬿重新審視泰國選舉的定義。（圖／政經系提供）</font> 

 

<br /> 

#### 相似經驗中 學習彼此優點 

PHT（Penang Heritage Trust）是一個專注於推動檳城文化遺產保育的非政府組織

，成立於1986年，是推動喬治市成為文化遺產城市的先鋒，也是當地居民與政府間溝

通的橋樑。其目標不僅是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古老建築，還有當地傳統技藝的傳承。 

<br /> 

PHT參與組織推動事務，包括活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是來自於對於傳統文化藝術消失

的擔憂。周應龍探視時，除了與同學餐敘，傾聽同學的心得與意見之外，也對於同學

參與組織推動事務提出相關建議。他認為臺灣也一直面臨相同的問題，因此鼓勵同學

可以多尋找臺灣的相關資料，例如大稻埕的文化復興、各地老街的規劃等，相信可藉

由臺灣的經驗，提供相關的建言。吳岳哲、陳姮妤、楊荏宇三位實習生也針對當地的

社會文化議題做出深度的探討，藉由經驗分享，學習彼此優點。 

<br /> 

吳岳哲說：「從政治經濟的角度看文化」，提出見解與組織交流，這是他在這次實習

中的最大收穫之一。「這項實習不像是坐在辦公室裡，而是在了解組織想要推動的任

務之後，透過自己實際走訪檳城得到的經驗以及參與組織的活動，去執行組織指派的

工作，從中得到收穫並對組織做出貢獻。」他認為組織給實習生們多元且彈性的環境

，不管是報告的形式或是鼓勵大家多去實地走訪以及提供大量文獻資料，讓大家自己

去探索，並運用各自的專長呈現成果。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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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吳岳哲、陳姮妤、楊荏宇完成實習，接受PHT信託會的負

責人頒證。（圖／政經系提供）</font> 

 

<br /> 

#### 自主學習  變身正職人員 

ANFREL裡面不只有泰國人，也有巴基斯坦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都很熱情友善。

工作節奏雖然沒有想像中的快，但因為需要隨時匯報，作書面報告，呂文冠感覺「每

一句都要精簡，不能有錯誤。」也正因如此，覺得自己在找資料上有很大的進步，英

文、簡報技巧也在提升，溝通、團隊合作、解決能力全都用上了，「感覺好像真的在

工作，從學生轉變成一個正職人員。」 

<br /> 

侯鈞感覺Bersih組織的風氣自由，不一定要每天進入辦公室上班，也可以線上完成交

付的工作。而工作內容主要為文書處理以及創意發想，為了增加年輕人的共鳴，也希

望讓年輕人了解自己擁有的權益，他會製作短影音發布在TikTok等平台上增加曝光率

。其中鍾易洋有實務經驗，也舉辦座談會的事情，如籌畫場地、聯絡來賓、順流程等

。 

<br /> 

吳岳哲分享，「自主學習」是他在PHT實習兩個月中最大的收穫之一。「這項實習不

像是坐在辦公室裡，而是在了解組織想要推動的任務之後，透過自己實際走訪檳城得

到的經驗以及參與組織的活動，去執行組織指派的工作，從中得到收穫並對組織做出

貢獻。」他認為組織給實習生們多元且彈性的環境，不管是報告的形式或是鼓勵大家

多去實地走訪以及提供大量文獻資料，讓大家自己去探索，並運用各自的專長呈現成

果。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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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吳岳哲、陳姮妤、楊荏宇參與檳城紙紮人藝術活動。（圖

／政經系提供）</font> 

 

<br /> 



#### 交通震撼 美食體驗 文化探索 

從奧地利回國不到一個月，呂文冠就投入新南向實習計畫飛到泰國，「下飛機看到車

子真的很多，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轉彎的，因為他們很多巷子都沒有紅綠燈。過馬路的

時候，也是很危險大家都用衝的 」實習一個月後，在離開之前，她在機場買了一張

街頭交通橫衝直撞的泰國明信片作紀念。「對！那就是一種特色。」自從出國之後

，她接受異國文化的能力越來越快，「不用說什麼好或不好，」呂文冠說：「環境一

定會變，但是最重要就是我們的適應能力能不能跟得上。」 

<br /> 

同樣也體驗到交通震撼的侯鈞說，馬來西亞駕駛習慣搶快，因此走在路上心驚膽顫

，即使綠燈也要時刻注意附近狀況。道路也較顛簸，不太適合步行，但也因此發現當

地計程車的費用便宜。他分享平時會利用下班時間及假日走訪馬來西亞，體驗當地文

化。抱持著異文化交流的想法，玩遍各地，參觀了清真寺、馬哈馬里安曼興都廟、黑

風洞、檳城等，也嘗遍各地美食，如肉骨茶、芒果撈、椰漿飯等，也會觀察當地的飲

食習慣，如吃飯時都會配像美祿、泰奶等冰的甜的飲料，有些人也會使用手當餐具進

食等。有些小吃的賣相及衛生環境也許不太整潔，但嘗試過後卻發現很美味，也了解

到不能依外在形象而決定好壞。 

<br /> 

吳岳哲在檳城生活一個月，發現檳城是個多元文化社會的州。走在街道上，可以看到

不同的人種，說著不同的語言，也能看到各種風格的建築，特別是宗教建築，有清真

寺、教堂、印度廟和觀音廟。他和同學一起到清真寺參觀，入境隨俗穿著長袍，「不

論男女都不能穿短褲，女生也要把頭髮包起來。」他感受到每一個族群都會有自己的

生活圈，同個族群幾乎會生活在同一區，即使他們的生活習慣與文化不同，但人們總

會互相尊重與包容彼此，並且會為了自己族群的文化而盡一份心力。他走訪當地各個

文化景點、建築，也參與許多文化講座，完整的瞭解檳城的多元文化。他們也有機會

參與因為疫情停辦兩年的活文化遺產頒獎典禮，在活動中認識許多傳統藝術家，瞭解

他們對於傳統藝術的堅持與付出。 

<br /> 

儘管環境與習慣和臺灣不同，但也透過深入當地實際體驗後認為文化並無高低之分

，吳岳哲說：「拋棄刻板印象，保持開放態度是我認為這次旅程中最大的收穫，也感

受到尊重不同文化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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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在Bersih實習第一天，組織同仁帶同學一起到當地的異國

料理聚餐。（圖／政經系提供）</font> 

 

<br /> 

#### 天涯若比鄰 找到國際生涯之鑰 

自2015年以來，GSIP已6次出動，120位學生到菲律賓、印尼、柬埔寨、馬來西亞、秦

國，接受跨文化體驗。因GSIP而開拓出國際化的生涯的例子比比皆是：語言系的滕貞

雅同學到印尼教導大學生華語跟臺灣文化，更確定自己要從事語文教育的工作，畢業

後隻身前往緬甸教書，之後回到臺灣就讀語言教育相關研究所，目前正在越南台商學

校實習。政經系李智祥同學經由GSIP的訓練更加獨立，他考取交換生資格，大三到法

國交換期間，安排了西班牙朝聖之路（Camino de Santiago），徒步一個月走了

800公里。大學畢業前往澳洲就讀研究所，目前在工研院工作。政經系楊薏茹是大一

升大二的暑假到印尼參加GSIP，對東南亞社會、公民運動產生濃厚興趣，大三選擇到

印尼交換，畢業之後申請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碩士班，獲得學位後目前在非政

府組織工作。 

<br /> 

周應龍對於同學們的表現讚譽有加：「他們更獨立、更成熟，也的確符合我們當初創

立GSIP的宗旨，更具國際觀。」也因此，政經系也將持續耕耘，讓更多學生朝新南向

，完成他們心目中的世界人文拼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