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屆全國研究生歐洲研究論文發表會議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政治系、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中華民國 (臺灣 )歐洲研究協會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歐盟卓越中心 

會議時間：2021 年06月11 日（五 ）  

會議地點： 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雙溪校區綜合大樓 B1 濂松廳 (國際會議廳 )+B013 研討室(1110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時間 議程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開幕式 

09:50-10:10 茶敘 

10:10-12:00 

     (110) 

Session 1（B1 濂松廳）【歐盟外交及戰略】 Session 2（B013 研討室）【歐洲經貿與產業】 
楊典穎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面對中國崛起挑戰的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2016年後

的情勢分析 

黃馨儀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 
歐洲國家主權基金與退休基金的資本綠化 

朱翔遠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中國大陸經濟外交戰略之理論與實踐: 中東歐國家17+1合作倡

議實證分析 

陳治瑾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歐洲再生能源與經濟發展之關係—以丹麥風力發電為例 

呂奇樺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人權議題如何影響歐盟與中國關係 

潘雅琪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公民投票作為公民參與階梯最高階層的實際運作與矛盾:以

2018台灣全國性公民投票與瑞士公民投票經驗為例 
胡儷馨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以「地緣政治」觀點論土耳其及希臘衝突之案例分析-賽普勒斯

分裂、地中海爭端為例 

洪郁婷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歐洲研究碩士班 
歐盟化妝品法規研究—動物實驗禁令之推展效益與影響 

廖曼均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川普時期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的發展 

林宜臻 淡江大學 歐洲研究所 
英國脫歐對英國NHS醫護人員工作權保障之影響 

林文棟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經濟意涵: 分析歐盟與越南之間

貿易關係的改變以及戰略重要性 

邱繼民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從歐洲通貨單位經驗探討亞洲貨幣單位之發展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30 

    (120) 

Session3（B1 濂松廳）【歐洲社會與趨勢】 Session4（B013 研討室）【歐洲文化與觀光】 
粘芷瑄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論歐洲國家對人民幣國際化接納意願與其參與區域整合程度之

關聯性 

張嘉祐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地中海飲食文化之初探 

張維恩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從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談川普、奧班的領導 

鍾宛彤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荷蘭阿姆斯特丹紅燈區性觀光建構與文創改造 

王婕齡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從德國2020年負面代表字「新冠獨裁」(Corona-Diktatur)探

討疫情下德國的社會意象 

郭盈希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化與觀光研究所 
法國櫸木山大型遊樂園對歷史詮釋之影響：以西班牙櫸木山托

雷多遊樂園為例 
謝宇琛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多元文化於2013年歐洲文化之都—馬賽中的衝突與挑戰 
蕭伊辰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暨觀光研究所 

冰島流行音樂錄影帶中的國族意象再現 

黃雅明 淡江大學 歐洲研究所 
英國脫離歐洲聯盟之研究（2015-2020） 

賴怡穎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旅遊作為裹著糖衣的毒藥- 以十九世紀Thomas Cook 之印度- 

麥加朝聖之旅為例 
林駿棋 中山大學/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 "Do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Adopt Populist Rhetoric on 
Social Media Campaigns? 

 Detecting Populist Communicative Patterns in Facebook 

posts of Seven German political Parties During the 2017 

Bundestagswahl" 

張博融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歐洲遊戲展覽策展創意人研究—以Super Crowd團隊為例 

 
宋繼旻 臺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路易斯·卡羅的陰性書寫：《愛麗絲夢遊仙境》與《愛麗絲鏡中
奇遇》中的女性意識 

  



 

15:30-15:40 茶敘 

15:40-17:20 

(100) 

Session5（B1 濂松廳）【歐洲資安及商業策略】 Session6（B013 研討室）【歐洲人權與難民】 

汪亭汝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中俄對假訊息之應用：以歐洲國家為例 

陳禹安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 
德國軟性權力運用之研究-以歌德學院及綠能推廣為例 

黃鐘毅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芬蘭防範假新聞之國民教育與政策-兼論台灣學校教育的因應 

蔣雅竹 臺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棘手遺產之觀光實踐－以德國抵抗運動紀念館為例 

張馨予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  
論巨量醫療數據資料庫 目的外利用 於 歐盟與日本法制規範之

比較 研究 ── 兼評我國健保資料庫案 

張舒涵 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柏林博物館島的景點建構與發展 

許妙如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德國零售批發超市集團麥德龍在中國經營策略之研究 

黃宇辰 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德國難民融合課程實施現況之初探－以融合課程評估計畫(Das 

Projekt Evaluation der Integrationskurse, EvIk)為例 
周盈如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法國米其林指南的台灣在地化策略：以2018-2020 年指南台灣

版為例 

蔡瑜萱 文藻外語大學  
西班牙非政府組織於歐洲難民危機扮演之角色 

17:20-17:40 閉幕式暨頒獎 
 

※ 發表文章與順序、主持人、評論人等規劃可能機動微調，以當日現場實際狀況為主，不另行公告。 

※ Section 1-3, 5-6論文發表時間每篇12分鐘，10分鐘按短鈴㇐次，12分鐘按短鈴兩次、論文評論時間每篇6分鐘，4分鐘按短鈴㇐次，6分鐘按短鈴兩次。  

※ Section 4:    論文發表時間每篇11分鐘，9分鐘按短鈴㇐次，11分鐘按短鈴兩次、論文評論時間每篇5分鐘，4分鐘按短鈴㇐次，5分鐘按短鈴兩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