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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台積電長期投入企業社會責任，並透過諸多活動縮短城鄉孩子的學習落差，隨著台積電在

亞利桑那州設廠，更期待能透過企業社會責任，進行在地接軌，形塑台灣國際協力者的形

象。（圖片來源：https://www.tsmc-charity.org/Campaign/） 

 

重視台積電的戰略物資與社會責任 

謝若蘭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近年來台灣在國際能見度上，除了因為中國的文攻武嚇所引起的

關注外，透過民主與人權這個普世價值，也獲得不少國際間的關注與

支持，其中包含了對於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及國際原住民族交流，以及

與美、澳、紐、加等國之族群交流等議題，進行諸多面向之合作。除

了台灣相關部門應主動出擊進行國際交流之外，民間組織與個人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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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亦須有長遠規劃，並在必要的關鍵時刻，讓人們更加重視台灣對於

國際社會的參與，從而轉化為捍衛台灣安全的協力角色。 

本人長期立基女性原住民族認同與身份的主體位置，不管在研究

或是交流的層次中，均以台灣原住民族的視野與角色，從台灣在國際

上的微妙角色切入，試圖提升國際友人對台灣整體情況的關切，包含

台灣在印太的重要關鍵戰略角色，以及如何透過共同民主與人權價值

提升對於台灣在國際參與上的支持。去年暑假期間，本人於美國亞利

桑那州進行外交部駐點移地研究，在與教育工作者、在地台人，以及

相關專業人士進行交流的過程中，反思如何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建立擴大台灣國際參與之機制。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行「台灣連結」的外交實務 

亞利桑那州位於美國西南部，目前為全美面積第六大，人口第

14 大的州，首都是鳳凰城，也是亞利桑那州最大城市，並且與台北

締結為姊妹市已經 40 年。亞利桑那州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土地為原住

民保留地，目前有將近 30 個美國聯邦正式承認的原住民族，包含具

有自治權的納瓦霍族(Navajo Nation)，擁有全美最大的保留地。就整

體面積而言大過許多東岸的州，除了因為特殊地形以及氣候聞名外，

由於天然災害如颱風、颶風、地震等相較之下少，地大且物價相對較

低，一直都是企業與高科技設廠進行資料儲存或是設計的重地，包含

GoDaddy、Honeywell、Zovio、Motorola、Intel、Microchip 等，近年

更因為台積電宣布投資設廠，引起另一波關注，因此亞利桑那州的亞

裔人口雖未達 4%，而台裔（包含留學生）人口也不多，但由於台積

電的投資設廠，讓台灣與亞利桑那州的關係日漸受到重視。 

綜觀本人駐點時接觸到的教師與行政主管，均對建構「台灣連結」

具有高度興趣，並認為可藉由學術交流達到外交多元性。台灣在民主

轉型後的國際形象有別於當代中國，人們更有機會接觸到台灣的多元

文化。此外，台灣鼓勵外地學生短期遊學或留學台灣，尤其是透過駐

點單位的重點發展，對於原住民族的肯認與合作，更可以透過企業社

會責任，進行在地接軌，形塑台灣國際協力者的形象。本人此次移地

研究中，更深切體認到應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落實為關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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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發展以 SDGs為依據的基礎合作，以促進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能

量。以下依據駐點研究的訪談與觀察，納入 SDGs的精神，簡要整理

出依據經濟、社會、環境保護等議題面向的建議做法如下： 

議題一 共同人權價值（性別與族群主流化政策、廢除死刑、環境正

義等議題） 

議題二 台裔社會參與（政治動員力、經濟產業貢獻、多元文化交流） 

議題三 文化輸出合作（以亮點議題進行影像拍攝，包含女性與族群

紀錄片） 

議題四 雙邊教育影響（鼓勵更多的美國留學、來台的短期交流與學

術合作機制） 

議題五 科技產業貢獻（台積電的在地影響與社會責任） 

在上述這些議題面向上，或可考慮委託或新設學術單位做為統整

平台，以「科技企業」的基礎，透過學術外交進行台灣與世界的接軌，

加強人文社會面向，尤其是針對永續發展指標中的減少不平等、提升

教育品質、性別平權等項次為主要目標，強化台灣政策上的亮點，讓

台灣除了以經濟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夥伴之外，更在全球抗議中國漠

視人權價值的情況下，以性別與族群政策的推動與成效，進行更多的

軟實力外交，促進更多的國際合作，以普遍共通的民主自由人權價

值，積極有效參與國際。 

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企業社會責任 

台灣在醫療與科技產業上雖已相當聞名，但在人文與社會面向

上，則需要受到更多重視和具體資源的投注，而委託一個學術單位作

為整合窗口，處理台灣「主流化」政策下的性別與族群的人文特色，

將會是很好的切入點。具體而言，隨著台積電到美國選擇在亞利桑那

州設廠，或許可以建議由在地的大專院校頒發給企業領袖張忠謀先生

榮譽博士學位，並宣布一筆基金來設立台灣講座。如果透過社會企業

模式選擇以學術單位為窗口負責雙邊的聯繫，進行美國及國際講座與

交流事務，除了可以節稅外，也可以培育並招募到公司所需要之各方

面人才（包含半導體、太空產業與技術）。當然，人才與貢獻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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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當州，可以跨州或是跨國流動，在雙贏局面下做到擴大台灣的國

際參與，並在一定程度上讓社會企業肩負起跨國責任，包含對於接受

國與母國的人才培育。除此，加強台裔的母國特色與特質，藉由國際

具影響力的公司企業文化帶動母國的名氣與國際社會責任。 

我們期待全球疫情獲得更好的控制，國際學術交流的具體行動再

次活化，讓學術外交成為擴大台灣參與國際的重要管道，在國家政策

與國際的接軌之際，透過性別平權與族群主流的亮點政策，與國際共

同深化民主、自由、人權、永續的價值典範。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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