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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關 於 全 球 集 思 論 壇

活 動 簡 介

活動名稱｜第十三屆全球集思論壇

Global Initiatives Symposium in Taiwan 2022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

執行單位｜第十三屆全球集思論壇學生籌備團隊

會議時間｜2022年1月21日至2022年1月25日（暫定）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論 壇 簡 述

全球集思論壇（GIS Taiwan）為臺灣最大的國際性學生學術論壇，每年舉行年度論

壇共達五天，匯聚各領域學者、企業界領袖及世界各地的學生代表，提供全球領導者與

學生一個跨領域、跨世代的產官學交流平台，期許青年學子能從中進行與年度主題相關

的深度討論，並提出行動方案予以落實。

發 起 動 機 與 目 標

「全球集思論壇（Global Initiatives Symposium in Taiwan）」創立於 2008 年，

為臺灣第一個正式的國際學生學術論壇。「集思」取自 GIS 的諧音，期許各國青年聚集

於 GIS Taiwan 「集思廣益」，以亞太為出發點，探討全球趨勢，並提出可行的小論文

或行動方案，對世界產生影響力。

預 計 參 與 人 數

國內大學生代表（國內大學以上在學學生）

國外大學生代表（國外大學以上在學學生）

國內高中生代表

100 人

100人

50人

250 人共計

GIS Taiwa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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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Taiwan 2022

1 成 為 亞 太 地 區 國 際 青 年 學 術 會 議 龍 頭

GIS Taiwan 期望成為國際知名的青年菁英會議，從學術議題的討論到

企畫方案的發想，以跨領域的議題思考，帶領亞太地區的青年邁向卓越，

並確立臺灣在其中的領導地位。

加 強 產 官 學 交 流

學術界除了培養優秀人才，還能推動產業的進步。GIS Taiwan 期望臺

灣的企業能提供業界豐富的實務經驗，以刺激、啟發參與 GIS Taiwan 的

參與者，並讓國外人士了解臺灣產業發展的現況。

增 強 臺 灣 學 子 國 際 觀 及 學 術 思 考

GIS Taiwan 提供臺灣學子和世界各國青年彼此交流的絕佳機會，除了

文化交流外，更多了學術思考及應用面，為未來的領導人開啟書本外的另

一扇窗，延展出更寬廣的視野。

提 升 臺 灣 形 象

GIS Taiwan 不僅使全球各地學生認識臺灣，也讓更多外國人士看見臺

灣對培育青年和推動全球知識匯流所做出的努力，並使臺灣的風土民情、

山水之美、經濟及學術發展成果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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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關 於 全 球 集 思 論 壇

四 大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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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屆回顧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Transition Phase

論壇主題｜機會與挑戰，全球經濟的過渡

探討內容｜社會企業責任、金融海嘯

講師列舉｜德國呂內堡大學教授Dr. Michael Braugart

金融研訓院院長鄭貞茂先生

華經創投總經理曾煥哲先生

代表人數｜179人；來自30個國家

2 0 0 9

Emergence of New Giants: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論壇主題｜新興國家的崛起之路

探討內容｜東西文化交流、資源分配不均及綠能發展

講師列舉｜指導季2001年奧斯卡金像獎得主 葉錦添先生

時代基金會創辦人暨執行長徐小波先生

柏克萊大學 APEC中心研究主任Dr. Vinod K. Aggarwal

代表人數｜239人；來自19個國家

2 0 1 0

What is the Catch Catching the Web
論壇主題｜新一波網路契機與反思

探討內容｜雲端科技應用、網路規範及個人影響力

講師列舉｜廣達電子研究院院長兼技術長張嘉淵先生

臺達電端技術中心研究資深處長翟本喬先生

韓國首爾大學法律系Dr. John M. Leitner

昆蘭大學創意產業部門Dr. Justin O’ Connor

代表人數｜212人；來自13個國家

2 0 1 1

Innovation and Change
論壇主題｜創新與改變

探討內容｜掌握趨勢與開創趨勢

講師列舉｜廣達電董事長林百里先生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先生

Global Youth Fund 共同創辦人 Mr. Charles Tsai

代表人數｜192人；來自16個國家

2 0 1 2

GIS Taiwa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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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屆回顧

論壇主題｜競爭下的策略

探討內容｜高等教育該賦予的競爭力、新舊媒體的變遷

講師列舉｜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先生

訊連科技董事長黃肇雄先生

Google 亞太行動技術副總經理沈上謙先生

代表人數｜285人；來自18個國家

論壇主題｜打破世代間的隔閡

探討內容｜發現世界趨勢、分析存在的問題並提出解答

講師列舉｜紐約大學上海副校長Mr. Jeffrey S. Lehman

Endeavor 亞洲區經理Mrs. Tanvi Vattikuti

Youth Alliance 創辦人 Mr. Prakhar Bhartiya

代表人數｜357人；來21自個國家

Stand up, Stand Out!2 0 1 4

論壇主題｜個人化影響力

探討內容｜個人化趨勢下，相關建設的發展與可能性

講師列舉｜諾貝爾獎得主 李遠哲先生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女士

ITS 芬蘭專案經理Ms. Jonna Pollanen

代表人數｜327人；來自16個國家

From Individual to Influential2 0 1 5

論壇主題｜突破框架，創造無限可能

探討內容｜跨領域科技應用於農業、疾病控管；

企業、女性的社會角色轉換

講師列舉｜阿富汗女議長Mrs. Fawzia Koofi

聯合國特別發展署顧問張志豪先生

亞洲研究計畫執行長Mr. Jonathan Schwartz

代表人數｜148人；來自14個國家

Redefine the Limitations2 0 1 6

2 0 1 3 Strategy Under Competition

GIS Taiwan 2022

6



貳、歷屆回顧

Rise to Prominence
論壇主題｜新勢力展露頭角

探討內容｜區塊鏈、低碳經濟、極端主義、新興媒體

講師列舉｜乙太坊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Gogoro 能源服務部副總經理Alan Pan

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朱順慈女士

代表人數｜215人；來自15個國家

2 0 1 7

Race the Tide

論壇主題｜潮起，浪尖

探討內容｜人工智慧、平台經濟、微權力、個性化學習

講師列舉｜PwC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 合夥人 林一帆

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

臺北市市長柯文哲

代表人數｜174人；來自19個國家

2 0 1 8

Shifts and Shocks

論壇主題｜轉變與衝擊

探討內容｜世代的資產移轉、思維的典範轉移、無齡世代、永續力

講師列舉｜Partner and Co-founder of ReD Associates Filip Lau

Associate, Milken Institute Amos Garcia

Former Director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William Stanton

代表人數｜216人；來自14個國家

2 0 1 9

GIS Taiwan 2022

Reset the Mindset2 0 2 1
論壇主題｜重啟思維

探討內容｜資訊浪潮、永續綠動、失衡社會、資本重塑

講師列舉｜前副總統陳建仁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嘉沅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殷琪

代表人數｜217人；來自13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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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屆回顧

歷 屆 合 作 單 位

GIS Taiwa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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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屆回顧
GIS Taiwan 2022

歷 屆 代 表 來 源 ｜ 國 家

1 2 年 ， 橫 跨 五 大 洲 ， 5 2 個 國 家

GIS Taiwan 每年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代表，期望讓多元的思想和成長背景豐富

整個論壇，碰撞出思想的激盪。

歷屆參與者組成橫跨亞洲、歐洲、美洲、澳洲甚至是遙遠的非洲，來自52個國家，

主要為鄰近的亞洲地區包括中港澳，東北亞的日本、韓國，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馬

來西亞、菲律賓，以及南亞的印度等。此外，也有代表來自俄羅斯，美洲的美國、宏都

拉斯，以及歐洲的英國、德國、丹麥等國，更有澳洲、非洲的奈及利亞、南非、埃及、

尼日等世界各國的學生前來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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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屆回顧
GIS Taiwan 2022

歷 屆 代 表 來 源 ｜ 科 系

商管學院 30%

社 科 學 院 1 3 %  

文 學 院 1 1 %

法學院 5%

工學院（含電資） 12%

理 學 院 1 2 %   

醫學院 10%

生農學院 4%

其 他 3%

每年前來參與 GIS Taiwan 的代表眾多，除了來自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外，

於學業上的專精領域也十分多元，歷屆的組成不僅跨足商管學院、社會科學院，亦有理

工、醫學、生農背景的優秀人才。我們期待透過匯聚不同特長的青年學子，能讓議題的

討論得以被從不同視角切入、審視，激發出更多元的想法，也使討論的層次更具深度。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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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年 度 學 術 議 題

一直以來，人們依循著慣例與經驗，在「常態」中度日。在有規則可循的日

子裡，人們傾向待在自己的舒適圈當中，複製過往的生活模式，持續著安穩、

平和的生活。然而，隨著時間的推演，經過世世代代經驗的累積，我們進入到

一個快速變動的世代。隨著科技、文明蓬勃發展，資訊大量累積，萬物迭代更

新。每一天，世界都在快速進步；每一秒，都有新的事物不停產生。

身處於今日的我們，每天都面臨著不同挑戰，試圖跟上時代的脈動、掌握世

界的趨勢。然而，在迅速變化的世界中，「常態」，是否仍存在？還是沒有常

態，已然成為新的常態？人們在時代的推動下不停向前，嘗試在變動的世界中

找尋新的定位、找尋新的應對方式、找尋新的生活模式。

今年，我們希望把目光聚焦於「常態」。即便世界快速變化，衝擊隨時都可

能襲來，在新的趨勢面前，我們仍須梳理思維，尋覓此刻的「常態」。在對其

有足夠的理解後，發展出適合應對的方式，使我們能從容面對改變。

GIS Taiwan 2022 將匯聚產官學各界的菁英，並且提供青年一個自由交流的

平台，讓參與者得以更寬廣的視野看見變動世界的樣貌，在講者的分享及代表

們的討論中對現今的「常態」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現在抑或未來，能帶著從集

思得到的啟發，面對新的「常態」，找到自己的定位，與我們一起創造更好的

前景和無限可能。

年 度 主 題

GIS Taiwan 2022

N o r m a l i t y  尋 常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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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架 構

Worldwide Trend

疫情復原⼒ 綠⾊⾦融 科技與社會 區塊創想

集思的學術議題是由籌備團隊訪問各領域教授專家、業界前輩和公部門組織，蒐

集大量資料後彙整出此年度的國際重要趨勢，共分為三個層次。最上層為年度主題，

概括目前國際社會的整體走向，並從中衍伸出四大議題。第二層主要在專題演講、

專題座談及工作坊時討論，選擇面向宏觀的題目，使講者與代表在互動交流中產生

深度的啟發與感觸。第三層則分別針對四大議題選擇，藉由行動企劃競賽讓代表做

實際的應用發想，並邀請業師以自身經驗進行指導。

GIS Taiwan 2022

參 、 年 度 學 術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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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論 壇 年 度 規 劃

年 度 議 程

1 / 2 2 1 / 2 3 1 / 2 4 1 / 2 5

GIS Taiwan 2022

1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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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祭

業師指導

夜遊台北 晚宴

新創
嘉年華

專題演講

學術主題討論 ⾏動⽅案企劃 跨領域交流社交活動

業師指導

專題座談

專題演講

專題座談

⼯ 作 坊

集思會談

領袖對談

⾏動企劃
博覽會

歡送派對

成果發表

閉幕典禮

下午茶敘

開幕典禮



議 程 介 紹 ｜ 學 術 主 題 探 討

肆 、 論 壇 年 度 規 劃
GIS Taiwan 2022

專 題 演 講
專題演講主題皆為時下最具前瞻性和發展性的趨

勢，將劃分為四個不同的領域，並分別邀請三至

四位講者，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討論，並以創新的

思維以及實際案例，讓與會學生代表了解該領域

的現況，並針對領域趨勢進行分析，為接下來的

工作坊、企劃方案建立討論、思考的模型。

專 題 座 談

接續專題演講，學生代表可以在專題座談時提出

對演講的疑問或想法，由講師進行回答，基於不

同出身背景，講師們對於同一問題可能會有不同

想法，透過交換這些看法開啟代表及講師對於議

題更多不同的想像。

工 作 坊

在專題座談後，由講者分別帶領學生代表，透過

個案分析、團體提案或實況模擬等活動，將代表

們的想法化為具體企劃，藉此強化學生代表之間

的交流，並提供與講師交換意見的機會，讓與會

代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與思辨單一領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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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介 紹 ｜ 行 動 企 劃 方 案

肆 、 論 壇 年 度 規 劃
GIS Taiwan 2022

行 動 企 劃 競 賽

GIS Taiwan 不僅作為學術與交流的平台，更著

重於「實務」。因此，學術主題所學的專業知

識將應用於相關產業領域，由各國學生分組討

論並接受業界長輩指導後，研擬完整可行的行

動方案，進行分組競賽。

業 師 指 導

為確保學生的討論能將可行性納入考量，並聽

取業師長輩的經驗與分析，GIS Taiwan 將安排

每組代表接受學術講師和題目合作廠商之業師

的共同指導，全面性檢視並優化代表們的企劃

提案。

博 覽 會

於會議最後一天舉辦博覽會，供各組在一個公

開場地中展示自己的成果，並直接向業師、貴

賓及其他學生代表闡述自己行動方案。除了合

作單位以及學術講師外，亦會邀請其他企業與

機構及對討論領域、議題有興趣者共襄盛舉，

期待青年的創造力與執行力在 GIS Taiwan 實現

且被更多人看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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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論 壇 年 度 規 劃

議程介紹｜跨領域活動

GIS Taiwan 2022

新 創 嘉 年 華

嘉年華跳脫既有的演講以及圓桌形式，納入參展

的互動機會，邀請極具理念和品牌特色的團隊擔

任參展團體。新創在近年來逐漸蓬勃發展，無論

是加入新創、獨立創業，都是未來的就業趨勢。

透過嘉年華，能提供青年學子以及新創團隊零距

離交流的機會，產生想法上的激盪、精進自我的

方向，鼓勵青年勇於開創自身的影響力。

集 思 會 談

「集思會談—城市視界」為今年首次舉辦的活動，

希望代表們透過與講者提問、對談，對城市治理

有更多了解。城市治理是近年來廣泛討論的議題，

不論是科技、永續、文化等層面，都值得我們深

入討論。此活動分成三個部分，演講、青年代表

提問、代表對談，帶領大家從寬廣、多元的角度

認識城市治理，對於公部門的治理、決策過程有

更全面的理解，並讓青年的意見充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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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論 壇 年 度 規 劃

議 程 介 紹 ｜ 跨 領 域 活 動

GIS Taiwan 2022

開 閉 幕 演 講
邀請海內外知名講師，結合自身專業與經歷，為

GIS Taiwan 揭幕與作結。除了訂下學術方向的

基調，讓代表建立基礎的知識背景外，更刺激代

表從不同領域思考年度主題的延伸方向。

領 袖 對 談

邀集政界、商界及學界各領域領導者參與。分為

兩環節，首先透過圓桌討論的交流形式，根據不

同領域發展出數個不同討論主軸與青年進行對話

交流，每組由一位領導者擔任組長帶領交流。接

著是自由交流的 Gala 環節，藉由商業酒會的形

式，讓代表們與講者在輕鬆、自在的氛圍下對

談。

文 化 祭

邀請臺大國際性社團共襄盛舉。以文化展覽的形

式讓代表們自由逛展、互動，體驗不同國家的文

化。另外，邀請臺灣傳統藝術團體進行表演、解

說，讓代表們對臺灣傳統文化有更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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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論 壇 年 度 規 劃

議 程 介 紹 ｜ 社 交 活 動

GIS Taiwan 2022

晚 宴

以臺灣辦桌文化為形式舉辦的正式晚宴。期間除

了各國代表以外，也將邀請學術主題講者、企業

長輩以及政府長官們共襄盛舉，以中華元素架構

起社交互動時間。

下 午 茶 敘

除了學術議題探討的主軸以外，GIS Taiwan 也

安排了輕鬆的下午茶時間，除了讓代表們交換在

講座與座談時產生的想法，更能與講者們近距離

互動，深入討論關於專業領域的問題。

歡 送 派 對

在五天會期的最後，GIS Taiwan 將邀請所有代

表與講者一起同樂，盡興地跳舞談天，卸下幾天

來比賽的壓力，把握最後與彼此相處的時間，留

下難忘的一夜。

2021/5/2 _DSC4702.jp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AcC7NWu9YEmyYx3KG7ZegPNgUB0cA1Fr?fbclid=IwAR0N9sR7tARgUMTuRyi6pm6g1Nz4cjjGx0kSl1AhQWSuHz…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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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緊急事件應變：由第十三屆籌備團隊召集部隨時關注疫情最新消息以及發布應對措

施，必要時請求國立臺灣大學校方提供援助並協助管理。

2. 評估風險：與各場次活動之合作單位共同評估各場次活動之風險，任一方決議不繼

續辦理活動則即刻停止活動籌辦與進行。

3. 建立溝通機制：確保籌備團隊間良好的訊息傳遞與雙向溝通，若有身體不適之成員

須即刻上報並於家中休息，不得參與任何會議或是活動，所有成員皆需隨時回報最

新狀況並聽從所有緊急應變指揮，實施預警性管理。

4. 成員照護管理措施：每週例行之部會以及幹會前皆需全面測量體溫（38度以上之成

員需配合即刻就醫），進入會議室必須全程配戴口罩，否則禁止進入。凡有任一成

員確診得到新冠肺炎，或是其他特殊時期，將採行線上會議，全面停止所有實體會

議。

5. 社會責任：為避免全球集思論壇系列活動造成疫情傳播，所有活動全面升級風險管

理機制，所有籌備人員與所有參與者皆需遵循以下規範：

5.1 活動中非飲食環節，全程配戴口罩。

5.2 活動中所有飲食環節安排梅花座。

5.3 活動相關人員皆留取實聯制資訊。

5.4 活動參與者及代表每天測量體溫，超過37.5度者禁止參與活動。

5.5 活動中參與者多固定位置，降低移動接觸風險。

6. 第十三屆全球集思論壇所有活動之辦理均將嚴格遵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

並隨之做必要更動及執行應對措施。

7. 全球集思論壇十三屆籌備團隊召集部擁有更改期間防疫措施之所有權利。

伍 、 防 疫 規 範
GIS Taiwan 2022

因 應 新 冠 肺 炎 防 疫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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