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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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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啟蒙思辨的場域，期許⻘年學⼦能從中進⾏與年度主

題相關的深度討論，並進⾏深⼊研究及情境探討。

國內⼤學⽣代表（國內⼤學以上在學學⽣）

國際⼤學⽣代表（國外⼤學以上在學學⽣）

國內⾼中⽣代表 

共計 

活動名稱｜第⼗六屆全球集思論壇

                  Global Initiatives Symposium in Taiwan ����

主辦單位｜國⽴臺灣⼤學 

執⾏單位｜第⼗六屆全球集思論壇學⽣籌備團隊 

會議時間｜2025 年 7 ⽉ 7 ⽇ ⾄ 2025 年 7 ⽉ 11 ⽇ 

會議地點｜國⽴臺灣⼤學

120⼈ 

60⼈ 

50⼈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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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強化臺灣⻘年對於國際事務的關注度。「 集思」取⾃

GIS 的諧⾳，期許各國⻘年聚集於 GIS Taiwan「集思廣益」、 探討全球趨勢，不只激發彼此

對未來的想像，也啟發現在的⾃⼰，⿎勵⻘年學⼦對世界發揮其影響⼒。

論壇簡述

活動簡介

預計參與⼈數

發起動機與⽬標

03

GIS Taiwan 2025

壹、關於全球集思論壇



壹、關於全球集思論壇

        GIS Taiwan 以英⽂為官⽅語⾔，⻑期積極向國際拓展，邀請世界各地的⻘年學⼦共襄

盛舉，打造全球性議題的對話平台。⻘年代表能看⾒不同背景下誕⽣的視⻆，在學術議題、

國際議題上激發更多想像，接觸外國多元的⽂化的同時，也在將專屬臺灣的⼈⽂社會⾵景介

紹給世界。

        ⾝為⼤規模的國際型學術論壇，GIS Taiwan 致⼒於⻘年、臺灣、世界的「循環」賦能。

藉台灣論壇開啟⻘年對議題的思考時，代表們亦能在論壇中展望國際，論壇結束後隨各國代

表回國，臺灣⻘年出國深造，更能將論壇收穫和臺灣的理念帶到世界各地，讓世界看⾒臺

灣，給予更多國際⽀持，完成臺灣賦能⻘年、⻘年賦能世界、世界賦能臺灣的優良循環。

        學術界除了培養優秀⼈才，也能推動產業的進步。GIS Taiwan 期望各⼤企業能提供業界

豐富的實務經驗，以刺激、啟發 GIS Taiwan 的參與者，藉此了解世界上各產業發展的現

況。

        GIS Taiwan 期望成為國際知名的⻘年菁英會議，從問題意識的覺察、探討、定義，到

深⼊分析各個學術議題的相關知識，以跨領域的議題思考，帶領亞太地區的⻘年邁向卓越，

並確⽴臺灣在其中的領導地位。

4.   提升臺灣國際形象

2.   增進產官學三⽅交流

3.   拓展⻘年國際觀與全球化思維

四 ⼤ ⽬ 標

  1.   加深⻘年學術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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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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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

⼈⽂社會
��%

趨勢與變遷
��%

永續經濟與綠能
��%

商業與經濟
��%

醫療
�%

教育
�%

歷屆學術⼦題

重挑全球集思論壇（GIS Taiwan）的學術⼦題涵蓋多樣化的領域，以應對社會與時代的多重

挑戰。各領域的分佈⼤致為：科技（26%）、⼈⽂社會（24%）、趨勢與變遷（15%）、永續經

濟與綠能（15%）、商業與經濟（14%）、醫療（4%）及教育（2%）。這樣的分佈展現了論壇

在跨學科及多元議題上的廣泛涵蓋。

重挑透過匯集全球各領域的專家學者與⻘年學⼦，GIS Taiwan 提供了⼀個深⼊探討未來趨

勢、社會需求與創新解決⽅案的平台，讓⻘年在多⻆度視野中學習並茁壯成⻑。



貳、歷屆成效

歷屆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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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屆成效

歷屆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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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
中華⺠國前總統

Cary W. Gray
W Hotel 總經理

吳薇薇
LinkedIn香港及臺灣區總經理

Vitalik Buterin
以太坊創辦⼈

戴勝益
王品集團董事⻑

李遠哲
諾⾙爾化學獎得主

吳釗燮
中華⺠國前外交部⻑

林百⾥
廣達電創辦⼈

⽯靈慧
LVMH集團前臺灣區執⾏⻑

阿富汗⼥議⻑

Robbert Manussen
洲際酒店集團臺灣區總經理

劉安婷
Teach For Taiwan創辦⼈

Fawzia Ko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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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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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和⾮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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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 屆 代 表 來 源 ｜ 國 家

 16年，橫跨五⼤洲，52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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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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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學⼦，能讓議題的討

論得以被從不同視⻆切⼊、審視，激發出更多元的想法，也使討論的層次更具深度。

商管學院 �� %

社科學院 �� %

⽂學院 � %

法學院 � %

⼯學院 �� %

電資學院 � %

醫學院 � %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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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代表來源｜科系



第⼗六屆籌備團隊｜學校

第⼗六屆籌備團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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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籌備團隊組成



  在這個全球化與數位化的時代，資訊傳遞的速度已達前所未有的⾼度。隨著世界

各地科技、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快速發展，年輕⼀代正處於巨⼤的挑戰與機遇之間。

2025年，GIS Taiwan以「賦能」為主題，期望透過論壇激發⻘年的潛⼒，使其成為連

結臺灣與世界的重要橋梁。這不僅是知識與經驗的分享，更是賦予⻘年⾯對世界、改

變世界的⼒量。

  GIS Taiwan ���� 將以「循環賦能」為⽬標，促使臺灣的思維進⼀步拓展⾄全球

視野。透過論壇的互動，來⾃世界各地的⻘年代表將學習成果帶回⾃⼰的國家，⽽臺

灣的⻘年則帶著視野和經驗⾛向國際，建⽴起⻘年與世界之間的良性循環。這不僅僅

是跨越地理邊界的交流，更是理念上的深度連結，讓臺灣⾛向世界，也讓世界透過臺

灣的年輕世代，看⾒我們的潛⼒與遠⾒。

  在這⼀年，我們期望⻘年代表能在全球議題的激盪中深化思考、擴展格局，賦予

彼此成⻑的契機。GIS Taiwan ���� 不僅希望帶動⻘年關注世界未來的發展，更期許

他們能夠在思維與⾏動中展現影響⼒，形成「臺灣賦能⻘年、⻘年賦能世界、世界賦

能臺灣」的無限循環，共同推動全球的可持續成⻑。

臺灣

⻘年世界

肆、年度學術議題

年 度 主 題

Empowerment ｜ 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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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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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前國際社會關注的趨勢，並從中衍伸出三⼤議題。第⼆層主要在專題演講、專

題座談及思辨加速器時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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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則分別針對三⼤議題選擇，藉由議題專案讓代表更深⼊地

探究問題本質，並邀請業師以⾃⾝經驗進⾏指導。

肆、年度學術議題

年 度 架 構

Empowerment ｜ 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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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
教育不平等

⾦融科技 數位轉型

Financial
Technolog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伍、論壇年度規劃

年度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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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提供學⽣代表與各領域專家交流之機

會，可⾃由向不同出⾝背景的講師們提出對學

術⼦題的看法及疑問，透過交換意⾒開啟代表

及講師對於議題更多不同的想像。

議程介紹｜學術專案活動

專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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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論壇年度規劃

GIS Taiwan 在會期提供時間讓學⽣代表進⾏

專案討論，為最後⼀天的專案發表進⾏準備。

並邀請領域中經驗豐富的領袖擔任業師，提供

代表專業的建議、更完善的思考⾯向，全⾯性

檢視並優化代表們的議題專案。

專案討論∕業師指導

各 ⼩ 組 將 在 論 壇 最 後 ⼀ 天 公 開 展 ⽰ 專 案 成

果，直接向業師、貴賓及其他學⽣代表闡述

⾃⼰議題專案。成果發表的時間提供學⽣代

表磨練上台演講的機會，讓創造⼒與思辨⼒

在 GIS Taiwan被更多⼈看⾒、發現。

專案成果展



邀請國內外不同領域的專家、領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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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刺激代表從不同⽅⾯思考年度主

題的延伸⽅向。

開閉幕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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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論壇年度規劃

邀請國際性⽂化組織、外籍學⽣組織、在臺辦

事處及⼤使館共襄盛舉。以⽂化展覽 、表演

等多元的形式，讓代表們⾃由觀展、互動，體

驗不同國家的⽂化，同時也邀請臺灣⽂化團體

參展，加深臺灣與外籍學⼦對臺灣⽂化的認

識，將之推向國際。

⽂化祭

世界咖啡館

為GIS Taiwan ���� 全新活動，邀請中華⺠國外交相關事務官、國際政治專家與學⽣代表進⾏

對談，採⽤圓桌輪替⽅式，讓對國際議題、外交活動有熱忱的學⽣代表有機會和臺灣對外的聲

⾳接觸，聆聽在國際政壇上耕耘已久的外交官們的故事。

議程介紹｜跨領域活動



邀請專業講師，提供學⽣代表不同課程，例如

危機處理、公眾演講、簡報製作等供選擇，學

⽣代表可從講師演講、實戰模擬中學習技能，

並應⽤⾄會期最後⼀天的專案成果發表會中。

議程介紹｜跨領域活動

思辨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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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論壇年度規劃

邀集政、商及學界各領域領袖參與。分為兩環

節，⾸先透過圓桌討論的交流形式，根據不同

領域發展出數個討論主軸與⻘年進⾏對話交

流。緊接著是⾃由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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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對談



代表們將於會期第⼀天晚上⾛訪臺北街道，透

過各種團康活動以輕鬆的形式交流，拉近彼此

的距離，為後續專案合作進⾏準備。同時也從

不同的⻆度欣賞臺北的樣貌。

議程介紹｜社交活動

夜遊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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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論壇年度規劃

於領袖對談後舉辦正式晚宴餐會。邀請各國駐

台代表、學術主題講者、企業領袖以及政府⻑

官們共襄盛舉，讓各界領袖⿑聚⼀ 堂，提供

與會貴賓交流機會，架構起社交互動時間，在

不同領域的交流下激盪出全新思維。

晚宴

在五天會期的最後，GIS Taiwan 將邀請所有

代表⼀起同樂，盡興地跳舞談天，讓過去⼀

個⽉的⾟勞隨夜⾵⽽去，也把握最後與彼此

相處的時間，留下難忘的⼀晚。

歡送派對



陸、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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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研訓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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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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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佳藝術指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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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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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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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達電⼦研究院院⻑兼技術⻑ 張嘉淵先⽣

                  台達電端技術中⼼研究資深處⻑ 翟本喬先⽣ 

                  韓國⾸爾⼤學法律系 Dr. John M. Leitner 

                  昆⼠蘭科技⼤學創意產業部⾨ Dr. Justin O’Connor

代表⼈數 | 212 ⼈；來⾃ 13 個國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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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Unde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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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城市⼤學校⻑ 郭位先⽣

                  訊連科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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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 Up, Stan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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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紐約⼤學上海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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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21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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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達電董事⻑ 林百⾥先⽣

                 王品集團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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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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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to Prominence
論壇主題 | 新勢⼒展露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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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Gogoro 能源服務部副總經理 Alan Pan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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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Individual to Influ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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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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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efine the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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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社會⻆⾊轉換
講師列舉 | 阿富汗⼥議⻑ Mrs. Fawzia Koofi
                  聯合國特別發展署顧問 張志豪先⽣
                  亞洲研究計畫執⾏⻑ Mr. Jonathan Schwartz
代表⼈數 | 148 ⼈；來⾃ 14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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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帆先⽣
                  ⾏政院數位政委 唐鳳
                  臺北市市⻑ 柯⽂哲先⽣
代表⼈數 | 174 ⼈；來⾃ 19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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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s of the Future
論壇主題 | 拾碎
探討內容 | 貨幣⾰命、醫療新勢、元宇宙、永續綠能
講師列舉 | ⽟⼭商業銀⾏副總經理 郭怡鷰先⽣
                  英業達數位⻑暨資深副總經理 陳維超先⽣
                  ⾏政院數位發展部部⻑ 唐鳳
代表⼈數 | 163 ⼈；來⾃ 15 個國家

Normality
論壇主題 | 尋常態
探討內容 | 疫情復原⼒、綠⾊⾦融、科技與社會、區塊創想
講師列舉 | 外交部⻑ 吳釗燮先⽣
                  國泰⾦控投資⻑ 程淑芬⼥⼠
                  遠傳電信總經理 井琪⼥⼠
代表⼈數 | 202 ⼈；來⾃ 15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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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Reset the Min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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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仁先⽣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吳嘉沅先⽣
                  ⼤陸⼯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殷琪⼥⼠
代表⼈數 | 217 ⼈；來⾃ 13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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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 and Revive 
論壇主題 | 破繭
探討內容 | ⼈⼯智慧、永續⾦融、智慧城市
講師列舉 | Linkedln 亞太區總經理 吳薇薇⼥⼠
                  國泰世華銀⾏⾵控⻑ 張發祥先⽣
                  玩美移動策略⻑ 陳品仁先⽣
代表⼈數 | 147 ⼈；來⾃ 14 個國家

����

���� Empowerment
論壇主題 | 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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