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郭家佑 X 數位外交

在研究所期間，郭家佑任職於希臘難民非政府組織，

並參與製作匈牙利吉普賽人權紀錄片，之後進駐科索沃進

行民間外交，回國後，於 2018 年成立台灣數位外交協會，

是台灣第一個「數位外交」民間團體。共同創辦人暨協會

理事長郭家佑在協會創立初期在科索沃進行一連串的數位

外交活動，讓當地人認識台灣，成果斐然。至今協會持續

以數位外交與台灣公眾參與外交的力量，實現與國際舞台

接軌、對話的期望，進行了諸多活動，如在台挪威人國慶

遊行、World Cup Taiwan 台灣國際友誼足球賽等。

採訪者 | 林書瑋、王孟婕、邱惠暄
受訪者 | 郭家佑（台灣數位外交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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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二）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郭家佑在大學時就讀台大的工商管理學系，

當系上大多數的同學選擇到大公司實習，她卻選

擇到新創公司磨練自己。

談到創立數位外交協會的過程時，郭家佑提

到她也是從大三大四才發展出明確的興趣。在這

段期間，她發起了慰安婦議題，替慰安婦阿婆策

展、進行心理復健，透過網路宣傳讓替慰安婦阿

婆抗議的人數瞬時翻了六倍，她也從這個經驗中

深切地感受到社群媒體對社會議題的影響力。此

外，郭家佑在大學最後一年與夥伴們一同架設群

眾募資平台，幫助在拉拉山遭颱風摧毀的哈凱部

落重建。郭家佑笑稱：「自己可能比較雞婆吧！」

當時，她和一群台大學生與微熱山丘合作販賣公

益蛋糕，最後以 180 萬元的鉅額成功替哈凱部落

重建家園。郭家佑也因此瞭解到只要把故事講好，

把想做的事清楚地傳遞出來，溫暖的台灣社會會

支持你的！

大四畢業後，郭家佑前往匈牙利攻讀公共政

策研究所，並加入了兩個非營利組織協助在社會

上較為弱勢的難民和吉普賽人，同樣利用了社群

媒體的方式替他們發聲，亦與 HBO 合作拍攝相

關紀錄片。從這趟前往異鄉的經驗中，她發現人

人都能輕鬆上手的社群媒體可以跟全世界溝通，

而台灣鄉民的力量相當強大。因此，她期待將該

能量轉為向國際介紹台灣的方式，這便是郭家佑

創立數位外交協會的契機。

在創立數位外交協會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

許多挫折與問題，例如不被社會大眾認可或不被

合作單位信任。關於面對挫折的自我調適，郭家

佑坦誠地與我們分享。二十歲的她，面對挫折，

曾花大量的時間調適自己的情緒，但三十歲的她

領悟到，處理情緒的時間愈多，處理問題的時間

愈少，所以已大幅減少調適情緒的時間。「所謂

成長，就是學會處理自己的情緒。」郭家佑提到

她的抒壓方式有寫日記以及主動找朋友聊聊，並

建議大家處理問題與面對困難時要懂得對外求援，

多和不同領域的人們互動，別把自己關在一個小

房間裡自顧自的想，聊天是可以讓心情和事情獲

得解決的一大方法，她開朗的說道：「多去交朋

友吧！」

（三）跨國合作與疫情的轉機

從創立到現在，台灣數位外交協會嘗試了各

種不同的外交活動，在 2020 年，數位外交協會

開始與台灣邦交國較多的中南美州相關單位合作，

並 在 10 月 與 Copa America Taiwan 辦 理

「2020 Copa America Taiwan 拉丁美洲足球

賽暨美食文化節」，比賽球隊由 23 個不同包含台

灣的國家組成，100 多位活動志工也來自於各個

國家。

▲郭家佑與第一位 Made In Taiwan 挪威人－傅吉安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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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佑提到，這個活動其實是一名在台宏都

拉斯人向協會提議的，協會只是將活動舉辦的更

盛大。她也說到，足球乍看之下是個「軟」的主

題，不像一般民眾所想的「外交」，卻相當有外

交意涵 — 除了對球賽有興趣的各國民眾會來觀

賽，亦有官員參加。「如果想要走出台灣，卻一

直用台灣人的想像是很侷限的！讓外國民眾參與

我們的活動，我們做的事情也會更到位。」郭家

佑這麼說到。

因為這場友誼性質的足球賽，台灣登上 28 間

中 南 美 洲 的 報 章 雜 誌 與 電 視 台 的 版 面； 今 年 的

「World Cup Taiwan 2021 台 灣 國 際 友 誼 足 球

賽」更是登上了 40 間媒體的版面。如郭家佑所說：

「做外交，不要只侷限在本國人的想像中，讓外國

民眾一起參與策劃，更能激盪出不一樣的想法。」

西 元 2020 年， 全 球 COVID-19 疫 情 大 爆

發，台灣數位外交協會也因實體活動的取消，出

現了新的轉機：線上宣傳更為活躍。透過協會本

就擅長的影音和社群媒體的宣傳、營運，不但維

持台灣在國際上的熱度，甚至更為活躍。另外，

也因為疫情，團隊有更多時間審視並調整自己，

也多了些可以發展創新的空間，創造出數位外交

團隊過去所沒有想像過的活動。例如在 2020 年

疫 情 較 趨 緩 之 時 的 挪 威 國 慶 遊 行， 還 有 帶 著 共

十 三 個 國 家 的 大 使、youtuber 及 記 者 一 起 去 大

甲媽祖遶境的活動，讓台灣人能體驗到外國文化，

也讓在台外國人體驗到台灣傳統文化。

（四）給同學的建議

「出社會後一定是在團隊中扮演一個

角色，因為大眾看的是整個團隊的表現，

要了解在團隊中如何跟不同的人合作。」

郭家佑鼓勵同學在大學時期吸收跨領域知

識，對於在團隊合作及未來職涯人際關係

中，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在人生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課題要面對，郭家佑認為在學生時期分配時間處理情緒與知

道如何排解壓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學生時期的迷惘與不安，在畢業前也許都無法找到答案，但

郭家佑鼓勵同學一定要多花時間想「自己要做什麼」，問自己「喜歡什麼、擅長什麼」。這個

方向在思考的過程中，也會越來越清楚。

如果同學對數位外交感興趣或者有此志向，郭家佑認為觀察力及有想法是從事國際觀性或

政治相關工作必備的能力。多觀察，同時也要多閱讀，才能有更多的見解。除了閱讀，透過參

與海外實習、參加社團，找出自己最有興趣的議題，有個人作品集與厚實國際觀也是必須的。

從事數位外交特別看重「社群媒體跟影像的硬實力」，但如溝通等軟實力，亦是從事外交重要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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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舉辦的 World Cup Taiwan 台灣國際足球友誼賽

（五）台灣數位外交在未來

許多台灣人有出國的經驗，但卻不知道能

怎麼樣將這份經驗分享或傳承給其他人。而協

會的志工計畫，正媒合了這些人以及對於外

交、國際事務有興趣的人。這也是協會期望建

立一個對外交事務有興趣者的培育平台。

 郭家佑也希望透過協會持續累積的資源

與能量，開發出更多課程及發聲管道，用數位

外交帶著台灣繼續往前進。

走 進 人 文 社 會｜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