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  程  

時    間：2011年 11月 24-25日（週四-五） 

地    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一樓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月 24日（星期四）

8:40—9:10報到 

9:10—9:20開幕式、所長致詞 

場次 

Session 

時間 

Time 

主持人 

Chairperson 

報告人  

Presenter 

論文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一 9:20－10:30 陳慈玉 

葉長城  
從「日本第一」、「中國崛起」到「G2」：冷戰前後東

北亞國際秩序的形成與轉變 
蔡增家 

徐嘉隆 
台韓 TFT-LCD產業模式之變革─兼論中國經濟崛起

之影響 
葉長城 

10:30－10:50茶敘 

二 10:50－12:00 張啟雄 

金旼奎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ino-Corean Regulations for 

Maritime and Overland Trade (1882)”: From the Tribute 

System to the Regulation System 

張登及 

廖敏淑  
西力東漸前後的中朝關係—兼論「中朝商民水陸貿易

章程」 
李朝津 

12:00－13:30午餐 

三 13:30－14:40 許文堂 
吳翎君  清末民初中美版權之爭 應俊豪 

鄭家慶  求同存異：改革開放後的中歐關係 郭秋慶 

14:40－15:00茶敘 

四 15:00－16:10 陳三井 
車在福  

論中日“政治‧外交關係”與“歷史共同研究”之含

義 
何思慎 

石源華  “擱置外交”與中國周邊外交的幾點思考 陳三井 

16:10－16:20休息 

五 16:10－17:30 林滿紅 
李宇平 

一九三Ｏ年代後期兩個貨幣圈與亞洲國際經濟秩序─

以上海與孟買為中心的觀察（1936-1939） 
林滿紅 

陳慈玉 戰前中國東北的水泥貿易（1905-1945） 卓遵宏 



 

11月 25日（星期五）

8:30—9:00報到 

場次 

Session 

時間 

Time 

主持人 

Chairperson 

報告人  

Presenter 

論文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一 9:00－10:10 楊開煌 
張啟雄  

近代初期東方外交文書中所呈現的日韓名分秩序論

爭-- 從先問書契到江華條約的國際文書分析 
陳儀深 

胡禮忠  王霸之辨：中國傳統對外關係的行為取向辨析 楊開煌 

10:10－10:30茶敘 

二 10:30－12:20 車在福 

李啟彰 
近代東亞國際秩序確立的競爭－1871年中日修好條

規締結過程的考察 
鈴木多聞 

陳儀深 從兩屬到歸日：強權政治下的琉球歸屬問題 徐浤馨 

許文堂 台灣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越經貿關係 陳鴻瑜 

12:20－13:30午餐 

三 13:30－15:20 藍美華 

欒景河  
不同利益的訴求─戰後中蘇蒙三方關係與外蒙古從

中國分離出去（1945-1946） 
藍美華 

祁建民  圍繞蒙疆政權而展開的中日蘇蒙關係 藍美華 

陳維新  光緒時期中俄喀什噶爾界務交涉 陳旺城 

15:20－15:40茶敘 

四 15:40－16:50 黃自進 
陳永峰  吉田茂的中國認識 黃自進 

潘誠財  小泉政府邁向政治大國的外交政策：以聯合國為中心 鄭子真 

16:50－17:20 

石源華  

陳儀深  

欒景河  

綜合討論 

 

 



議事規則 
一、 會議通用語言：中文、英文。 

二、 各場主持人引言 5分鐘。 

三、 論文宣讀：報告人每位 15分鐘，13分鐘時按鈴一聲，15分鐘時按鈴兩聲結束；超

過 15分鐘時，每分鐘按鈴三次。 

四、 論文評論：評論人每篇 8分鐘，6分鐘時按鈴一聲，8分鐘時按鈴兩聲結束；超過 8

分鐘時，每分鐘按鈴三聲。 

五、 討論提問：每人以一次為限，每次 1分鐘，發言時請先報姓名、單位職銜。 

六、綜合答覆：每位報告人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