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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向的探索：戰後臺灣工作坊 

議程 

 

時  間：2022年 4 月 26日 (星期二) 

地  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一會議室+視訊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協辦單位：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全球化經濟研究中心 

 

2022年 4月 26日 (星期二) 

報到 08:30-08:50 

08:50-09:00 

開幕式 

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趙相科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暨全球化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林孝庭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暨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  

09:00-10:20 

主題演講 

反共救國軍的性質與問題——以檔案為中心討論 

主講人：林桶法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主持暨與談人：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茶敘 10:20-10:40 

論文發表：經濟、科技 

主持人：陳儀深 (國史館館長) 

與談人：趙相科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暨全球化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10:40-12:00 

美日紡織貿易協定對台灣產業發展之影響（1960-1970 年代） 

李為楨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特快車（American Express）： 

台灣戰後軌道運輸發展中的美國因素 

黃令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冷戰加工區首部曲： 

美國援助政策壓力、出口導向工業化與高雄加工出口區的設置（1955-1966） 

廖彥豪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午餐 12:00-13:00 

第一場座談：醫療、族群 

主持暨與談人： 潘光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3:00-14:00 戰後台灣同位素與核子醫學：以高天成為例 

王秀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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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南丁格爾：戰後台灣軍護的培訓、照護實作及其影響 

張淑卿 (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教授) 

國祚延續與政治轉型── 

20 世紀中後期殖民統治、民族主義和冷戰背景下的台灣政治芻議 

吳啟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休息 14:00-14:10 

第二場座談：政治、外交 

主持暨與談人：黃自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4:10-15:20 

人物的回歸：從新公開的日記與人事史料反思戰後臺灣史的新議題 

張世瑛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有關戰後台灣政治史研究的心得與想法 
任育德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副研究員) 

中華民國「體育外交」論析 

任天豪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脈絡化與去脈絡化：政治領導人研究的兩個層次 

蘇聖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茶敘 15:20-15:40 

論文發表：政治、思想 

主持暨與談人：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5:40-17:00 

一個被遺忘的身影：羅鴻詔與《自由中國》 

陳建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漢字簡體化在 1950 年代台灣的挫折：制度史的觀點 

徐兆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國府戰時領土訴求與臺灣地位──以「列強連環性」為中心的思考 

李君山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休息 17:00-17:10 

17:10-17:50 

綜合討論 

主持人： 

             潘光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引言人： 

趙相科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暨 

 全球化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劉曉鵬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王憲群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李翎帆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鄭仲棠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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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 

主題演講，主講人演講 60分鐘，主持人與談及討論 20分鐘。 

論文發表，發表人各 15分鐘，餘為評論人與談及討論時間。 

座談場次，發表人各 10分鐘，餘為主持人回應及討論時間。 

綜合討論，發表人各 3分鐘，餘為主持人回應及討論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