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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办，大连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合办的“台湾殖民地史”学
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20—25日在风景如画的海滨名城大连召开。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的近80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就台湾殖民地史的方方
面面进行深入研讨。 

    8月21日上午8时30分，研讨会在大连中南路泰达美爵酒店会议室正式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鹏，大连市政府秘书长柳振万，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孙玉华，中国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
梁国扬分别致词。 

    会议共提交论文约60余篇，内容涉及日据时期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社会、文化、台湾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这次会议是海
峡两岸及日本学术界关于台湾殖民地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反映了学者们在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论文有： 

——戚嘉林：《日据殖民在台湾近代化建设的本质及其影响》 

——若林正丈：《矢内原忠雄与殖民地台湾人》 

——关捷：《日本对台湾、大连的统治与人民反抗斗争之比较》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 

——许毓良：《日据时期的清代台湾史研究回顾——以台湾帝大文政学部研究年报与光 

       复初期台湾岛内发行杂志为例》 

——卓遵宏、徐一智：《从台湾神社与宗教管窥日据时代台湾佛教》 

——松金公正：《殖民地时期真宗大谷派在台湾布教的演变》 

——褚静涛：《陈仪对日据下台湾的考察及研究》 

——陈文添：《日据时期的兰屿》 

——李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书及其台湾史料建设概述》 

——张围东：《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藏台湾资料探析》 

——王学新：《日据时期台湾的漏籍问题》 

——阿部由理香：《战后初期在日台湾人的法律地位（1945—1947）：以GHO对在日台湾人的政策为中心》 

——赵铁锁、韩剑锋：《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政策》 

——赖正维：《日据台湾时期的“经略对岸”》 

——陈慈玉、萧明礼：《1930年代台湾对华南的水泥输出贸易》 

——王键：《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对外贸易之初探》 

——阿部贤介：《二次大战前后的台湾人》 

——傅琪贻：《第一回高砂义勇队出发前夕的台湾：1940年日军南进的系谱》 

——李功勤：《从参拜靖国神社风波谈台湾在后殖民时代的主体性迷思》 

——陈建樾：《“族”与“国”：李春生与清末民初的台湾》 



——王铁军：《台湾总督府文官制度研究》 

——高淑媛：《日本统治末期台湾工业技术人才养成：台南与台北的交会》 

——周翔鹤：《日据初期台湾企业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 

——洪绍洋：《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机械与造船业的发展》 

——林兰芳：《科技与社会——以台湾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为例》 

——郑政诚：《准军人的养成——日治时期台湾中等学校的军事训练》 

——杨彦杰：《日据时期对荷据台湾史的研究》 

——蓝博洲：《台湾共产党人张志忠》 

——杜继东《台共风云——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二》 

——大友昌子：《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社会事业政策研究》 

——刘佳：《角色扮演与榜样塑造：台湾列女群体的地域差异》 

——胡澎：《试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妇女的“皇民化”塑造》 

——张羽：《日据时期台湾医师的疾病医疗书写研究》 

——许雪姬：《在中国东北的台湾人，1908—1945》 

——羽根次郎：《从恒春半岛的视角寻找台湾殖民地化的思想渊源》 

——潘新洋：《简述台湾革命同盟会》 

——黄富三：《台湾总督府樟脑专卖政策与雾峰林家》 

——张耀武：《台湾问题在日本近代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李理：《日据台湾时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原因再探析》 

——钟淑敏：《试论后藤新平与伊泽多喜男：从专卖局与鸦片事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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