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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探索： 
2020-2021 年近代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蘇瑞鏘、何義麟∗∗ 

摘 要 

本文以 2020 年與 2021 年臺灣學界有關「近代臺灣政治史」的研究為中心，整

理這兩年間的主要成果，希望藉此釐清近年學界研究的趨勢，以及未來值得推展

的研究課題。本文除分別探討日治與戰後時期的政治史研究成果，並在這兩個階

段之間另立「跨時越境之研究成果」一節。日治時期議題包括帝國政策與臺灣社

會、地方制度與個別人物或事件，以及臺灣人的主體意識與行動。跨時越境議題

包括軍事史與臺籍日本兵問題、二二八事件研究及其外延、臺灣的涉外關係與法

律地位，以及從臺灣籍民到海外臺灣人。戰後議題則包括威權統治、政治案件與

轉型正義、民主人權，以及選舉活動。 

政治史是歷史學的核心領域，探索臺灣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成果尤其具有學

術與現實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百年來創造了兩個奇蹟，一個是達成所得

快速成長的經濟奇蹟，另一個就是建立民主體制的政治奇蹟；本文藉由百年的回

顧，已大致呈現臺灣如何達成民主化的政治奇蹟。展望未來，近代臺灣政治史仍

有許多議題值得深入探討，除日治與戰後的議題，還有許多議題跨越時代或延伸

到海外，可以個別深入研究，也可進行跨領域的比較分析，進而也可探討臺灣主

體意識如何確立等。只要用心發現問題並發掘史料，未來還有很多議題可以進一

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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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稿曾以〈近代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2020-2021）〉為題，宣讀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

「2020-2021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22 年 12 月 1 日），進一步修改後投稿本刊，

感謝研討會與談人陳翠蓮教授以及本刊匿名審查人的指正。 
∗∗ 蘇瑞鏘，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何義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來稿日期：2023年 2月 6日；通過刊登：2023年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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