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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 

  莊濠賓∗∗ 

摘 要 

本文係對 2018 年及 2019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首先由 2008 年始至 2017

年為止，梳理出十餘年來經濟史在各項子題的發展概述；其次則對 2018 年及 2019

年兩年間的經濟史研究進行其大要的回顧，最後則是對經濟史未來發展的看法。 
此兩年的研究之中，筆者將之略分為一、「國家、經濟政策與財政體制」，並分

為清代與日治、戰後初期與當代；二、「區域史」，分為北部、中部與南部；三、「產

業史」，分為農業、工業及商業、林業、電力及通訊；四、「飲食消費及遊憩」；五、

「環境與社會經濟變遷」，並試圖就其整體趨勢來加以歸納與討論。區域史與地方

產業史在資料取得的便利性與範圍較易控制，一直是研究大宗，而飲食、遊憩、環

境等議題也日益受到重視，經濟史逐漸與社會史、文化史等結合；而傳統的研究

課題，在新的史料陸續出現後也逐漸轉化或修正。 

由於我國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地方的文史建構將成為趨勢，加以地方政府持

續推動文史計畫或地方學的深耕，及各公營單位陸續開放早期難得一見的史料，

對於地方經濟史的研究有推波助瀾之效，在可預期的數年內，此類研究仍將維持

一定的數量。綜其來看，整體的研究走向雖仍有著前幾年回顧所指稱的隱憂，但

在方法論的持續精進與史料的出現，臺灣經濟史研究應是朝著正面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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