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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三個臺灣史研究所合辦之「2011 年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

會」的回顧論文為基礎，試圖以政治史、經濟史、族群史（包括原住民史）、文學

史、宗教史、醫療衛生史六個主題為主，統整性地回顧 2011 年臺灣史研究成果，

並從其中對各時期、各類別研究成果進行討論。 

就各時代斷限的研究成果來說，通論性研究成果仍持續大幅減少，而日治與

戰後的研究數量則持續上升，但日治時期的研究中，以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居多，

臺灣學者在此時期研究的成果量下降。此外，早期與清代研究量雖有些微上升，

但學位論文未有增長。在研究類別方面，文化史成果最多，政治史、經濟史略有

成長，社會史則持續萎縮，研究類別的比例失衡情況不可忽視。 

近來，新史料陸續整理出版，固然對研究有所助益，日記、資料庫的使用當

然值得重視，但是閱讀其他史料並進行比對，則不容忽視。其中，出現部分研究

高度仰賴數位資料庫的檢索、無法或沒有翻閱紙本，導致引用史料的片段化，甚

至去脈絡化的理解，影響研究內容。而檔案使用的法規限制，對臺灣史研究可能

造成的影響，學界也有持續關注的必要。 

關鍵詞：臺灣史、政治史、經濟史、族群史、宗教史、醫療衛生史、文學史 

 

                                                 
 楊秀菁，世新大學舍我紀念館博士後研究員；薛化元，國立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來稿日期：2013 年 5 月 15 日；通過刊登：2013 年 6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