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綱要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中) 臺灣政治史專題

(英) SEMINAR ON TAIWANESE POLITICAL HISTORY 

課程編號 NtlDev5231 班次 學分數 2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授課教師 薛雲峰 修課人數 20

上課時間 週一，8、9 節 課程加選方式 2

上課地點 國發所 206 博士班核心能力 C

課程網頁 碩士班核心能力 C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一、教學目的 ：

讓選課學生對整個臺灣史做一全面性、結構性以及有系統的閱讀與討論，引導

學生對臺灣史能有深度的認識與理解，並提供多元史觀以探討台灣政治、社會

經濟與文化發展的脈絡。

二、教學目標 

1、 期使學生能以台灣為主體，重新反思台灣各族群的競合關係；其中來自漢

人政權的強勢掠奪與同化，當前的台灣政治與政策應如何反饋與反省。 

2、 期使學生掌握台灣史上各階段的政經發展脈絡，緊抓時代主軸與政經關係

之關連及其特色。

課程概述 一、課程宗旨 ：

1、培養對台灣研究感興趣的專門人才。 

2、教導學生對「台灣史」與「台灣政治」有一深度的認識和理解。 

3、培訓學生懂得如何創作一優質的論文。

二、課程內容 ：

1、 探討台灣史中的幾個重要發展階段之主要特色，特別是戰後臺灣政治。 

2、 協助研修同學，以臺灣政治為主軸，來探索整體臺灣的發展史中，在各個

階段的臺灣政治，其主要重點為何？具有什麼特色？對整個臺灣的發展有何

重要性和影響？並簡明扼要地予以討論、思考與反省。

3、培養學生理解史觀的結構性詮釋，培養研修同學在分析臺灣史中的各項政

治議題時，能增強其胸襟與宏觀視野，具歷史觀和國際觀，如此將有助於公

正、客觀而理性地批判臺灣史，進而能更清楚地剖析臺灣其他層面的問題。

關鍵字 史觀、台灣民主國、戒嚴、政黨輪替、台灣政治

課程要求 基本規定 ：

（一）實施學術論文寫作訓練：擬針對研修學生所提交之各種報告（包括口

頭報告之書面文件與學期報告），嚴格要求研修學生務必懂得學術論文規

格，其學術產品必須符合學術論文規格。 

（二）實施報告和評論訓練：擬由研修學生就某一主題選擇一適當的研究題



目，經本課程任課教師認可後，指導學生著手進行撰寫工作，每位學生的口

頭報告，必須事先準備好一份書面文件，即《研究報告計畫書》（主要重點包

括：1.題目 2.研究目的 3.問題陳述 4.文獻回顧 5.研究途徑、分析架構及研究方

法6.大綱 7.參考書目），作為期中研究報告。 

（三）本課程研修學生必須繳交《研究報告計畫書》（期中研究報告，此猶如

某建築設計企劃書、某專案活動企劃書）和《學期報告》（term paper，即期末

研究報告，此猶如某建物、某活動）各乙份。

注意事項 ：

（一） 關於口頭報告之書面文件，即《研究報告計畫書》（期中研究報 告）

1.範圍：報告人所選定之研究題目，應屬於本課程講授之範圍，且是經由任

課教師所認可者。 

2.口頭報告之書面文件，就是指在撰寫本課程之《學期報告》（期 末研究報

告）之前，宜事先草擬的《研究報告計畫書》，做為期中研究報告，而學生之

期中研究報告成績，則以口頭報告之表現及其書面文件（即《研究報告計畫

書》）為主要考量重點。 

3.一人口頭報告、兩人評論。 

（二）關於《學期報告》（即期末研究報告）

1.範圍：研究題目屬於本課程講授之範圍 

2.原則上《學期報告》（期末研究報告）是根據《研究報告計畫書》（期中研究

報告）所落實下來的學術產品，因而研究題目是一樣的，但有必要時亦可微

調。若要大幅度變更研究題目，應事先徵得任課教師之認可。 

3.字數：6000-12000字 

4.撰寫《研究報告計畫書》和《學期報告》，兩者皆必須符合學 術論文規格。

5.學術論文規格之自我要求，口頭報告與評論訓練之績效，皆須 在《學期報

告》中儘量表現。

Office Hours 星期一，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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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平時表現成績  30%  

係指上課出席、討論情況、作業

等。 

2

期中考成績  30%  

係指《研究報告計畫書》（期中

研究報告） 乙份和口頭報告之

表現。  

3 期末考成績  40%   係指《學期報告》（期末研究報



告）乙份。 

週 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主 主題：一、「臺灣政治史專題研究」課程簡介 二、如何寫好優質的「學期報告

告」。

教材： 1、 邱榮舉，2003，〈台大臺灣研究學程：「臺灣史專題研究」課 程說

明〉，台北：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2、 邱榮舉，2002，《學術論文寫作研

究》，台北：翰蘆圖書公司。 3、 邱榮舉，2003，〈如何寫好優質的「學期報

告」〉，台北：作者（講義）。

第 2 週 主題：第一講「臺灣人與臺灣政治史 」：一、何謂臺灣人 二、臺灣政治的幾個

發展階段 三、臺灣人與臺灣政治史。

教材： 1、張炎憲主編，1996，《歷史文化與臺灣》，臺灣研究研討會記錄 

（76-100回），台北：臺灣風物雜誌出版社。 2、許介鱗，1996，《戰後台灣史

記》，（三卷），台北：文英堂出版 社。 3、許介鱗，2001，《台灣史記》，

（卷四），台北：文英堂出版社。

第 3 週 主題：第二講「如何學習研究臺灣史」： 一、史觀的提出二、 研究題目/研究目

的 三、 文獻評論 四、 研究途徑/研究架構/研究方法 五、 史觀與結構。教材： 

1、邱榮舉，2002，《學術論文寫作研究》，台北：翰蘆圖書公司。 2、邱榮

舉，2003，〈如何妥善處理「文獻評論」〉，台北：作者（講義）。 3、邱榮

舉，2003，〈如何妥善處理研究途徑/研究架構/研究方法〉， 台北：作者（講

義）。 4、 賴建誠，2004，《布勞岱爾的史學分析》，台北：桂冠。5、Jean Piaget 

(1970). Structuralis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haninah Maschl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h1. 6、Blake,C. Fred(1981). Ethnic Group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 Hawai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第 4 週 主 主題：第三講「臺灣原住民與臺灣政治」： 一、臺灣原住民族 二、臺灣原住民

在臺灣發展史上的重要性 三、評臺灣原住民與臺灣政治。

街教材：1、曹永和，1979，《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中川

浩一、和歌森民男合著，1992，《霧社事件》，台灣研究叢 書 T-29，台北：武陵出

版公司。 3、李亦園，1982，《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灣研究叢刊， 台

北：聯經出版社。4、潘  英，1996，《臺灣平埔族史》，台北：南天。55、周學普

譯、Ludwig Riess著，1956，〈臺灣島史〉，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

經濟史三集》，頁 1-36。台北：臺灣銀行。6、周學普譯、Albrecht Wirth著，1957，

〈臺灣之歷史〉，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六集》，頁 1-84。台

北：臺灣銀行。

第 5 週 主 主題：第四講「荷西政權與臺灣政治」： 一、 何謂外來政權/何謂殖民統治 

（一）荷蘭在臺灣建立臺灣第一個政權 （二）西班牙在臺灣北部建立新政權 

二、 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在臺灣的殖民統治 三、 評荷西政權（兩個外來政權）

與臺灣政治。

教 教材：1、石守謙主編，2003，《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 台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曹永和，1979，《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

公司。 3、連雅堂，1984，《臺灣通史》，修訂校正版，上冊，台北：國立 編譯館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4、張炎憲主編，1996，《歷史文化與臺灣》，臺灣研究研討

會記錄 （76-100回），台北：臺灣風物雜誌出版社。

第 6 週 主題：第五講「鄭氏政權與臺灣政治」： 一、何謂漢人政權/何謂華人政權 二、

鄭氏政權統治變遷 （一）鄭氏政權在臺灣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 （二）鄭氏政

權統治臺灣時期的治台政策 （三）鄭氏政權統治時期的臺灣政治。

教材：1、曹永和，1979，《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張

炎憲主編，1996，《歷史文化與臺灣》，臺灣研究研討會記錄 （76-100回），

台北：臺灣風物雜誌出版社。 3、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上、下冊，

台北：蓬島文化 公司。4、石守謙主編，2003，《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

荷蘭與東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第 7 週 主題：第六講「大清帝國與臺灣政治」： 一、 何謂滿清政權 二、 大清帝國統治

臺灣 三、大清帝國對台的封山禁海政策 、臺灣現代化的萌芽：清末臺灣的洋

務運動

教材： 1、戴天昭、李明峻譯，1996，《臺灣國際政治史》，台灣文史叢書 44，

台北：前衛出版社。 2、許極燉，1996，《臺灣近代發展史》，台灣文史叢書

48，台北： 前衛出版社。 3、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上、下冊，台

北：蓬島文化 公司。4、朱德蘭，1988，〈清康熙年間臺灣長崎貿易與國內商品

流通關係〉，《東海大學歷史學報》9。5、薛化元，1999，《臺灣開發史》。台

北：三民。6、尹章義，1989，《臺灣開發史》。台北：聯經。

7、Shepherd, John Robert (1995).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Taipei : SMC Publishing.pp.105~134.

第 8 週 主 主題：第七講「清代漢移民的聚落形成與其經濟活動」：一、武力拓墾 二、平埔

地權的流失 三、原住民的漢化與清皇賜姓。

教材：1、Shepherd, John Robert (1995).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Taipei : SMC Publishing.pp.137~236 .2、柯志明，2000，《番頭

家》。台北：中央研究院。3、蔡淵洯，1985，〈合股經營與清代臺灣的土地開發〉，

《師大歷史學報》13。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4、吳學明，2000，《金廣福墾隘研

究》(上、下)。新竹：縣立文化中心。5、薛雲峰，2008，《快讀台灣客家》，台北：

南天書局。

第 9 週 主 主題：第八講「台灣史觀」的提出：一、分類械鬥與民變 二、朱一貴事件 三、木

林爽文事件 四、戴潮春事件 五、中國史觀V.S 台灣史觀：義民史觀、原民史觀、客

家史觀、福佬史觀。

教 教材：1、伊能嘉矩，1985，《臺灣文化志》(上卷)。南投：臺灣省文獻會。2、陳

陳其南，2006，〈社會分類意識與土著化〉，收於氏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

北：允晨。3、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刊(9) 。台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4、莊吉發，1999，《清代臺灣會黨史研究》。台北：南天。5、

許達然，1999，〈清朝臺灣民變探討〉，收於臺灣歷史學會編，《史學與國民意識



論文集》，頁 41-211。台北：稻鄉出版社。6、薛雲峰，〈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乙未戰爭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第 10 週 主題：主題：第九講「臺灣民主國與臺灣政治」： 一、 臺灣民主國究竟是屬於

什麼朝代 二、 臺灣民主國的始末 三、 評臺灣民主國在臺灣政治史上的重要

性、貢獻及影響。

教材：1、黃昭堂著，廖為智譯，1993，《臺灣民主國之研究》，台北：財團法

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2、吳密察，1981，〈1985 年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經

過〉，《國立臺灣 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八期，頁 83-108。 3、施家順，1995，

《臺灣民主國的自主與潰散》，2版，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4、薛雲峰，〈臺

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乙未戰爭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博士論文。台北：國立臺灣大學。

第 11 週 主題：第十講「大日本帝國與臺灣政治」： 一、 大日本帝國在臺灣的殖民統治 

二、 臺灣總督府 三、 日本的治台政策 四、 日治時期臺灣的政治參與 （一） 臺

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二） 臺灣文化協會 （三） 臺灣共產黨 （四） 臺灣民

眾黨 （五）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五、 重要政治事件 （一） 北埔事件 （二） 

西來庵事件 （三） 霧社事件 六、 評大日本帝國統治時期的臺灣政治。

教材： 1、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1987，《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再

版台北：帕米爾書店。 2、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1988，《臺灣政治

運動史》， 臺灣文化系列 001，台北：稻鄉出版社。 3、中川浩一、和歌森民合

著，1992，《霧社事件》，臺灣研究叢書 T－29，台北：武陵出版公司。4、周婉

窈，2003，《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第 12 週主 主題：第十一講「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臺灣政治」： 一、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二、 

韓戰爆發與中國國民黨的改造 三、 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臺灣政治 四、 民進黨執政

時期的臺灣政治。

 教材：1、彭懷恩，1997，《認識臺灣－臺灣政治變遷五十年》，中國政治 系列

26，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2、高立夫等（Palph Clouhg,etal.）著，劉壽琦等

譯，1986，《外國人看台灣政治》，風雲政治 2,台北：洞察出版社。 3、若林正丈

著，吳密察審訂，洪金珠、許佩賢譯，1997，《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東亞

國家與社會（1）台北：月旦出版社。4、蕭新煌等著，1986，《光復後臺灣農業政

策的演變 : 歷史與社會的分析》。台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5、田弘茂，1989，

《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臺北：時報。6、黃俊傑，1995，《戰後臺

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

第 13 週主 主題： 第十二講「二二八與白色恐佈」：一、二二八事件 二、 四六事件與臺灣

政治  三、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統治 四、四六事件在臺灣政治史的意義、重要性及

其影響 

教材：1、吳文星編，2001，《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四六事件」》，計畫主持人：

賴賴澤涵，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五～七0年代文獻專輯，南投：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 2、〈四六事件回顧〉，《自由時報》，1999,4,4。 3、陳翠

蓮，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 4、許介鱗，1996，《戰後臺灣史記》(第1冊)。台北：文英堂。5、邱榮舉、蔡

政文、張炎憲、戴寶村，2008。〈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研究（1949-1952）成果報

告〉，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第 14 週 主題：第十三講「台灣反對運動」： 一、從「中壢事件」事件談起 二、中壢事件

與臺灣政治參與 三、戰後臺灣的民主運動 四、中壢事件在臺灣政治史上的意

義、重要性及其影響。 

教材：1、艾琳達，1997，《激盪！臺灣反對運動總批判》，台北：前衛出版

社。 2、魏廷朝，1997，《臺灣人權報告書》，台北：文英堂出版社。3、彭懷

恩，1997，《認識臺灣－臺灣政治變遷五十年》，中國政治 系列 26，台北：風

雲論壇出版社。 

第 15 週 主題：第十四講「美麗島事件與臺灣政治」 一、何謂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 

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與人權宣言 三、美麗島雜誌社/美麗島政團 四、國民黨統

治：黨政軍警特合一/疾風集團 五、評美麗島事件。

教材：1、葉振輝編著，1999，《美麗島事件民間資料彙編》，高雄：高雄市文

獻委員會。 2、黃富三編著，2001，《美麗島事件》，計畫主持人：賴澤涵，臺 

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五～七0年代文獻專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 3、呂秀蓮，1997，《重審美麗島》，台北：前衛出版社。

第 16 週 主題：第十五講「80年代社會運動與威權解體」： 一、中國國民黨/台灣國民黨

二、臺灣的政黨政治 三、臺灣的社會運動 四、李登輝政權時期的臺灣政治 五、

評國民黨政權與臺灣政治。  

教材： 1、彭懷恩，1995，《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 出

版社。 2、管碧玲，1994，《民族主義與臺灣政黨政治》，台北：作者出版。3、蕭

新煌、張曉春、徐正光編，1986，《社會轉型：一九八五臺灣社會批判》，高雄

: 敦理。4、蕭新煌，1989，〈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剖析〉，收於蕭新煌等著《壟

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分析》，頁 9-32。台北：臺灣社會研究基金會。5、

蕭新煌，1988，《社會力─臺灣向前看》。台北：自立晚報社。

第 17 週主 主題：第十六講「民進黨政權與臺灣政治」： 一、臺灣的民主運動 二、論民主

進步黨 三、2000年臺灣總統大選/臺灣政黨輪替 四、陳水扁政權 五、評民進黨政權

與臺灣政治

教 教材： 1、艾琳達，1997，《激盪！臺灣反對運動總批判》，台北：前衛出 版

社。 2、若林正丈著，吳密察審訂，洪金珠、許佩賢譯，1997，《台灣： 分裂國家

與民主化》，東亞國家與社會（1）台北：月旦出版社。 3、陳芳明，1989，《在美

麗島的旗幟下：反對運動與民主運動》， 台北：前衛出版社。

第 18 週 主題：第十七講「臺灣政黨輪替與兩岸關係」： 一、、臺灣政治民主化 二、政黨

輪替 三、ECFA 四、服貿與太陽花學運。

教材：1、呂亞力，1988，《政治發展與民主》，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

若林正丈著，吳密察審訂，洪金珠、許佩賢譯，1997，《台灣：分裂國家與民



主化》，東亞國家與社會（1）台北：月旦出版社。3、張茂桂，2011，〈開放陸

客來臺觀光後的政治、社會反應〉，收於《中國效應在臺灣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中研院社會所。4、林宗宏、胡克威，2011，〈愛恨 ECFA─兩岸貿易與臺灣

的階級政治〉，收於《2011 臺灣─香港社會學與社會意向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中研院社會所。5、羅致政編，2010，《ECFA 大衝擊：臺灣的危機與挑戰

》。台北:新臺灣國策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