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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發展史》先期撰寫計畫結案報告 

陳芳明* 

一、 前言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年，政治大學推動《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邀

請國內各領域學者，以記事本末體的形式，說明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來的重大發展過

程，並建立中華民國的主體史觀。 

  中華民國建國以後，歷經外患與內亂，顛沛流離，最近六十年，中華民國在臺灣

蓬勃發展，在一個曾是日本殖民的土地上建立了屬於中華民國的經濟與政治奇蹟。「中

華民國在地化」的轉型過程，正是《中華民國發展史》的論述重心。 

  本計畫邀集中華民國學界，從近代中國學術的建立過程開始探討近代中國學術發

展變化的重要思想基礎，再分別從政治與法治、經濟發展、文學與藝術、社會發展與

文化與科技等六主軸，說明百年來的發展與建設，讓學者發聲，為臺灣定位，讓國人

看見未來，也讓世界看見臺灣。 

  本計畫2010年3月至5月為先期規劃期，2010年6月至2011年1月文稿撰寫期，2011

年2月至5月為稿件修改審查，6月至9月為校對編輯出版期，2011年10月初《中華民國

發展史》出版。 

二、 先期計畫之重要性 

  《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之籌備工作龐雜耗時，撰寫計畫之構思，從無到有，

從雛型到逐漸成形，多次的交換意見，凝聚共識除需徵詢聽取各學術領域學者的卓見，

更需整合協調國內各領域及各學術機構參與人選之代表性及全面性，亦須考量各領域

子題之完整性。凡此種種，均需藉由專家學者們的腦力激盪，以及一次次會議的意見

交換，方能臻於完善。因此，執行先期計畫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先期計畫的籌備工作，包括：借重諮詢委員們的專長，以確定各領域的召集人、

                                                      
  *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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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子題題目及其撰寫者。同時，徵集專兼任助理，以協助人文中心推動各項事務與

會議之舉行。召集人、子題撰寫者與專兼任助理均確定後，即可召開各領域及各領域

子題的撰寫會議，除確認《中華民國發展史》總體的寫作風格外，亦可幫助各子題撰

寫者處理撰寫時遭遇的困難，提供必要之協助，以利論文的完成。 

(一) 各組子題規劃撰寫團隊組成困難度高 

  由於《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係以整合全臺灣各領域優秀學者一起共同參與，

因此正式進行《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工作前，相關先期規劃籌備的工作至關重要。

包括：諮商延聘各領域召集人、確定各領域涵蓋的議題、諮商徵集各議題撰寫者、與

招募專兼任助理以協助中心辦公室執行相關業務，並提供召集人、撰寫者必要之協助

等等。透過先期計畫周延的執行，將使團隊人選的切合性及代表性定能較為落實，各

子題全面性亦能更為完善，對日後《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的完成將更具正面助益。 

(二) 時程之緊迫性 

  《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為慶祝建國百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並作為慶祝

中華民國生日的祝賀禮。《中華民國發展史》若以一般計畫方式3月提出申請，至6月核

定審查結果，7月方能開始籌組團隊，待10月團隊組成開始運作，以不到一年的時間需

完成撰稿、研討、審查、編輯、校對、出版等事宜，實難於期限內出版。且在短時間

之內，意欲整合大批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困難度極高。因此，若能先行執行先期計

畫，將所有事務進行細膩有效安排，必能成功整合大批專家學者，一起共襄盛舉，如

期撰寫出版質量俱佳之發展史。 

三、 執行方法 

  先期計畫對於《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的重要性已如上述，而為成功完成《中

華民國發展史》的撰寫，先期計畫的預期目標包括： 

(一) 徵集撰寫、工作團隊 

  先期計畫期間預計先行召開「諮詢委員會議」，以確定各領域召集人。其後，經由

諮詢委員、各領域召集人的討論，再確認各領域議題的撰寫者。另外，專兼任助理的

徵集亦必須在先期計畫執行初期完成，主要包括兩位專任助理，主要工作係協助中心

辦公室召開各式會議，並採買計畫所需的相關圖儀設備等。此外，亦需徵集六個領域

召集人的兼任助理，以協助領域召集人為主。在重要人員到齊後，方能儘速展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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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發展史》的撰寫計畫。 

(二) 各子題題目及撰寫主軸的確認 

  先期計畫的第2大目標，在於確定各領域召集人、各領域涵蓋之子題、以及各子題

撰寫者之後，進一步確認各子題的題目。若能早日確認撰寫議題，將能儘早邀請該議

題之優秀學者共同參與《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之進行。正式確認題目後，將另

行召開各領域召集人會議及各子題撰寫會議，目的在於協助各子題撰寫者瞭解《中華

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的核心主軸，並維持各子題之間的整合性及協調性。 

(三) 相關稿約、版權的擬定及簽署 

   先期計畫的第3大目標，在於除了整合相關專家學者、並加速推動撰寫計畫外，將

同時為未來的版權歸屬問題，或相關稿約文件等工作，預做準備。如此方能統一《中

華民國發展史》的撰寫體例、形式及風格，俾能呈現出能夠前後呼應、彼此聯結的《中

華民國發展史》。 

(四) 網路平台的建構 

   先期計畫的第4大目標，將儘速招募一位專門負責管理網站的人員，並在短時間之

內建構起一個網路平台，提供參與本計畫師生一個交換心得、意見的平台。 

(五) 圖儀及計畫所需相關設備 

  先期撰寫計畫執行的第5大目標，即儘速購得計畫所需的圖書、儀器或其他相關設

備，以提供撰寫者最佳的條件，讓他們能在無後顧之憂、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安心寫

作。 

四、 已完成的工作 

(一) 工作團隊 

  按照先期計畫的規劃，已完成《中華民國發展史》工作團隊之徵集，包括：二位

專任助理，協助處理《中華民國發展史》相關之庶務、經費核銷之工作；六位博士班

兼任助理，協助各組召集人與撰寫人之間的聯繫，以及總主持人與撰寫人之間的溝通、

協調工作；約一百五十名撰寫人助理，協助撰寫人於論文撰寫期間蒐集所需資料，並

協助召開撰寫人會議、大綱發表會與日後的論文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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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子題題目及撰寫主軸的確認 

  經過先期計畫的努力，六組子議題及撰寫人名單如下： 

1. 百年學術發展 

召集人 編號 子議題 撰寫人 

1 總論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暨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2 文學 陳昌明(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3 經籍文獻考證 林慶彰(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 

4 歷史學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5 哲學 沈清松(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6 考古學 臧振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7 人類學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士) 

8 宗教學 
李豐楙(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謝世維(政治大學宗教所助理教授) 

9 圖檔學 薛理桂(政治大學圖檔所教授) 

朱雲漢(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蕭高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10 政治學 

林碧炤(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11 經濟學 于宗先(中央研究院院士) 

12 社會學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13 法律學 王泰升(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14 心理學 黃光國(臺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朱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15 傳播學 

蘇蘅(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16 語言學 李壬癸(中央研究院院士) 

17 教育學 周愚文(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18 體育學 徐元民(立德大學休閒管理學系教授) 

錢致榕(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19 物理學 

劉源俊(東吳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20 化學 劉廣定(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21 數學 李國偉(中央研究院數學所研究員) 

22 天文學 孫維新(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王
汎
森
院
士 

23 生物學 蘇仲卿(臺灣大學農化系名譽教授) 



 - 5 - 

24 基礎醫學 
黃伯超(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名譽教授) 

25 臨床醫學 陳定信(中央研究院院士) 

26 地質地理氣象 羅清華(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2. 政治與法制 

召集人 編號 子議題 撰寫人 

1 總論 趙永茂(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2 國家結構 高永光(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主任) 

3 憲政發展 薛化元(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4 行政體制 顧慕晴(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5 國會體制 謝政諭(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6 司法體制 姜世明(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7 考試體制 詹中原(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8 監察體制 黃錦堂(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9 選舉 劉義周(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10 地方自治 呂育誠(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11 中央與地方關係 
江大樹(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

授) 

12 警政 孟維德(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系主任) 

13 國防 傅應川(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 

14 軍制 陳勁甫(元智大學社會政策暨科學系副教授)

15 外交 張力(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16 中華民國與世界體系 唐啟華(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17 非政府組織NGO 江明修(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 

18 僑務 陳鴻瑜(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 

胡
佛
院
士
、
趙
永
茂
院
長 

19 法治與改革 黃源盛(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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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權 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21 
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社
會立法角度) 

郭明政(政治大學法科所所長) 

3. 經濟發展 

召集人 編號 子議題 撰寫人 

1 總論 
周濟(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翠溶(中央研究院院士) 

2 1949年以前的經濟發展 施敏雄(全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 1949年以後的經濟發展 周濟(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希煌(前農委會主委) 
4 農業發展 

廖培安(世新大學經濟系) 

5 土地改革 殷章甫(前監察委員) 

6 產業變遷與變遷 王健全(中華經濟研究所) 

吳學良(臺灣大學國企系教授) 
7 國營(公營)事業發展 潘偉華(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專任副教

授) 

8 服務業發展 龔明鑫(臺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9 公共建設之演變 白仁德(政治大學地政系) 

10 運輸通信之演變 賈凱傑(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 

洪世章(清華大學科管所所長) 
11 科技發展 

李傳楷(清華大學科管所助理教授) 

12 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許嘉棟(金融研訓董事長) 
廖志峰(金融研訓院副研究員) 

13 金融體制之演變 楊雅惠(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4 租稅體制之演變 孫克難(臺北商業技術學院財稅系) 

15 財政收支之演變 陳菁瑤(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陳坤銘(政治大學國貿系) 
16 對外貿易發展 

鄭鴻章(政治大學國貿系) 

17 海外投資與外資 黃登興(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18 人力資源變遷 王怡修(世新大學經濟系) 

19 生活素質之演變 劉本傑(芝加哥大學) 

劉
翠
溶
院
士
、
周
濟
主
任 

20 環境保護之演變 劉翠溶(中央研究院院士) 

4. 社會發展 

召集人 編號 子議題 撰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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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論 章英華(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2 社會意識 林端(臺大社會系) 

3 婦女 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4 人口變遷 陳肇男(亞洲大學、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5 家族與家庭史 伊慶春(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6 跨區域遷徙 林季平(中言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7 族群 孫治本(交通大學人社院合聘副教授) 

8 原住民社會 高德義(東華大學民族學院助理教授) 

9 
教育擴張、升學與 
社會流動 

劉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0 企業組織與產業發展 陳介玄(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蔡瑞明(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11 職業變遷與社會流動 

葉秀珍(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12 
民間組織(會館、同鄉會

現代民間社團組織) 
張維安(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13 地方社會與社會發展 王振寰(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14 
勞動與勞資關係(勞資關

係、勞工權益與勞工運

動) 
王惠玲(政治大學勞工所) 

15 社會運動 邱榮舉(臺大國發所教授兼所長) 

16 區域發展與都市化 章英華(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17 醫療體制 張淑卿(長庚醫學院) 

18 公共衛生與健康 劉士永(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19 社會福利與社會救濟 古允文(臺大社工系教授) 

20 身體與社會 黃金麟(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21 消費與日常生活 李玉瑛(逢甲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22 休閒、競技運動與生活 蘇碩斌( 陽明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李
亦
園
院
士
、
章
英
華
主
任 

23 媒體與社會 彭云(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5. 文學與藝術 

召集人 編號 子議題 撰寫人 

1 總論 陳芳明(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2 評論 陳芳明(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3 散文 鍾怡雯(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 

4 詩 簡政珍(亞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5 小說 楊  翠(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6 性別 范銘如(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陳
芳
明
教
授
、
林
惺
嶽
教
授 7 原住民文學 浦忠成(考試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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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翻譯文學 賴慈芸(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助理教授) 

9 
戲劇 
(歌仔戲、崑曲、京劇等)

林鶴宜(臺大戲劇系教授) 

10 
舞臺劇 
(新劇、文明戲、相聲等)

陳芳英(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11 現代音樂 顏綠芬(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 

12 傳統音樂 沈冬(臺灣大學音樂所教授) 

13 原住民音樂 吳榮順(臺北藝術大學音樂所教授) 

14 
藝術史 
(繪畫) 

林惺嶽(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退休教授) 

15 
藝術史 
(水墨、書法等) 

吳超然(東海大學美術系) 

16 文物展示 朱惠良(故宮博物院展資處處長) 

17 
電影藝術 
(紀錄片、影像等) 

陳儒修(政大廣電系副教授) 

18 舞蹈 陳雅萍(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理論所助理教授) 

19 歌謠 陳郁秀(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 

20 攝像 郭力昕(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 

6. 文化發展 

召集人 編號 子議題 撰寫人 

1 總論(一) 呂芳上 

2 總論(二) 漢寶德 

3 出版事業 林載爵(聯經出版社發行人兼總編輯) 

4 平面媒體 習賢德(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副教授) 

5 廣電媒體 陳清河(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6 佛教 闞正宗(菩提長青雜誌社發行人) 

7 道教 李豐楙(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8 天主教 陳方中(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9 基督教 曾慶豹(中原大學宗教所教授) 

10 伊斯蘭教 林長寬(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教授) 

11 一貫道 鍾雲鶯(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2 民間信仰  張  珣(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 

13 民間教派 
王志宇(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 

14 中小學教育 吳文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漢
寶
德
榮
譽
館
長
、
呂
芳
上
教
授 

15 社會教育 
董秀蘭、鄧毓浩(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

領導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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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高等教育 呂芳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17 技職教育 馮丹白(明新科技大學校長) 

18 華語、語言政策 
曹逢甫(清華大學語言特聘教授兼所長)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 

19 生活文化 劉維公(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20 古蹟保存 
林會承(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

教授) 

21 文物維護 
林春美(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

究所副教授) 

22 博物館 
耿鳳英(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

究所副教授) 

23 圖書館、檔案館 王梅玲(政治大學圖檔所教授) 

24 設計 林磐聳(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兼副校長) 

25 建築 王俊雄(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26 工藝 翁徐得(大葉大學工業設計系教授兼主任) 

(三) 網路平台的建構 

  已建置「書寫你我小故事‧刻畫百年大歷史」網站，以公告相關訊息。同時，在

網站上也會進行「書寫故事」與「老照片分享」的活動，吸引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民國

一百年的關注。此外，另闢有「小遊戲」專區，讓民眾能以輕鬆活潑的方式，重新體

驗歷史人物波瀾壯闊的一生。 

(四) 圖儀及計畫所需相關設備 

  已按照先期計畫之安排，購買六台筆記型電腦、三台桌上型電腦、一台錄音筆，

作為撰寫人會議、召集人會議、大綱發表會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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