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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文學院日本研究學分學程課程大綱 

課程 

課程名稱 
日本語：台日關係 

英文： Taiwanese-Japanese Relations 

課程大綱 

課程簡介 雖然在台灣有從各種各樣的觀點來分析現代台灣政治史研究的成果，

但有關台灣與日本關係的研究不僅有限，也經常忽略了許多重要的觀

點。台灣與日本之間雖然沒有外交關係，卻始終維持著良好的關係，

有時也被稱為「特殊的關係」。可是大家卻不見得能夠完全理解台日關

係的複雜之處，台日關係實際上是由「日華」與「日台」兩者所構成

的雙重關係，台灣的民主化也對於這雙重關係造成很大的影響。 

課程目標 本課程將焦點放在台灣內部的政治過程與台日關係的互動，同時將

1945-1999年的台灣與台日關係分成數個時期，讓學生在學習、討論的

過程中，從台日關係的各種細節到整體的大局，都能夠達到徹底理解、

進行說明、討論的程度。 

作業要求 本課程重視出席與預習。沒有請假或無正當理由，請勿缺課。無故缺

課、點名不到者，每次扣課堂表現成績的 1/3分數，達三次者，課堂表

現成績以零分計算。 

指定／ 

參考書目 

*必讀文獻 

開課時介紹。 

 

*參考文獻 

陳思宇，《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略(1949-1953)：以

公營事業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2年。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1993年。 

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72-1992》，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1994年。 

國史館中華民國外交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外交志(初稿)》，台

北，國史館，2002年。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台北，

東大圖書，1999年。 

胡忠信，《傳動生命的水車：許水德‧胡忠信對談錄》，台北，天下遠見

出版，2002年。 

黃天才，《中日外交的人與事：黃天才東京採訪實錄》，台北，聯經出

版，1995年。 

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對日言論選集》，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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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黃自進訪問、簡佳慧紀錄，《林金莖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李登輝原著口述、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見證台灣：蔣經

國總統與我》，台北，允晨文化，2004年。 

廖鴻綺，《貿易與政治：台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台北，稻鄉

出版社，2005年。 

馬樹禮，《使日十二年》，台北，稻鄉出版社，1997年。 

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 

許水德口述、魏柔宜撰文，《全力以赴：許水德喜壽之年回憶錄》，台

北，商周出版，2008年。 

楊潔勉等著，《世界格局中的台灣問題：變化和挑戰》，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1年。 

臧士俊，《戰後日、中、台三角關係》，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 

張超英口述、陳柔晉執筆，《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時報文化出版，

2006年。 

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0年。 

張耀武，《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 

文獻集「世界與日本」‧日本與台灣關係資料集<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 

評分標準 1.課堂表現：包括出席、學習態度等，佔總成績 15%。 

2.考試：期中考試佔總成績 35%、期末考試佔總成績 50%。 

每週課程

進度 

 

第 1週 課程簡介 

第 2週 日華・日台的雙重關係的形成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序章、第一章(中文翻

譯未刊稿)。 

第 3週 日華邦交正常化的進行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二章(中文翻譯未刊

稿)。 

第 4週 日華關係再建構的推動與其結局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三章(中文翻譯未刊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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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週 日華關係斷交與 1972年體制的形成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四章(中文翻譯未刊

稿)。 

第 6週 斷交後日台關係的溝通管道 

必讀文獻：吳明上〈臺日交流的主軸：臺日國會外交的形成與發展〉，

何思慎、蔡增家《“七二年體制”下臺日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台北，遠

景基金會，2009 年，第三章。 

第 7週 日台經濟關係 

必讀文獻：蔡增家〈互惠性的夥伴關係：1972年後臺日經濟關係的發

展與轉變〉，何思慎、蔡增家《“七二年體制”下臺日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台北，遠景基金會，2009 年，第二章。 

第 8週 綜合討論 

第 9週 期中考試 

第 10週 日台關係的安定化與萌芽中的變化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五章(中文翻譯未刊

稿)。 

第 11週 後冷戰時代的日中台關係 

必讀文獻：松田康博著〈台灣問題的新開展〉，《站在歧路的日中關係：

與過去的對話、對未來的摸索》，東京，晃洋書房，2009 年，第九章(中

文翻譯未刊稿)。 

第 12週 日台企業合作 

必讀文獻：童振源、王國臣〈政治現實與經濟利益：東亞經濟整合下

的臺日企業合作關係〉，何思慎、蔡增家《“七二年體制”下臺日關係的

回顧與展望》，台北，遠景基金會，2009 年，第三章。 

第 13週 新日台關係的摸索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六章(中文翻譯未刊

稿)。 

第 14週 安全保障的雙重三角關係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七章(中文翻譯未刊

稿)。 

第 15週 東亞的結構變動與日台關係的重組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八章(中文翻譯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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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週 “兩岸和解”之下的日台關係 

必讀文獻：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終章(中文翻譯未刊稿)。 

松田康博〈馬英九政府時期的日台關係〉，未刊稿。 

第 17週 綜合討論 

第 18週 期末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