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大陸地區的臺灣史研究狀況 
 

王  鍵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秘書長 

 

 

一、中國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的發展概況 

中國大陸地區的臺灣史研究的兩個階段 

1949—1966年為第一階段；1976年至今為第二階段 

臺灣學界對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的關注 

 

二、中國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機構的概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臺灣歷史研究所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 

南京大學臺灣研究所；上海臺灣研究所 

民間研究機構—全國臺灣研究會 

 

三、中國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成果的概況 

連橫：《臺灣通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年（中華書局 1983年） 

李震明：《臺灣史》，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 

王芸生：《臺灣史話》，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 

劉大年、丁名楠、余繩武：《臺灣歷史概述》，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 

茅家琦：《臺灣 30年（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陳碧笙：《臺灣地方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黃福才：《臺灣商業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封漢章：《臺灣四十年紀實》，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陳孔立：《臺灣歷史綱要》，北京：九州出版社，1996年 

田玨：《臺灣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陳在正：《臺灣海疆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 

林仁川、黃福才：《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 

陳小沖：《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五十年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古繼堂：《簡明臺灣文學史》，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 

白少帆：《現代臺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 

林金水：《臺灣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 

陳支平：《民間文書與臺灣社會經濟史》，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 

 

四、中國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存在的問題與未來的發展趨勢 

研究方法論：臺灣歷史的特殊性——歷史發展道路的中斷性（荷據、日據） 

困境與改善：文獻資料的匱乏；日語專業人才的缺乏 

臺灣文獻史料出版工程——臺灣史研究的里程碑 

未來之趨勢：兩岸臺灣史學界交流的迫切性 

    兩岸臺灣史學界學術交流、互動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