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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大學日本研究聯合論壇 

          

 

一、緣起 

1972 年臺日斷交之後，雙方在經貿、文化、教育之實質交流仍然相當密切，自 1960 年代起，臺

灣在大學的正式課程實施日語教育已屆五十年，目前全國各大學設立日本語文學系、應用日語系者高

達四十餘所。其中約有百分之三十的學校設有碩士班(十五所，含一所博士班)，同時有八所大學設有

日本研究中心，但蓬勃發展的日本語教育，與達到「培養知日人才」的理想目標仍有一段距離。因此，

各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未來該如何發展？探討現今台日實質交流所面臨的問題點，深入瞭解日本的深層

文化及其民族、國家，促進研究人才的整合，深化多領域的日本研究，作為提升國內產、官、學界與

日本關係的正確指標，進而培養下一代日本研究的優秀人才，以利台日雙方發展更高層次的關係，是

刻不容緩的課題。 

     

二、問題與思考 

    東亞地區現在面臨歷史性的轉換期，各國在歷史認識、領土問題方面的「區域認知（Area Identity）」

依然薄弱，導致互不信任，對立加深，這種因民族主義的衝突而產生對立（Escalation）致無法解決

的情況，是令人擔心的事實。我國在社會、文化、教育、經濟方面，雖日趨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但

與日本之間因無邦交，常常受制於中國大陸的反映，因此大家更需要關注東亞國際社會及中日之間政

治結構變動的事實，以了解東亞各國的多樣性社會所呈現的複雜問題。 

    就地理位置與條件而言，我國與日本同為島國，地震頻繁，災難救助、醫療、老人化、少子化問

題都呈現類同的現象，雙方航線、漁權的資源共享，在在皆需要談判的人才。透過政府及民間企業的

支援，若能落實日本研究的人才整合及培育，探討日本的深層文化及其民族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經驗的攝取與互補，必能提升台日之間實質的良好關係，進而對東亞的區域形成作出貢獻。 

   日本研究屬於「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範疇，現今東亞國際社會最具必要性的，即是區域

內各國之間互補性的研究，而我國的日本研究在其中更需要加以定位。透過本次論壇，希望思考（1）

臺灣日本研究的人才整合與發展方向；（2）東亞日本研究的國際合作；（3）日本研究的人才培育等未

來臺灣日本研究的策略，同時建立與世界各國日本研究機構的橫向聯繫、交換資訊，並構築人文及社

會科學的對話機制。 

 

三、策略、轉機與目的 

    二十世紀，冷戰結束及全球化帶給國際社會嶄新的變化，導致傳統的「區域研究」面臨重大的挑

戰，尤其是高度資訊化的社會，知識、資訊急速大眾化，「區域研究」的專業性受到新的挑戰。而臺

灣的日本研究一直停留在教育體制與現實社會的人才運用脫節的狀態。亦即國內日本研究發展的相互

認知，呈現「語言學習化」的現象，而且日益顯著。有鑑於此，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建構國內的日本研

究機制，建立往下紮根的整合體制，以呈現複合、多元的良性發展，培育未來國內的日本研究人才，

並展開新的學際合作、國際共同研究的新趨勢，進而思考「專家」與「知識份子」所扮演的功能及其

意義。如何將綜合的、多元的日本研究知識經驗提供大家分享，尋求理解，進而謀求解決之道，是舉

辦論壇之主要目的，透過「專家」與「知識份子」集思廣益，將問題檢討與改進，化危機為轉機，是

今後國內發展日本研究必須推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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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大學 2015日本研究聯合論壇 

議程(草案) 
主辦單位：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 

承辦單位：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各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2015.3.10  update 

2015 年 3月 21日（星期六） 地點：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以下敬稱略 

時程 
時間

(分) 
內容 

08:30–08:50 20 報到 

08:50–09:10 20 

開幕式 

主持人：蘇顯揚(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中心主任) 

致歡迎詞： 林永樂部長、李嘉進會長、江丙坤先生、沼田幹夫代表 

09:10–09:20 10 紀念合影  

09:20–10:00 40 

專題演講(一) 

引言人：李嘉進（亞東關係協會會長） 

主講人：江丙坤（前經濟部長、總統府資政） 

講題：台日經濟合作關係（原題：台日の経済協力関係） 

10:00–10:05 5 Break time 

10:05–10:45 40 

專題演講(二) 

引言人：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主講人：辻中豊(日本政治學會理事長) 

講題：由公民社會之國際比較探討台灣・日本・中國的未來 

     (原題：市民社会の国際比較からみる台湾・日本・中国の将来) 

10:45–10:50 5 Break time 

10:50–11:30 40 

專題演講(三) 

引言人：辻本雅史(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主講人：隈研吾(東京大學工學研究科教授) 

講題：場所的力量(原題：場所の力) 

11:30–11:40 10 Coffee break 

11:40–12:10 30 

論文發表(一) 文化領域 

發表人：徐興慶(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與評論人：于乃明(政治大學日文系教授兼教務長) 

講題：台日「異文化」的相互理解與日本研究的再發展 

12:10–12:15 5 Break time 

12:15–12:45 30 

論文發表(二) 國際關係 

發表人：張啟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主持與評論人：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 

講題：安倍政權對中國的外交政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6%B0%B8%E6%A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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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峰等為中南部各校與會代表。 

12:45–13:40 55 午膳 

13:40–14:10 30 

論文發表(三) 經濟領域 

發表人：蘇顯揚(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中心主任)  

主持與評論人：張四明(台北大學教授兼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講題：安倍經濟學的課題與展望 

14:10–14:20 10 Coffee break 

14:20–16:10 110 

論壇(一)：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人才を如何に結集できるのか 

主持人：于乃明(政治大學日文系教授) 

代表發言人： 

(1)政治‧國際關係領域：張啟雄(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2)經濟領域：任耀庭(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 

(3)歷史文化領域：劉長輝 (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與談人：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黎立仁(台中科技大學日本

研究中心主任)、郭育仁(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長)、林泉忠(中研院

近史所副研究員)、蘇顯揚(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中心主任)、甘懷真(臺大

歷史系教授)、張瑞雄(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教授)、張四明(台北大學教授兼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楊鈞池(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16:10–16:20 10 Break Time 

16:20–18:10 110 

論壇(二)：日本研究をめぐる若手研究者の育成について 

          —日本語文教育から日本研究へ— 

主持人：賴振南(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代表發言人： 

(1)語學領域：賴錦雀(東吳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2)文學領域：陳明姿(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3)文化‧翻譯領域：楊承淑(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所長) 

 

與談人：范淑文(臺灣大學日文系主任)、徐翔生(政治大學日文系主任)、

馬耀輝(淡江大學日文系主任)、葉淑華(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外語學院院

長)、林立萍(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兼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曾秋桂(淡江

大學日文系教授)、彭春陽(淡江大學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簡曉

花(中華大學應日系主任)、黃淑燕(東海大學日文系主任)、陳淑娟(東吳大

學日文系教授)、林淑丹(文藻外語大學日文系主任)、張月環(屏東大學應

日系主任)、蕭玉燕(南榮科大應日系主任) 

18:10–18:20 10 
閉幕式 

徐興慶(臺灣大學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