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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國科會 96 年度傑出研究獎 

本院 4 人獲獎 

國科會 96 年度傑出研究獎業經審定，本院得獎者計有

生命科學組 3 人、人文社會科學組 1 人，獲獎名單如下：  

生命科學組：李鴻研究員（分生所）、薛一蘋副研究員

（分生所）、陳宏文副研究員（生化所） 

人文社會科學組：葉光輝副研究員（民族所） 

3 月份王世杰院長講座 

「從遺傳學看人類演化」 

主講人：李文雄院士（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主持人：劉翠溶副院長 

時  間：97 年 3 月 8 日（週六） 

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報名方式： 

1. 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請按

步驟進入網頁點選「確認」即可。 

2. 首次參加，請至 http://www.sinica.edu.tw/sc.html 報名。 

3. 參加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2 小時。 

請於 3 月 6 日前報名。洽詢專線：(02)2789-9872 本院總

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 

學術活動  
人口老化議題研討會 

時    間：97 年 3 月 8 日（週六） 

地    點：本院經濟所 B 棟 1 樓慕寰廳 

主辦單位：本院經濟研究所、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參考網址：http://www.econ.sinica.edu.tw/ 

 
TIGP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主 講 人：曾志朗院士 

講  題：Excellence with a 

Soul—Universality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tegrity 

主 持 人：劉兆漢副院長 

時  間：97 年 3 月 5 日（週三）

上午 10 時起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 

參考網址：http://tigp.sinica.edu.tw/dls/news-dls.html 

印象‧ 水沙連 

創作舞劇 

時 間：97 年 3 月 7 日（週五） 

晚上 7 時（6 時 30 分入場）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1 樓大禮堂 

（免費觀賞，無需索票） 

演 出：青年高中舞蹈科、臺灣青年舞團 

簡 介：本次演出係以水沙連為主題的舞蹈與音樂作

品，描寫日月潭美麗的山水、豐富的生態及原住民邵族

浪漫的傳說。分傳說、人文、山水和邵族四個主題：「日

月潭魚姬」、邵族原鄉的「逐鹿傳奇」、歌詠日月潭的「朝

霧的清晨」和「水沙連的日月」，都是為日月潭量身訂

做，全新的編舞、音樂創作、舞衣服裝道具，企圖以舞

蹈和音樂呈現屬於臺灣真善美。 

參考網址：www.sinica.edu.tw 

http://www.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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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 11 次研討會（第二階段） 
時  間：97 年 3 月 28 至 29 日（週五至週六） 

地  點：本院人文館 3 樓第 1 會議廳（會場一）、第 2 會議廳（會場二） 

議程（暫訂） 

3/28（週五） 

 會 場 一 會 場 二 

 家 庭 勞動市場 

時  間 發表人 發表主題 發表人 發表主題 

09:30-10:30 
楊靜利 

陳寬政 
家庭結構 

劉 正 

陳建州 
臺灣的產業轉型與勞工流動 

10:45-11:45 林如萍 代間關係 蔡明璋 成功的條件—臺灣民眾的想法 

13:15-14:15 陳玉華 擇偶與結婚 
張晉芬 

杜素豪 
性別薪資差異的變化與解釋 

14:15-15:15 
伊慶春 

簡文吟 
夫妻決策與分工 徐  美 臺灣不同族群薪資差異的世代變遷 

15:30-16:30 葉光輝 家庭價值觀 
林季平 

劉千嘉 
臺灣原住民勞工流動及社會流動 

16:30-17:30 
吳嘉苓 

蘇國賢 
性別角色態度 

葉秀珍 

王德睦 
臺灣非典型就業的趨勢分析 

3/29（週六） 

時  間 政 治 勞動市場 

09:30-10:30 
吳乃德 

徐永明 
國家認同與分歧的變遷 蔡瑞明 職業和教育的不相稱（暫定） 

 政 治 大眾傳播 

10:45-11:45 黃秀端 政治容忍、功效意識（或疏離）的變遷 王嵩音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media use 

13:15-14:15 吳重禮 政黨與政黨認同的變遷 羅文輝 Media use and media credibility 

14:15-15:15 張佑宗 民主與權力價值的變遷 陳憶寧 
Media use and national identity or 

political attitudes 

15:30-16:30 陳陸輝 政治信任與支持的變遷 蘇 蘅 Cohort trends in media use 

16:30-17:30 
張茂桂 

徐火炎 

民主與爭鳴：臺灣民主化的大眾政治變
遷本質（成書的導言與結論部份） 

未定 

有意參加者，請於 3 月 14 日前填妥報名表後寄到電子郵件信箱：chiung@gate.sinica.edu.tw 

聯絡電話：(02)2652-5126 張瓊文小姐 

參考網址：http://www.ios.sinica.edu.tw/ios/index.php 

主辦單位：本院社會學研究所／贊助：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公布欄  

「臺灣社會變遷全記錄」網站介紹 
由國內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所共同撰寫之「臺灣社會變遷全記錄」已可經由本院社會所的網頁進行連結。這項紀

錄針對臺灣的社會福利、人口與家庭、教育與勞動、經濟與社會、社會問題、政治參與與認同、社會心理、宗教以

及媒體的變遷提出圖表及簡單的文字說明，使學界同仁及一般大眾能快速掌握臺灣社會各層面的發展動態。參與撰

寫的學者也將會不定時更新網頁上的資料。此項全紀錄的編輯工作是由本院社會所瞿海源及李宗榮兩位教授負責。 

「臺灣社會變遷全紀錄」網站：http://www.ios.sinica.edu.tw/ios/index.php?msgNo=20080131-1 

人社中心（調研） 

一、執行「訪問失敗的訪員效應：面訪與電訪的比較(Ⅰ)」電訪調查 

調研中心將於民國 97 年 3 月 3 日至 3 月 12 日，針對臺灣及澎湖地區 18 歲以上之一般民眾，進行「訪問失敗的訪

員效應：面訪與電訪的比較(Ⅰ)」調查。本次調查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 

洽詢電話：(02)2788-4188 轉 302 張小姐 

mailto:chiung@gate.sinica.edu.tw
http://www.ios.sinica.edu.tw/ios/index.php
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
http://www.ios.sinica.edu.tw/ios/index.php?msgNo=2008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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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行單位 
資料簡介 

臺灣高等教育系統之建

置與運用 

 

釋出資料為： 

93學年度大專院校專任

教師調查問卷、94 學年

度大一新生調查問卷  

彭森明／ 

國立清華大學 

本計畫為期三年，旨在建立完整和全面性的臺灣高等教育資訊系統，為求

資料的完整性，本資料庫將涵括各大學校院特質與狀況、經費、校園環境

設備、課程、校園文化、教職員素質、各科系在校學生素質和學習行為表

現、各學門畢業生及畢業後的發展等。這些豐富的資料以及分析所得之教

育指標、研究報告和統計數字等，不僅有助政府作決策、各校院自我評鑑

和自我改進、學生學習成長和發展，更可以提升高等教育研究品質。這對

提升高等教育研究與教學以及促進高等教育卓越，將有極大的助益。 

* 資料簡介節選自研究報告書中之摘要。 

開放項目包括：問卷、資料檔、過錄編碼簿、次數分配表、研究報告書、欄位定義程式，若欲更進一步瞭解釋出資

料的相關訊息或申請辦法，請洽邱亦秀小姐。電話：2788-4188 轉 209  E-mail：srda@gate.sinica.edu.tw  

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素描班聯展 

展  期：97 年 3 月 10 日至 24 日 

茶  會：97 年 3 月 15 日（週六）下午 2 時 

地  點：本院生命科學圖書館美學空間 

指導老師：郭實渝 

展出同仁：郭實渝、馬堪津、賴淑麗、闕紋、林明慧、王惟芬、陳美滿、蔡淑萍、 

          吳梅東、張子鈴、白沛芳、.張哲維、李寶華、詹佳容、詹佳倢、江亭儀 

知識天地  

以臺灣觀點審視東亞殖民地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陳姃湲助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 

隨著近年民主化與本土化逐漸落實於臺灣社會的趨勢，在人文科學的各項學門之中，「臺灣」這一研究課題的

發展也日新月異，例如各大學陸續增設以臺灣為專門領域的歷史或文學系所，吸引著年輕新血共同加入臺灣研究的

行列。不僅臺灣本地如此，放眼國際學術舞台，在近年風靡各國的「東亞論述」之下，可以見到許多臺灣的研究者

與研究單位，紛紛以「臺灣」為研究主題或領域參與部分跨國學術合作計劃，以期臺灣能在國際學術界獲致適當的

地位。作為本土化趨勢在學術界最大受惠者的臺灣史研究，在這樣的潮流中自不例外，甚至可說體現出上述臺灣人

文學界的動向，在日治時代的臺灣史研究領域尤其如此。 

雖然現今的社會動向提供了東亞地區研究一個理想的環境，但是歷史學研究仍然必須建立於過去的歷史事實及

其史料之上。換言之，臺灣正在尋覓國際社會中自身地位的時代需求，正與日治時期所具備的研究條件若合符節─

─ 儘管在日本帝國版圖中臺灣難免陷入被動的角色與地位，但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一方面確實在東亞地域曾經擁有

一己的地位與關係網絡；另一方面，透過日本統治者所留下的龐大文獻資料，仍可期待再現日治時期臺灣的原貌。

在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時代趨勢之下，許多日治時期臺灣的研究者，其關切焦點之所以從殖民母國日本逐漸擴大至同

時期的朝鮮與滿洲國，或許由上述可見一斑。 

然而，若是觀察其他東亞國家的日治時代史研究，尤其是在日本學界，不難察知類似於臺灣學界一般稱之為「殖

民地史」的研究手法，早在 1990 年代起已經逐漸受到注目─ ─ 亦即橫向觀察臺灣、朝鮮、滿洲等殖民地或佔領地

以及日本內地，藉此力求掌握日本帝國版圖之整體結構關聯性的「帝國史」研究。除了知名的經濟史家中村哲及山

本有造等人，曾針對東亞舊殖民地進行過比較研究之外，近年來駒込武、山室信一等人，還進一步針對「帝國史」

予以概念化，並積極運用於思想史或文化史等範疇裡，視整體東亞殖民地版圖為討論範圍，嘗試釐清其思想結構或

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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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的關聯性。 

既然類似的研究方法在其他國家的學術界中已有可觀成果，那麼，臺灣學界在近幾年來才逐漸成形的「日本殖

民地史」研究潮流，對於以往的「日本帝國史」研究能否突破或克服其既有的限制？或者提供不同的觀點？ 

駒込武曾於 1999 年，也就是「帝國史」研究方法正受到日本學界矚目之時，指出此一研究方法對於殖民地史

研究可能有如下四點啟發：第一，使得研究者脫離過去以殖民母國日本與各殖民地兩者關係為中心的歷史觀點，如

日韓關係或臺日關係，轉而透過整體日本帝國版圖的視野，得以分析帝國內部的結構性；第二，藉由脫離前述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模式，除了母國對殖民地的影響力之外，可以進而審視殖民地對母國是否也發揮了影響力；第

三，過去帝國主義史的比較研究成果集中在經濟史範疇，新的「帝國史」研究視野則更著重政治史與文化史；第四，

由此可知「日本史」、「日本人」、「日本文化」等概念範疇並非不言可喻的，而有機會進一步深思其形成與變化的歷

史過程。 

距離上述駒込武的發言將近十年的現在，「帝國史」的觀點與方法除了在個別的研究作品上呈現出可觀成果之

外，也在某種程度上帶來殖民地研究界整體的變化。例如以日治朝鮮或日治臺灣等各殖民地為範圍的研究者之間的

互動，已不再引人側目，更紛紛成立由日本史研究者、臺灣史研究者、朝鮮史研究者、中國史研究者（主要以滿洲

國史為研究主題）所組合的共同研究計劃，上述的第一點可說落實於學界之中。另外，正如松田利彥在 2007 年所

指出：「帝國史研究大體著重於思想史或文化史等歷史的「軟體」層面，更甚於政治史等「硬體」層面。」帝國史

研究的中心也確實轉向至思想史與文化史。不僅如此，得力於小熊英二等人在日本史方面的助力，由殖民地重新審

視日本認同意識或文化的複雜性，也在學界中普遍獲得肯定。甚至這十年來帝國史研究的興盛，或多或少影響臺灣

與韓國學界認知到「殖民地史」研究的必要性，無法忽視帝國史研究的思考框架，可說由日本學界推動的「帝國史

研究」，對於東亞各國的近代史研究確見其有效性。 

當然，正如松田利彥等人所指出的研究範圍之偏重，對於過往十年來的日本帝國史研究，日本學界內部不斷有

反省與批判的聲音，使研究者得以調整思考框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站在臺灣觀點來重新審視，除了該彌補或

補充的層面之外，尚能發現「帝國史研究」所忽視的嚴重盲點所在。此一臺灣觀點所能給予日本「帝國史研究」的

調整及啟發，或許是臺灣學界「日本殖民地史」研究未來應該重視的方向。 

首先，從臺灣的立場審視，不難察覺現今的｢日本帝國史」研究，尤其是研究目的脫離單純的比較史，試圖尋

求各殖民地之間具體歷史脈絡的「帝國史」研究，大部分是原來專攻｢日本史」或｢滿洲史」的研究者，各自將研究

範圍擴大到「朝鮮史」或「滿洲史」，以此方式來進行的。換言之，除了極少數以單純比較方法進行的研究之外，

在「帝國史」研究潮流之中似乎只有臺灣史的領域正在淡出。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現象的起因不盡然是現在的研究

情況所致，例如研究者的視野片面或研究網絡不完善等。在某種程度上此一研究偏重意味著，對於日本史或滿洲史

研究者而言，尋找與臺灣之間的歷史關聯性較為困難。我們不可否認在此一偏重現象的背後，尚有某種歷史事實的

線索可循─ ─ 亦即臺灣在日本帝國版圖中，與上述各地之間較為疏離的關係。重要的是，臺灣觀點的參與，研究者

才能察覺日本帝國版圖如此的樣貌。 

不僅如此，我們也應當注意「帝國史研究」原本就產生自日本史研究界之中。正如駒込武所指出，「帝國史框

架」在日本史領域中不易避免其所隱藏的陷阱，亦即「臺灣史與朝鮮史容易淪為為了日本人、屬於日本人、由日本

人而來的歷史研究」。雖然「帝國史研究」本身是反省過往以日本為中心的殖民地史研究，意欲將日本相對化的思

考工具，然而達到此一目的必要條件，則是臺灣史或朝鮮史研究者的積極參與。如果思索日本帝國版圖中的各殖民

地，儘管某些部分原本有交流或重疊，或受日本殖民統治所統合，但各地在本質上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脈絡與社會結

構。如此一來，只以曾接受殖民帝國日本統治為交集，嘗試結合朝鮮、臺灣、滿洲等地的歷史，恐怕會導致將日本

視為歷史書寫中心的態度。 

缺乏臺灣史或朝鮮史研究者的參與，｢帝國史」不僅無法保證對過去帝國主義史觀的超越，反而隱藏著該史觀

再現的可能性。換言之，近年臺灣學界逐漸興起的「殖民地史研究」，不僅並非日本學界潮流的複製或追步，反而

基於既有歷史研究的深刻反省之上，將能提供「帝國史研究」進一步補充、彌補甚至調整的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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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知識天地文章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常用連結」之「週報〈知識天地〉」項下瀏覽。※  

學術演講  
日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 持 人 

數   理   科   學   組 

2/29(五) 

10:30 
數學所 

演講廳 

Prof. Mei-Chi Shaw  

(Univ. of Notre Dame, 

USA) 

Boundary Regularity for on  

Pseudoconvex Domains in  

Complex Manifolds  

(Methods of PDE in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 

 

14:00 
臺大凝態科學與 

物理學館 716 室 

Dr. Sujan Sengupta  

(Indian Inst. of 

Astrophysics, Indian) 

Polarization—A Potential Tool to 

Probe Brown Dwarfs and 

Exoplanets 

蔣龍毅博士 

3/3(一) 14:00 
人文館南棟 

1101 演講室 

Prof. Tamar Seideman 

(Northwestern Univ., USA) 

New Directions in Laser 

Alignment:From High Harmonic 

Generation 

關肇正博士 

3/4(二) 10:30 
資訊所 

106 演講廳 

Adjunct Prof. Harold Boley  

(Univ. of New Brunswick, 

Canada) 

Functional-Logic Specification for 

the Semantic Web  
廖純中博士 

3/5(三) 14:00 
環變中心演講廳 

(人文館南棟 11 樓) 

Prof. Wei-Chyung Wang  

(Univ. of New York at  

Albany, USA) 

A Global Model Study of  

Climate—Chemistry Interaction 

Associated with Tropospheric 

Ozone and Sulfate Aerosols  

  

3/6(四) 

14:00 
地球所 

3 樓演講廳 

陳建志副教授 

(中央大學) 
集集地震之前兆現象回顧 許雅儒博士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程章林博士 

(工業技術研究院) 
顯示科技與產業發展趨勢 陶雨台博士 

3/7(五) 10:30 數學所演講廳 
Prof. Mei-Chi Shaw 

(Univ. of Notre Dame, USA) 

The Tangential Cauchy-Riemann 

Complex (Methods of PDE in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 

 

生   命   科   學   組 

2/29(五)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Prof. Hueng-Sik Choi 

(韓國 Chonnam 國立大學)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Orphan 

Nuclear Receptor Small Heterodimer 

Partner 

鍾邦柱博士 

http://www.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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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 持 人 

生   命   科   學   組 

2/29(五) 12:00 
植微所 

106 會議室 

陳俊杰先生 

(國際研究生分子與生物 

農業科學學程學生) 

 

 

 

 

Mr. Bhaskara G.C.  

(國際研究生分子與生物 

農業科學學程學生) 

 

Dr. Andrew O. Jackson 

Department of Plant and Microbial 

B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Topic: Structure, Replication and 

Molecular Genetics of a Plant 

Nucleorhabdovirus 

Dr. James L. Van Etten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USA 

Topic: Unusual Lifestyle of Giant 

Algal Viruses 

羅椀升博士 

3/3(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C 演講廳 

Dr. Olivier Manzoni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serm) Physiopathology  

of Synaptic Plasticity  

Magendie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s, France) 

Surface Dynamics and Role in  

Cortical Network Activity of  

Cannabinoid Receptors 

陳儀莊博士 

14: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Prof. Pascale Chavis 

(法國 INSERM) 

Role of Reelin in the Plasticity of 

Postnatal Hippocampus 
簡正鼎博士 

3/4(二) 10: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陳俊宏博士後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MicroRNAs, RNAi and a Maternal 

Selfish Gene Driver 
楊性芳博士 

3/7(五) 12:00 
植微所 

106 會議室 

李靜玲女士 

(國際研究生分子與生物農業
科學學程學生) 

 

 

 

 

Nagaraj Kumar 

(國際研究生分子與生物農業
科學學程學生) 

 

Dr. Jeanmarie Verchot-Lubicz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and 

Plant Pathology,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USA 

Topic: How Viruses Rely on the 

Endomembrane Network for 

Plasmodesmata Trafficking 

Dr. Thomas Boller 

Institute of Botany, University of 

Basel, Switzerland 

Topic: Perception and Transduction 

of Microbial-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in Plants 

羅椀升博士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3/3(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 樓會議室 

邱仲麟副研究員 

(史語所) 

溫暖、炫耀與權勢—明代 

穿戴珍貴毛皮的社會史 
  

3/4(二) 

10:00 

法律所籌備處 

第 2 會議室 

(人文館北棟 9 樓) 

宋承恩博士候選人 

(法律所籌備處) 

公海捕魚不再自由？ 

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實踐之分析 
  

15:00 
經濟所 B 棟 1 樓 

B110 會議室 

徐士勛博士後 

(經濟所) 

Consistent Parameter Estimation for 

Conditional Moment Restriction 
 

3/5(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 

3 樓 2319 會議室 

尤巴斯‧ 瓦旦先生 

(臺大人類所） 
田野分享：我碰觸了神秘巫術  

3/6(四) 

10:00 

人社館南棟 5 樓 

語言所 

519 會議室 

Assistant Prof. James N. 

Stanford 

(Rice Univ., USA) 

Dialect Contact, Identity, and  

Tone: A Study of Sui  

Exogamous Clans 

 

14:00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 B 

(人文館北棟 5 樓) 

賴海榕教授 

(中國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
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大陸變革中的政治轉型軌跡  

3/7(五) 14:30 
人社中心 1 樓 

第 1 會議室 

游雅婷女士 

(中央大學） 

Chicken and Egg: Competition 

among Inter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年度行事曆」項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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