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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史到東亞史 

 （自我介紹） 

 經濟史研究。 

 企業史、經濟史、臺日經濟。 

 1.統計數字的量化研究。 

 2.查詢與解讀第一手資料。 

 （ J-DAC資料庫） 

 沒購買資料庫，仍然能從介面進行查詢。 

 瞭解資料分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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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研究資料庫運用 

 戰前臺灣經濟史、殖民地經濟史比較。 

 （資料運用）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 

 →掌握基本的史實。 

 （企業經營資料） 

 營業報告書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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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的便利性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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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AC企業資料庫的使用 

     企業史料統合データベース 

 營業報告書：重要事件與經營統計數
字分析。 

 （報紙）末端資料，但能提供事件的
重要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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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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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企業與產業研究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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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分析與收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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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設備與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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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家參與投資查詢  

     臺灣商工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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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本家的積累型態-信託與拓殖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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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本家的積累型態-信託與拓殖會社 

   超越領導階層的人事排比，瞭解地方資本的經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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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台湾ニ於ケル会社現況概要 

E-2-2-1-3_22_001（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昭和２０年９月２０日～昭和２１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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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台湾ニ於ケル会社現況概要 

E-2-2-1-3_22_001（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昭和２０年９月２０日～昭和２１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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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財務資料的分析 

 （當代研究）季資料、財務高頻資料。 

 （歷史研究）半年資料，可能有找不到的期數。 

 （克服障礙） 

 如何舊有處理會計科目專有名詞？ 

 →建議：製作表格（舊日文、現代日文、中文、英文） 

 

 如何考證經營數字與事件的連結關係？ 

 →建議：製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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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商工會議所關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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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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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帝國商人的活動範圍 

 臺灣僅為商業生活的一站。 

 賀田金三郎、賀田直治：日本→臺灣→朝鮮。 

 堤林數衛：日本→臺灣→南洋→小笠原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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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田直治：賀田金三郎養子，曾任臺灣總 

      督府，退官後前往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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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經濟史中的 

日本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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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經濟史的研究方向 

 把臺灣經濟史的層次拉高，東亞各國經濟高度成長的比較史。 

 （日本資料提供的資訊） 

 超越國別史的討論？ 

 國際政經交流史？ 

 放在整個東亞框架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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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資本的變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敗戰。 

 （臺灣史的既有認識） 

 國民政府接收日產，成立公營事業。 

 （納入日本經濟史的討論） 

 在外資產的閉鎖清算，成立第二會社。 

 站前臺灣企業位於日本國內的資產，歷經債務處理後成立新會社。 

 （經濟史的意義） 

 戰前會社一分為二，各自在臺灣與日本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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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引揚者新聞、臺灣協會報 
河原功編，《台湾引揚者関係資料集（全7卷）》（不二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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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本社於臺灣的銀行，戰後臺日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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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商工銀行在日資產 
資料來源：，『台湾対日債権交渉償還索賠』外交部档案、档号：077.4/89017、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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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的歷史認識：戰後臺日資本的再生 

    日本貿易信用株式會社                          

                       《二十年の歩み》（株式會社日貿信社史編纂委員會，1979） 

26 



日本貿易信用株式會社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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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銀行→日本不動產銀行 

 運用戰前帝國的人脈與位於日本剩餘
資金。 

 （其他參考資料） 

 朝鮮銀行史編纂委員会《朝鮮銀行略
史》（朝鮮銀行史編纂委員会，1960
年）。 

 朝鮮銀行史研究会《朝鮮銀行史》
（朝鮮銀行史研究会，1987年）。 

 星野喜代治《星野喜代治・回想錄》
（日本不動產銀行十年史編纂室，
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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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東亞資本版圖的重構 

 以往著重個別國家的發展。 

 討論一地從殖民地到戰後的連續與斷裂。 

 （思考） 

 如何找到共通議題，探尋連鎖性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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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史為主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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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道府県統計書データベー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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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產政策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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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的議題 

 （都道府県統計書データベース） 

 殖民地時期的人口問題。 

 目前著重「日本帝國臺灣旅券」討論，能夠先從統計資料瞭解在日本各縣臺灣人
的分布，還有前往各縣前往臺灣的情形。 

 （通產政策史資料） 

 戰前、戰後臺灣與日本間的關係。 

 日本對臺灣經濟產業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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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正芳（1910-1980）文書資料 

 與臺灣、中共的關係。 

 曾任外務大臣。 

 1960年代來臺。 

 1970年代主導日本與中共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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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的學術研究 

 統計數據的整理。 

 （思考：考證）統計資料的調查與抽樣。 

 多方史料的對照、考證。 

 （疫情下的對應）以海外資料庫著手，作為研究資料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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