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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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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洪紹洋，〈2016-2017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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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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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第 26 卷第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97-141。 

10. 洪紹洋，〈進口替代的摸索與困境-以 1950 年代臺灣的自行車產業為例〉，

《國史館館刊》，第 66 期（2020 年 12 月），頁 20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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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第 27 卷第 4 期（2020 年 12 月），頁 137-176。 

12. 洪紹洋，〈1930 年代臺灣油氣的鑽探與運用〉，《臺灣學研究》，第 27

期（2022 年 7 月），頁 119-146。 

（C）論文集之一章 

1. 洪紹洋，〈嚴家淦與戰後臺灣財政金融體系〉，國史館編，《轉型關鍵-嚴家

淦先生與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臺北：國史館，2014），頁 211-238。 

2. 麥勁生編，〈海軍與戰後臺灣造船業的發展〉，《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2017），頁 425-446。 

3. 洪紹洋，2019年 7月，〈論戰後臺日經濟構造與外交官沈昌煥的活動（1960-

1972）〉，中國近代史學會編，《老成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 20 週

年研討會實錄》（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9），頁 157-174。 

4. 洪紹洋，〈国家と石油開発政策―1950－1970 年台湾における中国石油

公司を例に〉，堀和生、萩原充編，《世界の工場への道》（京都：京都

大學出版會，2019），頁 373-399。 

5. 洪紹洋，〈戰後中國石油公司在臺灣的事業經營（1945-1949）〉，朱蔭

貴、楊大慶編，《世界能源史中的中国：誕生、演変、利用及其影響》（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頁 228-247。 

6. 洪紹洋，〈二つの平和条約と日台経済――経済史の視座から〉，川島真、

細谷雄一編，《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

版會，2022），頁 217-246。 

7. 洪紹洋，〈台湾プラスチックと台湾石油化学産業〉，林采成、武田晴人

編，《企業類型と産業育成ー東アジアの高成長史》（京都：京都大學學

術出版會，2022），頁 231-252。 

8. 洪紹洋，〈台湾自動車産業の形成〉，林采成、武田晴人編，《企業類型と

産業育成ー東アジアの高成長史》（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22），

頁 53-90（與 (B)11 的中文版相較，多加上一節著重對衛星工廠的討論）。 

 

（D）會議論文 

1. 洪紹洋，2011.02，“旧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図書及び卒業論文について”，

在台湾・日本関係資料ワークショップ，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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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紹洋，2012.12，〈2011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經濟史〉，「臺灣

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3. 洪紹洋，2013.11，〈總裁批簽裡的經濟議題〉，「新史料、新視野：總裁

批簽與戰後中華民國史研究」研討會，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

史館、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4. 洪紹洋，2014.10，〈帝國擴張與產業南進：試論二戰期間臺灣的角色〉，

「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 

5. 洪紹洋，2015.05，〈江南造船廠撤臺人員與戰後臺灣海事產業的發展〉，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起步與發展-紀念江南造船建廠 150 週年」學術研

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辦公廳。 

6. Sao-Yang Hung. 2015.08, “Technology Transfer of Taiwan in the Taiwan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XVIITH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Kyoto. 

7. Sao-Yang Hung. 2016.10, “Production and Market: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Modern Machinery Industry Firms (1919–

1960s)”, International Session of the 52nd Annual Meeting of BHSJ, Chuo 

University. 

8. 洪紹洋，2019.11，〈臺灣方志中經濟志的回顧、撰寫與展望〉，「近

二十年臺灣地方志成果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國立臺灣圖書館。 

9. Sao-Yang Hung. 2022.09,” Japanese Technicians in Public Enterprises of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dustrial Polic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Cold War: A Comparative History”,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ECNU,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Osaka University. 

（E）研究計畫 

1. 日本學術振興會研究公開出版促進費，〈台湾造船公司の研究―植民

地工業化と技術移転〉，委託單位：日本學術振興會，平成 23 年，擔

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2.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專題選輯委外加值研究編輯案』，

委託單位：檔案管理局，2012 年 4-9 月，計畫編號 1010313，擔任職

務：計畫主持人。 

3. 臺灣經濟構造的轉換(1931-1949)，科技部計畫，2013 年 3 月-2014 年 1

月，計畫編號 102-2410-H-602-001-，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4. 美援下的日臺經濟交流，科技部計畫，2013 年 8 月-2014 年 7 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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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編號 102-2410-H-602-002-，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5. 1910-1920 年代臺灣全島與地方事業的興起與調整，科技部計畫，2014

年 8 月-2016 年 7 月，計畫編號 103-2410-H-010-014-MY2-，擔任職務：

計畫主持人。 

6.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資本主義形成に関する研究-1930 年代～1960 年代

を中心に－，日本學術振興會計畫-基盤研究（B），計畫編號 26285076，

擔任職務：海外參與者（計畫主持人：京都大學堀和生）。 

7. 1950 年代的臺灣經濟-工業化、在臺美資與企業金融，科技部計畫，2016

年 8 月-2017 年 7 月，計畫編號 105-2410-H-010-002-，擔任職務：計畫

主持人。 

8. International Session of the 52nd Congress of the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of Japan，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計畫編號 105-

2914-I-010 -116 -A1，2018 年 10 月 8-9 日，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9. 東アジアの高度経済成長史に関する国際比較研究：日本、韓国、台

湾、中国，日本學術振興研究會-基盤研究（B），計畫編號 17H02554，

擔任職務：海外參與者（計畫主持人：立教大學林采成）。 

10. 戰後臺灣經濟高度成長中的外來投資型態與企業發展（1960-1973），

科技部計畫，2017 年 8 月-2018 年 7 月，計畫編號 106-2410-H-010-

007-，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11. 外交関係なき日台関係のチャネル構築とその記録化（無外交關係之

下的日臺管道建構和其記錄化，彭榮次先生口述訪談），臺灣日本交

流協會計畫，2018 年 4 月-2019 年 3 月，擔任職務：調査・記録整理

（計畫主持人：東京大學松田康博）。 

12. 1950-1960 年代臺灣組裝型產業的摸索與試煉，科技部計畫（優秀年輕

學者研究計畫），2018 年 8 月-2020 年 7 月，計畫編號 107-2410-H-010-

007-，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13. 1950-1960 年代臺灣組裝型產業的摸索與試煉，科技部計畫（延攬科技

人才：延攬博士後研究人才），2019 年 8 月-2020 年 11 月，計畫編號

108-2811-H-010-500-，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14. 區域分工的移轉：1950-1970 年代臺灣與東南亞間的雙邊經濟與產業發

展，科技部計畫，2020 年 8 月-2021 年 7 月，計畫編號 109-2410-H-010-

012-，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15. 臺灣機械公司與唐榮鐵工廠製造鐵道車輛之相關資料調查研究計畫，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推展鐵道學術暨文化活動補助計畫，2020 年 7

月 2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16. 裕隆集團企業史編纂暨文物史料整理計畫（第一年），2021 年 1-12 月，

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17. 1950-1960 年代臺鐵的技術吸收與人才養成相關資料整理與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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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2021 年 7-11 月。 

18. 現代臺灣經濟體系的形成（1930-1960s）-資源、產業與政策（學術性

專書寫作計畫），2021 年 8 月-2023 年 7 月。 

19. 裕隆集團企業史編纂暨文物史料整理計畫（第二年），2022 年 1-12 月，

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