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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業帝國的誕生

《台灣經濟四百年》,第12章

• 原料採集區域內,糖廠有獨買甘蔗的權利,對農民不利

• 但是,農民有選擇作物的自由

• 事實上,糖廠鐵道是糖廠興建的; A糖廠的鐵道不會連結

到其他糖廠。若無鐵道, 蔗農要把甘蔗賣到遠處的工廠,

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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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緱工廠甘蔗種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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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甲; 阿緱工廠鐵道系統於1908年3月開始運轉

• 港西上里的鐵道系統密集, 港東下里無糖廠鐵道

• 1909–1911年, 蔗作面積大增,表示農民認為種蔗比以前有利

• 1912與1913年下降是因為連續兩年大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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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235頁中提及糖廠的收購價格,比起以往對蔗農更

有利。 日治時期曾爆發劇烈的衝突,例如二林蔗農

事件, 為什麼本章反而 . . . [認為] 管制下對蔗農有

利?」

• 歷史課本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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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蔗農事件,高中南一版

第一冊,第4章: 「政治社會運動」

• 1925年由李應章成立的 「二林蔗農組合」, 是台灣第一個

農民運動團體,該組織因為林本源製糖會社的甘蔗收購價

格過低而爆發衝突, 有多民佃農被捕, 此即著名的 「二林

事件」 (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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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蔗農事件,三民版

• 1924: 林本源會社的蔗農抗議蔗價過低, 抗爭後成功爭取

到補貼 (頁102)

• 1925.9:二林蔗農組合提出訴求:

蔗農和會社共同協定收購價; 甘蔗過磅時雙方共同監視

• 1925.10:與員警起衝突, 李應章在內93人遭到逮捕

• 圖片: 日治時期甘蔗過磅, 時有磅秤不準、會社偷斤減兩的

情形, 所以民間流傳「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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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課本,台灣的歷史 (下),第2單元

• 總督府為提高蔗糖產量, 扶植資本家設立新式製糖廠, . . .

臺灣的製糖業因而蓬勃發展, 獲得 「糖業王國」的稱號

(2-2-6、2-2-7)。 但在總督府保護資本家的措施下, 蔗農備受

剝削, 故出現 「第一戇,種甘蔗予會社磅」的俗諺 (2-2-8)

• (充電站)總督府規定農民僅能將甘蔗賣給指定的糖廠,不

能自由買賣,糖廠因此得以決定甘蔗的秤重及價格。糖廠

常刻意壓低甘蔗收購價格,並從中獲取利益,使蔗農備受

剝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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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的第一次的黃金時代

葉煌實 (1930年代出生於嘉義):

「甘蔗是特用作物,價格很好,大家都很認真種,都賺

很多」,他還生動地描述蔗農前往糖廠領錢的過程。

他的結論是, 「日本人來設糖廠,有獎勵種甘蔗,用優

惠條件獎勵,那可說是臺灣農業的第一次的黃金時

代。」 (黃仁姿, 2020, 頁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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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蔗農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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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 1924年4月,農民請願,原因是 「發布的價格低於以往」,北斗郡二林莊

長林爐出面,要求提高價格 (洪長源, 2007, 頁58–59)

• 猜測: 1924/4, 林糖公布1925–26年期的獎勵政策, 蔗農的立即反應

• 1924/12達成協議, 每甲5圓特別補助金

• 1925/6/28:二林農民組合成立, 李應章為核心人物; 成立後,前往溪州

農場要求提高甘蔗收購價格,但不為接受;這應該是指1926–27年期

的獎勵 (洪長源, 2007, 頁67)

• 1925/9/27:農民提出要求, 「甘蔗採收前應先公布價格」,價格應該是

指1926–27年期的獎勵;重點是農民要求增加獎勵

• 1925/10/22:事件爆發

• 1926/4:公布1927–28年期的獎勵 (佐藤吉治郎, 1926, 頁130)

• 1927年初,總督府批准林本源併入鹽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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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地區

• 許丙與許伯埏 (2021), 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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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訴求

• 五項訴求 (1925/10/6) (許丙與許伯埏, 2021, 頁29, 120)

• 甘蔗原料刈取之前,公布收購價格

• 肥料由蔗農自由購用

• 會社與蔗農協定甘蔗收購價格

• 甘蔗過磅應會同蔗農代表

• 會社應公布肥料分析表

• 會社對第一項不同意;林糖遲延發布的是指蔗作獎勵規定

(宮川次郎, 1927, 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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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訴求

李應章 (1927/3/23) (李根培, 2019,上卷, 頁233)

• 林糖先發表蔗價,而後刈採甘蔗

• 肥料要由農民各自由購買

• 秤量要由農民會以期公平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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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事件

• 1925年10月21日, 擬開始刈取,但為二林蔗農組合阻撓

• 原因之一:各區域的採收原本是抽籤決定,但因為雙方不

愉快,糖廠擬先採收非組合員的蔗田 (許丙與許伯埏,

2021, 頁122–123)

• 10月22日,警察在場, 蔗農組合仍阻撓, 爆發衝突;組合成

員與蔗農數十名遭逮捕

• 李應章判刑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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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價如何決定?何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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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原料買收價格

買收價格構成要素 (根岸勉治, 1932)

• 原料代

• 事增金

• 獎勵金

• 耕作資金

• 貸付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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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廠的目標

• 相良捨男 (1919, 頁30): 「如何維護農民的利益?在米藷等

其他作物的競爭下, 蔗作收益可能增加嗎?」

• 蔗作獎勵案: 目的是鼓勵農民種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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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糖率決定因素

• 製糖率決定因素:糖分含有率; 斤量; 蔗農灑水; 病虫害; 泥

砂附著 (相良捨男, 1919, 頁33)

• 泉風浪 (1928, 頁317–319): 灑水與泥砂附著讓糖廠在事前

難以決定買收價格

• 二林事件可能也反映林糖在危機處理上能力不足。相較

之下, 明治製糖對類似案件的處理較穩當 (宮川次郎,

1927, 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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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土地的問題

• 林糖成立時,因為買土地的問題,與當地民眾有一些糾紛,

後來的經營也不順利 (何鳳嬌, 2017, 頁103–108)

• 李應章似乎與林本源在租用土地上有一些不愉快,有人認

為這是他帶領反抗林本源的原因之一 (許丙與許伯埏,

2021, 頁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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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7年期蔗價

臺灣新聞社 (1919):

• 林本源會社: 田千斤3.20圓;丵千斤2.80圓 (頁132)

• 明治蒜頭工場: 只列出各種獎勵, 無買收價格;但列出大正

6年期蔗價, 爪哇一等, 3.20圓,二等, 3.00圓 (頁139)

• 明治南投工場: 本蔗作期 (大正6年期?) 爪哇, 3.20圓 (頁

140)

• 推測:基本買收價格大約同一年,但獎勵政策可能因應米

糖價格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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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

• 1926–1927年期, 林本源已被鹽水港收購, 故無法由蔗作

面積判斷二林事件對蔗農的影響

• 但全台灣合計, 蔗作面積略有擴張,但更重要的是, 平均每

甲產量大增 (會社的功勞)

種植面積 平均每甲產量 平均每戶面積

年期 (甲) (斤/甲) (甲/戶)

1905 24,977 42,928 0.56
1921 119,888 41,191 1.07
1935 121,628 110,807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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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與明治溪湖糖廠之比較

1922 1923 1924

每甲產蔗 溪湖 40.6 64.3 96.2

林本源 74.7 88.1 110.4

每甲產糖 溪湖 3.8 6.9 8.6

林本源 6.3 8.0 8.5

• 1922指1922–1923年期;單位:千斤

• 林本源的蔗農表現不差;但工廠效率不佳

• 來源: 《台灣糖業統計》,第18, 頁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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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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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糖業與蔗農

• 新式糖業的受益者是製糖會社與台灣蔗農;受害者, 日本

消費者

• 蔗農有權利向會社抗議, 會社是否同意其條件,視客觀條

件而定

• 1920年代,台灣有不少農民抗爭事件 (宮川次郎, 1927)

• 二林事件雙方爭議的問題並不嚴重;但後果之嚴重可能出

乎雙方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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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憨

• 1926–1927年期, 林本源已鹽水港收購, 無法由蔗作面積

判斷二林事件對蔗農的影嚮

• 課本: 日治時期甘蔗過磅, 時有磅秤不準、會社偷斤減兩的

情形, 所以民間流傳「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

• 另一個諺語: 「三個保正八十斤」

• 林本源會社歡迎蔗農 「立會」,表示這不是問題

• 二林事件的記錄裡,並無以上「第一憨」與 「八十斤」的講

法

3. 結語 26 / 29



經濟的議題或民族運動的議題?

• 二林蔗農事件是經濟的議題,但被有些人解讀為民族運動

(台灣人對抗日本殖民統治) 的議題,事實上, 林本源會社

是台灣人的會社

• 宮川次郎 (1927, 頁155):原料採集區域的政策是產業政

策,而非民族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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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很重要 . . .

• 課本很重要,因此,課本內容正確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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