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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廠鐵道

01
報告人：田沂潔



-瓦倫 (Pelham Warren), 1887 

“從阿里港的產糖區運8袋糖 (12擔) 到距離
15哩的打狗, 運費高達2.3美元。雖然產糖
區離河口不遠, 但因為路況太差, 運輸成本
昂貴。 蔗糖要先用牛車載到東港溪河岸渡
口, 每車最多只能載8袋。打狗位於東港溪
渡口南邊約13哩。蔗糖到了渡口暫時存

放, 等待適當時機運往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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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糖業歷史1

主要貿易：茶、蔗
糖、樟腦

清領時期
（1683-1895）

18981683

日據時期
(1895-1945)

• 採進口替代政策，提高爪哇
糖進口關稅。

• 輔導蔗農給予現物，企業現
金補助。

• 輸入來哈那、玫瑰竹蔗種苗
進行甘蔗品種改良。

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
局長後籐新平合力提倡
振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資料來源：百年糖業，甜蜜台糖

-關稅政策

－技術進步

-扶植幼稚產業論

-人力及資本投入

-補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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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rzqnoJ9p8&t=84s


新渡戶稻造

上書「糖業改良意見書」

-技術進步

頒布製糖廠取締規則：

製糖許可制、原料採取區域制度

-立法保護、要素市場壟斷

19051901

民國36年
上海成立台灣糖業股份

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百年糖業，甜蜜台糖

1946

台灣糖業歷史2

日據時期
明治34年

日據時期
明治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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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rzqnoJ9p8&t=84s


晚清時期：糖業產業萌芽階段

- 為何茶業在晚清快速成長, 但到了日治初期停滯?
- 為何糖業在晚清時期發展停滯, 但是日治初期開始則快
速成長? 

年份

台灣出口總值
（海關兩）

茶 糖

出口總值 佔比 出口總值 佔比

A
（淡水）

B
B/A

(淡水與打狗)
C

C/A

1868 882,752 64,732 7.33% 514,410 58.27%

1880 4,874,355 2,156,373 44.24% 2,155,058 44.21%

1894 7,245,354 4,083,265 56.36% 1,898,968 26.20%

台灣茶與糖的出口貿易

數據來源：節錄自林滿紅（1997）

《茶糖樟腦業與台灣社會經濟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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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時期：甘蔗 與 茶
外來衝擊：

- 台茶因品質改善、國際市場偏好改

變，出口增加

- 美國市場對烏龍茶出口需求擴張

（1868~1894年）

- 蔗糖因甘蔗生產技術停滯並面對強

敵爪哇糖，出口減少

資料來源：台茶輸出百年簡史

日治開港通商後，茶與糖出

口比重將再度

蔗糖

茶葉

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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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59/798


種蔗成本低廉

- 亞熱帶地形氣候適合甘蔗生長

- 人力成本低廉

運輸成本高昂

- 產地到港口礙於地形

- 海運為主：淡水、基隆、打狗、
安平

國內需求擴張

- 主要為大陸市場貿易擴大，

缺乏技術及資金

- 未把台灣視為發展區域

晚清時期：糖業面臨的優勢與劣勢

優勢 劣勢

資料來源：《清末開港後的糖業》古慧雯 5

http://www.econ.ntu.edu.tw/ter/new/data/new/forthcoming/108-021.pdf


日治時期：糖業崛起

糖業產業崛起

超越茶的出口

資料來源：吳聰敏《台灣經濟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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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穿梭在鄉鎮間的糖業鐵路：縱橫島嶼百年的「五分車」

日治時期糖業鐵道
鐵道部鐵路路線圖
-昭和13年（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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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019


日治時期糖業鐵道-推薦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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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_WhxXSy4o


背景因素1：製糖廠擴建

⚫ 製糖廠擴建，糖業利潤增加，降低糖農利息成本

⚫ -利潤提高->市場需求增加->要素生產成本降低

圖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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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p.rchss.sinica.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lScLw/search


⚫ 以確立製糖廠對週邊原料甘蔗的
獨買權

⚫ 及區域內砂糖的獨佔製造權降低
糖農利息成本

⚫ 要素獨買＋市場獨賣＝雙邊壟斷

臺灣製糖廠原料採取區域圖

背景因素2：原料採集區域制度

圖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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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p.rchss.sinica.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lScLw/record?r1=7&h1=0
https://gissrv1.sinica.edu.tw/map/bin/show.pl?client=map_rchss&image=map_bot_0033970.sid


糖業於日治時期快速崛起

⚫ 「勸誘蔗作農, 組成團體, 建立共有糖廍」。 -資本家企業化,規模經濟

⚫ 新渡戶稻造上書「糖業改良意見書」。 -技術進步,產業改革

⚫ 1892年2月關稅保護政策及1902年2月「糖業獎勵政策」。

⚫ 「解放纏足，提倡天然足」。 -勞動供給增加

⚫ 「原料採集區域」及建立許可證。 -要素獨買市場、市場獨佔

資料來源：吳聰敏《台灣經濟400年》

-保護主義：對內補貼,對外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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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廠鐵道分佈：民國初期

⚫ 日本投降之後, 國民政府將各製
糖會社合併, 於1945年底成立國
省合營的台灣糖業公司。

⚫

21910年10月聯合組成「台灣糖
業聯合會」。

⚫ 組成公營事業後，糖業生產開始
走下坡。

1臺灣糖業公司鐵道分佈全圖民國65年
圖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計畫

-Ｘ無效率、競租

2資料來源：從驅逐外國資本到壟斷資本，日治時期米糖經濟與貿易活動發展

-典型卡特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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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p.rchss.sinica.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lScLw/record?r1=8&d1=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375


糖業制度比較：日治時期 vs 民國初期

日治
時期

民國
初期

對內 分糖制度 利潤均分

農民植蔗承包制度

公營制度、禁私糖 人為獨佔

甘蔗種植區域系統 要素壟斷

砂糖分配制度 市場壟斷

政府輔導措施 補貼政策

資料來源：吳聰敏《台灣經濟400年》
、《台糖官方頻道》、《國家檔案典藏

新訊 -國發會檔管局》

資料整理：田沂潔 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1rzqnoJ9p8&t=662s
https://www.archives.gov.tw/Download_File.ashx?id=13658


纏足

02
報告人：王靜儀



“凡纏足之法也, 女兒生至四五歲, 先以第二趾以下強行

屈曲於蹠面, 而以尖端之小鞋穿之。 次及七八歲, 再行

屈折蹠骨致使舶狀藉以脫臼, 而用白帛縛包足面, 更使 穿

小形短鞋。” 《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 1909 纏足

是傳統中國社會特有的習俗, 台灣婦女也無法倖免。

15



三寸金蓮鞋(弓鞋)

臺灣漢族婦女穿著的鞋子，

依場合不同有草鞋、木屐、

拖鞋與包鞋四大種類

圖片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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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足比率:
福建籍>客家人>原住民

年分 人數

1905 800,618

1915 279,038 18



纏足與禁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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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天然足會

● 〈天足的勝利－日
治時期臺灣官方與
民間放足運動研究〉

● 圖為：1901年日治
初期臺灣纏足女學
生在進行遊戲的老
照片。出自臺北第
三高女(今中山女高)
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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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足運動背後的經濟意涵
●

●

21



糖業發展與解纏足

纏足比例(單位:%)
21-25歲: 72.8
26-30歲: 75-80

解纏足比例(單位:%)
6-10歲: 2.25
21-25歲: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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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業帝國的興衰

03
報告人：賴淑芳



荷蘭及明鄭時期，
日本已是台糖的主要市場

清代台灣粗糖對日本輸出量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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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台灣出口大幅增加

總出口＝輸出＋移出

輸出：至國外

移出：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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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糖發展大不同

1906

日治初期：茶出口是糖3.8倍
日治晚期：茶出口僅剩糖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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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業在日治時期並無成長

烏龍茶：96.1%銷往美國
包種茶：192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
紅 茶：1920年代晚期開始成長 26



影響茶零售價格

運輸成本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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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設幫助不大

(11.93%)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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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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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統治台灣前，日本大量依賴進口)

1900：第一間新式糖廠成立
1909：日本自台灣進口的砂糖首度超越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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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何要在台灣積極發展糖業?

自給不足

進口替代政策

總督府財政獨立計劃

日本國內糖消費額(1898-1909)

單位：10000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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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利益

國內：糖 vs  茶

-運輸建設的發展

-日本殖民政策

國際：台灣糖 vs  爪哇糖

-關稅保護(生產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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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敗,國民
政府接收台灣

糖業帝國没落

台灣糖業市場結構改變

缺少關稅保護

蔗田改種稻米

台糖採取統一訂價

糖運往上海銷售 糖開始出口國際

1945 1946-1949 1950

33



結語

日治時期-糖業發展高峰

(外銷佔台灣出口值一半，產糖排名世界第三)

戰後國民政府時間-糖業漸漸式微

(製糖市場誘因消除，蔗糖不再具國際價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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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問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