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與台灣經濟發展

吳聰敏 2010.9

本課程從市場經濟之角度分析台灣長期經濟發展。 本課程強調經濟分析, 因此你至少要修過大學

部的總經與個經課程。 從荷治時期至今的發展過程中, 可以討論的問題當然很多, 我選擇的主題

是與個人研究較有關的領域。

經濟系大部分的課程是由老師講授 (lecture), 本課程的重點如下:

• 閱讀

• 討論與口頭報告 (presentation)

• 寫作

本課程要求你繳交2–3篇評論報告 (2–3頁), 1篇期末報告 (4–7頁; 上限是 10頁)。 書面報告是分組

進行, 原則上2–3人一組。 評閱報告時, 我看的是底下4個重點:

• 主題清楚 (避免大而無當的題目, 例如 “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

• 推論與証據

• 你的貢獻 (即使是文獻回顧或著作評論, 仍然要有你的觀點)

• 文字表達,章節結構, 排版

期末報告繳交日期: 2011/1/7。

你的報告須以 cwTEX 排版, 學期開始我將扼要說明如何寫報告, 並簡單介紹 cwTEX 軟體。 學

期成績依下列方式決定: 評論報告 (30%), 期末報告 (40%), 課堂參與及口頭報告 (10%), 期末考

(20%)。 期末考是簡單的問答題, 不會考細節。

我的研究室是在經濟系館 105室, 電話: 2351-9641分機 523。 你如果想與我討論, 請在星期一

下午3:30–5:00, 或星期五下午2:00–3:30來找我。 其他時間,請事先約定。 上課使用之投影片可以

從教學網頁下載。

以下的文章, 圓點 ● 代表主要參考文獻, 短線 - 表示推薦選讀。

1 經濟學與歷史

• “經濟學是什麼?”, 下載。

- 吳聰敏 (2004b), “台灣經濟史文獻回顧”, 下載

2 寫作與排版

• Strunk, William Jr. andWhite, E.B. (2000),�e Elements of Style, New York: Longman, 4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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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teh/teh.html
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ecomicro/BK-E-12.pdf
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ltes/TEHsurvey.pdf


- 吳聰敏．吳聰慧 (2005), 《cwTEX 排版系統》, 台北: 翰蘆圖書公司, 3版 下載

- Bringhurst, Robert (1996),�eElements of Typographic Style, Vancouver: Hartley&Marks,

2nd edition

3 台灣長期經濟成長 — 現代經濟成長

• 吳聰敏 (2004a), “由平均每人所得的變動看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 《經濟論文叢刊》, 32(3),

293–320

• Feyrer, James and Sacerdote, Brude (2007), “Colonialism and modern income—islands as

natural experiments”, Working paper, Dartmouth college 下載

- Maddison, Angus (2001), �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Develop-

ment Centre of the OECD, Chapter 1, pp. 27–48

4 「資本主義化」

• 矢內原忠雄 (1929), 《帝國主義下の臺灣》, 東京: 岩波書店, 周憲文譯, 台北: 海峽學術出版

社, 1999年, 頁 11–35

• 張漢裕 (1951), “日據時代臺灣經濟的演變”, 《臺灣銀行季刊》, 4(4), 36–90 [第 1節]

• 魏凱立 (2000), “身高與台灣人經濟福利的變化, 1854–1910”, 《經濟論文叢刊》, 28(1), 125–42

5 基礎建設與經濟成長

• 吳聰敏．盧佳慧 (2008), “日治初期交通建設的經濟效益”, 《經濟論文叢刊》, 36(3), 293–325

- Gardella, Robert (1999), “From treaty ports to provincial status, 1860–1894”, in 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163–200, New York: M.E. Sharpe, esp, pp. 184–94

6 大租權

• 吳聰敏 (2008c), “大租權土地制度之分析”, 未發表論文, 台大經濟系 下載

• 台灣省文獻會 (1993), 《台灣私法》, 南投: 台灣省文獻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

第三回報告書, 合計3卷,陳金讓譯,第一卷, 頁 151–213

- 陳其南 (1991),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 台北: 允晨文化

7 財產權與經濟成長

• Olds, Kelly and Liu, Ruey-Hua (2000),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19th-century Tai-

wa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eoretical Economics, 156(2), 404–430

• 古慧雯 (2007), “財產權、 土地價格、 投資: 台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研究”, 未發表論文, 台大經

濟系

2

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cwtex/cxbook3.pdf
http://www.dartmouth.edu/~jfeyrer/islands.pdf
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ltes/Tatsu.pdf


• 吳聰敏 (2008b), “財產權與稅制改革: 大租權之案例”, 未發表論文, 台大經濟系

- 林玉茹 (2007), “由魚鱗圖冊看清末後山的清賦事業與地權分配型態”, 收錄於 《殖民地的邊

區: 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 88–121, 台北: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 林玉茹 (2009), “清末北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 — 以 《淡新檔案》 為中心的討論”, 《新史

學》, 20(2), 115–165

8 原住民土地流失問題

• 施添福 (1990a), “清代 〈番黎不諳耕作〉 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 《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69,

117–142,收錄於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 2001,新竹:新竹縣文化

局

• Shepherd, John Robert (1993), Statecra�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頁239–307

• 吳聰敏 (2009), “M社制度之演變及其影響: 1644–1737年”, 《臺灣史研究》, 16(3), 1–38

- 陳秋坤 (1994), 《清代臺灣土著地權》, 台北: 中研院近史所

- 施添福 (1990b), “清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 —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 《臺灣風

物》, 40(4), 收錄於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 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 2001, 新竹: 新竹縣

文化局

9 東印度公司在台灣 — 從貿易商館到殖民統治

• Van Dyke, Paul A. (2002), “How and wh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became com-

petitive in intra-India trade in East Asia in the 1630s”, in John E. Wills, Jr. (ed.), Eclipsed

entrepôts of the Western Paci�c: Taiwan and Central Vietnam, 1500–1800, 95–110, Hamp-

shire, Great Britai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中村孝志 (1997), “荷蘭時代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 收錄於 《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 上卷》,

27–41, 台北: 稻鄉

• 吳聰敏 (2006b), “荷蘭統治時期台灣的轉口貿易”, 未發表論文, 台大經濟系 下載

- Andrade, Tonio (2006), “�e rise and fall of Dutch Taiwan, 1624–1662: Cooperativity col-

onization and the Statist model of European expans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7(4),

429–450

10 西拉雅族的強迫墮胎制度

• Shepherd, John Robert (1995),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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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ltes/DutchTrade.pdf


• Everts, Natalie (2006), “Indigenous concepts of marriage in 17th century Sincan (Hsin-

kang): Impressions gathered from the letters of the Dutch ministers Georgius Candidius

and Robertus Junius”, in 葉春榮 (ed.), 歷史．文化與族群, 89–104, 台北: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

物館

• Blussé, Leonard (2006), “�e eclipse of inibs:�eDutch protestantmission in 17th century

Taiwan and its persecution of native priestesses”, in 葉春榮 (ed.), 歷史．文化與族群, 71–88,

台北: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11 荷治時期的M社制度

• 吳聰敏 (2008a), “荷蘭統治時期之M社制度”, 《臺灣史研究》, 15(1), 1–29

• 韓家寶 (2002), 《荷蘭時代台灣的經濟、 土地與稅務》, 台北: 播種者文化, 鄭維中譯, 頁 127–

186

• Blussé, Leonard and Everts, Natalie (2006), �e Formosan Encounter, volume III,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 Koo,Hui-wen (2009), “Deer hunting inDutch colonial Taiwan”,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江樹生 (1985), “梅花鹿與台灣早期歷史關係之研究”,收錄於 《台灣梅花鹿復育之研究, 73年

度報告》, 內政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2 M社制度之演變

• 吳聰敏 (2009), “M社制度之演變及其影響: 1644–1737年”, 《臺灣史研究》, 16(3), 1–38

- 季麒光 (2006), 《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 人民出版社, 李祖基點校

13 日治時期之經濟發展

• 張漢裕 (1951), “日據時代臺灣經濟的演變”, 《臺灣銀行季刊》, 4(4), 36–90 [第2–4節]

• Ho, Samuel P.S.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Haven: Yale Uni-

versity Press

- 張漢裕 (1957), “日據時代臺灣米穀農業的技術開發”, 《臺灣銀行季刊》, 9(2), 69–84

- 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 (2005), “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 《經濟論文叢刊》,

34(3), 335–72

14 台灣糖業帝國

• 矢內原忠雄 (1929), 《帝國主義下の臺灣》, 東京: 岩波書店, 周憲文譯, 台北: 海峽學術出版

社, 1999年,第2部, 《臺灣糖業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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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糖業協會 (2007), 《近代日本糖業史》,社團法人臺灣糖業文化協會 (中譯本), 上下

2冊, 劉萬來主譯

15 「米糖相剋」

• 古慧雯．吳聰敏 (1996), “論 「米糖相剋」”, 《經濟論文叢刊》, 24(2), 173–204

16 日治時期之所得分配

• 吳聰敏 (2003), “日治時期地主與佃農所得分配之研究”, 台大經濟系 下載

- Allen, Douglas W. and Lueck, Dean (1999), “�e role of risk in contract choic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5(3), 704–736

- 木村光彥 (1997), “朝鮮、 台灣における民族間所得分配, 1930–40年”, 《國民經濟雜誌》, 175(2),

29–37

- 顏怡真 (1997), “日治時期臺灣族群間所得之分配”, 碩士論文, 台大經濟系

17 經濟管制與惡性物價膨脹

• 吳聰敏 (1997), “1945–1949年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經濟政策”, 《經濟論文叢刊》, 25(4), 521–54

- 吳聰敏 (2006a), “台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 《國史館學術集刊》, 10, 129–159

18 美援

• Jacoby, Neil (1966), U.S. Aid to Taiwan, New York: Fredric A. Prager Publishers

- 邢慕寰 (1991) “一個長期參與臺灣經濟發展政策討論者的感想”, 載於 《臺灣經濟策論》, 頁

229–235, 台北:三民書局

19 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

• 劉瑞華 (2007), “土地改革與政府收入”, 收錄於薛月順 (編), 《臺灣 1950–1960年代的歷史省

思》, 597–626, 台北: 國史館,第8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 古慧雯 (1996), “論 「肥料換穀」”, 《經濟論文叢刊》, 24(4), 479–507

- 中國地政研究所 (1951), 《臺灣農地減租研究報告》, 台北: 中國地政研究所

報告題目舉例

你可以自行找題目。 找題目的過程有趣,但是辛苦。 底下所列題目供你參考;你當然可以從中引申

出你自己的題目。

• 狩獵經濟與農耕經濟之財產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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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page.ntu.edu.tw/~ntut019/ltes/LandTax1936.pdf


• 荷治時期, 台灣原住民男女之分工方式

• Shepherd (1993), 頁 109, “the burden per taxable head veried tremendously among the vil-

lages”. Why?

• 中村孝志 (1997), 頁97, “荷蘭人對於人民的獵鹿, 以陷阱每月 15 real, 罠每月 1 real 的稅金發

給執照。” Why?

• 原住民是沒落的地主?

• 原住民 「貧困化」 的原因

• 大租權是沒效率的制度?

• 為何大小租權可以分開交易?

• 財產權與經濟發展—証據?

• 米價上升時, 為何紳商向政府請願限制糧價及購米?

參考:高淑媛 (2006) “日本統治臺初期之米價騰貴問題”

• 平埔族原住民平均每人所得之推估

• 公共財之管理—原住民與中國獵人

• 交易成本與要素價格—縱貫鐵路通車之影響

• 日治時期交通建設與人口遷徙的關聯探討

• 捷運對地價的影響

• 日治時期山林政策對高山原住民之影響

• 地租調查事業, 1905, 1919, 1936, 1944

TEHsyl201009.c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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