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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在生活真的很好」 18

經濟成長提升了生活水準,台灣人在20世紀的後40年期

間,生活水準大幅度提升,經濟學家視之為奇蹟。

單車上的小木箱 20 天外飛來救星 25 高成

長 26 現代經濟成長 30

2 鹿 34

17世紀初期西拉雅族曾經出現強制墮胎的制度,原因可能

是鹿產出口造成利益衝突。

聯合東印度公司 36 西拉雅族 37 鹿產貿易與利

益衝突 43 資源保育 48 獵場界線 50

3 掌中明珠 54

聯合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經濟上並無獲利,但留

下珍貴的文化遺產。

大員 55 從貿易商館到殖民統治 62 小琉球事

件 68 貿易利潤 71 文化遺產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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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經濟出現危機,加速了社有土地的開墾。

贌社的變革:鳳山8社 103 減稅 105 鹿產區持續

北移 107 原住民的遷徙 110 贌社的變革:改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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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代中期,台灣地方官員開挖土牛壕溝,隔離了平埔族

與漢人,但並未能解決原住民土地流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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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121 原住民保留地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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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治初期原住民的土地快速流失,原因之一是從狩獵經濟

轉型為農耕經濟的初期,原住民低估了社有草地墾成田園

後的價值。

招佃開墾 131 給墾契約之演進 136 原住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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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租是清治時期台灣土地產權雜亂的現象之一,原因是

早期的墾戶很容易取得大面積的土地。

施侯租 148 台灣為何盛行大小租? 152 大租權的

地區分布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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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於 1905年完成土地調查事業後,台灣的土地產

權制度脫胎換骨。

清賦事業 162 土地調查事業 165 消滅大租權與

改訂地租率 173 台灣的資本主義化 179 台灣的農

業發展: 1905年 182

10 鼠疫與瘧疾 186

清治末期,台灣的環境髒亂,傳染病流行,台灣人的死亡率

大約是4%;日治初期,總督府推動大清潔法,並且建立現代

化的醫療體系, 1912年的死亡率降為2.58%。

死亡率 187 傳染病與風土病 192 現代醫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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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基隆與高雄兩港初期的築港工

程完成,現代化的交通系統終於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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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糖業帝國是由日本的糖業保護政策所發展出來的,受

益者是台灣農民與日本人經營的新式糖廠,付出代價的主

要是日本本土的消費者。

糖業改良意見書 220 糖廠鐵道 228 原料採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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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纏足與失蹤婦女 236

清治時期,台灣婦女纏足者接近8成,日治初期開始,纏足者

少,解纏足者多;新式糖業的發展也提高解纏足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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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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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晚期,在合作分署的施壓與利誘下,戰後初期的管

制大部分解除,台灣建立了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美

援是台灣高成長啟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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