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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家的二林: 林本源製糖關係事件》

• 許丙, 〈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與我〉

• 許丙為林熊徵先生的秘書,

林熊徵後來為林本源會社的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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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期

• 許丙與許伯埏 (2021, 頁24, 203): 1923年期, 林糖地區每甲

平均收穫75千斤; 1925年期, 97千斤

• 甘蔗買收價格, 1916年期,丵地每千斤2.8圓

• 若1923年期,丵地也是2.8圓, 林糖蔗農每甲蔗作收入:

2.8× 7.5 = 21圓

• 年期:大正2年期, 甘蔗於大正元年種植,大正2年採收, 3

年製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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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的價格較低

大正2年期 (千斤)

• 相良捨男 (1919)

• 林本源會社:丵地, 2.7圓; 水田, 3圓 (大正2年11月)

• 帝國製糖:丵地, 3圓; 水田最低3圓,但考慮一二期之米價

(大正2年11月)

• 台灣阿緱製糖:分三等級, 3.2圓, 3.0圓, 2.8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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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的價格較低

大正4、5年期 (千斤)

• 林本源會社: 水田, 3.2圓,丵作, 2.8圓, 竹蔗, 2.4圓 (大正4

年11月)

• 新高彰化工廠 (5年11月): 水田1千斤3圓,外加水田獎勵

金10錢,合計3.1圓 (大正5年11月) (1圓 = 100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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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的價格較低

• 1924年4月,農民請願,北斗郡守調解; 12月達成協議, 每

甲5圓特別補助金

• 以每甲收穫75千斤計算, 每千斤補助 500/75 = 6.7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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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事件

• 1925年10月6日:台灣文化協會理事李應章 (開業醫師)

與蔗農前往溪州總部抗議

• 5項訴求, 包括 「甘蔗原料刈取之前公布收購價格」 (指的

是補助金?)

• 矢內原忠雄 (2014, 頁257)

「會社發表收購價格,通常在甘蔗植付前,但也有在製糖之

前, 或製糖之後的。」

• Check 相良捨男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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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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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製糖始末

• 1913年12月20日: 株式會社成立;以前為林本源製糖合

名會社 (無限責任公司)

• 1927年2月, 林本源會社由鹽水港製糖收購

• 林本源會社的營運情況不佳,可能是其蔗價較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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