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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50多年的統治

伯曼 (Max Berman) (1946/1, 英國海軍少校):

“不管你怎麼看日本統治台灣的方式,以及它為了追

求其目標,所採取的嚴厲的帝國主義的政策與措施,

你不得不承認,日本50多年的統治對台灣帶來莫大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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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212年的統治

帕金斯 (Nevill Perkins) (1895/1, 英國駐淡水助理領事):

“台灣的土地與氣候的條件可以生產任何東西, . . . ,但

因為缺乏明智與持續的鼓勵措施, 國際貿易不振,

進步也無望,當今政府的作為也令人覺得毫無改善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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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策下之有限性進步」

社會學者陳紹馨 (1979):

“肅清鼠疫 . . . 日本人的努力,確實不可忽略, . . . 但是,

冷靜觀察,日據五十年間的臺灣的確有一些進步 . . .

但再進一步觀察就可知道此種進步是殖民政策下

之有限性進步。

台灣人的死亡率雖有改善,但其速度很慢;在臺

日人的死亡率則改進極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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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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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

• 殖民: 「一個國家或地區被其他國家移入定居的人民所控

制或統治」

• 對台灣的原住民而言, VOC以來的所有政權都是殖民政府

• 對台灣的漢人與原住民而言,滿清政府也是殖民統治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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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有限

陳紹馨 (1979): 「殖民政策下之有限性進步」:

• 日治初期,台灣的基礎建設是由日本本國補貼,在此情況

下, 總督府的公共建設不可能不以日本人為優先

• 二戰之後,國民政府也是如此

• 殖民統治政權不會把被殖民者的利益放在前面,但是, 非

殖民統治政權的政策也有其優先順序

• 台灣400年來,各統治者是否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 與是

否為殖民政權並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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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與經濟成長

2. 制度與經濟成長 9 / 20



制度與經濟成長

什麼樣的統治能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

• 制度影響誘因, 良好的制度有利於經濟成長

• 制度常因改朝換代而改變;但是,

新的統治政權不一定引入好的制度

• 若統治者能引入良好的制度, 即能帶動經濟成長

• 法制, 財產權保障完整, 市場機制, 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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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400年來的制度變革

• 東印度公司: 法制與財產權制度萌芽

• 鄭氏王朝 (缺乏可據以討論的資料)

• 清朝: 引入極差的制度

• 日本: 現代化制度的起點,但糖業為保護性的產業政策

• 國民政府: 管制體制

• 美援: 部分的管制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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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與制度

Feyrer and Sacerdote (2009):

• 研究曾經接受殖民統治的80個島國

• 接受殖民統治時間愈長的島國,到了21世紀初,其人均

GDP 水準愈高

• 解釋: 殖民者引入較好的制度與較先進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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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殖民者是否受益?

但是, 殖民地的經濟成長時, 被殖民者不一定受益, 殖民地台

灣的情況如何?

• 蔗農是糖業保護政策的受益者

• 蓬萊米開發成功, 米作農家是受益者

• 硬體與軟體建設,台灣人是受益者

• 公共衛生政策,台灣人受益

• 顏怡真 (1997); 木村光彥 (1997):

日治時期,台灣人族群的人均 GDP之成長率, 與台灣的人

均 GDP大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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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的歷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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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的歷史遺產

後藤新平 (民政長官: 1898/6–1906/11)

• 公共衛生

• 現代醫療體系

• 縱貫鐵路

• 土地調查與戶口調查

• 統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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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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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統計制度

巴克來 (1955):

“吾人可知今日之政府當局,並不如當年日據時代之

重視人口統計。 品質之標準業已鬆弛,專家之技術

督導亦已中輟,數字之編製,復淪于副產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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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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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概念

• 一直到日治初期, 一般的台灣人尚無科學的概念

• 對月蝕的反應 (1870年代中期, 1899年)

• 台灣人開始理解科學的概念與方法,起點可能是總督府的

糖業獎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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