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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摘要: 「社會的一大革命」

1905年日治完成台灣土地調查並實施土地產權登記制度, 徵

收地租確立財政基礎;以道光間、1889年劉銘傳清賦、1905年

三時期, 田園甲數變動為7.1萬甲、43.2萬甲、61.1萬甲;地租

收入變動為28.2萬圓、103.7萬圓、295萬圓。 另一方面, 總督

府強制買下大租權再宣告放棄權利,大租權消滅後減少土地

交易成本,並改革240年來大小租制度下土地產權紛爭問題,

土地交易獲得安全;土地交易由1905年約8000件至1940年

約84,000件;土地爭訟調解占總案件比例由1905年約30%至

1940年約6%。 (常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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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摘要: 「社會的一大革命」

土地稅在歷代都是重要的稅收來源。清代時,劉銘傳為了改

善隱田造成的稅收不足問題, 於1886年開始清賦事業, 要求

地主書明收穫、大小租、租賦。 清賦事業改善了原先零散的

土地資料, 卻依舊存在筆數、丈量、產權紀錄不精確的問題,

直到日治時期1898年開始土地調查事業,土地資料才獲得更

詳細的紀錄。趨於精確的土地資料除了使政府更有利於調定

土地稅率,同時也解決台灣固有的大小租問題, 減少土地交

易成本及產權糾紛,增加土地交易量。 (陳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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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摘要: 「社會的一大革命」

本章簡介了日治時期的(1905) 的土地改革制度土地調查, 除

了重新計算了台灣的土地持有面積,也有了消滅大租權以及

改訂地租率等創舉, 讓台灣的土地 [?]。 土地改革之後, 財產權

變得更加明確,土地交易成本減少, 這也促使了土地的交易

件數上升。 土地的產權明確之後,土地訴訟糾紛理應也會減

少,在1905年之後,土地爭訟案件也確實呈現下降趨勢。 (林

鼎鈞)

0. 4 / 16



第9章摘要: 「社會的一大革命」

延續著 [?] 清治時期劉銘傳在台灣推動的清賦事業, 總督府

成立了台灣土地調查局, 展開土地調查制度。總督府在台灣

採用現代化的測量方式與土地法規制度,並透過強制收購解

決了大租問題。為台灣建立了一個能夠迎接資本主義社會的

一大工程,也墊定了台灣糖業帝國的基礎。這是日本經濟史

或是世界經濟裡, 稀有的社會的一大革命。 (邱繼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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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摘要:鼠疫與瘧疾

日治初期從1906年到1912年, 6年間台灣人死亡率下降幅度

的絕對值是1.03%, 相對法國在約1815年到1885年, 70年間

死亡率下降幅度的絕對值是0.60%。 台灣的經驗與人口學者

研究結論一致,傳染病致死率下降是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

因。 以鼠疫防治為例, 透過 「大清潔法」改善公共環境衛生,

確認鼠疫病菌是經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 進而採取隔離病

患、海港檢疫、捕捉老鼠收購規則、管制外人入境、台灣各廳

之間盡量避免人口移出移入、患者衣物強制焚毀等科學方法,

歷經21年始戰勝鼠疫。 (常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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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摘要:鼠疫與瘧疾

自日治時期人口調查開始,台灣的死亡人數才開始正式統

計。登島的日本人受到台灣環境髒亂、傳染病與風土病流行

、醫療系統缺乏、淨水不足等問題影響, 1895年起, 總督府決

心推動的公共衛生政策。 其中包含: 「大清潔法規定人民定期

清理環境; 預防接種、引入現代化醫療資源; 興建自來水系統

等。」。 公共衛生政策的推行使死亡率下降, 延長預期壽命。而

平均身高也隨著後續發展帶來的都市化和營養增加而有所

提升。 (陳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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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摘要:鼠疫與瘧疾

台灣的死亡率 (包含台灣人及駐台日軍、日本人) 從日治初期

4%逐步下滑至1912年的2.46%,主係台灣總督府訂法對公共

衛生環境的改善,大幅降低傳染病對住民死亡的威脅, 與清

治時期相比大相逕庭,再加上引進現代化醫療系統以及以科

學化的方式分析鼠疫、瘧疾等, 提升了平均壽命, 進而帶動經

濟成長。此外, 日治時期成年人的平均身高逐步提升, 除了衛

生環境的改善外,在1905年後期出生之人,可能因為製糖業

的興起導致農家所得提升,在改善飲食及注重營養下,使得

平均身高再逐步提升。 (張仲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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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摘要:鼠疫與瘧疾

依據人類男女嬰出生比率約1.05推估, 1906年台灣人的死亡

率是3.49%,到了1912 年台灣死亡率下降到2.46%, 短短六年

間死亡率下降幅度為1%, 相對歐美 . . . 主要來自於日治時期

總督府實施 「大清潔法」、「台灣污物掃除規則」、污水排水溝

渠建立、自來水道設置 . . . 等公共衛生政策產生的效果,大幅

改善環境公衛品質而能有效的阻斷傳染病箘的傳播途徑,將

鼠疫與瘧疾在台灣本島根除．之後死亡率緩步降低的次要

因素可能就是經濟成長使營養增加與都市化程度提高以及

醫療逐漸普及． (呂明權) [請使用中文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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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摘要:鼠疫與瘧疾

1895到1912年, 臺灣人的死亡率從大約4.0% 降為2.46%, 這

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非常罕見。根據 Cutler, Deaton, and

Lleras-Muney (2006) 等人口學者所整理的研究成果,人類死

亡率快速下降是因傳染病致死率降低, 而背後又可歸結為五

個因素。 作者由此出發, 比對該時期臺灣鼠疫、瘧疾等傳染病

之情狀、因應公衛政策及醫療和經濟發展概況。得出臺灣死

亡率下降,主要是後藤新平實施良好公共衛生政策, 改善臺

灣公共衛生環境, 降低傳染病致死率的成果, 這與人口學者

研究結論一致。 (陳建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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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摘要:鼠疫與瘧疾

本章討論日治時期透過改善公共衛生環境與預防接種, 降低

傳染病傳播感染與致死率, 降低台灣人民致死率並提高平均

壽命。 多篇文獻記載清朝時台灣環境髒亂,公共衛生不佳。

日治時期公共衛生改善措施包括隔離鼠疫患者、. . . 防制瘧疾

為清潔水溝與沼澤和對帶原者投藥; 建立自來水系統, 減少

飲用水質不佳的井水與河水。日治初期後籐新平建立現代化

醫療系統,但使用者多為日本人, 非降低台灣人民死亡率主

因。 (吳奕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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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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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提問: 「社會的一大革命」

• 1905年稅率改革不帶有大租的40%田園,對部分農民新

稅率是舊稅率的2倍以上, 是不是劫貧濟富? 過程有激烈

衝突嗎? (常華珍)

• 土地調查始於1898終於1905, 為何直到1903–1905年地

租收入才有明顯的增加? (陳聿軒)

• 1. . . . 2.土地的產權變得明確化之後, 農民或是地主更有

誘因去投資土地,資料上來說也許我們會看到原先有大小

租的地區有農業的成長嗎? (林鼎鈞)

• 請問以亞洲其他國家來看,他們的土地制度相較於台灣落

後多少年,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邱繼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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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提問 #1:鼠疫與瘧疾

• 1913年因瘧疾進行全島性抽血以檢查出帶原者, [實際上,

大約只有10%人口] (顧雅文, 2004, 頁194) 總督府如何辦

到? (以現代社會都很難做到) (常華珍)

• . . . 1906日本人的死亡比率超過台灣人, 此後皆低於台灣

人。請問1906年的例外情況是否有可能是因為1906年平

均高溫, 造成更猛烈瘧疾,使對瘧疾的抵抗力原本就較差

日本人無力抵抗? (儘管書上寫說 . . . ) (陳聿軒)

• 日治時期是以殖民地的角度經營台灣? 還是將台灣視為

日本國土? (張仲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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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提問 #2:鼠疫與瘧疾

• . . . 如果這些公共衛生改善措施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都

會區域, . . . 是否有相關研究可以比對以上兩種區域的死

亡率變化? (呂明權)

• . . . 想請問臺人身高及平均壽命增加, 除了受人口學家歸

結的五個因素外, 是否也受日本漸進式鴉片政策影響? (陳

建甫)

• . . . 我們是否能假設 . . . 而是如同西方國家以經濟開發殖

民東南亞的方式,台灣的公共衛生改善時程會更加延後。

(吳奕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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