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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摘要:縱貫鐵路

交通發展緊密相關。 鐵路陸運方面, 日治前的鐵路建設不堪使用, 直至西

部縱貫線通車, 配合人力輕便鐵路和糖廠支線, 運輸效能明顯改善。 港口

海運方面, 清末存在「無良港」問題, 直到基隆和高雄港開發改善運輸。

交通對經濟影響可以米、糖、房地產為例: 縱貫線通車前,台北台中米價差

異大, 通車後差距縮小,北部米價下跌導致當地稻作減少;糖業發展自

1900年代交通改善後快速成長, 成重要出口品;海陸交通改善後全台市地

價上漲5.4倍, 象徵人民持有財富增加, 重心也隨交通便利性移動,如安平

鹿港房價下跌,台北大稻埕等區房價大漲。 綜上所述,台灣經濟與交通發

展緊密相關。 綜上所述,不管就總量或發展重心而言,台灣經濟與交通發

展息息相關。(林宜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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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摘要:縱貫鐵路

本章從19世紀末期台灣陸路交通的情形, 窺探台灣縱貫鐵路

的發展。從米價的變化觀察可知, 臺灣鐵路的建設,以比較利

益的角度, 是可以弭平物價的;再搭配觀察台灣幾個國際貿易

港口的出口額比率,可反推台灣國際貿易較興盛的港口, 是

連接縱貫鐵路南北兩段、築港工程有成果的基隆港與高雄

港。而交通建設的現代化, 近代更進一步影響鐵路周遭房地

產價格;推及交通建設的改良與現代化交通系統出現, 工商業

活動較熱絡者, 房地產價格也會飆漲, 顯示交通系統現代化

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姚莉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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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摘要:縱貫鐵路

1908年是台灣交通史上重要的一年, 縱貫線全線通車, 基隆

與高雄兩港的築港工程已有初步成果,台灣交通邁向現代

化。根據經濟學者唐納森 (Dave Donaldson) 於2018年發表的

文章,分析英國在印度殖民地興建鐵路系統之影響, 發現鐵

路通車使運輸成本下降,區域間貿易增加,各地區商品價格

差異縮小,台灣在縱貫鐵路通車後也有同樣情況。縱貫鐵路

通車除影響米價外,交通系統現代化也影響房地產價格。整

體而言,交通系統現代化是經濟發展的基礎。(邱皇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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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摘要:縱貫鐵路

本章簡介了日治時期的交通建設 (鐵路、港口)。 縱貫鐵路的興建促使了

台灣西部稻米的運輸更加方便, 運輸成本的下降讓米價在各地的差異縮

小;米價的差異縮小也影響了農民種稻的意願, 米價較高的地區農民種稻

誘因上升。 資料上顯示台中與嘉義地區於1902-1909期間稻作面積增加

的倍數遠超台北,可能就是受到米價的上升所導致。 現代化交通系統的

出現使交通便利的地方商業活動容易聚集, 房地產價格也因此飆

漲。1897年房價最高的是台南市, 然後到了1912年,交通便利的台北地價

遠超其他地區,其他交通發達的地方房地產價格也呈上升趨勢,再次驗證

了交通建設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林鼎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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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摘要:縱貫鐵路

1908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使台灣交通邁向現代化。運輸成

本的降低有助於縮小不同地區商品價格間的差距,並增加地

區間的貿易, 提升雙方的所得水準。 價格的均衡化還直接影

響農業生產決策,例如種植稻米的意願隨著地區米價的高低

而變化。此外, 改良交通系統不僅推動了台灣新式糖業的發

展,也促進了工商業活動的繁榮與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日治

初期,土地是人民的重要財富,其價值的提升反映了經濟發

展的成果, 而交通系統的現代化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李國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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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摘要:糖業帝國的誕生

本章敘述台灣糖業的發展,就比較利益而言,台灣原本榨糖

技術落後、生產成本、運輸成本又高, 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

日本為從台灣提供原料糖, 與日本本土精製糖業者, 改良台

灣製糖產業, 從農業改良、製糖方法及保護政策, 扶植台灣新

式製糖業。而運輸成本則從鋪設輕便鐵道開始發展而逐漸降

低,增加甘蔗種植的面積, 新式工廠成立時,也同時興建糖廠

鐵道,使新式糖業產值大增, 甚至超過原本產量、出口量最多

的茶葉。(姚莉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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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摘要:糖業帝國的誕生

發展台灣糖業是為了提供原料糖給日本本土的精緻糖業者, 總督府的糖

業改良方針除了甘蔗品種與耕種方法改良, 還有推動設置新式糖廠。 新

式糖廠初期因缺乏現代化甘蔗運輸系統而生產受限,在興建糖廠鐵道後

運輸成本下降、糖廠鐵道路網密集處甘蔗栽種面積明顯上升、製糖率也

因原料送抵時更新鮮而提升, 砂糖產量平均年增率達10.1%。 新式糖廠的

甘蔗原料來源由 「製糖場取締規則」確保, 該規則劃定每一原料採集區域

內只有一家新式糖廠,且該糖廠為區域內原料的獨買者, 歷史學者分析發

現,原料採集區內的蔗作面積在該制度下增加, 推知甘蔗收購價格比此前

對農民更有利。(張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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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摘要:糖業帝國的誕生

日治時期, 日本大力推動新式糖業發展,以提供原料糖給日

本精製糖業者。為解決台灣榨糖技術落後問題, 新渡戶稻作

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以甘蔗農業的改良、製糖方法的改

良降低生產成本,並以保護政策增加蔗農耕作誘因。 台灣早

期以牛車運送貨品, 效率偏低。為降低運輸成本, 糖廠開始興

建糖廠鐵道。最終, 砂糖產量大幅上升。此外,作者推論鐵道

系統運轉後,周遭甘蔗種植面積明顯上升,反應蔗民滿意甘

蔗收購價,因此選擇持續種植甘蔗。(李艷娟)

0. 9 / 16

user



第12章摘要:糖業帝國的誕生

糖業為台灣發展推手之一。日治前有就糖業,但榨糖技術落

後, 生產與運輸成本高昂, 缺乏競爭優勢。日治時期為了提供

日本原料糖, 總督府提出了《糖業改良意見書》推動新式糖

業。 內容可分為甘蔗農業改良、製糖方法改良與保護政策。

甘蔗農業改良為品種改為夏威夷蔗與鼓勵施肥, 製糖方法改

良則以推進大型新式糖廠為主, 改良糖伱為前者完成之前的

銜接。 大型製糖廠的出現與機械和糖廠鐵道的發展有關,兩

者使糖產提高, 蔗農家戶所得提升, 帶動地價上漲。 其他議題

包含原料採集區域,對甘蔗銷售對象與價格施加限制,但收

購價仍對農民有利。(林宜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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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摘要:糖業帝國的誕生

臺灣糖業曾因生產及運輸成本高, 競爭力低落, 而被華倫領

事認為有可能消失。然1895年後,在日本統治下, 糖業卻成

為臺史上第二高成長率的產業。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創立之旨

趣說明, 臺灣糖業發展是為了提供原料糖給日本本土精製糖

業者。總督府則根據新渡戶稻造所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

改良甘蔗農業和製糖方法、制定保護政策,並設立新式糖廠、

鐵道以振興糖業。臺灣糖業因而興盛並使蔗農所得提升。糖

廠的設立也使周遭地區繁榮,地價上漲。(陳建甫)

0. 11 / 16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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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提問 #1:縱貫鐵路

• 台中地價上升倍數最高 (30.2倍)可能的原因為何?在陸運應為南北

兩頭並進, 最後才在中部通車, 屬於開發比較晚之區域, 海運在台中也

並無大港發展, 類似區域的鹿港反而地價有下降,何以台中地價上
漲?(林宜臻)

• 文中表達交通建設發達的地方、工商業活動較熱絡, 房地產價格飆漲,
但是所得是否提升無從觀察;如就目前實價登錄的資料交通建設附近

的房地產價格提升, 工商業及辦公大樓與住宅,何者較容易受交通建

設影響,在交通建設完成後,價格有較大的變動?(姚莉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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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提問 #2:縱貫鐵路

• 根據本書217頁,1900年代晚期, 打狗變成縱貫鐵路南端的大站,也是

重要的國際港, 而安平街的港口功能已被取代,也沒有鐵路通過。 對

照本書217頁 (圖11.8) 資料,1912年安平街的房屋用地價格明顯下滑,
打狗街則明顯上升;然為何上述影響安平街房屋用地價格的因素卻沒

有影響台南市的房屋用地價格下降,反而呈現上漲趨勢?(邱皇賓)

• 交通建設的發達促使了人口的流動,同時也導致了城鄉差距的擴大,
對於交通不發達 (人口持續外移) 的地區, 這樣的建設對於他們的產

業結構轉型是否更難達成呢?(林鼎鈞)

• 南部的糖廠鐵道分成運送甘蔗的專用線與運載乘客和其他貨物的營

業線,反之台中以北運載乘客則以人力輕便鐵道為主。 是什麼原因使

得台灣南北部鐵道在運載乘客上發展成兩套不同的系統?(李國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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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提問 #1:糖業帝國的誕生

• 本書第12章提及糖業帝國的誕生,第14章又提及台灣糖業的沒落,是
因為台灣的糖業沒有比較利益;台灣目前以半導體產業發展相對其他

產業興盛, 而近期台積電到美國,又到日本熊本設廠, 而且晶片其實單

價毛利不高, 政府也有很多的租稅補貼;當接下來電價上漲, 研發也有

極限的情況, 會不會有一天也因為沒有比較利益而使半導體產業沒

落?(姚莉筠)

• 關於製糖場取締規則,因農民可以自由選擇耕物, 甘蔗生產量會因不

同的原因波動,各原料採集區域內的甘蔗原料產量與該區新式糖廠

之製糖產能如何妥善匹配 (避免區域內有原料過剩或不足的情況)?
(張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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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提問 #2:糖業帝國的誕生

• P.235提到以種植面積上升來看, 蔗農滿意甘蔗收購價、樂意種甘蔗賣

給糖廠。 但有沒有可能在鐵道尚未到達種植區域前, 農民可以透過其

他方式運輸甘蔗以外的農產品。 鐵道設立後,原本的運輸管道被切

斷,使得農民間接被迫種植甘蔗?(李艷娟)

• 原料採集區域是以何種標準訂定?在圖12.12原料採集區域圖中看起

來區域距離與形狀並不均等, 農民是否可能與另一家糖廠地理位置

更接近? 該劃分方式不會造成無謂的原料運送損耗嗎?(林宜臻)

• 如果當時大部份農民由稻米轉為種植甘蔗, 是否會使當地、甚至全臺

的稻米價格上升, 影響物價和所得?(陳建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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