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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3章:纏足與失蹤婦女

日治初期, 日本政府極力發展台灣糖業,也推行 「天然足」及

「解纏足」運動。1905年後台灣糖業發展神速, 吸引農民投入

蔗糖生產, 農村對勞動力需求增加, 引發勞動力向蔗作區遷

移,並促使婦女解纏足,台灣男女比例更由1905年的1.12逐

漸降至1915年的1.08, 接近全球平均水平。 (徐端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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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3章:纏足與失蹤婦女

除了文化上的宣導及規範讓纏足文化消失外。纏足因為傷害

了女性的腳, 故對於女性能提供的勞動力產生了影響。 但因

為新式糖廠的制度開始了,對於蔗作區有勞動力遷徙的產生

了誘因,並且也對於解纏足產生了誘因。從原本稻作轉到蔗

作,勞動需求增加, 故女性開始進入勞動市場。這時候纏足變

成勞動上的阻礙, 故解纏足的人越來越多,且各年齡層解纏

足的比率,也與能提供勞動的女性年齡有高度相關。另外提

到因為新式糖業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女性開始進入勞動

市場,女性的所得因而提升, 減少了所謂的婦女失蹤的社會

現象。 (劉奎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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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3章:纏足與失蹤婦女

本章探討日治時期新式糖業發展對女性處境的影響。 台灣早

期有使女性纏足之習,1905年調查當中女性纏足者近六

成。1900年起,天然足與解纏足運動興起, 纏足者漸減;1915

年總督府全面禁止纏足,使幼女免於纏足命運。 同時, 新式糖

業發展帶動勞動力需求, 提升蔗作農家解纏足意願, 蔗作區

婦女解纏比例高於非蔗作區。此外, 糖業發展讓女性獲得

「其他來源的所得」, 蔗作區「失蹤婦女」數量減少,女童存活

率提升、整體性別比下降。 (蕭喬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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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3章:纏足與失蹤婦女

纏足是漢人社會特有習俗, 本章以糖業勞動需求解釋日治時

期台灣纏足與失蹤婦女的減少。清治時期纏足鬆緊程度取決

於女性勞動需求, 總督府將纏足視為惡習並於1915年禁纏

足,但未強制解纏足。新式糖業興起提升勞動需求, 除人口遷

徙外, 本章推測解纏足亦成為補充勞力的來源之一, 而迴歸

分析確實顯示勞動需求高的地區解纏足率較高。 失蹤婦女現

象源於貧困家庭資源分配不均,女嬰因農業勞動生產力較低

而被捨棄。 作者基於 Sen (1990) 的論述, 推測新式糖業提供

女性收入機會, 改善性別比失衡,並透過戶口普查數據計算,

驗證蔗作區性別比下降幅度較大。 (吳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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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3章:纏足與失蹤婦女

日本政府在台灣日治初期倡導‘天然足’運動, 是否主要出於

希望女性能夠更多地投入勞動市場? 還是說, 這一政策背後

也包含了某種人道主義的考量? (徐端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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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3章:纏足與失蹤婦女

原住民族在男女比有更接近基準值的數據,但原住民所得不

如漢人, 顯示了失蹤婦女並非只有所得因素。是因為原住民

族有些是母系社會嗎?世界上是母系社會的其他族群能印證

這一個因素嗎? (劉奎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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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3章:纏足與失蹤婦女

書中提到清朝曾禁止纏足, 請問這項禁令的動機與執行方式

為何? 它僅限於台灣, 還是由清廷下令、遍及中國?1905年的

調查中,16–30歲女性纏足比例略低於年長者, 是否與清朝禁

令有關, 或有其他解釋? (蕭喬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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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3章:纏足與失蹤婦女

不同地區的纏足與解纏足率是否受到農業型態、產業型態、

移民與種族結構或社會文化的影響?例如,台灣北部與南部

的解纏足速度是否有異? 解纏足後, 這些女性的經濟與社會

地位是否改善? 還是僅僅成為另一種形式的低薪勞工? (吳瑞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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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4 章: 糖業帝國的沒落 12 / 16



摘要—第 14章:糖業帝國的沒落

日本殖民台灣期間, 透過補貼、獎勵與關稅政策,大力發展糖

業, 希望藉此解決台灣財政問題,同時減少日本進口砂糖的

貿易逆差。然而台灣糖業出口並不具比較利益,因為土壤條

件不適合且沒有蔗園制度,使得蔗作生產力相對較低、出口

售價較高。 台灣糖業興起是建立在日本拉抬輸入關稅的保護

政策, 讓糖廠、蔗農受惠,但日本與台灣的消費者受害。 在戰

後日本對台灣徵收進口糖稅,且接手的台糖公司公營獨占、

缺乏經營效率,台灣糖業快速沒落。 (張雅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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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4章:糖業帝國的沒落

本章探討了從日治時期台灣糖業起飛至二戰後的衰退。日治

時期透過糖業保護政策建立了台灣製糖業,但因為台灣在糖

業生產上並不具有比較利益, 產量及價格與其他國家相比皆

不具有優勢,也因此在二戰後,失去保護的製糖業, 欠缺在國

際上競爭的能力,也因而沒落。然因戰後初期台灣外匯的短

缺, 政府仍補助台糖公司出口,以累積外匯。 (林君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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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4章:糖業帝國的沒落

台灣的糖業對外並無比較利益,但日本殖民台灣期間仍然選

擇糖業作為發展重心, 是因為當時在台灣各個選項裡, 糖業

已是比較利益相對較高的嗎? 日本政府還有什麼更好的產業

選項嗎? (張雅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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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4章:糖業帝國的沒落

台灣糖業發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減少日本政府對台灣

巨額的財政補貼, 然而透過政策保護及扶持的結果, 是讓日

本與台灣的砂糖消費者可能購買到更昂貴的砂糖,因此在政

府支出減少,國內消費支出增加,在兩者的影響下會對日本

GDP 有正向成長嗎? (林君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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