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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摘要:纏足與失蹤婦女

本章首先講述了臺灣纏足女性人數的相關調查, 接著提及日

治時期–天然足與解纏足運動,以數據觀察運動之成效;再由

推斷 「為何纏足」從而帶出解纏足者之所以大增的緣由為新

式糖業的興起需要更多女性勞動力, 最終提及沈恩教授: 「所

得低為失蹤婦女現象之主因」的想法,將其結合漢人傳統社

會父母對女孩未來可創造所得之預期, 得出新式糖業除使蔗

作面積大幅增加,同時也使失蹤婦女減少了的結論。 (張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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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摘要:纏足與失蹤婦女

產業型態的改變, 從1905年到1935年間, 甘蔗年增率約

8.8%的成長,其刺激了勞動力與勞動人口的需求增長, 直接

的解放了婦女纏足的厄運,也提升了女性的勞動產出價值,

使得女嬰被照顧的程度增加,也就是更好的生存機會,這點,

作者從甘蔗,糖業的增長,與男女比例變化得出了證明. 文中

也看到了產業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移動. (劉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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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摘要:纏足與失蹤婦女

日治時期開始對台灣進行調查, 呼籲人們停止纏足。 大家族

和城市婦女多為纏足者,因為她們不需要進行農業勞動。隨

著新糖業的發展,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大增, 促使年輕女性

停止纏足。這也提高了家庭對女性成員的收入需求,增加對

她們的照顧, 從而減少了失蹤婦女的人數。 (劉麗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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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摘要:纏足與失蹤婦女

本文分析日治時期台灣糖業如何促進社會性別角色變遷, 尤

其是對纏足習俗的影響。1900年代新式糖廠興起不僅增加蔗

作農家的收入和勞動力需求,也促進了解纏足的進程和性別

比的平衡。 不僅反映經濟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也顯示工

業化過程中性別角色和觀念轉變。研究顯示,糖業的快速成

長與糖廠鐵道的建設不僅推動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改變婦女

的社會地位,間接推動性別觀念的變遷。這段歷史展現經濟

發展與社會性別角色變遷之間的密切關聯。 (侯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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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摘要:纏足與失蹤婦女

本章節介紹新式糖業發展對於纏足與失蹤婦女的影響。1900

年, 民間發起天然足運動。 台灣總督府於五年後進行第一次

戶口調查,結果顯示台灣仍有56.9%女性纏足。待十年後,總

督府進行第二次戶口調查, 此時纏足比率已下降40.2%且解

纏足比率劇增。 作者推論,除社會風氣改變外, 新式糖業為主

要因素。種蔗相對種稻需較多勞動力, 新式糖廠成立後,除吸

引非蔗作區勞工移入亦使得女性有經濟誘因不纏足、解纏

足。此外, 新式糖業使女性得為家庭創造更多所得, 改善了失

蹤婦女現象。 (李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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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摘要:纏足與失蹤婦女

1905年台灣總督府首次戶口調查顯示纏足習俗普遍, 占女性

總人口56.9%,隨著日治時期天然足運動和政府禁令推行,到

1920年纏足者比例下降至11.8%, 研究表明纏足影響女性的

婚姻機會, 未纏足者未婚之比率較高且結婚較晚。新式糖業

的興起則增加女性勞動力的需求, 促進解纏足的風潮,也因

為女性能夠參與蔗作並為家庭創造額外收入, 從而減少失蹤

婦女的現象, 改善了女性的生存狀況。 (李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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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摘要:糖業帝國的沒落

台灣糖業的蔗作每公頃產量不及爪哇的一半,但日本為了減

低台灣的財政赤字對台灣糖業發展大力補貼與獎勵,並為了

降低日本本土的砂糖貿易逆差對進口糖課徵高關稅,因而造

就台灣的糖業帝國。 但到戰後因台灣的糖業無比較利益,且

許多國家對砂糖採取保護與管制政策,台灣糖業因而沒

落。1960年代台灣的砂糖出口經常都是賠錢, 然而台糖在當

時國內極缺外匯的背景下,仍為了要賺外匯而持續出口砂糖,

當時政府還禁止進口砂糖以提高內銷利潤,以內銷補貼外銷,

造成國內消費者的損失。 (張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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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摘要:糖業帝國的沒落

殖民時期, 日本為了自己自主,對爪哇糖課高關稅 (ISI 政策) 。

然而, 從單位面積產糖來看,台灣的糖產量相比爪哇和夏威

夷低,且蔗園制度的生產成本高, 無任何比較利益。 台灣糖業

完全依賴日本關稅制度才得以維持。戰後, 日本對台灣糖徵

收高關稅,台糖國營事業缺乏競爭力,在國際自由市場上糖

的售價遠低於生產成本,出口即虧損。 但政府為了獲得急需

的外匯, 只得給予台糖補貼以繼續出口。此外,台灣糖業獨佔

市場, 擁有自訂價格的權力, 最終損害了台灣消費者的利益。

(劉麗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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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摘要:糖業帝國的沒落

總督府為解決臺灣財政赤字及減少本土砂糖貿易逆差,選擇

發展臺灣糖業,製糖技術隨之提升。 但因臺灣甘蔗農業土壤

條件差, 產量少, 砂糖生產成本仍高, 缺乏比較利益。總督府

為提升競爭力,參採新渡戶稻造 「拉抬外國輸入關稅」保護

政策建議,對爪哇糖課高關稅,糖業因此有高成長及大規模

的表現。然戰後日對臺進口條件改變,糖業無比較利益,又臺

糖公企經營效益低, 產業轉型難,臺灣糖業失去國際市場競

爭力,在各國保護政策中逐漸沒落。 (陳建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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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摘要:糖業帝國的沒落

日治時期,台灣糖業快速發展,主旨在解決財政赤字和減少

日本砂糖貿易逆差。 但由於土壤條件不適合種植甘蔗,以及

高生產成本的蔗園制度,台灣的糖產量遠低於爪哇和夏威

夷。日本政府透過提高進口關稅來暫時保護台灣糖業,但在

戰後的自由市場上,台灣糖價缺乏國際競爭力, 貿易上並無

比較利益,終致糖業帝國沒落。而台糖公司依靠內銷補貼外

銷維持營運,其目的並非發展糖業,而是為了賺取外匯。

(李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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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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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提問 #1:糖業帝國的沒落

• 想詢問教授於書中第246頁提及依年齡組別畫出的解纏

足人數占原纏足人數之比率, 66-70歲年齡組的比率略上

升但原因不明, 教授是否對此現象有屬於自己的推斷呢?

(張元嘉)

• 關於男女比率,福建, 廣東與原住民, 為什麼漢人跟原住民

的差異會這麼大?同樣的勞動力問題,原住民狩獵也需要

男人多, 為什麼原住民的男女比例會貼近基準值0.95?

(劉中道)

• 為何台中地區甘蔗所需女性勞動力多過於全台平均和男

性需求? (劉麗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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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提問 #2:纏足與失蹤婦女

• 在糖業快速發展期間,台灣社會如何平衡傳統文化與現代

化經濟需求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性別角色和勞動力參與

方面? (侯怡如)

• p.242, 為什麼彰化與台中福建省纏足比率都很高,但客家

人在台中、彰化纏足的比率卻差距很大? (李艷娟)

• 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 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相對停滯, 是

否導致失蹤婦女現象有所變化? (李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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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提問 #1:糖業帝國的沒落

• 因為大型新式糖廠主要是日本大型財閥成立,糖業興盛時

期的收益都由日本大會社收走,一般蔗農與勞工真的有分

享到台灣糖業興盛的好處嗎? (張琪華)

• 戰間期對稻米需求應該增加且日本也知道台灣蔗糖無比

較利益, 為何還要堅持發展蔗糖而不栽種糧食作物?

(劉麗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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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提問 #2:糖業帝國的沒落

• 日本為何不一開始就對黃雙、中雙砂糖課徵相同稅額,要

發現爪哇對砂糖染色出口才調整為一致稅率? (陳建甫)

• 有鑑於台灣糖業在日治時期受到關稅保護政策的影響,並

在政策取消後面臨衰落,目前台灣對國內汽車產業的關稅

保護政策與之相比有何異同? (李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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