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單元

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米荒

吳聰敏 (台大經濟系)

2025/04/07

0. 1 / 10



1. 第15章: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2. 第16章:米荒

0. 2 / 10



第15章: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1. 第 15 章: 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3 / 10



摘要—第 15章: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雖然本質上為母國優先的殖民統治,但

日本引進的現代化制度、技術與公共建設讓台灣人得以受惠

於殖民現代性。本章以死亡率下降、台灣人人均 GDP 成長等

數據佐證台灣人福祉提升的論述, 另以蔗作面積增加、價格

上升、貸金利率下降等統計資料支持農民生活水準改善的說

法。 在經濟成長的背後, 日本政府以統計與科學決定施政的

態度為關鍵因素。 (梁晏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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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5章: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伯曼少校認為日本殖民政策為台灣帶來極大利益, 陳紹馨則

提出日治時期的台灣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作者認為以殖民統

治與否衡量統治政權並不客觀,因為非殖民政權的政策也會

有優先順序,因此要回到人民的生活水準來判斷。部分經濟

學家認為,好的制度有助於經濟成長。日治初期總督府建立

各項現代化制度, 奠定台灣經濟成長的基礎。 作者舉例, 蓬萊

米的引進、新式糖業的建立, 皆促進農民所得增加,也可能間

接促使台灣人開始理解科學的概念。 (鄭恩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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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5章: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本章認為倚重統計資料與科學態度是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

因素, 然李祖福 (2022) 指出主計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中的房租類指數與民眾實際生活成本存在嚴重落差,國

富統計更是睽違 30 年才於去年 (2024)再次發布。政府有誘

因隱藏對自身不利的統計, 而一般不具備經濟學背景的選民

並不會將這些議題納為優先考量, 我們如何能促使政府編制

更完善的統計資料? (梁晏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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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5章: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課本提到,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在國共內戰期間壓迫台灣

省政府提供資源,不會把台灣人的利益放在前面; 而國民政

府遷台後,也是把外省籍人民的利益放在台灣農民前面。 也

就是說,國民政府和殖民政府某種程度都一樣以特定族群的

利益為優先, 這是否驗證了陳紹馨提出的殖民政策下的有限

性進步? (鄭恩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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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6章:米荒

戰後初期的米荒,始於延續日治時期的徵購與配給制度, 農

民稻米除了自用部分, 必須以極低價格賣給政府,再由政府

配給給民眾。 因徵購價與黑市價差距過大, 農民傾向走私或

囤積, 政府則以封存倉庫和動用武力的方式應對, 引發社會

反彈。當時米價飆漲, 政府卻實施 「最高米價」政策,導致米

無法正常流通。政府不僅以不合理價格徵購, 還長期拖欠糧

款,使農民失去信任。這些嚴格的經濟管制與物資壟斷政策,

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民眾在「32條要求」

中明確要求撤銷專賣局與貿易管制。 (鄭宇晴 )

2. 第 16 章: 米荒 9 / 10

吳 聰敏

吳 聰敏

吳 聰敏



摘要—第 16章:米荒

1945 至 1950 年,台灣的經濟陷入黑暗時期, 發生嚴重米荒與

物價膨脹。本章從經濟管制政策的角度解釋了這一現象。政

府延續日治時期的徵購與配給制度,但強制低價收購稻米供

應軍公教,導致農民不願交米, 米源轉入黑市,使市場供應惡

化。通貨膨脹進一步推高米價,加重民生困難。由以上的政

策失誤出發, 本章進一步推論, 政府的經濟管制與貨幣發行

失當, 是導致社會不滿與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導火線之一。 (彭

馨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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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6章:米荒

開啟戰後台灣的經濟變遷與成長歷程的章節, 首先以國民政

府接受日本總督府的暨有政策以外, 還更加嚴格的對於民生

用品實行經濟管制政策導致了公開市場的米荒問題, 然黑市

及自有佃農的地主米糧仍然充虞, 足可見為米荒成因來自於

供給面的不足,專賣制度與外省本省之間的衝突並列成為二

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之一。 (林恩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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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6章:米荒

1945年台灣光復後, 戰爭破壞與復員人口激增導致稻米嚴重

短缺, 糧食供應形同斷裂。 國民政府試圖以徵購與配給制度

穩定米價並保障軍糧,但政策設計脫離農村實況,低價徵購

引發農民反彈, 黑市迅速壯大。行政腐敗更使政策成效大打

折扣, 物價飆漲、米荒加劇。政府遂以強制手段強化徵糧, 卻

在缺乏正當性的情況下使社會不滿, 最終引爆1947年初的抗

爭, 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 (邱宸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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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6章:米荒

糧食局徵購與封存高達37.5% 的稻米總產量卻未能有效分

配,反而導致城市買米困難, 這是否顯示 「中央集中式配給體

系」在多變且分散的農業經濟中不可行? (鄭宇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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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6章:米荒

文章提到, 省政府無力墊付龐大費用, 最終只能要求台灣銀

行印鈔票融通, 而這正是戰後台灣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主要

原因。那麼, 是否意味著若台灣銀行能夠自主控制貨幣發行,

就能有效抑制當時的惡性通貨膨脹? 還是說,仍有其他因素

需要考慮? (彭馨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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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6章:米荒

在書中所提的47年的民報所言無行無市,但使用黑市的價格

卻可以得到足夠量的供給,如果為政府一面以公定價格強徵

糧食後再在黑市部分上高價售出, 是否有機會解決積欠糧款

的問題 (林恩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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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6章:米荒

在稻米嚴重短缺、官僚失能的情況下, 戰後初期台灣的糧政

為何仍堅持以配給與強制收購為核心, 是否反映了國民政府

對治理現實的根本誤判? (邱宸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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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5章: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日治殖民確實提升台灣生活水準。經濟上, 蓬萊米與甘蔗價

格高, 提升農民收入;前貸金利率亦自清末18–36% 降至15%

以下, 蔗農負擔減輕。甘蔗種植面積為清末三倍,在能自由選

擇農作的情況下,反映高利潤。 制度上, 後藤新平推動土地改

革、法律建設與統計制度, 七年一次的人口調查涵蓋教育、語

言、纏足等面向, 為施政提供依據。此外, 總督府推廣改良蔗

苗與化肥,也促使農民接觸科學耕作觀念。 (王子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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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5章:殖民統治與經濟成長

書中強調後藤新平推動的大規模統計調查具有關鍵意義。除

了幫助學術研究理解當時台灣社會, 我好奇這些資料在當時

的統治或政策推動上,具體產生了哪些實際效益? (王子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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