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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日本治臺51年間，在教學上

是否能透過系統式的圖表說明，讓學生能

在短時間內有所了解？

答：下面的圖表，從日本經濟目標、

統治的基礎，以及經營方法說明日本統治

的系統：

日本在歐美帝國主義興起後，基本上

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以進入工業化

的國家。不過歐美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控

制主要以工業原料為主，日本帝國主義除

工業原料外，並及於糧食生產控制，更深

入殖民地社會底層糧食生產的農民。

配合日本經濟發展需要，在臺灣的

經濟政策，前期採「農業臺灣，工業日

本」，後期為「南進」政策下的工業化。

在「農業臺灣」政策下，臺灣經歷一次

「綠色革命」，透過化學肥料的使用，引

入作物新品種，從事水利設施之改進，作

物達成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後期在「南

進」政策下，臺灣成為日本向南侵略的前

哨站，工業有較大的發展，1940年代工業

產值已超過總產值之半。

為達經濟的發展，日本對臺灣的人

力資源與自然資源從事階段性、系統性的

調查。在人力資源上，透過衛生、西式醫

療、預防接種，死亡率在1920年後有顯著

下降。1905年從事人口調查，建立戶籍資

料，掌握臺灣的人力資源。此外，也從田

園、林野、高山森林分階段調查並建立地

籍與所有權人資料，奠定資本主義化的基

礎。藉著基礎設施之建立，自然資源與人

力資源才得以有效的運用，產生經濟發展

上的乘數效應。

要達成上述效能，日本帝國在臺的統

治，實行總督集權與空間上全面控制。1920

年之前，地方行政區劃大，1920年之後地方

實行州廳、郡市、街庄制，不過「生蕃地」

未被包括在前述的範圍之內。街庄的役

場、公學校、警察派出所，成為改變平地社

會的三大機構；原住民蕃童教育所、警察駐

在所、交易所，也結構性改變「生蕃地」原

住民社會。統治之初，日人對花東漢人較

少的地區，實行移民村以限制漢人移民。

移民村失敗後，西部移民始漸多。至日人

統治結束，25％的土地為日人所擁有。

日本的治臺有兩大政策，一為差別待

遇，一為科學主義。後藤新平的「生物統

治學」在強調透過調查統計，了解社會現

況，以為制定政策規範的參考，在此基礎

上制定的政策才得以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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