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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治時期的經濟 

一、時間：1895~1945 

二、內容： 

  1.了解日本治臺初期的各項基礎建設 

  2.認識日本治臺期間所推動的經濟政策與臺灣的農業、工業發展 

 

2-1 基礎建設(P.78~P.79) 

※重要措施：(        )制度 

  1.目的：增加財政收入 

  2.方式：總督府設置「專賣局」，將(        )、(        )等物品列為專賣 

  3.成果：使總督府財政收入大為增加，有足夠經費推動各項基礎建設 
 

※推動基礎建設： 

  1.目的：為強化殖民統治及獲取臺灣資源 

  2.推動者：民政長官(                ) 

  3.建設內容： 

    (1)土地與林野調查： 

項目 土地調查 林野調查 

目的 掌握土地資料，便於治理與徵稅 將山林地收歸(        )以利開發 

影響 田賦稅收增加 使原住民土地流失 

    (2)統一貨幣： 

      A.目的：為解決幣制混亂問題 

      B.方式：成立(        )銀行，統一發行貨幣 

    (3)人口普查： 

      A.目的：建立詳實的人口資料 

      B.實施：1905 年，總督府在臺灣實施第一次(        )普查 

      C.影響：有利於殖民統治與人力資源運用 

    (4)交通建設： 

      A.目的：便於殖民統治及獲取臺灣資源 

      B.通訊：設立(        )、電報和電話等通訊系統 

      C.陸上：鐵路 1908 年(        )→(        )的西部縱貫鐵路完工通車 

              公路：修築公路與橋樑，例如：東部臨海公路 

      D.海上：整建(        )港和(        )港 

      E.影響：使臺灣人逐漸感受到近代化交通設施的便利性 

  4.影響：有助於臺灣日後工業化的發展，也增強日本企業的投資意願 



2-2 工業日本、農業臺灣(P.80) 

※「農業臺灣」政策： 

  1.目的：為供應日本國內的(        )需求 

  2.時間：1900~1930 

  3.發展：偏重(        )、(        )的生產 

 

一、改良稻作 

  1.引進新耕作技術並從事品種改良：磯永吉教授成功培植出「(        )米」 

  2.特產品：在臺灣南部盛產香蕉、鳳梨，成為臺灣重要的外銷產品 

 

二、新式製糖業 

  1.目的：為提高(        )產量 

  2.措施： 

    (1)設立新式(        )：採機器製糖 

    (2)設置糖業試驗所：培育新品種 

  3.成果：臺灣蔗糖產量大增，有「(                )」的稱號 

  4.缺失：總督府為保護日本資本家，使(        )備受壓榨與剝削 

 

三、興修水利 

  1.目的：為提升農業生產力 

  2.代表：(                )規劃興建「(        )大圳」，灌溉嘉南平原 

  3.成果：提高稻米、甘蔗的產量 

 

2-3 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工業臺灣」政策 

  1.目的：配合「(        )政策」，將臺灣建設成前進南洋(東南亞)的補給基地 

  2.時間：1930~1945 

  3.重要發展：積極推動(        )化發展 

    (1)1919 年，成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進行各項電力開發計畫 

    (2)1934 年，(            )水力發電所完工，可供臺灣西半部地區用電 

    (3)推動產業： 

      A.總督府配合戰爭需要，積極發展(        )工業：機械、造船、石化 

      B.發展紡織、食品加工等(    )工業 

  4.成果：臺灣已逐漸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 



※補充： 

一、日治時期臺灣經濟政策比較表 

時期 前期 後期 

時間 1900~1930 1930~1045 

口號 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目的 
積極發展臺灣農業 

滿足日本民生需求 

配合南進政策 

使臺灣成為南進基地而推動工業化 

措施 

1.設農業試驗場：新技術和品種改良 

2.發展新式製糖業：糖廠取代糖廍 

3.興建嘉南大圳：提升灌溉面積與產量 

1.設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進行電力開發 

2.發展紡織、食品加工等輕工業 

3.戰時發展軍需工業 

成果 

1.蓬萊米成今日臺灣主要食用米 

2.臺灣有「糖業王國」之稱 

3.水利工程使臺灣農產量大大提升 

1.1934 年，日月潭水力發電所完工 

2.輕工業發展有顯著成長 

缺失 
總督府採取保護資本家的措施，犧牲臺

灣蔗農權益 
戰時配給制度使臺灣交易活動受限制 

影響 

1.使臺灣農耕技術進步 

2.增加土地灌溉面積 

3.蔗糖與稻米產量大幅提升 

臺逐漸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化社會 

 

二、重要措施完成時間： 

時間 項目 時間 項目 

1899 臺灣銀行 1919 臺灣總督府 

1900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 1922 蓬萊米 

1905 實施第一次人口調查 1930 嘉南大圳 

1908 西部幹線鐵路(基→高) 1934 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