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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糖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然而，我們卻從未思考過臺灣為

何過去有「蔗糖王國」這個揚名國際的美稱。特別是在日治時期糖業發展趨向現

代化，產量、品質大幅上升，締造臺灣糖業在世界史上的黃金時代。

在萬華地區有個歷史悠久的糖廍文化園區，早期以糖業製造為主，而現在則轉型

為觀光性質的文化園區。一直以來北部的糖業發展較少涉略，剛好有小組成員住

在附近，希望能透過實地參訪，藉此了解日治時期北臺灣糖業的發展概況。



一、糖業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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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日本殖民—臺灣糖業發展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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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治初期

二林事件

大正十四年6月，彰化二林地區的臺灣文化協會成員李應章等人組

織「二林蔗農組合」，向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爭取蔗農權益，主要訴求

摘要如下：

(1) 應於採收甘蔗前先發表原料收購價格。

(2) 應派遣蔗農代表見證秤量作業。

(3) 蔗農與株式會社共同協定收購價格。

(4) 蔗農自由購買肥料。

(5) 應公布肥料分析表。

蔗農抗爭

「第一憨、替人選舉做運動；第二憨、種甘蔗乎會社磅」

「三個保正八十斤」



(二)糖業的輝煌時期與沒落

「昭和十年(1935)的臺灣始政四十年博覽會，專設

糖業館，大門上標榜『糖業是臺灣文化之母』」

由此可知，日本領有臺灣的四十年，浩浩蕩蕩地舉

行博覽會目的為向世界各國展現大日本帝國的功績。

此時臺灣的糖業已成為日本殖民臺灣的重要發展之

一，更是臺灣經濟重要的支柱。



(二)糖業的輝煌時期與沒落

除了設置新式糖廠外，為了配合各糖廠製糖所

需的原料運送，更是以製糖廠為中心向外舖設

輕便鐵道(右圖)，形成糖業鐵路，此即一般俗

稱 的

臺灣鐵道路線圖。 (資料來源：翻
攝自《臺灣的糖業》，陳明言，
2007)



(二)糖業的輝煌時期與沒落

到了昭和十一年(1936)，第十七任總督小林躋造武

官總督上任，施政方針改為「皇民化」，並以「南

進基地化」作為主要經濟政策。

昭和十六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高達34所製糖

廠遭到美軍轟炸，導致各處糖廠幾乎停產，因受轟

炸所減少的蔗糖量更是高達三十二萬噸。

時間 年代 蔗糖總產
量(公噸)

193

9

昭和十四
年

1,418,731

194

0

昭和十五
年

1,132,767

194

1

昭和十六
年

814,630

194

2

昭和十七
年

1,391,752

資料來源：《糖業六十週年》



二、當糖廠走向現代化

隨著第一座新式糖廠—橋仔頭糖廠於高雄設立後，新渡戶

稻造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

「明治42年，現代製糖廠的生產量，達一萬一千八百八十

萬斤，佔臺灣產糖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陳明言，2007)

時 代 。
昭和九年(1934)臺灣糖業圖。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網站)



1.蔗作農業：改良甘蔗品種、栽種方式、

獎勵開墾蔗作土地等。

2.製糖加工：設置大規模的機械製糖廠、

運用政府力量補助擁有新型機械設備之

大型糖廠等。

3.市場保護：提高外國進口糖之關稅、

制定法定蔗價、進行糖業教育、獎勵副

產品生產等。

糖業改良意見書內容



三、歷史之下的遺產 –萬華糖廍文化園區

1945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設置了「臺灣

糖業建理委員會」，並在隔年正式成立臺糖

公司。

1979年，臺糖拆除了「臺北製

糖所」的部分設施及倉庫，臺

灣糖業於隔年進入了衰弱期，

糖價暴跌，砂糖虧損極為嚴重，

臺糖以內銷為主，1991年，開

放蔗糖進口之後，臺灣糖業王

國正式走入歷史。



三、歷史之下的遺產 –萬華糖廍文化園區

2003年，在當地居民努力爭取及抗爭

之下，被改名為「萬華倉庫」的「臺

灣製糖所」遺跡被指定爲市定古蹟，

2009年進行了古蹟修復、再造利用工

程，並於2011年9月25日以「糖廍文

化園區」的身分正式對外開放營運迄

今。
日治時期臺北製糖所地圖(1911-1942)。(資料來源：翻拍
自糖廍文化觀光園區。)



三、結論



臺灣最自古以來為農業社會，加上地形、氣候適宜蔗葉發展，甘蔗一直以來便是

各時期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物，而當時由新渡戶稻造博士發表的〈糖業改良意見書〉

與總督府大力推廣的新式糖廠與各項獎勵措施，成功造就了臺灣糖業奇蹟似的突

破 性 發 展 。



蔗糖產業的發展，更是間接地幫助總

督府加速脫離財政困窘期，不必再仰

賴日本內地的補助，達成島內自給自

足的目標。

尤其透過糖業改良措施與水利工程的

更新建置，使臺灣在日治時期成為名

副其實的「糖業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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