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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浩然 著

（1895～1945）（上）



作者簡介

聶浩然，現任廣東技術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是一位在歷史學界嶄露頭角的青年

學者，擁有深厚的學術造詣與不凡的研究成就。他 2016 年於國內知名高等學府暨南大學深造，

最終 2019 年榮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專研之路穩健而堅實。聶博士的學術研究聚焦於近代臺灣農

業歷史地理這一獨特而複雜的領域，以其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紮實的史料功底，在這一細分領

域內開疆拓土，貢獻頗豐。

他致力於深入挖掘近代臺灣歷史地理的變遷軌跡，探討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對該

地區發展的影響，其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學界對於臺灣近代史的認知，也為理解兩岸關係的歷

史脈絡提供了寶貴的學術參考。聶浩然講師不僅學術成果斐然，更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生動

的教學風格深受學生喜愛。

提    要

本文研究了自 1895 年日本通過《馬關條約》佔領臺灣，至 1945 年，臺灣光復，這 50 年期

間內，臺灣的農業發展環境及農業的生產、分布、加工、銷售的情況、規律以及區域特徵。所

用文獻以偽臺灣總督府及各州廳政府所轄區域的地方志、日據初期的調查報告、踏查日記，日

據時期臺灣的報刊，以及相關口述史料為主。

本文介紹了日據時期臺灣農業發展的自然條件、社會環境、人口資源和水利建設情況。本

文主要分析研究了種植業、林業、水產業和畜牧業的生產改良情況、地域分布特點、加工和銷

售的特點。

通過分析，筆者發現臺灣是一個宜農的地方，有豐富的農產品資源，水稻等農產品在臺灣

的栽培生產，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臺灣的林業、漁業資源十分豐富，然而，畜牧業總體上卻

不如中國大陸發達。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偽政府臺灣總督府借助臺灣省良好的自然、社會環境及豐富的人力資

源，全面推進農業發展，從加強水利建設，到擴大種植業、林業生產，再到對水產業及畜牧業

進行產業升級，提高了各個產業的生產效率，生產質量及生產數量，以滿足日本市場消費需求

及日本對外侵略的戰時軍需。

雖然臺灣總督府極力推動臺灣農業的發展，但是其目的並非為了臺灣。臺灣所生產的稻米

往往給日本的侵略戰爭充當軍糧，而臺灣人民種植水稻，卻只能夠食用番薯等雜糧充饑。臺灣

豐富的糖、油、水果等經濟作物產品，木材、樟腦、茶、水產產品和畜產產品等，往往被臺灣

總督府掠奪回日本本土，或者銷往世界各地為其賺取外匯，臺灣的普通人民根本無法享受臺灣

農業發展的成果。且日據時期臺灣的經濟發展帶有鮮明的殖民地色彩，如產品發展受日本對外

戰爭影響較大，產品結構過於單一，只發展能夠為日本帶來經濟價值的產品，這些都為臺灣現

代的農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