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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一路走來，一直是充滿著人民的悲情與血淚，不論是甲午戰爭戰敗後因馬關

條約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或者是光復後回歸國民政府的台灣。一步一步，人民走

的艱辛、走的痛苦，執政政府的專制，令人民有苦說不出，人民沒有選擇的權利，

選擇自己想要的政府，只能接受，之後呢？只能靠政府跟自己的造化了。

執政者的決策往往決定了人民的命運，然而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國民政府統治

前期，兩者之間的政策又有什麼不同？對於人民的影響又是如何？台灣人民的逆

來順受，台灣人民的流血抗爭，再再的顯示了對政府的不滿及無奈，政府究竟如

何對待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可以從政策中一探究竟。

貳●正文

一、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泱泱大國輸給一個小小的海島國家，

對於中國當朝政府，無疑是一大恥辱，戰敗，象徵著割地、賠款，西元一八九五

年，中日雙方代表：李鴻章、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簽署條約，台灣全島及其附屬

島嶼及澎湖列島均割讓給日本，這對台灣人民來說無疑是一件壞事，意味著必須

落入“異族”手中統治，台灣人民的未來充滿著茫然與不安。

01.三大時期

日本在統治台灣時，依照國際局勢、日本政情、對台政策及台灣民情、社會結構

等變化狀況，可概分為前期武官、中期文官暨後其武官等三個總督時期(註一)

在前期武官統治時期主要是為了鎮壓住台灣人民強烈的抗日念頭，那種反對異族

統治的情緒，而在這個時期裡發生了熟悉的武裝抗日事件，苗栗羅福星事件以及

噍 吧 年 余 清 芳事 件 。這兩大事件可作為代表。

而中期文官統治時期：以應付自前一時期武力反抗方式轉變為致力政治運動之抗

爭，係由文人出任總督。此一時期正承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主自由思潮風靡

於世，民族自覺之觀念瀰漫全球；復由於台灣民智大開，民族意識覺醒，日本因

勢利導，轉而採取「同化政策」，以玆因應，故稱為「同化政策時期」是也(註二)
再這個文官統治的時期，卻同時也發生了台灣原住民的最大抗爭「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起因，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山地勞役剝削問題；一為原住民與日本人

通婚問題。事件發生之前，霧社一帶高山族被動員從事多項勞役，勞役過重，警

方威撥甚力，且對於低廉的工資，警方又有帳目不清或心存欺騙之嫌。至於婚姻

問題，日本領台之初，鼓勵日本警察娶各社頭目或有地位者之女兒為妻，但有些

警察在日本內地早有妻室，來台後娶山地女子為妻，這些山地的所謂「內緣妻」，

往往會在日警離開之後被遺棄。(註三)莫那魯道所屬的馬赫坡社，在 10 月 27 日

上午，闖入霧社公學校將日人全數殲滅。這一次日人死傷慘重，也是我們所熟悉

的霧社事件。

後期又回復了武官統治，此時正逢中日戰爭，為加強戰力，實施「皇民化運動」，

徵求台灣人民上戰場，為祖國效力。諷刺的是，前期那樣反對日本統治台灣的後

代子孫，此時卻為了所謂的’’祖國’’上了戰場，與自己身上留著相似族群血液的

人，相互廝殺。日本的皇民化運動，幾乎同化了台灣人民。

總督府雖然受日本中央政府監督，但是始終集行政、司法、立法三權於一身，甚

至一度擁有軍事權(初期武官總督時期)。其中對台灣民眾箝制最大的要算是立法

權了，有了這項大權，總督不但可以制定律令，也可以頒布緊急命令，使得總督

府在統治管理上，運作自如，如虎添翼。(註四)

異民族的統治，殖民地的人民無法享受與統治民族相等的權利，卻要付出更多的

義務。在台日本人得免除保甲的義務，便可顯示出種族間不平等待遇。警察是統

治階層的基礎角色，因此也就與民眾接觸最密，由民眾對警察的敬畏之情，就可

看出人民對殖民統治的畏懼。而政治上的不平等，經濟上狀況亦如是。利用政治

為後盾強制『徵收』民地，以為資本家、財閥的私有財產。政治、經濟交相為利

的局面，壯大了日本統治階層及其所屬的資產勢力，而一般民眾只有被剝削的『義

務』。資本主義化的結果，給台民帶來的被剝削、被壓迫的最典型例子，便是製

糖會社和蔗農的關係。附屬於一貫的政治、經濟的壓迫台民的理念下，教育政策

也是如此。台民上的公學校，主要是教導習日語，因為語言的學習，可以控制思

想意識，且便於政令的宣達，也就是易達奴役的目標。除了學習語言教育之外，

便是以實業教育為主，以增強勞動力，增加生產，以達剝削目的。綜觀小說中的

台灣社會，是一個統治者欺凌被統治者；壓迫者剝削被壓迫者的極端不平等的社

會。造成這個不平等的差別待遇，由總督府的治台一貫政策中可以看出，這是統

治階層以剝削殖民地為主要目標，枉顧殖民地民眾權益所種下的因而結下的果。

(註五)

02.政策

西曆一八九八年，藉「台灣地籍規則」及「土地調查規定」，辦理土地調查及測



量，著手土地改革事宜，並從事林野調查，收買大租權，建立林野資料庫。(註
六)

西曆一九零五年，依所制定之「戶籍調查規定」實施次臨時戶口調查，確立戶籍

資料，奠定殖民地近代化之制度與基礎。(註七)

實施鴉片漸禁政策，將鴉片收歸專賣；建立良好課稅制度，財政上提前於一九零

四年，結束日本中央政府補助台灣之經費事宜。(註八)

依據「六三法」，制頒「匪徒刑罰令」及「保甲條例」，成為「治台」之「大本」，

並運用軟硬兼施之政策及手段，招降、誘騙、捕殺，迫使義民孤主無援，消失於

無形中，於西曆一九零二年，確立全台治安。(註九)

以上皆為政治律令，由樺山資紀開始，後轉由兒玉源太郎，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一步一步的推行、實施。當然，對於台灣也有著相當的貢獻，不過這是屏除了對

於台灣人民諸多的不平等及剝削後的評論。但是無法否認，這一個時期的台灣確

實比清領時期有秩序、條理多了。

西曆一九一九年，改採重視產業政策為其施政方針，促使台灣之經濟，更趨近於

現帶化及繁榮景象。(註十)

在日本殖民地之體制下，由於政治力量之庇護，使日人所投資之產業，得能迅速

開展，其具體事時如次：蔗田面積增加時被，行成龐大之糖業資本，資本額為六

億二千萬日圓。日人之企業公司增加為四百三十四家，資本總額為五億七千萬日

圓。(註十一)

設立銀行(西曆一八九九年)，實施與日本相同之貨幣法，成立台灣電力公司(西曆

一九一九年)、開闢西部縱貫鐵路(西曆一九零九年)、基隆開港(西曆一九零八

年)、耕地面積達七十四萬甲(西曆一九一七年)、歲收六千五版萬日圓(西曆一九

一七年)增加六倍、歲出約增加四、五倍、人口由據台初期之二百五十五萬人，

增加為四百二十萬人(西曆一九二六年)。(註十二)

台灣經濟雖發達，景氣達巔峰狀態，但經濟命脈，則由三井、三菱等大公司，操

縱、包辦及壟斷；台灣人群淪為生產工具，形同被支配之剝削對象，亦為台灣人

族群意識覺醒要因之一。(註十三)

二林事件即是代表事件，製糖會社對農民的剝削，造成農民的不滿，希望與製糖

會社交涉，但製糖會社卻拒絕了蔗農的要求，而且還請來日警干涉。造成多人被



捕，也是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因陳情而首度遭受集體迫害。而此事件也影響了日後

的農運。

台灣總督府本著「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基本精神，對於將台灣當作對南方前

進的跳板，這一連串的經濟措施是一種必須的手段。但是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在這段時間內，台灣的經濟、人口，確實是以驚人的速度成長。摒除掉對於台灣

人的不當剝削，其實對台灣本身的經濟其實是有相當大的幫助，對於日後播遷來

台的國民政府，實際上也是奠定了經濟的基礎。

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

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及九日，盟軍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及長崎開

花。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註十四)。台灣也在這種情況下交由中國

國民政府，台灣人民無一不欣喜若狂，大肆慶祝台灣光復。蔣介石當時即派陳儀

將軍來到台灣，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01.接收台灣初期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沿習日本總督府之衣缽，其組織架構異常龐大，陳儀率

領的這個機關擁有了行政、司法、立法、軍事等各項大全，及其一體，很像日本

時代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註十五)

此時期，台灣的經濟因中國官員的貪污及陋習，全面性的經濟蕭條，日據時期所

奠定下來的經濟基礎，幾乎在此一時期消耗殆盡，社會治安敗壞，『路不拾遺，

夜不閉戶』在這時候來看已是天方夜譚。

二二八事件在一年後爆發，帶給台灣人民最深沉的傷痛，也為台灣的政治與社

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

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註十

六)

蔣介石在大陸淪陷後，不得以退守台灣，其心心念念要「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對於台灣，是百般無奈之下最壞的安身之處。但這段期間，說沒有建樹卻也是騙

人的。

首先推動的是「三七五減租」。國民政府於西曆一九四九年元月，著手準備，旋

於同年四月十九日，頒布《台灣省私有地租佃管條例》，及俗稱《三七五減租條

例》。(註十七)



其次，推行「公地放領」措施。日本掌權時代，總督府留給日本企業及日本移民

使用，而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時候，也接掌了這些所謂的公地。

國民政府旋於西曆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公佈「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

實施辦法」，簡稱「公地放領」，將自日本人手中接收之農地一八一‧四九零甲(折
合為一七六‧零三一公頃)，保留七四、五三一甲(折合為七二‧二八九公頃)，其

餘一零六‧九五九甲(折合為一零三‧七四二公頃)以年產量二、五倍，分十年平

均攤還之方式，轉售給佃農。(註十八)

接著實施的是「耕者有其田」。三項土地改革政策，對台灣本身確實是產生了極

大的衝擊。土地改革對於日後國民黨權也有相當程度的幫助，土地改革讓大地主

們失去農地，對於政府而言，具有影響能力的大地主失去了優勢，掌管起來相對

也是容易的多了。

02.經濟政策

對於台灣的經濟建設，政府在遷移來台之後，似乎發現其必要性，一是為了能立

足台灣，鞏固政府本身已殘敗不堪的情勢，二是為了蔣中正先生遙不可及的反攻

大業，經濟建設能為國家、人民帶來財富，於是，於民國四十二年推行第一步的

經濟建設。

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之主要目標，旨在採取最有效、最迅速之途徑，提高農、

工業之生產能力，達成充裕物資供應，增加出口，減少進口，期能對內求得穩定

經濟，對外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為期目標。(註十九)

第二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旨在達成增產稻米、焦煤、食品加工業、輕紡工業，

改善鐵路設施，東西橫貫公路、船舶運輸、石門水庫、西部海埔新生地，退除役

官兵就業輔導合住宅興建等計畫之內涵為目標。(註二十)

第三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旨在改善投資環境，提高生產能力，增強產品之國際

競爭能力，擴展對外貿易，減少對美援之依賴性，期使經濟結構逐步邁向新方向。

(註二十一)

第四、五期經濟建設計畫，目的在於改善投資環境，增加投資金額，改善經濟結

構、提高生產技術與管理水準；同時，致力於加工出口業暨平衡國際收支狀況。

(註二十二)



每一期有其固定的目標，循序漸進，達成每一階段的需求，我們所熟悉的經建計

畫，於民國四十年代成功的將台灣經濟轉型到輕、重工業。而民國六十年代蔣經

國先生宣布推動的十大建設，更使台灣的經濟更為亮眼，不被石油危機所侷限著。

民國八十年代，產業結構改變，以電子產業取得優勢，與全世界之高科技產業同

步競爭，成為極為閃亮的一顆星

參●結論

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以對待次等國民的方式統治、殖民台灣。但是不可否認

的是其政府對台灣本身的建樹，縱使他們確確實實的壓榨台灣人民。回想當初日

據時期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這是在國民政府接收後被老一輩的人們所懷念的

的事，一切是那麼的有條理、秩序。而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權威時期到興革時期，

慢慢的由一開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腐敗、貪污、無能，使人民過著悲苦不堪的

生活，甚至發生了悲慘的二二八事件，轉變為緩緩進步的政府。台灣這樣子一步

步走來是如此的辛苦。不論是日據台灣總督府或者是國民政府，對於這片土地的

貢獻是功不可沒的。但如果再下頒命令時，能多為人民著想，相信這片土地上流

血得先民們就不會如此多了。政府，本就是該為人民著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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