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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抵台: 

1895 年，清廷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甲午戰爭失敗的清廷，將台灣割讓予日

本，做為戰爭的賠償。 消息傳至台灣，引起台民群情激憤，於是以電報向清廷

報備，於 5 月 20 日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年號「永清」， 以藍地黃虎為國旗，

並擁護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欲抵抗日本接收台灣，宣言事成之後，台灣將重

歸大清帝 國版圖。 

5 月 29 日，日軍在台灣東北角的澳底（今台北縣貢寮鄉鹽寮海岸）登陸；6 月 1

日，清廷代表李經芳與日本代表樺山資紀 在基隆外海的船艦上舉行台灣移接手

續。日軍登陸後，迅速挺進，總統唐景崧棄職逃回大陸，台北城陷入混亂。 6

月 7 日，日軍先遣部隊進入台北城。6 月 14 日，華山資紀正式率文武官員入城，

6 月 17 日舉行「始政典禮」，日本正式 開始統治台灣。隨後日軍南下，沿途遭

遇台灣各地抗日軍的抵抗，被日軍逐一攻破；當時南台灣在劉永福領導下，勉強

支撐至十月間， 劉見大勢無法挽回，才黯然離開台灣。 

日本正式統治台灣，而根據《馬關條約》，台灣居民將有兩年的國籍過渡期，不

願成為日本臣民的台灣人可以自由 變賣財產及離開台灣，期限屆滿，選擇繼續

定居的人，即成為日本國籍。1897 年 5 月 8 日期限屆滿，共有 4456 人申請 離台，

僅佔台灣當時人口（約 250 萬）的極小比例，這是因為大多數的台灣人都以務農

為生，產業根著於土地， 因此不願放棄數代經營的基業。 

 

日軍登陸台灣的地點（澳底鹽寮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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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對台體制: 

日本治理台灣，採取與日本內地不同的行政體制，屬於中央集權的威權統治，當

時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法律第六 十三號（簡稱《六三法》），賦與台灣總督擁有立

法權。因此台灣總督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財政權於 一身，握有如皇帝

般的權力以統治台灣。《六三法》是基於殖民統治的需求而設立的，並不符合日

本憲法的精神，因此當時法案規定以三年為期， 再做檢討修正。實行期滿時，

卻被一再延期繼續生效。 

直到大正 10 年（1921 年），日本議會通過法律第三 號（簡稱為《法三號》），日

本本土法律開始全部或局部適用於台灣，總督府制定的律令才退居補助的角色。

日本統治初期，由於台人持續抵抗，軍費繁多，造成總督府財政沉重擔負，日本

國會議員一度 倡議「賣台」，鼓吹以一億元將台灣賣給法國，這種情況直到 1898

年，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 情況才逐漸改觀。當時兒玉總督仍身

兼日本國內要職，經常往來台日兩地，而將政務完全交由行政長官 後藤新平執

行。 

後藤新平: 推動土地、林野、戶口調查、專賣制度，奠定了日本治台的基本方針及財政 基礎。

對於台灣人層出不窮的反抗行動， 後藤新平採取高壓與懷柔並進，透過《匪徒刑罰令》與《匪

徒招降策》等法令，既以武力掃蕩，又以利誘 勸降，並於 1898年實施「保甲制度」，動員地方

民力，以協助維持治安， 

 

         後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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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抗爭的轉型: 

日本接收台灣之初，台灣各地武裝反抗活動不斷，本質是屬於改朝換代的抵抗， 

例如有「抗日三猛」之稱的簡大獅（北部）、林少貓（南部）、柯鐵虎（雲林、南

投一帶）， 都帶有民族主義色彩，不滿日本異族統治，誓言「克復台灣，效忠清

廷」。這些盤據於島內各地 的武裝反抗力量，一律被殖民政府視為「土匪」，征

討時，日警得以「臨機處分」，不必逮捕， 而直接擊斃。 

1.林杞埔事件: 大正元年（1911年）， 三菱製紙所受總督府委託，計劃在林杞埔（南投縣竹

山鎮）設置工廠，總督府於是將附近的山林劃規製紙所管理。這項計劃影響當地一萬兩千名仰賴

竹林為生的居民生計，於是在劉乾領導下，民眾擊殺頂林派出所員警， 雖然一個星期內，劉乾

等人被捕，但民眾仍以遊行請願、拒繳稅、強迫子弟罷課及不履行保甲義務等的方式， 持續抗

爭近十年，最後事件才告平息。 

2.羅福星事件: 1913年的羅福興事件，則與當時中國革命組織有關。羅福興曾於 1906年參加

中國同盟會，並於 1912年來台發 展革命組織，後來被日本警察破獲，羅福星在淡水被捕，被

判處死刑。 

3.西來庵事件: 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日治統治最後一次漢人大規模的抗日活動。首謀

的余清芳於台南市西來 庵密謀以宗教名義起事，被日警偵知，余清芳率眾攻擊噍吧哖等地的派

出所。最後，總督府派出 軍隊入山圍剿，雙方在噍吧激戰，才平定這一大規模的反抗事件。 

 

             西來庵事件被捕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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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蕃政策與原住民的抗爭 

日本治台之初，總督府平定島內平地漢人的反抗之後，逐漸將統治力量伸向山地，以

開發山林資源， 而引起原住民的反抗。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後， 在 1910

年制定「五年理蕃計劃」，以武力鎮壓，迫使全島的原住民歸順。其中，最慘烈的是

1914年對太魯閣族 的征伐，佐久間總督甚至親臨戰場督軍。五年理蕃計劃結束後，

原住民大多歸順，於是總督府在警察本署內 設置「理蕃課」，負責原住民的行政業務

及教化工作。 

1. 霧社事件: 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率各社原住民， 利用日本人在公學校舉行運動會的時

機，襲殺村內一百四十名日本人，並攻擊各駐在所，搶奪武器，對抗日本殖民政府。 事件

爆發後，總督府動員大軍，甚至以飛機噴灑毒瓦斯的方式，迫使莫那．魯道投降，此事件引

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歷經五十多天的戰鬥，莫那．魯道知大勢已去，於是率眾集體自殺。 

2. 太魯閣事件: 1896 年 12 月，日軍駐守新城的一名士兵欺辱玻士林社的少女，引起太魯閣諸

社普遍憤慨。在漢人通事李阿龍的協助策劃下，由赫赫斯社的頭目哈鹿、那威和玻士林社頭

目率領各社壯丁，將 13 名日軍官兵全數消滅，史稱“新城事件”。由此引發了一場長達 18

年的反日抗爭。日方曾一度對太魯閣族人採取綏撫策略，但因日軍逐漸擴大採樟區域，侵入

太魯閣族人的生存領域，經常引發流血衝突。最嚴重的一次是 1906 年 8 月 1 日襲殺花蓮港

支廳長大山十郎等 36 名日本人的威裡事件，此事震驚日本當局，使日本決心痛下殺手，暗

中部署，實施更周全的封鎖。   日軍的“理番”五計劃，就是為討伐太魯閣人所展開的

軍事行動。在多年精密部署下，1914 年 5 月，在台灣總督左九間馬太親自督軍下，發動大

規模“太魯閣征伐軍事行動”，以近兩萬兵力對付只有 3 名可戰壯丁的太魯閣人。歷經兩個

多月，太魯閣人彈盡糧絕，被迫繳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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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 

一.土地 

日人在台灣積極進行土地調查於一八九五年佔據台灣之後，隨即於一八九八年開

辦臨時土地調查局，進行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及地形測量等三種事業，而成於

一九零三年。於一九零五年制定土地登記規則，施行強制登記，從而確定土地權

利之移轉。 

1. 增收田賦：土地調查事業僅是日人在台進行田賦改革之一環，而灣總督府在

台大力推行田賦改革事業隻最主要目的就是增收鉅額之田賦。1904 年 11 月

10 日，日人以律定第十二號公佈台灣田賦規則，決定自 1904 年下半年起，

實施新租率以徵收田賦。而日人在台所徵收之田賦，1905 年時竟高達 297.5

萬餘圓，事田賦改革前 1897 年 83.5 萬餘圓的 3.5倍，1917 年時田賦更增至

519.1 萬餘圓，為田賦改革前 1897 年的 6.2倍。 

2.大租權之消滅：日人為增加田賦收入，乃尼先收買大租權。光緒三十年日人復

以律令公佈關於大租權整理事由，取消一切大租權，而由官方對各該大租權人或

其繼承人發給補償金。總計應領補償金之大租權者三萬六千人，補償金總額為三

百七十八萬二千九百餘圓，而日人僅發給現款十萬七千日圓，及四百餘萬日圓之

公債證書而已。然自是以後，大租權少數消滅矣！ 

3.榨取台胞之土地政策：日據時期，台灣之公地稱國有財產，概屬總督府管理。

此項公地率皆日人運用政治權力或經濟壓力，經土地調查或林野調查，榨取台胞

土地之方式約有四種：﹝A﹞沒收自行開闢之土地。﹝B﹞榨取預約放租或預約

出賣之土地。﹝C﹞圈佔民有土地。﹝D﹞強制徵用。日人對其榨取所得土地之

放租，亦與我國已保護佃農為眼之土地政策背道而馳。總之日人地政事業推行結

果除得治安上種種方便，並多得浮溢土地之地賦，而由此經濟上利益，引誘日人

資本之積極侵入台灣。蓋日本恃其政府之特別保護對台灣之土地大規模投資，遂

行殖民地剝削政策，舉凡糖業公司之強制收買耕地，退職官吏之請領土地等皆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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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一貨幣 

日本佔領台灣，由於軍費的需要，又有大量的日本銀行鈔票─圓銀幣及輔幣運入

流通，因使貨幣更加複雜，加以整理，使統一於與日本同一制度之下，這是殖民

地台灣幣制改革的主要目標。1897 年，日本公佈貨幣法，施行全本位制度。但

將此制度延長至台灣，為當時的台灣經濟狀況所不詳。於是決定台灣暫時一面以

全幣計值，同時仍像過去依樣通行銀，相機改取於日本國內相同的制度。1898

年臺灣銀行開業，發行以一圓銀幣兌現的鈔票。這種以全幣計值的銀圓法貨制

度，自有許多流弊，例如金銀比價的變動，常使債權債務的關係糾葛叢生。所以

到了 1903年，臺灣銀行當局主張改革台灣幣制，建議施金幣制度，而台灣總督

亦於同年向日本財政部長建議改制。1904 年六月，允許臺灣銀行發行金幣兌換

券，除納稅以外，禁止銀圓的通用。接著在 1905 年，以銀圓納稅亦在禁止之列，

銀圓的收兌期限致翌年四月末止，銀圓兌換券的收兌期限為翌年十二月末。這一

處分完了以後，及於 1911 年四月施行貨幣法，完全與日本國內的制度相統一。

總而言之，台灣實施金本體制度『亦非由於台灣內部的經濟要求，這是由於台灣

以物的金本體國資本之要求，因此改革。乃使台灣在資本的流通上，與日本本國

的關係，更為密切。台灣事業界的發展，是在這種幣制改革完成的，1904 年以

後之事，固然，這與以日俄戰爭為契機的日本資本本身的發展，不無關係，但與

當時台灣土地調查事業的完成、貨幣金融制度的確立，使日本資本得以安全日台

灣關係尤深。』 

参.統一度量衡 

1900 年發布台灣度量衡條例 1901 年起實施，一律採取「日本式」，及與日本國

內相一致。舊式度量衡的使用，規定至 1903年底截止。又自 1906 年四月起，關

於度量橫器的製作、修理及批發，都歸官營。要之，這是台灣度量衡制度的統一。

這是中國式向日本式的變化，也是度量衡器的官營，以確定並普及新制度。這是

台灣「日本資本主義化」的準備過程。 

 

           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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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交通建設 

﹝1﹞郵政：日據時代台灣最初的郵政，也是軍事性質的。1895 年 3月 23日，日

本軍隊在澎湖登陸，及於當地設立臨時野戰郵局，同年六月，日本軍隊佔領基隆、

台北，野戰郵局同時成立，這 1896 年 3月，野戰郵局幾遍佈台灣各主要都市。

南自恆春，北至基隆且及蘇澳。 

﹝2﹞電信：日據時代台灣電信的創辦，最初也是軍事性質的，1896 年 6 月 6 日，

日本軍隊即在基隆、七堵設電信通信所。這種電信通信所隨軍事的發展而發展，

本來專為軍用。但亦同年 12 月 1 日台北、基隆、淡水之通信所，開始收發民間

電報。新竹、彰化、嘉義、台南、安平、打狗及馬公通信所，則於翌年 2 月 1 日

開始營業。同年 3月，電信業務改歸民政局接管。此時，電信線路以達 788公里，

通信所計 27所。 

﹝3﹞公路： 

縱貫公路：由基隆蹤貫西部台灣而達屏東，全長 461餘公里。係就舊有之「軍用

道路」整理增成。1916 年 6 月，使定各為「蹤貫道路」路幅規定平地部份為 10.91

公尺。 

蘇花公路：自蘇澳至花蓮港，1916 年開工，1924 年完成，記長 121公里。這條

公路原為「理蕃」之用﹝所謂警察道路﹞，從 1927 年，始至修為汽車路，器 1932

年俊工﹝早於 1931 年 6 月，已經通車﹞。 

 

         日治時期通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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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口調查 

人口調查為現代一切政治設施之根據所繫，然須有安定之環境與相當之技術始能

有成，故日人據台後，直至光緒三十一年，始舉辦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其後，

將此項戶口調查併入日本之國勢調查，日據時期，先後共舉七次人口普查。 

陸,農業 

１８９９年，日本總督府創立台北農事試驗。１９０３年，又在台北設立一個大

規模的機構－中央農業研究所，其各部門分別研究土壤，品種，化學，家畜疾病

等，以從事台灣農業的科學研究，並另外於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嘉義，高

雄等廳也分別設立農業試驗場。 

※興建水利工程：日據時代台灣的水利建設，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第一時期（１８９６－１９０３年）。１８９６年，日本佔領台灣。１

９００年，埤圳調查已有結果。當時，日本政府業經決定發展稻.蔗二大物，農

田水利自受重視。１９０１年，總督府頒布公共埤圳規則。 

（二）.第二時期（１９０３－１９１１年）。台灣過去的埤圳，由於建築不很

科學，極易損壞。從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０６年，水利工程的重心，在把舊的盡量

改修。這依期間的主要公程式虎頭山埤.頭前溪埤.樹林頭圳.險圳.卑南圳等埤圳的

改修。 

 （三）.第三時期（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這一時期，可說是水利組合的時

期，也是台灣水利建設最發達的時期，其中有兩大工程，即北部的桃園大圳與南

部的嘉南大圳。先是桃園大圳。在新竹縣的中壢，桃園一帶，稱曰桃園高地，面

積６５０００甲。嘉南大圳。連接嘉義與台南，直到濁水溪左岸的所謂嘉南平野，

橫斷北回歸線，地跨熱帶與亞熱帶，光和熱都很豐富，夏季雨量亦不少。工程始

自１９２０年９月，終於１９３０年５月，約經１０月。（灌溉面積９９０００

甲） 

   （四）. 第四時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１９３８年公佈的「台灣土地改

良根本計劃」，據這計劃，第一期的改良範圍為２２５０００甲，其中包括新近

開闢的區成及原有埤圳的部分，同時，由於增產糧食的需要，當時訂有農業作物

１０年增產計劃。從１９４０年，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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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 

大正年代，總督府大力興建現代化水利工程，並致力於在來米的改良，使台灣稻

米的生產逐漸商品化，其主要目的是為供應日本人口味的稻米，以補充其糧食的

不足。日人磯永吉以台灣米與日本米重覆交配，歷經十二年的努力，1922 年宣

告新品種的出現，這是農業技術上的突破，終於在 1926 年正式命名「蓬萊米｣

新品種, 蓬萊米除了更可口，獲得消費者的偏愛外，在生產方面又比原來的在來

米能多收成 20％，價格上又是高出在來米 5 至 10％。加上總督府推行不遺餘力，

以建設水利工程來增加灌溉面積、設立農事試驗場來改良品種、施行米種技術改

良、改進肥料、設立農業倉庫來改進流通、驅逐害蟲、推進二期米作等。因此蓬

萊米的種植迅速遍佈于全台，產量大增。當然其中大部分是運往日本。 

 蔗糖 

台灣糖業發達尚有兩大顯著的結果： 

﹝1﹞ 製糖工業從來限於濁水溪以南，1909 年以後擴大到中北部，1913 年以後

更拓展到東部，糖廠和糖間被淘汰。 

﹝2﹞ 隨著新式糖廠的崛起，糖業資本主義發展形成製糖企業型態的集中化、巨

大話語縱合化，糖廠本身除擁有廣大的甘蔗原料區的土地副業的肥料工

廠、酒精工廠、冰糖製造更在交通方面猛有輪船，而且發展客貨用得鐵路

運輸，構成龐大的獨占性糖業王國。 

   

              嘉南大圳                             八田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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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工業化 

1.台灣早期工業﹝1914─1931﹞ 

台灣之工業，直至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仍是以製糖工業為主，當時

食品工業生產價值估全台工業生產總值之 86.3%，其中砂糖產值又佔食品工業生

產研值之 79.2%，而化學工業、窯業、機械器具工業、金屬食品工業和紡織工業

等之產值全部加起來僅佔工業生產總值之 8.2%。 

2.戰前之台灣工業﹝1932─1936﹞ 

西元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在中國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在日本積極侵華

之際，台灣對日本而言自有其軍事上之特殊價值，因台灣位處於遠東環帶島支極

邊。消極意義而言，其為日本南方國土之屏障，積極而言，則為日本東控中國大

陸沿海地區即日軍南進之前進基地，為了配合日本軍事、政治上之需要則迫地需

要提昇台灣之工業能力，已發展不沉航空母艦之作用。 

3.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之完成： 

西元 1932 年以前，全台發電總量僅 42.695瓦，發電所值兩處，其中台灣電力株

式會社所所屬高雄發電所知 13000瓦，為最高，其次為台灣電器興業株式會社所

屬天送埤發電所知 6375瓦，其餘留為規模很小之發電所。日人為了供給台灣廉

研豐富之電力，以振興工業從而增進台灣之富麗，使台灣成為日本南進之基地，

因此日人乃興建日月潭第一水力發電所。﹝工程始於 1919 年，而於 1934 年竣工，

同年 7 月末開始營業。﹞由於當時台灣電力充裕，因此日人乃引進耗量巨大之製

鋁、矽、鐵、農化 

4.戰時台灣工業﹝1937─1941﹞ 

西元 1937 年，此時日本為適應戰事之發展，乃採行暫時經濟體制，台灣自不例

外。西元 1938 年 4 月 1 日，日本以法律地 55 號公佈國家總動員法在台灣之主要

措施有三：﹝1﹞統治資金：使其優先用於工業，1937─1939 年間，台灣各類企

業設備資金約 75.0%用於工業。﹝2﹞統治 力：為保障工業﹝尤其軍需工業﹞ 動

力之充分供應，日本殖民政府於 1938 年開始下達一連串之有關命令。﹝3﹞統治

物資：採重點配給制度，首先對民用事業限制其新設，舊存事業亦從消費方面限

制國民生活，於最低限度，減少產量，重要器材僅先配給軍需有關之事業，維持

其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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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戰爭末期之台灣工業﹝1942─1945﹞ 

西元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1942 年日軍

席捲南洋，台灣也就真正成了日軍前進基地，此時台灣工業之發展，即以協助南

進為目的，而將台灣工業建設成為日本國防之輔助工業。1942─1945 年間，因

戰事劇增，台灣許多工業生產皆急速遞減。新興工業則有肥皂、火柴、醬油、味

增、清酒、啤酒、各種藥品、陶瓷器、漆器等，其設備則是儘量利用日本固工業

統治與整理後之舊有或剩餘者運至台灣，此種方式對日本而言則可免去廢置之損

失，就台灣而言，則為振興工業之低廉途徑之一。 

 

       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天送埤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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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延長主義 

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主思想、民族自決成為世界潮流，臺灣島內也開

始受到鼓舞，向日本展開社會改革的要求。日本國內也在一股「大正民主」的自

由浪潮中，日本對臺統治方針也有所改變。 1918 年 6 月，明石元二郎總督宣

布同化主義將成為施政方針，並且發佈〈臺灣教育令〉，以同化作為教育目標。

1919 年朝鮮爆發「三一運動」，讓日本驚覺須改革殖民地體制，以內地延長主

義作為殖民地體制，並在當年 10 月明石元二郎總督病逝後，改派文人總督田

健治郎接任，並且在 1920 年 7 月實施地方制度改革，實施地方自治。 1922 年 

1 月廢除三一法，改行法三號，日本的法律原則上適用於臺灣。同年 2 月，修

改〈臺灣教育令〉，讓臺灣與日本的學制相同，自此臺灣各地紛紛開設中學校、

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高等學校……等學校。 

日本在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貫徹殖民政策，但也建立了臺灣初等教育的基礎。總

督府以教育作為同化、開化臺灣人的手段，在 1918 年〈臺灣教育令〉頒布以

前，臺灣島內的教育制度面對漢人、原住民、在臺日人都不一樣。日語教學、初

等教育師資、初級專業人才為日治時期前半的教育重點。在受完六年制公學校教

育後，有三至四年的國語學校是培養初等教育師資，五年制醫學校培養醫生，還

有職業講習所作為職業教育機關；原住民所受的是蕃人公學校，修業年限僅四

年；在臺日人所受的教育制度則與日本相同，並有為其設立的高等教育機關。 

1918 年〈臺灣教育令〉頒布， 1922 年修改〈臺灣教育令〉，表面臺灣的教育

制度雖與日本的教育制度一致，但是臺灣人的升學機會還是不如在臺日本人。因

此留學教育成為臺灣人受高等教育最主要的途徑 ，留學地以日本為主。 1918 

年以前多是接受中等教育， 1918 年以後，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攀升。修習科別

以醫、法、商為主，整個日治時期，臺灣在日本拿到高等教育文憑的超過六萬人，

這些精英成為社會上的領導階層，並且扮演臺灣的文化啟蒙的要角。

 

           台北帝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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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 

1931 年，日本關東軍製造「九一八事件」，迅速出兵占領中國東三省，日本文

人內閣政府 竟然無法阻止關東軍的一意孤行，因而被迫倒台，隨後改立軍部內

閣，軍人掌權之後，更 確立了對外採軍國主義的擴張路線。當時，以美國為首

的國際社會對日本展開能源禁運政策，以制裁日本對強佔中國東三省，這對倚賴

能源進口的 日本構成了生存威脅。1937 年 7 月 7 日，發生「蘆溝橋事件」，中

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更積極準備南進，以 掠奪東南亞的石油及鐵礦資源，

以確保其能源安全。於是喊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決定驅除西方列強在東

亞 的勢力，將東亞及東南亞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由於美國持續對日本的禁運

及經濟封鎖，美日之間的衝突日益擴大，而美國又擁有菲律賓群島，成為日本南

進政策 的一大阻礙。於是在軍部策畫下，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偷襲美國美軍

太平洋艦隊指揮部所在的夏威夷珍珠港， 造成美軍艦隊傷亡慘重，引爆了太平

洋戰爭。美國、日本正式宣戰。 

   

日本偷襲珍珠港（美艦亞利桑那號被擊沈） 

    

           珍珠港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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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運動 

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台灣總督府認為須加強台灣人對日本帝國的認同，以配合戰

爭動員的需要， 於是積極地推動「皇民化」政策。隨著戰爭愈趨激烈，「皇民化」

成為一項全民運動。1940 年起，總督府鼓勵身家清白的台灣人家庭更改 為日本

姓氏，並鼓勵在家使用日語交談。凡能依政令而行的家庭，則家門口可懸掛「國

語家庭」的牌子， 以示尊榮。戰爭末期，民間物資日益匱乏，總督府開始實施

配給制度，「國語家庭」可以獲得優先及較佳的 配給待遇。即使如此，台灣人變

更為日本姓氏的人口並不多，至 1943年底，全島 600 萬人口當中，大約只有 12

萬人改成日本姓名。1941 年 4 月，總督府與台灣軍區司令部合作，成立「皇民奉

公會」，依各地行政區域，由上至下，在台灣各地 設立支部、支會、分會、區會、

部落會、奉公班，所有社會團體都被編入奉公會組織，將全島 600 萬人口全納 入

這個系統，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的內容擴及人民日常生活領域，

例如，廢止報紙漢文欄，完全推行國語（日語），又例如， 台灣人廳堂放置的祖

先牌位及神像，須改祀奉日本神祇；百姓必須向日本天皇皇宮方向朝拜，以及 參

拜神社等，目的在使台灣人在思想及行為上徹底的「皇民化」， 可以被動員成為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一股助力。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的地位更形重要，被日

本政府提升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重要核心地帶。1942 年 9 月， 日本內閣提出

「內外地行政一體化」，將台灣總督的權限縮小，受日本帝國內務省內務大臣的 

監督，廢除台灣的殖民體制，以配合其「皇民化」的政策。 

 志願兵與高砂義勇隊: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開始在台灣召募一些軍伕

擔任雜役，同時也召募一些熟悉中文的台灣人在軍中擔任翻譯職務。太平洋戰爭

爆發後，日軍戰線愈拉愈長，戰場擴大，於是兵源漸感不足。1942 年 4 月，台

灣首次 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召募台灣人赴海外作戰。至 1945 年為止，

共募得陸軍兵員約 5 千 5 百人。 海軍方面，也隨著 1942 年 6 月中途島海戰，日

本海軍被美軍擊敗，戰局逐漸逆轉，1942 年 8 月，亦在台灣 實施「海軍軍特別

志願兵制度」，至隔年 7 月為止，募得約兵員 1 萬 1 千人。台灣人志願入伍從軍，

一方面是由於受到戰時景氣影響，百業蕭條，生活艱活，從軍成為一種選擇， 而

亦有部份原因是受了皇民化教育的影響，認為從軍是「愛國」的行為。在這一期

間，總督府另外徵調（或部份志願台灣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以軍屬身分

（隨軍人員）赴東南亞戰區， 擔任日軍戰地的各種任務。被徵調投入戰場的原

住民約 2 萬人。其中約 3 千人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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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空襲與戰時歲月 

1943年春，日本的太平洋戰爭已明顯趨於不利，台灣、日本之間的航線遭美軍

封鎖，同年 3月 19 日， 當時往來台日之間定期豪華郵輪「高千穗丸」，在抵達

基隆外海時，遭到美軍魚雷擊沈。 「高千穗丸」是一艘民間船，但美軍片面認

定船上載有日軍兵員，因此給予擊沈，造成 船上千名台籍及日籍乘客罹難。隨

著「高千穗丸」被擊沈，戰爭的恐怖陰影終於降臨台灣。1943年底，美軍轟炸

機由中國起飛， 轟炸新竹日軍飛行基地，是美軍正式對台灣的第一次大規模空

襲。1944 年秋天起，美軍準備反攻菲律賓，開始密集空襲台灣的日本軍事設施。

隨著戰情趨向危急，台灣進入 了戰時體制，物資採配給制度，總督府開始組織

國民義勇隊，並於 1944 年 9 月起，實施台灣史上首次的徵兵制。至戰爭結束，

被徵召入伍的台籍日本兵共有 8 萬多人、軍伕 12 萬 6千多人。另外，還有學生

被徵召為學徒兵。 總計約 20 萬的台籍日本兵參與太平洋戰爭，約 3萬多人死亡。

其中 2 萬 8千多名台籍日本兵，戰後被日本政府 入祀於日本靖國神社，接受日

本各界參拜。從 1945 年 1 月至 8 月，台灣本島受到美軍的轟炸，各地設施及建

物遭到破壞，也造成人民死傷，在空襲的戰爭 陰影下，百姓生活日趨艱苦，精

神日益苦悶。到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人民才從戰 爭的痛

苦中解脫 

 

 推薦: 有關於太平洋戰爭的影集 

http://v.sogou.com/play?w=06060500&query=%CC%AB%C6%BD%D1%F3%D5%BD%http://v.sogou.com/play?w=06060500&query=%CC%AB%C6%BD%D1%F3%D5%BD%http://v.sogou.com/play?w=06060500&query=%CC%AB%C6%BD%D1%F3%D5%BD%http://v.sogou.com/play?w=06060500&query=%CC%AB%C6%BD%D1%F3%D5%BD%

D5%F9+1%20site:movie.video.sina.com.cn&tq=%CC%AB%C6%BD%D1%F3%D5%BDD5%F9+1%20site:movie.video.sina.com.cn&tq=%CC%AB%C6%BD%D1%F3%D5%BDD5%F9+1%20site:movie.video.sina.com.cn&tq=%CC%AB%C6%BD%D1%F3%D5%BDD5%F9+1%20site:movie.video.sina.com.cn&tq=%CC%AB%C6%BD%D1%F3%D5%BD

%D5%F9+%B5%E7%CA%D3%BE%E7&&i=%D5%F9+%B5%E7%CA%D3%BE%E7&&i=%D5%F9+%B5%E7%CA%D3%BE%E7&&i=%D5%F9+%B5%E7%CA%D3%BE%E7&&i=----1&j=1&st=6&tvsite=movie.video.sina.1&j=1&st=6&tvsite=movie.video.sina.1&j=1&st=6&tvsite=movie.video.sina.1&j=1&st=6&tvsite=movie.video.sina.cocococo

m.cnm.cnm.cnm.cn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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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ntent.edu.tw/junior/co_tw/ch_yl/hist/hist7_2.htmhttp://content.edu.tw/junior/co_tw/ch_yl/hist/hist7_2.htmhttp://content.edu.tw/junior/co_tw/ch_yl/hist/hist7_2.htmhttp://content.edu.tw/junior/co_tw/ch_yl/hist/hist7_2.htm 

4.稻米 

https://culture.edu.tw/history/smenu_photomenu.php?smenuid=675&subjectid=969 

5.內地延長主義: 

http://old.ohmygod.org.tw/mithistory/mit015.htm 

6.6.6.6.皇民化皇民化皇民化皇民化、、、、工業化工業化工業化工業化、、、、南進基地與戰時體制南進基地與戰時體制南進基地與戰時體制南進基地與戰時體制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40/tony05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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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高千穗丸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9%AB%98%E5%8D%83%E7%A9%97%E4%B8%B8&hl=zh-TW&sa

=X&tbo=d&tbm=isch&tbnid=kg_41s2MW4X90M:&imgrefurl=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Koe/Ko

e,Uchou/remiscence/Takachiho.htm&docid=P8v-QGX0fLHZzM&imgurl=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

c/Koe/Koe,Uchou/remiscence/1.jpg&w=369&h=211&ei=hiLEUKr2G6nMmgXTpoHgAw&zoom=1&iact=rc

&dur=313&sig=101664255986035215274&page=1&tbnh=128&tbnw=225&start=0&ndsp=20&ved=1t:429,r

:0,s:0,i:80&tx=150&ty=51&biw=1024&bih=653 

.2..2..2..2. 天送埤發電廠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5%A4%A9%E9%80%81%E5%9F%A4%E7%99%BC%E9%9B%BB

%E5%BB%A0&hl=zh-TW&sa=X&tbo=d&tbm=isch&tbnid=cYY6dVb7KEE0SM:&imgrefurl=http://pylin.k

aishao.idv.tw/%3Fp%3D1766&docid=AZKPS1Qh5cE-OM&imgurl=http://pylin.kaishao.idv.tw/wp-content/u

ploads/2009/09/img_9289.JPG&w=640&h=480&ei=tyLEUJaaOe7SmAWbzoAY&zoom=1&iact=rc&dur=3

97&sig=101664255986035215274&page=3&tbnh=159&tbnw=226&start=40&ndsp=20&ved=1t:429,r:50,s:0

,i:234&tx=128&ty=57&biw=1024&bih=653 

3.八田與一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5%85%AB%E7%94%B0%E8%88%87%E4%B8%80&hl=zh-TW&sa

=X&tbo=d&tbm=isch&tbnid=OaB1LjH4pKLY1M:&imgrefurl=http://tw01.org/profiles/blogs/zhen-zheng-di

an-ding-tai-wan&docid=uRNFIbwJ6o6rtM&imgurl=http://api.ning.com/files/nmCNw4OPYIYKye1N*Q63L

Od9iQAmbvU2tIMnASH95IhFptavyMqI3MeFazYjw6BACfYjyw8RjMhJ3Mb5HuusXV-q-pHfJGsq/01.jpg

&w=402&h=480&ei=nSPEUNnLAfHtmAXYzYHwCQ&zoom=1&iact=rc&dur=302&sig=10166425598603

5215274&page=1&tbnh=147&tbnw=130&start=0&ndsp=24&ved=1t:429,r:1,s:0,i:83&tx=80&ty=86&biw=1

024&bih=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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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嘉南大圳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5%98%89%E5%8D%97%E5%A4%A7%E5%9C%B3&hl=zh-TW&sa

=X&tbo=d&tbm=isch&tbnid=MJaSHoGUtc-X0M:&imgrefurl=http://www.peopo.org/jwo78963/post/31331

&docid=aLtMfMFxichtfM&imgurl=http://www.peopo.org/jwo78963/resource/4116/preview_med/38158&w

=400&h=266&ei=ziPEUIPgMYrImAXnkYDABA&zoom=1&iact=hc&vpx=12&vpy=141&dur=364&hovh=

132&hovw=201&tx=98&ty=62&sig=101664255986035215274&page=1&tbnh=132&tbnw=201&start=0&n

dsp=21&ved=1t:429,r:11,s:0,i:113&biw=1024&bih=653    

5.5.5.5.日治時期通訊所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9%80%9A%

E8%A8%8A%E6%89%80&hl=zh-TW&sa=X&tbo=d&tbm=isch&tbnid=ERTGXxv8RbSIAM:&imgrefurl=h

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l/4/today-south21.htm&docid=U5Tym3aqlL5CGM&imgurl=http:

//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l/4/images/238.jpg&w=250&h=167&ei=FCTEUPLTE6TjmAX2yIH

IBA&zoom=1&iact=hc&vpx=245&vpy=163&dur=212&hovh=133&hovw=200&tx=107&ty=57&sig=10166

4255986035215274&page=1&tbnh=133&tbnw=200&start=0&ndsp=25&ved=1t:429,r:2,s:0,i:86&biw=1024

&bih=653    

6.6.6.6.度量衡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6%97%A5%E6%B2%BB%E5%BA%A6%E9%87%8F%E8%A1%A1

&hl=zh-TW&tbo=d&tbm=isch&tbnid=yvV6TlYqifluaM:&imgrefurl=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

0/OpenStorage/MonthStar_201208.aspx&docid=3_sosx3qiN9jfM&imgurl=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

n2010/OpenStorage/images/MS_201208_01.jpg&w=640&h=540&ei=XSTEULqJNvCMmQWcxYDYDA&z

oom=1&iact=rc&dur=399&sig=101664255986035215274&page=1&tbnh=155&tbnw=184&start=0&ndsp=2

3&ved=1t:429,r:0,s:0,i:80&tx=102&ty=62&biw=1024&bih=653    

7.7.7.7.後藤新平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5%BE%8C%E8%97%A4%E6%96%B0%E5%B9%B3&hl=zh-TW&sa

=X&tbo=d&tbm=isch&tbnid=YzLEEGTO6_cpGM:&imgrefurl=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5%25BE

%258C%25E8%2597%25A4%25E6%2596%25B0%25E5%25B9%25B3&docid=cut749Z18BEubM&imgurl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c/c7/Got%2525C5%25258D_Shinpei.jpg/250px-Go

t%2525C5%25258D_Shinpei.jpg&w=250&h=347&ei=iSTEUNu5G-XLmAX0koHoBQ&zoom=1&iact=rc&

dur=404&sig=101664255986035215274&page=1&tbnh=139&tbnw=105&start=0&ndsp=24&ved=1t:429,r:1

,s:0,i:83&tx=44&ty=60&biw=1024&bih=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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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台北帝國大學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5%8F%B0%E5%8C%97%E5%B8%9D%E5%9C%8B%E5%A4%A7

%E5%AD%B8&hl=zh-TW&sa=X&tbo=d&tbm=isch&tbnid=YqKsVc6f5FTlPM:&imgrefurl=http://www.ge

ocities.jp/abm168/KOUKA/hokuteidaiigaku.html&docid=k5JCwIY76je8XM&imgurl=http://www.geocities.j

p/abm168/KOUKA/taihokuteidai.jpg&w=740&h=469&ei=0ubFUJfUBYihmQXss4DoCw&zoom=1&iact=hc

&vpx=302&vpy=137&dur=383&hovh=179&hovw=282&tx=149&ty=104&sig=101664255986035215274&

page=1&tbnh=145&tbnw=216&start=0&ndsp=20&ved=1t:429,r:2,s:0,i:86&biw=1024&bih=653    

9.9.9.9. 澳底鹽寮海岸澳底鹽寮海岸澳底鹽寮海岸澳底鹽寮海岸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6%BE%B3%E5%BA%95%E9%B9%BD%E5%AF%AE%E6%B5%B

7%E5%B2%B8&hl=zh-TW&sa=X&tbo=d&tbm=isch&tbnid=-kgpn_rO94jfkM:&imgrefurl=http://www.tony

huang39.com/tony0536/tony0536.html&docid=ARXjyGFK4LViIM&imgurl=http://www.tonyhuang39.com/t

ony0536/20080123_03a.jpg&w=390&h=244&ei=fuXFUPuRC7GamQXw5IGYCQ&zoom=1&iact=hc&vpx

=342&vpy=135&dur=385&hovh=177&hovw=284&tx=121&ty=102&sig=101664255986035215274&page=

1&tbnh=138&tbnw=221&start=0&ndsp=15&ved=1t:429,r:2,s:0,i:86&biw=1024&bih=653 

10.10.10.10. 日月潭水力發電廠日月潭水力發電廠日月潭水力發電廠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6%97%A5%E6%9C%88%E6%BD%AD%E6%B0%B4%E5%8A%9B

%E7%99%BC%E9%9B%BB%E5%BB%A0&hl=zh-TW&sa=X&tbo=d&tbm=isch&tbnid=R6zxkTJM38Vat

M:&imgrefurl=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40/tony0540.html&docid=cIDhGOXCTj87ZM&imgurl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40/20080131_01.jpg&w=280&h=291&ei=_OXFUJ_RGsbAmQXd0Y

HYDg&zoom=1&iact=rc&dur=491&sig=101664255986035215274&page=1&tbnh=141&tbnw=138&start=

0&ndsp=12&ved=1t:429,r:0,s:0,i:80&tx=68&ty=76&biw=776&bih=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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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日本偷襲珍珠港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6%97%A5%E6%9C%AC%E5%81%B7%E8%A5%B2%E7%8F%8D

%E7%8F%A0%E6%B8%AF%EF%BC%88%E7%BE%8E%E8%89%A6%E4%BA%9E%E5%88%A9%E6

%A1%91%E9%82%A3%E8%99%9F%E8%A2%AB%E6%93%8A%E6%B2%88%EF%BC%89&hl=zh-TW

&sa=X&tbo=d&tbm=isch&tbnid=QdfFXfSMbtAf1M:&imgrefurl=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40/t

ony0540.html&docid=cIDhGOXCTj87ZM&imgurl=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40/20080131_03.j

pg&w=420&h=290&ei=AerFUPT3J7GKmQXfhoGoAg&zoom=1&iact=rc&dur=526&sig=10166425598603

5215274&page=1&tbnh=133&tbnw=201&start=0&ndsp=16&ved=1t:429,r:0,s:0,i:80&tx=101&ty=73&biw=

1024&bih=616 

12.珍珠港事變 

http://www.google.com/imgres?q=%E7%8F%8D%E7%8F%A0%E6%B8%AF%E4%BA%8B%E8%AE%8A

&hl=zh-TW&tbo=d&tbm=isch&tbnid=AxuLVu9UeAIeGM:&imgrefurl=http://cforum.cari.com.my/forum.p

hp%3Fmod%3Dviewthread%26tid%3D460079&docid=wPmUUBWBo_3j1M&imgurl=http://i38.photobucke

t.com/albums/e104/jentriken/200410291529848111.gif&w=600&h=500&ei=XOrFUNO5MY_EmQW9_YH

YBA&zoom=1&iact=hc&vpx=199&vpy=265&dur=1357&hovh=205&hovw=246&tx=105&ty=92&sig=101

664255986035215274&page=3&tbnh=142&tbnw=188&start=36&ndsp=20&ved=1t:429,r:47,s:0,i:225&biw

=1024&bih=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