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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

内容概要

矢內原忠雄所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之台灣》，雖非日治時期台灣經濟
史之「定論」或教條（dogma ）的集成，卻為經典之作。這是日本統治殖
民地過程的透視，探討其研究殖民地結構的論述。也是以經濟為中心看台
灣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易言之，即從殖民政策立場，以台灣為具體實例
，闡析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理論以及日本殖民政策的活動形態。由於日本
對台灣經濟要求為日本決定台灣統治政策最有力的原因，因此著重於經濟
問題的分析，但對於教育、法制、政治、民族運動等亦有敏銳的分析。
本書將台灣經濟分析置於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之下，闡釋日本統治台灣
期間資本主義歷史的性格，將台灣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日本國家權力的活
動及其性格，就日本資本壓制台灣的關連性，以冷靜的態度順應史實的經
緯，加以考察。將台灣經濟各領域資本主義的發展，依據資本主義發達的
理論加以闡析，此一資本主義化的概念，遂成為後來台灣經濟研究者共通
的分析方法。正如日本歷史學者若林正丈所指摘，作者所作「優秀的共時
的結構分析」，不啻成為後代歷史研究者很好的導引，具有經典書籍一讀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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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

精彩短评

1、因其本身是日本人写给日本人自己看的，资料很翔实。没有空话。像研究台湾早期的经济史有用
，
2、日本人对台湾殖民化，日本化，虽说也做了一些基本建设，只是因为人家目的是并台入日，但是
太过激烈，而且不懂得经济利益和社会机会共享，非常像中国处理新疆问题时候不给维吾尔族经济利
益，台湾原住民对日本的感觉和新疆维吾尔和大陆关系很像。
3、周宪文的译本。对于日本人治台的功过是非，永远也无法说清。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所做一
切也不过是为了本国利益，战略物资输出而已。
4、把本国看作给原住民带来文明和光明的角色，资本占领了全台湾。有一定道理但是语言太带有价
值倾向了，有一些些自夸的成分。只看材料和数据就好。
5、从日本观点出发的批判，但是我觉得把当时的糖业视为资本主义仍然有点牵强。因为虽然有部分
雇佣关系，但蔗农仍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而且还有很大面积的蔗田实际上是契作。大型糖厂比较类
似是承袭了一部分地主的角色。
6、　　如何将殖民地真正纳入统治体系，各个殖民大国都有自己的策略，安格鲁撒克逊人喜欢用源
自根脉的混血进行委任统治——无论是香港，马来亚还是印度斯坦，德国人希望将殖民地凝固成稳定
的下等人只需要提供原料产地和倾销地，法国人从来都直接的上去干，打服再直接统治。而对日本人
而言这是从没有过的问题。台湾，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不仅有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某种程度上
也和日本人当时的对外形象有关。因此，对于台湾的殖民开发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单纯的殖民地掠夺。
　　
　　在作者眼里，台湾是从中国人手里夺来的“中国人的殖民地”，早期目标很明白即尽早将其建设
为无需母国资金支持的自主殖民地。在当时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再从满清手里榨
一笔钱更划算。
　　
　　因此尽早完成目标实际上是上层某些人意志，并带有深刻的政治烙印；通过对台湾本土人民的重
税以及日本资本的大肆扩张。这个目标达成关键一步即对台湾糖业的整合和更替。通过对台湾制糖业
的扶持和发展，日本人用10多年完成最艰难一步，巩固了摇摆不定的策略。同时对经济，文化一体化
的布局开始。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即标题《日本帝国主义之下的台湾》，敌人部分为《台湾糖业帝国主
义》，很明显两部分所写的就是台湾经济史，如何通过经济将日本和台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用经济
手段使得日本人独占并驱逐中国和外国的资本，改变台湾的习惯使其日本化。而作为台湾经济中最大
头的糖业的发展史更是重中之重。而糖业蔗作农家与制糖会社乃至殖民当局的矛盾，很多就是从这个
核心问题中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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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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