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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何被日本統治

1894年（清光緒20年），清朝與日本因為朝鮮主權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戰況呈現敗象的清朝，派出李鴻章為和

談代表，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和。李鴻章要求先停戰，但談判沒有結果。最後清政府被迫於 1895年4月
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廷一方面承認朝鮮獨立；另一方面也將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

日本。

此外，在馬關條約中規定，當時台灣的居民有兩年的過渡期可以自由選擇國籍。在兩年 內未離開台灣者，則自動

取得日本籍，即「住民去就決定日」為最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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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政策

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始政（無方針主義）時期（1895年－1915年）:
   從1896年到1918年，擔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所持的特別統治主義主導了台灣的政策。在這段時間 內，台
灣總督於「六三法」的授權下，享有所謂「特別律令權」，集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於一身。   

同化（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5年－1937年）:
   自西來庵事件到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主義瀰漫全世界。 1919年，田健治郎被
派任為台灣的首任文官總督，他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同化政策的精神是 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
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
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皇民化政策時期（1937年－1945年）:
   自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為止。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所以台灣總督府恢復了
武官總督的設置。該運動大倡台人於姓名、文化、語言等全面學習日本，並全面動員台人參加其戰時工作。此
種由台灣總督府主導，極力促成台灣人民成為忠誠於日本天皇下的各種措施，就是皇民化運動。



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

初期武官總督時代
樺山資紀 1895年5月10日~ 1896年6月2日
桂太郎 1896年6月2日~ 1896年10月14日
乃木希典 1896年10月14日~ 1898年2月26日
兒玉源太郎 1898年2月26日~ 1906年4月11日
佐久間左馬太 1906年4月11日~ 1915年5月1日
安東貞美 1915年5月1日~ 1918年6月6日
明石元二郎 1918年6月6日~ 1919年10月24日
文官總督時代        
田健治郎 1919年10月29日~1923年9月2日
內田嘉吉 1923年9月6日~1924年9月1日
伊澤多喜男 1924年9月1日~1926年7月16日
上山滿之進 1926年7月16日~1928年6月16日
川村竹治 1928年6月16日~1929年7月30日
石塚英藏 1929年7月30日~1931年1月16日
太田政弘 1931年1月16日~1932年3月2日
南弘 1932年3月2日~1932年5月26日
中川健藏 1932年5月26日~193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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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武裝抗日運動

       在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當中，武裝抗日的政治運動，大抵上發生在日本領台的

前20年。這20年的武裝抗日運動，根據一般學者的研究幾乎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
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之後，台灣反日運
動轉為維護漢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過期間仍發生轟動全世界的霧社事件。
       後藤新平引述總督府報告，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
數為11,950人。日本領有台灣前八年，共有32,000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
之一。此外，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報告認為，在日本最初20年統治下，台灣曾有40萬
人被殺害，遠遠超過台灣史上（含光復後）的族群衝突受難人數。 

                                                                                                                         



       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是發生於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領導人為余清芳、羅

俊、江定等人。西來庵事件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

也是臺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更是臺灣漢人史載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抗日。

       霧社事件：西來庵事件後台灣人民由積極的武裝抗日運動轉為較和平的社會運動。但

是因為日本人不斷地剝削原住民，在1930年時，蓄積不滿已久的賽德克人終於引爆了震驚島內

外的"霧社事件"。事件發生後，日本動員大量警力，猛攻霧社各反抗部落，甚至使用國際禁止的

毒瓦斯。賽德克人大多戰死或自殺，越過彩虹橋回歸祖靈的懷抱。



日治時期的近代化

日本在台的財政方面:
 金融：

　　為了台灣金融安定，台灣總督府除了設立台灣銀行外之後還陸續設立彰化銀行、嘉

義銀行、台灣商工銀行、新高銀行、華南銀行、勸業銀行等台灣支行。這些機構也扮演

了制止台灣通貨膨脹及促進社會發展的功效。

 財政與公賣制度：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擬定了一份《財政二十年計劃》，希望能在二十年之內，透過逐年

減少補助金的方式，使台灣的財政獨立。公賣制度的內容包括鴉片、樟腦、菸草、食

鹽、酒精及度量衡。透過公賣制度，除了使總督府的收入增加外，也間接避免了這些產

業的濫伐濫墾。總督府並施行了禁止進口的措施，使這些產業能夠達到島內自給的目

的。



日治時期的建設

加強台灣基礎建設:
  水利設施：

　　日本在1920年開始興建嘉南大圳，在1930年，歷經修建10年的水庫與圳路終於完

工，發揮灌溉、防洪、排水等多樣功能，當時的灌溉面積占全台耕地的五分之一，嘉南

平原的稻作產量和土地價值均因而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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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建設:
　　1903年，日本在新店溪上游建設龜山火力發電廠，在高雄橋頭地區建立了第一座

火力發電廠，主要供應民生用電。後來在日月潭興建了當時亞洲最大的水力發電廠。

完工後，隨著戰時體制的逐漸建立，反而為南進的工業化提供聰族的電力能源。

  鐵路與港口：

　　日本統治台灣後，致力於交通建設，在1908年完成了基隆到

高雄的鐵路，接著在20年內陸續完成宜蘭線鐵路與花、東線鐵路

的開通營運。興建鐵路的同時，也不斷擴建基隆港與高雄港，使

南北交通連成一氣，以便將台灣的農產品運輸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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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社會變遷

時間方面：引進了標準時間制和星期制:
　　　　　　　EX：火車站時刻、學校有鐘聲.....等。

公共衛生：1.建立公共衛生及醫療制度:
A、實施預防注射

B、社區清潔活動

C、隔離、消毒等防疫工作

　　　　　2.建立地下排水系統及自來水

制度方面：1.一夫一妻制

　　　        2.灌輸基本法律常識

                       3.放足和斷髮

                       4.漸進式禁止台人吸食鴉片

圖8  日治時期的基隆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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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結束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面對核武器的威脅與中國東北地區的喪失，日本天皇裕仁與
內閣開始重新考慮投降。日本帝國在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正式宣佈投降。日本戰敗投降後，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在臺北中山堂舉行台灣
的對日本的受降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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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影片來源

日治時期之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Nl-9iAhYG0
日治時期水利經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fjw3yjhqZg
日治時期的台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jYWEmOkf_8
日治時代宣傳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b47o1oQSM
日本對台灣的建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VsEV4ynQ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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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的自然人文筆記: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36/tony0536.html

日治時期介紹:
http://web.bhes.ntpc.edu.tw/~s950427/

日治時期台灣女性的中學教育:
http://content.teldap.tw/index/blog/?p=3650

日治時期的台灣汽車業蓬勃發展: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73186

日治時期台灣的最高司法機關-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
http://taiwanmemo.pixnet.net/blog/post/83980538

好站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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