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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研究及發展*

褚填正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嚴謹審查，並惠賜諸多寶貴意見與鼓勵，特致謝忱。此外，亦
感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李榮聰先生之協助。文中若有任何缺失，文責自負，亦請各方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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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藉由回顧王世慶先生對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的介紹，以及促

成臺灣省文獻會與中央研究院合作，進行對於臺拓研究的歷程與發展。

時至今日，臺拓研究已累積許多成果，研究途徑也從早先的成立過程與

組織變遷，逐漸移轉到區域與軍需產業的探討，之後再轉變到以更多研

究途徑去分析臺拓的歷史面貌。這個脈絡的進展，也代表臺拓身為國策

會社，如何因應時局而與日本政府與軍方合作的時代角色。臺拓研究尚

有許多空間，但能有今日的成果，仍要歸功王世慶先生當年的遠見所帶

來的貢獻，本文以表悼念與追思之情。

關鍵詞： 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臺灣資

本主義、 軍需產業



167

王
世
慶
與
臺
灣
拓
殖
株
式
會
社
的
研
究
及
發
展

壹、前言

王世慶先生（1928–2011）於2011年1月16日不幸辭世，令人震

驚與悲慟！1王先生對於臺灣史料與歷史的研究，早已享譽學界、影響

深遠。2因此，臺灣歷史學界相關刊物也陸續刊載紀念專輯，例如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臺灣文獻》季刊於62卷第1期即登載「紀念王世慶先生

專題」，包括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林金田之〈「紀念王世慶先生專

題」序〉與〈祭文〉、另外刊載〈王世慶先生告別式公祭單位〉、〈王

世慶先生告別式剪影（家祭、公祭）〉、以及鄭喜夫〈敬悼王世慶先

生〉、周婉窈〈追念王世慶先生：記前輩學者最後的身影和遺響〉、陳

鴻圖〈謙卑溫和、嚴謹細心的恩師：王世慶老師〉、王孟亮〈家父、歷

史與我〉、李榮聰〈編後記：從臺灣省通志館採訪員談起〉。3

《臺灣風物》也於3月6日邀請王先生的同事、友人、晚輩、門生，

共同舉行追思座談會，當天與會人士眾多，擠滿臺大校友會館演講廳，

《臺灣風物》稍後也登載「王世慶先生紀念專輯」，包括張炎憲〈卷頭

語：王世慶先生的側影〉、〈王世慶先生紀念座談會紀錄〉（張炎憲、

周婉窈、陳石、黃天橫、歐素瑛、莊英章、黃富三、溫振華、張富美、

洪麗完、唐羽、李季樺、戴寶村、吳文星、莊萬壽、王孟亮等座談、鄭

麗榕紀錄）、張炎憲〈王世慶先生生平事略〉、森田明〈追悼王世慶先

生的永眠〉（黃麗雲譯）、松田吉郎〈王世慶教授の御逝去を悼む〉、

堤和幸〈悼文〉、宮崎聖子〈恩師  王世慶老師〉、何義麟〈緬懷王世

慶先生〉、王孟亮〈感謝與一些感想〉，並附有〈王世慶先生生平簡

表〉、〈王世慶先生著作目錄〉。4深刻傳達王先生對臺灣歷史與史料

研究的卓越貢獻，以及追念其風範與遺澤。

1　 承蒙國史館張炎憲前館長之通知，得此噩耗。2月27日，筆者親往臺北市第二殯儀館參加告
別式，心有所感而作此文以表哀思。

2　 2003年5月8、9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為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特舉辦
「臺灣社會經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

3　《臺灣文獻》，第62卷第1卷（2011年3月）。
4　《臺灣風物》，第61卷第2期（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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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

基金會合辦「臺灣研究在德國、紀念王世慶先生研討會暨2011年林本

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學術研討會，兩項主題為「臺灣研究在德

國」及「王世慶先生之學術貢獻」，其中在後項主題的發表論文計有陳

鴻圖〈終生的職志：王世慶先生的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何鳳嬌〈王

世慶先生與日治以後社會經濟史之研究〉、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

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鍾淑敏〈王世慶先生與總督府

檔案的研究利用〉、許雪姬〈王世慶先生與臺灣地方志的纂修〉。5綜

論王先生對於從清代至日治以後的臺灣社會經濟史料與研究的貢獻。    

但是，在前述的紀念專輯以及研討會中，並未見到對於臺灣拓殖

株式會社檔案與研究歷程有深入探討的專論，實際上王世慶先生與這批

檔案的解檔與介紹有著密切的關聯。在2011年10月，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出刊《臺灣學通訊》第58期專輯，主題即為「臺灣拓殖株式

會社」，分別收錄鍾淑敏〈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興衰與起落〉、陳柏棕

〈臺拓經營舵手：加藤恭平〉、褚填正〈從嘉義化學工場看戰時臺灣軍

需後勤地位〉、林玉茹〈臺拓在東臺灣的開發〉、鍾淑敏〈臺拓在海南

島的經營〉、范雅鈞〈臺拓海外子公司－南興公司〉、張靜宜〈臺拓在

南洋的經營〉、何鳳嬌〈戰後臺拓地的接收〉、黃燕秋〈臺灣拓殖株式

會社移交臺灣土地銀行經營檔案〉。6分別從各個方面概述臺灣拓殖株

式會社（以下簡稱臺拓）在1936到1946年之間的經營實況與其後的影

響，可說是近年來臺灣之臺拓研究學群一個成果的縮影。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2,871卷）、臺灣總督府檔案（13,146

卷）、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12,815卷）、是國史館臺灣文獻

5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網頁：http://www.ith.sinica.edu.tw/academic_03_look.php?no=239&page=1。
其中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另刊於《臺灣風
物》，第6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51–168。

6　《臺灣學通訊》，第58期（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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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前身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7）的三大鎮館之寶，8也是研究臺灣歷史

重要的文獻資產。9其中的臺拓檔案，開放至今也已十多年了，由於海

內外參與的學者極多，隨著議題不斷開拓，至今也已累積相當的研究成

果，王世慶先生對於這批檔案文書的開放與介紹，絕對有開創之功。筆

者猶記檔案開放使用初期，許多學者競相投入探究這批重要檔案，筆者

也有幸以研究生身分而側身其列，並以臺拓轄下之嘉義化學工場為題完

成學位。10之後雖從事教職，但課餘時仍就相關議題進行探索與撰文，

始終關心此議題的進展。撫今追昔，這一切皆要感念王先生當初的提

點。

回溯以往學界關於臺拓的許多研究，大多在文獻回顧之後會提出更

進一步的思索課題，進而跟相關議題做學術對話，但迄今對整體研究的

脈絡與發展，仍較缺乏一個完整的彙整。因此寫作此文之初衷，乃是希

冀透過自身第一手的經驗以及側身其間的觀察，一方面檢視整個檔案開

放的歷程，重新檢閱這十多年來關於研究學群的學術成果，呈現整體議

題的走向與異同；一方面也冀盼能進一步從中展望未來更多可能的研究

路徑。更重要的是，也想藉由回顧這一段臺灣重要檔案研究之歷程，存

留王先生在臺拓初期研究的思考，以及其如何透過具體作法引領當時的

中央研究院與臺灣省文獻會進行合作，以致後續能開展出豐碩的研究成

果。11在此謹向王先生致上內心最誠摯的敬意與感念，也衷心期盼其在

天之靈能護佑所有關心臺灣歷史的人士！

7　 民國37年6月1日成立臺灣省通志館，旋於38年7月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其後歷經變
革，至91年1月1日改隸並更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見網頁：http://www.th.gov.tw/。

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網頁：http://www.th.gov.tw/。
9　 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史料的介紹，可參見王世慶，《臺灣史料論文集上冊》（臺北：稻鄉，

2004年）。
10　 筆者於1996年就讀碩士班，並在李若文教授的引領下進入臺灣史研究領域。1997年參加中

研院舉辦的「第七屆中國海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時，猶記得當時王世慶教授於社科所，
十分親切地將其大作《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及其他相關書籍贈送給筆者等人，溫煦風
範令人感念。

11　 王先生於1993年其三度離開省文獻會後，1993到2003年受聘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人文研
究所兼任研究員、以及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諮詢委員，在此期間促成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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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轉徙與開放歷程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是依1936年6月3日所公佈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法（法律第43號），以及同年7月30日公佈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法施行

令（敕令第238號），以資金3,000萬圓於同年11月25日所成立的國策

會社。臺灣總督府以實物出資的方式佔總資本額的一半，另一半則由其

他政府機構與民間所投資，所以臺拓是半官半民的國策會社，事業範圍

不只在臺灣，也遍及中國華南與南洋。12儘管是半官半民的性質，但臺

灣總督府其實對臺拓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當日本戰敗後，臺拓即被盟

軍最高司令諭令自1945年9月30日起，被指定為關閉機關第一號。1946

年11月，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接收，

臺拓正式走入歷史，前後約10年。13

以後這批重要檔案，經接收委員會接收後，再移交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秘書處保管；1958年，全部移交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接管。14之後就

一直保存於臺灣省文獻會，並且四處轉徙。前省文獻會主任委員簡榮聰

先生15回憶早年檔案轉徙的曲折歷程：

1 9 5 8 年 6 月 ， 臺 灣 拓 殖 株 式 會 社 檔 案 交 由 省 文 獻 會 保

管。……當時這批檔案亦隨省文獻會辦公場所之變更或租約到

期，而四處遷徙。於1958年接管後，因省文獻會在臺北市延平

南路111號之辦公處，無書庫供典藏之用，故租借王姓民宅暫

藏，旋又移往三重市民宅保存，復於1964年遷往中和鄉民宅。

1972年省文獻會移往臺中市南京路18號干城營房辦公，於是這

12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調查課編，《事業要覽（昭和19年）》（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調查課，
1944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日據時期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中譯本 第1輯》（南
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7月）。

13　王世慶，《臺灣史料論文集上冊》，頁184–185。
14　王世慶，《臺灣史料論文集上冊》，頁130。
15　 簡榮聰主委任期自1990年2月至1996年2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網頁：http://www.th.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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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檔案又遷往臺中縣大里鄉草湖中興路一段256及257號民房。

1981年6月省文獻會又搬到臺中市黎明辦公區勤政樓七樓，檔

案則收藏於該大樓地下室。16

此外，這批檔案也未經過整理，王世慶先生回憶：

早年文獻會囿於空間不足及疏散檔案的政策，許多檔案

如總督府公文類纂、專賣局檔案及臺灣拓殖株式會社都無法集

中庋藏在一處，而分別在郊外租屋存放資料，讀者若需借閱檔

案，則必須於前一天送出借書單，然後由省文獻會工友從延平

南路辦公室騎車到中和疏散書庫去拿書籍、檔案，隔天才看得

到書籍檔案的特殊現象。」17

王先生又提及：

當時文獻會整理、保存檔案的方法非常原始，每天早上由

工友打開書庫的窗戶，以保持室內空氣通風，直到晚上才關上

門戶，每年總會挑一、兩天陽光充足的日子，進行曬書消毒，

然後再把書移進書庫放入樟腦丸，這樣就算完成一年一度的消

毒工作。所幸當年民風純樸及治安良好，否則這些珍貴史料放

在外面，不知會被偷多少，也由於整理的人手不足，專賣局檔

案及臺拓文書都無法整理，至為可惜。18

儘管檔案當時仍未整理與開放，但王世慶先生卻早在1970年代發表的

講稿及研究論文中，已提及這些檔案的重要性與保存情況，例如他於

1971年〈有關臺灣之檔案史料的整理與保存〉指出臺拓的重要性與檔

案的價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係日據末期所組織之半官半民之公司，

16　 簡榮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典存過程及價值評估〉，《臺灣文獻》，第45卷第2期
（1994年6月），頁106–108。

17　 許雪姬、劉素芬、莊素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32。

18　許雪姬、劉素芬、莊素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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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織及事業很大，太平洋戰爭期間其事業發展到東南亞各地，其社長

相當於部長級之人物，地位相當高。光復後該公司之檔案由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秘書處接管。至省政疏遷中興新村後，為清理檔案始於民國48

年初由秘書處移交省文獻委員會保管。檔案之年代自民國25年（日昭

和11年）至35年止，共有2,638冊。」。19稍晚他於另一文〈臺灣史料

的收藏與整理〉則進一步指出臺拓在日治後期身為日本對東南亞經濟侵

略的定位：「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係日本治臺末期所組織之半官半民之合

營公司，其組織及事業很龐大，太平洋戰爭期間其事業擴展到東南亞各

地，為日本對東南亞經濟侵略之一翼，其社長相當於大臣級之人物，地

位相當高。光復後該公司之檔案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接管，旋

於民國48年移交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保管，現藏於臺中縣大里鄉該會倉

庫。檔案之年代自民國25年（日昭和11年）起至民國35年（日昭和21

年）止，共有2,638冊。此檔案為研究日本在臺之後期殖民地經濟政策

及日本對東南亞之經濟侵略之一部分史料。」20由此可見其已指出臺拓

的重要性與角色。

除王先生之外，也有其他學者也就相關週邊資料來進行探究，例

如涂照彥教授在1975年的研究即提及臺拓成立的目的與發展：「該會

社成立的目的是，除在臺灣島內從事開墾和殖民事業之外，還進行與此

有關的貸款業務，並進一步促使中國大陸南部地區和南洋一帶的日本人

開墾和殖民事業的發展，以開發當地資源為目標……臺灣拓殖會社的設

立及其飛躍的發展，意味著日本資本的對臺灣的統治又邁入了一個更高

的層次。無庸贅言，不論是臺灣拓殖會社直營的事業會社，抑或是合作

和培育的投資事業對象，幾乎全部是日本資本。正如前述，三○年代後

半期向臺灣擴張的日本財閥資本，其背後有一個在進行廣泛地、積極地

19　 王世慶，〈有關臺灣之檔案史料的整理與保存〉，《臺灣史料論文集上冊》，頁11。王先
生提及該文原是1971年3月27日於淡江文理學院臺灣史講座的演講稿，過去未曾刊出。見
王世慶，《臺灣史料論文集下冊》，頁351。

20　 王世慶，〈臺灣史料的收藏與整理〉，《臺灣史料論文集上冊》，頁185。王教授提及該
文原是1972年9月他為美國羅哲史塔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主辦的「臺灣史研討會
議」所提之論文（原題目為〈臺灣史料的調查與介紹〉），刊載於《臺灣風物》，第25卷
第4期（1975年12月），頁3–22。後來，其增修內容且題目也略更改，刊載於1976年臺
灣史蹟源流研究會之講義，見王世慶：《臺灣史料論文集下冊》，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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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國策會社，即臺灣拓殖會社。由此可以說，臺灣拓殖會社的活躍

過程，即是日本帝國將臺灣經濟納入其所謂『東亞共榮圈』之一環的過

程，該會社的出現極其蓬勃發展完全是根據日本資本主義的需要而製造

出來的產物。」21

已故的成功大學梁華璜教授在1970年代後期，也撰文探討臺拓成

立經過，儘管未能運用到原始檔案，但梁教授的努力仍是重要的參考之

作，他在後來出版的論文集提及：「臺拓的檔案還塵封於省文獻會倉庫

中，明知此一寶庫富藏財寶，卻無門可入，所以這篇論文資料完全與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臺拓檔案無關。後來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發

現該館亦藏有少部分（7、8冊）臺拓文書（參閱河村一夫〈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所藏の臺灣拓殖株式會社など臺灣關係史料の紹介〉《東南ア

ジア˙歷史と文化》第6號，1976年11月）。雖然數量不多，筆者因限

於財力及時間也未能利用到全部資料。總之，寫這篇論文時，所利用的

原始資料有限，並且輔助資料也甚少。又對臺拓公司做過完整而有系統

的研究者殆無，筆者想開創新領域便按部就班，從公司之成立經過開始

下筆。」22他認為，臺拓公司是經濟上的南進國策會社，此公司在臺灣

本島進行的拓殖事業，不過是為支援南進之一種預備事業而已，故所謂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實為掛羊頭賣狗肉之招牌而已；另外在臺拓公司

成立不久之後，日本內閣制定向南洋前進的帝國外交方針，又恢復臺灣

總督府武官制，並使海軍上將小林磯造出任臺灣總督，這三件措施形成

南進政策新態勢，臺拓的創辦是南進新態勢的主要一環。23

直到1990年代初期，臺拓檔案才陸續整理完畢並於1992年7月整理

上架，1993年6月初步整理上架完畢。24簡榮聰主委提及：

21　 涂照彥，《日本帝囯主義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涂照彥著、李
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3年），頁344–348。

22　梁華璜，〈自序〉，《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板橋：稻鄉，2003年），頁3。
23　 梁華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經過〉，《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6期（1979年7

月），頁187–222。此文也收於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頁47–48。
24　王世慶，《臺灣史料論文集上冊》，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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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善保存原件檔案，省文獻會乃積極謀求保存環境改善

之道，規劃『臺灣文獻史料館』建設工作，並於1992年開館使

用，使珍貴資料的保存問題終獲根本的解決，同時為了改善紙

質劣化受損的情形，省文獻會更聘請古文書處理技術人員，按

年份逐章將破損部分重新修補裱褙，強化防蟲處理，並以線裝

處理回復原狀成冊。……省文獻會更已擬定光碟保存計畫，預

計將省文獻會所藏之日據時期檔案全部輸入光碟儲存，完成之

後除達永久保存目的之外，更有助於史料之檢索利用。……自

1994年起，分15年編列預算以便將所有總督府文書進行製作光

碟及縮影重攝工作，其中『臺拓文書』則列為前2年最優先目

標，俟製作光碟計畫全盤完成後，將可透過臺灣網路視訊系統

提供國內外學術研究者查詢或複製使用。25

王世慶先生也於1996年〈清代與日治時代的臺灣史料：以檔案為中

心〉一文中提及：「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係於民國47年6月，由臺灣

省政府秘書處文書科移交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保管，總冊數共2,825冊，

起自昭和11年至昭和21年，按年依照十五課分類，並區分為永久保

存、10年保存、5年保存、1年保存等四類。以經理課的檔案最多，有

1,124冊，臺拓檔案目前有微片可供參考，光碟片也做好了，但開放辦

法仍在研議，因此尚未能使用。」。26顯見此時期臺拓的檔案已整理完

畢，同時有微片可參考，光碟片也製作完成，但因開放辦法問題以致未

能使用。但由上可知，臺拓檔案典藏的過程歷經曲折，但臺拓本身發展

仍受到學界的關注。直到1990年代初期，檔案終能有妥切合宜的典藏

處，並經過整理、製作微片及光碟，奠定後來諸多研究的基石。

25　 簡榮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典存過程及價值評估〉，《臺灣文獻》，45卷2期
（1994年6月），頁106–108。

26　 王世慶，〈清代與日治時代的臺灣史料：以檔案為中心〉，《臺灣史料論文集上冊》，頁
36。王先生指出此文原是1996年4月17日於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所設置的「人類社會與聚
落建築講座」的演講稿，後收於郭肇立編，《聚落與社會》（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出
版公司，1998年），頁227–260。見王世慶，《臺灣史料論文集下冊》，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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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王世慶先生與臺拓檔案初期的探索研究

在檔案整理完成之後，針對檔案內容進行研究即成為學界發展的

面向，1993年王世慶先生首先發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及其史料

價值〉一文。27追溯王先生之所以發表此文，乃是起源於臺灣大學歷史

學系於1992年7月15至17日舉辦當時國內首次的臺灣史國際性研討會，

集結美、加、日與臺等地學者所撰之十八篇論文，是臺大歷史學系當

時希望邁向國際性臺灣史研究中心目標的一大步。281993年9月10至11

日，臺大歷史學系再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主要是展現從1990

年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提出「中美荷日公藏臺灣史檔案手稿資

料之搜集、整理與聯合目錄之編製及殖民地時期臺灣歷史合作研究計

畫」，結合海內外學者對重要的臺灣史料進行發表，除美、日、荷等地

的資料介紹之外，在國內則是介紹淡新檔案、故宮宮中檔與軍機檔、蕃

地開發調查資料、岸裡社文書、臺拓檔案等，王先生即在這個重要的國

際研討會發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及其史料價值〉。29因此，此文

除論述檔案的內容與史料的重要價值外，也強調臺拓與「南方共榮圈」

建設之間緊密的關聯性，王先生在此提出臺拓的角色與日後研究的方式

及方向：「臺拓在華南、南洋之產業開發與經濟建設，係一面為供給軍

糧配合軍需而開發其事業，一面為配合其南進政策國家經濟所需。……

因此利用臺拓檔案研究大東亞戰爭日本占領時期，臺拓在華南、南洋各

地之產業開發、經濟建設對日本之利益，和在太平洋戰爭之功能、作戰

關係，及與各該地區國家之關係和影響，則可提升臺灣史在東洋史、世

界史上的關係和地位，這批檔案很值得利用研究。宜開放由研究機構或

27　 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及其史料價值〉，《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1994年6月），頁157–175。此論文也收於王世慶：《臺灣史
料論文集上冊》，頁117–140。

28　 張秀蓉，〈序〉，《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
系，1993年）。

29　 張秀蓉，〈序〉，《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
系，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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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歷史研究所與收藏機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合作進行研究，並可舉辦

『臺拓與南方共榮圈的建設』之學術研討會。」30

不久，簡榮聰主委也發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典存過程及價值

評估〉一文，除說明檔案典存與未來使用情形之外，也提出對臺拓可能

的研究方向，包括臺拓與日本相關官方機構之關係，以及臺拓與日本陸

海軍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31之後，簡主委另發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華南事業檔案」之史料價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暨南海經

營事業檔案概況〉，32除說明臺拓在當地事業經營的情形之外，也敘明

如何利用這些檔案進行相關的初步探究。

在此同時，林孟欣針對與臺拓公司有密切關係的福大公司進行研

究，並在梁華璜教授指導下完成其碩士論文〈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之一

環：福大公司對閩粵的經濟侵略〉。33這之後則有兩本碩士論文利用臺

灣省文獻會的臺拓檔案，針對臺拓的成立與組織發展進行探索研究，一

是由吳文星教授指導的游重義所著〈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及其前期

組織研究〉，34一是由張勝彥教授指導的張靜宜所著〈臺灣拓殖株式會

社之研究〉。35游重義在完成碩士論文之前，即將其部分研究成果撰成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創立之背景（上）（下）〉。36張靜宜後來另就相

關議題撰述數文討論，包括〈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組織推移之探討〉、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董事任用之分析〉、〈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南洋

30　 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及其史料價值〉，《臺灣史料論文集上冊》，頁135–
136。

31　 簡榮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典存過程及價值評估〉，《臺灣文獻》，第45卷第2期
（1994年6月），頁89–110。

32　 簡榮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華南事業檔案」之史料價值〉，《臺灣文獻》，第46卷第
1期（1995年3月），頁129–142。簡榮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暨南海經營事業
檔案概況〉，《臺灣文獻》，第46卷第4期（1995年12月），頁289–297。

33　 林孟欣，〈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之一環：福大公司對閩粵的經濟侵略〉，成功大學歷史語
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6月。此後林孟欣另發表〈臺灣總督府對岸政策之一環－福大
公司在閩粵的經濟活動〉，《臺灣風物》，第47卷第3期（1997年9月），頁89–126。

34　 游重義，〈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及其前期組織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
文，1997年7月。

35　張靜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36　 游重義，〈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創立之背景（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

刊》，第2卷第2期（1995年），頁100–111；游重義，〈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創立之背景
（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2卷第3期（1995年），頁7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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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投資事業之初探〉。37同年，久保文克在《植民地企業経営史論：

“準囯策会社＂の実証的硏究》，論述臺拓的成立過程與事業經營，但

此書並未用到臺拓檔案。38

1997年前後，此批檔案的複印本等資料陸續運到中央研究院，

借給中央研究院作為研究之用（這批資料在2002年後又回到臺灣文獻

館），檔案編號001到1400藏於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4年與

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併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檔案編號

1401到2857藏於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年升格臺灣史研究所）。

這段歷程也和王先生有很大的關係，他憶及：

省文獻會藏有臺灣總督府和專賣局及臺灣拓殖會社檔案，

其中臺拓檔案數量較少，且已整理完竣，並作成光碟和影印

本。當時臺史所因要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東南亞研究計劃，因此

我乃向黃富三主任39建議與文獻會合作，洽購臺拓檔案光碟或

借用臺拓檔案影印本，來研究臺拓的海內外事業與東南亞的關

係。起初文獻會也同意合作，製作光碟提供研究，但後來因交

涉未順利而叫停。40

儘管如此，王世慶教授仍未放棄，他又憶及：

其後我陪社科所張炎憲先生到省文獻會參觀臺拓檔案，並

拜訪謝嘉梁主任委員41商請合作，提供臺拓檔案光碟作研究，

37　 張靜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組織推移之探討〉，《臺灣風物》，第48卷第2期（1998年6
月），頁43–84；張靜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南洋貸款投資事業之初探〉，《東南亞
季刊》，第3卷第3期（1998年7月），頁83–101；張靜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董事任
用之分析〉，《臺北文獻》，直字第131期（2000年3月），頁139–158。

38　 久保文克，《植民地企業経営史論：“準囯策会社”の実証的硏究》（東京：日本經濟評論
社，1997年）。

39　 1993年7月，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聘請臺灣大學歷史系黃富三教授出任籌備處主任，
1998年7月黃富三先生請辭籌備處主任一職，由劉翠溶院士接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網頁：http：//www.ith.sinica.edu.tw/about_01.php。

40　許雪姬、劉素芬、莊素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頁140。
41　 謝嘉梁主委任期自1996年2月至1999年9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網頁：http：//www.

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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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主委乃同意價購臺拓檔案光碟並允借臺拓檔案影印本給社科

所做研究，但希望社科所對文獻會有所回饋，要求社科所派人

協助整理文獻會所庋藏的專賣局檔案。當時院內已設有檔案協

調委員會，且臺史所與省文獻會交涉合作在先，所以我就向臺

史所黃富三主任和社科所張炎憲先生建議兩所合作研究臺拓檔

案及協助文獻會整理專賣局檔案。42

就這樣，雙方開始進行合作，中央研究院此時許多學術先進也積極投入

相關研究。筆者即在此時因緣際會接觸到臺拓檔案：1997年10月中旬

左右，筆者正要尋找碩士論文議題時，恰巧與同所學長吳仁傑商討研究

方向。吳學長此時聽說有此批公開檔案，於是兩人相約於當年11月28

日，一起去南投的省文獻會查看這批檔案，並與當時利用這批檔案完成

碩士論文的張靜宜學姐請益。但當時身為一個研究生，面對這批浩大的

檔案，的確有點不知所措，同時要進行資料複印也所費不貲，正準備要

放棄之餘，無意間遇見當天也在省文獻會的近畿大學教授近藤正己43，

在簡短寒暄之後，就到臺中中興大學附近用餐，彼此之間相談甚歡。當

時實際上來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客座的近藤正己教授，提及他關注這批檔

案已經20多年，因此就是為這批檔案而來臺灣，他也向我們提及中央

研究院有這批檔案的複印本可以利用，於是他要筆者於12月12日到中

研院臺史所與他會面。當天，他引著筆者逐一簡介這批檔案，希望筆者

能利用一段時間做摘要，同時能在1998年年初向他做個簡報，討論一

個研究方向。至此，筆者一頭栽入臺拓研究這個領域，這以後很長的時

間，筆者幾乎每天就到臺史所查找檔案與抄錄內容，努力摸索可能的研

究方向。

但筆者在後續對於臺拓研究的思索還是要歸功於王世慶先生。

42　許雪姬、劉素芬、莊素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頁140。
43　 現為近畿大學文藝學部教授。1997年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訪問學人，當時其

主要研究議題為被殖民地與殖民地之間的關聯。論著如近藤正己著、許佩賢譯，〈對異民
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為中心〉，《臺灣文獻》，第46卷第2期（1995
年6月），頁189–223；近藤正己，《総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硏究》（東京：
刀水，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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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23日，他於中研院社科所發表專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研

究成果與課題－臺灣資本主義擴張與區域間的經濟合作〉，當天出席的

教授與學者極多，包括張炎憲、朱德蘭、林孟欣等人，王世慶先生主要

是為臺拓研究提出他的看法與思考，對當時研究臺拓及其事業有重要啟

迪之功。當天他首先說明臺拓成立的背景，包括熱帶產業調查會的影

響，他認為：昭和12年（1937年），臺拓表面上是指導島內事業，但

到昭和19年（1944年），是臺拓事業發展最為擴張的一個時期。再從

組織變遷的角度來看，昭和14年（1939年）臺拓把業務部的企劃與業

務改為華南及南洋，之後佔領海南島，就可看出它的企圖；昭和16年

（1941年），臺拓的二課又再擴張，各增設一課，南洋第一課接管中

南半島，南洋第二課則是接管南洋群島。太平洋戰爭之後，又有南支第

一與第二課、南洋第一與第二課，整個組織又再重整。所以他以為觀察

臺拓本來是以地區為主，但也可以從「農業」及「農業以外」兩部份來

看待，所以臺拓組織的調整變動可以再深入探討。

其次，他再指出臺拓幾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包括關於資金的導向及

對於政策的配合。此外，技術引進與人才訓練也是一個發展方向；同時

臺拓對社會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例如人口、產業結構等等。另外，王先

生也指出，日本明治、大正時期有相當多的企業到南洋去發展，也有相

當多的失敗案例，因此要求成立臺拓，即是要仰仗它的融資。再其次，

王先生提及幾位學者關於臺拓的研究成果，包括梁華璜教授在1979年

對於臺拓成立進行研究，他認為梁教授的研究在資本金的探討十分深

入，而在官有地的部份，是經過日本土地調查充公，壓榨農民所造成，

所以是由臺拓代替臺灣總督府去經營收租；另外臺拓的使命是受軍方及

總督府左右，所以受其左右的勢力也很大，主要還是配合國策。林孟欣

的研究則以福大公司為主，這家公司的資本額是臺拓的十分之一，後來

被收編為臺拓的子公司。日本研究方面，有涂照彥的探討，可見臺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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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的資本有何差異；另外還有長岡新治郎44與三日月直之45的著作，

尤其後者是臺拓的社員，歷任要職，對理解臺拓經營事業非常有幫助。

最後，王教授提及未來對於臺拓研究的幾個可能方向，他認為臺拓

事業遍佈臺灣島內與海外，所以應該要通盤規劃主題，然後個別去作，

之後再呈現出來，才可看出臺拓整個發展情形、使命達到怎樣的地步。

另外，有關軍需產業的部份也必須正視，特別是其中每個事業呈現出互

相交錯的發展；關於技術引進與移轉也不可忽視，例如日本本島的訓

練、如何引進人才與技術、如何僱傭以及對當地的人口與產業結構的動

員改變等等。在人力動員方面，海內海外都以軍需產業為主，每項事業

都為配合這樣的政策，值得注意。

同年（1998年），鍾淑敏發表〈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

望〉，主要是對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研究成果之介紹。46同年中，由河原

林直人47撰著、鍾淑敏翻譯的〈關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檔案〉一文，

也開始利用由中研院臺史所與社科所合作的臺拓檔案複印資料，進行相

關的研究方向與探討。文中首先簡單論述臺拓成立的目的與各事業的介

紹，作者認為「在1940年代，臺拓事業很大的一部份的發展是與日本

軍部的侵略相表裡，因此臺拓已不再只是單純的臺拓歷史，而是與日本

帝國史有密切關係的歷史存在。」其次，作者分析檔案的內容與相關研

究的課題，認為其中有關臺拓與中央政府、臺灣總督府、軍部等有著密

切關係，臺拓可以說是1930年代臺灣工業化過程中的中心所在，臺拓

檔案更是研究戰時臺灣經濟的一級資料，此外作者也認為日本內地企業

進軍臺灣也是另一個重要課題。48

張炎憲在同年（1998年）10月19日發表〈臺拓三德礦業所的組織

44　 長岡新治郎，〈華南施策と臺灣總督府－臺灣拓殖、福大公司の設立を中心として〉，收
於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關與と臺灣》（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年）。

45　三日月直之，《台湾拓殖会社とその時代：1936–1946》（福岡：葦書房，1993年）。
46　 鍾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

北：國史館，1998年）。
47　時為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博士生。
48　 河原林直人撰、鍾淑敏譯，〈關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檔案〉，《近代中國史研究通

訊》，第26期（1998年9月），頁12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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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營〉一文，針對臺拓轄下的三德礦業所發表初步研究成果，此文分

別就臺拓三德礦業所的成立、組織、分佈面積與生產量、問題提出等面

向加以探討，他認為：日本為籌劃臺灣的拓殖事業以及對中國華南、

東南亞的經濟擴張，成立臺拓。臺拓在臺灣島內進行土地開墾、造林栽

培、移民、化學工業、礦業和製造業等工作。礦業方面主要是開鑿煤

礦，而三德礦業所是其直屬負責的公司。三德礦業所分成三德炭礦與三

友炭礦，1941年由臺拓公司購入，分布在今天之鶯歌、龜山一帶。三

德炭礦有六坑、三友炭礦有五坑。在1943年三德礦業所的煤生產量佔

全臺1.6％。最後，他還認為可再從四個面向進行研究：賴森林礦場與

三德礦業所的買賣關係、三德礦業所的勞資關係、三德礦業所煤生產量

與其他礦區的比較、三德礦業所與臺拓其他工礦事業比較。

1999年，Justin Adam Schneider的哈佛大學博士論文“The Busi-

ness of Empire：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Japan Imperial-

ism in Taiwan,1936-1946”討論臺拓的經營，分別從臺拓的成立到各區

域的事業發展，以及到戰後的處置，作一全面的研究。49其後，又另發

表“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and Indochina：Subimperialiam, 

Development,and Colonial Status”（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和印度支那－次

帝國、開發與殖民身份），此文以「次帝國主義」探討臺拓在東南亞擴

張及事業經營的意義，在於綜合兩種包括臺灣的經濟發展與日本影響力

在東南亞為擴張目標；同時也使臺籍員工從殖民地的統治者，成為服務

日本統攝東南亞事業的從屬帝國主義者。50

此時，朱德蘭也進行有關臺拓在廣東的事業發展以及臺灣慰安婦

的研究，對臺拓的區域、產業發展及官商結構的研究有著深遠影響，

極有貢獻。1999年，她先後發表〈十五年戰爭と日本企業の經濟活

49　 Justin Adam Schneider.”The Business of Empire：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Japan Imperialism in Taiwan,1936-1946,”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1999.

50　 Justin Adam Schneider,”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and Indochina：Subimperialiam, 
Development,and Colonial Status＂（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和印度支那－次帝國、開發與殖民
身份），《臺灣史研究》，第5卷第2期（2000年4月），頁1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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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51，以及〈日據廣州時期（1938–1945）的廣州社會與臺拓國策

公司的自來水事業〉52；同時期也利用臺拓檔案的資料撰成〈臺拓企業

與「慰安婦」制度〉，她認為從臺拓資料顯示，日本軍方、臺灣總督

府、代行國策的特殊企業臺拓公司及其投資企業福大公司係分別提供

行政資源、營業資金，以聯合支援的方式，協助民間業者去海南島開

設慰安所。532000年，她再發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之整理與利

用現況〉，解說這之前學者利用臺拓檔案的研究成果。542000年3月，

她也利用臺拓檔案發表論文〈抗戰時期（1937–1945）日本企業的

南進廣州〉，同年底撰成〈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

察〉。552001年，再撰述〈從臺拓檔案看日據廣東時期的中日合辦事

業〉56，以及〈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廣東的經濟活動－以農產事業為例

（1939–1943）〉57，並編著《臺灣慰安婦關係資料集》。582002年，

撰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中的廣東檔案資料〉59，以及〈1939–

1945日佔海南下的皇軍「慰安婦」〉。60

51　 朱德蘭，〈十五年戰爭と日本企業の經濟活動〉，《九州國際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紀
要》，第43期（1999年），頁183–196。

52　 朱德蘭，〈日據廣州時期（1938–1945）的廣州社會與臺拓國策公司的自來水事業〉，
收於唐力行主編，《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安徽：黃山書
社，1999年），頁400–410。

53　 朱德蘭，〈臺拓企業與「慰安婦」制度〉，收於蘇智良、榮維木、陳麗菲主編，《滔天罪
孽－2戰時期的日軍「慰安婦」制度》（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頁330–332。轉
引自朱德蘭，〈1931–1945在海南島的臺灣「慰安婦」〉，賴澤涵、朱德蘭主編，《歷史
視野中的兩岸關係》（臺北：海峽學術，2004年），頁180–182。

54　 朱德蘭，〈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之整理與利用現況〉，《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
基金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2000年）。

55　 朱德蘭，〈抗戰時期（1937–1945）日本企業的南進廣州〉，第八屆中國海洋發展史學術
研討會，2000年3月。朱德蘭，〈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察〉，《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2卷第4期（2000年12月），頁631–655。

56　 朱德蘭，〈從臺拓檔案看日據廣東時期的中日合辦事業〉，收於葉顯恩、卞恩才主編，
《中國傳統社會經濟與現代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32–346。

57　 朱德蘭，〈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廣東的經濟活動－以農產事業為例（1939–1943）〉，收
於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二十二輯：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
史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1年），頁419–439。

58　朱德蘭，《臺灣慰安婦關係資料集》第1卷（東京：不二出版社，2001年）。
59　 朱德蘭，〈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中的廣東檔案資料〉，收於周偉民主編，《瓊粵地方文

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頁434–471。
60　 朱德蘭，〈1939–1945日佔海南下的皇軍「慰安婦」〉，《人文學報》，25期（2002

年），頁15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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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鳳嬌也在1999年發表對臺拓檔案運用的研究論文〈戰後初期臺

灣土地資料的庋藏與運用－以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為例〉。61陳伯炎也運

用部份臺拓檔案進行有關臺灣三大林場之一的八仙山研究。62此外，林

玉茹也在1999年撰述〈戰時體制下東部水產業的統制整合：東臺灣水

產會社的成立〉一文，作者從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立背景和事業經營內

容，探討東臺灣水產業近代化的過程，研究發現水產業近代化是因應戰

爭時期資源的取得而出現，日本國內大企業扮演併吞臺灣漁業企業的角

色，該文使用臺拓檔案。63之後她對東臺灣的各個面向進行廣泛而深入

的研究，同時也將觸角逐漸涵蓋臺拓的事業經營，對於臺拓的研究深具

重要參考價值。

在這前後，筆者則在中研院臺史所查找資料，初步設定以臺灣、

軍需產業為研究主軸，因此以臺拓轄下的三德礦業所為題，希望能藉由

實際的事業經營來驗證其與戰爭及陸海軍的關係，其後因近藤正己先生

回日本，未及向他報告。在蒐找礦業所的資料同時，也參閱張炎憲教授

的研究成果，並到桃園與鶯歌附近的礦區進行調查與口訪，此時也注意

到該礦業所供應的對象包括中國華南諸事業體以及嘉義化學工場等。尤

其是嘉義化學工場方面，已有資料指出總督府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即推動

「第一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畫」，全力從事軍需工業發展，包括開發電

力、發展重工業與化學工業等等；至於香料與油脂工業，有高砂化學工

業會社、臺灣香料會社等製造香茅油，臺灣油脂工業會社製造蓖蔴油，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嘉義化學工場以甘薯製塗料劑、乙酮等。64以此，

在1998年底及1999年間，遂轉到中研院社科所蒐找嘉義化學工場的資

料，直到2000年3月中旬照例去中研院社科所查看臺拓檔案，適逢張炎

61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資料的庋藏與運用－以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為例〉，「臺灣史
料的蒐集與運用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1999年9月17–18日）。

62　 陳伯炎，〈日治時期官營林業－以八仙山為例（1915–1945）〉，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
文，1999年。

63　 林玉茹，〈戰時體制下東部水產業的統制整合：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立〉，臺灣漁業史學
術會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1999年9月）。後該文刊於《臺灣史研究》，6
卷1期（2000年9月），頁59–92。

64　張勝彥等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縣蘆洲市：空大，1996年），頁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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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教授當天也在，經過一番請益之後，忖度三德礦業所研究有其困難，

決定轉以嘉義化學工場為題來進行王世慶先生所提點：即以個別產業看

臺拓的方式，希望提供臺拓研究一個可行的案例，以有別於之前研究者

以調查、組織或經營事業介紹的研究取向。同時，為確保與書面資料能

相互驗證，筆者也運用口述歷史佐證，分別於嘉義拜訪曾於化學工場任

職的林文修先生（時年86歲）與陳木根先生（時年70歲）。最後在王

業鍵院士、陳慈玉、張勝彥、林燊祿等教授的指導下，於2000年7月完

成碩論。65透過在戰時發展重要軍需產業的嘉義化學工場研究，可知臺

灣扮演過去學界未曾探討，但實際作為支撐日本帝國戰力的軍需後勤地

位。此後，軍需產業的探討、戰時工業化與政商網絡連結等議題，持續

成為學界深探臺拓研究的主軸。

肆、臺灣資本主義研討會對軍需及戰爭關係的探討

2001年12月27、28兩日，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

辦「臺灣資本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在12篇文

章中，有6篇是有關臺拓的研究，計有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

地投資與經營－以總督府出資之社有地為中心〉、張炎憲與范雅慧〈臺

灣拓殖株式會社的工礦投資事業〉、劉序楓〈臺灣總督府對華南調查活

動初探－以對福建之調查為中心〉、周婉窈〈從「南方調查」到「南方

共榮圈」－以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法屬中南半島的開發為例〉、朱德蘭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廣東的經濟擴張活動（1938–1945）〉、以及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與南進－以臺拓在海南島為中心〉。從地域上來

看，臺拓的事業遍及臺灣、華南與南洋，王世慶與張炎憲以臺灣為主，

華南的福建是劉序楓，廣東則是朱德蘭，另外鍾淑敏以海南島為主，

65　 褚填正，〈戰時『臺拓』的嘉義化學工場之研究（1938–1945）〉，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
論文，2000年。此論文收入高明士主編，《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第七冊
臺灣史/林玉茹、李毓中）》（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年），頁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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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窈則以中南半島為主，顯見各自分工進行臺拓的研究。2008年，

除劉序楓之論文之外，其餘五篇經過再修訂之後集結成冊，出版《臺灣

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66根據張炎憲指出，此次研討會是中央研

究院社科所與經濟所研究人員共同參與為期三年的「臺灣資本主義擴張

及經濟發展之長期趨勢研究」計畫，計畫期滿後各依研究重點撰寫論文

一篇。67周婉窈也回憶這段往事，她指出王世慶先生是第一個對外介紹

臺拓檔案的學者，但直到中研院社科所與臺史所籌備處合作後，臺拓的

研究才有進展，當時王先生掛名在社科所，她掛名在臺史所，於是他們

和同院經濟學方面的同仁舉辦學術研討會，在會議之後這六篇歷史組的

論文在社科所擬出版的研討會專號審查中，竟全軍覆沒，據悉是「跨學

科」審查的結果。但王先生仍十分掛心這些文章發表的問題，直到她後

來與時任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商量後，終在張館長大力協助與文獻館同仁

編排下，該論文集終於出版，也了卻王先生一樁掛心的事。68當時發表

之文與登載於論文集之文即呈現臺拓實際在各區域事業經營的概況，也

是臺灣研究社群初期研究臺拓的重要基礎，在論文集的各篇要點如下：

王世慶的論文指出：臺拓為配合南侵戰爭，擴大島內外經濟產業拓

殖等各種事業，於1942年進行大幅增資，其中總督府前後兩次出資，

社有地佔投資額59.5％，其餘40.5％是包括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等

三大林場斫伐事業設施之投資。對臺拓來說，政府出資土地可鞏固臺拓

財物之基礎，所以社有地之管理經營利用也成為臺拓各種事業的根幹。

其經營管理是配合總督府之拓殖政策及農業政策，臺拓之社有地因大多

出租隨時可獲利，其他投資事業則無法即時見利。故在創立當初之2、

3年，社有地之租佃一直是臺拓最主要的營利收入，以1937年土地收入

66　 王世慶等撰稿，《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南投：臺灣文獻館，2008年）。其
中辛（朱）德蘭另代以一文〈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廣東支店的鎢礦收購活動（1939–
1943）〉發表。

67　 張炎憲、范雅鈞，〈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臺灣之工礦投資事業〉，收於王世慶等撰稿，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頁57。順帶一提，此計劃結束之後，原本分藏於社科
所與臺史所的臺拓檔案複印本與相關資料，於2002年歸還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68　 周婉窈，〈追念王世慶先生：記前輩學者最後的身影和遺響〉，《臺灣文獻》，第62卷第
1卷（2011年3月），頁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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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收益之90％，1939年佔52％，1940年佔38％，1943年佔15.8％，

土地收益雖逐年下降，但社有地對臺拓經營而言，始終佔重要地位。

張炎憲與范雅鈞之論文認為臺拓在工礦關係會社方面依照投資方針

可分為：直接經營、民間協力、援助扶植。初期新設立的會社有8家，

其中島內4家，島外4家；1939年，臺灣從備戰時期進入準戰時期，臺

拓投資的關係會社增加到21家，島內13家，島外8家。從投資資金來

看，臺拓已從初期偏重島內農林拓殖事業，逐漸加重島內的工業及南洋

的礦業，工業投資佔25.9％，礦業投資佔15.5％，兩者相加有41.4％，

與農林事業投資43.9％相差無幾。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臺拓投資

的關係會社增加到42家，其中又以戰爭所需的軍需會社為多。1944年

臺拓投資關係會社金額總計374萬圓，其中39％為島內會社，61％為島

外會社，這些投資的會社與嘉義化學工場、三德礦業所為配合日本的政

策，都帶有軍需工業的考量。但這些龐雜多樣的工礦投資事業，也因成

立匆促、經營時間短暫，未及在臺灣生根，日本已經戰敗。誠如戰後報

告指出，若日本沒戰敗，則臺拓在工礦事業的投資可全數回收，賺取更

多利潤，也會對臺灣的工業化產生深刻影響。

周婉窈的論文主要是透過臺拓檔案的整理，以了解日本帝國擴張

的實際作法，因此著力在今天的越南、寮國與高棉（柬埔寨）。除探討

南洋、南支、南方釋義之外，同時也論述臺灣總督府的南方調查，進而

提及臺拓的成立與南洋調查的目標，並分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興中公

司、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南洋拓殖株式會社之間勢力範圍的劃分（東

拓：中國華北、滿州、朝鮮；南拓：內南洋、新幾內亞、帝汶等；興中

公司：以中國華北華中為主；臺拓：中國華南、南洋）。在南洋的調查

區域分為：法屬中南半島、泰國、菲律賓、緬甸、英領馬來及婆羅乃、

荷屬印度尼西亞。臺拓在法屬中南半島的關係事業以開發礦物資源為

目標，周教授以1940年9月23日日軍「進駐」法屬中南半島北部為分界

而分兩階段，分別探討「印度支那產業會社」與「印度支那礦業會社」

的發展，並提及臺拓在此的調查成果，最後再說明臺拓與南方共榮圈的



187

王
世
慶
與
臺
灣
拓
殖
株
式
會
社
的
研
究
及
發
展

關係，特別是臺拓的非武裝經濟「進出」為日本最後的軍事南進打了前

鋒。

鍾淑敏的論文主要是探討臺拓這個以輸出「臺灣資本」及「殖民

臺灣經驗」的國策會社活動歷程，臺拓在海南島的投資規模雖不小，但

主要事業在農林業、畜牧業、運輸業、製冰業、建築業與伐木業，其他

如礦業、電氣事業等卻無法插手。除技術與日本的決議限制臺拓發展之

外，作者認為限制臺拓在海南島的發展還包括海南島受在「大東亞共榮

圈」地位改變的影響、無法網羅足夠的工業技術人才、資源調度不夠靈

活、經營受國策所限、缺乏營利概念等因素影響，以及根本的問題還是

侵略者與當地的對立。

另外因故未置於論文集的劉文與朱文，此處也存留研究要點以查

考。劉序楓的論文主要是針對臺灣總督府、臺拓、福大公司等，對於福

建的調查活動成果及相關調查機構的變遷論述。這些調查都先由總督府

派員調查，再由臺拓、福大公司、臺灣電力等執行營運。1937年以後

的調查活動，主要是配合軍方的軍事行動，對佔領地的制度、產業、經

濟等展開基礎調查工作，對福建等地主要為礦產資源及華僑問題。總督

府在華南各佔領地協助軍方對郵電、電力、自來水、交通運輸、土木、

建築、製冰等公共事業的復舊及工作。相關機關為達成使命，也針對特

定主題，展開各種調查活動，其間會有重覆之處，但調查報告書的刊行

與流布，對各機關、公司、學校的海外認識及學術研究與政策制訂有正

面意義。

朱德蘭的論文是論述日軍如何結合臺拓等特殊企業（含國策公司

與財閥集團）在廣東推行新殖民主義，進而以臺拓在廣東從事自來水事

業與收購特殊軍需鎢礦做實證分析。臺拓原先在國家的支持下，可獲得

更多壟斷與利益，但隨著戰事的擴大，臺拓還需從事其他事業而逐漸喪

失經營自主性。此外，在經營廣東的經濟控制政策不當，反而招致反封

鎖等效應，造成廣東經濟失序與蕭條，進而反使日本帝國經濟圈陷入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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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茹在此期間對臺拓在東臺灣的經營研究提供數個不同面向，前

文曾提及她在從事東臺灣的區域及產業研究之後，69即開始進行一系列

關於臺拓在東臺灣的產業經營研究，包括經營組織與系統、殖民產業以

及軍需產業等。2002年6月，登載〈國策會社的邊區開發機制：戰時臺

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系統〉，此文認為臺拓在東臺灣的經營

機制有三個特色，一是初期事業雖以農墾事業為中心，但在軍需工業需

求孔急下，事業有由臺東轉向花蓮的趨勢；二是臺拓在東部的經營機制

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三是東臺灣地區是臺拓熱帶栽培業與臺拓南進農

墾人力資源的重鎮。在備戰與戰爭時期下，殖民政府對殖民地資源收奪

更迫切，臺拓可說是總督府的替身。702003年6月，撰述〈國家與企業

同構下的殖民地邊區開發：戰時「臺拓」在東臺灣的農林栽培業〉，此

文以備戰狀態下的臺灣總督府，企圖用臺拓主導東部產業開發，於是臺

拓發展開墾、移民、栽培、造林事業等等，其中栽培事業是以嘗試栽植

各種軍需新作物為主，但因自然災害與勞力不足等因素，東臺灣的農林

事業成效不彰，但在總督府的規劃以及臺拓的帶頭，日系資本因而進入

東臺灣，顯現國家與企業同構的新格局。712004年3月，撰成〈戰爭、

邊陲與殖民產業：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投資事業的佈局〉，

此文在論證1937年以降，臺拓在東臺灣事業的經營反映臺灣總督府對

於殖民地邊陲產業的新措施，臺東廳成為熱帶拓殖企業的基地，臺拓投

資事業規劃有「重臺東而輕花蓮」現象。但以後隨著花蓮港廳形成東部

第一個臨港工業區，並成為戰時東部軍需工礦企業的基地，臺拓所投資

的東邦金屬、新興窒素以及臺灣石綿等會社，也形成日本帝國內獨特而

69　林玉茹，《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臺北：遠流，2007年11月）。
70　 林玉茹，〈國策會社的邊區開發機制：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系統〉，

《臺灣史研究》，第9卷第1期（2002年6月），頁1–54。此文原宣讀於2001年6月29日，
由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主辦的「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陳慈
玉教授評論。

71　 林玉茹，〈國家與企業同構下的殖民地邊區開發：戰時「臺拓」在東臺灣的農林栽培
業〉，《臺灣史研究》，第10卷第1期（2003年6月），頁8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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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的工礦業，逐漸奠定「工業花蓮，農業臺東」的形象。72可謂在此

領域用功極深，深具學術參考價值。

褚填正此時也將其碩士論文修訂並登載於《臺北文獻》。73其後，

他再撰寫〈「臺拓」三德礦業所經營困境之研究（1940–1946）〉，

探討臺拓在經營煤業所遇到的經濟與非經濟因素干擾所產生的困境，

包括雇傭與產權等訴訟事件對臺拓事業經營上的影響。74他也因為這

些訴訟事件另撰文〈林桂端律師於二二八受難前在臺事略（1943–

1947）〉。75

鍾淑敏長期關注海南島的問題，這之後與臺拓研究相關的有：

2003年，撰有〈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

究〉，此文探討在戰時「臺灣經驗」在民政上發揮極大作用，特別是海

軍特務部與臺灣總督府的緊密牽連，有利臺灣經驗的移植；同時臺拓

與臺銀商社的加入，更使海南島形成第二個臺灣，也使臺灣發揮「米

糖經濟」的經驗，但在鐵礦及周邊工程上，臺灣僅能扮演後方支援的

角色。762004年，撰有〈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

助為中心〉，此文探討1912到1937年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

策。772005年，撰有〈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島事業之研究〉，此文

72　 林玉茹，〈戰爭、邊陲與殖民產業：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投資事業的佈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3期（2004年3月），頁117–172。

73　 褚填正，〈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研究：試析嘉義化學工場（1939–1945）
（上）〉，《臺北文獻》，直字第141號（2002年9月），頁87–118。褚填正，〈戰時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研究：試析嘉義化學工場（1939–1945）（下）〉，《臺北文
獻》，直字第142號（2002年12月），頁87–122。附帶一提，筆者時任林滿紅教授之研
究助理，在其鼓勵之下進行改寫，另外卞鳳奎教授也多所協助。稍後，陳慈玉教授因進行
軍需工業之研究，也協助其查找臺拓投資的「南日本鹽業株式會社」以及「南日本化學工
業株式會社」部分資料。

74　 褚填正，〈「臺拓」三德礦業所經營困境之研究（1940–1946）〉，《臺北文獻》，直字
第150號（2004年12月），頁131–164。

75　 褚填正，〈林桂端律師於二二八受難前在臺事略（1943–1947）〉，《臺北文獻》，直字
第147號（2004年4月），頁243–268。筆者於2004年，將相關著作與致謝信函寄贈在日
本京都府相樂郡的近藤正己教授，感謝其當初引介之情，隨後其也回贈三篇在日本出版的
新近著作給筆者，筆者十分珍視並敬仰其風範。

76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31期（2003年），頁169–221。

77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
第34期（2004年），頁14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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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臺拓從1939年在軍方指令下進入海南島經營事業，投資規模雖不

小，但主要事業在農林、畜牧、運輸、製冰、建築與伐木業，無緣插手

水產、礦業、電氣、通信等；但臺拓受到有限的技術人才與資源調度不

夠靈活等影響，雖限制它在此的發展，卻表現出臺灣對海南島所發揮的

顯著作用，也提供臺北帝大等學術實驗的機會。78

張靜宜則於2003年在梁華璜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臺灣拓殖

株式會社與日本軍國主義〉，她指出臺拓是透過栽培軍需作物、提供國

防資材、調整投資方向與協助佔領地統治等，遂行國策會社的使命。臺

拓在各地業務狀況，依不同區域而有不同發展，在臺灣以土地經營與拓

墾、林木與礦產取得、投資工礦事業為主；在華南是以海南島事業為

主，從事公共建設經營與農林事業墾拓；東南亞地區是配合軍方指令，

從事蓬萊米增產、栽種棉花等纖維作物、經營爪哇有機燃料工場以及法

屬安南礦業開採與農林事業，因此臺拓與日本軍方的關係，可說是日本

軍國主義與國策會社的共犯結構。79此論文可說從宏觀的角度全面檢視

臺拓在各區域執行國策的發展景況。

任職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陳文添也於2003年撰成〈臺拓在越南

子公司人員－廖遠足先生訪問紀錄及解說〉，此文除紀錄廖先生在當時

對時局的回憶之外，他也補充解說臺拓在該地開發礦物資源及相關發展

的情形。80

辛德蘭（朱德蘭）在後來也撰寫〈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廣東支店

的鎢礦收購活動（1939–1943）〉。81作者以近代國家擴充軍備與工業

的貴重原料鎢礦為論述核心，日本攻佔廣州後，日商加入鎢礦買賣而使

走私更嚴重，臺拓協助日軍推展軍需工業，因收購鎢礦成績不佳，競爭

78　 鍾淑敏，〈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島事業之研究〉，《臺灣史研究》，第12卷第1期
（2005年），頁73–114。

79　 張靜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與日本軍國主義〉，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3年。

80　 陳文添，〈臺拓在越南子公司人員－廖遠足先生訪問紀錄及解說〉，《臺灣文獻》，第54
卷第2期（2003年6月），頁417–438。

81　 辛德蘭（朱德蘭），〈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廣東支店的鎢礦收購活動（1939–
1943）〉，收於王世慶等撰稿，《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頁17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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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及其他財閥企業，加上廣東支店營業收益減少，於1943年清算事

業，得以一窺臺拓經營困境。

顯見在這時期的前後，已從過往對檔案內容的分析以及組織的探

討，逐漸走向以軍需產業與區域發展特色為主軸的探討，進而以此定位

臺拓在時局中的角色與實際運作。

伍、新近的多元研究途徑與可能的研究課題

約莫在2005年前後，臺拓研究的探討途徑與走向更為多元。除在

某些議題上，原研究者提出新的探索議題之外，後來加入的新進學者，

也嘗試在既有的途徑之外，另外提出不同的探索途徑。這些新的面向，

包括有從政商網絡著手，有從金融與資金角度剖析，也有從移民政策或

海運面向分析，或是針對臺拓各事業體在戰後的運用與發展檢證等等，

使臺拓研究更加豐富。

對臺拓研究一直付出諸多心力的朱德蘭，在2005年撰成〈臺灣拓

殖株式會社的政商網絡關係（1936–1945）〉，此文有別於過往的研

究途徑，而就人際關係與企業行為的視野，就臺拓的領導幹部與社交活

動、臺拓的捐贈行為及捐贈對象、日本國家權力對臺拓的支援與支配實

況等項目，進行實證分析。研究顯示「國家照顧、保護企業、企業效

力、服務政治」是近代日本政府與國策會社建構共生關係的基本原則，

施惠的日本中央政府、臺灣總督府、軍部，和受惠的臺拓始終都是對

方的利用工具與目的；作者另外提及這些有著綿密政商網絡的跨國企業

異同點比較研究，值得日後再行專題探討。82關於慰安婦的研究，她於

2002到2004年主持〈歷史的傷口－臺灣慰安婦口述歷史計劃〉，83後於

82　 朱德蘭，〈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政商網絡關係（1936–1945）〉，《臺灣史研究》，第
12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75–119。

83　 朱德蘭主持計畫、婦援會策劃：〈歷史的傷口－臺灣慰安婦口述歷史計劃〉報告，臺北市
文化局，2002年11月到2004年5月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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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出版《臺灣總督府と慰安婦》。84另外，其又於2009年出版《臺

灣慰安婦》一書，全書分為三篇「統治篇」、「慰安所篇」、「慰安婦

篇」，分別剖析日本總督府的殖民角色，以及日軍性產業的興起與總督

府的介入情形，最後則是聚焦於婦女在島內外被迫從業的事例等等，臺

拓在接受總督府交付執行慰安所事業後，便將募集慰安婦交給其融資客

戶負責，特別是來自特種行業者的募集；同時臺拓也融資給福大公司，

通過福大公司的運作而在廈門、廣州、三灶島、海南島等地開辦慰安

所，因此戰時日本商人和軍方、官方勾結，成為推展慰安所業的積極參

與者。85

林玉茹則於2008年撰著〈軍需產業與邊區政策：臺拓在東臺灣移

民事業的轉向〉，此文主要是反轉過去學界討論「日本化東臺」的傳統

論點，藉由臺拓發展東臺灣本島人（臺灣漢人）移民事業，彰顯日本官

營移民事業成效不彰，但也是為因應戰時東部棉花和苧麻等軍需產業

開發、南洋擴張之需，最後則是突顯臺拓的作為是總督府授意下的具

體展現。86近期其已出版《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戰時臺灣拓

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一書，詳述臺拓在東臺

灣的各項軍需事業等等的經營與投資，不只反映臺灣在日本帝國位置的

特殊性，同時展現戰爭與殖民地邊區資本主義化、經濟現代性連結的過

程。87對於臺拓研究提出一份精采且具綜合性的成果。

在金融層面方面，日本學者在此時期多所著墨，可資參考。例如學

者湊照宏88於2005、2006年前後對於臺拓的研究，則放在整體公司經

營的角度，特別是在時局下的獲利思維，他認為臺拓雖然是國策會社，

但整個資金調度與運作，仍有經濟效益的問題，因此其從臺拓的「國策

84　朱德蘭，《台湾総督府と慰安婦》（東京：明石書店，2005年）。
85　朱德蘭，《臺灣慰安婦》（臺北：五南出版社，2009年）。
86　 林玉茹，〈軍需產業與邊區政策：臺拓在東臺灣移民事業的轉向〉，《臺灣史研究》，第

15卷第1期（2008年3月），頁81–130。
87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

（1937–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年8月）。
88　時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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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營利性」的角度，展開一個新理路的探討，分別撰成〈日中戦

爭期における台湾拓殖会社の金融構造〉，以及〈太平洋戦爭期におけ

る台湾拓殖會社の金融構造〉。89其後，他也於2007年3月13日於中研

院臺史所發表〈戰時期臺灣拓殖会社的金融結構〉。90日本學者齊藤直

也就臺拓的金融與增資等問題，分別撰成〈戦時経済下における資本市

場と囯策会社：台湾拓殖が直面した株式市場からの制約〉、〈囯策

会社における「囯策性」と「營利性」－戦時期の台湾拓殖における增

資をめぐる議論の檢討〉。91另外，日本學者谷ケ城秀吉撰述〈戦時経

済下における囯策会社の企業行動：台湾拓殖の華南佔領地経營を事例

に〉。92

戰後隨著臺拓事業的結束，對各事業體在後續的發展研究方面，

例如何鳳嬌於2006年撰述〈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有地的接收與處

理〉，此文是探討臺拓自總督府得到龐大的土地資產，以作為其發展

臺灣島內未墾荒地及提供拓殖資金等使命的重要基礎，而這些資產佔

公地的10％；以後隨著戰後的接收，原先承租的佃農面對的是地主由

臺灣總督府變為臺拓、再變為國民政府的局面，但直到公地放領之後，

部分的佃農才有機會成為自己耕種土地的主人。93以後其又於2008年，

另撰成〈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地的接收與經營〉，此文說明臺拓

地類別有社有地、買收地、開墾地、干拓地（利用西部海岸沙洲地帶進

行築堤排水造地工程）等，戰後開墾地與干拓地合稱事業地，事業地因

89　 湊照宏，〈日中戦爭期における台湾拓殖会社の金融構造〉，《日本台湾學会報》，第7
期（2005年5月），頁1–17。湊照宏，〈太平洋戦爭期における台湾拓殖会社の金融構
造〉，《日本植民地研究》，第18期（2006年6月），頁35–50。

90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網頁：http：//www.ith.sinica.edu.tw/about_01.php。
91　 齊藤直，〈戦時経済下における資本市場と囯策会社：台湾拓殖が直面した株式市場から

の制約〉，《囯策会社˙台湾拓殖の研究》財團法人交流協会共同研究事業報告書（2008
年），頁32–61。齊藤直，〈囯策会社における「囯策性」と「營利性」－戦時期の台湾

拓殖における增資をめぐる議論の檢討〉，《早稻田商學》，第416號（2008年6月），頁
71–102。

92　 谷ケ城秀吉，〈戦時経済下における囯策会社の企業行動：台湾拓殖の華南佔領地経營を
事例に〉，《東アジア近代史》，第10號（2007年）。

93　 何鳳嬌，〈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有地的接收與處理〉，《國史館學術集刊》，第7期
（2006年3月），頁25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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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繼續墾殖才能收益，戰後交由土地銀行經營，利用「以地養地」原則

分為放租、自營、合作經營、輔導經營，最後代管土地收支平衡，成為

政府提供邊際農地開發的模式。94褚填正則於2006年就臺拓嘉義化學工

場在戰後轉型成為中國石油公司嘉義溶劑廠（現今的中油煉製研究所）

進行探討，發表〈「去地域性」的發展：戰後中油嘉義溶劑廠之研究

（1946–1972）〉。95之後繼續蒐集相關資料，論證嘉義溶劑廠在戰後

的發展乃是臺灣石化工業之濫觴，刊載〈戰後臺灣石化工業之濫觴：中

油公司嘉義溶劑廠研究（1946–1972）〉。96褚填正也在此廠取得許多

二戰時期珍貴的圖片與新資料，包括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安藤利吉曾先

後探訪，另外日本航空總監土肥原賢二大將97也曾親自由日本到嘉義訪

視。98其後，黃世宇即在盧胡彬教授的指導下撰成碩士論文〈嘉義溶劑

廠的變遷與發展（1940–1989）），就此工場在戰前戰後的發展作一

貫串性研究。99

另外，臺拓在海運事業方面的發展，也有很大的成果。2004年，

在林玉茹教授指導下的蕭明禮完成其碩士論文〈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

政策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事業〉，此文在論述臺灣自日本殖民

後，被整合進入日本－東亞海運體系，日後臺拓為配合南進政策，陸續

投資臺灣海運株式會社、南日本汽船株式會社、開南航運株式會社等海

運企業，同時在東京支店成立船舶課，臺拓海運事業依型態不同，呈現

控制力強弱的差異；此外日本也試圖透過對海運系統的控制來維持戰爭

94　 何鳳嬌，〈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地的接收與經營〉，《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6期
（2008年6月），頁223–258。

95　 褚填正，〈「去地域性」的發展：戰後中油嘉義溶劑廠之研究（1946－1972）〉，第二屆
「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11月10、11日於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96　 褚填正，〈戰後臺灣石化工業之濫觴：中油公司嘉義溶劑廠研究（1946－1972）〉，《臺
北文獻》，直字第163號（2008年3月），頁175–214。此文也摘於陳翠蓮，〈2008年臺
灣史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71–211。

97　 他曾策劃1931年九一八事變，並扶植滿洲國，於七七事變率軍入侵中國，二戰結束之後成
為甲級戰犯並為首位被執行絞刑的戰犯。見網路資料：http：//zh.wikipedia.org/zh-tw/%E5
%9C%9F%E8%82%A5%E5%8E%9F%E8%B4%A4%E4%BA%8C。

98　 褚填正，〈從嘉義化學工場看戰時臺灣軍需後勤地位〉，《臺灣學通訊》，第58期（2011
年10月），頁5。

99　 黃世宇，〈嘉義溶劑廠的變遷與發展（1940–1989）），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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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運作，但最終因戰爭逐漸失利而使海運體系瓦解，臺拓的海運事

業也因臺灣對外海運線的斷絕而告終。1002007年，撰述〈臺灣拓殖株式

會社的自營海運事業（1938–1942）：戰時南進政策下建構殖民帝國

海運中繼站的縮影〉。1012007年，他另撰一文〈軍事佔領與產業經營的

利益共生關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島的海運投資企業（1940–

1944）〉，102此文證述臺拓對開南航運的投資受到軍部影響，被迫在軍

部主導下讓渡股份給東亞海運，這種共生關係作為榨取資源代理機關的

性格極為明顯，以臺拓投資開南航運的範例可知，日本在海南島之經濟

開發，仍然是一種「從屬－支配」的殖民地經濟模式。

張靜宜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即對於臺拓在農林業與戰爭之間的

關聯持續作探討。2007年，撰述〈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之研究－以

「戰爭協力」為中心〉。1032009年，另撰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栽植

「國策作物」之分析〉，此文在論證臺拓在國策作物的栽植上，呈現西

部與東部的差異，臺拓在東部是以開墾官有未墾地，並掌控產銷過程為

主，但因地力、移民不足、天災及病蟲害等因素，使得成效有限；儘管

如此，臺拓仍成為臺灣總督府南進的依賴，有助於日後協助東南亞佔領

地種植各項的軍需作物。104

張素玢在2009年〈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滿洲拓殖公

社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中，比較同屬國策會社的滿洲拓殖公社（滿

拓）與臺拓，在移民事業方面的開展與日本國策的關係，特別是滿拓與

100　 蕭明禮，〈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政策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事業〉，暨南國際大
學碩士論文，2004年。

101　 蕭明禮，〈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自營海運事業（1938–1942）：戰時南進政策下建構殖
民帝國海運中繼站的縮影〉，《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9期（2007年9月），頁
135–168。

102　 蕭明禮，〈軍事佔領與產業經營的利益共生關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島的海運投
資企業（1940–1944）〉，《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選集2007》（胡春惠、唐啟
華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2008年），頁
377–398。

103　 張靜宜，〈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之研究－以「戰爭協力」為中心〉，《人文集刊》，
第5期（2007年7月），頁161–201。

104　 張靜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栽植「國策作物」之分析〉，《黃埔學報》，第56期
（2009年），頁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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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進政策的關聯，以及南進政策之中由臺拓推動移民事業，但實際檢證

臺拓在執行日本人移民的新高村與昭和村（大甲溪下游與濁水溪上游的

河川新生地），因為拓墾條件差，臺拓並無積極的管理；但臺拓將重心

放在本島人移民東部進行開墾，拓展軍需產業，同時在日後也承辦將本

島移民送至英屬北婆羅洲與海南島移民業務。105

近來，有李依陵、黃建中、何幸霖撰述〈林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

林業檔案簡介〉，此文首先介紹檔案產生背景，即日治與戰後林業發展

概況及其相關機構沿革；進而介紹檔案內容，包括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書

類、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書類、戰後接收與移交相關書類，以及官方林

業經營等相關書類；最後則提出史料價值及可供參考的研究面向。106另

外，林思敏也於同時發表〈囯策会社台湾拓殖会社の創立と事業の展

開－南支と南洋との関連を中心に（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會社的成立與

其事業之發展－以南支與南洋之關連為中心）〉，論述臺拓如何在時局

考量下的成立情況與事業發展。107

儘管前述的途徑多元，但臺拓仍有諸多值得持續探索與耕耘的範

疇。除議題的選定之外，對於口述歷史的掌握可能也是重要途徑之一，

畢竟臺拓結束至今已60多年，很多耆老的珍貴記憶正隨著時間快速消

逝，而這些記憶卻可能是開啟更多研究的重要資產。108另外，陳文添也

105　 張素玢，〈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滿洲拓殖公社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師大臺灣史學報》，第2期（2009年3月），頁33–72。

106　 李依陵、黃建中、何幸霖，〈林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林業檔案簡介〉，《臺灣史研
究》，第17卷2期（2010年6月），頁213–241。

107　 林思敏，〈囯策会社台湾拓殖会社の創立と事業の展開－南支と南洋との関連を中心に
（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會社的成立與其事業之發展－以南支與南洋之關連為中心）〉，
《淡江日本論叢》，第21輯（2010年6月），頁175–199。

108　 以臺拓嘉義化學工場與嘉義溶劑廠為例，現任職中油煉製研究所的陳燦金先生，十分熱
心推動嘉義老油人的口述歷史工作，進而使嘉義市社區大學邀請南華大學文學系所團隊
進行10位「老油人」的訪談，並於2011年10月16日舉辦「嘉油產業探尋工作坊」，筆者
應邀講述臺拓嘉義化學工場與戰後嘉義溶劑廠的發展，並出示筆者取得的珍貴照片與資
料，猶記得當時陳燦金先生見到早年廠內運送物資的火車時，竟流下淚來，並逐一述說
與回憶廠內的點滴，令筆者印象深刻。經過他們的努力之後，於2012年1月完成《嘉義地
區老油人的故事》（蔡嘉真等作，嘉義：嘉市社大發展協會），見證「老油人」的人生
與臺灣工業發展的一頁歷史，同時書中存留許多新的臺拓早年運作新事證，對後續的研
究也提供不少線索。此外，更令筆者感受甚深的是從事臺灣歷史的研究，莫過於能觸動
更多的鄉土互動，挖掘更多屬於我們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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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歷年來已有相當多利用臺拓檔案的論文問世，但仍有諸多和臺拓

有關的問題尚待查探解決，或許可從中得到未來研究的若干思考：

諸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因業務上的需要，在臺灣各地、廣

大的華南、東南亞地區經許可後設有諸多的事業據點。其設立

經過、經營內容、和在地政府機關或日本軍政組織的關係等；

而散處南海的東沙、西沙、南沙（新南）群島上，臺拓以及集

團旗下的開洋燐礦、拓洋水產曾在此處投下鉅資，開採燐礦及

企圖發展遠洋漁業，臺拓如何在和日本國內相關企業經營權爭

奪戰中勝出，以及1940年代之後，臺拓如何處理在此處複雜的

疆界爭議等等，也都是有待探詢的題目。另外，此一規模如此

鉅大的企業組職，在被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後，依據聯軍命

令須加以解散，在臺灣各事業體又遭逢何種命運？凡此，均有

待日後的研究成果加以解明其經過。109

陸、結語

臺拓檔案身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三大鎮館寶之一，但檔案典藏的

過程卻充滿波折，從臺北、臺中最後落腳在南投。但自90年代以後，隨

著檔案經過整理，其價值也逐漸受到注目，在早先王世慶先生，以及涂

照彥與梁華璜教授在尚未使用原始檔案的奠基研究上，之後的研究逐漸

以臺拓檔案作為第一手的探討。

這其中，王世慶先生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不僅撰文論述此批檔

案的重要性，提點各種研究臺拓的方向與途徑，同時也非常關心日後檔

案如何轉為學術研究；更在這之後，積極促成中央研究院的學術先進，

109　 陳文添，〈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輯，《悅讀館藏
檔案與舊籍1》（南投：臺灣文獻館，2009年），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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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透過學術合作投入這批檔案的研究。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脈絡

的研究學群，一方是利用存於臺灣文獻館的原始資料進行研究，包括前

省文獻會主委簡榮聰先生等人積極探討臺拓事業經營概況與提出可能的

研究方向，還有包括游重義、張靜宜等初期且重要的研究成果；一是中

央研究院的學術先進如王世慶、張炎憲、朱德蘭、周婉窈、鍾淑敏、劉

序楓、林玉茹等後來利用檔案複印本等資料，進行區域與事業經營的探

討，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之後，臺灣的研究學群逐漸提出非常豐碩的研究

成果。

其次，我們也可看到臺拓研究的途徑與期間的轉變，包括從早期以

組織發展與變遷為主的研究，逐漸轉變為個別區域與事業經營的探討，

再轉變到臺拓配合戰爭時局所展現的軍需產業動員，尤其聚焦於臺拓與

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軍部等機構的合作，這些發展已逐漸廓清臺拓

在戰爭格局下所經營的各項事業面貌。從2005年之後，隨著更多研究

者的投入，研究途徑的取向也更加多元。包括從政商網絡著墨，或是金

融與資金角度的剖析，或是從戰爭與海運的關聯，或是國策作物的探

討，或是戰後原有事業體的接收與發展，或是移民事業等等，展現豐富

的研究成果，使得臺拓研究可說是近來臺灣史研究的顯學之一。在這些

基礎之上，臺拓未來仍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例如臺拓在中南半

島的拓展與戰後各事業體的發展等等。

從整個發展的脈絡來看，其實皆逐一驗證當初王世慶先生所展現的

研究視野，本文除存留他當初對於臺拓研究等各種面向的思考與提點之

外，最重要的是透過臺灣研究學群對這批檔案的重視與研究脈絡，來緬

懷這位臺灣史學前輩的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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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Wang Shiqing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bout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in Taiwan

Chu,Tien Cheng*

Abstract

Review article by Professor Wang Shih-Ching  instrument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introduction,and to promote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ion of Taiwan Province cooperation with the Academia,Taiwan had 

conducted research for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Today,Taiwan had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accumulated 

results of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from earlier studies ways to 

set up the proces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and gradually transferred 

to the region and military industry,then transition to a more research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history of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The 

context of process,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as a national policy 

company,how to cooperat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research have much space,but to have the 

results today,still attributed to Professor Wang Shih Ching vision of the 

contribution.This article express endless remembrance and memorial of 

love.

Keywords： Wang Shih-Ching,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Taiwan De-

velopment Company archives,Taiwan capitalism,military indus-

try.

*   Doctoral Candidate of Gradua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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