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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糖公司岸內糖廠的歷史發展與變遷 

 

翁烔慶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摘要 

    臺灣製糖的紀史，始於十七世紀初葉的荷蘭據臺。積極獎勵民間來種蔗製糖，是當

時荷蘭據守臺南的財源之一。明永曆十五年（1661），明鄭來臺，獎勵開墾，一方面引

進福建竹蔗，鼓勵種蔗，成品砂糖則大部分外銷到日本和呂宋地區。因此，奠定了臺南

平原是甘蔗與砂糖為最大宗的地區。 
    清季的臺灣，閩、粵族群大量湧進來臺，拓墾臺灣土地大增，雲嘉南平原的種蔗面

積增加，並擴展到中部，甚至延展到北部的觸角。直到清末在日據前的幾年，各地區都

還出現「糖郊」和「糖廍主」的身影，可見在清季的臺灣，製造砂糖的「糖廍」經營，

已經多如牛毛的林立在各地蔗田當中，產量之盛，更不在話下。 
    本文針對戰前臺灣在日治殖民時期，日本財閥所建造的新式糖廠以及戰後臺糖公司

的接收。筆者擬以「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岸內工場」，戰後改名為岸內糖廠的歷史發展

為研究對象，嘗試探討臺糖公司－岸內糖廠在戰後的經營發展到沒落，以及日本人回到

日本國後，再以「鹽水港精糖株式會社」社名來重振東山再起的兩照比對，試圖以戰後

臺糖公司－岸內糖廠的前世與今生之發展，結合口述訪談及相關議題來作為戰後臺灣糖

業歷史的區域產業研究。 
 

 

關鍵字：糖廍、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岸內糖廠、臺灣糖業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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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糖公司－岸內糖廠的創建與收場 

㈠岸內糖廠的歷史沿革 

岸內糖廠，原前身為「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為臺南糖商王雪農與臺人合資，初

以資本額三十萬日圓，在今鹽水區岸內里，建置每日壓榨 350 英噸的新式工場 1

    王雪農。苓雅寮人。屬泉州籍。累世農戶。至于父兼漁夫。雪農生而 

。王雪

農，可以說是一位跨越臺灣在清末與日治初期，在南部的企業家之一。根據《臺灣列紳

傳》內容： 

    慧敏。幼少好讀書。及長。見識圓熟。義理明哲，以穎才稱世。光緒 
    癸未歲（九年；1883）。聘為和興公司傭員。同乙酉歲（十一年；1885 
     ）。派遣橫濱分館。為其主簿。同甲午歲（二十年，1894）迨于我邦 
    與清國啟釁。急還。翌年帝國收籍時。帝國軍艦投錨於打鼓港。雪農 
    表誠於舷門。幫助陸戰隊上陸。雪農素善國語。我軍最為利器。徵餉 
    募役。悉謀之于雪農。…。明治三十二年（1899）三郊組合。…。為 
    其主理。三十六年（1903）組織農商銀行推薦理事。三十七年（1904） 
    創始鹽水港竝臺南製糖會社。俱為其社長。…。凡雪農所關係會社。 
    不遑枚舉。實是稱霸于斯業者也。資產約十萬圓。義舉施與。擲金不 
    惜。…。大正四年（1915）九月卒。享年四十七。2

從文獻內容看出，王雪農在臺灣南部地區，確實是一位活躍的企業家。能夠受到當

時臺灣殖民初期總督府的青睞，應該和王雪農引日本帝國軍艦投錨於打鼓港有關，這情

節，彷彿與辜顯榮引日軍攻入臺北城的類似戲碼，不難看出，王雪農在臺灣南部能夠擁

有優勢的社會地位，應歸咎於王雪農與日治初期殖民政權建立了官商良好關係。 

 

    王雪農先生，擁有靈活的商業頭腦，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的三郊組合，主要是

以砂糖出口為最大宗。因為過去臺灣傳統糖廍（附錄二）的製糖效率和品質都無法提升。

這種傳統「糖廍」製糖設備，也一直延續到日治初期。明治三十一年（1898），第四任

兒玉總督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後以振興臺灣產業為殖民政策的重心，積極以獎

勵糖業為提升產業的工作。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本資本家在後藤新平的鼓勵之下，

以三井財團為中心，創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今；高雄市橋頭區－橋頭糖廠）。明治

三十四年（1901），新渡戶博士提出臺灣糖業政策的典範：「糖業改良意見書」3

雜報 

 之後，

臺灣的新式糖廠，因此陸續建造而林立在臺灣各地。根據明治三十八年（1905）七月七

日，〈雜報．糖業興隆〉六版《臺灣日日新報》： 

●糖業興隆嘉義廳下。營業糖廍者數百家。近年來植改良種者。大 

                                                      
1 黃嘉益 主編，《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說集》，（臺北：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 
  2005.10），頁 15。 
2 鷹取田一郎 執筆，《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4.20），頁 309。 
3 黃嘉益 主編，《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說集》，（臺北：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 
  2005.10），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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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獲利。奈本島糖廍。皆用人力製造。殊屬多艱。各糖業家。爭相具 

秉政府。請設機器製造場所。…。岡田廳長體念民艱。准如所請。… 

。糖業之興隆。日盛一日。於此可見一班矣。 

可見臺灣總督府所推動獎勵糖業，提升產業的政策，已經讓不少糖廍主所接受。 
回顧歷史，王雪農先生，於明治三十六年（1903）十二月創立了「鹽水港製糖會社」，

雖說是新式製糖設備，但生產過程並不順利，根據明治三十八年（1905）七月七日，〈雜

報．鹽水港製糖會社〉六版，《臺灣日日新報》： 
    雜報 

    ●鹽水港製糖會社同社為製糖開始期遲滯。甘蔗蒙受損害者。非止 

    一端。因是同社區域內。本年甘蔗耕作地。較諸客歲減有五六分。 

    該社欲補充第二期製造消費額。已著首調查。區域外附近蔗圓甲數 

    。又自去五六日前。使用五馬力石油發働機。分蜜每日職工拾貳人 

    。石油消費三桶。迄今僅製出千餘斤而已。試問其故。則曰該機器 

    初付配置。為適宜。不能速轉云云。 

可見，當時臺人所新設「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附錄二），在初期運轉的情形，已

經受到日本官方和在臺報紙媒體的觀察和關注。 

    另一則報導是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二日，〈雜報．鹽水港製糖會社善後所

關〉四版，《臺灣日日新報》： 
    雜報 

    ●鹽水港製糖會社善後所關  鹽水港製糖會社。如所豫報。謂其本 

    期創業之際。因材料搬運不便。其他亦多為難。故工場及安置機器 

    諸工事。大為遷延。加以榨取原料之時期既過。陰雨綿綿。原料搬 

    運不便愈甚。…。或欲籌增資本。或欲募集社債。皆極焦心勞思之 

    苦。其所結局。…。以議籌債之法。故其所也。…。   

以上，我們找尋當時的社會新聞報紙，並探索「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這一段過往

歷史。由此可知：王雪農等多人所創設的「鹽水港製糖會社」，一開始並不是很順利的

營運，也一直無法一一克服各種現實窘境和瓶頸。終於，明治四十年（1907）三月，在

日本人：堀宗一、荒井泰治、安部幸兵衛為核心，導入大量資本額有五百萬日圓 4

㈡戰後岸內糖廠的風光與收場 

，重

新入主「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的營運，遂將日資入股並重整為日本人所掌控的「鹽水

港製糖株式會社」。王雪農所創建的新式糖廠設備，從此拱手讓日本人取得，這也是臺

灣人為新糖業政策所犧牲的第一人。 

    岸內糖廠位於臺南市鹽水區岸內里。筆者為何選擇為研究議題？肇因筆者的祖父、

伯公、叔公、父親、叔父與堂叔等上二代的家族長輩，都是岸內糖廠的退休員工，筆者

的家族可以說是跨越日治時期到戰後國民政府的糖工家族，也是目睹臺灣製糖事業興衰

的見證者之一。筆者從小到中學時的耳濡目染，記憶糖廠蜜糖的時光，身為「岸內糖廠」

                                                      
4 黃嘉益 主編，《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說集》，（臺北：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 
  2005.1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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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和蔗糖文化的情感，希望藉由本研究，重新找尋「岸內糖廠」的歷史發展軌跡。 

    戰後 1945 年以前，日資財閥在臺灣所遺留的製糖四大株式會社，計有：「鹽水港製

糖株式會社」、「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以下為筆者根據文獻，找出日據時期的日本財閥，所擁有製糖四大株式會社以及所統轄

糖廠的分布資料： 
⒈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⑴岸內製糖會社（臺南鹽水，1991 年關廠） 
⑵新營製糖會社（臺南新營，2001 年關廠） 
⑶溪州製糖會社（彰化溪州，1953 年關廠） 
⑷花蓮製糖會社（大和工場；花蓮光復，2002 年關廠） 
⑸花蓮製糖會社（壽工場；花蓮壽豐，1947 年關廠） 
⒉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⑴二結製糖會社（宜蘭二結，1943 年關廠） 
⑵新竹製糖會社（新竹，1941 年關廠） 
⑶竹南製糖會社（苗栗竹南，1943 年關廠） 
⑷苗栗製糖會社（苗栗，1951 年關廠） 
⑸月眉製糖會社（臺中月眉，1999 年關廠） 
⑹潭子製糖會社（臺中潭子，1953 年關廠） 
⑺臺中製糖會社（臺中，1993 年關廠） 
⑻沙鹿製糖會社（臺中沙鹿，1942 年關廠） 
⑼烏日製糖會社（臺中烏日，1960 年關廠） 
⑽彰化製糖會社（彰化和美，1953 年關廠） 
⑾竹山製糖會社（南投竹山，無考） 
(12)龍岩製糖會社（雲林褒忠，1968 年關廠） 
(13)虎尾製糖會社（雲林虎尾，運轉中） 
(14)斗六製糖會社（雲林斗六，1980 年關廠） 
(15)北港製糖會社（雲林北港，2005 年關廠） 
(16)大林製糖會社（嘉義大林，1995 年關廠） 
(17)玉井製糖會社（臺南玉井，1995 年關廠） 
⒊臺灣製糖株式會社： 

⑴臺北製糖會社（臺北大稻埕，1942 年關廠） 
⑵埔里製糖會社（南投埔里，1954 年關廠） 
⑶灣裡製糖會社（臺南善化，運轉中） 
⑷三崁店製糖會社（臺南永康，1990 年關廠） 
⑸車路墘製糖會社（臺南仁德，2003 年關廠） 
⑹橋仔頭製糖會社（高雄橋頭，1999 年關廠） 
⑺後壁林製糖會社（高雄小港，精糖廠運轉中） 
⑻旗尾製糖會社（高雄旗山，2002 年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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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阿緱製糖會社（屏東，1997 年關廠） 
⑽東港製糖會社（屏東南州，2003 年關廠） 
⑾恆春製糖會社（屏東恆春，1958 年關廠） 
⒋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⑴南投製糖會社（南投，1968 年關廠） 
⑵溪湖製糖會社（彰化溪湖，2002 年關廠） 
⑶蒜頭製糖會社（嘉義蒜頭，2002 年關廠） 
⑷南靖製糖會社（嘉義水上，2009 年關廠） 
⑸烏樹林製糖會社（臺南後壁，1983 年關廠） 
⑹總爺製糖會社（臺南麻豆，1990 年關廠） 
⑺蕭壟製糖會社（臺南佳里，1998 年關廠） 
⒌其他獨資 

⑴三五公司源成農場製糖所（彰化二林，1940 年關廠） 
⑵山仔頂製糖所（高雄大寮，1942 年關廠） 
⑶臺東製糖會社（臺東卑南，1996 年關廠）5

從以上資料看來，臺灣製糖工場林立，製糖產量之高，可說是臺灣在殖民統治時期，

最為重要的經濟產業之一。可惜，在二次大戰末期，盟軍大肆轟炸這些製糖工場，有些

產值甚低，損壞不敷修復成本。有些製糖設備則因遭受轟炸損壞嚴重，而將原有二套設

備拆修併為一套可供運轉

 

6

    岸內糖廠的前身，原由臺灣人所創建「鹽水港製糖會社」，因艱困經營不易，後經

由日本人財閥和技術人才的進駐收購，改名為「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終戰後，日本

人所遺留的製糖設備，順理成章而成為國民政府在臺灣最重要的經濟資產。曾經為臺灣

賺取大量外匯的岸內糖廠，確實走過一段風光的黃金歲月，也帶給當地以及鄰近鄉鎮民

眾不少養家活口的經濟來源。筆者找到在 1989 年，由林務局農林航測所拍攝的空照圖

（圖 1），觀看當時岸內糖廠內佈滿鐵軌和製糖廠房，可以想像當時岸內糖廠區的生氣熱

，岸內糖廠就是其中一例。筆者祖父輩的家族成員就是當年

參與製糖設備復建工程的成員之一。另外，國府在戰後臺灣所接收的糖廠，有些糖廠因

原先設備的產值不高，早有不敷成本的因素和現實問題的存在。如豪雨連連影響，農場

原料供應不足和原料運輸不便與人工採收不易的情形時有存在。因此，接收後即被迫關

廠的情形也不少。從日據時期運轉的糖廠至今的 2014 年止，只剩下有百年以上歷史的

小港糖廠、以及虎尾糖廠和善化糖廠等三廠，有如苟延殘喘的在承擔臺灣糖業歷史的重

任。小港糖廠因多年即改良設備為精製糖廠，是一間不直接採收原料甘蔗來製造砂糖，

而是處理從越南進口的糖蜜來再製精糖。而虎尾糖廠和善化糖廠則還是利用從農場採收

甘蔗原料後再送回糖廠來壓榨、清淨、分蜜，是以傳統設備來製糖的糖廠。其他不列名

等諸多的糖廠，不是早已夷為平地，就是空留製糖設備而無用武之地。不過可以確定的

是，大多數的糖廠，都已經壽終正寢的消失在許多人們的記憶當中。 

                                                      
5 黃嘉益 主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說集》，（臺北：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2008.10 
  ），目錄前頁。 
6 黃嘉益 主編，《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說集》，（臺北：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 
  2005.10），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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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景象。可惜，岸內糖廠卻成為臺糖公司在經營政策考量下的犧牲者，於民國八十三年

（1994）七月，正式被責令走入關廠的命運，也走進臺灣糖業蕭條的歷史檔案之中。當

年，剛好正式度過一百歲的歲月，不久就剷平消失。在 2014 年的今日，適逢已經有一

百一十年歷史的岸內糖廠，卻無人關心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也無人提及「懷念」

的議題。遙想「岸內糖廠」從草創的「鹽水港製糖會社」到如今的「岸內糖廠」，卻成

有「有農場，有廠地，卻無廠房，無製糖」的窘境收場（圖⒉），更是淪為如同一百一

十年前一樣，佈滿雜草淹漫的閒置空間。這一波又一波的歷史轉折，可以說是牽引著臺

南市鹽水區岸內糖廠，像是帶領眾多陸續被關閉的糖廠一樣，走向戰後臺灣糖業歷史的

沒落命運。 
 

 

 

 

圖⒈岸內糖廠在 1989 年的空照圖 

來源：林務局農林航測所（1989） 

圖⒉岸內糖廠在 2014 年的衛星圖 

來源：Google Earth 

 

二、戰後臺灣糖業的接收與經營 

㈠戰後臺灣糖業的收歸國有與修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了臺灣，當時在臺灣的日本株式會社，

就有十四大類產業，可見當時日資在臺灣的投入，帶動不少經濟的流動，整理如下： 

⒈株式會社金融業（銀行、信託）。 

⒉株式會社食料品工業（製糖、麥酒、醬油、製粉、鳳梨罐頭、製茶、飲料水）。 

⒊株式會社特殊工業（電燈電力、鐵工、船渠、製冰）。 

⒋株式會社化學紡織工業、（製腦、煉瓦、肥料、製紙、製 壜（玻璃罐）、製藥、 

  石鹼、骸炭、製絲、爆竹、製酒）。 

⒌株式會社雜工業（製材、印刷、製皮、容器、蓪草（木通樹）、木竹製品）。 

⒍株式會社物品販賣業（青果、米穀、魚市、物產、各種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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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株式會社雜商業（倉庫、土地建物、劇場、不動產、商事、旅館、用達（大小 

  便商品）。 

⒏株式會社交通業（鐵道、軌道、自動車、運輸）。 

⒐株式會社鑛業（鑛山、炭礦、石材）。 

⒑株式會社水產業（漁撈製造、養殖、製鹽）。 

⒒株式會社農業（拓殖、畜牧、農林）。 

⒓島外會社。 

⒔經濟統計（金融、貿易、財政、商品） 

⒕昭和五年の內經濟狀況（日本、支那、南洋）。
7

根據以上這些日本殖民時期的株式會社，以第 2 款：食料品工業之製糖業的四大株

式會社為最大宗。根據統計，日資在臺灣投資興建新式製糖的硬體設備，共計有四十所，

另外三所為獨資。戰後的國民政府，就順理成章的接收臺灣一切日資企業。將臺灣殖民

時期在臺所遺留的株式會社，幾乎一併接收。臺糖公司的成立，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

在上海正式成立臺灣糖業公司，並在臺北設立辦事處。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三日，正式召

開股東大會，並呈報工商部核准登記，正式命名為「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8。而這

些日資的四大製糖株式會社，後來也在臺糖公司成立「接管委員會」，設立第一分會於

虎尾，第二分會於屏東，第三分會於麻豆，第四分會於新營 9

第一分會的虎尾糖廠即是「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前身，後來改為虎尾總廠。 

。 

第二分會的屏東糖廠即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前身，後來改為屏東總廠。 

第三分會的麻豆糖廠即是「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前身，後來改為麻豆總廠。 

第四分會的新營糖廠即是「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前身，後來改為新營總廠。 

岸內糖廠即是「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的前身的工場之一，後被收編在新營總廠轄區。 

    來臺後的臺糖公司，在初期所接收的糖廠並不順利，原有糖廠計四十二所，因美軍

轟炸造成受損就有三十四所，僅存八所未受損，所以，起初製糖工作，幾乎是半停頓的

狀態，最終整併成為三十六廠。當時筆者的祖父、伯公、叔公都在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岸內糖廠）當最基層的勞動職工，鹽水區岸內糖廠的廠房也遭受美軍轟炸而部分受損，

經過勘查結果，只好將原有兩套製糖設備拆解後，克難修護整裝，再整併成為一套製糖

設備。期間，祖父輩等三兄弟人是最記憶猶新，祖父說：當時是採取日夜不休（輪班）

方式，工人邊拆，工程師邊手畫圖來做記號，慢慢的來拼湊機器設備，任務一定要把現

有僅存的製糖設備給修好，因為上級交代說：「廍不動，就沒錢進來，大家要喝西北風」！

這是一段臺灣史上不為人知的地方糖廠歷史，可以說是無法形容當時的從無到有，再修

護完成後到開始運轉製糖，那一種成功的喜悅，從祖父的一句口傳：「終身難忘」。讓學

過機械工程的筆著，感受到機械零件再拼裝過程的技術問題與克服困難，至今仍然記憶

                                                      
7 竹本伊一郎 編，《昭和六年 臺灣株式年鑑》，（臺北：臺灣經濟研究會，昭和六年；1931），目  
  次頁。 
8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臺北：台灣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5），頁 126。 
9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臺北：台灣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5），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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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新，尤其在當時的物資缺乏之下，能夠完成不可能的任務，身為糖工子弟的那一種喜

悅，可說感同身受。 

 

㈡戰後臺灣糖業在經營制度的凸顯僵化 

國府於 1945 年尾接收至 1947 年，陸續將三十六所糖廠因被炸毀的設備修護完成。

所以，臺糖公司在這前二年的歲月裡，砂糖產量不豐，筆者就 1945 年至 2004 年期有關

臺糖公司的砂糖產量數據，作一整理如下： 
1945 年至 1946 年期：  86,074 公噸。 
1946 年至 1947 年期：  30,883 公噸。 
1947 年至 1948 年期： 263,597 公噸。（因被轟炸損毀的製糖設備幾乎修護完成） 
1952 年至 1953 年期： 882,141 公噸。 
1957 年至 1958 年期： 893,987 公噸。 
1962 年至 1963 年期： 752,342 公噸。 
1964 年至 1965 年期：1,005,547 公噸。 
1969 年至 1970 年期： 588,268 公噸。 
1974 年至 1975 年期： 715,823 公噸。 
1976 年至 1977 年期：1,069,547 公噸。 
1984 年至 1985 年期： 662,030 公噸。 
1989 年至 1990 年期： 475,346 公噸。 
1994 年至 1995 年期： 408,093 公噸。 
1999 年至 2000 年期： 259,470 公噸。 
2000 年至 2005 年期： 75,439 公噸。10

從以上數據顯示，臺糖公司在 1964 年至 1965 年期，居然能飆到砂糖產量 1,005,547
公噸，以及 1976 年至 1977 年期，砂糖產量達到歷史高峰的 1,069,547 公噸。但 1977 年

以後，臺糖公司的砂糖產量已逐漸呈現負成長的情形。到 2005 年統計為止，全臺砂糖

產量只有 75,439 公噸。這種負成長的數據呈現，若是私人所經營的企業，老早就關門大

吉，但我們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臺糖公司在經營上的潛在危機。 

 

    臺糖公司是經濟部國營事業單位，虧盈總是由政府來概估承受。加上臺糖公司長期

經營制度的僵化，無法應變國際糖價低迷和及早轉型為「前因」。再者，臺灣近五十年

來，島內經濟發展進步，勞動產業人口的流動、薪資調漲、農場土地利用活化不足等因

素的「後果」。因此，臺糖公司勢必走到逐年關廠的命運。臺糖公司近幾年也成立土地

資產管理單位，來統一管理龐大臺糖土地，目的有： 

⒈關廠可減少人事成本的支出。 

⒉逐年拆廠，可以將都市型的閒置糖廠土地，以出售土地或建屋販售，或者轉賣給財團    

或承租企業家來使用，以達到「閒置土地、有效利用」的經營方式。 

⒊因應 1990 年以來的「教改」措施，廣設大學，當年許多新創大學，如雨後春荀般的

                                                      
10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臺北：台灣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5），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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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出，這些新設的大專院校，大多是向臺糖公司來承租創校。例如位於嘉義太保市的

嘉義縣府所在，就是利用屬於蒜頭糖廠農場土地。另外，在 168 縣道的北端，設有私

立長庚護理大學、長庚醫院、鄰近的私立稻江學院、私立大同技術學院、國立體育學

院、以及臺南市柳營奇美醫院等為例，都是使用臺糖公司的農場土地，來加以「有效

利用閒置農場土地」的經營，多少可以填補臺糖公司在每年虧損的帳面。 

    臺糖公司的每每關閉一間糖廠，其未屆退的員工就必須自己再跳槽到另一個事業單

位，以飽飯碗。俗話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人走了，糖廠的土地或廠房還是存在

的。有些糖廠的土地就有效被利用，如：臺中糖廠被都市計畫利用、斗六糖廠農場地則

有設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但是其他的糖廠，就沒有這麼幸運的被「有效利用」，也不

是每一間被關廠的糖廠土地都那麼幸運的被炒作起來。有些地處偏僻的糖廠，如：岸內

糖廠，雖然位於富有人文歷史的蜂炮故鄉－鹽水區，可惜，岸內糖廠的命運卻如同一個

棄婦和孤兒般，難能得到臺糖公司的眷顧。造成至今，人煙罕至、雜草淹漫整個舊廠房

地，如同廢墟，令人嘆為稀噓，試問？這又如何來「有效利用閒置土地」的可能？可見，

戰後的臺糖公司。並沒有隨著時代潮流來改變其經營策略與方針，大多以消極和保守態

度來經營臺糖公司的砂糖事業，這應該是造成今天臺糖公司在面臨經營窘境的結果。 

 

㈢臺糖公司在多角化經營的轉型 

    臺糖公司經營困境，一直存留在經濟部國營事業單位的頭痛問題，近幾十年來，臺

糖公司雖有心要突破經營困境，朝向多角化經營方針。初期主要也只是經營砂糖與豬隻

生產以及其他副產加工事業。近年已經開始朝向食品加工、蘭花種苗、觀光旅館，百貨

零售、生技食品、美容保養品、加油站、營建房屋等方向發展，這都是臺糖公司近二十

多年來的改變。臺糖公司身為臺灣大地主之一，最終還是得落實管理和有效利用臺糖公

司的閒置土地，當然也涵蓋多所被關廠的農場土地的被利用。 

    2004 年，臺糖公司確立因應拓展多角化經營，而改為事業部制，成立八大事業部及

三大中心。如下說明： 
⒈砂糖事業部：於民國 92 年（2003）組織變革，改為事業部制，原屬於公司糖業處製

糖業務於民國 93 年（2004）1 月，改組成立專事砂糖生產的砂糖事業

部，總部設址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 133 號，成立之初，轄管小港煉糖廠

及虎尾、北港、南靖、善化四座自產糖廠，民國 94 年（2005）7 月，

停閉北港糖廠，目前轄下有提煉進口原料糖的小港煉糖廠及壓榨原料甘

蔗的虎尾糖廠、善化糖廠，民國 98 年（2009），南靖糖廠甘蔗製糖暫停

閉狀態，民國 103 年（2014）3 月起併入虎尾糖廠。僅存虎尾糖廠與善

化糖廠二所。 
⒉生物事業部：於 92 年（2003）2 月成立，係臺糖公司以既有的製糖醱酵技術為              

基礎，並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及國民保健意識提高的趨勢，積極發展保

健食品、美容保養品、酒精與酒品、機能飲品等生技類產品之研發、生

產及銷售。近年來持續投入生技產品研發與生產，並投資興建大林生物

科技廠（大林糖廠），於民國 93 年（2004）10 月完工，設置微生物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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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天然物萃取以及產品包裝設備。 
⒊休閒遊憩事業部：民國 76 年（1987）起，臺糖公司開始發展土地開發業務，主導公

司土地資源之轉型開發，藉此達到多角化經營目的。配合民國九十

年（2001）週休二日政策實施，休閒遊憩事業部乃於民國 93 年（2004）
1 月 1 日正式成立。休閒遊憩事業以休閒遊憩及相關事業：休閒觀

光、旅館餐飲、休閒購物等為開發主軸。 
⒋精緻農業事業部：1987 年，臺糖公司開始發展蝴蝶蘭事業，已經推出許多                  

Taisuco 的蝴蝶蘭品種，現在這些品種在全世界普遍被用作育種材料。

擁有 110,000 平方公尺由電腦控制環境的現代化溫室，每年生產數

百萬健康成熟的高品質蝴蝶蘭苗，其中 90%外銷到日本、加拿大、

美國和歐洲各國。 
⒌畜殖事業部：民國 42 年（1953）臺糖公司開始養豬事業，目前擁有 21 個畜殖場，而

且每個畜殖場均得到行政院農委會優良養殖場認證，年產 38 萬頭無藥

物殘留的豬隻，養殖規模稱冠全臺。民國 47 年（1958），首次以臺肉

豬外銷日本。民國 87 年（1998），進行鴕鳥的試驗養殖，目前臺鴕鳥

場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鴕鳥養殖戶。 
⒍量販事業部：簡稱臺糖量販（Taisuco），為臺糖公司於 2000 年 10 月所成立的事業部，

營業商品達三萬餘項，涵蓋生鮮、食品、日用品、文具休閒、家電、服

飾、紡織、傢俱、汽車五金百貨及居家修繕 DIY 商品等，設置地點都

是使用臺糖公司原閒置土地再利用。 
⒎油品事業部：民國 84 年（1995），成立加油站籌設推動小組。民國 92 年（2003）              

10 月，成為油品事業部。民國 93 年（2004）01 月油品事業部南遷於目

前新營廠辦公大樓。 
⒏商品行銷事業：民國 93 年（2004），成立臺糖商品行銷事業部，專業經營臺糖自有品

牌、OEM和外銷商品：健康食用油、生技保健、罐頭食品、綠色有機、

養生沖調飲品、冷凍食品、肉品加工、飲品及食用糖等九大類，品項

多元，高達 500 多項。11

    臺糖公司的組織改造，可以看出臺糖公司的經營策略在改變，為因應國內、外等民

生用品消費的導向來設置。這跟臺灣戰後 1945 年到 2004 年在近六十年間的傳統砂糖經

營方式，似乎有天壤之別，也給人有一種「不務正業」的刻版印象。但是，戰後的國營

事業，能夠有這一股看似有前景和多元多角化、精細分工的來經營，以臺糖公司為例，

能夠轉型是好的開始，也是新契機的開始。臺糖公司雖然因應未來永續的經營，但是，

又如何選擇在臺糖永續傳承與糖業文化和歷史保存來取得平衡共存。從這幾年經營下來，

似乎也讓人看不到臺糖文化的重現，更嗅不到臺灣在那早期農村蔗田景象，看到一台接

一台的甘蔗台車載滿甘蔗原料，被蒸汽五分車拖運送到各地糖廠，製造砂糖過程的那種

糖蜜的歷史情感。 

 

 

                                                      
11
 臺糖官網：http://www.tsctaisuco.com.tw/Sells/CP.aspx?s=36&n=1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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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舊糖廍到新式糖廠與蔗農的情感交融 

㈠臺灣傳統糖廍的淘汰與社會現象 

    臺灣鄉間流傳過去一句不出經傳的鄉土俚語：「第一憨，吃鴉片吹風。第二憨，種

甘蔗乎會社磅」，這句俚語，應該是出自日據初期，有關臺灣民間農村生活的寫照。臺

灣在明治三十五、三十六年間（1902-1903），經過統計的「糖廍」數量，曾經有過 1,895

座的最高峰記錄 12

以，勞力和牛隻的供應，也是「糖廍」經營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因此，「糖廍」的牛

隻，就常常成為清末日據初期各地土匪所覬覦的對象。在〈第二冊〉，《臺灣南部武力抗

日人士誘降檔案》有寫道： 

。雖然是傳統「糖廍」的設備，不過在當時，卻養活不少臺灣人們的

家庭，因為這種石轆的「糖廍」，不但需要依靠傳統勞力來工作，更必須結合畜力來拉動，

常常需要二十四小時不停加工蔗汁。所 

    九、鹽水港、樸仔腳辦務署轄區誘投案 

    ㈠鹽水港辦務署轄區誘投案 

    鹽辦二親第五○號 

    有關土匪歸順報告案 

    臺南縣白鬚公潭堡林竹仔腳庄 

    明治三十二年三月九日  林沖 

    由嘉義辦務署移案      三十三歲 

    甲、加入匪徒年月日及原因： 

    …………（從略）。 

    乙、犯罪經歷 

    一、明治三十一年（1898）農曆三月前後與五十餘人匪徒襲入牛稠 

溪堡月眉潭庄（新港鄉月眉村、月潭村）陳香所有糖廍，掠奪 

牛二十頭。13

清代臺灣，社會混亂，即存在有這些不務正業的土匪搶奪之情形，只是清治在臺官員大

都採消極態度，並未落實施予靖匪行動。日治初期，臺灣各地土匪依舊猖狂，到了臺灣

總督府第四任兒玉總督，任命後藤新平（1857－1929）為民政長官，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

為了懲處反抗日本統治的匪徒，制定「匪徒刑罰令」，這個法令與一般的刑事條例不同，

係針對「匪徒」來治罪。所謂「匪徒」，是指不問目的是甚麼，凡聚眾行使暴行或脅迫

者，一概視為「匪徒」

 

14

                                                      
1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臺北：台灣 

。因此，日治初期的「糖廍」所使用的牛隻，可見牛隻對於當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5），頁 74。 
13 洪敏麟 主編，《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檔案》，〈第二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國 67（1978）），頁 205。 
14

 遠流台灣館編著，吳密察 監修譯《台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9），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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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臺灣社會勞動力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衍生「匪徒」行搶的物資之一。 

    明治三十四年（1901），新渡戶博士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更開啟臺灣砂糖製

造的提升。除了改良甘蔗品種、改良栽培方法、灌溉設施的建設、鼓勵田園大量種植甘

蔗、設置新式糖廠等 15

 

，可說是創造臺灣砂糖生產的新頁。此時的牛隻慢慢退出「糖廍」

石轆壓榨甘蔗的工作，改由大量牛車來拖蔗車，將大量甘蔗原料由牛隻拖著牛車，自蔗

園疊裝在牛車上，再拖載到集中的蔗埕集散場，蔗埕集散場台車滿載後，再由蒸汽機關

火車勾運送到新式糖廠工場來完成砂糖製造的任務，整個甘蔗原料運載過程，臺灣牛隻

即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臺灣括墾的歷史上，臺灣牛隻一直保有和臺灣人們的奮鬥情

感。直到臺灣戰後的七十年代，機械耕耘機的出現，對於臺灣牛隻大量消失？多少還是

有那麼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感。 

㈡蔗糖與蔗農的依戀情感 

    戰後，在民國五十三年（1964）以前，砂糖一直是最主要的外銷產品，臺灣糖業對

於維持國外貿易收支的平衡和發展關聯產業有相當大的貢獻，為今日臺灣的繁榮發展奠

定良好基礎16

岸內糖廠在嘉義縣義竹鄉境內，擁有四個大農場（甘蔗農場），包含：新庄農場（東

光村）、東後寮農場（東光村）、西後寮農場（東榮村）、溪州農場（溪州村），共計

有：1049.8 台甲農地。因為岸內糖廠的自營農場都位在八掌溪北岸的義竹鄉，每個自營

農場需要的契約工幫忙種蔗苗，這些契約工，也大多來自義竹鄉各村、布袋鎮、鹿草鄉

等鄰近地區的農民，來前往打工賺錢的機會，直接創造許多季節性農務勞動收入的機會。

另外，岸內糖廠也在義竹鄉各村鋪設佈滿田間五分車軌道以方便裝載甘蔗原料的集散蔗

埕。利用各運輸支線，調配時段，來運送不同區域的甘蔗原料，並且能迅速的將甘蔗原

料，往南經過八掌溪鋼構橋樑，直接將原料送進岸內糖廠。這在戰後臺灣的南部農村社

會，也是被記憶的一段臺灣鄉間歷史。另外，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的農村鄉間，廣大的

，對臺灣農村經濟發展貢獻甚大，這對於臺灣農村的經濟收入有著正面提

升。筆者的家鄉在嘉義縣義竹鄉，因隔八掌溪南岸即是臺南縣鹽水鎮（今臺南市鹽水區）

的岸內糖廠，義竹鄉村民就是大多在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年間（1951－1964），區域的農

田，幾乎都全部種植甘蔗，村民平實的勤奮農務，再加上利用自家庭院空地，搭建有飼

養家禽豬隻的豬舍，十幾年下來的勤奮儲蓄，在地方上大多有經濟能力建造一間閩南三

合院的傳統建築（圖⒊）。另外，筆者在嘉義縣義竹鄉間的田野調查過程，就有村民提

供一句當地流傳的俚語，內容如下：「廍那動，阮兜吃穿親像有錢人」。意思是說「糖

廍」開始在運轉壓榨甘蔗製造砂糖，可以換錢，有了收入，在吃和穿方面，就能像有錢

人一樣。「廍動」一詞，是清代臺灣田間就出現的形容動詞，「糖廍」；表示機器已經

在運轉，開始壓榨甘蔗來製造砂糖的開始。後來新設糖廠的設置，日本人也延續「廍動」

這一句的動詞。筆者的伯公、祖父、叔公以及父親與叔輩也是延用「廍動」一詞到退休。

臺糖公司的岸內糖廠，確實曾經帶給鄰近鄉鎮的農村有著經濟效益與收入的提升。直到

現今許多長者，對於岸內糖廠的關廠，仍有著一份不捨的回憶和懷念。 

                                                      
15

 遠流台灣館編著，吳密察 監修譯《台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9），頁 112。 
16 臺糖官網：http://www.taisugar.com.tw/chinese/KM_detail.aspx?p=0&n=10482&s=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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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園，也是農民在閒暇解渴的好地方，在忙碌完成採收一坵的甘蔗園後，坐下來，削

一支甘蔗解解渴，更是當時在蔗田間最享受的時刻（圖⒋），這種甘蔗和農人之間的水

乳情感交流，也只有在鄉間農村的甘蔗田裡，才能享受和體驗的一種歷史畫面。 

 

  

圖⒊1950 年－1960 年代因種蔗增加經濟收入後所建

造的傳統三合院建築 

拍照：翁烔慶  

地點：嘉義縣義竹鄉六桂村 
圖⒋1960 至 1970 年代削甘蔗解渴 

照片：義竹鄉東後寮 趙先生 提供 

 

四、戰後臺糖岸內糖廠的殞落與日本鹽水港製糖的東山再起 

㈠臺糖公司不敵國際糖價的低迷 

    戰後的臺糖公司，走過國際糖價、島內種蔗面積減少、天候影響甘蔗品質與勞動人

力的短缺。加上國際情勢和國內政局多少會影響臺灣國營事業的發展。如戰後至今的期

間，有包含臺糖董座弊案的官司，以及財團覬覦臺糖廣大土地利益的問題浮現。在在凸

顯出，寄居在國營事業的臺糖公司，多少會受到政治酬庸的束縛而影響經營。這也是臺

糖公司在戰後以來受到不為人知的痛處，也難怪乎臺糖公司有如臺灣黃昏事業的國營機

構。 

    討論至此，對於「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岸內工場」因應國府的去日本化而改成「岸

內糖廠」，後由國營事業所接管。但是，臺灣的國營事業可就沒有日本人在經營糖廠的

靈活與踏實。筆者在本文並無意貶低臺糖公司或者誇炫至今還在日本營運且表現優異的

「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筆者希望透過比較研究的角度，就臺糖公司在經營策略上，

就顯現出有些消極、僵化的情形，印證了臺灣國營事業在執行營運的靈活度不足，以及

經營成本問題的浮現。這足以讓戰後從臺灣回到日本後的「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迅

速竄起成為臺糖公司在國際糖業上競爭對手，也是一個借鏡與經驗的案例。 

    戰後臺灣，國府輕而易舉的從日治時期的日資四大財閥手中所接收有四十二所糖廠。

截至 2014 年止，僅存小港精糖、虎尾糖廠與善化糖廠三所。近幾年，筆者看到不可思

議的是，甘蔗原料經過採收機收割後，送上大貨車，居然要從嘉義縣義竹鄉內的農場蔗

園，運送到臺南市善化區善化糖廠來製造砂糖。這樣「不合理製程以及不敷成本」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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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日本人的眼中觀察，一定會驚嘆無比。另有一則故事是家父任職於岸內糖廠的鍋

爐部門，曾經有日治時期「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臺技師，經過三十年後再回到「岸

內糖廠」的尋根懷舊。在當時岸內糖廠主管的引導，再次前往進入參觀在戰前就建造「岸

內糖廠」的製糖設備，此時日本人看見設備後，就很不以為然的表情寫在臉上！可見在

戰後的三十年間（1945－1975），日本的「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已經有改良使用高效

率的製糖設備很多年了。難怪，臺灣糖業一直抵不過國際糖價的競爭，原來是製造設備

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這就是註定「岸內糖廠」以及其他糖廠面臨關廠的結果，究

因乃製糖設備是日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老舊設備，岸內糖廠的製糖設備，從二十世紀初、

中期運轉使用到二十世紀末期， 當然勢必遭到時代淘汰的命運。由此可知，當初國民

政府從日人手中所接收的四十二所糖廠，應該也如同岸內糖廠的情形一樣，「以老賣老」

的運轉，終只好面臨關廠或拆廠，再被夷為平地後而成廢五金堆的破鐵之路。 

 

㈡日本鹽水港精糖株式會社的東山再起 

    2014 年，是日本在臺灣創立「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一百一十周年。該公司 

暨日本「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社長：山下裕司，在網頁的首頁留言： 

    在 2014年，是鹽水港精糖 110周年，慶祝成立 50周年，啟動使用 

「宮印」品牌。目前為止，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很多的熱情供應商 

支援以及提供利益相關者。 

 

我們公司 1904年成立以來，從事生產線上的砂糖，製造酒精，以及 

獲得利用副產品和紙漿，從生產技術上推出一種精細化學品業務的 

    低聚糖，在生物技術的產品，如精製糖和甜味劑。 

 

    精煉糖廠公司自成立以來，我們一直在關注的商業理念來延續直到今 

    天。如果要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為我們的生活所需高品質、安全和 

    心靈「糖」相處提供穩定、和平。 

 

集團成立直到現在，友善生態，值得市民支持追求，公司正在共同努 

力糖化學物質，天然甜味劑糖有助於提高和豐富人們的生活飲食習慣 

。糖、高果糖、玉米糖漿的目的是促進和其他含碳水化合物的甜味劑 

，期望對社會作出貢獻的糖化學物質。17

 從山下裕司社長的感言，可以想像得出在戰後日本人的務實精神，回到日本後的「塩

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日本和大阪原有二所糖廠進行改造，試圖東山再起。「塩水港製

糖株式會社」在日本國的努力發展，還是有幾段歷史發展過程，筆者根據「塩水港精糖

株式會社」的公司網路資料。整理作為臺灣和日本，在有關「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的

發展比較： 

 

    昭和二十五年（1950）：社名變更，正式成立為「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 

                                                      
17

 日本國「塩水港精糖株式会社」〈ご挨拶〉https://www.ensuiko.co.jp/company/index.html 



173 
 

    昭和二十六年（1951） 一月：精糖事業復活。 

    昭和四十一年（1966）三月：横濱工場竣工（溶糖能力 650公噸／日）。 

    昭和四十六年 （1971）二月：増強横濱工場溶糖能力 750公噸／日。 

    昭和四十八年（1973）一月：大阪府泉佐野市大阪工場竣工（溶糖能力 

                               500公噸／日）。 

    平成元年（1989）十月：糖質研究所竣工。 

    平成 二年（1990）十一月：乳糖果糖、低聚糖的開始生産。 

    平成 六年（1994）十一月：乳糖果糖、主成分低聚糖的新商品在全國開 

                             始販賣。 

    平成十三年（2001）十月：横濱共同生産工場（太平洋製糖株式會社） 

                            、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東洋精糖株式會社 

                            、富士日本精糖株式會社等三社共同生産開 

                            始。 

    平成二十六年（2014）八月：「塩水港精糖株式会社」創立 110周年， 

                              「宮印」品牌 50周年。18

我們從日本國「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公司網路發現，「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東山再

起後，曾經有改良過製糖設備的記錄，也有從傳統砂糖製造，不斷投入研發和轉型製造

精糖的高附加商品。將乳糖和精糖的結合商品，終成為日本國最大宗的精糖廠商。 

 

    筆者從「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的公司網頁之首頁標有「塩水港精糖 創業 110 周

年」字樣的圖片（圖⒌），並在網頁的〈概要〉內有搜尋到：「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

擁有大阪共同工場和橫濱共同工場（圖⒍、圖⒎）。令人驚奇之處是「塩水港精糖株式

會社」所使用的員工居然才 102 人，這應是「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東山再起的最佳寫

照。其主要商品有：精製糖（乳糖、上白糖、三温糖、液糖）等商品。由此看出，「塩

水港精糖株式會社」在日本糖業界是一間頗具用心經營與精心致力研究開發的企業。 
    筆者試索從 1904 年開始經營的「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再看到 1945 年後落入國

民政府手中的臺糖公司，管轄的「岸內糖廠」，看出臺糖公司在硬體製糖設備的精進與

改善方面，應未並未全面落實。在軟體上凸顯國營事業在經營上的明顯僵化。所以，臺

糖公司的岸內糖廠是注定要殞落，而走入臺灣糖業歷史的深淵。另外，我們再回頭看看

「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回到日本以後的經營。於 1945 年回到日本國後，東山再起的

從「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轉型成為「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目前擁有世界先進的製

糖設備以及不斷的來開發研究、創新有關精糖等商品的公司團隊，其產品不論在日本國

和國外等都很受到好評。我們從這一段歷史，回朔臺灣糖業公司與日本「塩水港製糖株

式會社」同在 1945 年以後的歷史轉折，似乎可以從歷史脈絡中，找到兩者比較與勝負

的結果。 
 

                                                      
18

 日本國「塩水港精糖株式会社」〈沿革〉https://www.ensuiko.co.jp/company/hi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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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⒌日本國「塩水港精糖 創業 110 周年」網頁 

來源：https://www.ensuiko.co.jp/index.php 

 

  

圖⒍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大阪共同工場」

圖片 

來源：

https://www.ensuiko.co.jp/company/factory.html 

圖⒎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橫濱共同工場」

圖片 

來源：

https://www.ensuiko.co.jp/company/factory.html 

 

五、小結 

    戰後的臺灣歷史，是多元性的組合，有著原有島民文化的融合，有國民政府來臺灣

的延續，也有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延伸，更有日治殖民統治時期的文化相揉合…。再者戰

後的臺灣歷史，不論在政治、國防、經濟、教育、庶民生活、風俗習慣、民間信仰…等

不同切身議題，都是擁有很多豐富內涵而未被挖掘的一門學問。所以，戰後臺灣史在學

術研究方面是個好素材。筆者是來自臺糖員工子弟的因緣，受到祖父輩和父執輩等在糖

廠工作的影響，對於臺糖公司從欣欣向榮的輝煌年代，乃至慢慢走向黃昏產業的發展過

程，特別感同身受而深刻，有如同一個朝代或一支家族史的盛衰，身為其後代子孫一樣

的感慨。筆者曾經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何日本能？臺灣就不能？」的疑問一直浮現到

筆者的腦海之中。這是否應該歸功日本於早期推行「明治維新」的落實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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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國營事業，總是讓人們有一種安定和安逸的職場文化，其經營目標，總是在

虧盈之間找尋其平衡點。但最讓人詬病的是經營制度僵化，所以，要培養優秀人才，追

求永續經營，實屬不易。因為，國營事業的一切成本費用，總是居高於私人企業的靈活

經營。剷平廠地的目的，除了能降低人事成本外，當然希望能將土地賣得好價錢來充當

國營事業的盈餘。另外，過去是種植大量甘蔗原料的農場用地，如今也以承租方式給於

新設大學用地的使用，以及各私人大型醫院的利用。這對於擁有臺灣最大國有土地的業

主：臺糖公司是一則喜，也是一則憂！喜的是：擁有龐大臺糖土地可以有效的來利用。

憂的是：若臺糖公司將比較有價值的臺糖土地在被逐年賣光後，試問？臺糖公司的文化

價值，還能剩下多少呢？這是值得國營事業等相關單位要來正視的一個國家政策議題。 

    本文研究範圍為戰後臺灣糖業公司岸內糖廠的歷史變遷為主，臺灣糖業歷史 

，往上可以追朔到明鄭在臺的經營。也可以串連到清治時期「糖廍」的延續。到了清末

日治的到來，日人雖以經濟壓榨為目的，不過也帶給臺灣不少從業人員的家庭經濟來源。

這一路走來，看到日治時期的日資財閥糖業，回到日本島後發揚光大的輝煌製糖歷史，

最終還是讓世人見識到，日本人在戰後在製糖生產管理的效率和經營。而戰後國府的糖

廠接收，也是印證臺灣在國營企業和政策運作的一種成果。這樣的成果經驗告訴我們；

一個企業的成功，並非偶然的。筆者相信，關於臺糖公司的發展歷史過程，凡走過必留

下痕跡。更相信，臺糖公司盛衰的歷史與英名，必會留給後人來評價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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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臺南地區和鹽水港至斗六地區的「糖廍」產銷制度之簡介 
 

  

 

⒈糖廍和港郊與買賣仲介商的關係圖 

來源：《臺灣慣習記事》，第七卷， 

〈第三號〉，頁 93。 

⒉鹽水港至斗六地區砂糖交易系統圖 

來源：《臺灣慣習記事》，第七卷， 

〈第三號〉，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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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臺南地區糖廍和洋行交易系統圖 

來源：《臺灣慣習記事》，第七卷， 

〈第三號〉，頁 95。 

⒋鹽水港地區糖廍和洋行交易系統圖 

來源：《臺灣慣習記事》，第七卷， 

〈第三號〉，頁 96。 

 

資料來源：臺灣慣習記事研究會 原著，李榮南、王福傳、吳文星 譯，《臺灣慣 

          習記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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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王雪農創建「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簡介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鹽水港堡岸內庄） 

  資本金                参拾萬圓 

  創立年月              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 

  本社所在地            同所 

  業務                  砂糖製造 

  原動力                蒸汽 

壓榨能力              一晝夜三百六十噸 

代表者取締役社長臺南  王雪農 

常務取締役    鹽水港  郭升如 

取締役        同      黃錦興 

同                    郭洪淼 

同            同      翁煌南 

同          查畝營庄  劉神嶽 

同            大客庄  陳人英 

監查役        鹽水港  葉瑞西 

同          八老爺庄  劉北鴻 

同            大客庄  陳曉嵐 

支配人        岸內庄  棋  哲 

技師長        同      堀宗一 

 

來源：柯萬榮 編，《台南州名士錄》，（昭和六年（1931），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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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企業商標圖 
 

  

⒈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的廣告刊登於 

《台南州名士錄》。圖中已有黑色 

的「宮」形商標。 

來源：柯萬榮 編，《台南州名士錄》 

    ，（昭和六年（1931））頁 3-32。 

⒉戰後 1945 年，自臺灣回日本國的「塩 

  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延用了「宮」 

形商標，由黑色改成紅色，並改名為 

「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 

來源：https://www.ensuiko.co.jp/index.php 

 

 

附錄四、戰前與戰後初期，「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岸內工場的外觀比較 
 

  

圖⒈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岸內工 

場的煙囪外觀可以隱約看出「宮 

」形   的企業商標。 

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糖業文化協會 編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 

      書集》，頁 74。 

圖⒉戰後臺糖公司岸內工場的煙囪外 

關可以隱約看出已經將「宮」形 

商標塗掉，改漆白色「岸內糖廠 

」四個大字。 

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糖業文化協會 編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 

      書集》，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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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戰後臺糖公司「岸內糖廠」生產期和關廠後的現況 
 

  

圖⒈戰後台糖公司岸內糖廠的興盛 

時期，在大門入口處看到砂糖 

運出的情形。 

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糖業文化協會 編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 

      書集》，頁 83。 

圖⒉在 2014 年 12 月，適逢建廠一百 

一十周年，於岸內糖廠大門入口 

處，同樣左邊照片地點，已經看 

不到廠房。 

來源：翁烔慶 拍照。 

地點：鹽水區岸內糖廠 

  

圖⒊民國八十三年（1994）七月， 

岸內糖廠正式關廠後初期在壓 

榨室前的景象。 

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糖業文化協會 編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歷史圖 

      書集》，頁 83。 

圖⒋在 2014 年 12 月，適逢建廠一百 

一十周年，於在岸內糖廠壓榨室 

前處，同樣左邊照片地點，已經 

看不到廠房。 

來源：翁烔慶 拍照。 

地點：鹽水區岸內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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