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2002年) 五月  

  

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

（1928-1945）∗

呂紹理

 

**

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的歷史，過去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將藉著新出版的

日治時期廣播史料，更為周全地勾勒廣播事業在組織、經費、人事等方面的架構。

廣播事業的發展不能離開收聽戶與收音機這兩項因子，因此本文希望同時檢討臺灣

收音機工業的發展與市場特性。本文主要的結論，乃在點出臺灣廣播事業一開始即

將電波視為稀有資源而由國家獨佔的結構特性，而此一特性亦表現在廣播節目的製

作必須成為殖民政府同化政策的宣傳工具，因而無法擺脫政治力的干預，有限的臺

語節目阻斷了一般臺人親近擁有這項現代生活利器的欲望。檢視收音機用戶的資

料，可發現商人一直是使用此項工具的最佳消費者，而使用者的地域分佈則呈顯出

臺北州集中於臺北市，而新竹臺中州集中於其他中小型都市的現象。收音機的價格

乃另一影響收音機市場與收聽用戶成長的要素，臺人收音機市場呈顯出集中於最平

價與最高檔的兩極化分布，市場的有限性一方面阻止了電器商的擴張，另一方面則

給予放送協會相談所獨佔鄉村市場的機會。由於日治時期不論電波持有分配、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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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建設、甚至收音機的製造與分銷，都呈顯高度資本與技術的集中性，同時也

形成由殖民政府高度壟斷的特徵。 

關鍵字：廣播史、廣播工業、收音機、臺灣放送協會、日治時期臺灣史 

一、前言 
1935年10月1日至11月30止，臺灣總督府舉辦了規模極為龐大的「始政四十周

年紀念博覽會」，總計五十一天的展覽期間共吸引了臺灣內外共三百多萬人次的參

觀潮。這個博覽會除了要展示過去四十年間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成果之外，同時也

介紹日本的現況、各地主要特產，同時還企圖勾勒未來生活的遠景，1因此參與展

示的單位，除了總督府各局的「直營館」之外，還包括了日本各府縣館、民間企

業如三井、三菱等公司的主題館，更安排了「興業館」與「電氣館」展示最新發

明與現代性生活的內容。為了要讓民眾想像電氣用品在未來生活中所扮演的角

色，在「電氣館」中還特別設計了「電氣家庭的一日生活」的展示單元，以一日

當中六個時段為生活場景，展示電氣用品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在這個美麗新生

活的電氣世界裏，收音機成為開啟一日生活的鎖鑰，一家大小在庭院中聽著收音

機作體操，一邊等待電鍋將早飯準備好；下午兩點，家庭主婦吹著電扇，用電熱

壼煮啡咖招待來訪的朋友，一邊聊天一邊聽著收音機傳來的午後節目。（見圖）2收

音機不僅是這個模擬世界中展示上流社會家庭生活的圖示（logo），在始政四十周

年博覽會展期中，廣播更是此項展覽活動最先進而重要的宣傳工具。在臺北的主

展場中不但設有擴音機，透過廣播新聞節目告示每日展示活動的內容，同時在五

十一天的會期裏還安排了各種演講節目、兒童時間以及會期間各種運動競技比賽

的實況轉播。3

                                                      
1 有關這次博覽會的源起、籌備、展覽經過及其影響，可參見拙文〈「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

之研究〉，行政院文建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主辦《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0年9月6日)。 

根據博覽會主辦單位的統計，在會期間收聽戶數成長了27.8%，其

2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誌》(臺北：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發行，昭和十

四年（1939）)，頁402。 
3 鹿又光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頁47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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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遠離臺北主會場的臺中及臺南兩地增長最快，4顯示了對於那些無法親眼目睹或

無法經常到會場參觀的中南部民眾而言，廣播與收音機的確具有一定程度傳遞訊

息的作用，也同時顯示了大型社會活動對於刺激廣播收聽戶數成長具有的雙向廣

告效果。 

 
說明：收音機置於圖片的最左下角。 

資料來源：《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頁276後之照片集 

 

如果廣播與收音機具有如此鮮明的社會地位表徵，又能代表「現代性」與「進

步性」生活圖示，那麼在這個展示統治成效與殖民社會進步的博覽會裏，收音機

的展示究竟佔據了何種角色？當我們翻閱主辦單位所編製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

博覽會誌》中的展品目錄時，我們卻發現出品總數達306,553件的展品中，收音機

所佔的比例幾乎是零，5

                                                      
4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頁873。 

除了前述電氣館中的模擬畫面之外，我們並未看到任何製

5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頁93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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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經銷商有關收音機的單獨展示。電氣館中電氣家庭一日生活的場景，成為

收音機在博覽會中唯一的翦影。 

就在始政博覽會舉辦的這一年，距離臺灣第一個廣播電台──臺北廣播電台

成立的時間不過7年，全臺灣共有23,024台收音機，平均每千人之中只有4.33台。6

有關日治時期廣播事業這一主題的研究成果，過去除了筆者之外，

以

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的廣播事業與收音機市場應該處在極具發展潛力的初始階

段，藉著始政四十年龐大洶湧的參觀人潮，正應是推展此一現代文明利器的最佳

時刻。固然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的主題不是廣播與收音機，但是在展場中提

供了電氣生活的想像圖示，卻又缺乏讓人可以直接理解接近這項家庭電器用品機

會的矛盾現象，卻也透露出這項傳播工具在1930年代以降在臺灣消費市場中流傳

的一些矛盾而重要的現象。要理解此一現象，我們必須將收音機的市場發展與廣

播事業的發展這兩條線索連結起來，才能看出殖民地廣播與收音機市場發展的特

質。 
7尚有何義

麟、葉龍彥。8

 

筆者過去的研究比較集中於廣播事業在標準時間制度的推廣與社會

生活作息改變之間的關係，並未全面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與收音機產業之

間的關係。何義麟的論文則較偏重廣播事業的發展，但並未討論收音機產業的問

題。葉龍彥的兩篇論文在時間上較偏重戰後初期，也未涉及日治時期的現象，因

此，本文擬更進一步整合現有的研究成果，以期建立較為完整的日治時期廣播工

業的發展。 

二、臺灣廣播事業的建立與發展 

                                                      
6 統計數字來源參見後文說明。 
7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頁167-176。 
8 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合編，《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系，2000年)，頁293-311；葉龍彥，〈台灣廣播電台的重建與發展（1945-1949）〉，《台

北文獻》，96期，1991年6月，葉龍彥，〈台灣廣播電台的業務經營〉，《台北文獻》，120期，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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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22年美國成功地將短波應用在聲音訊號的傳遞之後，立即開啟了二十

世紀廣播事業的新紀元。德國、英國和日本相繼在兩年之內成立了廣播事業。91925

年7月以後，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相繼成立電台開播節目，並且在遞信省

的主導下於1926年成立「社團法人日本放送協會」。這項新技術也迅速在臺灣問

世，1925年臺灣總督府藉著「始政三十周年」紀念的機會進行試驗性的播音活動，10

並且在隔年（1926）2月仿效日本規制成立「社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三年之後，

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成立了臺灣第一座發射台（代號JFAK），正式開啟臺灣的廣播

事業。臺灣廣播事業在1928年開啟時，在淡水設有「受信所」，負責接收日本、中

國和南洋方面的電波，另在臺北市內設有「演奏所」製作節目。從1928年到1940

年間，總督府陸續在臺南（1932年4月1日，代號JFBK）、臺中（1935年4月1日，代

號JFCK）、民雄（1940年）、嘉義（1943）及花蓮（1944）成立電台或發射台，因

此到1944年時臺灣東西部主要城市大抵上都籠罩在廣播的受波面。 11 上述電台

中，除臺北台在1930年1月由1KW（千瓦）升級為10KW之外，其餘台中、台南二

台皆為1KW功率之電台，嘉義民雄為500KW、花蓮則為100KW。121932年國民政

府在南京成立75KW的電台，殖民府政府發現此電台對臺灣電波形成嚴重干擾，為

求反制並加強對華南地區進行宣傳戰，同時配合成立「第二放送系統」的計畫，

因而民雄電台特別採用了超高功率的500KW設備。13此外，1935年4月臺中台興建

完成後，將原本無線電接收轉播的方式改為利用遞信局電話專線載波傳訊，有效

改善了空電及雜音的問題，14因此到戰後初期中央廣播電台接收時，還稱贊此一長

途載波專線的制度對於確保通訊品質甚有幫助。15

                                                      
9 Andrew Crisell,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British Broadcast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10-13. 

 

10 不著撰人，《台灣於無線電話試驗放送史》，出版資料不詳，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圖書館藏，

頁54-57。 
11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休閒生活》(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頁167-8。 
12 葉龍彥，〈台灣廣播電台的重建與發展〉，頁150；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

程〉，頁298。 
13 放送文化研究所20世紀放送史編集室編，《放送史料集：臺灣放送協會》(東京：放送文化研究所，

1998年)（以下簡稱《放送史料集》），頁21。 
14 日本放送協會編，《年鑑》，1936年，頁212。 
15 中國廣播公司研究發展考訓委員會編，《中廣五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78年)，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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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送協會的組織與人事 

臺灣放送協會成立之初只有總務、放送二部，總務部下轄庶務、會計、加入、

料金、技術及企畫等係，其中加入部負責有關收音機用戶的登記、移轉及撤消等

業務，料金係則專司收聽費的徵收事宜。放送部下有編成、業務及報道三係，主

要負責製作、編輯與播放節目等工作。16隨著業務不斷擴大，到1941年時協會組織

重新調整為庶務課、總務部及放送部等三個單位，除將原本隸屬於總務部下的庶

務擴編為轄有人事、文書、監查等三係之外，原來總務部也增加了事業、經理和

周知（即宣傳推廣）等三係；放送部亦擴增海外放送係以負責戰時向東南亞的廣

播宣傳事務。17其後由於1942年臺北第二放送台成立，廣播部門的業務分工日趨細

密，1943年時「放送部」乃重新改組為臨時海外放送課和第一、二、三放送、教

養、文藝和報道等六係。18

放送協會的人事組織分為理事及業務兩部門，理事的組成中具有官方身分者

所佔比例極高，除理事長一職固定由現任總督府交通局總長兼任外，長期擔任常

務理事的深川繁治曾為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部長，佐佐波外七為專賣局鹽腦課課

長，民間人士如河村徹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社長、有田勉三郎則為華南銀行副總理，

在初期的理事組織中只有郭廷俊一人為臺人，但在1942年以後即為香久忠俊取

代。至於業務及放送部門的主管全為日人，而且許多部門長期由少數人兼掌，如

八代豐吉一直任職庶務部門、小坂正文一直負責協會的總務事務、林二郎則長期

掌管放送部門。

 

19臺人在放送協會中工作者，目前所知者有留日著名音樂家呂泉

生，曾於1943年起任職放送部，專司音樂節目的設計，20其餘人事目前尚無進一步

資料可供說明。21

                                                      
16
《年鑑》，1938年，頁263。 

從理事部門中臺人所佔比例甚低情況來看，整個協會中不論決策

17
《年鑑》，1941年，頁351。 

18 X. Y. 生，〈放送局訪問記〉，《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125期，1932年6月，頁43-45，根據此

篇訪問，臺北廣播台最初的理事長為交通局總長堀田鼎，常務理事為厚東禎造，放送部長兼總務

部長為小正文。放送部下有七名播音員，其中一名為女性，唯播音員身分不詳。《年鑑》，

1943年，頁271。 
19 有關這些人士的背景資料，由於缺乏資料，因此無法進一步說明。 
20 許常惠，《臺灣音樂史初稿》(臺北：全音樂譜出版社，1994年)，頁267。 
21
《放送史料集》一書中曾列出了一分幫助收集資料的「舊臺灣放送協會職員、職員關係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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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企畫執行應仍由日人主導。 

臺灣放送協會另配合臺南及臺中兩地相繼設立電台而分別在該二城市設立臺

中及臺南兩支部，不過該二支部只負責硬體支援，因此支部組織只有業務及技術

二係，而無製作節目的單位，整個節目製作均由臺北負責，其他各地電台只負責

接收轉播。除了上述二支部外，另在1933年之後於臺北、臺中、嘉義、臺南及高

雄等大都市設有「相談所」（服務處）。相談所的主要業務包括了收音機診察修理

及販賣、收取收聽費、開發收聽戶市場、偵察不法收聽設施及活動以及一切廣播

收聽業務的諮商服務等。22相談所內配有技術員負責收音機的維修，另有「勸誘員」

（推銷員）專門負責推廣收音機的銷路。23至1943年止，臺灣放送協會的相談所已

擴增至15處，遍及東西部的主要城市，對於收音機銷路的拓展具有重要貢獻。24

 

根

據表一可知，1943年12月至1944年10月間全島新加入的8060收聽戶中，64.53%是

向相談所勸誘員購買收音機，而臺中地區的比例更高達81.68%，可見相談所在收

音機市場上幾具獨佔的地位。 

表一 1943-1944年各地收聽戶收音機購買來源 

總數 郵局 直接 勸誘員 收音機商 其他 計 

全鳥 600 763 5201 488 1008 8060 
臺北 187 141 1825 425 769 3347 
臺中 82 196 1436 42 2 1758 
臺南 331 426 1940 21 236 2954 
百分比 郵局 直接 勸誘員 收音機商 其他 計 

全鳥 7.44 9.47 64.53 6.05 12.51 100 

                                                                                                                                                 
單中列有周塗墩、張林禎慧等人。但這幾位人士在當時放送協會中的職位為何則未載明。參見《放

送史料集》，頁2。此外，根據臺灣放送協會技術員木村喜一的回憶，臺中台裏有彭文輝、吳木

林、張景松、楊德興、簡振村、王財、許聰明等人。見木村喜一，〈臺中放送局思出〉，《放

送史料集》，頁177-178。 
22
〈臺灣放送協會直轄相談所規程〉，《臺灣放送協會報》，第2號，昭和十七年（1942）年

七月十五日，轉引自《放送史料集》，頁131。 
23 目前所知任職於各相談所內的臺人計有苗栗相談所的技術員侍佳祥、技術員見習葉吉明；見《放

送史料集》，頁171。 
24 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頁2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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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5.59 4.21 54.53 12.70 22.98 100 
臺中 4.66 11.15 81.68 2.39 0.11 100 
臺南 11.21 14.42 65.67 0.71 7.99 100 

資料來源：《放送史料集》，頁161-169。 

（二）放送協會的經費來源 

總督府在整個廣播系統的建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1928年臺北台成立時，

總督府即在當年預算項下列了665,000元做為購罝設備及建造廣播台的經費，日後

總督府並持續提供設備與技術的全面支援，25而廣播電台的營運與節目編製則委由

1931年成立的臺灣放送協會辦理。由於總督府不支付放送協會任何經費補助，因

此放送協會的收入幾乎依靠向收聽戶收取每月一圓的收聽費維持其營運。261928年

開播伊始時，因為試驗期，同時為了打開用戶市場，因此第一年採取免收費，隔

年開始徵收收聽費後，用戶數雖然一度急速滑落減少一半，但1931年以後仍持續

穩定成長。1932年起，日本內地收聽費由1圓調降為0.75圓，但根據《年鑑》

的記載，臺灣似乎仍然維持原來的收費標準，並未改變。27不過，收聽戶是否按照

規定繳交費用，卻是另一問題。昭和十年（1935）《年鑑》記載是年收聽戶

共有23,024戶，若以一年每戶12圓計算，應有276,288圓，但全年收聽費用的收入

只有228,738元，28換言之大約有3,962戶，也就是全體收聽戶的17%並未繳費，這

個比例並不算太低。臺灣放送協會另一個與日本本部不同之處在於對廣告的處理

原則。日本本部及其他殖民地基本上禁止播放廣告，但是臺灣放送協會在1931年6

月起卻制定了實驗性質的廣告播放辦法。根據該項辦法，廣告播放採取間接原則，

即由協會邀請日本內地演藝者來臺表演，而廣告商所支付的廣告費則用於贊助表

演經費及改善節目播出之所需。不過這項做法後來因為日本新聞協會向臺灣總督

府要求而終止。29

                                                      
25 濱田藏治，〈臺北放送局生誕〉，《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88號，昭和四年（1929）四月二日，

頁20。 

臺灣放送協會只憑收聽費的收入能否維持營運而無虧損？1932年

26
《年鑑》，1938年，頁262。 

27 載至1943年為止，《年鑑》有關臺灣放送協會的簡介中仍然載明每月徵收一圓的文字，或

許可以推斷此一收費標準並未改變。 
28
《年鑑》，1937年，頁248。 

29
《年鑑》，1932年，頁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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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顯示，協會每月收聽費收入為8,300圓左右，其中人事費約三千餘圓，雜支

物件費約5,000圓，勉強達到收支平衡；30

表二 臺灣放送協會歷年收支表 

1936以後的資料則可見表二。由表二可知，

從1936年以後，放送協會的收支均尚稱平穩，歷年均小有結餘而無虧損，但在毫

無商業廣告經費挹注的情形下，協會想要有更大的發展則完全不可能，而且由於

受制於經費，協會就得受到總督府的節制，而這正是戰前臺灣廣播體質受制於政

治力的表現。 

 總支出 總收入 盈／虧 

1936 275,133.84 286,921.99 11,788.15 

1939 549,557.29 549,837.16 279.87 

1940 659,822.38 665,042.64 5220.26 

1941 824,071.52 824,701.76 630.24 

1942 1,060,679.64 1,068,745.61 8065.97 

1943 1,202,288.83 1,206,025.62 3736.79 

資料來源：〈昭和十一、十四-十八年度事業會計報告書〉，轉引自《放送史料集》，頁47-118。 

（三）廣播節目型態變化 

1925年後藤新平在東京放送局成立時致辭指出，廣播事業具有促進文化機會

均等、革新家庭生活、提升社會教育和活絡經濟機能等功能。31要達到上述目標，

廣播節目的製作就具有關鍵的位置。然而，總督府在臺灣創設廣播事業的目的卻

未必與日本國內一致，例如臺北放送局成立之初，時任遞信部部長的深川繁治即

認為，臺灣的廣播事業應朝向完成內地延長主義、促進內臺融合的目標前進。32

整個節目的編製可以分為新聞報導、教育及娛樂等三大項。報導節目包括了

新聞氣象及正點報時、經濟市況、日用品物價和實況轉播等部分；教育則包括了

換

言之，臺灣的廣播事業除了教化與娛樂功能之外，更具有統治上的目標與功能，

而這一特質也影響了整個節目的編製方向。 

                                                      
30 X. Y.生，〈放送局訪問記〉，《臺灣遞信協會雜誌》，昭和七年（1932）六月，頁44。 
31
〈如何見〉，《臺灣遞信協會雜誌》，88期，1929年2月，頁5-6。 

32
〈如何見〉，《臺灣遞信協會雜誌》，88期，1929年2月，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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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解說、講座、家庭百科問答、家用食譜介紹、收音機體操、兒童新聞時間、

圖書館新聞及「國語普及時間」等項；娛樂則涵蓋了和樂、洋樂、臺灣音樂和戲

劇等節目。上述節目多為臺灣放送協會自己製作，另外在1934年超短波問世，臺

灣可直接接收日本節目之後，每月也會在固定時段轉播或聯播日本國內的節目，

臺灣方面自製節目的比例大概維持在六成左右。33上述三大類節目的播放時數在最

開始時大體維持4:3:3的比例，但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報導性節目的比重就愈

來愈大，到1941年時已接近半數播放時間屬報導性節目。34

要達到「內臺融合」的目標，廣播節目就得同時兼顧在臺日本人、臺灣人以

及向日本本國宣傳臺灣文化等三方面的需求。是以1936年版的《年鑑》中

即言，臺灣廣播節目的編製有三項前提：一是要兼顧日本人及臺灣人在語言、習

俗和興趣嗜好等方面的差異，因此節目的編製就要朝向將此二者綜合統一的目

標，以達成「內臺融和」；二是廣播節目必須達到「國語普及」，以符合統治臺灣

的根本目標；第三則是要達成連結在臺日人與母國之間的精神紐帶，以及實現政

治經濟連結與國民精神的統合等「特殊使命」。

 

35為了要滿足這三方面的條件，在

節目中乃有專門針對臺灣人而設計的節目，如每月有兩三回以臺語播放為主的「臺

灣講古」單元，聘請書房塾長為播音員，教導臺人漢學、禮儀及三國誌等內容；36

又如臺灣音樂的單元，播放亂談、採茶歌謠、崑曲、南管、北管、文樂以及布袋

戲等節目。37此外，1941年以後也首度製作了以太平洋戰爭為背景的臺語播音劇「宣

戰佈告」，由呂訴上編劇。38

                                                      
33
《年鑑》，1936年，頁213。 

不過上述這兩種刻意針對臺人而設計的節目壽命都很

短，到中日戰爭爆發後，這兩個節目不是全數取消，就是化整為零，不再開闢特

定單元時間播放。1938年以後，為了加強向對岸褔建宣傳，乃有開闢「褔建語新

34 呂紹理，《水螺響起》，頁169-170。 
35
《年鑑》，1936年，頁213。 

36 臺灣講古單元在1932-1935年的《年鑑》中均有列出，然而到1936年以後即不再出現。從每月僅有

數次播放的情形來看，此一節目只能說聊備一格。 
37 臺灣音樂的單元維持到1937年，此後即只有在特定時段短暫播放。1937年以前播放時數也頗為短

暫，1935年總計881.53小時的音樂節目中，臺灣音樂只有30.54小時；1936年為897.48/40.35，1937
年為924.5/30.13，1938年996.17/18.30，1939年以後即無此單元。也可見臺灣音樂的比重甚小。 

38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出版社，1961年)，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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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和「北京語新聞」節目。39

為了滿足在臺日人與母國之間的連繫，除了轉播日本國內新聞之外，1937年

之前常邀請日本國內的演藝團體來臺表演「落語」

 

40

為了達到國語普及的政策，不僅在節目中安排「國語普及時間」，「兒童時間」

其實也是此一政策下的產品，這個節目在1938年以後即選定臺北市內七個小學校

四五年級的男女學童輪流以標準而簡易的日語播報一般和時局新聞以及其他能

「發揚皇國精神」的題材。

、「義大夫」和「浪花節」等

傳統日本藝能；講座單元的節目也多半集中在介紹日本史及日本文學，同時配合

殖民地的特殊環境，另也常安排「殖民地理講座」、「日本與中國」和「東南亞」

等講題。此外，每個月有一次「博物館講座」，特別介紹臺灣特有的自然人文環境。

中日戰爭開始之後，則有專門為傷病兵士製作的「前線將士慰問之夜」、「午間傷

病將士慰問時間」等節目。 

41

中日戰爭爆發後，為了加強對華南及東南亞的宣傳戰與電波戰，除了增設超

高功率的民雄台外，另在1942年10月1日特別成立「第二放送台」。第二台主要以

臺語及淺顯易懂的日語播放新聞節目。臺語新聞每天共分下午三、七、九時播出，

每次共半小時，此外還有晚間7:45-8:00十五分鐘的客語新聞。

當然整個廣播節目以日語播報為主，其實無形中也已

在執行「普及國語」的政策。 

42

 

除了新聞節目之

外，第二台另有語學講座、音樂、演藝及針對兒童學生而設的教學節目，和配合

戰時政策宣傳的「奉公時間」（參照表三）。若對照第一台的播放時間（參見表四），

則可知，第二台不論就全年或每日平均的播放時數均較第一台短少許多，因此，

儘管第二台中每天有將近一個半小時的臺語新聞節目，但相對於整體廣播時數而

言，仍是非常不足的。 

表三 1943年1月第二放送台節目表 

時段 節目 
                                                      
39
《年鑑》，1938年，頁267-8。 

40 類似中國之單口相聲的滑稽表演。 
41
《年鑑》，1938年，頁267。 

42
《放送史料集》，頁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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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00 日語、臺語新聞、節目預告、音樂 
15:30-16:00 日語、臺語新聞 
16:30-17:00 學校廣播（每周一、三、五） 
17:50-18:00 兒童廣播讀本（星期日停播）、音樂 
18:00-18:30 小國民時間 
18:30-18:59 皇民奉公時間（周一、三、五）；語學講座（周二、四、六）；演

藝、音樂 
18:59-19:00 報時 
19:00-19:15 客語新聞、音樂 
19:15-19:40 日語、臺語新聞 
19:40-20:00 青年時間、演講、演藝、音樂 
20:00-20:30 國（日）語普及講座（星期天停播）；演藝、音樂 
20:30-21:00 家庭時間、演藝、音樂、常識講話、廣播時局讀本、時事解說 
21:00-21:30 演藝、音樂 
21:30-22:00 日語、臺語新聞、音樂 

資料來源：《放送史料集》，頁96。 

 

表四 1942-1943年第一、二放送台播放時數表 

年分 第一放送台 第二放送台  
 全年時數 平均一天時數 全年時數 平均一天時數 
1942 4275時16分 11時45分 647時54分 3時45分 
1943 3716時32分 10時9分 1709時37分 4時40分 

資料來源：《放送史料集》，頁96-97；110-111。 

除了針對島內的節目之外，在海外廣播部分，還有配合南進政策而設計的北

京語、廣東語、廈門語、馬來語、安南語和英語新聞節目，以宣傳日本在南洋的

軍事活動。 

檢視了廣播節目的編製目標及其大略內容之後，我們要進一步問，放送協會

所提出的三項節目製作前提，是否有達到效果？要回答這個問題頗為複雜，因為

涉及到閱聽人的實質反應，而目前為止，我們所能掌握到的文字材料還無法回答

這個問題的深層意識層面。不過，從收聽戶數的成長、空間分布與職業類型的數

字分析，我們還是能約略看到節目製作與收聽戶之間的一些微妙關係。 

 



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 ．309． 

三、收音機市場的成長及其市場分析 

（一）收聽戶的成長及其社會階層的分析 

隨著廣播網逐漸形成，接收工具日益改善，臺灣的收聽戶數也逐年成長。由

表一可以看出，臺北廣播台開播之初，即有7888戶申請成為收聽戶，1929及1930

兩年成長極為緩慢，一是因為遇上經濟大恐慌，二則是因為1930年開始實施收費

制度，因而不但新申請者戶數銳減，甚至還出現6384戶大量停用戶，不過這些短

期因素並未阻止收聽戶申請加入的趨勢，尤其1935年及1940年臺中、民雄台相繼

成立，以及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這些內外因素都是刺激總收聽戶成長的重要原

因。到1943年時急速成長為100,315戶，戰爭結束前一年（1944）雖然收聽戶降為

99,246戶，但估計這個數字仍然佔了當時全體戶數中的10%左右。43

 

若對照總人口

數來計算，1938年時台灣每千人中擁有收音機的比例為8人，這個比例在亞洲地區

排名第4的地區，僅次於日本、巴勒斯坦和香港。（參見表六）這個數據雖然顯示

臺灣地區收音機的普及率在當時亞洲名列前矛，但若仔細區分其中族群擁有收音

機的比例時，我們就會發現殖民地所具有的畸形分布狀態。雖然臺人擁有收音機

的戶數由1928年時的1507戶快速成長至1943年的46268戶，但是每千人擁有收音機

的比例在1942年時卻只有7.69人，遠低於在臺日人的134.3人。如果對照表五的數

字來看，1938年時每千名臺人擁有收音機的比例更低，只有2.49人，而在臺日人的

比例卻已高達104.6人，遠較日本本國的57.5人還要高出一倍。族群擁有收音機比

例的懸殊對照，或可以反過來說明臺灣放送協會儘管在製訂節目方針時意識到臺

日人文化語言習俗的諸多差異，但顯然在節目的製定上仍然將重心放在在臺日人

的需求上，未能以節目吸引開發更多的臺人收聽市場。當然這個問題也還連繫到

人民的所得收入與購買力的問題，以及擁有收音機者的職業背景。 

表五 臺灣收聽戶數的變化（1928-1944） 

年分 臺灣收聽戶的變動 每千人擁有收音機比例 (0/00) 

 臺灣人 日本人 臺灣人% 日本人% 計 臺灣人 日本人 計 

                                                      
43 呂紹理，《水螺響起》，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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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1507 6357 19.16 80.84 7864 0.36 30.1 1.77 

1929 1944 7456 20.68 79.32 9400 0.45 33.7 2.07 

1930 969 6685 12.66 87.34 7654 0.22 28.8 1.64 

1931 1395 8982 13.44 86.56 10377 0.31 36.8 2.16 

1932 2555 11214 18.56 81.44 13769 0.55 45.2 2.79 

1933 3079 11917 20.53 79.47 14996 0.65 46.2 2.96 

1934 3616 13884 20.66 79.34 17500 0.74 52.4 3.37 

1935 4992 18032 21.68 78.32 23024 1.00 66.3 4.33 

1936 6477 23017 21.96 78.04 29494 1.27 81.3 5.41 

1937 12029 31522 27.62 72.38 43551 2.29 104.4 7.76 

1938 13453 32527 29.26 70.74 45980 2.49 104.6 8.00 

1939 16801 35494 32.13 67.87 52295 3.04 108.9 8.87 

1940 22374 39850 35.96 64.04 62224 3.94 114.2 10.24 

1941 38102 47668 44.42 55.58 85770 6.53 129.5 13.73 

1942 46086 52110 46.93 53.07 98196 7.69 134.3 10.42 

1943 46268 54047 46.12 53.88 100315    

1944 44050 55196 44.38 55.62 99246    

資料來源：《年鑑》歷年收聽戶數，人口資料見《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頁76-77。 

表六 1938年亞洲各國廣播設施概況 

國/地區名 局數 電力數（千瓦） 收聽戶數 每千人比例 世界排名 

日本 39 348.85 3,983,399 57.5 25 
巴勒斯坦 1 20 35,708 24.9 37 
香港 3 6.6 10,697 12.6 44 
臺灣 5 14 45,980 8  
馬來 5 3.35 12,163 3.8 58 
滿洲 15 135.52 112,771 3.1 61 
土耳其 4 165 46,244 2.9 64 
菲律賓 3 62 36,531 2.4 66 
伊拉克 4 1.1 10,000 2.2 68 
暹羅 4 25 29,564 1.8 70 
荷屬印度 44 20.165 70,984 1.2 72 
錫蘭 2 5.06 6,013 1.1 73 
英屬印度 20 109.9 64,480 0.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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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2 10.075 3,029 0.2 76 

資料來源：《年鑑》，1941年，頁343-9。臺灣部分為筆者根據表五自加。 

 

就收聽戶的職業背景而論，從表七可以看到公務員、業商者及銀行公司員工

和自由業四種職業一直是收音機用戶的最重要顧客來源，從1937-1943年間四者幾

乎都佔了總收聽戶的8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對於收音機的需求呈現不斷增強

的趨勢，1937-1943年間，其他三種職業者在總收聽戶的比例並沒有太大變動，反

是商人階層成長了6倍之多，反應戰爭期間百貨騰貴、物資管制的情況下，商人最

需要透過廣播節目了解戰況及殖民政府當局的措施，以及早因應。表七另一個值

得注意的數字是機關團體擁有收音機的情形，因為這些機構擁有收音機對於訊息

傳遞的效果會遠大於個人收聽戶。1936年小林躋造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之後，希

望藉著「部落振興運動」的組織推行此一政策，在選定的示範村落中即要求每一

村落都要配置收音機。44葉榮鐘亦言，由於農村收音機不普遍，殖民政府乃在各村

落廟宇寺院遍設農村集會所（兼作日語講習所），配置收音機。45楊基詮則回憶1945

年8月15日昭和日皇宣佈戰敗的消息，他是在所屬的機關內聽到此一消息的。46

 

 

 

 

 

 

表七 收聽戶的職業背景 
職業別 1943 1941 1939 1937 各業在該年比重% 

     1943 1941 1939 1937 

公務員 25089 18390 16869 7330 29.3 35.2 36.7 38.0 

商業 22017 10231 8653 3493 25.7 19.6 18.8 18.1 

銀行會社員 15660 10262 8909 3481 18.3 19.6 19.4 18.0 

                                                      
44 呂紹理，《水螺響起》，頁85。 
45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出版部，1993年)，頁567。 
46 楊基詮，《楊基詮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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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業 9530 5838 4929 1898 11.1 11.2 10.7 9.8 

農業 4606 1780 1391 633 5.4 3.4 3.0 3.3 

無業 1991 1713 1573  2.3 3.3 3.4 0.0 

事業團體 1838 901 788 447 2.1 1.7 1.7 2.3 

工業 1543 861 751 352 1.8 1.6 1.6 1.8 

官公署 1028 759 731 520 1.2 1.5 1.6 2.7 

其他 925 565 528 178 1.1 1.1 1.1 0.9 

學校 556 454 431 135 0.6 0.9 0.9 0.7 

礦業 487 201 138 65 0.6 0.4 0.3 0.3 

交通業 396 275 240 186 0.5 0.5 0.5 1.0 

學生 104 65 49 35 0.1 0.1 0.1 0.2 

計 85770 52295 45980 19292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年鑑》，1937-1943歷年有關臺灣部分統計而得。 

 
（二）收音機用戶的空間分布 

最後讓我們來考察收聽戶地理分布的狀態。從表八可知，不論就絕對數字或

者每百戶收音機擁有率的比例來看，臺北州一直是收音機用戶最集中的地區，大

約有40%的收聽戶集中在這裏。1933-1943年間，臺北州一直維持在每百戶有13戶

收音機的比例，居全臺之冠，但相對來說，臺北州用戶的成長卻也是其他四州最

慢的。1933年之後的十年間，新竹及臺中二州是用戶成長最快的兩個地區，臺中

州在十年間幾乎成長十倍，可以顯示1935年臺中台開播之後對於這個區域內收聽

戶市場的開發具有重要影響。 

 

 

表八 收音機用戶在不同地域的分布 
年分 1942 1937 1933 

種族別 總計 日本人 臺人 總計 日本人 臺人 總計 日本人 臺人 

臺北州 32303 22485 9818 16592 13907 2685 8867 7964 903 

臺北市 20609 16116 4493 10836 9723 1113 6536 6115 421 

基隆市 4024 2778 1246 2376 1979 397 1061 883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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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 508 308 200       

郡部 6162 2283 3879 3380 2205 1175 1270 966 304 

新竹州 8342 2600 5742 2933 1866 1067 1078 653 425 

新竹市 2160 1121 1039 978 706 272 385 239 146 

郡部 6182 1479 4703 1955 1160 795 693 414 279 

臺中州 16204 6769 9435 7604 4568 3036 1727 933 794 

臺中市 4467 2991 1476 2542 2071 471 551 402 149 

彰化市 1508 478 1030 532 320 212 124 74 50 
郡部 10229 3300 6929 4530 2177 2353 1052 457 595 

臺南州 15895 8169 7726 7780 5308 2472 3097 2224 873 
臺南市 4765 2932 1833 2398 1905 493 1105 922 183 
嘉義市 2491 1532 959 1179 951 228 467 377 90 

郡部 8639 3705 4934 4203 2452 1751 1525 925 600 
高雄州 11230 6814 4416 4796 3307 1489 1746 1239 507 

高雄市 5778 4178 1600 2212 1885 327 700 595 105 
屏東市 1460 980 480 740 592 178 300 215 85 

郡部 3992 1656 2336 1844 860 984 746 429 317 
花蓮港廳 1784 1160 624 697 611 86 319 293 26 
花蓮港市 995 712 283       

郡部 789 448 341       

臺東廳 696 430 266 366 313 53 109 92 17 
澎湖廳 316 241 75 152 130 21 53 53  

計 85770 47668 38102 40919 30010 10909 16996 13451 3545 

資料來源：由歷年《年鑑》中計算而得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收音機在城鄉間分布的狀況。過去大部分的說法均

認為收音機乃奢侈品，因此只有都市中的有錢有閒階級才買得起這種高級消費

品。47

                                                      
47 包括筆者在《水螺響起》中也如此推論，見《水螺響起》，頁172。 

不過，從表九中我們卻看到不一樣的現象，臺北州的用戶幾乎集中在臺北、

基隆二市，然而新竹、臺中二州的用戶卻明顯集中在「郡部」（即新竹市、臺中、

彰化之外的地區），表中可見新竹臺中二州用戶平均60%以上是在上述三個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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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這是因為此二州都市化較為平均，多人口二萬以下的中小型都市之故。48更

值得注意的是，臺人收音機用戶有更高的比例是分散在這些中小型都市之中，而

非大都市裏。臺中州內清水、大甲、沙鹿、豐原、東勢、鹿港、霧峰、草屯等地

其實居住著許多具有高消費能力的富戶，這可能是此州收音機分布較異於其他處

的原因之一。此外，誠如葉榮鐘等人所言，「都市耳目較淺，無人敢犯禁去收聽祖

國之電波」，49

 

分散在這些中小都市裏的臺人收聽戶可能在收聽大陸消息時比較不

危險，也是臺人收聽戶集中在鄉鎮而非大都市的另一個原因。 

表九 收音機在都市及鄉鎮中的比重 
年分 1942 1937 1933 

州廳別 總計 日本人 臺人 總計 日本人 臺人 總計 日本人 臺人 

臺北州 19 10 40 20 16 44 14 12 34 

新竹州 74 57 82 67 62 75 64 63 66 

臺中州 63 49 73 60 48 78 61 49 75 

臺南州 54 45 64 54 46 71 49 42 69 

高雄州 36 24 53 38 26 66 43 35 63 

花蓮港廳 44 39 55 0 0 0 0 0 0 
說明：表中數據為郡部總數除以州總數後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由歷年《年鑑》中有關臺灣部分計算而得。 

 

 

檢視收聽戶數成長的歷程，我們必須注意以下促成成長的諸多因素： 

首先是殖民政府對於廣播工具的政策及收聽戶的管理政策。日本本國對於廣

播這項傳播媒介，一開始即採取與英國相近的政策，即認定廣播為國家之稀有資

源，必須由國家統籌管理，因此無線電信法第一條即明定此項資源由國家管理與

                                                      
48 章英華，〈清末以來臺灣都市體系之變遷〉，收入李亦園、莊英章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年)，頁251-257；另參見《水螺響起》，頁105。 
49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年)，頁567。不過

同一條資料中，卻說當時廣播節目幾乎用臺語播放，似乎與前面許多記載不同，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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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50同時「放送用私設無線電話規則」更進一步規定廣播電台的設置，包括位

置、設備、播放頻道及波長範圍等均須受遞信省的許可。上述兩條法律不僅規範

電台的成立，也同時明定廣播收聽戶必須向電台繳交收聽費用。此二法不僅控制

了電台的成立與營運，同時也具有控制收聽戶的目的。51此一政策思維同時也表現

在臺灣成立廣播電台時總督府各官員的言論中，例如川村竹治總督認為廣播事業

可以達到「宛如一家人」的同化效果；總督府遞信部深川繁治表明廣播事業可以

將內地語和內地嗜好介紹給臺灣人，也讓日本人了解臺灣人的音樂和嗜好，「促進

內臺融合」。52總督府對於廣播事業所具有的政策效果往住也隨著政策的移轉而在

目標上有所變化，就在臺北首度成立廣播電台之後一年，日本已注意到歐美各國

利用國際合作方式開放時段，讓各國節目在彼此國家的電台中播放所具有的國際

宣傳效果，53其後總督府發現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在馬來西亞利用短波傳送訊息，因

此認為臺灣廣播事業應具有南進政策的效果，可以讓南洋地區的日本人接收到日

本本國節目。54

至於向收聽戶收取費用在收音機市場上的效果的問題，1928年臺北廣播電台

成立之初，為了吸引聽眾，一開始採取與國內完全不同的免收費政策，因此頭一

年收聽戶即快速增加至近萬戶，但是隔年開始收費之後，雖然有1940新申請者，

但因為實施收費制，反而原收聽戶中有高達7461戶申請停止使用。

 

55

                                                      
50 日本放送協會，《年鑑》，1932年，頁705-716；竹山昭子，〈放送〉，收入南博、社會心

理研究所著，《昭和文化》(東京：勁草書房，1987年)，頁321。 

這個趨勢並沒

有持續，1932年之後，收聽戶數就持續穩定地成長。不過，每年仍然有為數近四

千左右的收聽戶申請停用。我們並沒有資料顯示臺灣用戶停止使用的理由為何，

不過從日本方面的經驗來看，停用的理由多半與收訊不良、收音機價格太高和維

51 當然，以今日的角度觀之，做為具有服務公共目的的廣播事業，採取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可以避

免商業利益的目的而扭曲了廣播所具有的獨立自主的新聞原則，但在當時商業化力量還未茁壯的

環境下，此種政策卻更容易使廣播為政策服務。 
52 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頁297。 
53
〈海外於放送事業鳥瞰〉，日本放送協會，《年鑑》，1932年，頁537-554。 

54 日本放送協會，《年鑑》，1934年，頁425。 
55 日本放送協會，《年鑑》，1938，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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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費太貴等三種因素有關，56

另一個與收聽政策相關的問題是對於收聽戶的監視，這個問題在1937年中日

戰爭爆發後，逐漸成為對用戶造成重要影響，例如臺人士紳莊遂性、歐清石二位

的逮捕事件，理由即為二人偷聽大陸廣播節目，

這或許也是臺灣方面用戶停用的原因。 

57

影響收聽戶購買收音機的因素，包括了廣播節目是否能提供閱聽人各種訊

息，因此節目製作內容是否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實際上會反應在收聽戶數的成長

上。即使廣播事業往往具有濃厚的政治目的，但在節目組織型態上卻也不能不考

慮收聽戶的需要，否則即無法達到宣傳的效果。臺灣廣播電台開播以後，新聞節

目在播放時數中所佔的比例一直居於首位。臺灣電台新聞節目的來源除了自身編

輯製作之外，也同時與臺灣日日新報、臺中的臺灣新聞社和臺南的臺灣日報社等

三家報社合作，由報社提供新聞供電台播放。這些新聞消息隨著戰事吃緊，對於

民眾了解戰局就愈重要。戰爭末期新聞往往會播報當日可能會有的空襲事件，民

眾則可根據新聞進行防空準備。例如戰爭末期就讀臺北帝大農科的佳山良正就回

憶戰爭末期他每天早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收音機，一聽到「今晨敵（美）

方有數十架B24轟炸機和數十架戰鬥機由菲律賓起飛，已經過臺南，臺北方面將發

佈防空警報」的訊息，即立刻前往防空洞避難。

此一新聞的確對於臺人用戶的成

長具有一定程度的遏阻效果。不過，隨著戰爭日趨白熱，廣播節目中的新聞往往

提供民眾一手訊息，因而在日人規定範圍下使用收音機，仍然可以快速掌握訊息，

因而政治上的逮捕事件似乎對於收聽戶的長期發展而言，阻礙力量並不大。這個

議題也與下面議題有關。 

58吳新榮在其日記中也多次提及藉

收聽戰爭新聞以預防空襲。59

除此之外，廣播節目中經常會報導即時商情資訊，對於商人經商投資，掌握

戰爭空襲新聞的發布成為人們預防危險確保自身安全

的利器，這種需求自然會增加了人們對於擁有收音機的需求。 

                                                      
56 竹山昭子，〈放送〉，收入南博、社會心理研究所著，《昭和文化》(東京：勁草書房，1987年)，

頁326。 
57 陳逸松口述，吳君塋紀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頁294。 
58 佳山良正，《台北帝大生戰中日日》(東京：築地書館株式會社，1995年)，頁53。 
59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前篇》(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年)，頁13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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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情，其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何義麟的論文中曾提及他訪問臺南市一位老人，

老人即宣稱他經常聽廣播商情以決定股票買賣，60

第三則是廣播節目所使用之語言的問題。葉榮鐘原著的《臺灣民族運動史》

一書中提及殖民政府為利用廣播做為宣傳工具，因此當時廣播「幾乎全用臺語」。

這段回憶如果配合前述收聽戶職

業背景的調查即可發現，商人往往是公務員之外第二大購買收音機的用戶即可證

明。 

61楊

基詮在其回憶錄中還提及他曾經在1942年的神嘗祭中以臺語代為宣讀當時總督府

殖產局農務課松野課長的講辭，62而何義麟的研究似乎也傾向支持吳三連、蔡培火

及楊基詮的說法；63然而，專研臺灣電影與戲劇史的呂訴上則提出相反的說法，宣

稱廣播節目全為日語。64上述的問題必須考慮時期的問題，亦即1937年以前的廣播

節目應以日語為主，1937年之後，儘管皇民化運動開始推展，日語教育成為皇民

化的最重要指標，1937年甚至完全禁止平面媒體使用漢文；此後舉辦的州郡街庄

選舉還限制參選人必須「解國語」，且當選後在議會中的發言必須全採日語，65甚

至吳新榮在1938年以後的日記也完全使用日語。66

                                                      
60 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頁310。 

但是為了要加強對臺人的宣傳，

讓臺人了解殖民政府的政策，某些節目仍必須以臺語播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42

年臺北第二廣播台的成立，其主要目的就是以臺人為廣播對象，甚至還召聘臺語

廣播劇，呂訴上即在這種情況下為電台編了「宣戰佈告」的臺語廣播劇的節目。

不過，回憶資料中語言使用比例的情形呈現出歧異的面貌，然而從文獻材料來看，

則似乎並沒有全面使用臺語的現象。根據第二節引用《放送史料集》的資料顯示， 

1937年以後新聞性的臺語廣播節目即有增加的趨勢，到1942年以後的比重持續增

61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567。 
62 楊基詮，《楊基詮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150。 
63 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頁304-305。 
64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出版部，1961年)，頁157。 
65 近藤正己，《總力戰台灣：日本植民地崩壞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年)，頁233-241。 
66 吳新榮在1938年元旦的日記中還慎重其事地說明他此後開始用日語寫日記的理由「日本國的澎脹

意味著日本語的氾濫，我一個小小的古城塞，當然不可能防禦它的氾濫」。見吳新榮，《吳新榮

日記‧戰前》，頁59。當然，吳新榮戒慎恐懼的心態未必能代表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情況，例如

筆者目前正參與林獻堂日記的解讀工作，就閱讀所及，林獻堂的日記就沒有任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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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是絕對沒有《臺灣民族運動史》一書中所說全用臺語播音的情況，臺語節

目的比例在總放時數中儘管在1943-44年間增加了約一個小時，但在比重上仍然沒

有提升。第二台的節目中，儘管每天有將近一個半小時的臺語新聞節目，但是在

其他時段中，仍有許多宣傳日語的「國語普及」、「廣播國語讀本」等節目。因此，

前述回憶性的文字，很可能只是針對片斷時段臺語新聞節目而產生的殘存記憶。 

比較朝鮮與臺灣，廣播節目所使用的語言對於收聽戶數的成長其實具有重要

的意義。朝鮮在1940以後朝鮮人收聽戶數的絕對數字就已超過日本人，最主要的

原因之一是日本在朝鮮的廣播事業一開始即採取日語和朝鮮語雙軌並行的制度，

朝鮮語有獨立的第二廣播系統，儘管朝鮮語節目時數遠不如日語，但至少此一獨

立使用母語播放節目的型態，對於刺激朝鮮人購買收音機收聽節目應具有重要的

影響，67

（三）收音機的製造與傳銷管道 

反觀臺灣，從1928臺北廣播臺開播以來，一直到1942年才有第二廣播台專

門針對臺人開闢的節目，因此就絕對戶數的成長而言，臺灣在終戰之前遠低於朝

鮮，廣播節目中未能大量使用臺語以吸引收聽戶，應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收音機市場的擴展與其製造和行銷的能力有密切關係。臺灣在日治時期並無

自製收音機的記錄。儘管自製收音機並不需要太高的技術，所需材料如真空管、

銅線圈等材料也是日治時期由日本進口臺灣的大宗物品，但是臺灣正規的電學教

育起步甚晚，68

最早的進口品應是1925年始政三十周年試驗播放時引進東京電氣、東京無

線、日華無線、沖、安中等廠商的收音機，做為試驗播放時的收聽器。

一般人要接觸此類知識的管道也有限，即使私下自製也無法量產，

更不能保證收訊的品質。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後，製造收音機的原料因屬重要國

防物資而更受嚴格管制，在此情況下，即便戰爭時期市場需求愈來愈大，但要想

獲取材料自製的機會卻愈來愈小。因此日治時期收音機太半是由日本進口。 

69

                                                      
67 1941年時韓國人擁用收音機者為115,098台，在韓日本人則為106,795台，見《年鑑》，1942

年，頁340。 

由於日本

最初自製的收音機以礦石式為主，日本國內一台礦石式收音機的價格大約在20-30

68 臺北工業學校於1912年成立，至1923年時改制為臺北州立工業學校，改制的同一年才成立電氣

科，見http://www.ntut.edu.tw/prospectus/C106his.htm。 
69 濱田藏治，〈臺北放送局生誕〉，《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88期，昭和四年（1929）四月，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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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之間，真空管式收音機收訊品質雖較好，但初期價格極昂，每台價位在200-300

圓之間，即使一般中產階級的家庭也負擔不起。70正因如此，最初引進臺灣的收音

機均為礦石式，價格較為便宜，但收聽品質卻相當不良，大約只有在臺北方圓三

十公里內的住戶才容易收聽清楚。71臺北台開播初期，全臺灣共有5,665台收音機，

其中礦石式者即4,637台，佔了81.9%，其次則是收信功能較強的3至5管式收音機，

計有486台，多集中在中南部地區。721928年東京電氣公司研發成功交流式真空管

後，真空管式的收音機迅速成為市場中的主流，1930年時，日本東海道地區的礦

石收音機數量只佔用戶的27%，而真空管式則從1927年的24.1%躍升為66.5%。73當

時正在起步的松下電氣公司也迅速掌握這股趨勢，開始投入真空管式的收音機。74

不過，根據《臺灣鐵道》中的介紹可知，1935年時，牌的的收音機類型

眾多，價格則由低價位的17.5元到較高檔的52元均有，顯示此一品牌在不同階層中

均有需求，因此應為臺灣較為流行的收音機品牌。75

                                                      
70
《年鑑》，1931年，頁767-776。 

真空管式收音機也因日本開始

大量生產，價位開始下滑，再加上在臺日人相對需要更靈敏且高品質的收音機以

便能直接接收日本國內的短波訊息，因此礦石式收音機的市場迅速滑落。根據表

十可知，礦石收音機在1933年以後在市場上的數量就迅速下滑。1933年以後，市

71
〈臺灣於聽取者〉，《年鑑》，1931年，頁780。 

72 太田義臣，〈臺北放送局設置以後〉，《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88期，昭和四年（1929）四月，

頁30， 
73
《年鑑》，1931年，頁776。 

74 彭偉晏，《松下幸之助的傳奇一生》，臺北：漢湘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頁45。 
75
《臺灣鐵道》中列舉當時流行之收音機型號及價格 

型號 管數 廠牌 價格 
24B-12A-12B三管式 SG檢波三管式 43型(超小型) 17.50 
24B-12A-12B三管式 SG檢波三管式 43A型 18.50 
24B-47B-12B三管式 SG檢波－三管式 73A型 24.00 
24B-26B-12A-12B四管式 SG檢波四管式 64型 24.50 
24B-24B-47B-12B四管式 小型－四管 44A型 36.80 
24B-24B-2A5.80四管式 大型－四管 14型 52.00 
A 5管 扶桑－－ 73.00 
58-58-57-2A5-280 8吋 日本無線製 99.00  
大河平一郎，〈買方手引〉，《臺灣鐵道》，193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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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主要的機種是三管至四管的收音機，便宜機種20圓以內可以買到，較昂貴的

價位則在40圓以上。放送協會所推薦的收音機大概都在中等價位，似乎較能獲取

較大市場佔有率。20圓以下的收音機對還要加上每年12圓的收聽費用和維修費，

對於中下貧戶而言當然是負擔不起的價格，對於中等收入如一般職員或學校老師

而言，也是沈重的負擔，因此收音機在當時而言的確是上流社會的用品，這也是

販賣收音機的商店數量遠不及鐘錶店的原因之一。 

由表十還可以看出，5管以上所謂「超外差式」的收音機，由於能更靈敏地接

收微弱訊號，適用於接收超短波的頻道，但價格極為昂貴，少則70圓以上，最高

檔的價位可以到達178圓，非萬元富戶買不起。對照表十我們發現，1940年時，這

類高價位的機種臺人購買的數量卻超過日人，顯示臺灣收音機的市場購買力的兩

極化，即在高價位的收音機市場上，臺灣比起日本本國還強，不但收聽戶數比例

高，所使用的收音機在價位及性能上似乎也超過日本國內。 

 

表十 收音機的類別 
年分 1940 1939 1937* 1932 

 收聽戶 日人 臺人    

礦石 129 106 23 62 30 2892 

1-2管 95 84 11 248 20 362 

3管 10105 8855 1250 10824 3578 3916 

4管 31904 21577 10327 24732 12437 1213 

5管 17205 7929 9276 7499 2490 1618 

6管以上 2786 1221 1565 2615 737 453 

計 62224 39772 22452 45980 19292 7562 
*1937年之數字為當年新增之收聽戶數。 

資料來源：由歷年《年鑑》統計而得。 

 

收音機透過何種銷售管道發售？當時最具規模的經銷網當屬臺灣放送協會在

各地成立的「相談所」。如前所述，「相談所」的主要功能在於推銷收音機並且負

責維修的工作。臺灣放送協會從1932年起設立相談所之後，至1940年時已在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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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個城市設有相談所，對於開發推廣收音機具有重要貢獻，許多臺人，如吳新榮，

即在相談所的推銷下買了一台收音機。76

除了放送協會之外，當時較大城市裏有許多電器商也具有供應及維修收音機

的服務，日本一些當時著名的電器公司在臺北也設有分公司或經銷站，例如東京

芝浦、松下電器等公司。不過，由於市場仍然有限，這類電器商大體上以經販電

燈炮或其他電器零件為主，很少有專門販賣家電用品的專賣店。除了電器商外，

鐘錶店、唱片行，甚至書店也都有可能代銷收音機。例如戰後在臺灣家電業中具

有盛名的聲寶公司，其創辦人陳茂榜最初即在臺北市的「文明堂」書局當業務員，

由於書店看到收音機具有龐大的潛在市場，因而要求店員每推銷一台收音機或電

唱機，即有一圓的紅利，陳茂榜因銷售業績極佳，短短數年間即積蓄了一筆可觀

的資本做為他日後自創開業的創業資金。

 

77

表十一 各大城市電器商家數 

除了大城市可能較具市場發展性，一般

中小城市中由於缺乏商機，因此這類電器商的數量相對來說就非常少，表十一可

看出，除了臺北市有較多電器商之外，其他幾個大城市電器商的數量都沒有超過

十家。這也是放送協會相談所得以開發鄉鎮市場的機會。 

城市名 資料年分 電器商家數 
臺北市 1940 38 
新竹市 1941 4 
臺中市 1937 10 
彰化市 1936 5 
彰化市 1939 7 
臺南市 1938 2 
高雄市 1939 10 
花蓮港廳 1932 1 

資料來源：由附錄二統計而得。 

四、結論 

「收音機會是我們能夠想像的最美妙的公共傳播體系,巨量的頻道….可

                                                      
76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前》，頁71。 
77 不著撰人，《臺灣大企業家奮鬥史》上冊(臺北：新境出版公司，1983年)，頁342-358。 



．32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 

以讓聽眾不再只是收聽，而且也讓他們能夠說話，不再只是孤立聽眾，

而是串連聽眾」 

Bertolt Brecht, 193078

對照上述歐美在廣播工業在初始階段時對於此項產業的期待，我們會發現，

從1928年臺灣開始有廣播電台之後，人們對這個新興的傳播媒介的認識與理解就

一直停留在單向傳遞訊息的功能的層次，而且整個廣播產業，從電波持有分配、

節目製作到收音機製造的生產層面與消費市場的面向，大體上都處於政治力強力

干涉的環境。 

 

日治時期廣播電臺的設置與收聽戶的增加，臺灣與西方國家之間最大的差異

點在於廣播事業一直以官營獨佔事業為主，因此收音機市場的成長具有明顯的政

治意涵。英國與美國收音機戶數的成長是利用商業與娛樂市場的需要刺激收音機

潛在市場，因此表現在其節目結構上就是娛樂節目所佔比重極大。79臺灣則相反，

收音機市場在日治時期初期的成長主要依賴在臺日本人為主，因此收音機具有雙

重意涵，一是日人接收母國的訊息，二是藉廣播達成同化目的。80

相對於廣播這項新型的傳播媒體而言，1920年代主導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臺

灣文化協會的人士，似乎更著意於報紙這種平面媒體。我們目前還無法掌握足夠

資料更進一步理解文協成員對於此項新工具的看法。林獻堂在收音機及廣播起飛

的年代到歐美遊歷一年，雖然他在船上的旅程中不斷藉由電報得知當時國內外局

勢，

1937年中日戰爭

爆發後，對於戰爭時局快速掌握的需求刺激了收音機戶數的快速增加，而為了達

到宣傳政策的效果，節目中臺語節目比重開始增加，才更進一步刺激了臺人收聽

戶的成長。 

81

                                                      
78 Bertolt Brecht, “Radio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 talk of the function of radio’，轉引自馮建三，

〈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收入馮建三，《廣電資本運動的政

治經濟學》(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叢刊5，1995)，頁123。 

但在歐美大陸的旅途中他並未觀察到此項物品的存在。其他文協成員在後來

79 程宗明，〈臺灣戰後廣播工業的控制與依附〉，頁325。 
80 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頁297。 
81 林獻堂從1927年月至1928年月日遊歷歐美大陸，並將其遊覽經歷寫成《環球遊記》一書，在《臺

灣民報》中連續刊載，後收入《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第二冊。在《環球遊記》中可見林獻堂對於

歐美都市中最常描述的就是其政治制度，對於各國生活樣態，他最注意博物館及公園，幾乎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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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中似乎並未特別注意廣播對於文化宣傳的作用。1930年代以降，以林獻堂、

蔡培火為主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在傳播事業中最重要的轉變是將《臺灣新民報》

改為日刊，而在聯盟宣傳活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蔡培火則組織「美臺團」到處播

放電影以為宣傳「美麗臺灣」，但未知他是否有意利用廣播或者挑戰日本壟斷媒介

的意圖。不過，以當時環境來看，即使自治聯盟成員意識到廣播具有宣傳上的重

大功用，他們恐怕也無法實現這種心願，因為光是要將臺灣民報轉型為日刊新聞，

自治聯盟成員和總督府之間就已對峙許久。最後在1937年仍然難逃合併和停用漢

文的命運。廣電事業乃一技術與資本雙重密集的產業，所需者不僅資金，更要技

術，以轉型後的臺灣新民報來說，印刷機還要大阪每日新聞幫助才得運轉，更複

雜的技術支援，如果殖民政府態度上不許可，恐怕自治聯盟要獲取自立電台的機

會也是十分渺茫。何況在日本國內連放送協會之外都不能有其他廣播站的情況

下，臺人要想擁有自己的電台恐怕是不可能的。蔡培火後來會選擇成立美臺團到

處播放電影，恐怕也是看準廣播電台造價極昂貴，又是固定資產，不能靈活調整，

更會受到總督府嚴格監視干擾，才有的選擇吧？82

1945年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整個廣播事業與收音機製造產業的型

態，大體上延續到1960年代之後才有所轉變。1960年代之前，比較大的變化是電

台數量快速擴張，然而電波的使用仍然深受政治力的控制。程宗明觀察戰後

1947-1961年間臺灣收音機的產業，點出此一產業的發展受限於對中共電子戰的防

堵與戒嚴體制，因而使得整個廣播產業，從電波持有與分配、廣播電台數呈顯密

集的現象，甚至較歐美各國的廣播電台數還高，其目的乃在藉由廣設廣播站的方

式防堵中共電波的侵擾，同時強化了以廣播控制言論與思想的戒嚴目標。

 

83

                                                                                                                                                 
一個城市，就會描述他參觀博物館及公園的過程，但是卻沒有看到他對於當時歐美正在風起雲湧

的新傳播媒介－廣播有任何記述。見《環球遊記》，收入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林獻

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0輯），1974年，頁

277-464。 

1961年

之後，臺灣在國際經濟分工體系中，扮演了提供廉價勞力的裝配生產線功能，日

82 吳三連，蔡培火，《臺灣民族運動史》，頁559-564。 
83 程宗明，〈臺灣戰後廣播工業的控制與依附研究（1947-1961）：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

機產業〉，《傳播論文選集1997》(臺北：中華傳播學會，1997年)，頁31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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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國此一時期電子產業正面臨轉型階段，國內工資逐漸高漲，因而必須將較花

勞工成本的裝配工作轉移到臺灣，而其中美國又以臺灣為基地，對抗大量輸美的

日本家電產品。臺灣在1961-1970年代曾經是收音機外銷的全盛時期，收音機甚至

是開啟臺灣成為電子產業大國的第一項打開世界市場的產品。進入這個收音機大

量生產的時代之後，原本從廣播到收聽工具一體化的控制體制也就開始逐漸鬆

動，然而進一步的解體，卻要隨著政治解嚴之後，才有另一番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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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灣放送協會人事組織(1941) 
 

職名 姓名 原職 
理事長 泊武治 總督府交通局總長 
常務理事 深川繁治 前交通局遞信部部長 
理事 佐佐波外七 專賣局鹽腦課長 
理事 島田昌勢 總督府文教局長 
理事 河村徹 臺灣日日新報社取締役社長 
理事 有田勉三郎 株式會社華南銀行副總理 
理事 郭廷俊 總督府評議會員、臺北總商會會長、

林本源柏記產業株式會社取締役 
庶務課長 八代豐吉  
人事係長 佐佐木茂雄  
文書係長 八代豐吉  
監查係長 八代豐吉  
總務部長 小正文  
事業係長 佐佐木茂雄  
經理係長 鹽澤憲一  
加入係長 原堅一  
料金係長 川本留男  
技術係長 篠原耀夫  
企畫係長 小正文  
周知係長 安西照實  
放送部長 林二郎  
編成係長 中村信義  
業務係長 林二郎  
海外放送係長 立石成孚  
臺南支部長   內藤二郎                          
業務係長 谷永太郎  
技術係長 平野義壽  
臺中支部長   入佐藤次郎                         
業務係長 峰岸繁  
技術係長 入佐藤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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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930-40年代臺灣各主要城市電器商 
台北市1940 
販賣項目 商別 地址 商會名 負責人 開業年 

電氣器具及收音

機雜品 

AB 北門町 合資會社永淵商會 岩谷美豬  

收音機,蓄音機及

其附屬品 

B 御成町 南國收音機商會 黃加生  

收音機 ,受信機 ,

錄音機 ,蓄音機 ,

發聲機 

A 京町 日本－蓄音機株

式會社臺北支店 

重松孫市  

收音機 A 建成町 日星收音機商會 陳兩亭  

電氣器具 MAB 太平町 臺北電氣商會 四宮良平  

電氣器具 A 太平町 松下製品配給株式會社 四宮良平  

電氣器具 AB 大和町 鈴木電氣商店 鈴木秀吉  

電氣器具 AB 表町 南工商會 森方男  

電氣器具 AB 表町 電氣商會 馬場總土  

電氣器具 AB 褔住町 日本電氣株式會社 白石誠一  

電氣器具 AB 京町 石田商店 石田倭吉  

電氣器具 AB 日新町 春光電氣商會 鄭達鄉  

電氣器具 AB 榮町 中山電氣卸部 中山市太郎  

電氣器具 AB 榮町 小林商店電氣部 小林本太郎  

電氣器具 AB 新起町 尾島電氣工業株式會社 德田壽吉  

電氣器具 AB 京町 株式會社山本武號台北

營業所 

山本武信  

電氣器具 B 太平町 金龍電氣商會 薛水土  

錄音機 AB 蓬萊町 三榮唱片合資會社 詹蛉  

錄音機 B 本町 大石蓄音機店 大石次郎  

錄音機  榮町 太平錄音機 專賣所 八橋米治郎  

錄音機  榮町 合資會社野元美正堂 野元義隆  

錄音機  榮町 日蓄商會 柏野以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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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機 AB 太平町 合資會社陳英芳商行 林燦榮  

錄音機 B 東門町 快聲堂 洪順通  

錄音機 AB 建成町 南海商行 洪阿標  

錄音機 AB 建成町 東正堂蓄音器店 陳茂榜  

錄音機 A 京町 株式會社桑田商店 桑田剛助  

錄音機 B 太平町 商會 林傑  

錄音機 A 京町 臺灣販賣株

式會社營業所 

  

錄音機 B 新富町 太陽蓄音機店 洪巴  

錄音機 A 永樂町 大一商會 呂王平  

錄音機 B 新起町 調音社 賴阿發  

錄音機 A 永樂町 東亞唱片商會 陳秋霖  

錄音機 B 兒玉町 末廣蓄音器商會 黃武  

錄音機 B 太平町 美樂唱片公司 黃建潘  

錄音機 B 太平町 和興商行 梁林氏秀  

錄音機 B 太平町 樂器店 李克俊  

錄音機 AB 太平町 商會   

新竹市1941 
販賣項目 商別 地址 商會名 負責人 開業年 

收音機 B 東門町 新竹收音機相談所 安部寅治  

收音機 B 東門町 田中無線電器商會 田中仁平  

收音機 B 表町 興亞商會 陳萬  

收音機 B 東門町 協彰商會 吳結  

臺中市1937 
販賣項目 商別 地址 商會名 負責人 開業年 

收音機 B 綠川町 千代時計店 千代仙之助 1911/11 

收音機 B 大正町 柳谷收音機商會 柳谷信一  

收音機 B 榮町 川上收音機商店 川上兼市 1935/1 

收音機 B 大正町 佐藤收音機店 佐藤友治 1934/6 

收音機 B 大正町 杉時計店 杉元一 1921/10 

收音機 B 寶町 富士商會 何瑞麟 1934/12 

收音機 B 櫻町 益成商店 何金英 1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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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 B 錦町 收音機相談所 前平未作 1934/12 

收音機 B 錦町 三鶴收音機店 莊雲騰 1935/7 

收音機 B 榮町 東洋無線電氣商會 林進德 1935/8 

彰化市1936 
販賣項目 商別 地址 商會名 負責人 開業年 

收音機,蓄音器 B 東門町 新光舍 施能爽 1932/9 

收音機 ,蓄音器 ,

燈管，電池 

B 北門町 張連興 張樹 1917/11 

收音機 ,蓄音器 ,

燈管，電池 

B 南門町 大洋商事社 陳宏基 1935/10 

收音機 B 南門町 復源商會 王火炎 1935/12 

收音機 b 市子尾  施順仕 1921/1 

彰化市1939 
販賣項目 商別 地址 商會名 負責人 開業年 

收音機  B 北門町 復源收音機商會 王火炎  

收音機  B 北門町 鞠州收音機商會 郭修溶  

收音機  B 北門町 仁聲商店 張連  

收音機  B 北門町 林長興商店 林煌爐  

電氣器具 販 東門町 彰化電氣商會 鄭舜臣  

電氣器具  北門町  張樹  

電氣器具  北門外 瑞豐電氣部 柯瑞九  

臺南市1938 
販賣項目 商別 地址 商會名 負責人 開業年 

時計,眼鏡,蓄音器,
收音機 

AB 本町 時敏齋祖舖 鄭老得  

收音機 B 大正町 西島收音機店 西島藤次郎  

高雄市1939 
販賣項目 商別 地址 商會名 負責人 開業年 

樂器 ,收音機 ,蓄音

器 

B 鹽埕町 岡崎時計店蓄音器部 小松春俊  

電氣機械器具 ,收
音機,鐵砲火藥,酒,
煙草 

B 壽町 中村商會 中村秀 1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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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 B 新濱町 中山收音機部 泉良衛 1933/10 

電氣機械,收音機 AB 堀江町 共榮工業社 邱徐德 1938/1 

收音機,時計 B 堀江町 三和時計收音機商店 邱鳳昌 1937/11 

收音機電氣瓦斯

 

B 堀江町 山田商會 橋本政一 1928/11 

收音機電話買賣 B 堀江町 岩田電氣商會 岩田力 1932/5 

收音機 ,電氣 ,蓄音

器 

ABM 鹽埕町 臺南電機工作所 五味 1931/11 

收音機 B 入船町 放送局高雄相談所 山口豐太郎 1931/5 

收音機,電氣器具 B 榮町 岡本電氣商會 岡本保作 1935/8 

花蓮港1932 
販賣項目 商別 地址 商會名 負責人 開業年 

錄音機,蓄音器  黑金通 小出博文堂 小出博司  

說明：A為批發商，B為零售商；M為製造商 

資料來源：臺北市役所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1940年；新竹市役所編，《新竹

市商工人名錄》，1941年；臺中市役所編，《臺中市商工人名錄》，1937年；彰化市

役所編，《彰化市商工案內》，1936年；彰化市役所編，《彰化市商工人名錄》，1939
年；臺南市役所編，《臺南市商工人名錄》，1938年；高雄市役所編，《高雄市商工

人名錄》，1939年；花蓮港廳役所編，《花蓮港廳商工人名錄》，1932年。 

 
 
附錄三 1940年收音機批發及零售售價表 
種別 感度階級 使用真空管 級別 批發價 零售價 

3管 強電 57 1 27.2 33.4 

12A 2 24.8 30.5 

12F    

4管 弱電 57 1 33.2 40.8 

56 2 30.1 37 

12A    

12F    

4管－ 
受信機 

微電 58 1 47 57.8 

57 2 42.6 52.3 

47B    

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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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受信機 微電 58 1 65.1 80 

57 2 58.9 72.4 

47B    

12F    

4管電池式受信機 微電 32 1 38.2 46.9 

30 2 34.7 42.6 

30    

33    

5管 微電 58 1 45.7 56.1 

57 2 41.4 50.9 

56    

12A    

12F    

5管受信機 極微電 58 1 92.9 114.2 

58 2 84 103.3 

57    

2A5    

80    

5管－－。 
小型受信機 

極微電 2A7 1 75.1 92.3 

 58 2 67.9 83.5 

 57    

 47B    

 12F    

5管－。 
受信機 

微電 12Y-V1 1 80.6 99.1 

12Y-V1 2 72.9 89.6 

12Y-R1    

12Z-P1    

24Z-K2    

5管電池式－。－

。受信機 
極微電 167 1 61.9 76.1 

1A6 2 56 68.8 

16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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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6管交直兩用式 
受信機 

微電 32 1 59.7 73.4 

30 2 54 66.4 

56    

30    

33    

12F    

6管用－－。

受信機 
極微電 58  145.5 178.9 

58  

2A7  

2A6  

2A6  

80  

放送局型受信機11 中電 57  28.1 34.5 

47B  

12F  
放送局型受信機122號 弱電 12Y-R1  38 46.7 

12Z-P1  

24Z-K2  
放送局型受信機123號 微電 12Y-V1  51.2 62.9 

12Y-R1  

12Z-P1  

24Z-K2  
說明： 

1.以上價格為昭和十六年(1941)四月二十四日公布之價格。 

2. 1、2級的分類標準  

1級品牌 2級製造者 
－ 日本－蓄音器株式會社 

－ 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 

 日本精器株式會社 

 大洋無線電機株式會社 

 電機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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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歐無線電氣株式會社 

 山中電機株式會社 

－ 石川無線電機株式會社 

－ 青電社 

－ 白山電池合名會社 

 原口無線電機株式會社 

 松下無線株式會社 

－ 早川金屬工業株式會社 

 大阪無線株式會社 

－ －電機株式會社 

 二葉電機株式會社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物價調整課編，《臺灣價格關係法規類集》，上，昭

和十七年(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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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Broadcasting Enterprise and Radio Market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1928-1945 

Lu, Shao-li 

In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a fruitful result on the theme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broadcasting enterpris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ill use the 

newly published documents to explore more thoroughly contour about the 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TBA in abbreviation), including thei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personnel character. The listener and radio receiver are the other tw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annot be deviated from the broadcasting enterprise. Our first major 

finding is that the Japanese proper an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like, at the very beginning, 

recognized that the radio waves were scarce resources and should be monopolized by 

government. This monopolization characters were also reflect on the program fabrication. In 

order to fit the official propaganda, assimilation was the main theme in the program. The 

restriction on using the Taiwanese language also obstructs the opportunity for Taiwanese to 

intimate this modern instrument. The ever-extending high price on radio receivers led the 

market to be urban-merchant bias, especially in Northern Taiwan. Focusing on the Taiwanese 

audience, the radio market polarized between the most par and the highest price, which also 

hedge about developing the of radio market through commercialization and gave chance for 

the TBA to monopolize the countryside marke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he 

poss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adio waves, the construction of broadcasting enterprise, and 

even on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n the radio receiver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ppropriated every facet of the broadcasting resources. The state-monopolization was, by and 

larg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 broadcasting history in its initial stage. 

 

Keywords: History of broadcasting、Broadcasting enterprise、Radio receiver、Taiwan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History of Taiwan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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