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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臺灣人英屬北婆羅洲移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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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 1917 年與 1938 年日本人兩次將臺灣人移送英屬北婆羅洲（今馬來

西亞沙巴）的歷史事件。研究發現招募臺灣人的動機，最主要是為了因應華工招

募不足的困境，以提供日本農園急需的人力而採取的臨時性措施。換言之，臺灣

人被視為華工的替代品。不過，1917 年的人力輸出，基本上是單純的勞力供給；

而臺灣拓殖株式會社在 1938 年提出的移民計畫中，臺灣人已經不只是單純的勞動

力，背後還有臺灣總督府為使其定居的經費補助。這或許便是臺拓計畫中所提及

臺灣人日本化的成果：可賦予臺灣人更大的任務，去面對人口占居多數的斗湖華

人。從臺灣總督府南進的歷程來看，臺灣人可說是伴隨著總督府南進，且在這股

南進風潮與政策中，也扮演了一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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