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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之恥」到「發展最速的產業」： 

再思日治時期臺灣的科學林業與工業化 ∗ 

  洪廣冀 ∗∗ 

摘 要 

日治時期，臺灣有七成以上的土地屬於林野，林業在臺灣產業上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然而，至 1930 年代前，林業表現並不出色，殖民林業學者甚至稱之為「臺

灣之恥」。不過，當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後，林業卻一反疲態，躍升為臺灣工業化研

究者所說的「發展最速的產業」。本文旨在回答如此急遽地轉型是如何可能。本文

的分析顯示，殖民林業家之所以會把 1920 年代的臺灣林業視為「臺灣之恥」，理

由在於，日治初期以來，總督府林業部門一直努力打造一套能合理、有效率地經

營臺灣闊葉林的體系，卻一直收到反效果，甚至是引火自焚。1925 年，林業部門

決定改弦更張，推動以科學林業為基調的森林計畫事業，希望透過高強度的伐木

與造林，以達到臺灣闊葉林的法正化。即便如此，由於林業部門錯估國際木材市

場的波動，讓此耗費 11 年的計畫險以失敗告終。所幸，進入戰時體制後，在木材

統制及軍部對闊葉材的高昂需求下，該計畫有了轉機。成立於昭和 16 年（1941）

的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即是此轉機的產物。不過，即便總督府在南邦成立之際予其

種種便利，期待可一舉達成闊葉林業的垂直整合，一方面為軍部提供量多質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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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材，另方面完成臺灣闊葉林的法正化（即所謂的「保育」），經營初期的南邦

卻因此蒙受極大損失。一直要到昭和 18 年（1943），當南邦逐步轉化為以在臺日

本與臺灣業者為主體的本土會社，放棄不可行的垂直整合之法，轉而仰賴本島業

者為中心的闊葉材生產網絡，林業部門構思的「保育」與開發的兩全之道方能實

現。要之，本文嘗試同時打開殖民科學及資本主義此兩大黑箱，由此解開殖民統

治、近代科學、工業化及環境變遷間錯綜複雜的關聯，從而對臺灣環境史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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