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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府、地方開發與臺人資本： 
以人力輕便鐵道業為分析對象（1903-1928） 

  陳家豪 

摘 要 

  目前為止，臺灣經濟史研究者普遍強調戰前臺人資本積累過程「自主性」的

一面，所謂「殖民者／被殖民者•臺資／日資」二元對立框架，在先行研究隱約

可見。戰前臺人資本積累過程如何與日本殖民政府展開「連結」，則未被正式、全

面性地檢討，可以說留下了進一步研究的空間。是故，本文擬以作為特許行業的

人力輕便鐵道為例，分析戰前臺人資本如何以地方官廳為媒介，取得這項交通工

具的經營權，並掌握地方重要物產運輸、展開資本積累。 

  透過本文討論可知，日本殖民政府之所以仰賴臺人資本來發展人力輕便鐵道

業，乃因日俄戰爭以前日人資本家尚無力前來臺灣。正由於人力輕便鐵道業被設

定為特許行業，臺人資本在該業的積累過程可說是以日本殖民政府連結為前提展

開。為了勸誘臺人資本經營人力輕便鐵道，臺灣總督府暨各地方官廳不僅無償提

供企業設立所需的軌條、土地及相關資材，且協助臺人人力輕便鐵道業者打擊對

其造成威脅的傳統交通工具、允許其訂定超出合理水準的運費，並放任他們忽視

設備養護、安全性維持及壓榨「後押人夫」。臺人人力輕便鐵道業者於是得以在

此過程中，創造高額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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