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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經濟體制下東部水產業的統制整合 
──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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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九三○年代末葉，為了解決東臺灣地區長期以來的水產業問題以及戰時 

    經濟體制下開發臺灣東部漁業資源的需要，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因而成立。因 

    此，有別於過去東部水產會社以各港為單位成立的小資本會社，這個新會社資 

    本額不但達一百萬元，而且一方面超越地方利益，橫向聯結基隆港、蘇澳港、 

    花蓮港、新港等四港漁業資源，另一方面則縱向整合漁獲物的生產、加工製造 

    ，以及販賣輸出，採取垂直整合的經營策略。 

        其次，在臺灣總督府協助與勸導之下，東臺灣水產會社的資本來源主要來 

    自日本水產株式會社，而成為日本內地大會社的子會社，經營權則由該會社與 

    在地的日系資本家所操控。由東臺灣水產會社的事業內容與發展軌跡可見，該 

    會社性質一方面具有民間會社私有資本、追求利潤最大的傾向，另一方面業務 

    的發展則完全配合日本殖民地政府政策，因此性質介於民間會社與國策會社之 

    間，應視為準國策會社。 

        最後，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立，也體現了一九三○年末葉之後，基於戰時 

    統制經濟與達到擴大生產力的目的，殖民地政府引進日資大企業成立整合型的 

    大會社，以獨佔東部水產資源。另一方面，殖民地時代東部水產業的近代化， 

    事實上遲至戰爭時期，在殖民地政府的操弄下，依賴日系內地大企業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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