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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理念與派別之爭： 

日治時期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經營始末 

連克、曾耀鋒 

摘 要
 

1920 年成立的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乃日治時期本社設於臺灣最重要

之產物保險公司，也是少數由五大家族、各地富商所共同設立的公司。過去關於

大成火災的研究，在經濟史方面，多是從公司股東成員之異動，例如臺、日人間

的持股比例變化切入，認為此乃臺人資本從屬於日人資本之過程；在家族史方面，

則是將大成火災海上視為家族經營、投資的一部分，但並未詳細探討公司內部的

經營與人事。 

有別於過往的研究，本文利用長期擔任公司董事會重要職務，例如林獻堂、

益子逞輔等人的相關紀錄，探討自創設以後大成火災內部不斷出現之經營爭執與

人事糾紛。本文認為從大成火災的例子中，可以看出日治時期標榜日、臺合作理

想的合資公司，其實存在著理想和現實的隔閡與落差，文獻所呈現的人際網絡、

公司經營，與重要董事成員的自身感受，說明了日治時期的臺人資本並非單純能

以日資的從屬、對立視之，反而是在與日人資本的合作中存在競爭，且不斷地努

力調整己身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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