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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45年 
臺灣地方信用組合的金流動向： 
以高雄中洲、興業信用組合為例∗ 

  郭婷玉∗∗ 

摘 要 

  本文利用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所藏「三信檔案」，透過分析其前身高雄中

洲信用組合（1917-1926）、興業信用組合（1926-1945）事例，探究 1910 年代至

1945 年以信用組合為中心的地方金融網絡運作實態。 

  全文首先陳述兩信用組合的金融定位。接著，以 1937 年中日開戰為分界，透

過存款、放款金額及利率變化、對銀行借款等金融指標，釐清信用組合在 1913 年

法制化前後，本身的金流運作網絡如何建立，以及對基層金融網絡建構的影響。

其後，觀察 1937 年中日開戰使地方社會逐步進入戰時體制後，信用組合的前述金

融指標有何變化、為何變化，從而闡明其在戰時經濟下所發揮之功能，以及因而

衍生的財務機能質變。 

  經由上述實例分析，本文解明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地方信用組合在基層金融網

絡建構過程中的多面性。信用組合在最初是被設計以代替資金不足的銀行而支應

小額借款需求的基層金融組織，其後透過吸收地方社會游資、以法人身分向銀行

借款等方式，成為小農工商業者發展產業的借款管道。進入戰時後，信用組合原

有的吸收游資功能獲得強化，亦被賦予消化國債、配合金融動員政策等任務，而

和地方社會一同被編入總力戰支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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