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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戰爭時期，日本為了維持糧食正常供應，在臺灣、朝鮮所形成

的特殊體制，也欲比較兩地的補給任務，糧食生產、配給系統，及其運作結果。 

在中日戰爭前，日本對糧食供應深具信心，主要是擁有朝鮮與臺灣兩個重要

的米倉。原本朝鮮的支援地位最重要，但 1939 年的一場旱災，使朝鮮米穀生產腰

折，打亂了日本的戰爭糧食佈局。戰事瞬息萬變，日本不得不隨時調整糧食政策，

包括南洋的支援、雜糧的增產及農村的動員等。此外，日本動輒整編或新設糧食

機構，戰爭末期，曾大刀闊斧地整合內地及臺灣、朝鮮三地的農村社會，以方便

糧食動員。臺灣農村社會組織整併於臺灣農業會之下，由其負責生產及收購；另

由企業會社組成的食糧營團執行配給，形成雙元的生產收購與配給制度。朝鮮則

由營團統攬生產收購及配給，為一元化的設計。上述不同的設計與兩個總督府在

殖民地的統治經驗有關。運作結果，臺灣的生產較朝鮮穩定，收購配給也較為井

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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