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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需產業與邊區政策:

臺拓在東臺灣穆民事業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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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以來， I 日 本化采臺J 政策一直是討論 日 本通民治理采臺灣的主要論述 。 然

而，昭和 12年 ( 1 937)以後，因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本島人(臺灣

漢人)移民事業，卻顯現戰時東臺灣移民政策產生重大轉向。臺拓之所以一反過去

移入日本內地人移民的殖民方針，轉而著力於本島人移民，理由有二。一是日治初

期以來日本人官學移民事業成效不彰，導致內地化采臺計畫的破滅;二是戰時東部

棉花和手麻等軍需產業開發與南洋擴張之需。

臺拓在東臺灣的移氏事業，是采臺灣移氏史上規模最大的本島人移民。在臺拓

的引導之下， 1930 年代 中 葉以降不但該地出現本島人移 民潮 ， 也是本島人再度向 南

洋移民的試金石。

由日治時期束臺灣移民政策規劃與執行的演變，充分展現帝國中央殖民想像和

地方殖民治理之間的落差與距離。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沒有殖民經驗的日

本帝國中央，基於母國人移氏符合母國政治利益的殖民想像，始終主張日本人農業

移民。臺灣總督府的角色別具有執行母國意志和殖民治理性的雙重性。總督府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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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必須服膺帝國意志，展開日本化采臺計畫，但是由於成效不理想，基於臺;弩統

治政績之考量，逐漸調整做法，中日戰爭之後史實質放棄該計畫。戰時臺拓為了東

部軍需產業開發所進行的本島人準官營移民事業，即是總督府授意之下的具體展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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