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埔的臺灣鳳梨栽培株式會社老埤工廠。96

其他經濟作物的發展

整體而言，日治時代臺灣農業以米作與甘蔗為主，經濟作物以香蕉與鳳梨為主，

其他作物的栽種面積並不大。根據日治時代末期1936年到1945年的資料，全臺四種主

要作物—稻米、甘蔗、甘藷以及茶葉的耕地面積就佔了75.24%的耕地面積，熱帶栽培

業中僅有香蕉佔耕地面積1.5%，鳳梨佔0.72%，以及柑橘佔0.43%。97然而雖然耕地面

積不大，但在政策支持以及農業試驗機構的努力下，日治時代可以看到屏東地區包括咖

啡98、檸檬99、黃麻100、柑橘101、菸草102、棉花103、哈密瓜104、木瓜105、可可106等作物栽

種的紀錄，在當時都建立一定的規模。以咖啡為例，高雄州是栽培大宗，而屏東地區在

鹽埔與高樹都有生產咖啡的農場。107高雄州配發被稱為屏東第一名果的木瓜的種苗以鼓

勵栽種108。柑橘、檸檬的栽培都達到數千株，而菸草也在恆春地區以及九如地區相當盛

行，也有日本移民移入現今九如鄉地區隘寮溪整治所產生的新生大建立移民村專職種植

菸草，命名為日出村。109瓊麻等纖維作物則在恆春地區逐漸普及起來，雖然與之後相較

規模並不大，但就當時而言已屬相當規模。高屏的蔬菜、蕃茄有銷往滿洲國以及韓國的

紀錄，110高屏產的柑橘也銷往日本，獲得消費者的好評。111同時地方政府積極舉辦產品

的各式品評會，以此方式促銷並提升品質。

第三節   漁牧業的發展

漁業發展

日治時期屏東的漁業主要集中在小琉球與東港地區。小琉球是臺灣少數以漁業為主

的社區，從事漁業歷史甚至比清代作為商港的東港還要早。112小琉球漁民在1920年以前

僅使用漁筏（竹排）。1896年日本政府的水產調查提供了清代臺灣漁業工具的紀錄。根

96 高淑媛，《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本時期臺灣鳳梨罐頭產業為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97 宋世孝，<臺灣之農場經營>，<臺灣銀行季刊>8:1 （1946）。
98 〈屏東郡で、コーヒー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7月5日。
99 〈屏東郡計畫試栽檸檬〉，《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7月7日。
100〈高雄州下黃麻發育良好〉，《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8月4日。
101〈潮州蜜柑の手回り盛ん〉，《臺灣日日新報》，昭和6年（1931），11月27日。
102〈菸草耕作組合創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8年（1933），5月4日。
103〈高雄州下試植棉花設置試作園〉，《臺灣日日新報》，昭和8年（1933），5月9日。
104〈屏東の新名物　メロン試作〉，《臺灣日日新報》，昭和8年（1933），6月10日。
105〈屏東名果木瓜〉，《臺灣日日新報》，昭和8年（1934），12月20日。
106〈臺 南部に適する　チョコレートの栽培〉，《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6月8日。
107 台灣總督府殖產物農務課，《咖啡》，（臺北市 : 熱帶產業調查會, 昭和10[1935]）。
108〈屏東市の特產　木瓜の增產を計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6月8日。
109〈煙草移民は村日出村と命名〉，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7月5日。
110〈高雄州蔬菜進出滿鮮〉，《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10月28日。
111〈高雄產椪柑東京で好評を博す〉，《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1934），11月13日。
112 本段小琉球漁業發展的介紹來自李宗信，〈小琉球的社會與經濟變遷〉，（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4）。

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