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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桑原伊十郎等8名，臺灣部份則為藍高川、蘇雲英、李南、張達、李仲義、等與糖業

有關的地方富豪。34在同一年阿猴街也成立了由日人山下秀實所成立的三業銀行，地方

仕紳蘇雲英以及藍高川也參與其中35，並決議與臺灣興業銀行合併，改名為臺灣商工銀

行，是第一銀行的前身，成為繼彰化銀行之後，第二間擁有臺灣在地資本的銀行。臺灣

商工成立之後同年11月即在打狗設立辦事處，一年後總營業額為三百六十九萬圓36。大

正元年（1912年）臺灣商工銀行與臺灣儲蓄銀行的合併正式生效，臨時總會在臺北鐵道

旅館召開，37總行改設置在臺北，而結束短暫屏東設置總行的時間。大正末期到昭和初

期（1920年代），臺灣商工銀行遷至臺北後，留在屏東的僅剩地區性分行，真正地方上

的金融需求還是必須仰賴地區性的信用合作社。

產業獎勵與日本資本的引入

殖民政府也對漁業等各式產業進行獎勵與調查，積極推動各種獎勵措施以吸引日本

資本投資，強化殖民地的經濟收益。東港魚場的豐富產量獲得相當的重視。在明治38

年（1907年）即估算東港漁獲年產值7萬圓以上，並提供地方漁業組合5千5百圓的補助

金，38並從日本引入現代機動漁船。39隨著殖民政府日益穩固，獎助項目也日趨多元，

包括在畜產方面，成立畜產獎勵會，鼓勵特別是牛隻的畜牧活動，40也包括鵝等其他類

型的畜牧活動。41鳳梨的栽種則是結合來自日本的農企業，製成罐頭銷往日本。麻等纖

維作物則在恆春地區逐漸普及起來，雖然與今日相較規模並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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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高屏產的柑橘也銷往日

本，獲得消費者的好評。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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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許多農、漁業領域的日本企業在各種政策獎勵下紛往屏東投資。瓊麻在

1901年引入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後，大正2年（1913年），阿猴廳直隸的阿里港熱帶纖

維苗圃購入機具成立恆春麻廠，是恆春地區瓊麻產業的濫觴44。大正元年（1912年），

松方五郎等日本商人在東京成立以瓊麻製繩為主要業務的臺灣纖維會社，臺灣的分公

司地點即選在阿猴街。除由於恆春地方有大量鯨魚出沒，也吸引了日本捕鯨業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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