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旨包括1.園藝改良：主要是果樹──尤其是柑橘類的改良。2.蔬菜栽培：包括栽種方

法、施肥以及新品種的採用。在恆春地區還推廣馬鈴薯的栽種。3.米作改良。4.牛畜改

良：包括乳牛的推廣、新品種耕牛以及工作牛（牛車用牛）的推廣。5.養豬改良：南部

新豬種的移入，最早出現在美濃，繁殖成功後共將美濃豬四千八百頭推廣到屏東各地。

5.苗圃經營。29由於農會是由政府所控制，負責人多是由政府所指派的日本人，臺灣人

扮演非常邊緣的角色。漁業也有類似的組織，水產會法規定州廳層級成立水產會，大正

13年（1924年）成立高雄州水產會，統籌整個高屏地區的水產事業。

農會與水產會由於資源較雄厚且由官方直接掌控，因此得以開辦較多的新業務。與

農會密切相關的組織是農業倉庫的設置。為了提升米的輸出品質，總督府推動農會設立

農業倉庫，1920年頒布「獎勵補助農會設置農業倉庫計畫」，其中於大正11年（1922

年）由高雄州設立的潮州農業倉庫是臺灣最早的農業倉庫，時間甚至略早於總督府頒布

「農業倉庫法」與「農業倉庫法施行細則」，到了殖民後期屏東境內設有四座農業倉

庫，在米穀的流通、儲存與貿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30

農會與基層產業組合的分立一直要到昭和18年（1943年）總督府頒布「臺灣農業

會令」，強制統合了農會與產業組合，才形成貫穿到基層、三級制的的農業會。在漁業

方面，昭和19年（1944年）總督府頒布水產團體法，將地區性市街庄的漁業組合以及

郡層級的漁業協同組合合併為漁業會，成為一元化的體制。漁業除了產業組織外，昭和

17年（1942年）日本政府頒布臺灣水產統制令，將臺灣的漁業生產強制併入「南日本

漁業統治株式會社」，總督府也成立「臺灣水產配給統治株式會社」以掌管臺灣水產配

給。然而由於已屆日治末期，這些組織一元化的行動沒有發揮太大的實質影響，但為戰

後的發展奠立初步基礎。

臺灣商工銀行的成立

日治時期屏東的金融發展可分為銀行與信用組合兩個部分。銀行方面最重要的無

疑是第一銀行前身，於阿猴街所成立的臺灣商工銀行。日本殖民統治展開之後，隨著臺

灣製糖株式會社將生產重心以及總公司轉移到阿猴，加上新式蔗糖的勃興，地方商人也

開始醞釀成立金融組織。31明治42年（1909年）12月11日，正式成立阿猴銀行，資本

金共計一百萬圓，初期實到資本二十五萬圓，其中發起人為日本人（內地人）四名，臺

灣人（本島人）十名32，並於明治43年（1910年）1月12日確定成立33。到了同年的3月

29日，阿猴銀行決定合併臺灣儲蓄銀行，將名稱正式訂為臺灣興業銀行。發起人為日本

29〈阿猴農會事業〉，《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911），3月24日。
30 劉翠溶，〈日本後期臺灣合作農倉功能試探〉，《臺灣史研究》，第七卷第一期，頁135-173。
31〈阿猴の銀行問題〉，《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1909），06月20日。
32〈阿猴銀行設立決定〉，《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1909），12月11日。
33〈阿猴銀行成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910），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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