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後初期, 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全面性的經濟管制, 其手段包括: 民營企業公營化、

獨占與聯合壟斷、 價格控制等。

1 文獻檢討

有關於台灣戰後初期經濟的文獻很少, 連溝口敏行的專著, 《台灣 · 朝鮮經濟の成長》,
也未討論此一時期的經濟狀況。 日本大藏省所出版的 《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關する歷

史的調查》, 則收集不少此時期的統計資料。

2 貿易管制

1946–48年間, 台灣的砂糖絕大部分銷往上海。 國民政府極力壓低砂糖的銷售價格。 價

格一受到管制, 台糖的銷售收入也大受影響。 表1列出台灣出口至大陸的糖、 煤及總出

口之物價指數。

表 1: 台灣對大陸出口金額

1946 1947 1948

糖 100 392 436
煤 100 455 4,736

物價指數 100 463 2,871

說明: 金額單位為台幣百萬元。

根據台糖公司本身的估計, 干預政策使台糖在1947–49年間, 「損失達新臺幣一億

四千餘萬元」。 事實上, 國民政府的管制政策是戰後初期台灣惡性物價膨脹的主要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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