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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的大陆赴台劳工

陈小 冲

内容提要 日据时期
,

大批大陆劳工赴 台
。

与 清代 以前不 同
,

他们是在台湾刻 让
、

两

岸关 系发生剧 变的历 史背景下渡 台的
。

时这些被称作在台
“

华侨
”

的大陆 劳工
,

日本技民

者依据台湾岛内政治
、

经济局势
,

陆续出台一 系列政策予以 约束
、

管理
。

赴 台大陆劳工大

多来自阂
、

粤
、

浙等省
,

从事底层劳力之役
,

饱受 日本技民当局及资本家的压迫和榨取
。

为

维护 自身权益
,

他们也组织劳工 团体 以互助 自救
,

并为 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
。

关 健 词 大陆劳工 中华会馆 移民 工会

年 马关条约 》的签订
,

标志着台湾开始沦为 日本的殖民地
,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

关系亦由此发生重大的变化
。

首先
,

台湾成为 日本帝国的所谓
“

领土
” ,

祖国大陆变成所谓
“

外国
”

其次
,

台湾人在《马关条约 》签订两年后转为
‘

旧 本臣民
” ,

而大陆民众则沦为所谓

的
“

外国人
” ,

并且是不能拥有与其它国家公民平等权利的
“

支那人
” 。

于是
,

作为
“

外国人
”

的
“

支那人
”

不能随意出人台湾
,

大陆人民数百年来的渡台移民史
,

就这样被人为地切断

了
。

然而
,

台湾人原本就是大陆移民及其后裔
,

两岸人民间有割不断的亲情和阻不断的往

来
,

况且随着台湾岛内经济的发展
,

在历史上逐渐形成对大陆劳动力资源的依赖 件如茶

工
。

因此
,

要完全断绝大陆民众赴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

尽管日本殖民者采取种种限制

措施
,

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大陆民众陆续到台湾工作
、

探亲和从事其他各类活动
,

其中又以

劳工占赴台者的绝大多数
。

由于两岸关系的新变化
,

这些赴台者被 日人称为
“

华侨
” ,

从而

在台湾地方史上呈现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移民群体
。

一
、

日本殖民者对大陆劳工赴台政策之变化

如所周知
,

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伊始
,

台湾人民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斗争
,

在这些

武装斗争中
,

大陆民众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

史料表明
,

不少抗 日武装集团获得来自大陆

的枪枝
、

弹药乃至资金的支持
,

同时也有相当数量来自大陆的有生力量加人了台湾人民抗

日斗争的行列 ①。

由此之故
,

台湾总督府认为大陆赴台人员是造成台湾社会不安定的一

个重要因素
,

要求限制大陆人员赴台
,

年 月 日颁布实施《浦国人台湾上陆条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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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清国人只能在蓦隆
、

淡水
、

安平
、

打狗等四个港口上岸
。

登岸时须携带官方证明书
,

并写明籍贯
、

姓名
、

职业
、

年龄和渡航目的
。

禁止劳工及无固定职业者上陆
,

以维护地方安宁秩序②
。

前面我们提到过
,

大陆赴台者之绝大多数为劳工
,

而台湾社会所孺最殷者亦为劳工
,

尤其是近代台湾茶叶生产
、

贸易发达之后迫切需要大 大陆茶工
,

因而 日本殖民者的该项

禁令给台湾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

卯 年制茶季节来临的时候
,

居然没有一名大陆

茶工前来
。

执台湾制茶业之牛耳的大稻埋茶商纷纷要求日人改变政策
,

他们在陈情书中

称
“

本岛制茶职工依赖中国人以应其需要
,

禁止彼等渡台
,

不仅事关本岛茶业的兴衰
,

而

且对茶叶贸易将产生重大影响
,

制茶工为有一技之能者
,

不应与普通茶工同等视之
。 ’,

③英

美领事馆亦就此提出交涉
。

迫于压力同时也出于维持殖民统治初期尚未稳固的经济局

势
,

台湾总督府不得不修改其政策
,

于 年 月 日颁布 清人茶工券规则 》
,

其中规

定茶工入台须持有茶工券
,

茶工券有效期为一年
。

为防范茶工券买卖情形的发生
,

设置台

帐详记申请者的相片
、

住所
、

姓名
、

年龄及许可证号码
,

交付驻厦门领事馆审核之用
,

登陆

后由台湾官方再次核对
。

普通劳工渡台则仍在禁止之列
。

儿玉
、

后藤时期
,

台湾殖民地体制基本确立 殖民地经济渐具规模
,

尤其是台湾事业公

债法施行后
,

岛内基础设施建设次第展开
,

替如港 口
、

铁路
、

房屋建设
、

土地调查等
。

岛内

劳动力资源顿时紧张
,

工人工资呈上涨趋势
。

曾有部分日人主张从日本内地移民台湾
,

但

事实表明 日本人对台湾气候的适应性很差
,

吃苦耐劳方面 比之大陆劳工更是相形见细
。

显然
,

原有对大陆劳工的严厉限制措施已不合时宜
,

年 月 日颁布《清国劳动者取

缔规则
,

其宗旨即采行契约移民的方式引人大陆劳工
,

而不仅限于茶工
。

赴台劳工首先

应与华工承包商订立契约
,

承包商则向官府交纳保证金
,

向劳工发放证明书以供随时检查

之需
,

并且在劳工病难时提供赞助
,

对被认定有碍治安的劳工有负贵送返中国大陆的义

务④
。

但是
,

契约移民方式下的劳工输人实行效果却很差
,

一方面承包商无法有效行使监督

之责
,

另方面费用高昂使得他们几乎无利可图
。

如 如 年输人一名劳工
,

在厦门收取的

费用为三元八十钱 而登陆后须向政府交纳二元
,

所余一元八十钱
,

扣除雇请苦力头
、

劳动

病难救济金及其它费用
,

所剩不多
。

以至于承包商从一开头的 家到 以抖 年 月骤减

至 家
。

《台湾 日日新报 为此慨叹
“

近来一名劳工都未能输人 原因是利益毕竟太少

了
。 ” ⑤

剑抖 年 月 日
,

台湾总督府颁布实施《中国劳工取缔规则 》
,

其特点是
,

劳工不分种

类可依同一规则申请赴台
,

来台者只要持有证明书
,

即可 自由前往各地
,

新增加的内容还

有取消多位承包商共同从事劳工输人事业
,

而由一家特许机构统管其事
。

对身体不健康
,

禁止在台居住或身份不明者不许渡台
。

特许经营大陆劳工物人业务的企业
,

最初为南美移民大陆殖民会社兼营
,

继而由新设

之台华殖民合资会社专酋
,

该公司后改称南国公司
。

南国公司总部设于台北
,

厦门
、

福州

设立专店
,

基隆
、

淡水
、

台南
、

汕头
、

东京 越南北部 设出张所
,

同时在各地雇用买办与申请

者接洽
,

并办理相关手续
。

·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南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到 年面临了困境
, “

七七事变
”

后
,

台湾人作为汉 民族
,

他们

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

已引起 日本人的关注
,

而在台工作的大陆劳工是交战国公民
,

他们的动向则更使 日本殖民者感到担优
。

出于所谓
“

维持治安
” 、“

防范间谍
”

的考虑
,

总督

府强化了对大陆劳工赴台的控制
。

战时在台大陆劳工许多都依照 国民政府的指令撤离
,

输台劳工业务几近停顿
。

这就使得以此为主业 的南国公司陷入经营窘境
。

于是
,

由一家

具备官方背景的
“

国策会社
”

来接手此事便成为总督府的优先选择
。

年 月
,

台湾拓

殖株式会社正式承办大陆劳工赴台事宜
。

从此
,

大陆劳工输台事务纳人殖民当局 的直接

监督之下
。

这一时期输台劳工限制条件逐渐强化
,

每年大陆劳工赴台限一万人
,

当局在认为必要

时可予增减
,

拓殖会社须交纳一万元保证金
,

并且必须执行当局的相关命令
。

赴台劳工须

按指定 日期
、

指定船只在指定之地点登陆
,

台湾拓殖会社人员上船验证劳工渡航证明书
。

然后接受官方调查
,

换发上陆许可书
,

劳工在台期间应随身携带
。

返 回大陆时
,

向由台拓

人员审查其滞台期间有无违法情形
,

交付归返证明书方可成行
。

尽管当时属战争时期
,

台湾企业对大陆劳工的需求依然存在
,

如金瓜石矿 山在

年 月曾申请招人 《 旧 名大陆劳工
。

此外
,

日本 ’斗 之会社
、

台湾电力会社
、

台湾工业协

会等都提出类似请求
。

但根据统计
,

自台湾拓殖会社接办之后
,

直至 年中
, “

没有一

名劳工从对岸中国渡台
” ⑥

。

究其原因
,

大致在于大陆沿海居民本身饱受战乱侵扰
,

无意

外出务工
,

加上国民政府严厉封锁措施并限制民众与敌方来往
,

劳工亦无法外出
。

故日人

称
,

只要这种
“

异常状况继续存在
,

大陆劳工便无望渡台
。 ” ⑦

日据时期的赴台劳工
,

除了在申请渡台
、

办理相关手续
、

在台滞留等等各方面都受到

严格审查和限制之外
,

其在台务工期间的待遇也是很低的
。

在身份上
,

他们被视为外侨中

的
“

华侨
” ,

却无法享有其他国家侨民所拥有的权益
。

外侨不必纳入保甲体系
,

大陆劳工却

必须受其约束
。

在刑罚上也受到不人道的答刑待遇
,

而其他外侨则免受
。

经济待遇上
,

其

工资比之 日本人低自不必说
,

较之台湾本岛人亦低 多
,

并且不得在台拥有土地所有

权
,

不得设立单独的株式会社
,

等等⑧
。

所以台湾学者称
“

台湾总督府如此不友善的待

遇
,

使华侨在台成为三等国民
。 ’,

⑨

二
、

大陆赴台劳工结构分析

台湾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开发建设起来的地区
,

其社会人 口构成中
,

祖籍福建
、

广东

者占绝大多数
。

据 年的统计
,

全台汉人 中祖籍福建者 占
,

祖籍广东省者 占
,

其它省籍仅占
,

它基本上反映了 日据前台湾移民历史的发展状况。 。

日据时期大陆赴台劳工籍贯与此前相 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

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历史

上的移民行为在台湾处于殖民地社会下的一种特殊的延续
。

侧抖 一 年赴台劳工以来

源地划分之统计情形见表
。

显然
,

来 自福建的劳工占了绝对的优势
,

一般在总数的 以上
。

紧随其后的是广

东
、

浙江
。

但是
,

年后
,

浙江劳工异军突起
,

超过广东而 占居次席
,

江西劳工数亦急剧

增加
,

这是台湾移民史上从未有过的事
。

不过
,

仔细分析后发现其原因是当时基隆煤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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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以抖 一 臾抖 年赴台劳工乡贯别统计

单位 人

省 籍 卿年 年 】卿年 卿年 州年

福建省 礴刃 肠 柳 肠

广东省 脚 卯 溉
浙江省 加 火刃,

江西省 男 一’

心 一

其 他 砂

合 计 脚 哪

资料来源 井出季和太 从民族活动着台海与南中
国

,

《东洋》〔台海特辑号
,

东京
,

昭和 年版
,

页 伪
。

表 以抖 年大陆劳工出入台清人橄

单位 人

年 份 渡台数 返回数 差 额 滞留数

臾抖年前 一 一 洲

以抖 叭 △ 汉

叨 , 印

卯

田

兑

兜 刀

仍

兑

肠 △ 刀 仍

△ 的 刀

伪

刃

△返回数大于渡台数之差
。

资料来源 井出季和太
,

上揭文
,

页 佣 一 伪
。

金瓜石金矿大量招收矿工所致
,

应属偶发

现象
。

在福建省内以闽候
、

惠安为主
,

其次

为长乐
、

安澳
、

晋江
、

仙游
、

莆田等 广东省

内以潮阳为主
,

其次为饶平
、

大埔
、

梅蕉岭
、

澄海等 浙江省则以瑞安
、

平阳为主
,

其次

为永燕
、

玉环等
。

从职业分布情况看
,

制茶

工几乎全部是泉州人
,

人力车夫原为漳州
、

泉州人
,

后兴化人 莆田
、

仙游 占六成以

上
,

鞋匠以律泉人居多
,

而福州人占据了大

部分厨师
、

理发及制贩豆腐的职位
,

此外
,

来自福州地区木材工人也不少
,

但后来又

让位于浙江温州人
,

裁缝工多为福建人
、

杂

役夫为福州
、

温州
、

江西人
,

渔夫为汕头泉
州人

,

而编织工则是这些劳工家属充任
。

以往大陆移民赴台主要港 口为厦门
、

蜡江
、

汕头
、

闽江 口
,

其中厦门为最主要 口

岸
,

登陆口岸除安平
、

鹿港
、

淡水外
,

沿岸还

有许多大小港湾可供私渡登岸
。

日据时期

两岸往来航路趋于集中化
,

出发港有厦门
、

福州
、

汕头
,

到达港有淡水
、

基隆
、

台南
、

高

雄
,

值得注意的是
,

从福州出发的劳工在

年代中期超过了厦门
,

相对应的 自基隆

登岸者占了 左右
,

而从台南上岸者几

乎没有
,

这跟清代及其以前的情况发生了

相当大的变化
。

仅以 ”年为例
,

以出港

地分
,

厦门 人
,

占 福州

人
,

占 汕头 人
,

占
。

以登陆

地分
,

淡水 贸月 人
,

占 墓隆 人
,

占 高雄 人
,

占
,

台南为

零。 。

从大陆劳工在台分布状况来看
,

绝

大部分在台北州
,

其次为台南
、

高雄
。

年大陆劳工在台北州占
,

台 南 州

占 巧
,

高雄州占
,

台中州占
,

花莲厅占
,

新竹州占
,

台东

厅占
,

澎湖厅占 巧 。 。

这种分布状况与台掩近代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北移是相

一致的
,

毕竟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需求较大
,

就业机会较多
。

大陆劳工赴台在不同时期人数有不同的变化
,

呈现为波动曲线形态
。

历年大陆劳工

赴台情形见表

从表中资料结合松尾弘等提供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劳工赴台有三次高峰
,

第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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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 年
,

第二次是 年
,

第三次是 年 而明显的渡台低潮有两次
,

一为

年
,

一为 年后基本上停止
。

离台返乡也有两次显著的变动期
,

分别是 年和

年。
。

至于影响大陆劳工赴台人数起伏的因素
,

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

日本殖民当局政策
。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
,

台湾总督府针对大陆劳工赴台先后制

定
、

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

总的精神是严格审查赴台人员
,

限制赴台人数
。

因此
,

大陆劳

工赴台一直只能以低水平的程度缓慢增长
。

显然
,

台湾的殖民地地位
,

使得数百年来大陆

人民移居台湾的正常发展被打断
,

此后台湾汉族人 口的增长中
,

外来人口影响力便大为减

弱
。

其二
,

两岸关系
。

台湾作为 日本殖民地
,

两岸关系不能不受到中 日关系大环境的制

约
,

大陆劳工赴台同样如此
。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
,

年
“

七七事变
”

攀发后
,

中日两国

成为交战国
,

在台湾的大陆劳工该年离台返乡数创下了 日据时期最高纪录
,

达 万余人
,

而渡台劳工数则在第二年降为零
。

其三
,

台湾经济景气状况
。

相关研究表明
, 一 年间台湾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

达 左右。 ,

工厂职工数从 人增至 人 年
,

台湾本地中小企业也获

得发展
。

对劳动力的播求在经济景气上升时期愈是显得急迫
,

而大陆劳工在一定程度上

正可补其不足
,

但在景气回落时
,

则对大陆劳工又产生一种
“

挤出
”

效应
。

比如在 日据初期

百业待兴
,

劳工赴台自受其制约 其余如战后衰退期
,

日本关东大地展余波殃及台湾等等
,

都使大陆劳工进出台湾人数发生一定的变化
。

第四
,

劳工原乡社会经济状况
。

经典移民理论告诉我们
,

影响移民行为的主要因素有

两个方面
,

除了移民目的地对移民吸引力 即拉力 外
,

另一个就是移民原住地对移民的推

动力 即推力
、

此种推拉之合力最终导致移民行为的发生
。

清末至民国期间的东南沿海

地区
,

除少数通商口岸外
,

广大农村地区地少人稠
,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

据调查
,

民国期

间
,

福建全省就有 个县为米签兼食区
,

个县为甘薯主食区
,

人民生活困苦
。

农业生产
工具及技术亦与明清时期相类似

,

工业近代化程度更是极其有限
。

再加上地方土豪劣

绅的盘剥及混乱动荡的政局
,

劳工纷纷离乡外出
。

他们的目的地除南洋各国外
,

地理相

近
、

文化相同
、

乡亲众多的台湾便成为重要的选择之一
。

三
、

在台大陆劳工 团体及其反 日斗争

大批大陆劳工渡台后
,

自身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
,

日本殖民者又采取歧视性的
“

差

别待遇
”

政策
,

不许他们兴办学校接受教育
,

若有违规之处
,

更是押解出境
,

而当时的中国

政府却无力保护他们
。

因此
,

本世纪初开始
,

一些在台大陆劳工陆续成立团体以图互助 自

救
。

最初的劳工团体大致不脱封建时代会馆的案臼
,

如三山警杜
、

广东台北公会等等
,

即

以祖籍为分野
、

乡情为脐带
,

基本上属于一种互助组织。 。

不分组籍而以近代社团形式设

立的团体
,

当萌芽于 卯 年台南的
“

清人组合
” ,

而至 年成立的华侨俱乐部初具雏

形
。

年 月 日创立的中华会馆
,

则标志着全岛性的在台大陆人 所谓
“

在台华
侨

”

团体的正式诞生
,

参与者中又以在台劳工占绝大多数
,

约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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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
,

台湾民族运动逐步发展起来
,

尤其是 年台湾文化协会及 年

台湾民众党成立后
,

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普遍觉醒
,

反抗 日本殖民者经济剥削和台湾总督

府专制政治统治的斗争在全岛各地次第展开
。

在台大陆劳工与台湾本地工人阶级一样
,

身受 日本资本
、

本地民族资本的双重压迫
,

处境艰难
,

倍受歧视
。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

他们

也积极行动起来
,

自 年起
,

成立 了各行业工会组织
,

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的潮流当

中
。

因此
,

日据时期在台大陆劳工团体
,

基本上有两条纵向的组织脉络
,

一为中华会馆及

下属各地分馆
,

一为各地大陆劳工成立的工会组织
,

其大致情形可列表如下

衰 在台大陆劳工团体一览衰

中华会馆系列 创立年份 会员数 工会团体系列 创立年份 会员数

高雄支部 叱拼 台北华侨洋服工友会 叨 奶
台中支部 蛇 台北华侨线面工友会

埔里支部 台北华侨木工工会

基隆支部 枷 台北华鞋工友会 奶
台南会馆 兑 台北华侨捅业商工联合会 渐

台南会馆白河支部 台北华侨细木工友会 刃

北港支部 印 台北华侨汉服工友会 巧

台中支部斗六分馆

兰阳支部 姗 台北华侨锡悄工友会 叨
屏东支部 台北华侨料理店员工会 兑

嘉义支部 兑 期 荃隆华侨木造物同志会 卿 印

花莲支部 仪〕 弃义华侨洋服工友会 刃

苗粟支部 高雄华侨料理里饮食 四

旗山支部 店员会

括号内年份数字为不同资料提示之不同说法
,

存之以待查证
。

资料来源 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 台湾
,

再寸寸书房
,

卯 年版
,

页 一 。

向山宽夫 日本统治下之台湾民族运动
,

中央经济研究所
,

年版
,

页 抖
。

许雪姬 台湾中华总会馆成立前的
“

台湾华侨
” ,

, 一 ,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期
。

需要说明的是
,

表中仅仅是列举了 一 年间部分在台大陆劳工团体的情况
,

据 年末统计
,

在台大陆劳工工会组织有 个
,

会员 卯 名
。

此外
,

年 月

日成立的台北华侨总工会
,

有台北锡悄工友会
、

台北木工会等十个工会参加
,

委员长为台

北中华会馆的高铭鸿
,

它标志着会馆
、

工会两个系统大陆劳工的互融和团结
,

从而增强了

自身的力量
。

有关中华会馆已有吴文星
、

许雪姬等台掩学者进行详尽的研究
,

本文则就工

会方面的活动情况略作探讨
。

据 一 年的调查
,

在台大陆劳工团体有木工 个
,

人 裁缝工 个
,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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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工 个
,

人 面类 个
,

人 店员 个
,

人 杂工 个
,

人 其他 个
,

人
。

值得注意的是
,

大陆劳工工会组织大多受台湾民众党的指导
,

而与文化协会的关系则十分

淡薄
,

如 年民众党系大陆劳工团体有 个
,

而文化协会旗下却没有一个。 。

年

台北华侨总工会成立时
,

就有民众党干部钟麟
、

黄周
、

郭发
、

张晴川
、

林谢乌番
、

杨江海
、

陈

木荣
、

卢丙丁等出席道贺。 。

台湾民众党在它的政策中也明确提出要求台湾总督府撤废

包括
“

支那劳动者取缔规则
” 、 “

南国公司许可制
”

等歧视大陆劳工的
“

恶法
”公 。

此种情形

的出现
,

与民众党建党思想中
“

应 以农工群众为解放运动之主力
”

这一指导原则密切关

联
,

党的领导人蒋渭水就曾表示
“

民众党今 日能被社会肯定
,

被官宪重视的原因
,

在于民

众党背后有工友总联盟三十三团体及一万数千名劳动者
。

党不能轻视劳动运动
,

且对劳

动运动之指导已明示在党的政策中
。 ”。这与文化协会将工作重心侧重于农民运动有很大

的不同
,

所以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大部被纳人民众党魔下是很 自然的事
。

大陆劳工团体在工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由于规模和力量的限制 相对于台湾本地工

人来说
,

要弱小得多
。

年发生的 件劳动争议中
,

参加者 巧 人
,

其中大陆劳工仅

人 年 件劳动争议 人参加
,

大陆劳工有 麟 人 年比例为 仪幻对
,

年为 巧 对 年为 对 。 。

显然
,

大陆劳工在台湾工人运动中只起次要

的作用
。

但大陆劳工运动的意义仍不容忽视
。

首先
,

它是作为
“

外国人
”

的大陆劳工奋起

反抗 日本殖民统治者压迫和资本家剥削的斗争
,

是大陆民众参予
、

支援台湾民族运动的重

要内容
,

具有民族反抗的积极意义 其次
,

在工人运动中
,

大陆劳工与台湾工人团结一致
,

共同抗争
,

使 日本殖民者不能不意识到二者同为汉 民族的民族性
,

并为此感到担忧和警

觉
。

如 年 月 日发生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力车夫与大陆人力车夫共同罢工事件即

是一例
。

当时台北市有台湾人力车夫 人
,

大陆车夫 人
,

他们共同计划脱离当局

强制车夫们参加的所谓车夫组合而 自主组织工会
,

遭到警察的禁止
,

正逢 日人开通台北市

内巴士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
,

故以此为导火线举行罢工
,

但立即被镇压
,

有 人被捕
,

台湾民众党指导了这次罢工
。

年 月
,

台北木工工友会在民众党领导人蒋渭水的直

接指导下
,

向资方提出提高工资
、

缩短劳动时间等 项要求
,

遭到拒绝
。

为此工会发出罢

工指令
,

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台北华侨木工工友会起而响应
,

参加罢工
,

引起当时殖民当局

的展惊
。

除拘留民众党干部外
,

总督府将台北华侨木工工友会 人拘捕
,

并以煽动罢工为

由把郑纪样等 名大陆劳工遣返大陆
。

这次罢工被称为
“

台湾工人与大陆工人共同斗争
”

事例而载人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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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还采取了提高外侨
、

外资企业的对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率上限 从 巧 提高到 等

金融自由化措施和鼓励金融机关合并的优惠政策
,

等 表现了努力增强金融机构体质的姿

态
。

在这次亚洲货币
、

金融危机中
,

台湾虽然得益于过去稼健进行金融 自由化的庇荫
,

但

受货币
、

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其他亚洲国家已开始进行剧烈的金触体制改革
,

这又促使台

湾当局要加紧进行金融结构改革
,

构筑能够保证台掩经济持有中
、

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

增长的健全金融体制
,

为此可以预期今后台湾当局仍会努力加速金融自由化
、

国际化的进

程
。

资任编辑 林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