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移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２－２日治時期臺人移民海外與日人移民來臺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初期的國籍選擇 

與人口變化 

在海外的臺灣人 
日本在臺移民的發展狀況 

臺灣人在南洋 臺灣人在中國 臺灣人在滿洲 

 

之
後
訂
每
五
年
定
期
普
查
一
次
，
勇
以
掌
握
人
口
數
量
與
人
力
資
源
，
並
逐
步
建
立
完
善
的
戶
籍
制
度 

２
一
九
○
五
年
，
進
行
首
次
人
口
普
查
（
約
３
０
４
萬
人
） 

↓
離
臺
者
約
佔
當
時
人
口
０
．
１
６
％ 

↓ 

離
臺
者
以
士
紳
、
商
人
居
多
；
未
離
開
的
主
要
原
因
多
是
經
濟
因
素 

 

而
一
八
九
七
年
五
月
八
日
為
選
擇
日
本
國
籍
或
離
境
的
最
後
期
限
。 

 

 
 

但
限
滿
後
尚
未
遷
徙
者
酌
宜
視
為
日
本
臣
民
。
」
條
約
於
一
八
九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生
效
，  

 

據
馬
關
條
約
第
五
款
：「
本
約
批
准
互
換
後
，
限
二
年
之
內
，
日
本
准
中
國
（
臺
灣
、
澎
湖
人
民
離
境
）
…
… 

１
「
住
民
去
就
決
定
日
」
： 

 

Ｂ
臺
人
與
暹
羅
潮
州
籍
華
僑
溝
通
上
較
無
障
礙 

↓ 

成
為
日
商
與
華
僑
、
暹
邏
商
人
的
中
介
者 

 

Ａ
一
九
三
八
年
，
日
暹
新
約
的
簽
訂 

↓ 

有
助
於
臺
人
在
當
地
的
事
業
發
展 

↓ 

臺
灣
總
督
府
鼓
勵
臺
人
移
民
暹
羅 

２
官
方
鼓
勵
移
民
： 

 

一
九
三
一
年
時
，
他
還
栽
植
咖
啡
等
作
物
，
雇
用
土
人
五
百
名
，
年
營
業
額
達
五
十
萬
盾
。 

 

 
 

的
承
租
權
，
種
植
橡
膠
、
椰
子
、
落
花
生
等
。 

●
補
充
：
一
九
○
二
年
，
周
里
觀
隻
身
從
高
雄
前
往
印
尼
泗
水
，
初
為
某
商
店
僱
員
，
後
自
荷
印
政
府
取
得
兩
百
甲
土
地
與
七
十
年 

 

Ｂ
周
里
觀
：
在
印
尼
東
爪
哇
經
營
農
產
品
貿
易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曾
報
導
其
為
南
洋
最
成
功
的
臺
灣
出
身
者 

 

Ａ
背
景
：
經
由
地
緣
鄉
誼
、
血
緣
等
關
係
前
來 

１
臺
灣
人
在
南
洋
發
展
貿
易
的
成
功
案
例
： 

 
 

在
對
日
抗
戰
期
間
，
更
積
極
投
入
抗
日
活
動
。 

 
 

李
宅
亦
為
李
友
邦
故
居
，
李
友
邦
在
日
治
時
代
因
在
臺
發
動
反
日
之
故
，
而
轉
赴
中
國
大
陸
，
曾
就
讀
黃
埔
軍
校
，  

 

位
於
新
北
市
蘆
洲
，
李
氏
家
族
祖
籍
為
泉
州
同
安
縣
，
於
乾
隆
後
期
來
此
拓
墾
。
蘆
洲
李
宅
古
蹟
於
二
○
○
六
年
正
式
開
放
參
觀
。 

●
補
充
：
蘆
洲
李
宅(

李
友
邦
將
軍
紀
念
館) 

４
加
入
重
慶
國
民
政
府
者
：
以
黃
朝
琴
、
連
震
東
為
代
表 

３
加
入
汪
政
權
者
：
多
為
通
譯
、
情
報
員
、
警
察
、
外
交
人
員 

２
李
友
邦
：
在
浙
江
組
織
「
臺
灣
義
勇
隊
」，
進
行
抗
日
活
動 

１
謝
雪
紅
：
加
入
共
產
黨
，
創
立
臺
灣
共
產
黨
並
推
動
臺
灣
共
產
運
動 

 
 

 

最
後
入
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在
中
國
終
老
。 

 
 

一
九
一
五
年
放
棄
日
本
籍
改
入
籍
中
華
民
國
，
一
九
三
二
年
改
為
滿
洲
國
籍
，
一
九
四
五
年
滿
洲
國
瓦
解
後
又
歸
中
華
民
國
籍
，  

 

Ｂ
一
生
歷
經
多
次
國
籍
變
更
：
原
為
大
清
國
籍
，
一
八
九
五
年
因
臺
灣
割
讓
成
為
日
本
籍
，  

 
 

 

一
九
三
二
年
滿
洲
國
成
立
時
，
出
任
第
一
任
外
交
總
長
，
之
後
為
駐
日
大
使
。 

 

Ａ
一
八
七
八
年
出
生
，
畢
業
於
明
治
大
學
法
律
系
，
曾
擔
任
伊
藤
博
文
來
臺
時
通
譯
。 

●
補
充
：
謝
介
石
（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
謝
介
石
能
出
任
滿
洲
國
外
交
總
長
，
真
是
個
幸
運
兒
」
） 

２
代
表
：
新
竹
人
謝
介
石
曾
任
滿
洲
國
外
交
總
長 

●
補
充
：
滿
洲
國
銅
牛│

│

目
前
臺
灣
博
物
館
前
展
示
的
兩
座
銅
牛
，
是
日
治
時
期
滿
洲
國
政
權
贈
送
給
臺
灣
總
督
府
的
禮
物
。 

１
背
景
：
待
遇
與
出
路
較
佳
，
吸
引
臺
人
前
往 

 
 

日
人
恐
其
再
變
，
禁
止
遷
返
原
址
，
另
外
指
定
新
的
地
區
作
移
住
區
。 

 

 
 

終
因
薪
資
問
題
引
發
七
腳
川
社
人
襲
擊
隘
勇
線
和
派
出
所
，
在
日
軍
討
伐
下
，
七
腳
川
社
人
歸
降
，  

 

日
治
初
期
，
日
方
在
七
腳
川
一
帶
採
取
以
蕃
制
蕃
策
略
，
扶
植
阿
美
族
以
制
衡
太
魯
閣
族
。
由
於
長
期
徵
用
阿
美
族
看
守
隘
勇
線
，  

●
補
充
：
七
腳
川
事
件 

 
 

 

是
七
腳
川
事
件
爆
發
後
被
臺
灣
總
督
府
沒
收
的
阿
美
族
社
地
，
而
族
人
也
被
迫
遷
徙 

 

Ａ
首
座
官
營
移
民
村
「
吉
野
村
」
的
土
地
來
源
，  

２
東
部
移
民
村
的
設
置
往
往
侵
犯
到
原
住
民
族
的
生
存
空
間 

 

Ｃ
以
東
部
為
重
心 

 

Ｂ
初
期
為
私
營
移
民
，
但
成
效
不
彰
，
改
採
官
營
移
民
計
畫 

 

Ａ
移
民
以
農
業
移
民
為
主 

１
背
景
：
日
本
為
解
決
長
期
人
口
過
剩
問
題
，
有
意
將
大
批
日
人
移
民
來
臺
，
並
開
辦
移
民
村 

 
 

更
使
東
部
的
漁
業
開
始
往
近
海
及
遠
洋
漁
業
發
展 

 
 

 

移
民
不
僅
帶
來
新
的
漁
業
技
術
，  

 
 

東
部
的
漁
業
移
民
陸
續
集
中
於
三
個
港
口
，  

 

一
九
二
○
到
一
九
三
○
年
代
，  

 
明
治
末
年
首
先
進
行
官
營
漁
業
移
民
，
但
失
敗
。 

●
日
本
在
臺
移
民
村
分
布
圖 

 
 

包
括
「
灣
生
」
在
內
五
十
多
萬
名
日
本
人
被
遣
返
離
臺 

５
一
九
四
五
年
日
本
戰
敗
，  

４
一
九
四
一
年
太
平
洋
戰
爭
後
，
移
民
村
計
畫
趨
緩 

 
 

在
濁
水
溪
、
高
屏
溪
等
河
床
區
域
大
量
設
置
移
民
村 

３
一
九
三
○
年
代
後
，
移
民
計
畫
轉
向
西
部
平
原
， 

 
 

 
 

 

也
影
響
著
移
民
事
業
的
成
效 

 

Ｃ
衛
生
與
治
安
問
題
，
以
及
東
部
天
災
頻
仍
等
問
題
，  

 

Ｂ
移
民
村
和
原
住
民
族
的
衝
突
時
有
所
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