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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is themain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paper (the issue)?

台灣在清治末期至日治時期經歷由傳統農業經濟轉型為現代經濟成長的過程,造成

勞動市場面臨需求的增加。然而,除了由移入人口來應付勞動需求的增長之外,是否

還有其他管道能夠解決勞動力不足的情況?而文章將該問題連結至女性勞動力需求

的改變上,並嘗試探討經濟誘因的提升是否能造就失蹤婦女以及纏足人數的減少。

2.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the signiûcant)?

在文章中,作者並非試圖去回答清治末期的台灣男女性別比與纏足者比例較高的原

因, 反而嘗試去推論日治時期的農家是否會因應當時蔗作區的發展, 而欲追求更高

的家戶所得,從而導致社會整體男女性別比例以及女性纏足比例的降低。 我們知道

人會如何選擇可能是取決於該行為的利益以及機會成本的相對大小,作者在文中所

討論的即是一種經濟誘因的考量。

3. What is the author’s answer (the ûndings)?

作者發現台灣在日治時期新式糖廠的興盛使得甘蔗產量的成長,而增加甘蔗生產的

提高主要來自於勞動投入的增加以及蔗田面積的擴大。透過各地區在耕作期間對各

項作物的勞力需求潛在供給比可知, 甘蔗主要產區的女性勞動力需求將提高。 作者

推論糖業的快速成長導致男女性別比例的下降, 意味著被失蹤的女性人數減少。 同

時, 也造就該區域女性纏足比例的降低。 這隱含農家為獲取更高的所得(經濟誘因)

而促成行動。

4. How did the author get there (the strategy)?

作者藉由多項日治時期的主要作物相關統計調查以及人口統計資料來推論其結果。

並透過資料的佐證來說明農家是否種植甘蔗取決於該地區有無新式糖廠的鐵道經

過, 因此對農家來說,鐵道的路線理應為外生決定的。 所以,文章中的實證結果某程

度不僅是具相關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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