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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望相隨  湖務一生 

懷舊糖香  文創風華 
前言 

    溪湖糖廠成立約可分為下列幾個時期： 

一、臺糖創立時期：大正 8年(1919)在溪湖糖廠現址，投資建立新   

  式製糖工廠，成立大和製糖株式會社溪湖工場。 

二、糖業輝煌時期：民國 8年至民國 91年。 

三、糖業轉型時期：民國 91年至 93年。 

四、文創風華時期：民國 94年起 。 

 

壹、 懷舊糖香 

(壹)臺糖創立時期及輝煌時期 

      臺灣糖業公司溪湖糖廠的創立歷史背景，可以分為三時期，分

別為：一、大和製糖株式會社時期。二、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溪湖製糖

所時期。三、臺灣糖業公司溪湖糖廠時期。茲將各時期發展敘述如下： 

一、 大和製糖株式會社時期： 

(一) 溪湖糖廠的前身，為鹿港企業家辜顯榮於明治 34年(1901)7月

2 日，在二林上堡竹頭仔庄及馬芝堡崁仔腳庄投資 9,856 日圓

開鑿水圳工事，至明治 36年(1903)竣工完成。明治 35年(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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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8萬日圓申請開墾二林堡及馬芝堡官有荒地 1500甲，並開

設灌溉水圳，展開對當時二林、溪湖、埔鹽地區的土地開發，

是溪湖地區大面積種植甘蔗的起源。 

(二) 明治 36年(1903)7月，辜氏陸續在溪湖、二林、鹿港等地，墾

荒地開闢為蔗田，並陸續將溪湖地區臺灣資本家蔡春海、陳梓

成等人的四所改良糖廍合併，先設立了四個改良式糖廍在溪

湖、二林等地，在鹿港設立製糖機械工廠，聘請日人技師引進

新式機械。 

(三) 辜氏於大正 8年(1919)10月成立大和製糖會社，並將旗下大排

沙、三省庄、頂寮及連交厝四所改良式糖廍合併於今臺糖溪湖

糖廠現址，創建新式製糖工場。同時期開始建築員林、溪湖、

鹿港、二林間的鐵道，力求發展。 

(四) 西元 1914 年至 1918 年的一次世界大戰，隨著日本經濟慘跌，

臺灣糖業市場也因而受影響而重整，此為臺灣糖業第二次合併。 

(五) 辜氏的大和製糖株式會社也受經濟影響，而與明治製糖株式會

社於大正 9 年(1920)7 月 1 日議定合併，在臺中州員林郡溪湖

庄汴頭字大竹圍一、二、三番地設立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溪湖製

糖所。1 

                                                      
1 上野雄次編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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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溪湖工場時期： 

(一)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於明治 39 年(1906)10 月成立，是唯一承蒙日

本皇室與天皇指定之御用糖公司。 

(二)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先後透過整

併，大正 9 年(1920)合併大和製

糖會社溪湖工場。 

(三) 溪湖工場設立後，廣鋪糖業鐵

道，載運直營的溝內、大排沙、

萬興及後寮等四個農場生產的甘

蔗，四個農場總面積高達 1,175

甲。溪湖工場也在溪湖、二林、

埔鹽、福興等地，鼓勵民眾契作

種植甘蔗，藉由員林鹿港間的糖鐵運送甘蔗至工廠壓榨製糖。昭

照片：大正 8年以前大和製糖原料區圖

(姚惟桐提供) 

  照片：明治溪湖工場時期原料區 

(姚惟桐提供) 

照片：昭和時期台灣糖業圖 

(姚惟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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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 年(1934)達到巔峰，成為彰化地區壓蔗能力最高的製糖工

場。場內設有工場長職務，總理工場所有管理事務，當時的工場

長為日本人，有多賀敏男、雨谷安之丞、佐佐木定澄等人。 

 

 

製糖會所工場長多賀敏男之戶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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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糖會所工場長雨谷安之丞之戶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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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明治製糖會社溪湖工場(摘自員林郡大觀) 

 

 

照片：日治時期蔗園鋪設鐵軌(姚惟桐提供) 

 

 

照片：日治採蔗情形(姚惟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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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甘蔗搬運一景(姚惟桐提供) 

 

 

照片：火車載運甘蔗(姚惟桐提供) 

 

 

照片：日治製糖程序(姚惟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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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昭和 4年(1929)明治製糖萬興農場落成(陳文展提供) 

 

 
照片：昭和 4年(1929)萬興農場全景(陳文展提供) 

 

(四) 明治製糖因為製糖量激增，外銷內地與中國為製酒原料，因為搬

運包裝不便，乃計畫在各工場建設酒精工場生產酒精，溪湖酒精

工場於昭和 5年(1930)4月完成啟用。2 

(五) 當時的甘蔗渣經過新式製糖設備壓榨後，是很好的燃燒材料，工

                                                      
2 資料來源，台中州統計書，昭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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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設置鍋爐以蔗渣為燃料，以此產生動力推動發動機來發電，不

僅足以供應工場內部運作所需的能源，更讓整個工場用電無虞，

於是溪湖工場在昭和時期開設蔗板工場，利用蔗渣製作成蔗板銷

售，為會社帶來額外的收益。3
 

三、 臺灣糖業公司溪湖糖廠時期： 

民國 34 年光復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並在日治四大製

糖會社「日興」、「臺灣」、「明治」、「鹽水港」設置分會監理，明治製

糖會社為第三分會，之後變更名稱為「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糖業接管委

員會第三分區溪湖糖廠」。 

 

 
照片：溪湖糖廠 

                                                      
3 曾世芳，《台糖五分車的建構與轉型文化產業經營之研究-以溪湖花卉文化園區觀光小火車為

例》，頁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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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民國 40年代溪湖糖廠蔗渣堆置場(溪湖糖廠提供) 

 

 

照片：內燃機車載運甘蔗(溪湖糖廠提供) 

 

 
照片：60年代開始使用鐵牛車載運甘蔗(陳文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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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35 年 5 月 1 日

臺灣糖業有限公司在上

海成立，將接收原來的四

大會社改為四個區分公

司，溪湖糖廠屬第三區分

公司管轄，因此於民國 35

年 6月 1日改為「資源委

員會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糖業有限公司第三區分公司溪湖糖廠」。民國

36 年 5 月臺灣省行政機構更改，名稱再改為「資源委員會臺灣省政

府臺灣糖業有限公司第三區分公司溪湖糖廠」。臺糖民國 37年 9月 3

日，正名為「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38年政府撤退來臺，民

國 39 年 7 月 1 日臺糖公司撤銷四個區分公司，重新劃分五個總廠，

溪湖糖廠隸屬於臺中總廠，因此名稱又改為「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總廠溪湖糖廠」。 

民國 56 年實施組織精簡改為大總廠制，仍隸屬臺中總廠管轄。

直到 58 年 7 月因臺中地區之原料不繼，撤銷臺中總廠，因此又改訂

為「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溪湖糖廠」。4民國 91 年 7 月 1 日製糖期

結束後，溪湖糖廠結束製糖的任務，糖廠名稱已不符時宜，因此除去

                                                      
4 台灣糖業公司編《台糖五十年》，臺北，台灣糖業公司，1996。頁 19-37 

照片：60年代還使用牛車載運甘蔗(陳文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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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字，成為「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溪湖廠」。 

 

 

 

 

 

 

 

 

照片：民國 60年代婦女整齊排蔗苗(陳文環提供) 

 

 

 

 

 

 

 

 

照片：民國 60年代婦女蔗田採蔗工作(陳文環提供) 

 

 (貳)日治時期人口狀態 

為確實掌握實際人口，明治 29 年(1896)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

頒佈戶籍調查報告，正式展開臺灣戶口調查工作。明治 36年(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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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復以第 104 號訓令制定「戶口調查規程」，將戶籍業務統

交員警機關辦理。戶口調查事務則由巡查、巡查補負責，戶口申報改

由保正、甲長及居民本人負責。5 

明治 38 年(1905)6 月，公佈「戶口調查規定」，同年 10 月 1 日

起實施臺灣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並規定每隔十年調查一次。大正 3

年(1914)著手準備第二次臨時戶口調查，並於隔年 10 月 1 日完成。

大正 9年(1920)10月 1日舉行第一次戶口普查(日人稱之國勢調查)，

大正 14年(1925)10月 1日舉辦第二次戶口普查，嗣後每 5年調查一

次，迄昭和 15 年(1940)計舉辦 5 次戶口普查，合前二次臨時戶口調

查，計舉辦七次戶口普查。6 

在《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資料中，以堡、庄為單位，記載明治

38年(1905)至昭和 17年(1943)間溪湖人口數量。從表 1-2-1溪湖庄

人口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溪湖地區人口總數，由明治 38 年

(1905)10,185 人，至大正 8 年(1919)12,425 人，計增加 2,240 人，

人口增加 21.99%。 

從人口統計表中，也可以看出各庄人口比率。明治 38 年(1905)

至大正 8 年(1919)間，各庄人口所占的比率，分別為崙仔腳庄占

19.94%，四塊厝庄占 13.65%，汴頭庄占 10.91%，溪湖庄占 10.44%，

                                                      
5 黃開基纂修，《彰化縣志．人民志人口篇》(彰化：彰化縣政府(未出版)，1994)，頁 21-22。 
6 黃開基纂修，《彰化縣志．人民志人口篇》，頁 23-25。 



 

14 
 

溪望相隨  湖務一生 

頂寮庄 9.60 占%，三塊厝庄占 8.93%，大突庄占 8.79%，西勢厝庄占

7.42%，田中央庄占 5.48%，阿媽厝庄占 4.84%。另從圖 1-2-1中，也

可以看出溪湖人口大致呈現逐漸增加趨勢。 

 

表 1-2-1：明治 38 年至大正 8年(1905-1919)溪湖人口統計表 

年度 

四塊

厝 

三塊

厝 

阿媽 

厝庄 
崙仔腳庄 

溪湖

庄 

頂寮

庄 

大突

庄 

田中 

央庄 

汴頭

庄 

西勢 

厝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數 

明治 38年 749 622 568 431 283 246 1,141 884 589 462 602 462 493 386 258 191 617 508 389 304 10,185 

明治 39年 751 635 548 411 275 235 1,154 900 589 472 589 475 492 393 267 209 597 500 395 307 10,194 

明治 40年 756 634 533 391 290 246 1,116 906 602 479 604 465 491 390 286 223 593 506 397 323 10,231 

明治 41年 759 629 529 391 281 245 1,102 918 590 475 585 459 496 403 294 222 589 502 412 339 10,220 

明治 42年 755 619 527 395 239 219 1,104 932 593 472 584 433 479 385 290 233 588 596 390 345 10,178 

明治 43年 754 624 521 400 243 228 1,129 947 610 479 554 427 476 399 296 242 582 516 389 369 10,185 

明治 44年 788 646 519 406 251 229 1,135 945 612 503 555 420 492 400 313 247 589 534 397 378 10,359 

大正 1年 766 655 524 411 273 241 1,158 977 615 505 562 451 512 433 324 262 599 555 423 396 10,642 

大正 2年 794 675 533 425 278 248 1,178 1,023 614 519 564 472 524 434 337 294 616 589 440 388 10,945 

大正 3年 817 705 541 449 274 241 1,205 1,050 639 534 569 486 540 442 352 290 627 597 458 397 11,213 

大正 4年 821 720 537 446 287 256 1,191 1,059 633 540 563 505 566 464 352 308 634 605 473 406 11,366 

大正 5年 834 730 524 444 282 261 1,214 1,091 650 539 538 499 552 483 365 320 638 601 481 409 11,455 

大正 6年 872 754 543 483 292 272 1,220 1,109 643 538 551 497 560 501 374 328 649 635 475 412 11,708 

大正 7年 880 768 564 498 304 278 1,213 1,150 682 575 559 510 571 513 382 331 644 634 491 419 11,966 

大正 8年 958 819 570 515 308 290 1,245 1,164 711 582 590 547 560 526 405 351 690 674 489 431 12,425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同編者，1905-1919)。 

註：大正 4年起，合計內地人、本島人與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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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明治 38 年至大正 8年(1905-1919)溪湖庄現住人口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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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9年(1920)，臺灣進行地方行政改制，將原本的區長制改為

庄長制。大正 10 年(1921)，人口統計依據街庄為單位。表 1-2-2 中

溪湖庄現住人口統計表，主要分內地人、本島人、外國人進行統計。

由表得知大正 9 年(1920)溪湖庄現住人口總數 12,971 人，昭和 9 年

人數超過 20,000 人，昭和 17 年(1942)現住人口總數 26,447 人。計

人口數增加 13,476 人，人口成長率達到 103.89%。人口增長的主要

原因，是日本人在臺統治逐漸穩定，總督府極力推展防疫措施，肅清

鼠疫、霍亂天花，防治瘧疾，改善醫療衛生，降低死亡率。7加上經

濟逐漸發展，皆有助於溪湖庄人口的增長。至於人口結構方面，以本

島人占絕對多數，計占 97.92%，內地人占 1.81%，外國人占 0.28% (見

                                                      
7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頁 1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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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表 1-2-2：日治大正 9 年至昭和 17年(1920-1942)溪湖庄現住人口統計表 

年度 
內地人 本島人 外國人 合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大正 9年 160 69 229 6,626 6,088 12,714 25 3 28 6,811 6,160 12,971 

大正 10年 175 87 262 6,782 6,341 13,123 26 3 29 6,983 6,431 13,414 

大正 11年 199 102 301 6,912 6,551 13,463 25 5 30 7,136 6,658 13,794 

大正 12年 201 101 302 7,066 6,763 13,829 20 5 25 7,287 6,869 14,156 

大正 13年 216 113 329 7,307 7,033 14,340 21 4 25 7,544 7,150 14,694 

大正 14年 128 118 246 7,467 7,283 14,750 11 3 14 7,606 7,404 15,010 

昭和元年 160 151 311 7,707 7,535 15,242 11 3 14 7,878 7,689 15,567 

昭和 2年 144 135 279 7,999 7,857 15,856 13 3 16 8,156 7,995 16,151 

昭和 3年 130 136 266 8,279 8,175 16,454 19 6 25 8,428 8,317 16,745 

昭和 4年 146 137 283 8,489 8,444 16,933 31 6 37 8,666 8,587 17,253 

昭和 5年 167 146 313 8,865 8,799 17,664 46 7 53 9,078 8,952 18,030 

昭和 6年 172 143 315 9,091 9,056 18,147 45 7 52 9,308 9,206 18,514 

昭和 7年 168 149 317 9,296 9,333 18,629 35 9 44 9,499 9,491 18,990 

昭和 8年 173 159 332 9,746 9,860 19,606 46 13 59 9,965 10,032 19,997 

昭和 9年 186 164 350 10,067 10,171 20,238 52 13 65 10,305 10,348 20,653 

昭和 10年 206 191 397 10,415 10,506 20,921 59 29 88 10,680 10,726 21,406 

昭和 11年 209 196 405 10,781 11,011 21,792 80 40 120 11,070 11,247 22,317 

昭和 12年 232 199 431 11,212 11,437 22,685 74 32 106 11,518 11,704 23,222 

昭和 13年 236 217 453 11,553 11,571 23,124 62 26 88 11,851 11,814 23,665 

昭和 14年 226 194 420 11,909 11,806 23,715 61 23 84 12,196 12,023 24,219 

昭和 15年 252 230 482 12,525 12,239 24,764 59 21 80 12,836 12,490 25,326 

昭和 16年 235 211 446 12,747 12,756 25,503 43 21 64 13,025 12,988 26,013 

昭和 17年 224 205 449 12,939 12,994 25,933 42 23 65 13,225 13,222 26,447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同編者，192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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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大正 9年至昭和 17 年(1920-1942)溪湖庄現住人口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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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光復後人口狀態 

一、 民國時期(1945-2009)人口概況 

以下將討論民國 35 至 98 年間，溪湖鎮歷年人口概況與變動情

形。透過出生數、死亡數、遷入、遷出等數據，以及自然增加和社會

增加之數量和比率，來呈現本鎮光復後的人口發展趨勢。 

二、 歷年人口概況 

在出生數方面，自民國 36 年至 46 年間，除民國 39 年外，均呈

現極高的出生率。除了民國 39年「粗出生率」為 13.41‰，其他時間

均超過 40‰，為戰後嬰兒潮，也是臺灣光復至今出生人數最高的時期。

民國 54年起政府推行「家庭計劃」，鼓勵節育，出生率開始下降。不

過民國 56 年至 74 年間，溪湖鎮仍維持在 20‰以上出生率。民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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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92 年下降至 20‰以下出生率，民國 93 年以後出生率下降到 10‰

以下，且有逐漸減少趨向。 

在死亡數方面，因為經濟條件改善，醫療技術進步，衛生保健觀

念進步及傳染病的防治，呈現減少的趨勢。除了民國 36、37、38、

40、42 年超過 10‰外，其他時間均低於 10‰以下。民國 38 年 8 月，

溪湖鎮成立衛生所，推展環境衛生教育，提高鎮民醫療和衛生觀念8 

總體而言，溪湖鎮的平均自然增加率，在民國 70 年以前除了民

國 39、62、63 年外，均維持在 20‰以上。民國 72 年至 85 年維持在

10-20‰。民國 85 年以後，則在 10‰以下，至民國 98 年則為 2.43‰。

統計民國 56年至 98年間，溪湖鎮平均自然增加率為 13.79‰。(見表

1-3-1)。 

在社會增加數方面，臺灣光復以後，計民國 36年至 98年間，平

均社會增加率為負 7.42‰，人口外流相當明顯。民國 56年至 98年間，

溪湖鎮社會增加率平均為負 7.08‰。由於民國 40 年代以來，臺灣歷

經土地改革以及工業化、都市化的快速發展，而有大批溪湖居民遷徙

到都市發展。9 

在總人口數方面，溪湖鎮人口數從民國 36年以後，除 56、63年

                                                      
8 有關本鎮醫療資源分配情形，可參考本書《政事篇．衛生行政》。 

9 楊永川，〈農業人口之流失〉，溪湖鎮史記網頁，下載自

http://tw.myblog.yahoo.com/wuyang-ourstory/article?mid=293&prev=320&next=292&l=f

&fid=13 

http://tw.myblog.yahoo.com/wuyang-ourstory/archive?l=f&id=13
http://tw.myblog.yahoo.com/wuyang-ourstory/article?mid=293&prev=320&next=292&l=f&fid=13
http://tw.myblog.yahoo.com/wuyang-ourstory/article?mid=293&prev=320&next=292&l=f&f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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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外，大致呈現增加的趨勢。民國 35 年人口數為 26,305 人，50

年上升為 38,350人，60年上升為 44,020人，70年上升至 46,949人，

80 年上升至 52,168 人，90 年上升至 55,875 人。人口數的年度增加

數，以民國 41年增加 1,218人最多，依序為民國 36年增加 1,099人，

民國 48 年增加 1,090 人，民國 59 年增加 1,080 人，民國 40 年增加

1,054人，民國 55年增加 1,050人。民國 96年，溪湖鎮人口數到達

最高峰，有 56,607人，為民國 35年的 2.15倍。97年以後，人口數

呈現開始下降趨勢。至於 98 年至 103 年人口減少情形，可能受到晚

婚、經濟衰退及年輕夫妻減少生育意願致少子化等因素所致(見表

1-3-1)。 

表 1-3-1：民國 35-103年溪湖鎮人口變動情形 

年度 

(民國) 
人口數 

自然增減情形 社會增減情形 

出生數 

粗出生

率(千

分比) 

死亡

數 

粗死亡

率(千

分比) 

自然

增加

數 

自然增加

率(千分

比) 

遷入 遷出 
社會增

加數 

社會增加

率(千分

比) 

35 26,305           

36 27,404 1,160 43.20 375 13.96 785 29.23 373 59 314 11.69 

37 28,200 1,135 40.82 458 16.47 677 24.35 362 243 119 4.28 

38 29,112 1,152 40.20 355 12.39 797 27.81 260 145 115 4.01 

39 29,185 391 13.41 101 3.47 989 9.95 571 1488 -917 -31.46 

40 30,239 1,545 52.00 327 11.01 1218 40.99 742 906 -164 -5.52 

41 31,457 1,453 47.10 290 9.40 1163 37.70 1607 1533 74 2.40 

42 32,433 1,446 45.27 332 10.39 1114 34.87 1562 1700 -138 -4.32 

43 33,404 1,544 46.90 272 8.26 1272 38.64 1268 1569 -301 -9.14 

44 34,328 1,567 46.27 327 9.66 1240 36.61 1054 1370 -316 -9.33 

45 34,429 1,591 46.28 323 9.40 1268 36.88 1276 2443 -1167 -33.95 

46 35,206 1,395 40.07 319 9.16 1076 30.90 1223 1522 -299 -8.59 

47 36,186 1,419 39.75 317 8.88 1102 30.87 1338 1460 -122 -3.42 

48 37,276 1,570 42.74 280 7.62 1290 35.12 1478 1678 -200 -5.45 

49 37,778 1,423 37.92 288 7.67 1135 30.24 1421 2063 -642 -17.11 

50 38,350 1,451 38.12 315 8.28 1136 29.84 1390 1954 -564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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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民國) 
人口數 

自然增減情形 社會增減情形 

出生數 

粗出生

率(千

分比) 

死亡

數 

粗死亡

率(千

分比) 

自然

增加

數 

自然增加

率(千分

比) 

遷入 遷出 
社會增

加數 

社會增加

率(千分

比) 

51 39,074 1,453 37.53 282 7.29 1171 30.25 1557 1997 -440 -11.37 

52 39,873 1,330 33.69 255 6.46 1075 27.23 1588 1864 -276 -6.99 

53 40,677 1,404 34.86 242 6.01 1162 28.85 1379 1737 -358 -8.89 

54 41,121 1,250 30.56 202 4.94 1048 25.62 1515 2119 -604 -14.77 

55 42,171 1,291 31.00 225 5.40 1066 25.60 1679 1695 -16 -0.38 

56 41,907 1,117 26.57 222 5.28 895 21.29 1805 2964 -1159 -27.57 

57 42,182 1,195 28.42 232 5.52 963 22.90 1819 2507 -688 -16.36 

58 42,580 1,131 26.69 227 5.36 904 21.33 2068 2574 -506 -11.94 

59 43,660 1,116 25.88 211 4.89 905 20.99 2517 2342 175 4.06 

60 44,020 1,075 24.52 191 4.36 884 20.16 1637 2159 -522 -11.91 

61 44,303 1,085 24.57 200 4.53 885 20.04 1324 1924 -600 -13.59 

62 44,550 1,102 24.81 215 4.84 887 19.97 1717 2357 -640 -14.41 

63 44,438 1,063 23.89 234 5.26 829 18.63 1552 2493 -941 -21.15 

64 44,465 1,141 25.67 218 4.90 923 20.76 1679 2575 -896 -20.16 

65 44,790 1,219 27.31 198 4.44 1021 22.88 1628 2324 -696 -15.60 

66 45,205 1,185 26.33 213 4.73 972 21.60 1619 2176 -557 -12.38 

67 45,353 1,213 26.79 180 3.98 1033 22.81 1764 2649 -885 -19.55 

68 45,743 1,219 26.76 217 4.76 1002 22.00 1956 2568 -612 -13.44 

69 46,259 1,248 27.13 228 4.96 1020 22.17 2083 2587 -504 -10.96 

70 46,949 1,212 26.01 225 4.83 987 21.18 1855 2152 -297 -6.37 

71 47,678 1,261 26.65 251 5.31 1010 21.35 2148 2429 -281 -5.94 

72 48,340 1,181 24.60 244 5.08 937 19.52 2140 2415 -275 -5.73 

73 48,979 1,189 24.44 237 4.87 952 19.56 2209 2521 -312 -6.41 

74 49,541 1,092 22.17 234 4.75 858 17.42 2117 2413 -296 -6.01 

75 49,861 968 19.48 239 4.81 729 14.67 1871 2280 -409 -8.23 

76 50,332 945 18.86 264 5.27 681 13.59 2115 2325 -210 -4.19 

77 50,590 1,008 19.98 264 5.23 744 14.74 2323 2809 -486 -9.63 

78 50,819 839 16.55 271 5.35 568 11.20 2325 2664 -339 -6.69 

79 51,465 933 18.24 266 5.20 667 13.04 2603 2624 -21 -0.41 

80 52,168 908 17.52 271 5.23 637 12.29 2360 2294 66 1.27 

81 52,684 846 16.14 311 5.93 535 10.20 2381 2400 -19 -0.36 

82 53,077 907 17.15 286 5.41 621 11.74 2196 2424 -228 -4.31 

83 53,627 778 14.58 254 4.76 524 9.822 2443 2417 26 0.49 

84 54,197 863 16.01 290 5.38 573 10.63 2652 2655 -3 -0.06 

85 54,732 904 16.60 332 6.10 572 10.50 2355 2392 -37 -0.68 

86 54,827 873 15.94 327 5.97 546 9.97 2424 2875 -451 -8.23 

87 55,183 715 13.00 353 6.42 362 6.58 2268 2274 -6 -0.11 

88 55,272 733 13.27 335 6.07 398 7.21 2017 2326 -309 -5.60 

89 55,481 726 13.11 327 5.91 399 7.21 1947 2137 -190 -3.43 

90 55,875 631 11.33 354 6.36 277 4.98 2042 1925 117 2.10 

91 55,953 632 11.30 278 4.97 354 6.33 1995 2271 -276 -4.94 

92 56,106 571 10.19 318 5.68 253 4.52 1861 1961 -100 -1.79 

93 56,356 527 9.37 339 6.03 188 3.34 2040 1979 61 1.09 

94 56,417 554 9.83 363 6.44 191 3.39 2024 2154 -130 -2.31 

95 56,430 521 9.23 343 6.08 178 3.16 2068 2233 -165 -2.92 

96 56,607 505 8.94 381 6.74 124 2.19 1897 1844 53 0.94 



 

21 
 

溪望相隨  湖務一生 

年度 

(民國) 
人口數 

自然增減情形 社會增減情形 

出生數 

粗出生

率(千

分比) 

死亡

數 

粗死亡

率(千

分比) 

自然

增加

數 

自然增加

率(千分

比) 

遷入 遷出 
社會增

加數 

社會增加

率(千分

比) 

97 56,449 511 9.04 365 6.46 146 2.58 1909 2213 -304 -5.38 

98 56,260 494 8.77 357 6.34 137 2.43 1,858 2,184 -326 -5.79 

99 56,119 426 7.59 380 6.77 46 0.82 1953 2136 -183 -3.26 

100 55,918 443 7.92 374 6.69 69 1.23 1757 2027 -270 -4.83 

101 55,899 565 10.11 388 6.94 177 3.17 1690 1886 -196 -3.51 

102 55,802 486 8.71 411 7.37 75 1.34 1709 1881 -172 -3.08 

103 55,788 510 9.14 433 7.76 77 1.38 1698 1759 -91 -1.63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主計室編，《彰化縣統計要覽》(彰化：彰化縣政府，1946-2007；

楊桂林，《溪湖鎮志》(彰化：溪湖鎮公所，1986)，頁 111-112。 

 

貳、 文創風華 

臺糖没落轉型時期及文創風華時期 

(一) 溪湖糖廠業務營運之演變： 

光復後，政府接收溪湖糖廠即著手整修工廠機件，民國 43 年 7

月，臺糖公司彰化及溪州兩糖廠，一起合併於溪湖，溪湖糖廠遂為彰

化縣境內唯一之製糖廠。當時原料區遍及彰化縣 25 鄉鎮，契作範圍

遼闊，原料甘蔗增加，為臺糖公司所屬製糖廠壓榨量最大之糖廠。同

年工廠與工業工程辦公廳「英彪樓」落成，分別立碑紀實。 

隨後溪湖糖廠因為國際糖價長期低迷，糖業經營至為艱困。民國

91 年 3 月 8 日溪湖製糖工廠正式結束製糖任務，停止轉運，將所有

彰化製糖員工、甘蔗原料區及農場撥歸虎尾糖廠管轄。 

 

資料來源：臺灣糖業公司，《臺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臺灣糖業之演進與再 

生》，臺北，臺灣糖業公司，2006。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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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溪湖糖廠生產事業之演變(由糖業轉型→文創風華)： 

一、溪湖糖廠製糖的歷史長達 83 年之久，地方人士咸認工廠停工殊

為可惜，在文建會、縣政府、鎮公所、糖廠及溪湖文史工作室成

照片：民國 37年阿媽厝蔗農甘蔗賣渡證書〈蔣敏全提供〉 

照片：民國 42年溪湖糖廠蔗農證〈陳慶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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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多方努力之下，爭取經費彩繪小火車，讓糖廠五分車恢復行

駛，糖廠朝觀光休閒產業發展。同年 6 月 22 日端午節與鎮公所

舉辦「2002 年產業文化振興活動」，正式對外營運。溪湖觀光小

火車配合公司政策，於民國 93年 7月 16日納入公司休閒事業部

編制，因為配合縣政府溪州舉辦「花卉博覽會」，而命名為溪湖

花卉文化園區。民國 94年 8月 1日編制回歸臺中區營業處(溪湖

廠)管轄，使溪湖再度成為觀光重鎮。 

二、溪湖廠區設有鐵道文化區、糖業文化區、休閒服務區及戶外活動區等 4 

大區域，提供糖業文化、親子活動、戶外教學、大型活動及開會講習

等休閒場所，以及結合地方特色(如葡萄、羊肉爐)成為中部區域糖業

歷史文化、觀光休憩兼備之最佳景點。 

 

參考文獻:  

彰化縣溪湖鎮公所。2012。溪湖鎮志。第一版第一刷。新北：龍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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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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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業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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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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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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